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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商业思想既是其商业实践的
总结，更是其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要义。
研究张謇商业思想与实践，既能拓展
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又有现实启示。

一、张謇商业思想的形成过
程与历史背景

张謇商业思想与家庭的熏陶、个
人的商业实践、所处时代的呼唤息息
相关，萌芽于甲午战争前、形成于甲午
战争后的十多年，在实践中不断丰富
完善，成为近代中国经济理论宝库中
的一件珍品。

1853 年，张謇出生于江苏海门常
乐镇一个富裕农民兼小商人的家庭。
其父张彭年从事农耕，兼做瓷器生意，
在为家庭增加经济收入的同时，让幼
小的张謇耳濡目染商业氛围。张謇成
年以后，在蹉跎科场、投身幕府之余，
积极参与商业活动，从中悟出许多道
理。1883 年，张謇联络通海商人沈敬
夫等，办理通海花布减捐，请求清政
府减少厘金征收数额，为商品流通松
绑。厘金本是清廷在镇压太平天国起
义时为筹措巨额经费而开征的临时性
捐税，即对经过关卡的货物按其价值
征收 1% 的税额。后演变为一种常税，
且关卡林之，遍及全国，仅通海两地的
厘捐卡就有 57 处，严重阻碍了商品
流通。张謇在日记中慨叹“闻厘捐扰
民，为之发指”。他还向学使黄体芳陈
诉：“国家中兴以来，二十有余年，一
切取给予厘捐，天下骚然，厘金遂为冗

官、秕士、游民之窟。论者至谓舍厘
捐不可以国，謇谓欲固国必去厘捐”。
1886 年，张謇协助乃父从事商业活
动，集资购买湖州桑苗，到处劝乡人赊
购，分送《蚕桑辑要》，提供技术服务，
吁请两江总督免除丝捐十年，以兴蚕
利，劝说州县官府就地招商开行收茧。
虽此收效甚微，甚至赔本，却让张謇得
到不少启示，在与当地商人交往中，逐
渐认识厘金制度的危害、官府的冷漠
以及商业经济的重要性，为其商业思
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状元办厂到民国初年为张謇
商业经济思想的形成时期。短短的
二十年，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张謇个
人，无论是经济界还是思想界，都发生
了深刻变化，张謇商业思想日渐形成，
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从中国经济社
会状况来说，甲午战争的失败与《马关
条的》的签订，古老的中国跌入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深渊，积弱积贫更加凸
显。与此同时，列强的经济侵略又由
商品输出发展到资本输出，苦难的中
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在得知

《马关条约》签订的当晚，张謇在日记
中记下和约十款的主要内容，并注明

“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
矣”。从张謇个人来说，大魁天下的他
摘取“天子门生”的桂冠后毅然办厂，
由士人转变为商人。这一“舍身饲虎”
的转变以及由此而来的商业实践为其
商业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源头活水。在
长期的商业实践中，在参与政治活动
中（包括同情戊戌变法、策划立宪运
动等）以及东游日本学习中，张謇逐
渐形成了自己的商业思想。从经济来
看，面对列强的商品侵略、资本扩张，
中国民族资本无力抗衡，积贫积弱导
致国势更加衰败。张謇自幼熟读诗
书，具有经世致用思想，在多种因素的
刺激下，义无反顾地扛起了实业救国
的重担，“中国需振兴实业，其责任须
在士大夫”，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
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
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从思想界
来说，先有龚自珍、魏源、冯桂芳等思
想启蒙，如郑观应等提出的商战固本
论，所谓兵战是有形的，但是治标的，
而商战是无形的，却是治本的，所谓

“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一
日不辍 …… 吾故得一言断之曰：习兵
战不如习商战 …… 商战为本，兵战为
末 ……”后有早期改良派、变法维新

