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亚现代化视野中的华人经济网络

—— 以泰国为例的研究

王苍柏

引言

战后 ,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东亚①现代化成就 ,已经引起了全球瞩目 ,并引发了广泛的学

术探讨。人们发现 , 与西方历史和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的东亚地区 , 同样产生了现代化的内在

动力 , 从而对 “西化” 的现代化理论和 “悲观” 的激进发展理论提出了挑战。②经济学、 社会

学、 政治学等众多学科都对东亚崛起提出了解释模式 , 然而 , 作为东亚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

海外华人 , 其经济成就却始终缺乏充分的理论说明。其原因主要是 , 目前用来解释东亚经济

成就的理论 , 无论是新古典主义还是制度学派 , 尽管都有其说服力 , 但它们都无一例外地以

国家为取向 , 因此难以用来分析海外华人这样的跨国界种族集团的经济活动。第三种关于东

亚成功的观点——文化论——将华人种族和文化作为他们商业成就的决定性因素 , 因而也不

足以提供圆满的解释。③

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 , 华人企业家们成功编织了经济网络。 这一概念指建立在血缘、 地

缘、 友谊和其他内聚性因素基础上的那些经济纽带。依靠这种关系网 , 华人得以取得较大的

经济成就。关于华人经济网络的研究 , 目前已有不少成果问世。④然而 , 大多数现有的研究多

局限于对二战后华人经济活动的考察 ,或囿于诸如家庭企业、信用和宗族等概念的分析上。东

亚地区华人经济网络的历史起源、 结构、特征和本质 , 则始终处于大多数研究者的视野之外。

因而 , 华人经济网络这一课题 , 尚有待全面、 系统的阐述。

为了弥补上述研究的不足 , 本文将华人经济网络作一个长波的历史考察 , 并尝试采用多

学科的方法。在研究范围上 , 以泰国华人⑤为例 ; 在时限上 , 集中于泰国阿瑜陀耶王朝中期到

却克里王朝拉玛五世统治结束 (即 17世纪到 20世纪 10年代 )。 在该时期 , 泰国华人经济网

络经历了从孕育到形成、从国内到跨国发展的历史过程 ,在东南亚各华人社会中较具代表性。

尽管泰国华人经验的适用性有着一定的局限 , 但相信本项研究对于全面地理解华人经济网络

将不无裨益。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 第一 , 通过对泰国华人经济活动的考察 , 探寻泰国华人经济网络形

成的历史逻辑 , 进而证明华人经济网络是东南亚特有的历史条件和华人文化因素等综合作用

的产物 , 是所在国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 必须用历史、 经济、 政治、 文化等综合的观点才能

正确把握。第二 , 深入分析华人经济网络的结构和特征 , 及其在泰国现代化起动阶段的作用。

证明根植于东亚和华人社会传统的华人经济网络 , 是东亚社会独特的现代化方式 , 从而对东

亚现代化理论提供某种补充。

本文将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一 ) 泰国华人经济网络的历史考察。理清泰国华人经济网络

成长和形成的历史脉络 ,并概括各个阶段的特点。 (二 )泰国华人经济网络形成的诸因素分析。

(三 ) 华人经济网络结构、 主要特征及在泰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四 ) 结论。 (五 ) 本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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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和进一步研究的着眼点。

一　泰国华人经济网络的历史考察

经济网络是在人类的经济活动 , 尤其是在商品经济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并不单单是

现代工业化条件下的产物 , 早在古希腊、 罗马时代 , 繁荣的地中海商业往来就曾催生了一个

比较典型的经济贸易网络。 在东方太平洋地区 , 与之交相辉映的是以中国为中心 , 从东北亚

的朝鲜到东南亚的海上贸易网 , 在地理分布上呈半环型 , 其轨迹延伸入印度洋海域 , 可以称

之为西太平洋半环贸易网。⑥以繁荣的中国古典农业文明为依托 , 该贸易网持续了十数个世

纪 , 影响了整个东方世界的历史进程。正是在这一框架之下 , 中国先民架舟泛海 , 来到包括

泰国在内的东南亚地区 , 逐渐建立起海外华人的经济网络。

(一 ) 孕育期: 1767年以前泰国华人的经济活动

中泰两国的交往始于我国的汉代。据 《汉书· 地理志》 记载 , 汉使从雷州半岛出发 , 沿

印支半岛海岸西行 , 过克拉克地峡 , 到印度东南部的 “黄支国” 出访 , 其间经过的 “卢没

国”和 “谌离国” , 据专家考证 , 就在今泰国南部地区。⑦虽然从上述记载中不能得出中国人已

在泰国生活的直接证明 , 但显然当时已经出现了从中国到东南亚的航线 , 并形成了 “蛮夷贾

船 , 转送至之”⑧的交通机制。除使臣之外 , “商贾如遇风暴而留居其地 , 亦不能定为必无之事

也”。⑨隋唐以降 ,中国封建社会进入高度发展的成熟时期 ,交往范围日益扩大 ,特别是宋代指

南针出现后 , 航海技术有了巨大提高 , 中国商船的足迹遍布南洋各地。 泰国南部的马来半岛

位于中国通往印度、阿拉伯的海路通道上 ,几乎可以肯定 , 在十三世纪中叶素可泰王朝 ( 1238

- 1438) 建立之前 , 中国商人早已定居在暹罗湾沿岸的市场和港口了。10

素可泰王朝与我国元朝政治、贸易往来密切 ,多次互派使节。素可泰国王拉玛甘亨 ( Ram a

Khamheng )曾于 1294年和 1300年两次到大都朝见中国皇帝。据说第二次访问中国时 , 曾把

一批中国瓷匠带回素可泰 ,即是日后著名的宋加洛瓷的始祖。11这些瓷匠就是有记载的第一批

定居于泰国的华人。

1438年 , 新兴的阿瑜陀耶王国 ( 1350- 1767, 又称大城王朝 ) 吞并素可泰 , 建立了一个

地跨湄南河中下游和马来半岛部分地区的强大的统一的国家。阿瑜陀耶王朝不仅保持了与中

国明王朝频繁的朝贡贸易往来 , 而且吸引了来自日本、 印度、 阿拉伯和西方等国的商人、 工

匠。首都大城以 “东方商埠” 而闻名 , 是欧洲、 中国和日本之间贸易往来的重要集散中心。12

阿瑜陀耶王朝初期 , 泰国已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华人社区。据 《海语》 记载 , 首都大城 “有奶

街 , 为华人流寓者之居”。又说 “国无姓氏。华人流寓者始从本姓 , 一再传亦亡矣。”13奶街是

大城一条河流的名字 , 华人沿河构筑俗称 “高脚屋” 的半边临水 , 半边靠岸的房子 , 住人兼

做生意 , 奶街遂成为当时大城繁华的商业区。 除奶街外 , 大城内还有五处华人定居点 , 分别

是三马区、 米线街、拉空猜北空哒叻、沓刺佛寺街、 水上市区华人定居点。14除首都大城以外 ,

华人分布在泰国各口岸及马来半岛等地。到 17世纪 , 北大年 “中国人的数目远远超过当地居

民数”。15 “华人流寓甚多 , 趾相踵也。”16旅泰中国人的数目 , 据史金纳估计 , “ 17世纪后半叶

的暹罗 , 至少有华侨一万人。”17泰国学者沙拉信· 威拉蓬也认为 , “ 17世纪 90年代初 , 大城

的中国人已达 3000人 , 也许在全国其他地区有更多的华人……是时全暹罗的人口不会超过

200万人。”18

17世纪的华人以大小商人为主体 ,在首都和各主要港口从事商业 ,或经营泰国与中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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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海外贸易。 此外 , 华人中还有许多工匠、 蔬菜种植人、 养猪人、 少量的医生和戏剧演

员。19

但是 , 直到 17世纪下半叶为止 , 华人在泰国并没有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 , 只是阿瑜陀耶

的众多外国侨民中的一支。20然而 ,发生于 17世纪末和 18世纪初的几件事情不但改变了泰国

的历史轨迹 , 也极大地影响了华人的经济生活 , 从而为华人经济网络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基

础。

首先是 1688年 “光荣革命” 的爆发。这一年主张与法国合作的纳雷王病逝 , 以象队统帅

帕碧罗为首的亲王、 大臣们发动政变 , 处死了代表法国利益、 担任外贸总监的康士坦丁· 华

尔康 ,率领军队击败法军 ,迫使法国全部撤出泰国。21 1688年革命使英法在泰国的贸易地位中

断了一百余年 ,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在泰国贸易和政治中的重要性也很快丧失殆尽。“几乎同时 ,

