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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衰

谢 元 鲁

内容提要 中国商业史上著名的山西商人集团崛起于明清 ,衰 落于民国。兴衰

的原因,与 这一历史时期的北方边境地区,出 现了由秦汉以来的战争格局转向和平

格局的历史性变化 ,从而导致内地与蒙古地区的贸易繁荣关系甚巨。同时,也 与清

代至民回中俄贸易关系的变迁 ,以 及随着近代铁路和轮船交通的兴起 ,北 方边境贸

易重心出现地理位置的转移有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 明清  对外贸易  山西商人 蒙古  俄罗斯

明清山西商人的兴起 ,是中国经济史上的重要现象 ,当 时山西
“
平阳、泽、潞 ,豪商大贾甲天

下 ,非数十万不称富。
’’El]为 什么山西商入会在这一历史时期崛起 ,以 雄厚的财力称雄一时?从全

国范围来说 ,当 时资本富厚的商人集团,还有徽州商人、陕西商人、闽粤商人、宁波商人等。为什么

明清时期会在中国的西北和东南地区出现影响全国的商人集团 ,而其它地区则没有形成这样的

集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从山西明清以前的民俗来看 ,商业气氛十分淡薄。《隋书 ·地理志》说 ,山西南部的上党、西

河、临汾、绛郡一带 ,“人多殷阜 ,然不甚机巧。〃这种不以机巧谋生的民俗 ,是 自然经济的产物。这

-情形到宋代迄未改变 ,宋代的山西地区 ,“当太行之险地 ,有盐铁之饶。其俗刚悍而朴直 ,勤农织

之事业 ,寡桑柘而富麻苎。善治生 ,多藏蓄 ,其靳啬尤甚。
”[z]仍然没有商业发达的征象。似乎在明

代以前 ,山西人的勤于农桑耕积 ,生活俭朴 ,刚强好武 ,成为相沿一千多年的风俗。

但是到明清时期 ,随着晋商的兴起 ,山西民俗也一变而为背本逐末。明代张瀚说 ,当 时山西
“
平阳为富饶 ,大同、潞安 ,倚边寒薄 ,地狭人稠 ,俗 尚勤俭 ,然多玩好事末。独蒲坂一州 ,富庶尤甚 ,

商贾争趋。
”E3]关于明清山西商人兴起的原因,当 时人大多归结于地少人多的后果。清人康基田

说 :“太原以南多服贾远方 ,或数年不归 ,非 自有余而逐什一也 ,盖其土之所有不能给半 ,岁之食不

能得 ,不得不贸迁有无 ,取给他乡。
”
"同样有人认为 ,“晋俗以商贾为重 ,非弃本而逐末 ,土狭人

满 ,田 不足耕也。
”E5]这些议论都把晋商兴起的原因归结于人口压力的增加 ,引 起农村过剩人口进

入商业流通领域谋生。但是 ,人 口压力的增加固然是晋商兴盛的重要原因 ,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

素。仅以明代万历年间而言 ,全国各省中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 30人的有北直隶、南直隶、浙

江、江西、山东、山西、河南七个省 ,而北直隶、江西、河南等省就并不以经商闻名。E6]可见 ,在明清

时期除人口增加外 ,山西地区出现了异于明清以前的重大社会经济环境变化 ,给山西带来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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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遇 ,导致了晋商的兴起。

明清时期山西经济环境的重要变化 ,主要就是中国北方边境的贸易格局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在历史上 ,汉唐时期开辟兴盛的著名中外交通商贸路线——丝绸之路 ,使关中、陇右一带在一千

年左右的时间里 ,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商业外贸区域。但由于丝绸之路偏西 ,对 山西地区商业未能

产生重要影响。唐代安史之乱以后 ,西北诸少数民族政权 ,如吐蕃、西夏、西辽、金、蒙古等相继兴

起 ,使传统的中外陆上交通路线受到阻塞。因此 ,不仅关中陇右 ,而且整个西北 地区包括山西在

内的商业 ,都趋于衰落。

但是 ,进入明清时期以后 ,这=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这一变化首先始于明代蒙古草原南部的

