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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广东商人与西南边疆农家经济的变迁 
— —以广西苍梧戎圩为个案研究 

 
陈  岗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中国农史2007．1 
 
 

    [摘  要]近代前后，广东商业移民是推动广西等西南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变
迁的重要力量。本文依据方志、年鉴等方面的资料，以苍梧戎圩为个案，追踪考察
近代广东商人的商贸活动对地处西南边陲的广西农家经济变迁之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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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uangdong Businessmen and the Vicissitude of Farmhouse Economy

in the Southwest Frontier in the Modem Time
a case study on Rongxu Cangwu Guangxi

CHEN Gang
(School of History&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Abstract: In the modem time, Guangdong businessmen were an important 
force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in the southwest 
frontier as Guangxi etc. As a case study on Rongxu Cangwu Guangxi, the 
text pursues to review the profound influence the Guangdong businessmen 
activity to vicissitude of the farmhouse economy Guangxi in the southwest 
fron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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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研究的缘起 

 
近代前后，沿海、沿江地区商业移民的内迁，对中国西南边疆社会经济开发具有

重要的作用。以此为主题，研究者从不同侧面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探讨，取得了较为
丰硕的成果。然而，纵观诸多论著，论者多以宏观或中观的视角，对商业移民与西
南边疆社会经济开发作总论式的探讨；①而以某个具体地域为参考系，追踪考察商
业移民对西南边疆社会经济层面性变迁的微观个案研究则明显缺失。非但如此，农
家经济的现代化转型仍为当今西南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也
是广西、云南等西南边疆省区政治、经济生活的重大主题。以此而论，本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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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又具突出的现实意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相关研究成果如，方铁：《西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罗群：

《近代云南商人与商业资本》，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董孟雄：《云南近代地
方经济史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刘云明：《清代云南市场研究》，云
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刘云明：《试析清代商人的群体整合》，载《思想战线》
1996年第2期；刘云明：《清代云南境内的商贾》，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钟文典：《广西近代圩镇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1998年；黄滨：《近代粤港客商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05年；陈炜：《近代广西境内的商贾》，载《贵州文史丛刊》2003年第4期，
等。 

 
本文所说的苍梧县戎圩，为近代前后广西著名的圩镇，“其地面临大江，左右高

山环峙，峰连翠叠，数十里而不绝。上接两江：一自南宁而下。一自柳州而下，皆
会于戎。水至此流而不驶，故为货贿之所聚云。”明朝中叶，戎圩已逐步成为重要商
埠，大西南的主要物资经这里集散，借道西江航运转运广州、香港。清康熙以后，
戎圩商贸呈现鼎盛之势，位居桂东南三大名镇之首，有“一戎二乌(今平南大安镇)三
江口(今桂平江口镇)”之说，成为广西最繁荣的商业市镇之一，“虽通道大都，广于雄
镇，未足比也。”①是时，来自广东高州、罗定、信宜、鹤山、雷州、南海、佛山、
广州等地的广东商人云集戎圩经商，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广东商人更原有之夫
子祠为会馆，是为广西创建时间较早的粤东会馆。戎圩建立粤东会馆后，吸聚了更
多的广东商人进驻戎圩经商，至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重建粤东会馆，建馆题名者
约计1600余家(人)。②广东商人以戎圩粤东会馆为依托，“货于市者，禅镇扬帆，往
返才数日。善虽客省，东人视之，不啻桑梓矣”，③其本土化发展迅速推进。清乾隆
五十三年(1788)，重建粤东会馆碑记上有标明商号经营地点的广东商人有400家，其
中已落籍广西的广东商人即近300家，分布于除泗城府以外的广西所有州县。④“会馆
成，我东人岁时习礼其中，展恭敬情，序乡邻之谊，戎愈以增重也”。⑤众多广东商
人的到来，进一步繁荣了戎圩的商业经济，戎圩的经济地位不断得到抬升。清道
光、咸丰年间，广西的土特产品多以戎圩为集散地，形成豆行、布尺、银号、皮
货、杂货、药材、烟丝、磨坊、铜器等16种行业，以居间贸易代客买卖商品为主的
平码行业(俗称经纪行)也在戎圩形成。清咸丰四年(1854年)以后，戎圩商业向梧州
转移而有所衰落，但仍比较活跃，仍为广西最为繁荣的商业市镇之一。戎圩在两广
商业贸易交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我们深入考察广东商人与地处西南边陲的广西
的农家经济变迁提供了一个绝好的透视点。换而言之，戎圩广东商人与其周边地区
农家经济的关系也正是近代广东商人与广西农家经济关系的缩影，此也即为本文选
取戎圩为透析近代广东商人与西南边疆农家经济、乃至社会经济变迁的视点之意义
所在。 