日本也封闭其对外贸易之门 , 而大城的日本人居住区也告衰落。 但这些事变对居留在暹罗的

中国人没有什么影响。”22

其次 ,王室垄断贸易制度的确立。随着封建王权的不断集中 ,到 17世纪初巴塞铜 ( Prasart

Thong ) 和纳雷 ( Narai ) 王统治时期 , 泰国王室垄断贸易逐步形成。所有的贸易活动都在王

室的严格控制之下 , 泰国国王很快 “认识到利用中国商人来进行皇家贸易会更加有利这一事

实。因为中国人都是最有经验的航海家 , 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和大部分中国口岸接触。”23因此 ,

“王室垄断贸易的维持 , 使国王依赖中国人 , 他们充当各种角色: 皇家代理人、 王库保管员、

会计、船长、水手和海关官员。”24王室垄断贸易 “使中国人的帆船贸易得以战胜来自其他集团

的竞争 , 并最终建立了在国家外贸当中的霸权地位。”25

第三 ,中泰大米贸易的出现和发展。 18世纪初 ,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出现严重的粮食短缺 ,

为了缓和粮食紧张局面 , 清政府开始鼓励从泰国进口大米。26从雍正初年到乾隆二十三年

( 1758年 ) , 是中泰大米贸易的繁盛时期。泰国国王频繁地向中国派出朝贡船只 , 并更多地依

赖擅长经商和航海并熟悉中国市场的华人 , 经营中泰之间的贸易往来。 另一方面 , 大米贸易

刺激了樟林港等中国东南沿海一批中小港口的兴起 , 吸引了大批华商造船从事大米贸易 , 形

成一股清初中国人移民泰国的高潮。 1821年前后 , 华人在泰国建造的帆船已达 136艘 , 其中

有 82艘是从事中泰之间的贸易 , 另外 54艘是到东南亚其他地方贸易 , 所有船只的吨位共计

39000多吨 , 船上配备的人员几乎全是华人 , 估计有八九千人之多。27

这些事件一方面导致泰国对欧洲人采取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 “孤立主义” 政策 ,28一方面

确立了中国人经营王室直接控制的垄断贸易的传统 , 其直接结果是华人社区规模的扩大和华

人在泰国经济生活中优势的形成 , “因而十八世纪的暹罗是南洋华人最重要的活动中心。”29就

是在这一时期 , 华人经济网络发展的条件逐渐成熟 , 随着一个新的王朝——吞武里王朝的建

立 , 这一网络迅速成长起来。

(二 ) 成长期: 1768年至 1850年

从吞武里王朝建立到却克里王朝 (又称曼谷王朝 ) 拉玛三世统治结束这将近一百年的时

间 , 是泰国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家园 , 商品经济有了较快发展的时期 , 也是华人经济网络迅

速成长的时期。

1、 泰国王室的政治经济政策及华人社会的新变化
首先 , 吞武里王朝和却克里王朝的统治者采取了鼓励华人入境的措施 , 使 “暹罗中国人

人口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构成上都起了剧烈的变化”。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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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7年 , 郑信31经过驱缅复国斗争 , 重新实现了泰国的独立和统一 , 被拥戴为王 , 吞武

里王朝 ( 1767- 1782) 由此诞生。郑信时代及却克里王朝初期 , 旧都大城和许多城镇毁于战

火 , 居民被驱往缅甸 , 劳动力严重不足。 而此时中国华南地区人口膨胀 , 粮食匮乏 , 灾害不

断 ,“引起向外移民的一种强烈的冲动”。32从达信王统治时期开始 ,华人入境趋势不断上升 ,并

持续到 19世纪。“据统计 ,从 1820年到 1850年的三十年间 ,中国沿海地区每年约有 15000多

居民乘船进入泰国。”33到 19世纪中叶 , 泰国中国人人口已达到 30万人 , 占泰国总人口的

5. 8%。34

19世纪 , 潮州人在泰国华人人口当中的比重有了惊人的提高 , 成为泰国华人最主要的语

系集团 ; 而在 18世纪作为第一语系集团的福建人的比重急剧下降。 “ 19世纪时所展示的移民

新类型 , 已塑造了目前泰国华人人口的语系集团的构成。”35各语系集团移民泰国的历史顺序

及数量对比见下图:

图 1: 泰国华人各语系集团人口构成

资料来源: 市川信爱: 《泰国华侨社会的特点和各种华侨帮派的形成》 , 《南洋资料译丛》 , 1981年第 3期 , 第 76页。

其次 , 发展同中国的贸易关系和友好往来 , 成为达信时代和却克里王朝初期统治者的基

本国策。

在吞武里及却克里王朝初期 , 泰国满目疮痍 , 百废待兴 , 急需大批生产和生活物资 ; 国

家财政空虚 , 而传统的财政手段如各种税收、 徭役等 , 战后难以在短时间内恢复起来。因此 ,

郑信很自然地继承了前朝的中泰贸易的遗产 , 并将它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 作为拯救国家

的一剂 “灵丹妙药”。36吞武里王朝建立后的第二年 ,郑信就派华侨船商陈美生携文书到北京朝

见乾隆皇帝 , 请求敕封 , 并恢复朝贡贸易。 1781年 , 郑信派出 11艘商船的庞大使团 , 重新启

动了中断数年的中泰朝贡贸易往来。37同郑信一样 ,却克里王朝拉玛一世继续依靠与中国的贸

易来满足国家的财政收入。38在却克里王朝初期的 1782年和泰国皇家国营贸易停止时的 1854

年之间 ,派往中国的贡使共为 35次 ,平均每十年 4. 9次 ,这是空前高的纪录。39克劳福德指出 ,

泰国与中国的贸易 , 在 “欧洲人第一次认识这些国家的时候就已经存在” , 但是 “贸易成为大

宗” , 只是在 1768年 “本人按血统来说一半是中国人” 的郑信登位以后。40

第三 , 王室垄断贸易的废止及包税制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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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19世纪 20年代 , 随着泰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 贵族、 高级官僚、 港口官吏、 中国商

人和海员以及那些一切有办法参与其中的人都纷纷加入到贸易的行列。 到拉玛二世末期 , 王

室垄断贸易几乎已无利可图。41拉玛三世只好宣布放弃王室垄断贸易 ,允许商人自由从事国内

外贸易活动。华人在贸易中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大量来自中国的普通消费品如粗陶制品、茶

叶、 瓷器、 水银、 挂面、 干果、 布料、 扇子、 雨伞、 书写纸、 香、 玩具等在进入泰国民间市

场的过程中 , “不得不依靠那些具有流动性、 关系网、 耐心和零售渠道的中国人 , 以便把商品

送到那些哪怕处于最避远省份的消费者手中。”42

为了弥补在海外贸易方面的损失 , 满足政府对货币的不断增长的需求 , 拉玛三世对国家

税收制度进行改革。首先 , 将征收实物税改为征收现款 ; 第二 , 明显扩大了包税制的使用 , 新

增加了 38种税项。43许多华人以投标方式成功地取得了包税商的职位 , 有的华人甚至承包 90

多种税 , 并获得王室的封爵。44包税制的实施 , 使国家获得了稳定的巨额收入来源 , 加强了中

央对边远省区的控制和经济联系 , 同时也为以华人为主的包税人提供了丰厚的收入。45

2、 华人经济网络的发展及其特点
到 19世纪上半期 , 华人继续保持在航运业方面的传统优势 , 在种植业、 采矿业上又有了

新的开拓。经过中国移民的努力 , 甘蔗成为 19世纪泰国最主要的出口作物之一 , 主要矿区普

吉岛人口由 1824年的 5000人增加到 1850年的 40000人 ,拉廊居民点由一个不大的村庄变成

一个有锡矿熔炼工场、 码头、 仓库的人口众多的采矿中心。46尤其在商业领域 , 有了长足的发

展。据估计 , 从事商业活动的人超过了华人总人口的半数以上 ; 就泰国各种职业人数而言 , 经

营商业最多的是中国人。47全国的商业中心曼谷是华人最集中的城市。 1820年左右 ,所有来到

此城访问的人都说 , 实际上全部经商的人 , 从曼谷许多河道上的浮动摊贩到富有的批发商栈

主人 , 都是华人。48随着越来越多的进口商品 , 主要是来自中国的日用消费品进入泰国 , 华人

开始在国内贸易中发挥比较显著的作用。他们把各色各样的商品运到那些通过水路可以到达 ,

甚至更僻远些的内地乡村 ,换取货币或当地特产。49到 1850年时 ,华人似乎已经几乎完全控制

了泰国的区间贸易。50

在这一时期 , 随着华人人数的增多 , 他们开始在共同地域和方言的基础上组织起来 , 形

成所谓的 “语系集团” , 即俗称的 “帮” 或 “乡帮”。各帮最初以庙宇为中心组织起来 , 如潮

属人的 “本头公庙”、 客属人的 “汉王爷庙”、 广属人的 “关帝圣君庙”、 海南属人的 “水尾圣

娘庙” 等。51各神庙组织的核心又往往是由中国南方传入泰国的 “天地会” 分支 “洪门” 秘密

会社。 各秘密会社以语系集团的界限来收纳成员 , “所有的中国人都属于这个或那个秘密会

社”。52虽然这些秘密会社有诸多负面影响 , 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 它满足了会员在异乡定

