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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編號 CC5401 

科目名稱 中國商人與商業文化 (Businessmen and Business Culture in China) 

學分 3 

程度 5 

任教老師 鄭會欣教授 

上課時間及地點 星期一 (18:30-21:30) / CF303 

科目宗旨 

 

本課程將以歷史發展的眼光敘述中國商業的起源及其發展，特別注重從

不同的角度分析和介紹中國商人在傳統與近代社會中的地位、作用及影

響，商人組織形態的演變及其地域文化的特點，以期同學深入了解中國

商人與商業文化的歷史與現實。 

學習成果 

 

同學完成本課程的學習後，對於下列問題有一基本認識： 

(a) 中國商業的起源與發展； 

(b) 商人的地位及其變遷； 

(c) 商人組織形式與地域文化； 

(d) 商業與商業文化； 

(e) 政府政策對商業的影響。 

科目摘要/ 

教學大綱陳述 

 

(1) 中國古代的商業與發展 

(2) 經濟轉型與中國近代商業 

(3) 中國商人的社會地位及其變遷 

(4) 商人的區域文化：商幫的形成與特點 

(5) 商人的組織形態：血緣、地緣和業緣 

(6) 商會的出現及其影響 

(7) 商業市場與城市變遷 

(8) 買辦與中國的近代化 

(9) 互動與互通：近代中國的紳商與官商 

(10) 中國近代對外貿易與經濟發展 



(11) 香港華商的歷史與現狀 

(12) 新中國商業的曲折發展(上) 

(13) 新中國商業的曲折發展(下) 

(14) 商業精神與商業文化 

教學方式 本課程採取講授與討論相結合的方式，每一專題均附有詳細的授課大綱

及參考書目，要求同學在課前予以充分的準備，認真閱讀有關論著，並

於授課後安排一定時間組織同學討論。老師需經常觀察學生的學習進

度，了解他們在學習中存在的問題，同時培養學生們獨立思考的研究能

力。 

考核方式 

 

1. 課堂表現 － 20% (主要參考同學出席率及參與討論的情形。) 

2. 中期測驗 － 30% (授課期間舉行一次課堂測驗，內容即為過去授課

內容，考察同學理解的能力。) 

3. 學期論文 － 50% (依照學術規範，每位同學於學期結束前完成一篇

與本課程內容相關的學術文章，中文撰寫，字數要求在 5,000 字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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