 
二、近代广东商人与戎圩周边地区农家经济的变迁 

 
近代前后，戎圩最大宗的出口商品是谷米。在道光和咸丰初年它是广西最大的谷

米集散地。直到20世纪初，谷米仍然是该圩最大宗交易商品，广东罗定、都城、德
庆、肇庆每日有大批商人来戎圩采购，日成交额约20万至30万斤。[1](p19)清代民
国时期，戎圩成为广东商人贩运粮食的基地，是“西米东流“的最大中转站，是以时人
曰：“国家重农务本，户口殷繁，而西省田畴广美，人民勤动性成，中岁谷人辄有
余，转输络绎于戎，为东省赖。故客于戎者，四方接靷莫盛于广人；集于戎者，百
货连樯，而莫多于稻子。凡两粤相资，此为重地。”⑥谷米主要来源于戎圩附近长行
乡，多以肩挑运来，每日有7万至13万斤；水路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苍梧县志编纂委员会：《苍梧县志》，《附录·重要碑刻·重建粤东会馆记》，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②温汝适：乾隆五十三年(1788)《重建粤东会馆题名碑记》，拓片现存广西师范

大学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所。 
③苍梧县志编纂委员会：《苍梧县志》，《附录·重要碑刻·重建粤东会馆记》，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④温汝适：乾隆五十三年(1788)《重建粤东会馆题名碑记》，拓片现存广西师范
大学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所。 

⑤苍梧县志编纂委员会：《苍梧县志》，《附录·重要碑刻·重建粤东会馆记》，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⑥苍梧县志编纂委员会：《苍梧县志》，《附录·重要碑刻·重建粤东会馆记》，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平南、藤县、丹竹、武林上河各埠，每日有12万斤至18万斤进戎圩。①其次是家禽
牲口、柴炭等。当时此类商号最大者是冯洪记、黄大享、罗亚银3家，拥有资本约白
银2—3万两。第三是百货布匹行业和杂货行业，苏杭百货就有10多家，杂货店12
家，货源多来自广州、佛山、江门，主要销往平南、桂平、贵县、昭平等地。此外
还有药材业、面条加工业、制鞋、陶瓷、医药业。酿酒业有3家，日产酒2000—3000
斤，染布业2家，旅宿业4家，典当业6家，②各行商店亦多为广东商人开设。从上述
谷米的来源以及苏杭杂货行销的地域范围来看，受戎圩广东商人影响的农家经济，
就区域而言，至少涵盖整个桂东南地区。概而观之，在广东商人的影响下，戎圩周
边地区的农家经济发生了如下变化： 
    第一，大批广东商人以粤东会馆为依托，进驻戎圩及其周边地区，将广西所产
之稻米大批量运销广东，促使商品化成为推动桂东南稻米生产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动
力之一。 
    清朝民国时期，戎圩在相当长时期内是西米东流最大的中转市场，来自珠江三
角洲等地的广东商人大批量地收购运抵戎圩的稻谷，然后经由戎圩贩运回广州、佛
山、西南、勒留一带批发出售，故佛山等地有“出不尽戎圩谷”的民谚。据不完全统
计，清代粤商每年从广西贩运回广东的粮食不下180万石，[2](p258)民国四年
(1915)，桂米由梧、贺销粤之数则达四百万担以上。③广西谷米销粤有着巨大的利
润。如光绪三十年(1904)，戎圩最大的谷米商号联兴号，每日谷米交易常达十万、
八万斤，年盈利达白银一万数千多两。[3](p180-190)种植稻谷的利润也因市场需求
量巨大而变得有利可图。因此，清代以后，桂东南各县稻作生产在市场利润的驱使
下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垦植荒地是扩大稻作面积最主要的途径。垦荒虽说带
有很强烈的政治统治需要，也与人口的扩张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不排除有农业商品
化的因素在起作用。据谢启昆《广西通志》记载，清中期广西大部分府县都增加了
新开垦的耕地。广西总耕地面积，从顺冶十八年(1661)的539万亩，到康熙二十四年
(1685)增至780万亩，增加了241万亩，④24年时间增长了近50％。而梧州府，“自雍
正十三年至乾隆二十五年编征新垦升科田一十九顷八十一亩六分二厘”。④郁林府，
自雍正十三年(1735)至嘉庆三年(1798)编征新垦升科田215顷65亩。⑥民国二十三年
(1934)，“据广西省政府统计局之调查，广西耕地面积，为二千九百余万亩，其中水
田一千九百余万亩，约占耕地面积百分之六十四。水田中，除极少数栽种荠及芋等
蔬菜外，几为稻田。由此可见稻作在广西农作中之地位。”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苍梧县志编纂委员会：《苍梧县志·商贸·商业》，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②苍梧县志编纂委员会：《苍梧县志·商贸·商业》，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③侯雅云：《清末苍梧戎圩商品市场史料》，载梧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梧州
史志·经济资料选辑》(内部资料)，1986年4月。 