居、 谋职、 互助、 抚恤死难华侨等要求 , 起到了积极作用 ,53并形成了华侨以乡帮为界限的行

业分工。大体来说 , 在这一时期 , 商业、 进出口贸易主要由潮州人经营 , 其次是福建人。 他

们还是主要的包税人。 从 19世纪初开始 , 大量潮州人定居于泰国的东南部、 南部和西南部 ,

从事胡椒、 甘蔗、 棉花等经济作物种植。与些同时 , 福建人大批前往马来半岛从事锡矿开采。

广东人主要从事锯木业、 经营机器店、 铜铁店、 丝绸店、 旅馆和餐厅 , 并充当工程师和技师 ,

并在建筑业中占居优势。客家人大都是小商人、 小技工、 体力劳动者、 小贩和理发匠。海南

人从事手工锯木、 蔬菜种植、 捕鱼、 茶馆及充当仆役、 小贩和矿工。54华人经济活动在语系集

团内部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 可以看作是华人经济网络的早期形态。

总之 , 在这近一百年的时间里 , 华人经济领域有所拓展 , 经济实力有所提升 , 一些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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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人兼包税人和华人矿主 , 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华人经济出现了在语系集团内

部的纵向网络联系 , 但横向联系尚十分薄弱 , 成为这一时期华人经济网络的特点 , 也说明华

人经济仍处于比较初级的发展阶段。

(三 ) 形成期: 1851年至 1910年代

1、 《鲍林条约》 及其对华人社会的影响
1851年继位的蒙固王迫于西方殖民列强的压力 ,于 1855年与英国签订了《鲍林条约》。该

条约规定开放泰国市场 ,只征收英国商品 3%的进口税 ; 允许英国人买卖或租用首都附近的土

地 , 并给予英国人以治外法权。 此后几年中 , 泰国又与美国、 法国等西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

的类似条约。55 1873年 , 朱拉隆功加冕后 , 大力推行使泰国适应现代化的改革 , 废除奴隶制和

强迫徭役制 , 兴修水利和交通设施 , 改革政治、 财政和教育制度等。56泰国由此被纳入了资本

主义世界市场 , 日益变成了一个廉价粮食和原料的供应地及工业品消费市场 , 自给自足的自

然经济被货币经济所取代。 这一切都对泰国的现代化进程及华人的经济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一方面 , 《鲍林条约》 以后 , “国王蒙固所支持的同欧洲商业有关的方针 , 产生的重要后

果之一是 ,结束了华人对暹罗外贸的支配地位。”57“过去由国王和包收租税人所垄断的进口商

业变成了共有的 ,而最后被英国和其他欧洲商人所控制。”58在欧洲人经营的汽轮的竞争下 ,华

人帆船贸易急剧衰落了 , 原有的 400多只商船队变成了不及 100只船的船队。59在森林开发、

锡矿开采和经济作物种植 (橡胶业除外 )等需要足够资金取得租地特权和新型设备的领域 ,华

人也逐渐失去优势。60

另一方面 , 泰国经济的新变化为华人社会的壮大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首先 , 泰国蓬勃发展的现代化经济建设 , 如运河开凿、 公路和铁路建设、 港口建设和外

贸的发展、 现代化工厂的建立和运营、 城市劳务、 商业的扩展等 , 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

在泰国经济机会的吸引下 , 华人移民有了空前的增长。从 1850年到 20世纪 10年代 , 华人入

境人数从最初每年 1万多人增至最多达到近 10万人 , 而离境比率则相对较低 (见图 2)。华人

人口从 1850年的 30万人猛增到 1917年的 90多万人 , 增加了 2倍 , 而同期泰国总人口只增

加了 0. 78倍 (见表 1)。大量涌入的华人移民为泰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劳动大军 , 实际上 , 泰国
表 1　 1850- 1917年泰国中国人人口增长示范表 (单位: 千人 )

年别 中国人总估计数 每十年增殖率% 暹罗人口总数 中国人占暹罗总人口的%

1850 300 11. 6 5200 5. 8

1860 337 12. 3 5450 6. 2

1870 383 13. 6 5775 6. 6

1880 435 13. 6 6200 7. 0

1890 497 14. 3 6670 7. 5

1900 608 22. 3 7320 8. 3

1910 792 30. 3 8305 9. 5

1917 906 20. 6* 9232 9. 8

资料来源: 史金纳: 《泰国华侨社会 , 史的分析》 , 《南洋问题资料译丛》 , 1964年第 1期 , 第 32页。

注: * 原文如此。

13东亚现代化视野中的华人经济网络



图 2: 1882- 1916年泰国每年入境和离境中国人变化曲线 (单位: 千人 )

资料来源: 史金纳 , 1964年第 1期 , 第 22页。对于史金纳的统计 , 泰国华裔学者江白潮先生表示赞同 , 见江白潮: 《二十

世纪泰国华侨人口初探》 , 盘谷银行总裁部华人事务中心编印 , 1992年版。布塞尔亦持此观点 , 见布塞尔: 《东南亚的中国

人》 , 《南洋问题资料译丛》 , 1958年第 1期 ,第 41页。

70%以上的非农业劳动力都是由华人承担的。61 “暹罗的发展吸引了华南的移民 , 同时实际上

暹罗发展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靠这些移民才成为可能。”62

随着 80年代末铁路建设的开展 , 华人开始改变居住在港口和水路沿岸城镇的居住模式 ,

沿新兴的铁路网进入原来人烟稀少的北部、 东北部地区。在任何有一定规模的市镇 , 华人都

构成了当地人口的相当大的部分和主要的经商群体 , 因而被旅行者描叙成 “无所不在的中国

人”63。

其次 , 随着华人社会的壮大 , 华人社会组织发生了重大变化。从 19世纪下半叶开始 , 一

批合法的语系社团陆续成立 , 取代了原来的秘密会社。 曼谷第一个语系集团形式的社团 , 是

广东人于 1877年建立的广肇会馆 , 海南会馆大约在 1900的成立 , 数年后福建会馆跟着成立 ,

客属会馆成立于 1909年。64人数最多的潮州人成立会馆最晚 , 直到 1938年才正式成立。65 20

世纪初 , 为了对抗来自西方资本的竞争 , 华商开始组成以共同利益为目标的跨越帮派界限的

华人组织。 1908年 , 中华总商会成立。它以合法的商行为会员 , 加强了华人在航运业、 进出

口业、 碾米业和银行业的联合及整体实力 , 成为泰国华人的重要组织。66中华总商会及各属华

人会馆成为华人经济网络的组织基础。

2、 大米出口与华人经济网络的形成
1855年后泰国经济最主要的变化是大米出口的急剧增长和与之相伴的人口的增加。67从

1850年到 20世纪 30年代 , 泰国的大米种植面积从 580万莱增加到 2000多万莱 , 增长了 3. 4

倍 ; 同期的大米年均出口量从 99万担增加到 2572万担 , 增加了约 25倍 (如图 3所示 )。68直

到 20世纪 50年代 , 大米始终是泰国最主要的出口产品 , 约占全部出口量的 60- 70%。69

大米出口业的发展 , 成为泰国华人经济网络形成的重要契机。大米出口促进了交换经济

的发展 , 使泰国出现了新的经济功能 , 即到农村收购大米 , 运到港口出售给加工商或出口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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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857- 1939年 (以五年为间隔计算 ) 泰国大米出口量

资料来源: Ing ram , Economic Change in Th ai land Since 1850,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 ty Press , 1955, pp. 38, 39.

