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 月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 卷第 % 期

&'()!"## *+',-./+012+-(34-(5672-+/+(8.-9 :';4-6;;<-4=6,;4>8!?+74./?746-76;@94>4+-" A+/B!$CDE)%

9+4!#!)FGHGIJ)4;;-)#HK!L"MG$)!"##)"%)"#K

)新*的彷徨!民国四川西药商业的资本%

经营与市场网络"#GF"+#G%"$

!

李C龙

"成都博物院#四川 成都 H#""#M$

摘C要!#GF" 年至 #G%" 年$四川西药商业!药房"的资本'经营与市场在特定时空环境中

产生了异步发展势头$特别是在抗战爆发以后$这种表现更为明显# 通货膨胀率的高涨$带动

药房资本额的数字扩张$但是商业经营却并未实现预想中的发展$作为新兴商业的西药业步入

了一个彷徨阶段# 但是$由于市场对商业活动的根本决定性作用$市场网络的扩大已然为西药

业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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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罗志田认为!近代中国各地社会变化速度及

思想和心态发展的不同步造成了从价值观念到生

存竞争方式都差异日显的两个#世界$000#新$

与#旧$的两个世界*#+

" 在很多时候!#新$就代表

了力量!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近代中国历史发

展的趋向" 从历史的客观存在出发!#新$纵然代

表着强大的力量!但是它会如何推动历史的发展)

这就成为下一个需要厘清的问题"

思想性的两个世界究底会表现在特定的社会

行为之中" #新$更多成了西方思想的产物!凡是

与西方契合的!都可称之为#新$" 西医西药现象

大概是最能代表#新$的世界" 近年来!关于西医

在近代中国的种种境遇的研究已然有了长足的进

步!但是!对西药及其商业活动的研究却几乎未

有" 有鉴于此!本文即拟以一个特殊区域000四

川!作为考察的空间范围!探讨 #GF" 年至 #G%" 年

西药房的资本%经营与市场网络的建构!并以此为

基础!把西药房的商业活动置于一个相对宏大的

经济发展框架之内!思考近代中国新兴商业发展

的市场与社会面相"

一%资本!横向与纵向的比较

资本是一种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由于

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总是流向高利润行业" 民

国时期!四川的各大西药房一般都拥有较为雄厚

的资本量!表面上!这种资本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西药的社会认同提升而出较较为明显的扩张"

但是!由于通货膨胀系数的剧烈上涨!西药房资本

的数量扩张不能缓解其实质性的不足"

相较于大部分传统中药店!西药房的资本非

常雄厚" 如表一所示!#GFG 年!成都注册的西药

房一共有 !H 家!中药房 #H 家" 西药房除未登记

资本的民生中西药房%大华药房%中法药房与五洲

大药房!其余 !! 家总资本数为 !$$ F"" 元!平均

每户约 #F #"%)M 元" 其中!华洋大药房的资本数

最大!达 !"" """ 元.云胜药房%庚申药房%震华药

房%家庭良药社四家药房资本最少!均不足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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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西药房的资本数额差距相当大!这就造成了

西药房的两极分化严重" 除去此等资本特别巨大

与特别少者!其它西药房资本一般都在 F """ 元

至 M """ 元之数" 中药房!除资本数不详的云南

公生大药房!其它 #M 家中药房总资本为 H$ #""

元!平均每户为 % M%" 元!几为西药房平均资本的

#IF" 其中!资本最多者为北平老同和号!资本数为

%" """元!亦可谓不少!但是!中药房资本数为数百

元者颇多!甚至有 !户药店资本数均为 #""元"

表一C成都市注册药商一览表"#GFG 年$

牌号 营业地点 资本,元-

西

药

商

万国药行 西东大街 KM 号 % """

云胜药房 西东大街 M$ 号 $""

庚申药房 西御东街 $K 号 F""

民众药房 西东大街 % 号 $"""

华通药房 中东大街 #"M 号 M """

