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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动是人与人之间

的活动 ， 人是经济活动的主

体 。 市场 、经济与社会说到底

是因人参与其中而得以生成 。

因此 ，参与者自身的精神导向

及其主体性的张扬 ，在任何社

会 、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

长与社会发展中 ，以及在任何

历史时期中 ，都无疑是一个至

关重要的因素。 具有现代性特

征的市场经济活动是人们进

行商品和劳务交换行为的集

合 ， 市场主体的参与热情 、

敏感程度 、 知识储备和技能

水平……概而言之即商业精

神 ， 构成了考察市场形成和

经济发展的重要的深层动因。

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在经

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

作用， 但经济制度并非独立存

在。 一种经济制度成为主导力

量之后， 必定有相应的文化观

念、 社会精神气质和价值体系

支撑和维系。相应地，在社会转

型期， 当一种新的经济力量开

始试图挣脱和超越旧有社会经

济制度的桎梏时， 其所引发的

社会变动也不仅仅限于经济结

构和经济制度的变化， 而必定

是包括文化、 精神状态在内的

全方位变化。 只有在一定的文

化氛围中， 一些市场经济的基

本制度方能发挥其对于经济增

长和社会发展的激励作用。 “文

化传统对市场秩序的发育和扩

展， 进而对一个社会和地区经

济增长的直接作用链条， 可能

是 通 过 商 业 精 神 （business

spirit） 来传递的”（韦森：《从传

统齐鲁农耕文化到现代商业精

神的创造性转化》，《东岳论丛》

2004 年第 6 期）。

现代经营方式 ：六

个维度的考察

人们习惯以 16 世纪为界

线区分中世纪史和近代史 ，然

而现代经营方式及其大规模实

践的出现都远远早于现代和近

代的发端。

现代票据形式的出现。 早

在中世纪中后期，11、12 世纪，

由于工商业自身的独立发展和

十字军东征的刺激， 商业与手

工业规模已日渐庞大， 货币经

济逐步取代传统自然经济的易

货贸易状态。 在金银本位条件

下， 贸易所需的金属货币的运

输，逐渐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

并出现了专门负责运送资金的

卫队。 这种巨大的交易成本迫

使人们在实践中思考替代性的

支付方式———12 世纪中出现

了各式各样的票据形式： 订货

用的应付票据和期票， 可以在

应付款地区提取现金的普通票

据， 在指定地区内或在卸货地

区内支付的应付票据以及在未

来某一确定日期使用的即期支

票等等。在随后的年代中，票据

的形式和功能继续扩展， 出现

了通过信用支付和自由流通转

让债权这样的具有现代交易风

格的方式。 这些新的票据所体

现的是新的支付形式， 这种新

形式奠定了新的信用体系和商

业范例的基础， 是欧洲经济史

上的重大事件。

复式簿记制度的产生。 准

确地说， 复式簿记制度是古罗

马人的发明， 他们在当时已经

学会将日记账、 账簿和分类账

运用自如（[美]汤姆逊：《中世纪

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徐家玲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第