采购消费品 , 然后分销到农民手中。70这种中间人的工作需要从事繁重的劳动 , 警觉和具有机

敏的商业头脑 ,因此完全落入华人手中。71中间人是一种 “特殊类型的商人”72 , 他们不但买卖

谷子 , 还向农民贷款、 预付食品和衣物 , 拥有和出租土地 , 销售进口工业品 , 并经办两方面

的运输工作。 各种职能如此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 以致于难以对某项单独职能的价值作出

估计。73华人的多重身份74使他们既与大城市尤其首都曼谷的华人碾米厂主和批发商有直接

或间接的联系 , 同时往来于中小城镇 , 为那里的华人商店提供货源 , 并深入穷乡僻壤。中间

人群体的活动不但增进了华人商业、 航运业、 加工业及进出口业的内在联系 , 而且将华人经

济的影响力扩展到几乎每一块有人烟的土地上。

在大米业的刺激下 , 碾米业迅速发展成泰国最重要的工业之一。曼谷的华人大碾米厂经

营着泰国大部分大米出口业务。 华人碾米厂主将大米出口到香港、 新加坡 , 然后再转口到马

来亚、 中国及周边亚洲国家。华人碾米厂主多在香港和新加坡的华商中寻找业务代理人 , 或

亲自创办贸易和航运公司 , 直接从事以大米为主的进出口业务 (见图 4)。如潮州华人高楚香

在曼谷拥有 5家较大的碾米厂 , 他通过自己设在香港南北行街 (文咸西街 ) 的贸易公司元发

行 , 将大米运往香港、 新加坡、 马来亚等地 , 再把中国的南北土产进口到泰国。75潮州华人陈

慈黉于 1871年在曼谷创办陈黉利行 ,经营进出口业务和碾米业。 20世纪初 ,他在香港和汕头

设立黉利栈 , 并创办黉利船务公司 , 航行于汕头、 香港、 泰国、 新加坡、 马来亚及缅甸各港

口之间。76伴随着泰国华人经营的大米出口业务 ,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 在中国南海连接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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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的海域周围 , 一个以香港为中心 , 以新加坡、 泰国曼谷和中国汕头为支点的贸易网逐步形

成 , 即 “香 (香港 ) -叻 (新加坡 ) -暹 (泰国曼谷 ) -汕 (中国汕头 )” 贸易体系。77该体系

在 20世纪 20至 30年代达到顶盛时期。

　　 20世纪初 ,随着华人企业资本周转和

外汇需求加大 , 华人金融业出现了。 最早

成立的华侨银行是尧盛钱庄 ( 1904)、源利

发银行 ( 1905)和华暹银行 ( 1908)。78不久

曼谷就出现大约有 20家大小银行和银庄 ,

从事以华人为对象的借贷业务。 经营汇款

业务的华人信局、 银号等也发挥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79

总之 ,伴随着泰国现代化的进程 , “在

19世纪的最后几年中 ,华人的商业活动逐

渐从制造业和商业部门扩展到农业和矿业

部门 , 并最终扩展到经济的所有领域”80 ,

华人经济网络获得空前发展。在广度上 ,它

突破语系集团的局限 ,出现了横向网络 ,横

跨商业、 进出口业、 航运业、 碾米业和金

融业 , 使各行业之间建立了相互依存的有

曼谷输出商
(中国人 )

图 4:华人在大米流通中的地位

消费者

消费地输入商

新加坡
输出商 (中国人 )

消费者

消费地输入商

香港
输出商 (中国人 )

消费地输入商

消费者

曼谷
输出商

曼谷碾米业务 (中国人 )

中间人 (中国人 )

稻米生产者 (泰人 )

资料来源: 松尾弘: 《暹罗国民经济的特征》 ,第 144页。转引自

杨建成主编: 《泰国农民与华侨》 , 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 ,台北 ,

1986年版 ,第 32页。

机联系。在深度上 , 它使泰国最基本的产业——米业与世界市场相接轨 , 为泰国从传统农业

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提供了有效的媒介体。 19世纪末各语系社团的成立及 20世纪初

中华总商会和各种行业性组织的建立 , 使华人经济网络从无序走向有序 ,从松散走向机制化 ,

大大提升了华人经济网络的层次。 20世纪前后 , 该经济网络突破泰国一国的界限 , 通过新加

坡、 香港 , 扩展到东南亚周边国家和中国南方地区 , 形成了著名的 “暹—叻—香—汕” 体系。

以此为标志 , 泰国华人经济网络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 , 到 20世纪初期基本上形成了。

20世纪 10年代末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中国辛亥革命及华人民族主义的兴起、世界性

经济危机、泰国 1932年革命及其限制华人移民和经济活动的法令问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

发等 , 暂时中止了华人经济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一时期里 , 华人经济网络经受住考验并

巩固下来 , 终于在战后进入大发展时期 , 并在东亚经济崛起的历史时刻焕发出新的生机。 对

该段华人经济网络的考察 , 已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

二　泰国华人经济网络形成的诸因素分析

华人经济网络虽然在战后才引起世人的瞩目 ,但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东南亚的古代社会 ,

其形成受到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

在古代东方世界 , 中国长期处于该地区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 , 并以中国为中心 , 形成了

东亚 “华夷秩序” 体系和朝贡贸易关系 , 包括泰国在内的东南亚各国及东北亚的日本、 朝鲜 ,

都处于该文明圈范围之内。81因此 , 当中国移民开始 “流寓” 东南亚时 , 他们是作为先进的生

产力的代表 ,具有某种天然的经济优势。而且 ,中国移民绝大多数来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 , 自

南宋以来 , 那里的航海贸易、 手工业和矿业都十分繁荣 , 使华人有机会掌握比较丰富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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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技能。相反 , 东南亚各国生产力水平却相对落后 , “商业运作和市场交换整体上处于起

步阶段 ,给华人提供了很多机会。”82可以说 ,中国和东南亚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差距 ,为华人

在经济领域建立优势 , 提供了历史前提。 另一方面 , 移民者的身份和侨居心理 , 也是华人从

事商业的重要原因。华人大多是由于家乡贫困或战乱而被迫出洋谋生的贫苦大众 , 只随身带

少量衣物飘洋过海 , 不拥有土地、 矿山等生产资料 , 只能聚居在港口和市镇出卖体力、 经营

与中国商品有关的小买卖 ,或凭在家乡学成的手艺做工匠。“因此自我就业经营小买卖几乎是

没有土地的工资劳工实现社会向上流动的唯一途径。”83同时 ,华人并没有长期定居的打算 ,他

们与祖国保持密切关系并准备最终回到家乡。“华人移民来到东南亚是为赚钱而非定居 ,他们

在国内的成功与地位是由他们寄回家乡钱数多少来衡量的。”84因此 , 他们更喜欢从事有快速

回报和资金流动性强的行业 , 商业自然成为华人的最佳选择。由于以上原因 , 作为农业民族

的华人 , 移民到东南亚之后普遍 “华商化” 了。故而 , 王赓武教授认为 , 华商形态是中国移

民的最基本的、 占统治地位的形态 , 也是 1850年前仅有的重要形态。它是宋朝以来中国国内

的商业、 手工业和矿业实践的引申。85

泰国直到阿瑜陀耶王朝初期 (相当于我国明朝初期 )才过渡到封建制社会86 ,生产力水平

落后 , 而且人身依附关系严重。戴莱洛迦纳王 ( Bo rama Tralokanat , 1448- 1488) 颁行萨克

迪纳制度 , 又称授田等级制或食田制。国王作为全国土地的主人 , 按照贵族、官吏的爵位、 职

务和官衔的不同 , 授予不同面积的田地 , 庶民和农奴亦可分得少量土地。贵族和官吏依靠所

授田地及田地上 “自由民” 的供奉生活。在这种制度下 , 所有 “自由民” 人身连同所得土地 ,

都必须归依某一个封建领主。在保护人的严密控制下 , 自由民不准离开领主属下范围 , 并对

国家负担着极其苛重的徭役。年龄从 18岁到 60岁的男子 , 每年都要服役 6个月 , 特殊情况

下还要被征调修路、 挖运河 , 不受时间限制。87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泰国平民既没有从事商业

的可能 , 也不具备商业资本和经验。 相反 , 中国移民被特许免除徭役 , 也不必依附于某个保

护人 , 可以不受限制地在泰国境内自由旅行和定居。因此 , 华人移民充当了泰国商人、 国王

海外贸易代理人及捐税承包人的角色。正如兰登所说的: “大致而言 , 泰国社会是分层的。泰

国农民负责农业生产和统治者管理国家 , 在他们两者之间并为这两者服务的 , 是广阔的华人

阶层。 他们分布于商业、 贸易和工业的所有领域。”88

萨克迪纳制度废除以后 , 泰人获得了迁徙和择业的自由。然而 , 大多数泰人固守农业生

产 , 而把其他大多数工作让于外国人 (主要是中国人 ) 经营。这一方面是世界市场对稻米的

大量需求造成米价上涨 , 种稻米有利可图 ; 另一方面 , “农业对泰人而言 , 古老而荣誉 , 胜于

其他一切行业。这种行业喜好差异的存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可能是泰国经济特色的

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这种喜好的区别 , 难以用经济学思维来解释。”89因此 , “拉玛四世及

拉玛五世统治时期社会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唯一结果 , 是使泰国庶民更加偏爱从事稻米生产及

粮食农业 , 和加强了华侨在商业、 工业、 矿业和工资劳工等方面的掌握。”90

泰国王室对华人的优待政策也是影响华人经济网络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泰国长期人口