张謇商业思想述评
 ◎ 葛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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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经济思想洗礼，如戊戌变法期间，
康有为等又提出一系列政治、经济、文
化改革主张，包括开矿藏、修铁路、裁
厘金、扶持工商业等。身处三千年未
有之大变局的张謇在扬弃重农抑商传
统思想，合理吸纳改良维新思想，学习
借鉴日本、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基
础上，结合自己的商业实践，提出了一
系列的商业主张。从商业的定义到商
业主体的培育，从商业人才培养到商
会的建立，从供应链到营商环境，逐渐
形成自己的商业思想。这些思想散见
在《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答南皮
尚书条陈兴商务改厘捐开银行用人才
变风气要旨》《农工商标本急策》《商
会议》《农会议》等文稿中，体现在相
关实业公司股东会的报告书中，出现
在其日记里。

从张謇担任农林工商总长直到
逝世的十多年时间为其商业思想的
完善阶段。这一阶段的张謇，既有商
人的历练与体悟，又有工商总长的身
份与权责，得以全面施展其“通官商
之邮”的抱负，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商业思想。民国初年，张謇先后担任
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中央教育会
会长、两淮盐政总理、北洋政府农林工
商总长、全国水利局总裁、吴淞商埠督
办、交通银行总理等要职，善于从微观
与宏观的结合上提出具有操作性的商
业主张，诸如制订经济法规、革新与稳
定金融市场、改革不合理的税收制度、
改革官办企业制度、奖励补助民营企
业、利用外资振兴实业等主张，其商业
思想日趋完善。

二、张謇商业思想的基本内
容与主要特征

张謇商业思想是在实践中不断

完善的，既有宏观层面的考量，又有微
观层面的操作；既有市场主体的体悟，
又有政府官员的作为；既有局部的谋
划，又有全局的思考。其商业思想内
容丰富，涉及商业的定义、商业人才的
培养、商会组织建设、商业道德建设、
商业主体的培育、商业产业链、商业政
策与法制环境等多方面内容，形成较
为完整的思想体系。

—— 重新定义商业。商业是以
买卖方式使商品流动的经济活动，在
我国古代社会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
用，司马迁《史记 · 货殖列传》对此有
专门评述。我国商业兴起于先秦时期
的商朝，初步发展于秦汉时期。秦王
朝统一货币与度量衡、修建驿道等措
施为商业发展创造了条件。两汉时期
的丝绸之路畅通了中外贸易。隋唐时
期商业进一步发展，涌现长安、扬州、
泉州等国际商业大都市。两宋时期商
业继续得到发展，纸币交子支撑了商
业的繁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生动
记载了北宋年间的商业盛况。明清时
期出现晋商与徽商，商业得到新的发
展。作为中国近代史标志性事件的鸦
片战争就与一场无耻的鸦片贸易直接
相关。

然而，历代封建统治者从巩固自
身统治出发，把重本抑末作为基本国
策，制定并实施重农轻商的经济政策，
强调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发展。历
代统治者都把农业作为“立国之本”，
把社会群体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
级，并不厌其烦地规定了不同颜色与
款式的服饰。鸦片战争后，古老中国
被卷入现代化的漩涡，呈现出“三千年
未有之大变局”。作为从士大夫转化
为商人群体代表人物的张謇在扬弃儒
家思想、检讨传统经济政策的基础上，

认识到商业的特殊重要性以及农工商
三者的内在联系，把商业看作是实业
的一部分，农工商三者功能不同，并无
本末之分，所谓“实业者，西人赅农工
商之名，义兼本末，较中国汉以后儒者
重农抑商之说为完善，无工商则农困
塞”“本对末而言，犹言先后，义有先
后而无轻重”，张謇举例说：“棉之始，
农之事；棉之终，商之事；其中则工
之事”。张謇认为，农工商三者是有机
联系的整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产业
循环链。农工商功能不同，却相互联
系，“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
商无所鬻。相应之势，理所固然”“农
工商必兼计而后能相救”“商为之绾
毂”“不商则农无输产之功”。在重新
定义商业的基础上，张謇对传统义利
观做了新解释，商业经济事关人民生
计，“两利上也；利己而不利人，次之；
若害大多数人而图少数人之利，必不
可。”利对商人而言固然很重要，但利
己决不能损人。