逐渐开发 ,明代中后期与北方蒙古鞑靼较长时期基本保持和平状态以及开展互市贸易。

从明代中期开始 ,为防备蒙古的侵扰 ,建立了以长城为主体的九边防御体系。它不仅有效地

阻遏了蒙古的侵扰 ,使北方边境地区出现较长时期的相对安宁状态 ,而且明王朝驻军的供应需要

本身就刺激了商业的发展。仅以山西西北部九边之一的偏关而言 ,“迨有明中叶,益兵增将络绎于

道 ,营 帐星罗棋布 ,饷用既饶 ,市 易繁盛 ,商贾因赀致富者甚多 ,起居服物竞尚华靡 ,习 尚为之一

变。
”E7彐 这种安定和平的状态 ,反过来又促进了蒙古草原南部的开发。嘉靖时 ,在蒙古丰州(今呼和

浩特市)一地就居住有汉族人口数万人 ,他们主要从事农耕 ,靠近边境一带的蒙古人也大都学会

了农耕 ,开始过定居生活。
“
近疆水陆屯田,悉垦如内地。

”E:]蒙 古草原南部经济的发展与汉蒙民族

之间的友好往来 ,为商业的繁荣准各了条件。到明代中后期 ,蒙古与山西地区的商业交往已十分

频繁。早在明英宗正统三年(1438年 ),就在大同设立马市 ,“巡抚卢睿请令军民平价市驼马 ,达官

指挥李原等通译语。
”E9彐 后虽因也先入侵和土木之变发生 ,互市一度中断 ,但到明嘉靖三十年

(1551年 )又再次恢复。明代山西马市的不断罢兴 ,说 明当时北方边境的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开

始互相依存 ,茶马贸易已经把山西与蒙古的经济联结为一个统一的市场。山西朔平府(今山西右

玉县)在
“
明初没卫 ,为云西要路 ,兵道协镇 ,驻防于斯 ,粮饷商旅 ,多所经过 ,城关相接 ,室庐相望 ,

颇称富庶。
”E1四 而大同杀虎堡

“
为云中第一冲要地 ,虏 自献琛以来 ,汉夷贸迁 ,蚁聚城市 ,日 不下五

六百骑。
”E1闸 山西商人还把山西、河北等地出产的布匹、丝绸等运销蒙古地区 ,如直隶正定府的布

匹和潞州的绸缎。

明穆宗隆庆五年(1571年 ),明王朝与蒙古俺答汗达成
“
封贡通市

”
的和议。这一历史性事件 ,

不仅是明代后期北方边境得到安定发展的条件 ,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 ,又是中国北方边境局势由

秦汉以来的以战争为主导转向以和平为主导的历史转折点。应该说 ,山西商人是抓住了这一历史

机遇的。他们把北方边境贸易 ,迅速由蒙 汉交界区域扩展到蒙古内地。据统计 ,自 隆庆五年(1571

年)至 明末的六十余年间,蒙古马市的成交马匹约有三百万匹左右 ,每匹按当时中等价格白银十

两计算 ,价值三千万两白银之多。D2彐 可见这一历史时期北方边境贸易的规模之大。而这种贸易中

的民间贸易部分 ,主要即由山西商人所占据。到明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 )俺答汗在古丰州地区

修建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城)后 ,蒙古地区的呼和浩特 ,归绥与河北境内的宣府(今河北宣化县)等

地 ,很快发展成为蒙古地区与山西、河北等地进行边境贸易的重要商业城市。如归绥在明代
“
为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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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游牧地 ,谙达内附后 ,始有晋人来营商业 ,初仅百物互易 ,后始代以货币。⋯⋯票号有平遥帮、祁