④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土地志·土地开发》，广西人
民出版社，2002年。 

⑤谢启昆、胡虔：清嘉庆《广西通志》卷157，清光绪十七年(1891)桂垣书局补
刻本。 

⑥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土地志·土地开发》，广西人
民出版社，2002年。 

⑦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土地志·土地开发》，广西人
民出版社，2002年。 

 
其二，耕作生产技术有所进步。明代以前，桂东南地区农业生产总体仍处于粗放

经营的状态。清代以后，耕作方法有进一步改进。民国《桂平县志》记载当地稻田
耕作的环节有6个之多，即：“曰犁晒、曰翻稿、曰耙劳、曰耖田、曰耙播、曰耘田。



犁晒者，晚造既毕，为来岁绸缪，天雨田湿，则以犁翻土，令草杆根蒂出田而吸受
风日，枯碎成泥，田则饶肥也。翻稿者六七月间早造既登，犁起田泥，辗以棱轴，
令杆与泥融合水中，以便晚造稻种也。耙劳者，耙碎犁晒时翻起的巨块，令受水渍
也，于正月雨水前后行之… …耖田者，因耙劳后巨泥粉碎，受渍成糜水，乾复实，
乃耖松之。耙播者，耖后再耙，令松起者复归于平，亦即耙荔之类… …经此耙后，
即可播田，故曰耙播。耘田者，秧长后以一足蹴平，秧旁杂草一足独立，挟之以
杖，就后以《论语》所谓植杖而耘也。”① 
    其三，注重水稻优良品种的推广。近代时期，广西各地十分重视水稻良种的引
种，并注意根据不同水稻的特性选择不同的种植环境，桂东南这方面的努力尤为突
出。据清光绪十七年(1891)《郁林州志》记载，当地一种名为“宾州红”的红壳谷引自
贵州，另一种名为“广东红”的品种引自广东。②民国《陆川县志》载，该县有一种名
为“翻冬粘”的水稻品种，“质系早稻，共传种之法：须于晚稻播少许，将所获谷留作
次年种子。”③清乾隆四年《岑溪县志》说：“早稻，亦粳，糯各种，宜植于山”。④
20世纪30年代，广西地方政府采取了许多增产措施，推广水稻良种就是其中之一。
1931年，设于桂平的水稻试验分场将试验与推广优良品种结合起来。⑤广西地方当
局的努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水稻、小麦增产与良种推广，扩大栽培面积颇有成
效。”⑥桂东南的藤县等地，“糯稻亦有过半数农家种植之。”⑦ 
    其四，稻谷的产量有所增加。桂东南地区水稻产量长期以来位居广西各地区之
首。时人曰：“水稻栽培虽遍于全省，然就产量而言，则以东南部浔江流域为最多。”
⑧ 
 