稀少 , 且缺乏商业、 航海人才 , 而中国移民正好弥补了其劳动力的不足 , 活跃了泰国的商品

经济发展 , 因而受到泰国统治者的欢迎。 从阿瑜陀耶王朝时起 , 泰王室就采取了吸引华人移

民的政策 , “国人礼华甚挚 , 倍于他夷。”91首都大城有较大规模的华人居住区 , 华人的水上商

店经营着瓷器、 铜器、 银器、 碗碟及各色丝绸、 铁器和各种工具、 食品及水果等 , 应有尽有 ,

十分繁荣。巴塞铜王、帕那莱王时期开始实行王室垄断贸易 ,任用华人负责征集出口物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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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商船、 担当水手和代理商等 , 这种作法一直持续到 19世纪 20年代垄断贸易的废除。许多

华人因为从事对华贸易有功 , 被封官赐爵。如台萨王时代商船贸易巨富王兴川的儿子之一座

山施 , 获赐坤通史男爵 , 负责带货及贡品到中国贸易 , 后又晋升为銮西松巴子爵 , 并赐封为

港务官。92 1688年 , 帕那莱王去逝 , 象队统帅珀碧罗为首的亲王、 大臣发动政变 , 赶走了以法

国为代表的西方侵略者。正如史金纳所指出的 ,“ 1688年革命的结果是欧洲人在暹罗对东亚各

国的贸易中所占的份额落入了中国人手中 , 因为中国人丝毫没有受到帕那莱王的继承者们所

排斥。”93

吞武里和却克里王朝继承了前朝的优待和重用华人的政策 , 在郑信统治时期 , 表现得尤

为突出。为了尽快恢复经济 , 郑信 “依靠来自广东东北部其潮州故乡的潮州华人帮助自己巩

固在暹罗南部和东南部的政权 , 加强王室贸易和商品垄断 , 这对鼓励华人渗入泰国经济生活

来说 ,不啻是一个重要的因素。”94在郑信统治后最先访问泰国的欧洲人之一的克劳福德写道:

“达信的同乡们是在他鼓励下才这么大批地被吸引到暹罗来定居的。 华侨人口的这一异常扩

张 , 几乎可以说是该王国数百年中所发生的唯一重大变化。”95

却克里王朝的统治者在信任和重用华人的同时 , 还把一些华人精英分子吸纳到泰国统治

阶层当中。如福建华侨许泗章于拉玛三世时期到董里府开采锡矿业获得成功 , 前后三代锐意

经营 , 推动了泰南经济的发展。 1862年 , 许泗章被封拍耶爵衔 , 升任拉农府府尹。他的儿孙

中有九人被封为拍耶爵衔 ,五人被封为銮爵衔 ,三人被封为坤爵衔 , 多人担任府尹等要职。拉

玛六世特赐姓 “纳· 拉农”给许氏家族 ,以表彰其功绩。96朱拉隆功王在 20世纪初所发表的一

个关于华人的公告 , 反映了泰王室华人政策的核心:

　　我的政策一向是使在暹罗的华侨和我自己的国民享有相同的劳动和获利机会。

我不把他们看做外国人 , 而把他们看作这个王国的组成部分之一 , 分享它的繁荣和

进步。97

泰国作为东南亚历史上唯一保持独立地位的主权国家 ,能够确保其华人政策的连续性 ,也

避免了类似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由于西方殖民者挑拨而发生的大规模迫害华人的流血事件 , 因

而华人在泰国能够在平等祥和的环境中 ,充分发挥其商业才能 ,顺利建立起各种经济事业。这

为华人经济网络的发展和形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对于华人经济网络的任何解释 , 抛开文化因素都是不全面的。华人移民身份和文化背景

对华人经济活动的方式具有直接的、深层次的影响 ,是泰国华人经济网络形成的重要因素。在

陌生的国度里 , 作为侨居者和少数族群 , 华人往往寻找 “同类” 获得认同和相互支持。他们

受雇于亲戚、 同族或邻居 , 一开始只能与来自同一方言集团的成员交流。因此 , “某一方言集

团垄断特定职业和经济领域的现象反映了人们愿意和讲同种语言的那些人共同工作的天然和

历史的倾向。”98陈达通过对 905个华南华侨家庭进行调查后 ,发现 “与南洋的联系”在出国原

因中仅次于经济压力而列第二位 , 其中包括已有祖父或父亲在海外有自己的生意 , 以及没有

家族生意但在南洋已有自己的亲戚、 朋友或同乡 , 从事各种业务。只有极少数人仅仅出于南

洋的吸引而移民 , 而没有任何联系。99这进一步证实了华人经济的血缘和地缘色彩。

随着华人经济活动的开展和扩大 , 建立一种协调市场上各方面的关系的经济运作方式成

为必要。中国本土的儒家文化伦理提供了该种经济运作方式的理论框架。古典儒学认为 , 自

我是所有关系的总和 , 同时又是各种关系的一个中心。 要成为一个完人 , 自我必须在人类关

系的结构范围内不断地与他人对话 - -始于与家庭成员的联系 , 扩展到家庭结构之外 , 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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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种族和文化中心主义 , 最后超越人类本位主义。○
10 0

这种思想反映在社会结构上 , 就形成了

中国社会的 “差序格局” , 即 “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个人推出去的 , 是私人联系的增加 , 社

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1 01

, 就象 “一块石子投入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

去的波纹”○1 02。在中国本土 ,父系亲属关系的亲疏构成了差序格局中的社会网络 ,由于华南地区

许多村庄都是同姓村 , 血缘和地缘关系往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华人移民海外后 , 他们本能

地从社会传统中寻找建立彼此社会和商业关系的根据。 在海外 , 父系亲属关系虽仍保留 , 但

难以组成父系亲族团体 , 所以亲人关系大为扩大 , 转而以共同姓氏作为辨认亲族关系的标

准。○
103

这样 , 海外华人以家族、 宗亲关系为纽带 , 建立起商业网络 , 同时扩展到亲属之外的其

他关系 , 包括同乡、 朋友、 邻居及其他有过关系的人 , 甚至熟识的非华人成员。 这种网络为

华人提供了在雇佣、 信贷、 信息、 市场销路和合同安全系数方面的竞争优势。例如 , 华人获

得贷款的利息往往只有越南商人的一半 ,从而能够垄断资金周转长、利润率低的批发业务 ,而

越南人只好放弃。○
1 04

兰登博士在本世纪 40年代对一位泰国华人进行过问卷调查 ,结果证实了中国本土以家族

和宗亲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在海外的生命力。调查显示 , 宗族仍是泰国华人社会的亲戚关系的

单位 , 并保持着活力。 宗族的族长、 大家庭以及核心家庭的家长负责决定该族人员的诸如职

业选择、 交易、 教育等问题。年轻人的职业由家族圈内议定 , 以维系家族经济的发展。○
10 5

华人与泰人在其他文化特征方面的许多差异 , 加强了华人经济网络这一现象的形成 , 其

中最主要的是关于 “理财” 观念的差异。 华侨注意节俭并擅于理财。其原因是 , 第一 , 华侨

来自人稠地狭的华南地区 , 艰辛的生活养成了他们节俭的习惯 , 加之由儒学伦理中形成的家

族荣誉感和责任感 , 使华人能够放弃自我享乐而想尽一切办法勤俭致富 ; 第二 , 中国有比较

发达的货币经济和商业活动。在传统中国社会就存在 “会” 这种民间信贷组织○
10 6

, 从中国移出

的大多数华人也把这种信贷制度带了出来 , 在银行业不发达的东南亚社会 , 成为华人筹集商

业资金的有效手段。此外 , 华人常常把闲置的资金用于投资或放贷以增值 , 而借债者也乐于

借钱作为商业资本 , 这种借贷关系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和信任 , 并为日后进一步合作提供方便。

“大量的中国人处于长期借贷状态 , 这似乎是中国人生活的一种自然和正常状态。”○
107

相反 , 泰

国有强烈的 “散财” 传统。其原因是 , 第一 , 泰国人口稀少 , 土地肥沃 , 生存必需品易得 , 加

之家族观念淡薄 , 使泰人向来没有积蓄的习惯 ; 第二 ,历史上形成的 “保护人- 被保护人” 制

度○
1 08

使 “散财”成为一种赢得劳力进而赢得社会地位的手段 ; 第三 ,佛教强调个人修行与解脱 ,

为利而借钱给别人是违背社会道德的 , 而从别人处借钱则包含一种耻辱和失败感。○
109

这种 “理

财观念” 的文化差异 , 强化了华人在泰国经济生活尤其是信贷方面的优势地位。

在华人经济网络发展壮大的过程中 , 时代机遇起到了不可忽视甚至相当关键的作用。 19

世纪中叶 ,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后形成 , 东南亚地区被完全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 沦为