县帮之分 ,专营汇兑。
”E1硐 而明代的宣府 ,“直隶、河南、山东西之刍粟 ,皆输于此 ,西淮、长芦、河东

诸盐商 ,皆业于此。
”E1硐 成为山西商人的对蒙古贸易中心之一。

进入清代 ,内地与蒙古的关系又发生重大变化。还在满族入主中原以前 ,漠南蒙古各部就已

归附清朝。清统治者赐给蒙古王公贵族以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显贵的封号 ,并与他们世代保

持婚姻关系 ,内地与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更为紧密。在这种情形下 ,山西与蒙古的商业贸易

更为活跃。不过 ,对于清代山西商人继续兴盛的因素而言 ,首先还是清康熙、乾隆时为平定蒙古准

噶尔部进行的长期战争。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 )的乌兰布通之战起 ,清廷大军北征西讨 ,直到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平定准噶尔部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 )平定天山南路回部 ,长期的战争

使大批山西商人成为军队后勤供应的重要支柱 ,许多商人因此而起家。他们甘冒危险 ,不畏艰难 ,

追随军队远征蒙古草原和天山南北路的戈壁沙漠之中;嬴得丰厚利润。清人纳兰常安说 ,当 时
“
塞上商贾 ,多宣化 ,大同,朔平三府人 ,甘劳瘁 ,耐风寒 ,以其沿边居处 ,素 习土著故也。其在筑城

驻兵处建室集资 ,行营进剿 ,时亦尾随前进 ,虽锋刃旁午 ,人马沸腾之机 ,未肯裹足 ,轻生而重利 ,

其情乎。当大军之集 ,斗米白镪十两 ,酒面果蔬 ,虽少售亦需数金 ,一收十利 ,意犹未足 ,是以收利

盈千万亿 ,致富不赀。
’’E【列清政府准许民间商人在为军队运米的同时 ,携带其他货物前往交易。乾

隆二十年(1755年 )下诏规定 ,“茶叶布匹,官兵蒙古日用所需 ,乘便带售 ,与蒙古有益 ,在商贾得

利。⋯⋯由归化城运米往军营 ,无庸禁止私带茶布 ,酌量驼载转往。
”E1田 这就为民间商人随军贸易

提供了官方的保护。山西祁县乔氏商人集团的
“
复盛公

”
商号 ,发迹于包头 ,正是因为在清代乾隆

初年 ,为了供应驻防军队的粮秣 ,当地官府把土默特旗的广大牧场大量开垦耕种 ,农业逐渐发展 ,

由内地来到口外种地和经商的人日益增多。包头成为蒙汉贸易的又一个中心。复盛公最初就是

从在包头开设草料铺 ,经营豆腐制品 ,日 用杂货供应当地蒙汉居民开始发家 ,在此后二百多年间

发展成为包头地区首屈一指的钱应和当铺。E1?]