613 页）。 然而由于罗马帝国的

覆灭使得这项技术失传了数百

年。 现代复式簿记的复兴是与

中世纪晚期活跃的商业活动密

切相关的， 正是由于繁复的商

业业务、快速的商业周转、巨额

的商业利润等特征， 要求经营

者必须采取更加精确的计算办

法。 1202 年，意大利数学家比

萨的列奥纳多出版了《算经》一

书， 这是目前所知的论述簿记

法的最早著作。 1494 年，法拉·

卢卡·帕西奥利在威尼斯出版

了 《算术 、几何 、比例和成比例

概论》一书，该书不仅讨论了有

关利息、 票据和兑换的一般商

业计算问题， 也论述了具有成

本意识、 追求细节等近现代商

业价值观的复式簿记方法。 复

兴于意大利的复式簿记方法随

着贸易的扩大传播到欧洲各

地 ，一个懂经营 、会算计 、谋求

赢利的生动、丰满的“理性经济

人”的普遍形象呼之欲出。与复

式簿记交相辉映并互相影响的

是中世纪晚期教育活动的世俗

化转向。在商业复兴之前，世俗

教育几乎荡然无存， 知识和文

化水平普遍低落， 社会中的主

要知识分子都集中于基督教会

之中， 然而教会兴办教育的目

的并不是培养人们理性的经济

算计能力和服务于国家的经世

致用的技能， 这与商业时代对

与商业人才的巨大需求极不匹

配。 商人们越来越需要具有读

写能力的书记员， 不过并不要

求他们学习和使用拉丁语 ，也

不是去研究神学， 而是需要他

们使用本国母语， 按照复式簿

记的方法去记账和处理一些商

务文件。随着工商业的兴起，基

督教对教育的垄断逐渐弱化 ，

致力于为某些产业培养特殊专

业技能的世俗学校就出现了 。

复式簿记制度的背后反映的是

现代性商业社会的诸种特征 ，

比如私有财产和私人所有权的

顺畅转换与变更、 因贸易而带

来的剩余财富积累即资本 、货

币经济的发达等等。

城市市民阶级的兴起。 从

历史上看， 农村的出现早于城

市， 城市化则表现为农村和城

市此消彼长、 城市后来居上的

过程。 早期的城市多坐落在有

利于农业、防御和贸易的地方，

城市统治其周围的农业土地 ，

从农民那里取得粮食， 作为回

报， 城市保护农民不受野蛮族

群的侵犯，并向其供应商品。 12

世纪之后， 这种看似均衡的城

乡互动模式发生了改变。 随着

工商业的崛起， 城市对农村的

牵引力明显增强。 市民的物质

生活依靠农民， 但农民的社会

生活则依靠市民。 城市市民阶

级兴起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市

民向农民展示了一种更加舒

适、 更加体面和富于尊严的生

活方式， 进而激起后者的效仿

和希望， 从而增加了他们的需

要，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准；更

为重要的是， 城市的出现扭转

了前现代社会中对于劳动的习

见———劳动是为他人因而是奴

役性的， 从而树立了一种新的

劳动观———劳动是为自己因而

是自由的（[比利时]皮雷纳：《中

世纪的城市》，陈国梁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2 版，第

66 页）。 这正如中世纪德国的

一句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

由。 ”毫无疑问，这种政治上的

“从身份到契约 ”的变化 ，会对

经济自由和经济权利的延展助

益匪浅。

经济数据统计的积累。统

计学作为经济研究的一个专

门学科 ，一般公认其最原始意

义上的创立者应为 17 世纪的

前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 。

但早在 14、15 世纪 ，就已经有

大量的统计学文献问世 ，据中

世纪经济史学家汤姆逊考证 ，

当时的统计资料包括封地登

记簿 、 王室财库的岁入登记 、

采邑财产登记 、测量数据和估

产额记录以及王公 、教会和自

治城市的征税单 、 关税清单 、

各港口保存的用以征收海运

税的航海登记簿 、 商人的账

本 、银行贷款清单等不一而足

（《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

史 》，第 622-623 页 ）。 这些统

计的动机也许没有现代经济

学中的精确计量的目的那样

明显 ，但无疑具有较高的史学

价值，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批发商零售商的分离。 韦

伯在 《经济通史 》中描述了 “坐

商 ”（mercator） 这样一个商人

阶层 。 所谓坐商 ，就是在城市

中 取 得 居 留 特 权 的 贸 易 商

（[德 ]韦伯 ：《经济通史 》，姚曾

廙译 ， 上海 ， 上海三联书店 ，

2006，第 135 页）。 但他们起初

是流动商人 ，经过逐步的资本

积累 ， 开始有了固定住所 ，并

对外派遣雇员 ，建立新的具有

连锁经营性质的商馆。 到中世

纪后期 ，坐商基本演化为城市

中具有垄断地位的大零售商 。

他们在集市贸易中与海外商

人进行批发交易 ，并且阻止外

商直接登陆与本地消费者接

触。 批发商与零售商的分离不

仅在商品流通领域具有重大

的意义 ，它更促进了专业化分

工 ，从而使得混乱的原初竞争

状态向更富有效率的秩序层

次迈进 ，推动整个生产领域的

市场分工走向深化。

公司治理结构的发凡。 商

业精神的真正形成和发展在于

资本寻找到了它自己不断实现

增殖的社会组织形式———公司

制。中世纪晚期，随着人与人之

间经济交往趋于复杂化和多样

化， 迅速发展壮大的商业资本

急须建立一种超血缘的的经济

组织形式，主要有三种情况。首

先是家族企业。 中世纪后期造

就了大批富商巨贾， 通过析产

制度实现家族产业与财富的代

际传递，同一家族、同一商号内

部各成员对任何其他成员的债

务负连带责任， 这是后来的无

限公司及有限公司的前身。 其

次是家庭作坊和工厂制度。 拿

到订单的承包商购进原材料 ，

将原材料发放给个体工人完

成， 这种简单的家庭作坊进一

步发展到承包商不仅发放原材

料， 而且也提供劳动工具和设

备， 这是早期资本家和制造业

企业的前身。 其三是委托代理

制度。 在十五、十六世纪航海运

动和地理大发现的鼓舞下 ，具

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们都十分

热衷于远洋贸易和探险活动 。

虽然中世纪航海贸易比较发

达， 但需要面临极大的不确定

性和承担极大的风险， 当然同

时也意味着一旦成功就会获得

极大的利润。 因此无论是从资

金、技术还是其他角度考虑，都

需要进行团队式的合作。 于是

船舶共有应运而生， 即投资者

想要得到利润但不愿或不能亲

自冒险， 因此将资本预付给具

有专业航海技术的船舶所有者

或具有经营能力的独立商人 ，

由他们去经营。 资本所有者只

对预付或委托的这部分资本承

担有限责任，这便是现代两合公

司制的前身。 此外，也出现了把

企业的共同财产和合伙人的私

人财富进行区分的现象，这促进

了“企业法人”意识的形成。

重商主义 ： 理论超

越实践

现代经济学发生的背景在

于十七、 十八世纪关于国民财

富最终源泉的一场大讨论 ，有

人认为是贸易， 有人认为是农

业和自然力， 还有人认为是劳

动。 因此，梳理古典经济学乃至

整个现代经济学所内含的现代

性特质， 其最近和最直接的源

头 应 当 追 溯 至 此 。 重 商 主

义———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 ，

都最早关涉到这一问题领域 ，

因而对经济学古典时代的开启

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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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精神如何在现代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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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重商主义的评论褒贬不一、不尽相同，我们却不妨从经济理论的现代性嬗变这一视角，来

重新审视重商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实践对时代精神的形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