—— 赋予商业以救亡图强的色
彩。按经济学划分，商业本是一种正
常的经营活动与产业部门，是一种中
性经济活动，并无政治色彩。但在积
弱积贫的近代中国，发展商业又具有
特殊的含义。面对外国商品与资本咄
咄逼人的态势，张謇把商业提升到救
亡图存的高度，纳入实业救国的总体
框架。他在《农工商标本急策》提出

“商务亟宜实办。实办之计有三：一
定法，一筹款，一定捐税”。在《代鄂督
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提出商业事关
国计民生，商权与国权密不可分，大声
疾呼“宜速讲商务也”。张謇的家乡南
通是重要的产棉区，南通土布更是结
实耐用，深受消费者喜爱。五口通商
以来，外国商人与买办经常深入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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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收购棉花，再纺成洋纱高价卖给
农户。如此往来，外商赚了银子，农户
却日益贫困。据林伯举《近代南通土
布史》表明，1895 年，仅日商三井洋行
就从南通收购棉花高达三千万磅。张
謇痛心疾首地说：“通产之棉，力韧丝
长，冠绝亚洲，为日厂之所必需。花往
纱来，日盛一日。捐我之产以资人，人
即用资于我之货以售我，无异于沥血
肥虎，而袒肉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
贪，国于何赖。”

—— 注重发挥商会作用。张謇
认为，商会是商人的职业归属，也是
商业发展的组织依托，更是与官府沟
通的桥梁，所谓“不商，则农无输产之
功；不会，则商无校能之地”。在张謇
的设计中，商会功能在于对外加强与
官府的沟通与联系，以便得到官府帮
助与保护，对内可为实业发展提供较
为科学的规划与咨询。与古代中国的
行会制度不同，商会是近代中国工商
界的社会团体，产生于清末，成熟于民
国初年。早在 1896 年，张謇就提出
商会建设的具体方案，阐述设立商会
的必要性、组织方式、商会的职责与功
能等，成为提出完整商会方案第一人。
民国初年，张謇主持制订《商会法》《修
正商会法》，为商会发展创造良好法治
环境。与此同时，张謇兄弟在南通按
照清王朝商部颁布的《商会章程》组
建南通总商会，后又根据民国《商会
法》调整充实南通总商会，组织开展
系列活动，包括组建商品陈列所、主办
南洋劝业会通海物产会、创办银行专
修学校及商业学校、筹设巴拿马赛会
南通物产会、加快商业人才培养等，为
南通商业繁荣做出贡献。

—— 营造商业发展的法治环境
与政策环境。营商环境与法制、政策

密不可分。在张謇看来，“法律之作用，
以积极言，则有诱掖指导之功；以消
极言，则有纠正制裁之力”“无《公司
法》，则无以集厚资，而巨业为之不举；
无《破产法》，则无以维信用，而私权于
以重危。此尤其显著者。”张謇认为“法
律者，轨道也。入轨道则平坦正直，毕
生无倾跌之虞，不入轨道，随意奔逸，
则倾跌立至。自来商业之失败，无不
以此。”在张謇眼中，“实业之命脉，无
不系于政治”“政治能趋于轨道，则百
事可为”。他多次抨击官府，“但有征
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呼吁政府改
革厘金制度，扶持工商业发展。清末
年间，张謇作为绅商代表人物，对政府
既依赖又抗战，以通官商之邮为己任，
呼吁政府制订经济法律，为商人争取
更多权益。民国初年，张謇就任农商
总长，不遗余力地推动经济立法与政
策扶持。用张謇的话说，就是“乞灵
于法律、求助于金融、致力于奖励、注
意于税则，”特别强调“故农林工商部
第一计划，即在立法”。短短两年时间，
张謇主持制定二十多部法律法规，如

《公司条例》《商会法》《破产法》《商
人通例试行条例》《公司保息条例》《公
司注册规则》《交易所条例》等，拟定
了合资、借款、代办等利用外资振兴实
业的办法。张謇主持制定的《公司条
例》被誉为中国第一部较为成熟与完
善的公司法，明确了公司法人制度，确
定了营商创业所必需的基本规范。张
謇又出台产业发展政策，奖励与补助
民营企业，改革官办企业制度，利用外
资振兴实业等，所谓“提倡、保护、奖
励、补助以生其利，监督、制限以防其
害而已。”张謇革新与稳定金融市场，
为稳定市场创造条件。早在 1906 年
张謇提出改变以钱庄、票号为主体的