 
    从上表可看出，20世纪30年代末，除了个别年份产量有所下降外，桂东南一些
重要的农业大县，水稻产量总体呈增长的趋势。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多方因素合力
作用的结果。但水稻增产的动力，从根本上说来自于广东商人贩运谷米导致水稻生
产商品化所带来的巨大市场需求。因为，广西所产的稻谷，除了本地消费之外，更
多的是进入广东等市场流通而成为商品。 
    第二，广东商人的商业资本进入农村金融流通领域转化为高利贷资本，导致农
民入不敷出，产出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乡村借贷盛行。 

广西地租率十分高昂，“各种佃租之租额，纷歧繁杂，分租多为对分，粮租亦约
折合收获物之五成左右，钱租则约为地价之一成至二成，亦有少数地方超过二成以
上者，凡此均与全国各地之租率同其苛重，无足深异”。⑨桂东南地区盛行实物租，
多收取稻米。由于稻米商品化程度高，所以租率相对也较高。“租种一亩田收租谷由
二百斤至二百五十斤，也有收到三百斤的。总之每年田租要交收获稻谷一半以上。”
[1](p13)高于百分之五十的广西和全国平均数。农民收入甚微，有的地方“三年之
耕，恒不足供两年之食；甚或一年之耕，不能酬一春之种。”⑩新修《苍梧县志》对
解放前县境农民生活状况是这样描述的：“解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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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内农民80％很难维持温饱。一般年景，部分农户能维持2餐粥1餐饭，大部分农产
只能是3餐粥，大米不够还要拌以木薯、红薯、芋头等杂粮。”①又据民国24年(1935)
《广西年鉴》记载，民国二十三年(1934)，苍梧县农民常年保持每日有一餐饭以上
的占38％，常年没有饭食，只能食粥的占30％，常年食粥加粗粮的25％，常年均以
杂粮充饥的占7％。②农民人不敷出现象十分普遍。 

 

