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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徽商当年称雄明清三百余年，浙商给长三角地区的建设作出了历史的贡

献，有人形容“浙商就是当代的徽商”。据悉，目前有40多万浙江人在安徽从事商业活

动，浙商企业超过1500家，创造25万多人次就业机会。 记者 邹传科

浙商从古代开始就对教育非常重

视，明代就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

之说，宋明清三朝共有进士40人。在拥

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之后就能有更为灵

活的商业头脑，更为宽阔的视野，相信这

是浙商兴盛的重要原因。

徽州人文化底蕴深厚，“富而教不可

缓”是徽商笃信的信条，正是如此才“代

不乏人”，使徽商几百年不衰，造就了一

代徽商帝国。徽商贾而好儒，徽州人在

经商致富后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在“振

兴文教”上总是毫不吝惜地输金资助。

浙商从本质上讲是“民商”，是一种

“民本经济”，是一个现代意义的商帮，与

徽商这一传统意义上的商帮有根本的区

别。这也就是徽商和浙商在政治依附势

力上存在的差异，而这个差异也就是后

来两大商帮不同命运的关键点。

重质量和守信用历来是商业活动中

的生存之道、发展之本。浙商和徽商深

知此中真谛，把信誉当作生命，寓托了诚

信的职业道德。同时，浙商和徽商能够

兴盛，并成为我国十大商帮中的佼佼者，

这和他们对于市场的积极开拓有着必不

可少的联系。共通真谛背后却隐藏了近

现代的不同命运。

改革开放之初。浙江大地涌现出一

大批个体经营企业。他们善于捕获商

机，敢于冒险，走出家乡，遍布全国及海

外，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民商”的兴

起意味着作为封建时代产物的“宫商”的

衰落。

商学互补，皆重商不轻学

对于政治势力的依附差异

近现代的发展命运不同

浙商：就是当代的徽商 粤商：敢做“吃螃蟹”NO.1
广东人富有开拓创新精神，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商人处处身体力行敢做“吃螃

蟹”第一人，这已成为粤商的核心品质之一。在商帮的兴衰更替上，相较于徽商总体上

的封闭、内向，这支离封建政治中心很远的商人队伍，从其形成的第一天起就具有强烈

的对外性，从而也从一个方面决定了其与其他商帮不同的命运。 记者 邹传科

徽商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却始终没

有将主营方向转向海外，从而失去了获得

更多利益的机会。

与徽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理位

置、政策因素等使粤商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其主要“对外”的营销方向。粤商利用各种

优势，将眼界放宽，看到海外贸易的优势，

既做国内、又做国外，从而使其商业行为具

有一定的灵活性和活力，进而得以迅速发

展。粤商关注的焦点也不仅仅局限于经

济、财务，而是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政治、科技、环境、优势、劣势等等。

粤商的“外向”与徽商鲜明对比

老徽商骨子里的“好儒”思想和对

“仕”的崇拜，使得他们对封建政治有着极

强的依附性。

粤商多数人是“弃儒”、“弃吏”、“弃

农”经商。这说明，当时商业已成为广东

社会的热门职业，人们将从商不仅看作是

积累财富的手段、更看作是积累财富本身

和目的。

两个商帮对政治的依附性迥异

不同的从商风格、思维，对于徽商和

粤商资本的再投资方向有很大的影响。

徽商设义学、办书院、置田地、修祠堂、结

官员、奢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其商

业资本。这样，徽商无法完成由封建商人

向资本家的历史性转变。

而粤商在商业资本的积聚和发展过

程中表现出了更多的积极性和多样性。

粤商商业资本发展成为多种资本形式，其

适应性也明显比徽商更强。

改革开放后的粤商在经营上以市场为

导向，以快制胜。此外，粤商根据市场变化

以及政策因素等及时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

和经营方式，随时准备应对市场变化。

投资风向不同决定了历史命运

新时期粤商代表：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董明珠；网易首席执行官丁磊；格

兰仕集团执行总裁梁昭贤；真功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蔡达标；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

新时期浙商代表：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会长、万向集团

创始人鲁冠球；在美国《财富》杂志的首次投票评选中，此前没有全国性知名度的华立

集团董事长汪力成；资深企业家冯根生；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