华洋大药房 上中东大街 M$ 号 !"" """

民生中西药房 中东大街 H 号

大华西药房 上中东大街 GG 号

中法大药房 春熙北路 % 号

协记华盛西药行 西东大街 H% 号 #! %""

华记华昌药房 上中东大街 M! 号

华胜大药房 春熙北路 %% 号 F """

中外药房 中东大街 ## 号 M """

中外药房 春熙北路 GM 号 F """

协记中国药行 中东大街 ### 号 M """

德记建国西药房 西东大街 %H 号 F """

昶熙西药房 总府街 ##H 号 # """

寿春药房 城守东大街 FM 号 # """

震华药房 总府街 !G 号 %""

中和西药房 新玉沙街 H" 号 F """

翰记华西药房 中东大街 %# 号 #" """

家庭良药社 东华正街 ! 号 %""

中胜西药房 中东大街 ## 号 M """

西北化学制造厂

四川总经销处
西二道街 #% 号 M """

五洲大药房 西东大街 FK 号

华荣西药房 盐市口第 #$ 号 #! """

续表

中

药

商

达仁堂 春熙南路 #M 号 ! """

培和堂 童子街第 !" 号 $""

北平老同和号 燕鲁公所 #H 号 %" """

熊氏医馆 梨花街第 M$ 号 #""

宝生公 骡马市街 #M 号 M""

益民参号 城守东大街 F! 号 ! """

恒记上全堂 冻青树街 % """

益和参号 上中东大街 MK 号 M """

谦泰祥 盐市口第 #H 号 M""

天庆参葺号 南暑袜街 M% 号 # """

聚丰参号 南新街 F# 号 $""

谦益药房 上池街 GM 号 #""

云南公生大药房 提督西街 HM 号

伦科药房 西御东街 FM 号 F""

泰昌药房 春熙北路 $ """

北京同仁堂 梓潼正街 H% 号 F """

C资料来源,0成都市注册药商一览表1!二十八年度"$见

成都市政府秘书处编,0成都市政统计1 !#G%" 年"$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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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药房资本数额较大与其销售商品种类有着

特别的关系" 民国时期!四川市场上的西药一般

仍需进口!价格仍旧较为昂贵.同时!由于西药在

川省的渐趋流行!使西药房日常西药备货量也非

常大!这些都增加了西药房的资本流转负担!西药

房就必须有较为雄厚的资本额度" 这个资本数额

不仅在横向上比中药店充足!也在纵向上处于一

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 这个纵向发展与民国时

期的整体经济状况%个体商业经营与通货膨胀系

数等有直接的联系"

#GF% 年!成都西药业同业公会有会员 F# 家!

总资本 !G H"" 元!平均每户约 GMM 元*!+

" 而至

#G%" 年!成都的各大西药房的资本更有较大幅度

的增长" 有统计数据的 F% 家西药房总资本为

GKM F%" 元!平均每户约 !$ H$H)M 元*F+

" #GF% 年!

成都所有西药房的注册资本都未超万元!而 #G%"

年资本过万者达 #K 家" 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

#G%" 年药房的平均资本相较于 #GF% 年!增长了

约 F" 倍" 华洋大药房的资本增长数额更为惊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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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 年!成都华洋药房的资本仅 F """ 元!到

#G%" 年!扩张到 %!" """ 元!增长 #%" 倍"

四川西药房的资本额相对于中药铺较为充

足.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其数值更是出现了飞速

的上涨" 但是!纵观这一个时期的西药商业资本

的发展!其实质性的增长可能并未产生!资本量依

然制约着各西药房的发展" 为了解决资本的问

题!一些药房还不得不努力进行其他融资活动!

