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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下，第三次分配可否不仅惠及他人，也能惠及捐

赠人自身，“予人玫瑰，不止手有余香”呢？ 怀揣着这样的目标，我们试

图撰写您现在看到的这一组名为“从中国慈善史看商业向善与社会创新”

的系列文章，梳理中国慈善的历史，为今天的企业实现商业向善与社会创

新的旅程，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要则。系列文章的核心思想是“激励相容”

理念，即一个良善行为的持续和存在，需要保证参与该行为各个组织或个

体哪怕只为自己着想，同样有激励参与到行动中来。我们将以独特的“3+2”

分析法研究典型慈善模式——即考察慈善模式中直接相关的三方：发起者、

受益者、传承者，以及作为观察者的两方：民众与政府，在该慈善模式下

是否激励相容。本文是系列文章的第五篇，继续讲述“激励相容”视角下

的中国古代商帮慈善---徽商慈善。 

顾名思义，徽商起源于徽州。古徽州地处贫瘠山区，当地称为“七山

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大部分人靠种地难以维持生计，恶劣的

生存条件让徽州人不得不走出去，通过经商改善自己的生活。从东晋开始

已经有了关于徽州商人的记录，唐代诗歌《琵琶行》中“商人重利轻别离，

前月浮梁买茶去”描写了徽州茶商的身影。南宋时期，政府迁都杭州，经

济、政治中心南移，邻近地区的经济得以发展。徽州人就把徽州特产的木

材、茶叶、文房四宝等通过新安江运往杭州来换取粮食，徽州商人逐渐声

名显赫。 

徽商成帮约在明朝中期，清朝乾隆年间达到顶峰。明末笔记《五杂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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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记载，当时的豪门大户，南方以徽商为首，北方则以晋商为主。在中国

十大商帮中，只有徽商可以与晋商比肩。在发展过程中，徽商慈善显示出

了三个与众不同的重要特点：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度重视；对民生需求的

细致观察；对科举入仕的高度追求。这些特点背后的成因是什么？当我们

透过徽商的兴衰去观察徽商慈善，或许可以为今天的民营企业家提供新的

思考与借鉴。 

在系列文章的第四篇（详见系列文章的第四篇：《从中国慈善史看社会

创新与商业向善（四）：晋商慈善》）中，我们讲到，开中制的机制设计使

得晋商利用就近纳粮的天然优势顺势崛起，控制了全国大部分盐业。虽然

徽州商人也参与了早期的纳粮开中，但徽州地处山区，交通不便，从盐业

中获得的利润并不多。1492 年户部尚书叶淇变“开中制”为“开中折色

制”，将原来的纳粮改为纳银以领取盐引，也就是直接交钱以换取盐引。

当时两淮盐运司设在扬州，两浙盐运司设在杭州，这两处离徽州都很近，

这就给了徽州盐商崛起的机会。显著的地理优势和高收益让徽州商人成批

投入到盐业经营行列，并积累了相当多的财富。 

如果说开中折色制使徽州盐商兴起，那么纲运制的实施则是徽州盐商

发达的开始。1617 年，政府为了疏销积压的盐引，实行纲运制。盐院将持

有旧引的商人编为纲册，纲册上有名目的盐商，拥有盐引的批销权、专卖

权。能够入编纲册的商人（即专卖盐商身份的取得），首先要家道殷实，具

有一定的实力。获得的专卖权，可以让子孙后代继承永远占有。纲运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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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盐商除了贩盐，还有维护盐法正常秩序的职责，如按时按量缴纳盐税，

定期完成食盐运销，协助官府稽查私盐等。这样，政府不仅能疏通盐法，

还能保证顺利收到盐税，甚至在盐税不充裕时，能向财力雄厚的大盐商追

偿。 

纲运制将商人与官方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徽商借机垄断了大部分盐

业市场。据统计，从明嘉靖至清乾隆年间移居扬州的 80 名大盐商中，徽商

就占 60 名。纲运制让徽州盐商拥有了长达 200 余年的专商特权。在徽州

盐商家族中，一家几代人都是总商，或者某一代人从事总商长达四五十年

的情况十分常见。以盐业为中心，徽商经营行业遍布各类消费行业，从茶

叶木材到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深入到普通百姓的日常

生活中。 

清朝中晚期，私盐泛滥。为了根治两淮两浙地区的盐政弊端，1832

年，两江总督陶澍改革盐政，将纲盐制变为票盐制，剥夺了两淮盐商的盐

务垄断特权。清政府为了追缴盐商历年所欠下的旧额盐税，对盐商采用抄

家没产的办法，使得许多大盐商破产。而在其他消费行业，竞争者也层出

不穷，徽商在茶业上并没有形成太大的竞争优势。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

带来了洋纱、洋布、洋木材等进口产品以及钱庄和银行业，激烈的竞争中，

徽商逐渐失去了对传统行业的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1850-1860 年左

右的太平天国运动更是让苏杭迅速衰落，彻底打破了徽商再次复苏的可能。 

回顾徽商的兴衰，我们可以看到，徽商凭借勤劳肯干、良好的文化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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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发挥宗族优势和灵活的经营策略，广泛涉猎与百姓生活相关的各个行