西方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 19世纪 70年代后 , 西方资本更加大了对东南亚的投资 ,以

开发矿业和从事经济作物种植 , 设立银行和扩大国际贸易。 这种时代条件的改变提供了华人

经济网络壮大和最后形成的契机。首先 , 19世纪中叶以后 , 西方国家对东南亚的开发吸引了

大批中国移民 , 华人社会空前壮大 , 而且 “大批中国移民来到东南亚 , 正是殖民主义和市场

力量将东南亚的初级产品推向世界市场 , 从而导致商业生产扩展 , 孕育新的经济机会 , 尤其

在中间商业领域的时候。”○
1 10

更为重要的是 ,新加坡和香港于 1819年和 1842年先后被英国人开

发为贸易基地 , 从而 “不仅为华人提供了向东南亚移民的新基地 , 而且也使香港成为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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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香港及东南亚与中国贸易网的一部分。这种情况至今未变。”○
11 1

正是在这一时期 ,泰国华人经

济网络从国内扩展到国外 , 形成了暹 -叻 -香 -汕贸易体系。其次 , 殖民投资为华人经济网

络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新的资金和物品。因为西方人发现 , 与其组织一个新网 , 不如充分利用

原有的华人网络来收集出口原料和分销进口产品。 在这种情况下 , 西方人的商行和银行雇用

中国人作买办 , 通过华人经济网络 , 处理当地商务。因此 , 尽管归根结底华人经济从属于西

方资本主义经济 , 但西方资本在进入东南亚市场的过程中 , 也不得不借助华人在漫长的历史

时期中所形成的商业渠道和拥有的信息优势。于是 , “西方人反而变成依赖自己的主要竞争者

了。西方商行在零售业或内地商业方面不发生任何重要作用。”○11 2

在华人经济网络和其形成要素之间 , 并不存在单一、 简单化的因果关系 , 而是一系列因

素的综合体。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新教伦理的一种无意识的结果 , 其中没有直接、 明显

的相互关系。这种解释模式同样适用于华人经济网络。戈斯林 ( L. A. Peter Go sling )教授指

出: “华人统治商业并非由于有什么天生的独特之处 , 他们只不过是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

点 ,出现的适当的人物。”○
1 13

这句话虽然过于简单和有失周密 ,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华人经济

地位及其成因之间的复杂关系。

三　华人经济网络的结构与主要特征

东南亚华人在长期的海外谋生的过程中 , 在各种条件的凑合下 , 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社会

文化色彩的经济网络。 通过这些网络 , 华人企业保持了持久的活力 , 同时也促进了所在国经

济的发展。对华人经济网络的内在机制——结构及其特征——的分析 , 将有助于加深对这一

问题的认识。

(一 ) 华人经济网络的结构

中国儒家伦理所规范的社会 “差序格局” 是华人经济网络的文化根源 , 也是我们分析华

人经济网络结构的出发点和理论根据。就个人而言 , 其社会关系网络由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

个同心圆所构成 ; 在社会的意义上 , 华人经济网络是以家族企业为结点 , 以社会关系为经络 ,

以社会关系的亲疏等级为半径编织的同心圆。 无数个这样的同心圈相互交织、 渗透 , 构成了

华人经济网络的整体结构 , 如表 2和图 5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到 ,家族企业是构建华人经济网络的核心 ,也是华人经济最基本的单位。家

长式管理、 重用亲戚和所有权归家族所有 , 是华人家族企业三个最主要的特征。○
11 4

公司被视作

家族财产 , 其主要作用是增加家族的财富和声望 , 因此 , 管理权和决策权严格掌握在家长

(企业创办人或其继承人 )手中 , 使企业具有强烈的个人化色彩。企业最高层的核心职位多由

家庭成员或与企业所有者关系密切的朋友担任 , 局外人很难进入管理层。○
1 15

父系亲属关系原则

在公司管理和所有权拥有上具有重要意义。公司管理权一般传给男性继承人 , 财产由每个男

性后代均分。 由于这些特点 , 华人家族企业的发展一般经历形成、 集中、 分化和解体的演变

过程。 在第一个阶段 , 财产、 管理权和利润都集中在家族内部 ; 在第二个阶段 , 财产和管理

权仍集中 , 但利润开始分解 ; 在第三个阶段 , 只有财产仍归家族所有 , 管理权已分属不同继

承人 , 终于导致该家族企业最后解体 , 同时意味着新的更多的家族企业的诞生。○
1 16

　　由于对血缘关系和个人信用的依赖 , 华人企业规模都不大。 但是 , 它们都镶嵌在强有力

的经济网络上。○
1 17

从图 5中我们可以看到 , 单一的华人家族企业通过 4种关系原则 , 与其他企

业建立程度不同的联系。这些原则是亲属关系、 宗族关系、 地域关系和种族关系。华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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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原则 ,确认其潜在合作伙伴的身份及其等

级 , 以放入合适的位置 , 建立相应的合作关

系。○
118

华人首先从靠近自己的内圈中寻找生意

伙伴 , 由最亲密、信任度最高的家族、 宗族成

员或同乡组成小型商业网。随着经济活动的扩

大 , 他们的选择半径也愈大 , 成员愈加复杂 ,

可能超越语系集团和地缘的界限。最后 ,当潜

在的经济利益大于与其他种族合作的代价时 ,

华人甚至跨越种族的外在界限 ,建立与 “圈外

人”的联合。因此 , 华人企业虽然缺乏庞大而

复杂的内部组织 ,但仍旧充满活力。根本原因

在于 ,网络的联系机制使它们超越了自身的局

限。正如高伟定 ( S. Go rdon Redding )教授所

指出的 , 华人经济是 “拙于组织而长于联

系”。○
11 9

表 2: 华人社会关系类别

社会关系类别 等级

A圈内人 1、核心家庭成员 1
2、来自扩展式家庭的

远亲
2

3、宗族成员 3

4、同乡 4

5、同一语系集团成员 5

6、其他语系集团成员 6

B圈外人 7、非华人 7

资料来源: Janet T. Landa, The Politi cal Economy of th e

Eth nically Homogeneou s Ch inese Midd leman Group in

Southeas t Asia: Eth nici ty and Ent repreneu rship in a Plural

Society, in Linda Y. C. Lim& L. A. Peter Gosling ( ed s. ) ,

Th e Chinese in Southeas t Asia, vol. 1, Singapore, 1983,

pp. 96- 97.

图 5: 华人经济网络结构示意图

资料来源: 本图参阅以下文章制成: Janet T. Landa, Th e Poli tical Economy of th e Eth nically Hom og eneous Chinese Middle-

man Group in Southeas t Asia: Eth nicity and Ent rep reneurship in a Plural Society, in Linda Y. C. Lim & L. A. Peter

Gos ling ( eds. ) , Th e Chinese in Sou theas t Asia, v ol. 1, Singapore, 1983, pp. 96- 97; S. Gordon Red ding, The Spi rit of

Chinese Capi talism , W atter de Gruy ter & Co. , 1990, pp. 53- 58.

　　在 19世纪中叶以前 , 泰国华人经济网络尚未最后形成 , 华人家族企业运作主要在同宗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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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的范围之内 , 没能建立更广泛的外部联系。 19世纪下半叶 , 泰国华人经济活动从行业内发

展到跨行业 , 从国内发展到跨国联系 , 编织了庞大的网络 , 产生了巨大的活力。 泰国黉利家

族企业的发展比较充分地印证了华人家族企业在网络构造上的意义。

　　黉利家族企业创立于 1871年 , 其创始人是广东澄海县人陈慈黉。他的父亲陈焕荣 (字宣

衣 ) 早年经营中泰之间的帆船贸易 , 往来于汕头、 上海、 天津、 青岛、 曼谷、 香港、 新加坡

等港口 , 把泰国大米运到国内 , 把中国各地特产运到海外贩卖 , 人称 “船主佛”。 1851年 , 在

香港文咸西街创办乾泰隆商行 , 从事以香港为中心的转口贸易。○
1 20

19世纪中叶以后 , 大量契约

劳工来到东南亚 , 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人员、 汇款往来和特产的交流。乾泰隆抓住时