"

#GFK 年!资本额相对较小的重庆大西洋药房!通

过吸收存款!使其资本与存款合计达 #" 万元以

上!资金充裕" 大西洋药房固然通过融资促进了

其西药经营的发展!但是!西药房的融资活动却是

危机重重*%+

" 营业额达 #%%#M 万元的重庆太平洋

药房!至 #GFK 年初吸收存款达 #" 余万元!营业相

当兴盛" 但是!由于重庆发生金融恐慌!存款人纷

纷提款!而其商品存货又不能快速售出!太平洋药

房被迫关门歇业!店主逃避!为各债权人申请

查封*M+

"

二%经营!从暴利到难以获利

市场调节资本在各行业中的分配!因而资本

总是向高利润行业集中" 大致来说!这个规律也

适用于民国四川的西药商业活动!四川西药房资

本的实质性不足更多的原因就在于其利润率的

下降"

从清末到抗战前的几十年间!中国的西药业

经历了从无到有%有小到大的发展历程" 在抗战

初期之前的相当长时间内!西药房的经营状况非

常良好" 以上海为例!据&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

所载(成药和化妆品一般毛利率在 !""[!少数更

高!可达 H%K 倍" 中西药房出品痴癫疯痫灵药每

瓶售洋 ! 元!实际成本 ,包括原料%人工-不过

")!M元左右!毛利率高达 K 倍" 济华堂药房的袁

制骨痛露!是以灰碘和水配成!实际成本只有")#"

元多!而每瓶售价要 ")$" 元!也高达 M 倍多" 中

法药房 #H$77规格的艾罗补脑汁!每瓶售洋 ! 元!

实际成本不过 ")F" l")%" 元*H+

"

四川的西药经营情况与上海也有很大的相似

性" 以领牌药房为例!四川的领牌药房一般都能

从上海药房拿到药品四折优惠!除去药品运输费

用与税捐等!其利润仍然可观" 以重庆最大的西

药房华洋药房为例!F" 年代!#每年的营业!能做

十余万元!他的盈余在三四万元以上!开办至今!

统计他的盈余!总在七八十万元以上$

*K+

" 同时!

各药房的营业额也相对较大" 如表二所示!#GFH

年!重庆 %F 家西药商业同业!总营业额达 #H" 余

万元!平均每户约 % 万元!利润非常丰厚"

表二C重庆西药业营业概况"#GFH 年$

药房 营业额 药房 营业额

五洲 #" 万元左右 国民 # 万元

川亚贸易行 M%H 万元 天申永 % 万元

汉口民生 M 万余元 德发 ! 万元

九福公司 % 万余元 普益 # 万元

谦信洋行 M 万余元 宏仁 F 万元

太平洋 #%%#M 万元 华益 # 万元

万国 K 万余元 国福 M """ 元

东亚 F 万元 郑肇姬 M """ 元

大西洋 # 万余元 新新 H """ 元

华通 ! 万元 中洋 F """ 元

华达 M """ 元 巴克 H 万元

通陆 F """ 元 大华 # 万元

大陆 % 万余元 格致 M """%H """ 元

民生 # 万元 华西 ! 万元

中央 F 万元 中美 $ 万元

南洋 H 万元 华洋 #% 万元

长城 % 万元 华德 #" 万元

联华 F """ 元 中华 $ 万元

东北 ! 万元 华法 % 万元

美洲 # 万元 中西 $ 万元

欧美 # 万元 中英 % 万元

健华 H """ 元 总计
#H" 余万元*#+

C注(*#+ 此为上列数据之和!&重庆西药业二十五年营

业概况'原文为 !"" 万元左右" &渝市西药业调查'把重

庆的西药房分为三类!申汉分设五家营业约三十万元!本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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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创设有一百二十三万余元!医生附设药房每年营业约

八万余元!总计也是 #H" 余万元"