另一家著名的清代北方边境地区最大边贸商行 ,山西太谷
“
大盛魁

”
的兴起也是如此。清康熙

三十五年(1696年 ),山 西太谷县的三个穷苦农民,随着康熙征剿噶尔丹的部队进入外蒙古乌里

雅苏台及科布多 ,做肩挑小贩 ,供应军队的日用杂货。在噶尔丹叛乱被平定后 ,清军营地移驻大青

山后 的武川 ,他们又在山西的杀虎口开设商号供应军需 ,因之致富而兴起 ,以 后在蒙古科布多设

立总号 ,专营对蒙古和俄国的边境贸易D:]。 清初山西介休商人范毓猴 ,在
“
康熙辛丑壬寅间,西征

准噶尔丹 ,道远 ,粮运石费二十金 ,不多能继 ,公私苦之。毓髌与弟力任挽输 ,辗转沙漠 ,万里不劳

官吏 ,不扰闾阎,克期必至 ,省国费以亿万计。将帅上其功 ,赐职太仆寺卿用二品服。
’’E【叫

范氏商人

集团以较高的效率和较省的运费,保证西征大军的后勤供应 ,得到清政府奖赏官职 ,也 由此奠定

发家基础。

蒙古准噶尔部叛乱在乾隆时期最后平定后 ,山 西商人并未失势 ,相反 ,利用蒙古地区的安定

局面和与内地经济联系加强 ,积极开展对蒙贸易 ,从 中获取更大的利益。外蒙首府库伦 ,成为清代

中后期山西商人会聚中心 ,在
“
康熙年间,有 山西商人来此经商 ,共有十二家 ,当 时商会之组织 ,即

为二十家各举一商董 ,称为十二甲首。丬川据当时人统计 ,在清代后期贸易最为繁盛时 ,在库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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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库东营两区,山西商人就有一千六百三十四人之多,主要经营大宗批发营业 Ψ失盛魁、天义德、

元盛德在清代后期,被称为山西对蒙贸易的三大商号 ,即 以库伦为基地。在山西商人中,这样的事

例还很多,如介休的侯氏家族创办的蔚字号绸缎行 ,始于清康熙年间,最初贩实苏杭 一带生产的

绸缎 ,到 山西t内蒙等地 ,因此获得巨额利润,以 后在道光初年改为票 号 ,经营金融汇兑业务。E23彐

作为清代经营北疆和外蒙基地的巴里坤(今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城厢内外℃烟户铺面,比

节而居,商贾毕集,晋 民尤多。”E2叼 可见山西商人的兴盛与清代北方边境汉蒙贸易的关系何等密

切。

除了蒙古与内地的贸易外 ,清代中俄关系的变迁 ,对山西商人的兴盛同样起了极为重要的刺

激作用。从十六世纪后期开始 ,俄国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扩张,在十七世纪前期开始与中国发生直

接接触。1689年 (清康熙二十八年),在中俄经过雅克萨之战后签订的
“
尼布楚条约

”
中已规定,中

俄两国人民可以过界来往,开展互市,这就打开了中俄边境贸易的大门。1728年 (清雍正六年),

中俄双方又签订了
“
恰克图条约

”
,规定在中俄边境的尼布楚、恰克图等地通商互市。条约签订后

北方边境地区的安定与和平,为 山西商人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对外贸易途径。山西清初著名商人介

体范氏家族 ,“市易边城以信义著,国朝定鼎初 ,召至京师授以职 ,力辞 ,因主贸易事,赐产张家口

为世业,岁输皮币入内府。⋯⋯晓畅边地阮塞险易,蒙古诸部长往往知府君名。”[25彐 范氏家族的兴

起,与清代前期与蒙古和俄国关系甚大。

从全国范围来看 ,清代对外贸易在鸦片战争前出现了奇特的现象 :东南沿海地区是宋代以来

的中外贸易发达地区,但在鸦片战争前却只有广州一口开放通商。相反 ,在西北漫长的中俄边境

线上,清政府却并不限制对外贸易的发展 ,便全国对外贸易格局形成东南封闭而西北相对开放的

局面。清代中俄贸易口岸恰克图 ,“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 ,由 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 ,

前往易换各色皮张毯片等物 ,初立时商民俗尚俭朴 ,故多获利。”E26彐

俄罗斯需要的中国商品,如茶叶、布匹、烟叶、丝绸等,是 山西商人运销俄国的大宗。在中俄恰

克图通商后 ,山西商人前往蒙古及俄国经商的更多。清代山西商人每年运往蒙古库伦、科布多、恰

克图等地 ,专门和俄国商人交易的砖茶就有约四十余万箱 ,折合三千二百四十万斤茶叶。在道光

十七年至十九年(1SS7—1839年 )间 ,仅在恰克图一地的市场中,中 国对俄茶叶输出每年平均达

800~余万俄磅,价值 800万卢布,当时约折合白银 320万两之多,而俄国同期每年由恰克图向中

国的商品输出仅 sO0-700万 卢布。中国由此获得大量以白银支付的贸易盈余。E?7彐 如清代北方最

大的民间外贸商行一大盛魁,即 由山西太谷商人组成。大盛魁在清代乾隆以后的全盛时期 ,“有职

工六七千人 ,骆驼商队有骆驼一万六千到二万头,业务重心在内外蒙古 ,活动地区包括唐努乌梁

海、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恰克图,以及内蒙古各盟旗和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 ,其资本