业，成为活跃于明清商业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我们也看到，徽商与

官府的联系之深，一方面带来垄断与特权，另一方面也使得徽商在建立商

业竞争优势上止步不前，最终在危机面前几无反抗之力。徽商兴衰中的“消

费行业属性”和“政府关联属性”也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慈善行为。以下，

我们便从这两个属性展开，发掘徽商慈善中的三个特色。 

徽商慈善的第一大特色是重视基础建设。徽州地处山区，山高水急，

筑桥修路是一件积德行善、造福于家乡人民的义举。对此，徽商往往不惜

斥巨资予以慷慨资助，即使是小本生意的徽商也无不以造桥修路为乐。明

代徽商许岩保、吴月山、清代富商汪士嘉、吴德基都曾独立捐资修建公共

设施。至今仍横跨于歙县练江之上的安徽省最长的石拱桥——16 孔太平桥，

就是徽商胡元熙捐助建造和修缮的杰作；祁门通往安庆的历口历济桥，更

是徽商集体捐资、协力建造的典型之一。徽商们不仅捐资建桥，还在道路

建设上不遗余力。有人统计了祁门大洪岭道路捐助的情况，发现了包括歙

县广裕号、休宁义茂号、祁门开泰号等在内的 351 家商号和个人捐赠的芳

名册，这是一次徽商集体捐助兴修道路的典范。至于乡镇乡村之间的山路

修建，徽商的捐赠记录更是比比皆是。 

徽商的这些善举一方面说明徽商以义为利，致富不忘回馈社会的高尚

品质。另一方面，也与徽商的商业活动有关。徽商从事的大部分是盐、木

材、茶叶、丝布等消费品行业，需要广修路桥，加强各地市场之间的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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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运，便于商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比如乾隆五十三年，徽州就曾发生洪

涝灾害，洪水冲毁了河西桥和登封桥。河西桥是婺源、祁门、休宁和黟县

等地进入徽州府城的交通要道，而登封桥是黟县至杭州货运交通的大动脉。

随后，江南首富徽商胡贯三立即捐资白银十万两，耗时八年，重建了两座

桥梁，为来往商人提供了便利。故而，徽商以提供公共物品和基础建设作

为慈善的主旋律，不仅提高了社会福利，同时也拓宽了自身的市场渠道，

触达了更广阔的消费人群，在实现社会价值的同时，亦极大地服务于自身

的商业价值。 

徽商慈善的另一个特色，是根据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满足差异化的慈

善需求。作为一个客居群体，要想在当地立稳脚跟，来自徽州的商人们就

势必要快速且有效地取得当地民众的信任和接纳，最终完全融入其中。而

想要获得当地民众的认可，光靠自身的商业经营活动肯定是不行的，还得

看对当地社会所作出的贡献大小。江南地区商业发达，经济富庶，也是徽

商最主要的活动区域。当地民间社会乐善好施的氛围十分浓厚。由于地方

经济水平的发展，其慈善行为开始从简单的赈灾发粮转向于服务更加细化

而个体差异化的慈善需求。例如，在各种善堂组织当中，开办最多的是育

婴堂。据统计，当时全国各地的育婴堂有 973 所，其中江南地区所占比重

最大。顺治十三年（1656），清代第一所育婴类机构在扬州正式建立。在

成立之初，负责整个善堂筹备工作的就是扬州的徽商吴自亮、方如挺。育

婴堂正式建立以后，日常运营资金全部来自于“绅商所捐”，而捐款的倡

议则以徽商闵世璋等人发起。次年，闵世璋之子闵宽又带头请求盐运使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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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增加供银，以供育婴堂开支。育婴堂的建立，一方面是江南地区人民生

活水平提高后的自然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徽商获得地方民众认可的有效手

段。从品牌效应的角度出发，育婴堂慈善同样实现了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

的激励相容。 

徽商慈善的第三个特色是对兴学重教的高度投入。徽商竞争优势的主

要壁垒来自于垄断经营，其背后倚赖的是以亲情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一

致行动力，和以政府关系为主导的政策话语权。为了巩固前者，徽商发家

致富之后，常常利用自己的财富建立宗族祠堂和牌坊，提高族人的家族观

念和家族意识。为了强化后者，徽商在宗族内部广建义学、义塾，为家族

及乡里的贫困子弟提供读书场所。如素以经商称著的休宁吴氏就在《家规》

中规定，须资助族中“器宇不凡”者读书之膏火银。在明代，祁门商人马

禄就曾出资 300 金，修缮了家乡的学宫；两淮盐商鲍志道捐银 3000 两，

倡导复古紫阳书院。为了请名师授课，徽商们还捐助专款，用于聘请书院

山长。徽商捐资助学的范围，不仅限于徽商故里，即使在徽商经商的侨居

地，徽商也不惜斥巨资。巨大的教育投入也带了相应的回报，据统计，从

乾隆到嘉庆十年之间，同样在两淮经营盐业，徽商子弟中有二百六十五人

通过科举入仕，而晋商仅有区二十二人。在“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徽

州地区“贾而好儒”的背后，除去“考取功名，光宗耀祖”的个人价值动

机，也蕴含着争取更多政策话语权的实际考量。 

徽商慈善的特色也与其商业风格息息相关。徽商从事慈善事业的动机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52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