C资料来源,#)0重庆西药业二十五年营业概况1$0四川

月报1$第十卷第一期$#GFK 年 # 月(

!)0渝市西药业调查1$0四川月报1$第九卷第六期$#GFH

年 #! 月#

但是!自 #GF" 年左右开始!西药房营利却开

始变得相对艰难" 至 #GFK 年 % 月!重庆西药业因

不能支持而收折的药房即有#亚美%英美%华盛%

新华%九洲%利通%美泰%远东%华成%立达%柏林%华

英%友联%实用等十四家$!尚存的另外 %F 家西药

房基本亦不能获利!或者获利很薄" 德发药房

#近年亦复萧条!每年能售一二万元!维持不易$"

甚至连盛极一时的重庆华洋药房的营业也 #不能

与昔日相比$

*$+

"

营利是销售与成本之间的差额关系的一种客

观表达!它的最终影响因素在于供求关系" 四川

西药房的营利状况在 #GF"0#G%" 年的变化的原

因也在于供求所反映的市场状况的变化" 虽然由

于西药的渐趋大众化!使其市场在消费与潜在消

费量上有一个可预期的必然增长!但是!由于市场

的#质$的发展并未有相应的大幅提高!使其供求

关系出现了一种畸形的变异000需求#量$与供

应#质$的矛盾所引发的供不应求与供过于求的

双重存在"

#)药房数量过多%增速过快!西药商业竞争加

剧" 由于受到高额利润的刺激!人们纷纷投身于

西药商业.但是!社会需求却未曾赶上供给的增

速"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种供大于求的假象"

#G## 年重庆仅有 K 家经营西药业务者!但到 #GF"

年!重庆就有了西药房 !H 家!而至 #GF% 年!已加

入西药业同业公会者即有 F$ 家!另有 F 家洋行也

在经理西药业务!共有 %# 家专营西药业务机构"

如论者言重庆的西药商!#前数年颇获厚利!近以

家数增加!营业状况!较前低落$

*G+

"

!)西药输入量的增多" 这是一种实质上的供

应增加!也是供大于求产生的实质原因" 据&四

川省志4医药卫生志'载!#GF# 年以后!#各列强

竞相争夺四川市场!西药输入大增$!至 #GFH 年!

四川#西药进口数值增达 F"" 余万元$

*#"+

" 如表

三所示!重庆关进口数据统计中的西药进口数值

也非常庞大"

表三C#GFF+#GFH 年重庆进口药品数值"单位!元$

#GFF 年 #GF% 年 #GFM 年 #GFH 年

西药 FG# %#G)H" !HM KF%)"M M$# KF#)#G %%# %%G)K$

中药 # HKH FFK)!"# !FK "!")!"# "G" H!K)#" KM% F$H)K%

CC资料来源,#)0重庆西药业二十五年营业概况1$0四

川月报1$第十卷第一期$#GFK 年 # 月(

!)0重庆廿五年进口统计1$0四川月报1$第十卷第一

期$#GFK 年 # 月(

F)0一年来四川经济之回顾1$0四川经济月刊1$第五

卷第一期$#GFH 年 # 月(

%)0一年来渝市进出口贸易统计1$0四川经济月刊1$

第七卷$第一'二期(

M)0渝市上年度进口统计1$0四川经济月刊1$第八卷

第二期$#GFK 年 $ 月)

F)农村破产!城市消费能力受到限制" 民国

时期!四川农村为兵祸%天灾所困!经济残破!如有

人言(#四川农村崩溃!已为铁的事实!而其崩溃

之程度!且较中国之任何省份为尤甚/ 至其崩溃

之原因!则由于农业技术本身与天灾者不过十之

一二!而由于封建势力之剥削%军事扰乱者则十之

七八"$

*##+由于四川的特殊城乡关系!使农村的破

产不仅仅体现在农村地区!同样特别严重地影响

到城市地区" 这就抑制了城市消费的发展!也使

西药消费受到影响"

%)政府对药品销售的限制" #GF# 年!国民政

府将西药分为两类(军用禁品与军民两用药品!限

制非常严格!开放供市民日用者非常少*#!+

" 西药

商业在法令的限制下!出现了销售供应不足与消

费日常萎缩的现象"

在 #GF" 年至 #G%" 年的数年中!由于诸多因

素的影响!西药商业的经营活动出现了非常严重

的危机" 即便是在抗战爆发以后!由于需求的激

增与消费预期的增强!四川各大西药房营业大增!