机 , 在各地广设联号 , 建立商业网。 19世纪末 , 乾泰隆分别在曼谷设黉利 , 在新加坡设陈生

利 (后改组为陈元利 ) , 在汕头设陈万利及乾利和在越南西贡设立乾元利各行。○
1 21

其中 , 黉利行

由长子慈黉掌管 , 经营大米贸易 , 不久开设蒸汽碾米厂 ; 陈生利行原由陈氏族人共同持股成

立 , 19世纪末改组后更名陈元利行 , 由长子陈慈黉经营 , 主要业务是将泰国黉利碾米厂出产

的大米运销到新加坡、马来亚、文莱、印尼等地 ;○
12 2

西贡的乾元利行由长子长孙陈映辉主持 ; 汕

头业务由陈焕荣兄弟的孙子由扬负责。○12 3这样 ,到 19世纪末 , 陈氏家族以乾泰隆家族企业为核

心 , 通过父系亲属关系 , 建立起庞大的经济网络。

黉利公司继续发展自己的商业网。陈黉利在香港设立经营大米的分行 , 在汕头设立黉利

栈 ,经营出入口业的钱庄。○1 24 1891年陈黉利次子陈立梅接掌公司领导权后 ,设立中暹轮船公司 ,

经营挪威 BK船务公司在亚洲的代理业务 , 拥有 10余艘轮船航行于泰国、 香港、 日本、 新加

坡、 马来亚、 缅甸、 越南、 中国华南、 华北各港口之间。在泰国开设 5家蒸汽碾米厂、 2家出

口商行、 1家进口商行、 1家机器行。他还在曼谷、 香港、 汕头、 新加坡、 西贡、 槟榔屿等地

设立黉利栈汇兑庄 , 以供各港口联号调用资金。○
12 5

这样 , 到 20世纪初期 , 以泰国陈黉利家族企

业为核心 , 又衍生出新的网络。

(二 ) 华人经济网络的主要特征

通过考察泰国华人经济网络的发展历程 , 以及对其结构的分析 , 我认为华人经济网络主

要有以下特征:

第一 , 自发性。作为 “天朝弃民” , 华人在海外谋生不可能得到中国政府的帮助 ; 作为寄

居者 , 他们也难以受到当地政府的扶持 , 只能在所在国经济的壁龛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 为

了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 他们在亲友、 乡邻之间建立各种联系 , 相互扶持 , 团结自救。 泰

国华人最初以供奉本乡祭神的庙宇为中心组织起来 , 进而建立以共同方言为基础的群体 , 即

所谓的帮。各帮内部由于地缘、 血缘的纽带联系 , 在雇佣、 资金、 信贷、 销路等方面提供方

便 ,进而形成了在某几种行业中占据优势的局面。不同的帮别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职业分工。19

世纪末 20世纪初 , 华人打破各帮之间界限 , 建立了全社会范围的商业组织和各种行业公会 ,

华人经济网络逐渐形成。

第二 , 互利性。华人企业绝大多数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企业 , 资金、 人员、 信息都十分

有限 , 独立发展将面临很多困难。东南亚地区经济水平比较落后 , 信贷、 资讯、 劳力等设施

和条件不健全 ; 在许多国家 , 华人还面临着西方殖民者的盘剥和排挤。 在这种情况下 , 华人

企业面临的市场交易的成本和风险很高。 因此 , 华人企业运用网络的运作方式 , 降低它们之

间的市场交易的成本。 首先 , 网络中成员之间能够保持一种信任和友善的关系 , 能够克服一

般市场交易的弊端 , 降低交易成本 , 增加安全系数。其次 , 在信贷、 销路和信息方面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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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间往往能够资源互享。如泰国华人零售商能够以代销方式从华人批发商那里得到商品 ,在

一定期限内 (一般是逐月或逐周 ) 偿还贷款 , 直到全部商品卖完 , 贷款付清。这种作法一方

面可以使零售商能够在没有资本的情况下做生意 , 另一方面有助于扩大批发商的业务 , 对交

易双方都十分有利。通过这种金字塔式的制度 , 能够使一个小店在短时期内快速发展起

来。○
126

第三 ,灵活性。信用是维系华人经济网络运行的关键因素。黄绍伦先生认为 ,与西方企业

讲求 “制度信用” 不同 , 华人更注重 “个人信用”。○
12 7

华人的生意多在同族、 同乡、 朋友等之间

进行。 当交易双方缺乏上述联系和共性时 , 往往需要中介人从中引见 , 帮助建立一种个人化

的关系。做生意时 , 强调面对面接触和口头合同 , 一般不采用正式合同或专业代理机构。 对

华商而言 , 个人关系先于组织 , 他们倾向于培育变动、 多股的经济关系 , 避免永久的、 一对

一关系的形成。○
1 28

由于具有这种特性 , 华人经济网络便于企业决策果断和保守秘密 , 使家族企

业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尤其在那些具有高度风险的情况下 , 如不稳定的政治环境、 变

动的工业部门或者新兴的经济领域中 , 华人经济网络使华人企业能够很快适应下来并发展壮

大。如前文所述 , 黉利家族企业在 20世纪初迅速适应形势 , 从碾米业扩展到航运、 信贷、 进

出口等业务 , 成为泰国著名的华人大企业。

第四 , 开放性。华人经济网络虽然强调血缘、 地缘、 方言等关系 , 经济活动以家族企业

为单位 , 交易多在本族范围内进行。 然而 , 华人经济网络并不是封闭和排外的 , 相反 , 是开

放和变动的。 家族经济所有权、 财产权或控制权是明确的 , 然而其外在界限是模糊的 , 取决

于该企业经济实力、 经营范围和它的社会关系的状况。 例如 , 一个小公司的所有成员可能都

来自同一家族: 祖父母、 父母和孩子 ; 当该公司生意扩大后 , 一些远房亲属以及毫无关系的

人 , 也会加入进来。○
12 9

黉利集团就曾任用非本家族的成员担任一些重要管理职位。如旅泰华人

陈岳武被委任为黉利有限公司财政经理 , 一直工作到老年。○
13 0

实际上 , 成功的商人并不是被固

定于传统的华人社会关系或组织当中 ,他们不断地选择、调整和丢弃其网络中的某类联系。一

般来说 , 华人在创业初期寻求亲族作为商业伙伴 ; 成功后 , 他们将越来越多的非亲族 , 及至

其他种族的 “圈外人” 吸收进来。○
13 1

第五 , 从属性。华人经济网络虽然富有活力 , 但是 , 华人经济以商业资本占主体 , 工业

资本相对薄弱 ,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网络相比 ,还处于比较低的发展层次。在 20世纪 30年

代 ,泰国华人在第三产业的投资仍占全部资本的 91. 7% 。○
13 2

商业资本的性质使华人经济具有鲜

明的流动性 , 缺乏长期投资。○
13 3

而且 , 在殖民时代 , 华人经济网络介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东

南亚原住民农业经济之间 , 充当西方资本的买办和附庸 , 从属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13 4

这

些弱点妨碍了华人经济网络的发展。

(三 ) 华人经济网络在泰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泰国华人通过网络建立各种经济联系 , 不仅有利于华人经济的发展 , 而且对泰国社会经

济的进步做出了贡献。 尤其在 19世纪中叶泰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

中 , 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一 , 促进泰国农村货币经济的发展 , 加速了泰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

早在 17世纪中叶 , 华人已经成为泰国国内商业以及国外贸易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1 35

长期以来 , 华人担任泰国的大小商人、 王室海外贸易的代理商、 管理员、 船长、 水手等 , 以

及各种税务官和包税商人。 通过这些活动 , 在泰国构建了庞大的商业网络 , 从而有效地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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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泰国商品经济的空白 , 推动了泰国由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变。特别是 19世纪中叶前后 ,

华人中间商在泰国广大内地的活动 , 将泰国农民与世界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农民生产的粮

食不再仅仅用来作口粮 , 而是卖给华人中间商 , 换取货币 ; 日用消费品也不再自己生产 , 而

是向华人零销商购买。 华人通过遍布国内外的贸易网 , 将泰国大米、 锡等产品输往海外 , 供

应世界市场 , 同时将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业品输入泰国 , 从而加快了泰国自然经济解体

的进程 , 为现代经济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第二 , 为泰国现代工业的发展提供助力。

从 19世纪下半期开始 ,泰国现代工业企业开始兴起 ,但由于资金匮乏和缺少管理人才以

及技术工人 ,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1 36

华人利用经济网络、信贷、销路渠道和劳力来源的优势 ,很

快成为泰国近代工业 , 尤其是私营企业的骨干力量。

从 50年代末开始 , 碾米业开始成为泰国最重要的工业部门 , 华人很快占据了优势。 1858

年 ,第一家蒸汽碾米厂出现在曼谷 ,由一家美国公司经营。○1 37华人碾米厂很快后来居上 ,到 1879

年 , 曼谷华人碾米厂数量已和欧美工厂不相上下。 到 1889年 , 华人碾米厂已有 17家 , 1895

年有 23家 , 到了 1912年 , 已达 50多家。在此期间 , 欧美工厂或是转卖给华人 , 或是遭受火

灾 , 到 1912年 , 只剩下 3家工厂了。○
1 38

由于大米出口在泰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 华人碾米厂的

发展 , 对整个泰国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带动作用。

在其他众多工业部门 , 如制革、 玻璃器皿、 印刷、 砖瓦制造、 制盐、 机器行、 家具、 医

药、 食品加工、 制陶、 香水和化妆品等 , 华人资本和人员也占主体。 1926年泰国取得关税自

主权后 , 提高了西方工业品进口税 , 从而刺激了一大批企业兴起 , 包括肥皂业、 糖业、 烟草

业、 棉纺织业、 造酒等 , 其中华人资本亦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相比之下 , “作为私营企业家 ,

