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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以明清两代的市场发展为中心,重新评估商人组织在16-19世纪期间中国市场整合中的作用。过去
的研究为此曾经有过争论,并以中国小农经济和经济停滞为题而把传统商人组织视之为落后的企业制度
。本文试图透过考察明清时期中国的区域贸易市场和商人网络,以展示和理清两者之间复杂的关系。此
外,本文也实证检验了影响1736—1911年问江南地区市场整合程度的各种因素,更深入理解了中国市场整
合趋势背后的原因。 正如本文所示,在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充满复杂的关系。对市场价格
变动的研究说明,两个地区间市场的整合并不单单取决于它们的经济规模,同时还受到国内市场其他因
素的影响,并取决于该市场中商人组织的套利活动。一般来说,商人活跃程度高的市场,市场更容易吸引
竞争,市场的交易效率也更高。然而,除了商人组织对市场整合的影响之外,人口压力、运输距离、气候
灾害和政府的市场政策等都会影响市场价格变动。此外,我们也不能忽略传统商人组织所具有的社会关
系网络本质,正是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促进了市场的整合效率。简单来说,本文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商人
组织、政府政策对市场整合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在一般情况下,两者呈现明显的替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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