周转额 ,仅在外蒙古即达一千万两白银以上。”Ez硐 这样庞大的外贸商业机构和雄厚的资产,比之

当时著名的广东十三行洋商也毫不逊色。大盛魁依靠雄厚的资金,灵活的经营,过硬的商品质量

与周到的服务 ,长期保持了对蒙古t俄国的边贸垄断地位。把中国出产的茶叶、烟丝、绸缎、布匹、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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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酒、银器运往蒙古和俄国,又把牛马、皮张、药材和毕叽、毛呢等出产运回中国销售。另一个著名

的经营蒙古、俄罗斯贸易的山西商人集团,是太谷的曹氏家族。其所开设的彩霞蔚1锦泰亨等商

号 ,主要经营丝织品贸易。他们从河南鲁山采购回柞蚕丝所织的曲绸 ,“ 另行打包 ,粘贴上曹家字

号 ,然后用驮骡运往库伦、恰克图、伊尔库茨克、莫斯斯等地销售。每年约可运销一万二千匹,价值

白银三十六万余两。当时作此项生意的商号有一二十家 ,而锦泰亨为其中资本最雄厚的一家。回

头货则运俄国的金沙、呢绒、哈喇、毛毯等物 ,行销内地。
”E29]

除了运销全国各地的产品外 ,晋商也把山西省的特产作为边贸的重要商品。其中最著名者为

潞绸和烟叶。早在明代 ,山西潞绸就十分有名,其产品除进贡宫廷及供应国内市场外 ,有相当一部

分进入边境互市 ,“舟车辐辏者转输于省直 ,流衍于外夷 ,号称利薮。”E:°〕清代山西烟叶的主产地

在曲沃 ,最高年产量达-千四百万斤 ,烟叶质量上乘 ,加工精细 ,年产烟丝四千至五千吨 ,尤其东

谦亨商号制作的
“
东生烟

”
,畅销于蒙古的库伦、恰克图和俄国的西伯利亚及莫斯科等地 ,在 中外

享有盛名。E3闸正因为清代山西商人以蒙古、俄罗斯为重要经营范围,所以培养出一大批蒙古通与

俄国通 ,许多商号的经理伙计 ,“其在蒙古者通蒙古语 ,满洲者通满语 ,在俄边者通俄语。每日昏

暮 ,伙友皆人手一编 ,习语言文字 ,村塾生徒无其勤也。
”t3z)

、        五

如果说明清时期内地与蒙古,中国与俄国的边境贸易发展,促进了山西商人的兴盛 ,那么在

清代末年民国初年 ,北方边境国际形势的变化 ,对山西商人的衰落同样起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清代末年 ,随着俄国侵略势力的深入 ,俄国商人凭借不平等条约的规定,逐步取得在中国北

方地区的商业特权,对晋商渐处于优势地位。咸丰十年(1ssO年 )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后,俄国取

得在蒙古边境通商,并在边境交界地区免税贸易的权利。同治元年(1862年 )签订的《中俄陆路通

商章程》,又进一步规定俄国商人在天津口岸可以享受比各国低三分之一税率的优惠。同治五年
(1866年 ),俄国又取得在天津海关免征茶叶半税的特权。这样 ,俄国商人货物得以用较低价格倾

销,从中国进口砖茶等商品,亦可直接以较低价格在汉口等产地进行收购。但山西商人则仍需按

清政府规定交纳沉重的厘金税收,在贸易成本上处于劣势。在 1877-1884年 间 ,汉 口因茶叶经

营亏本而倒闭的山西货行 ,就达十余家之多。E33:仅从 1865年到 1867年 ,俄商直接在中国内地贩

茶的数量,由 164万余磅增加到 866万余磅,恰克图的晋商商号却由原来的 120家 下降到 4

家。[3‘]咸丰十一年(1861年 ),俄商才在库伦建立第一个商行 ,当年俄国对蒙古贸易额不到 22万

卢布,但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已剧增到 1700万卢布,贸易额增加了近八十倍。E35彐 山西商人