泰人扮演了微不足道的角色。”○
1 39

华人对泰国经济的贡献受到泰国王室的称道。1913年 ,拉玛六世在对内阁的讲话中指出:

　　本王国的经济繁荣完全依靠来自华人的资金 , 以及来自中国的廉价劳动力……

中国移民将是加速本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动力。○
1 40

四　结论: 作为一种现代化方式的华人经济网络

本文以东亚现代化为着眼点 , 主要从历史的角度对泰国华人经济网络的孕育、 发展和最

后形成及其成因进行了历史的、 具体的分析。 研究表明 , 泰国华人经济网络的演变经历了比

较漫长的历史过程 , 于 19世纪中叶以后逐步形成 , 是泰国特有的社会经济条件、 政治背景、

华人文化传统以及世界资本主义进程所带来的时代机遇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用其中

任何一个因素来单独解释华人经济网络都是不全面的 , 也是不科学的。 在本质上 , 华人经济

网络是华人移民在自我能量与生存环境之间作出的一种反应 , 是华人在移居东南亚社会的历

史过程中所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

虽然华人经济网络具有浓厚的中华文化的色彩 , 但是 , 泰国华人经济网络的发展历程表

明 , 华人经济网络不是种族文化的产物 , 而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 , 是所在国经济不

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20世纪中叶以后 , 东南亚华人加入了当地国籍 , 更从法律上明确了

这一事实。因此 , “正如英国、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

的经济联系是他们所在国经济联系的一种特殊形式一样 , 东南亚华人间的网络联系也是东南

亚各国间经济联系的一种特殊形式 , 并不存在独立于东南亚各国经济之外的东南亚华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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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
14 1

所谓的涵盖中国大陆、 香港、 澳门、 台湾和东南亚各国华人的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 “大

中华经济圈” 或 “华人经济圈” 的提法 , 显然是无视历史和违背客观事实的。○
14 2

最后 , 本文通过对泰国华人经济网络结构、 特征及其对泰国现代化进程所起的作用的分

析 , 证明华人经济网络是一种与西方科层制和专业化的资本主义不同的经济组织 , 是东亚国

家独特的现代化方式。 华人经济网络源于东亚和华人社会传统 , 本身不具备任何属性。它既

可以推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 ;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 , 同样可以适应于现代化进程

的需要。东亚的现代化不必刻意仿效西方的发展道路和割裂传统 , 事实上 , 经济网络是更适

合亚洲经济发展的 “处方”。○
14 3

网络的观点在理论上是对现有东亚现代化理论的一种补充。在实

践上 , 它为不发达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另一种战略思路 , 即通过培养经济网络 , 不发达国家可

以克服民族工业规模弱小的弱点 , 增强本国企业的适应性和国际竞争力 ,○
1 44

从而达到实现现代

化的目标。

五　本文的局限和进一步研究的着眼点

本文通过对泰国华人社会的分析 ,试图说明东亚华人经济网络形成的脉络及其总体面貌。

尽管泰国华人经济网络在东亚地区较具代表性 , 然而 , 单单一个案例分析显然不能提供证明

本文结论的充分的经验性基础。 下一步将选取东亚若干有代表性的华人社会 , 对其经济网络

作比较性研究 , 相信有助于克服个案研究的局限。

本文的写作主要参考了中国古籍中关于泰国的记载、 西方殖民官员的游记和访问记、 中

外学者的有关著述和中国侨乡的地方史料等。 由于条件所限 , 泰国华人经济活动的更直接的

第一手资料 , 如各类华人组织的档案、 华人家族企业史料、族谱以及华人社会的实地调查等 ,

仍相对缺乏。华人经济网络这一课题更加深入和丰富的研究 , 将有待于新资料的发掘和利用。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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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页 ;鲁思· 麦克维伊: 《东南亚企业家的崛起》 ,

鲁思· 麦克维伊主编: 《东南亚华人大企业家》 , 中

译本 , 厦门大学出版社 , 1996年版 , 第 5- 16页。

④关于华人经济网络研究的成果 , 目前比较有代表

性的是 W ong Siu- lun, Emig rant Entr epr eneurs:

Shanghai Industria lists in Hong Kong , Hong Kong:

Oxfo rd Univ ersity Pr ess, 1988; S. Go rdon Red-

ding , 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 W atte r de

Gruy ter& Co. , 1990; Ga ry Hamilton ( ed. ) , Busi-

ness Netwo rk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Center o f Asian Studies, Uni-

ve rsity of Hong Kong , 1991; Rajesw ary Ampa lava-

na r Brow n( ed. ) , Chinese Business Enterprise in A-

sia, London: Routledge, 1995; Constance Lever-

T rar y, David IP, Noel Tr acy, Th e Chinese Diaspo-

ra and M ainland China, M acmillan Press L td. ,

1996; M urra y Weidenbaum & Samuel Hughes: The

Bamboo Netw o rk: How Expa tria te Chinese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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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看东南亚华人网络

丘立本

　　战后东亚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海外华

人在经济上的成就 , 使人们对海外华人经济

网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本文从世界历史的

角度 , 考察东南亚现代华人网络的演变 , 并

对近来国外传媒的有关议论提出自己的看

法。

经济网络与商品经济有着密切联系。 历

史上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和民族如古代的

地中海地区和那里的腓尼基人、 希腊人 , 中

世纪欧洲的犹太人、 亚美尼亚人 , 古代和中

世纪东方的中国人、 印度人和阿拉伯人都曾

建立过自己的商业网络。资本主义是在商品

经济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出现的 , 在资本主义

时代 , 经济网络日趋普遍。 英、 美等先进资

本主义国家和民族 , 从十九世纪初起 , 便逐

渐将他们的经济网络扩展到全球各地。现代

海外华人网络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 , 由中

国移民在中国境外建立起来的。

中国人移居国外的历史虽然很长 , 但大

规模迁移海外却是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

的事情。据不完全统计 ,从 1840年鸦片战争

至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一百年里 ,

中国人出国人数将近一千万 , 足迹遍及五大

洲数十个国家。这种现象的出现 , 与中国内

部的天灾人祸有直接关系 , 也与资本主义在

世界各地的扩张密切关联。 就在中国移民大

规模出国的同一时期 , 欧洲有近六千万移民

涌向南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 ,印

度也有三千万移民迁移至南亚、 东南亚和南

非一带。由此可见 , 中国人口的大规模外迁

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一种国际现象 ,

中国移民是世界移民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 ,

它是劳动力在国际劳动市场中的流动 , 是与商

品、 资本的国际流动密切相关的。

由于旧中国经济落后、 政府腐败 , 被资

本主义洪流卷到世界各地的中国移民 , 完全

得不到中国政府的帮助 , 只能依靠自己的力

量 , 组织自助团体 ,和衷共济 ,团结自救。十

九世纪初的中国还是个封建宗法社会 , 宗族

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核心 , 刚刚离开土地

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自然带着这种社会关系和

传统的观念 , 依照他们所熟悉的社会组织模

式在移居地建立自己的新团体。 中国移民的

绝大多数来自广东和福建两省 , 那里方言众

多 , 彼此难以沟通 , 因此移民来到各移居地

后便形成了以方言为基础的群体 , 即所谓的

帮 , 并在帮内建立了以地缘、 血缘为纽带的

同乡会 (会馆 ) 和宗亲会组织。 东南亚华人

中主要的帮有广东帮、 潮州帮、 福建帮、 客

家帮和海南帮等。到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前夕 ,宗乡组织在海外华人中已十分普遍 ,仅

新加坡一地就有姓氏宗亲组织 60个 ,同乡会

组织 64个。这些宗乡组织成了早期华人经济

网络的基础。

宗乡组织带有浓厚的封建宗族色彩 , 怎

么会成为华人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网络的基

础呢? 这是因为 , 和国内的情况不同 , 这些

组织是由被卷入国际劳动力市场的中国移

民 , 为了在国际竞争中求生存而建立的 , 其

主要成分是脱离了封建土地关系的农民和小

手工业者 , 他们虽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 但国

际移民的地位和小生产者的自发势力往往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