利润有了较大提高" 但是!随着西药来源日少!很

多西药房又进入了无药可售之境地!#即较大药

房!不能备货以便配方$!小药房营业几至停顿!

重庆的民生%大西洋等数家药房均无法支撑*#F+

"

"##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CCCCCCCCCCCCCCC第 !$ 卷



三%市场网络!全国与地方

市场是商品经济运行的载体与商品消费者欲

望的表达方式" 资本的利润转化!其实现的基础

在于商品市场" 虽然!资本与经营利润出现了非

常严重的危机!但是!四川的西药销售网络却仍在

逐渐形成!一个国际%国内与省内的立体网络渐趋

成型" 这个市场网络的形成又为西药的市场普及

化以至西医药的日常化奠定了基础"

西药初系由西洋各国进口而来!后因中国近

代制药化学工业兴起与发展!逐渐自产" 四川偏

处西南!各方面相对闭塞!西药自产步伐相对较

慢" 民国时期!四川所售西药主要仍是从上海%汉

口等地转运而来!再以重庆!以及成都为区域中心

市场进行分销" 因此!在国家与地方两个层面!四

川的西药销售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市场网络结构

体系"

作为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市场网络重要

组成部分!民国四川的药房可分为三类(一是分设

药房!即是沪%汉大型药房的分号!如五洲药房%民

生药房%九福公司%谦信洋行与川亚贸易行等" 早

在清末!上海的药房就在积极开辟内地市场!中法

药房就在成都设了一个中法药房" 其后!汉口的

日商若林大药房又在成都与重庆设立了两个分

店" 分设药房有总行较为有力的支撑!资本较为

雄厚!如上海五洲成都支行!其资本 #G%" 年达 #!

万元!居成都各西药房第二位" 同时!分设药房的

营业额也较大" 据对重庆西药业的统计!#GFH 年

重庆的五家分设药房每年营业约为 F" 万元!平均

每户 H 万元*#%+

"

二是领牌药房!即是在组织上独立!借用沪%

汉大药房的牌号" 上海的各大药房在发展分店%

分设药房的同时!也发展了一种领牌联号组织形

式!即是外埠资本家出资开设的药房!可以通过合

约的形式!在当地挂上有关上海药房的同样牌号!

经销约定药房的本牌产品!享受特别折扣及赊货

等优待!自负盈亏*#M+

" 他们一般以四折到六折的

价格向上海的约定药房购买药品!同时省下广告

宣传的费用!也可享受年终回佣" 四川的药房大

都愿意向上海各大药房领牌!如成都的中西药房

以及重庆的中西与中法药房" 此外!老德记%太平

洋%华洋%中英%中央%大陆%华西等药房大概也均

系上海对应药房的领牌药房" 这类药房利润丰

厚%发展潜力较大!民国时候他们几乎左右了四川

的新药业的发展"

三是本地药房!如成都的寿春%馥记%安宁%庚

申%昶熙!重庆的天申永%国福%宏仁等药房" 它们

向上海%汉口各大药房批售药品得到的折扣相对

较少!但其经营活动仍有保证" 相对于领牌药房

来说!这类药房资本较少!经营发展空间比较有

限" 寿春药房的资本额至 #GFG 年才 # """ 元!