传统金融市场，建立以现代银行为主
体的现代金融市场。“欲求实业之发
达，民生之利赖，地方之进化，端自银
行始。”担任农商总长期间，张謇提出
更为完善的改革金融制度方案，包括
改善国家金融体系、优化民间金融市
场、改革不合理的货币制度与不合理
的税收制度等，对内改革苛捐杂税，对
外调整海关税制，为工商业发展扫清
障碍。

—— 重视产业链建设。张謇立
足南通土布对现代纺织业的需求，购
买先进设备，创办近代棉纺工业，由
一家扩展到多家，成为当时中国举足
轻重的纺织集团。以此为基点，张謇
推进产业横向发展与纵向发展，向上
游、下游产业全方位扩展，形成相对完
整的产业链与供应链。他根据大生
纱厂对原料的需求，以股份制形式创
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开垦苏北沿海滩
涂，种植棉花，改良品种，以厚纱厂自
助之力；为解决新式棉纺工业等对动
力的要求，建立电力工厂；为综合利
用大生纱厂轧花的棉籽创办了广生
油厂，生产出棉油与棉饼；以垦牧公
司种植的高粱为原料，创办了颐生酒
厂；为综合利用纱厂的下脚料和剩余
劳动力，创办了肥皂厂、纸厂、面粉厂
等；为提高产品附加值，创办冶厂，开
展机器维修和设备更新；为产品原料
以及人员的运送，为了方便资金周转，
创建了染织工业、机器制造业、轮船运
输业、通讯、金融、贸易等企业。由于
这些企业在股权、人事、原料供应、市
场销售等方面都与大生纱厂有密切的
联系，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链。
这个产业链行业门类较多，三次产业
齐全，总资产高达 3800 多万元，成为
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企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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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道德建设。商业是直
接与金钱、利益打交道的经济活动，这
对从业者既是诱惑又是考验，因此，守
法诚信经营显得尤为重要与可贵。张
謇认为“商业无道德，则社会不能信
用。”“人之道德，端赖养成。寻常商业，
虽卖贵买贱，皆有计心。而利己损人，
必为众弃。”1917 年，甲种商业学校建
成之际，张謇挥笔题写了“忠信持之
以恒，勤俭行之以恕”校训，勉励学生
从事商业活动时要经得住诱惑，坚守
守法诚信经营底线，培养职业道德与
社会公德。张謇告诫世人近世商业之
所以不振，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商人
之道德，素不讲求，信用堕落，弊窦丛
生，破产停业，层见叠出。”他在给商
校毕业生演讲时告诫学生“当求为人
所敬爱，而毋为人所畏忌。设有人任
事兢兢唯职分是守，唯信用是图，持之
以恒，行之以谨。”

—— 拓展商业服务领域。在推
进工业化的同时，张謇把商业发展摆
在重要位置，结合城市扩容与转型，不
断扩展商业经济领域，提升商业服务
水平，推进传统商业向现代商业转型。
他在上海成立实业公司，开展外贸业
务；成立航运公司，涉足长江航运业
与对外航运业，经营航运、码头、堆栈；
涉足金融业，成立淮海实业银行，参股
交通银行，开展存款、放款、贴现业务，
代理南通地方公债等业务；成立大生
沪事务所，开展机器设备采购、内外销
货品接洽、物流、银根调度、对外贸易
等；成立懋生房地产公司、大聪电话
公司、通明电气公司，创办南通第一家
集住宿餐饮娱乐于一体的新式综合性
旅广馆，取名有斐馆；大力建设公路，
发展公共交通，推进交通事业发展。
短短几十年，素无工业基础的南通，诞

