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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通过的
#商民协会组织条例$% 即对商
民明确界定为 &商人店员及摊
贩'(!商民协会组织条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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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显然%这与民初政府颁布
的 *商人通例$(此系基于经清
末各商会所商讨而由农工商部
拟订的*改订商律草案$总则制
定而成! 中更偏重于大商人阶
层的 &商人 +定义解释 %已有了
明显区分"

此前的
"#$!

年
#

月
$!

日%商民部改为商人部%措辞上
的细微变化已暗含统一社会上
各类商人团体的意图在内" 随
后

%"

月 % 商人部即发布通告
称,&旧有商会组织不良% 失却
领导商人之地位% 本部-.请
求撤销全国旧商会% 以商民协
会为领导之机关) /(!为旧商会

不应撤销事上海总商会复市党

部商人部函 "#!上海总商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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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通告中对
商民协会的中小商人称许为
0革命商人/% 旧有商会会员自
然被认为是0非革命商人/) 对
此% 上海总商会及全国各地商
会群起表示强烈反对) 当年

"&

月
%!

日%上海总商会在上海召
开各省商会代表大会% 会长冯
少山就向到会政要建言,0商人
望治情殷% 商业之于政治息息
相关% 不能误认为本会会员为
不觉悟之商人1不革命之商人/

2徐鼎新 $钱小明 !上海总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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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3) 这里其实也道出了大商
人的戒心 %他们从商业发展的
角度更希望的是稳定安宁而
非动荡不安的社会经济秩序 %

这也呼应了南京政府初行所谓
训政之际试图转向建设的施政
诉求)

随后% 上海其他一些商业
团体包括全国性商业团体也加
入声援上海总商会抗争行动的
队伍中来%其中上海银行公会1

钱业公会即发表宣言指出%0商
会为世界共通之组织% 在吾国
有久远之历史/%同时商会的地
位也得到官方认定 (!上海银

行$ 钱业公会反对撤销商会宣

言 "#!新闻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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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02

日!)这一宣言从横向和纵向的
视角阐述了商会应继续存在的
合理性和合法性% 也表达了拥
护总商会与之同进退的立场态
度)当然%在针对商民协会取消
商会诉求有的放矢地开展抗辩
和抗争的同时% 总事务所设于
上海的全国商会联合会还进行
了防守反击%提出建议案%认为
0民众团体之组织%农曰农民协
会% 商曰商民协会% 工则曰工
会%同是民众团体%而名称不同
如此/% 建议统一改为农会1商
会 1工会等 2!全国商联会向三

全大会建议统一民众团体组织

案 "#载天津市档案馆等编 !天

津 商 会 档 案 汇 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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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3) 同
时%冯少山等作为全国商联会
总事务所常委还呈文辩言 %

0商会系法定机关 % 其组织皆
根据商会法 ) 商会法不善 %责
在政府 %不在商会 /%建议修正
商会法)

从当时的政策文件来看 %

此际还未有决断欲合并二者 %

两类团体各执一端的力量均势
暂未失去平衡)

%#&'

年
%(

月%

民众训练部对商民协会与商会
的定位进行了区分% 二者依规
定均得以继续存在% 但在政策
上%0商人组织% 应置重心于中
小商人/%因他们是国民革命力

量之所存%而大商人则是0经济
政策之所在/)当时的总体考量
是% 在国家资本尚未充分发达
之前% 发展商业经济尤其是国
际贸易还必须借重和集中大商
人的力量以便宜行事)并且%在
盘根错节1 利益交杂的中国工
商界% 旧式商会早已奠定了根
深蒂固1不可动摇的地位%亦曾
在过往一些重大事件中发挥过
举足轻重的影响 %这在近代上
海更是如此 ) 因而 %为了避免
造成新的动荡 %在此时并未贸
然实施取消商会的政策 %试图
搁置矛盾维持两类团体并存
的格局)

被撤销的结局与商

会改组

尽管后期的商民运动策略
由早期的商民协会取代商会 %

转变为允许二者并存% 但这一
策略调整并没有使两大团体之
间的纷争平息% 全国各地常有
暴力冲突事件爆发)

%#&#

年
)

月% 上海总商会因会客室使用
与救国会 1 商民协会龃龉不
断1争执不下 %被迫停止办公 %

而后总商会办公场所又被数
百人破门殴毁的风潮 %更使得
这一矛盾冲突事态迅速扩大
和升级 2!全国商联会为上海

救国会占用上海总商会房屋大

暴动案呈中央呈文 "#!上海总

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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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引起了高度关注和介
入% 南京政府特派中央委员叶
楚伧到上海调查事件始末) 对
于综合实地观察及听取各方意
见后的解决之道%他0大抵赞成
统一商人意志%统一商人组织%

此旨与中央若合符节 /(!叶楚

伧调查两会纠纷事毕返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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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同年
*

