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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腾冲口岸商业的繁荣带动了商号的形成。开关后商号发展较为迅速.规模扩大

，业务更广。在经济的推动下商会组织应运而生。腾冲商会即是口岸发展的一个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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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号的迅速发展

商业的繁荣带动了商号的形成。据《腾冲县志》记载当时著名的商号主要有福春恒、洪盛祥、永

茂和、华盛荣、茂恒等。

在腾冲设关前，就已存在的商号有福春恒、洪盛祥和永茂和。开关后，这些商号的经营规模有显

著扩大，无论是资本还是经营的商品种类都明显增多，甚至在许多地方都设立了自己的分号，相继进

人全盛时期。福春恒是在光绪二年（1876)由腾越总兵蒋宗汉与商人明树功、董揖三创办，经营进出口

业，出口滇西的土特产，进口棉花、棉纱、布匹等。开关后，福春恒业务扩展，在腾冲和下关开设了

分店，除经营本号业务外.并代客堆存货物，按驮抽收堆费。1920〜1930 年是福春恒的全盛时期，主要

经营生丝及土特产出口，进口棉花、棉纱、布匹等，并大量经营鸦片，资本达银圆 300 多万元。洪盛

样是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创办，主要经营进出口商业，出口以黄丝、石磺、茶叶、土特产为主，进

口以棉花、棉纱、布匹、玉石为主。开关后，洪盛祥经营业务进一步扩大.获利颇丰，迎来鼎盛时期。

1915〜1930 年，洪盛祥年出口石磺 2545〜14678 担，年获利银圆 70 多万元。洪盛祥还收购、制作茶叶

，运销国内的四川、西藏和国外的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地，年约 2000 驮。又从当地购回麝香、熊胆

、黄连、知母、贝母、皮革、羊毛等名贵药材及土特产，回同内销售。此外,洪盛祥还经营金银、汇兑

和鸦片，获利也不小。1915〜1926 年是洪盛祥的鼎盛时期.每年盈利银圆 100 万元左右，1925 年资本

达银圆 1000 万元左右。永茂和创办于 1897 年，刚开始资本仅有 10 万余盾，而到 1927 年资本已增至

30 余万盾，合银圆 60 多万元。其主要从事滇姻进出口贸易，经营生丝、棉花、棉纱、茶叶、烟酒、山

货、土产、条银等，年出口生丝 2000 担，年进口棉花 1 万担左右、棉纱 4000〜5000 件，年收汇缅币

60〜70 万盾。（文献 1)

开关后.创办的著名商号有华盛荣和茂恒。华盛荣于 1909 年创办，经营进出口业务•主要经营百货

、棉花、棉纱、布匹，其次是中药材和中成药。1928 年起乂增营西药，取名西南大药房，货源主要来



自上海、广东及仰光等地，资本约百万银岡。茂恒于 1928 年由腾冲经营进出口贸易的春延记、茂延记

两家商号联合组成。初创时，共有资本银圆 80 万元。1935 年资本增至银圆 800 万元，〗948 年资本增

至卢比 3000 万盾。该年.抽出 60%的资本卢比 1800 万盾，乂吸收部分社会资金，共集资卢比 2000 万盾

在昆明创建云茂纺纱厂。茂恒的业务以经营进出口贸易为主，同时办了许多工厂。出口以生丝为主，

最高年出口 35 万公斤，其次是各种土特产。进口以花纱布为主。云茂纱厂建立后，以进口棉花为主。

先后建立的工厂有下关茶厂、云茂纱厂、生丝厂、火柴厂、粉丝厂、瓷厂等。下关茶厂生产沱茶、园

茶、饼茶，运销四川、西康、拉萨等地。云茂纱厂有 2 万个纱锭，生产棉纱。（文献 2)

可见，开关后不论是原有的商号还是新创办的商号发展都较为迅速，规模扩大，业务更广，资本

扩充，而且已将经营触角伸向其它地区。

2 商会的建立

从某种程度上说，商会是经济繁荣的产物，因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市场操作规范化.而这就需要

一个组织来办理商场和商人事务，“商会为商人之正当组织团体”。（文献 3)在经济的推动下商会组

织应运而生。腾冲商会即是口岸发展的一个产物。

清光绪和宣统年间，腾冲的商场事务，都是由丝花行管理。1912 年云南陆军第二师长李根源与迤

两巡按使赵藩莅腾，命令各商号组织商会，办理商场事务，兼办县城税务并督销内边岸盐务.如遇歉岁

，即侣办平粜，又兼理龙、潞两江桥事。（文献 4)



腾冲成立的各行公所见表 1。

商会的建立有利于规范行业操作.提高行业的运作质每：,扩展行业的业务内容。比如在腾冲县商

会的督促下腾冲县骡马运输同业公会”的组建使得马帮组织的操作更加高效有序了。在 1945 年以前.

腾冲的交通情况，不论东往保山、南去龙陵、西走缅甸、北出泸水.均无公路相通，完全靠骡马运输。

有时运输大忙季节，还要动用驮牛运力。”为提高运输质量，更有效地促进物资流通，“县商会于民

国初年牵头，与当时的清水、勐连、龙江、荷花、小西、下北、固东、上云、中和、大董、平山、九

保、罗新寨、城关等十四路马帮的‘马锅头’协商，组成‘腾冲县骡马运输同业公会’。”（文献 5)

从此，腾冲的马帮组织操作更规范了。马帮组织中分工细致，有专门的“兽医、马夫、修理、钉掌等

人”。（文献 6)到后来，马帮组织中的负责人也不再单一从事运输丁作，职业内容发生变化，因为“

大 4 马锅头’在其业务活动中，与大商家频繁交往，相互信任逐渐建立了交情，从承运商品的品种数 M

变化中了解到商情.进而自己也逐步集资兼营商业，亦运亦商逐步转化为大商家，大老板。如清水的李

植五、尹彩成，朗蒲的杨增光、罗新寨的罗登定等都转化为花纱业大老板。”(文献 7)在“腾冲县骡马

运输同业公会”的作用下，马帮组织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经营内容和经营者身份都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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