生了一批现代工业与商业企业，由一
家纺织厂到多家纺织厂，由轻纺工业
到重工业，由工业到农业再到商业，由
实体经济到金融服务业，推动南通一
跃成为全国模范县。

—— 注重培养商业人才。旧时
的师徒传承已不适应形势，需开设专
门的商业学校，培训专业人才。按照
张謇“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的主张，
早 在 1909 年，他 就 创 办 了“初 等 商
业学校”。1914 年，张謇又将乙种商
业学校改名为“南通私立甲种商业学
校”。学校设商业、记、会计、商品四科，
除开设必要的文化课程外，还教授簿
记记、会计学、商品学、珠算、验币、商
事要项、商事法规，并组织商业实习。
商校毕业生大多到大生集团及所属企
业、到相关银行、到长江各口岸工作，
成为商业行业的骨干人才，为现代商
业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 重视会展功能。张謇重视
会展作用，主办或组团参与多种形式
的会展，扩大商品影响，提升产品知名
度。早在清末年间，南通商会就创办
了商品陈列所，所陈列商品分天产、工
业、美术、教育、参考五部。民国年间，
张謇兄弟主办了南洋创业会通海物产
会、巴拿马赛会南通物产会、南通农会
农产品品评会。1906 年颐生酒厂参
展意大利米兰万国博览会，为中国酒
类赢得第一枚世博会金牌。1915 年，
南通女工传习所沈寿等人创作的作品
又获国际大奖。这些措施扩大了南通
产品的影响，提升了市场份额。

—— 重视商业主体建设。大生
集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都与张謇重视市场主体建设密不可
分。在他看来，商业主体要立于不败
之地，外部离不开良好的法治环境与

社会环境，内部需建立健全现代企业
制度，加强内部核算与管理，建立预算
制度、提升产业化经营水平。张謇主
导的《大生公司章程》厘清了股东、董
事、监察、经营班子的职责及相互关
系，构建了产权清晰、精干高效的管理
机制，每年召开股东大会，听取公司工
作报告，实施预算制度，决定下一阶段
工作目标。张謇还借鉴中外企业的管
理经验，亲自制订《厂约》，用制度管
人，用制度管事。张謇在国内较早实
施股份制、实行股息官利制度、采取绅
领商办方式、采用按资与按劳（经营
劳动）相结合的利润分配制度等。《通
海垦牧公司章程》特别强调仿泰西公
司集资堤之、用机器耕植、采用日本农
会办法等。垦牧公司还创新土地制度，
实行田底权与田面权分离，推行“公
司 + 农户”的经营方式。这些措施有
效保证了大生集团的健康发展。

张謇的商业思想内容丰富，涉及
商业活动的方方面面，既有市场主体
的体悟，又有经济官员的视野，而且自
成体系，既有宏观谋划，又有微观操
作，具有内在的关联，其商业思想既有
商业的一般特征，又有鲜明的特色。

—— 言商仍向儒。言商仍向儒
是张謇区别于一般商人的鲜明特色。
在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社会秩序中，士
为四民之首，受到社会的厚爱；而商
民则是四民之末，受到社会的鄙视。
张謇由士而商，在世俗眼光中是社会
地位的堕落，在张謇眼中，则是“以皭
然自待之身，混秽浊不伦之俗。”“捐
弃所恃”“舍身喂虎”。但张謇由士而
商，并不仅为眼前利益与个人享受，而
是为了“诗与远方”。与市井商人不同，
他具有兼济天下的情怀，既追求经济
效益，更追求社会效益，用他自己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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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就是言商仍向儒。这种人生抱负体
现在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实践中，融
化在“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
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
草木同腐”的人生观中，折射在“愿成
一分一毫有用之事”的价值观中。张
謇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商。他不
仅追求企业的利益，更在乎国家与地
方的发展与民生的福祉，所办企业大
多以“大生”冠名，所谓“天地之大德
曰生”，将儒家道德性的价值理性与功
利性的工具理性融为一体。张謇正是
带着儒的抱负、儒的学养、儒的情结进
入商界，成为近代中国儒商的代表人
物。这种抱负虽不能直接应用于企业
管理与市场营销，却能使他不同于唯
利是图的市井商贾，不同于负气空言
的传统士大夫，有别于醉心于功名利
禄的官僚。用张謇自己的话，“凡鄙
人之为是不惮其烦者，欲使所营有利，
副各股东营业之心，而借各股东资本
之力，以成鄙人建设一新世界雏形之
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虽
牛马于社会而不辞也”。