#G%" 年也仅 ! """ 元" 同时!这类药房的营业也

较为有限" 在重庆!除天申永营业额较大外!本地

药房的营业额大多都仅万余!其它如国福%新新%

郑肇姬等营业更低至数千元*#H+

"

在四川省区内部!四川的各大西药房也组织

起一定的区域市场网络" 在各方面条件的影响

下!以重庆为中心!以成都为副中心!以万县%宜

宾%泸州%乐山%南充%广元为区域中心!以县为基

础单位的西药商业市场网络结构逐渐成型"

交通对商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

前现代社会" 作为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重庆

成为清代%民国时期长江上游最重要的商业和货

物集散中心" #$G" 年!根据中英&烟台条约续增

专条'的规定!重庆成为我国第 !" 个对外通商口

岸" 开埠通商进一步刺激了重庆经济的发展!新

兴商业如西药房开始出现" #$G% 年!近代四川最

早的西药房000大美药房!开办之后!重庆的西

药商业逐步发展" 到 #G## 年!重庆大致已有英商

卜内门洋行%韦廉士药房%白理洋行!德商谦信洋

行!日商若林%瑞和洋行!华商格致药房等西药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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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机构!

" 而至 #G!H 年!重庆的西药营业机构发

展到 !H 家*#K+

" F" 年代之后!重庆的西药房更扩

张至 %" 家左右" #GF% 年 % 月!重庆西药同业入

公会者有 F$ 家!另有 F 家洋行经营西药业务而未

入同业公会$

"

地处川西平原中心的成都!#名都真个极繁

华!不仅炊烟廿万家" 四百余条街整饬!吹弹夜夜

乱如麻$

*#$+

!商业活动自古以来都非常兴盛" 清

代末年!由于交通不便!成都的商业活动仍以土产

为主" 但是!其新兴商业如西药等也仍旧逐渐发

生" 成都的西药房!有史料记载最早者大概为

#G"# 年所设之中西大药房*#G+

" 此后!大概还有

中法大药房%

%法人之圣修药房&

%日商若林药

房'

" 民国之后!成都又相继开设了新世界(

%华

洋%昌华%中外%华西%寿春%华宁%成都市%健华%泰

西等等药房!西药商业活动也日渐兴盛" 到了 F"

年代!成都的西药商业活动开始逐渐赶上重庆!药

房数量与重庆相去不远" #GF# 年!成都加入西药

业公会者即有 FH 家*!"+

.#GFG 年!成都的西药房又

发展到 %" 家*!#+

"

同时!到 F" 年代!四川的西药商业活动开始

在全省范围内扩展" #GF" 年!宜宾%南充%泸州%

万县等地也都有了西药房" 大概在 #G"# 年有了

第一家西药房)的宜宾!在民国初年就已经开设

了多家西药房" 宜宾下北街有同德%英利%蜀南!

东街有华南%春熙!走马街有捷华利药房*!!+

" 南

充在 #G#G 年有了第一所西药房明理西药房!此

后!华西%新华%顺通%同仁等西药房也相继开

设*!F+

" #GFF 年!泸州就有西药房 ## 家!西药从业

人员 #K 人*!%+

" 万县大概为除成都%重庆之外!四

川西药业最兴盛之地" 据 #GFM 年的统计!万县就

有西药房 #$ 家之多!主要集中于二马路一带!或

附设于各医院之内*!M+

" 而至 #GF$ 年!虽然西药

业开始出现倒退的现象!万县营业药房仍有温登%

华洋%欧美%万国%崇德%国昌%廖广东%锡记复华%

福星永%永信源%亨德利%及时等 #! 家药房*!H+

"

西药房也开始向县级城市发展" F" 年代!大

邑县设有川康%一德大药房.彭县有亚洲%天恩%中

美药房.新津有春生%荣德%模范药房.郫县有广济

药房%灌县有存仁%大林%广济药房" #GFF 年!温

江县城内仅有李篙阳%韦质文%骆集梧三家西药医

生开设的医馆!均以行医为主!只售少数外用西药

和针药!到 #GFM 年!郫县人王树堂开设广济药房!

专门经营西药和成药!品种 #M" 余种*!K+

" #GF"

年!射洪县的郭冥阶创建了#太和西药社$!此后!