 
另据20世纪30年代对广西12县780农家的调查分析，“平均结果计周年收入总数为

293.90元，支出总数324.79元，结算收支相抵，计不敷30.89元。”③农民产出与消费
不但比例失调，而且日常生活消费结构也很不合理。就12县780农家分析，“平均每家
之周年家庭消费值计227.59元，约当周年农场支出之三倍。总值内156.55元用于食
品，当消费总值之68.8％，8.94元用于衣服，36.78元用于燃料，当总值之16.2％，
此外25.31元为杂项消费，计占之11.1％”。④国际经济学界在研究和衡量一种消费结
构时，普遍以恩格尔系数为重要指标。广西12县780家农户每年家庭消费值227.59元
中，占比重最大的是食品费用，共156.55元，平均每家的恩格尔系数为68.8％，高
于同期冀、豫、晋、皖(北部)四省的恩格尔系数62％。⑤因此，上述12县780农家的
消费水平属于绝对贫困型，农家“以即终年月并胝足，仍不得图一温饱。”⑥为生计所
迫，农民不得不借债度日，地主、商人乘人之危，大放谷花和典当。一般债息，四
月借一石，六月还二石。“道光年间，戎圩的当铺有元吉、公倍、恒益之间。月息三
分，多是广东人开的。”[1](p24)“广东人会做生意，在荒年或青黄不接时，他们借钱
给农民，到收割时便按时价谷米，用黄豆、猪、牛偿还也可以。农民向他们借谷
米，借一石还一石五斗，到秋收时还，则要一石七斗。”[1](p19)而“预卖作物，为高
利贷之最通行者，通常多在收获先一二月行之。预卖之价值有种种不同之规定。”⑦
“如梧州之戎圩，每当秋收后即有谷米收屯庄在该处收买谷米，多者收至三四千担，
少亦千余担，商人故意将谷价压低，农民以负债累累，不得不忍痛脱售，此时收买
市价，多为每担四五元，待至次年春荒时，谷价则涨至八九元，相差计及一倍。农
民粜贱谷吃贵米之呼声，几为全省贫农一致之现象，此又高利贷资本与商人资本勾
结以榨取农民之一例也。”⑧因此，农民辛苦一年，却无法摆脱“卖粮还债一借债买粮
的恶性循环”。⑨一般而言，商品经济本因产品剩余、富裕而交换和发展，而戎圩周
边农村地区的商品交换不完全是这样，在许多情况下恰好相反：农民是因为极端贫
困，为解救眼前危机而被迫走向市场，而市场给予他们的则是更大的危机与贫困。
市场对于农民而言，并非谋求利润，积累个人财富，扩大再生产的媒介，而是恶性
循环的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环节。所以，有学者认为，貌似繁荣的市镇商品经济与贫
穷的“糊口农业”并存，是中国经济史上独特的一幕，明清以来尤为明显，进入20世纪
也未有根本的改观。[4](p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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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广东商人大规模的贩运贸易引发了戎圩周边乡村地区农业生产领域扩
大，乡村工副业畸形发展。 
    如上文所述，清朝民国时期，戎圩最大宗的出口商品是谷米，其次是家禽牲
口、柴炭等，此外还有百货布匹行业、杂货行业、药材业、面条加工业、制鞋、陶
器业、医药、酿酒等行业。这些行业的形成发展对周边地区农家经济的生产有着市
场导向的作用。除稻作继续为农业主导产业外，乡村工业、副业也畸形发展起来，
使农业生产的领域有所扩大。分述如下： 
    面粉加工业  苍梧戎圩远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就有了面条加工业。在道光、咸
丰年间，戎圩较大的面条加工作坊有十多间，大部分是广东省人经营，也有本地人
经营的，也有广东人与本地人合营的。最大的每间有十五、六个工人，小的也有
四、五个工人，全是手工操作，一个磨面子，一人打面，每日每人磨麦子60斤，打
面粉42斤，制造出面条45斤。工人大多是附近农村的农民，小部分是圩镇的居民。
工资是按日计的，开工有工资，不开工老板只给吃，不给工资。戎圩面条业所用的
麦子从桂林、全州、阳朔和柳州运来，面条则运销百色、南宁、桂北一带及广州。
“戎圩面条质量很好，各地很欢迎。戎圩面条加工业最盛是光绪末年到民国十年，曾
经发展到一百二十间。”[1](p37) 
    养殖业  戎圩周边地区是桂东南鸡、猪、牛等家禽牲口的集散地之一。新修
《苍梧县志》记载，清末民初，夏郢有牛圩等。另据戎圩当地老人的介绍，“戎圩的
牲口家禽生意很兴旺，每日上市的猪有几百头，鸡、鸭、鹅有几百笼(每笼有200
只)。这些畜禽都是销往广东的”。[1](p38) 
 

 
    由表3可知，苍梧县农户饲养的家禽牲畜，其价格大多高于同期广西的平均数，
这是广东商人长期以戎圩(梧州)为基地，大批向广东运销家禽牲口的结果。禽畜养
殖业的高度商品化使之成为农家副业生产的主要行业，这种情况在整个桂东南地区
尤为突出。据民国33年(1944)《广西年鉴》记载：“本省牛只… …其分布于浔江、郁
江两流域为最多。养猪民家遍布各地，其重要区域为西江流域一带。养牲不甚普
遍，以分布苍梧一带为最多。”① 

山林副业  柴炭是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行业。桂东南地区的柴炭多以戎圩(梧州)
为中转站，运销广东市场。“梧州的柴炭行业历史较早，一百多年前，惠州人到梧州
经营柴炭，此时梧州就有了柴炭业的经纪行，梧州每年运出的柴有一千几百万斤，
炭较少，由销广州、江门等埠，外销香港、澳门… …梧州柴炭来源有三路：一路来
自北流河的北流，藤县、容县、岑溪等地；一路来自抚河的昭平、苍梧等地；一路
来自蒙江、苍梧等地。”[1](p29)其中，苍梧县自清朝康熙、乾隆年间到民国初年是
柴炭出口基地，薪炭林资源丰富。薪炭林主要分布在旺甫、六堡、梨埠、木双等乡
镇。解放前，县内农民就有生产木炭和土法烧制木炭的习惯，②经济林木种植是苍
梧县山林副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六堡茶在清嘉庆年间就以其特殊的槟榔味而人中国
名茶之列，“畅销穗佛港等埠。六堡茶当收成时，粤省茶商在合口圩设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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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再烹炼制成茶饼，甚为精致，熬而饮之，味与普洱茶同，年产约五十余万
斤。”①荔枝、玉桂、八角等也为苍梧县有名的林副产品。 
    因此，乡村副业是农民重要的职业，参见表4： 