月
$

日% 上海特别
市商人团体接通令% 包括上海
总商会 1闸北商会 1南市商会 1

商民协会等一律停止办公 %同
时委任虞洽卿1袁履登等

+)

人
组成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
委 员 会 2! 上 海 总 商 会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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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3) 在
这个委员会中包括总商会系成
员约

%*

人%商民协会系成员约
%(

人%两类商业团体的力量大
致还是平衡的) 此时的商民协
会对于情势发展也还抱持着一
定的乐观态度 %

*

月中旬协会
有关人员曾举办餐叙%宣称0现
在商运统一有期% 商人痛苦必
可解除% 商人幸福亦得从此增
进) /(!商民协会之欢宴"#!民

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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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事态随后的进一步
发展显示% 政治天平已逐渐倾
向上海总商会)

%#$#

年
*

月
$*

日% 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
委员会组织大纲颁布后%以0镕
冶本市各种商人团体于一炉 /

(王延松!整理商人团体之我见

与期望"#!商业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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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3

期!为宗旨的商整会随即于当
日正式成立% 并投票选举虞洽
卿1叶惠钧1王延松1王晓籁1徐
寄庼1顾馨一1秦润卿等

!

人为
常委 2!上海总商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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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其中%除了
王延松来自上海商民协会且身
兼监督之责外% 其他常委均曾
在上海总商会间或担任过会
长1副会长1会董1执委等职%且
有不少是浙江财阀) 上海总商
会1闸北商会1南市商会等上海
各商业团体随之也相继办理移
交登记手续% 听候商整会的指
导或整理) 当日%上海商民协会
就对外发布了停止办公1 结束
会务1不再接收文件的通电%此
后也一直再未恢复% 远在其他
地区商民协会之前就正式结束
了其历史使命% 终究未能实现
其殷切盼望的归并整合上海总
商会取代后者领导地位之夙
愿) 可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

年%新的*商会法$*商
会法施行细则$及*工商同业公
会法$等的分别颁布与实施%在
政治和法律上对商会的地位给
予了重新肯定% 也回归传统明
确了商会的基础应是商店和同
业公会而不是自然人% 这就使
得关于商会存废问题的讨论和
争论一锤定音)由此%两大商业
团体的博弈局势已十分明朗 %

政治和法律的天平已经开始明
显向商会倾斜% 商民协会在最
根本的合法性上出现了动摇 )

次年
$

月 % *撤销商民协会办
法$通过%明令要求各地商民协
会限期结束% 同时对于原商民
成员中的摊贩明确其 0属流动

性质% 无组织团体之必要/%对
于店员则在0工商同业公会法
施行细则中增加规定 % 使之
有 充 任 会 员 代 表 之 机 会 /

(!各 商 民 协 会 应 限 期 结 束

令 "#!广东民政公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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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系列法律法规上的
调整及相关政令的执行% 直到
%#+(

年
,

月上海商人团体的
清理整顿工作基本告一段落 %

以同业公会和商店为会员的新
的上海市商会才正式成立 %并
经由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第一届执行委员会% 王晓
籁任主席委员)据笔者考证%在
当选的

%*

位执委中仅有
)

位
是原商民协会执委% 而这

)

位
中又有

$

位本身还是原上海总
商会执委% 这样原商民协会方
的力量基本被边缘化 )

!

月
%

日%上海市商会全体执行1监察
委员宣誓就职% 并互选常委和
主席) 工商部特派赵晋卿到会
代表部长孔祥熙训词% 指出上
海是0万国工商事业之中心/及
0东亚经济发展之枢纽/%0上海
市商会既为中国最先创立之旧
商会% 又为遵据新法最先成立
之新商会% 对于万国商界不能
不负指导之责 /(!市商会全体

执监委员昨日宣誓就职 "#!申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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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0

日!) 可见对
上海市商会寄望颇高) 上海对
于商人团体的整理处置模式随
后也为全国各地所仿效采行)

结语

作为0北伐/前后民众运动
的产物% 商民协会在国民政府
转向所谓训政时期的过程中 %

其历史命运也发生了重要转
折% 而由于上海在全国工商业
界的特殊重要地位% 上海商民
协会的沉浮与兴衰转变在此过
程中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和示
范带动的作用% 对近代中国商
会组织体系和法律体系的重构
产生了具有全局性的催化效
应% 商会重新获得政治和法律
上的合法性)当然%需要说明的
是% 尽管上海商民协会最终被
撤销% 但新的上海市商会的关
键领导位置和权力还是被牢牢
把持% 工商界的独立性和自决
权被大大削弱% 旧式的行会精
神和传统权威受到严重侵蚀消
解% 原上海总商会积极干预国
事的自主性也被压制)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高

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本研究

得到上海财经大学创新团队支

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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