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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玮编著的《市场商人组织产业发展--以上海绸缎业为例1900-1930》是南开经济史丛书之一，《市场
商人组织产业发展--以上海绸缎业为例
1900-1930》讲述了：近代中国市场具有二元性特征，且传统产业的分工特征是场外分工发达于场内分
工，基于这两个特点而形成商人网络的关系系统——以差序格局为基础的私人关系网络、以稀缺资源
为基础的组织关系网络——
作用于产业近代化。
在这个机制中，组织和组织间在流通领域、生产领域的合谋有效性与市场分割情形、处于产业链不同
环节的商人身份特征
——包括地缘性特征和执业特征密切相关。
市场的二元性特征越是显著，市场越是分割，市场主体越有激励在分割的市场中结成基于地缘以获取
稀缺资源的组织以补充私人关系网络。
而基于稀缺资源的组织间网络若要在此类市场中合谋作用于产业改良，必要有其他要件辅助：诸如基
于地缘的联结、基于法律或强制性权力的第三方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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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玮，女，1978年5月生人，山东莘县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讲师。
1995年入南京师范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2001年至2004年7月在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
院学习，主攻中国近代经济史，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2004年9至2007年7月在上海财经大学攻读博士
学位，研究方向中国近代经济史，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研究兴趣主要在市场网络、市场秩序和传统经济社会变革方面，目前，正在致力于以市镇研究为切入
点的华北区域市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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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流通市场分级的过程中，产地和需求信息中枢产生空间上的割裂。
为实现“持续产品流”承诺，处于二级集散地的商人必然要和初级集散地的要素发生联系。
为补充私人关系网络的限制，组织网络也开始向生产领域运动，并与其他的商人行业组织构建新的组
织网络，产生绸缎业商人行业组织的跨域运动。
这种跨域运动因两地的商人组织成员是否有地缘纽带而有别，这主要关系到组织网络的合谋基础，也
就是组织网络的治理结构问题。
根据自我实施控制的基础不同，可以分为基于稀缺资源的网络自我实施控制和基于强制性法律权力的
网络自我实施控制。
绸缎业商人行业组织的治理结构属于基于稀缺资源的网络自我实施控制。
不同集散地商人地缘身份的“自然割裂”分割了以地缘为标识的利益团体，从而限制了组织在关于产
品质量控制和技术革新方面的规则执行的有效性，突出了以差序格局为基础的私人关系网络向生产领
域扩展的相对有效，这种格局的结果是在萎缩的市场中强化个体的市场身份。
有着地缘纽带的商人行业组织和商人行业组织之间的合谋可以跳过稀缺性资源这一组织合谋的条件达
到组织合谋。
地缘纽带架通了分散的个体的利益，使得分散的个体能够通过私人关系网络主动的或被动的被纳入到
共同利益中，同时地缘纽带彰显了个人在地区中的名望，个人声誉以及和这种声誉相对应的所应当承
担的社会责任、行业责任，这有助于组织间能够构建“市场准人制度”，以集体惩罚的方式促使产品
品质提高。
但是，这种缺乏法律强制力而依靠集体惩罚实施的市场准人制度若要转化为绸缎业的制度，影响从业
者的内化信念和行为信念需要经时间的沉淀。
　　总的说来，笔者认为绸缎业的基本关系系统由私人关系网络和商人行业组织网络构成，商人行业
组织的自主合谋是对追求市场身份的私人关系网络的补充，是一种被动行为，在流通领域内降低了无
序市场下的交易成本和风险，由组织制定的规则和组织共同作为一种制度支持了绸业市场的信用，并
通过设定一些交易规则，如在特定绸缎市场中统一度量衡、兴办交通运输、保险等规范了绸缎业市场
的运行，但是它在生产领域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围绕产品品质改良所制定的规则难以一致地、持续
地影响参与人有关的行为信念和内化信念的形成，从而使组织及其制定的规则不能形成为促使产业改
进并控制产品质量的制度，从整体上提升绸缎业的水平，绸缎业的活动突出的是以差序格局为基础的
私人关系网络向生产领域扩展的主动性以及相对有效。
同时，商人组织之间的“地缘纽带”直接影响着绸缎业商人行业组织的跨域活动，可以说地缘纽带支
持了绸缎业商人行业组织的跨域活动。
另外，需要注意的两点：第一，近代绸缎业商人行业组织在向政府争取税收条件等方面取得了卓著的
成效，商人行业组织始于流通领域，向流通流域争取有利于本身的制度是商人行业组织的本能，然而
是否是商人行业组织在流通领域中的斗争过于成功使得商人能够保持有相当的利润，而致使技术更新
的落后呢？
第二，又或者是居于流通领域的商人行业组织成员在分割的市场中强化市场身份而依托组织力量阻隔
终端购买商直接深入产地与产地生产者发生联系，而致使生产组织形式和技术变更延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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