 

 
从表4可看出，苍梧县农民所从事的副业中，仍以树艺业和养殖业为主，但乡村

工副业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离开农业，它是农耕世界的补充，更是农耕世界的延
伸。是以，上文称之为“农业生产领域的扩大”。 

 
三、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得出以下历史逻辑：广西地处西南边陲，近代前后城市

化水平很低。多数州府所在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只是一些较大的市镇。因
此，溯西江而西进的广东商人在广西各州县城的经营活动，都可视为在农村市镇上
的发展。而市镇是城市与农村联系的纽带，是农村商业活动的中心，也是农村社区
的中心。近代广东商人又多以市镇为基地，收购农村地区的农副土特产品；而又以
市镇为中转站，向农村运销日用杂货等商品。因此，广东商人一经在集镇上建立经
营基地，其经营活动必不可避免要与农家经济产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对农家经济的
变迁产生影响。对戎圩的个案研究表明，近代广东商人的商贸活动形成了巨大的商
业化推力，促动了贸迁地区农家经济结构和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变迁。从根
本上说，农家经济这种变迁的本质是由传统封闭型的自然经济逐渐迈向近代开放型
的市场经济，此亦即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近代化转型的内核所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吴尊仁：《广西特产物品志略》，民国二十六年(1937)，第51、52页。 
 

    倘若进一步放眼近代前后的广西，不难发现，近代广东商人推动游贩地区农家
经济变迁具有普遍意义。因此之故，借助近代广东商人推进苍梧戎圩周边地区农家
经济变迁的典型个案，我们还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以下事实： 
    一方面，借助贯通两广的西江航运，广东商人向广西城乡地区发起了持续数百
年之久的“西进运动”，他们以商人会馆为基点，建立起地跨两广的商业网络，源源不
断地将珠江三角洲的商品、资金、信息、技术输向地广人稀、发展相对滞后的广西
地区，又从物产丰富的广西贩回物美价廉的农副土特产品将之销往广东乃至海外市
场。由此亦知，以文化上的同源性、地缘上的同构性、经济上的互补性为基础的岭
南贸易体系在近代时期已初具规模。在这个贸易体系中，广东商人无疑是左右近代
广西商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而广东商人的主导地位决定了岭南贸易体系内广东



占据核心主导地位，而广西处于依附边缘地位的不平等贸易交往格局。近代前后形
成的广西“无东不成市”的商业发展格局正是这种核心一边缘交往格局的有力证据。虽
然如此，近代以珠江三角洲为主体的、发展水乎较高的广东商品经济仍能较好地以
广东商人为载体、以西江航运为杠杆，向广西梯度式地辐射扩散，成为推动广西城
乡社会经济近代化的“外部力量”。由此看来，今天广东率先提出建立一个包括广东、
广西、香港、澳门、海南、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江西等省区在内的泛珠三角
经济合作区域，实际上是18世纪以来岭南贸易体系在当代的发展扩大。此外，历史
还告诉今人，近代前后广西经济社会的发展基本上是一种依赖广东辐射推动的依附
型发展模式。因此，地处边疆民族地区的广西要想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在决策
上选择主动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合作，自觉承接广东的产业转移以促进自身经济社会
转型的战略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在传统社会里，包括广西在内的边疆民族地区往往被统治者视为“蛮
夷化外之域”，政治上的高压、经济上的轻视使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演进举步
维艰。因此，边疆民族地区往往是全国经济最落后的地区之一。近代广东商人的贸
易活动打破地处边陲的广西原有的孤立闭塞状态，密切了广西边疆地区与国内外的
经济交往，促进了广西边疆地区经济开发。历史表明：由于严重缺乏国家力量强有
力的支持，以商人为主导的民间力量所起的作用，对于近代落后的边疆民族地区社
会经济的变革意义尤为重要。诚然，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已今非昔
比，加快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国家的优先战略，然而，历史的经验表
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不能消极被动等待国家政策、资金的扶持，而要积极主动
创造有利条件，努力招商引资，致力发展民营经济以加快自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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