—— 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实践
性是张謇商业思想的又一鲜明特征。
这种实践性既来自商业实践，又指导
商业实践。张謇的商业思想并不是照
抄前人的片言只语，也不是照搬外国
人的教条，而是从社会实践中，从自身
的商业活动中总结提炼而成，没有高
深的理论包装，没有难懂的语言词汇，
更没有高深的数学模型，一切都简单
明了，具有可操作性。无论是清末的
商会建设，还是民国初年的经济立法
与施政，都具有明显的可操作性，都是
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在几十年的
商业生涯中，无论是大生企业的运行
机制，还是宏观层面的作为，都是实践

性的外在表现形式。
—— 具有系统性。系统性是张

謇商业思想再一个鲜明特征。张謇的
商业思想内容丰富，又自成体系，从商
业的定义到商会的建立，从商业人才
培养到商业人才建设、从市场主体培
育到商会组织的建立、从经济政策到
经济立法，涉及商业经济的方方面面，
这些方方面面的内容又具有内在联
系，既有宏观思考，又有微观操作，既
有理论层面的阐述，又有实践层面的
推进，具有较强的系统性。

三、张謇商业思想的历史价
值与时代启示

张謇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历史节点，既饱读传统诗书，又沐浴
欧风美雨，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儒
商。张謇身上既有近代社会的元素，
又有传统社会的烙印。其商业经济思
想大多是平实的学理和社会实践的结
合，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时代启示。

—— 具有强烈的爱国性。面对
列强咄咄逼人的商品侵略与资本侵
略，古老的中国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
机。张謇顺应救亡图存的历史潮流，
在学习前人与西方的基础上，结合自
己的商业实践，提出了自己的商业思
想，丰富了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的理
论。张謇的商业思想立足点在于抵制
列强的经济侵略，改变近代中国积弱
积贫的困局，为民生谋福祉。发展商
业既是救亡图存的内在要求，又是推
进近代化的必由之路。诚如张謇所说，
包括商业在内的实业是“养民之大经，
富国之妙术。不仅为御侮计，御侮自
在其中矣。”

—— 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张謇
的商业思想扬弃了重农抑商的传统

思想，抨击了专制统治者的愚昧与自
私，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反映了商
民的呼声，具有明显的进步性。民国
初年，张謇抓住工商总长的窗口期，推
进经济立法，制定商业政策，保护商人
权益，维护公平竞争，加快法治化的步
伐，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张謇
所处的时代，对外没有独立，主权受到
侵害，正常的商业活动受到外资的挤
压；对内没有民主，商人利益受到打
压，加之社会转型缓慢，营商环境十分
恶劣。民国年间，政治纷争不断，军阀
混战连年，官府摊派，社会动荡，张謇
即使有三头六臂，也无法施展其抱负，
用张謇自己的话说，就是所成之事“十
之一二”。而且张謇通官商之邮的多
重身份，对官府既依赖又抗争，没有也
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商业发展的内外
障碍。加之产业升级又是一个自然的
过程，工业化刚起步，小农经济仍占主
导地位，现代商业无法建立在农业社
会的基础之上，张謇的商业帝国迟早
会土崩瓦解。

张謇的商业思想不仅有历史价
值，更有时代启示。农工商功能各异，
却是一个循环产业链。三产融合是经
济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打造供应
链的必由之路。发展现代商业，需要
做好“两个眼”：一个“眼”在企业内部，
包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构建科学的
运行机制、精干高效的管理团队、商业
道德建设等；另一个“眼”在企业外部，
包括法治环境、政策环境与社会环境，
保证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
竞争的市场秩序。这两个“眼”做好了，
现代商业大盘大棋就活了。■

（作者系江苏商贸职业学院合作社

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