更相继出现了民生%健华%新民%沛林%太平洋等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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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中法药房大致应为上海中法的分号# #G"K 年$上海中法药房在0申报1上发出一则优惠酬宾广告$其中就有

载成都中法大药房亦执行此种优惠# 参见0申报1$#G"K 年 ! 月初 G#

圣修药房系法国人穆雅克在平安桥%情爱圣修医院&内所附设之药房# 参见,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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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大药房开办于 #G#G 年$位于成都昌福馆$经营各种化妆香品'美术物品'家用良药# 参见,0国民公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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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GF% 年!这 H 户西药房建立了西药同业公

会" 至 #GFH 年!全县营西药业者更达 #M 家*!$+

"

而到抗战爆发之后!当时全县仅五万多人的西昌

虽然洋货极其稀贵!但也有了 ! 家西药房*!G+

"

在四川省区域范围内!西药市场以重庆%成都

为中心!在各区域中心城市与县区市场!主要依托

分店与联号两种组织形式!形成了非常紧密的结

构" 同时!以重庆%成都为中心市场的各大药房也

积极加强与各县%市药房的联络" 近代四川的西

药较多的由上海%汉口等地运销内地" 虽然宜宾%

泸州等省级区域市场也有直接向上海%汉口等地

订货!其他个人也可通过邮购的方式向外购进药

品!但是!上海等地商人在四川的运销网络终点一

般仍是重庆以及成都!甚至也包括有万县" 四川

的二级城市与各县城一般都通过重庆%成都的各

大药房来货" 因此!县市西药房一般都会主动与

重庆%成都各大药房拉关系" 同时!重庆%成都的

各大药房为了发展下级市场!一般也会做好与县

市药房的联络" 如华洋大药房!就是因为与各县

药房关系密切!他运来的药品与自制的家用良药!

各县均乐于销售*F"+

"

四%结论!彷徨与希望

资本%经营,利润-与市场是商业活动的三个

重要标志!它们影响商业活动的每个方面!又建构

了商业活动本身" 一般来说!资本%经营与市场是

同步的过程!资本的扩张推进商业经营!商业经营

的兴盛又推进着资本的扩张.经营活动依赖于市

场的发展!又促进市场体系的发育.市场的供求刺

激资本的投向!资本的投入又促进市场网络的形

成" 但是!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这三者又不一定

产生这样必然的结果"

#GF" 至 #G%" 年!四川西药房的资本额在通

货膨胀的压力下!出现了大幅的增长.但是!四川

的西药经营却开始出现较大的危机" 同时!虽然

经营活动并没有取得较大发展!但是四川的西药

市场网络却仍在日渐完善之中!西药市场网络由

中心%次中心向县级区域发展"

资本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而出现虚假的繁荣

增长!利润却是商业活动最为实在的标志" 这表

明!西药商业活动已然步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

然而!市场网络的不断扩张看似又在否定这个结

论!此数年间!西药市场却是处于不断的扩张过程

之中" 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一点分析!就

可以看到这种市场扩张只是一种量的扩张!这种

扩张更多集中于省内地方区域中心!而成都%重庆

这两个省区中心城市的西药商业市场却并未出现

扩张" 相反!通过成都%重庆药房数量的统计可

知!在 F" 年代后期!这两大城市的西药商业活动

基本未有发展" 而彼时市场末端,县级区域-的

发育!其主要的原因大概是国人对代表着科学的

西方医学的认同向区域%城乡发展的结果"

总之!#GF" 年至 #G%" 年!四川的西药商业活

动较多是一种外在的量的扩张!并未实现根本性

的质的发展!作为新兴商业的西药业步入了一个

彷徨阶段" 但是!这种彷徨却在抗战之后出现根

本性的变化!西药房在各级城市中迅猛发展" 这

种发展又可表明!F" 年代的这种量的扩张是一个

逐步推进的过程!而当社会条件产生变化的时候!

这种量的扩张就必然会引起质的发展!这就为日

后西药商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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