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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到目前为止，尽管中外学者对经济史的具体界定还存有分歧和争议，但无论如何界定，经济史在
本质上总是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一门科学。
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这样的研究内容决定了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功用就在于总结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为现
实经济发展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
创造的。
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不言而喻，不进行经济史的研究，就不可能了解历史上
各时代的生产方式和经济规律，不可能了解现代经济的历史前提和既有条件。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问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但资本主义社会并非无本之木，而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历史阶段。
这样，要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就必须研究历史上各社会形态经济的发展。
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经济学随着经济史研究的深入而逐渐形成和完
善，反过来，经济史学科也在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
正是在这一点上，经济史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基础，经济史成为了解剖现代社会经济并科
学预见人类社会未来经济发展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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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问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但资本主义社会并非无本之木，而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历史阶段。
这样，要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就必须研究历史上各社会形态经济的发展。
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经济学随着经济史研究的深入而逐渐形成和完
善，反过来，经济史学科也在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
正是在这一点上，经济史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基础，经济史成为了解剖现代社会经济并科
学预见人类社会未来经济发展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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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外贸商人的发展壮大　　云南商人很早就在对外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从历史渊源上看，云南沿边一带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已有从事这项经营的行商及小贩。
但发展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商业机构的经营，则是本期中的事。
晚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开埠通商的影响，对外贸易呈现出一种多样性和异乎寻常的发展态
势，手中积集了一定货币财富的商人、地主以及华侨受到经营进出口贸易有利可图的刺激，纷纷集资
组号，直接向国外厂商订货销售。
由于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数量不断增加，规模日益扩大，使外贸商人这一部分新的社会经济势力，成
为近代云南商人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沿海各省的早期对外贸易中，都有一个由外国洋行、中国买办商人、中国内地华人批发和零售
商人及小贩错综组成的内外销售网络。
他们在这个网络中，虽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贸易角色，但设立在中国各通商关埠和内地的外国洋行，始
终在其间占据着优势和主导的地位。
　　云南地区近代外贸商人初期的发展情况与沿海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
当时蒙自、思茅、腾越三关的进出口贸易，都主要是由中国商人经营的。
　　长期以来，缅甸、老挝、越南等中南半岛国家一直都是云南对外贸易的传统区域，在近代，双方
的贸易关系仍然十分密切，云南开埠通商后，双方的直接贸易仍有较大发展。
本期中，从事滇缅贸易者，除了传统商家外，迤西商帮又成为滇缅贸易的一支新生力量，发挥着越来
越大的作用。
迤西商人中又有腾越帮、大理喜洲帮、鹤庆帮之分。
当时著名的商号有：（1）三成号：道光初年由腾越和顺乡民李茂、李茂林、蔺自新在其家乡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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