在这种不利形势下,经营日益萎缩。

同时,从二十世纪初年起 ,中国北方边境的贸易交通路线发生巨大变化 ,这一变化主要是近

代铁路及海运交通的兴起带来的。1903年 ,由 赤塔经满州里、哈尔滨到海参崴的中东铁路通车 ;

190g年 ,由北京到张家口的京张铁路通车。这些铁路的通车,使俄国对华贸易的重心 ,由 内外蒙

古转移到中国东北地区,中东铁路通车当年 ,货运量即达 33万吨,约为中俄通过恰克图市场贸易

货运量的 50倍。铁路较廉的运价和较高的运输效率 ,对商品流向产生巨大吸引力 ,如原来由湖北

汉口通过山西大同和张家口北运俄国的砖荼,转 由天津用海轮运到大连,再经中东铁路运至西伯

利亚。E36彐 因为俄国商人利用中国国内通商口岸开放的特权和近代交通发展的便利 ,深入中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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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直接贸易 ,恰克图、库伦、张家口等传统边境商贸中心趋于衰落 ,山西商人作为对俄国和蒙古地

区贸易商的中介作用也丧失殆尽。近代铁路和海运交通的发展和帝国主义侵略 ,使中国内陆地区

商品流向沿江或沿海的通商口岸 ,然后向国外出口,进口商品则沿相反的流向进入内地。在这个

历史性的转折中,山西商人丧失了传统的商道和市场 ,又未能在开辟新商路的竞争中获胜 ,应是

其衰落的重要原因。

1917年 ,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与 1921年外蒙古的宣布独立 ,使 中国的北方边境形势骤然改

观。中俄、中蒙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出现中断。这种情形 ,沉重地打击了一大批以经营蒙古和俄

罗斯商业为主的山西商号 ,他们在国外的资产被没收 ,损失重大 ,有的丧失传统市场 ,生意大幅度

下降。这样引起连锁反应 ,导致一批山西商号破产倒闭。当时仅山西榆次常氏商人集团开设的大

德玉商号及其联号大升玉、大泉玉、独慎玉等 ,在莫斯科等地损失的资产即达 狃 万 6千卢布 ,折

合白银 30万两。E3?]又如曲沃烟丝的外销 ,在苏联十月革命以及外蒙宣布独立后 ,不能再向蒙古、

俄国输出,加以俄钞失去汇兑条件 ,使曲沃东谦亨等大批烟坊倒闭,烟叶种植面积缩小 ,烟草产量

也随之而下降 ,曲 沃烟业开始衰落。E3:]

山西最大的对俄蒙贸易商行大盛魁的衰落 ,也主要是因为在 1911年外蒙古第一次宣布独立

后 ,蒙俄订立库伦通商协定 ,俄国取得了在外蒙免税贸易的特权 ,大盛魁无法与俄国商人竞争 ,受

到第一次重大打击。俄国十月革命后 ,大盛魁在俄资产全部被没收 ,大盛魁损失不赀。1921年 ,外

蒙古再次宣布独立 ,没收中国商人在蒙资产 ,至 此 ,大 盛魁再受打击 ,负 债累累 ,终 于最后破

产 :E3叼而太谷曹氏商人家族的衰微 ,与其下属的锦泰亨、彩霞蔚商号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因对蒙

俄贸易停顿而倒闭,曹 氏家族遭受重大损失也有直接联系。仅锦泰亨在对俄贸易中积累的大量旧

俄钞票——羌帖,因俄国十月革命后被废弃而遭受的损失 ,即相当于白银 24万两之多。E-0〕 所以 ,

从十六到二十世纪初叶的四百余年间,中 国内地与蒙古地区以及中国与俄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变

迁 ,既是山西商人兴起的重要因素之一 ,也是导致山西商人最终衰落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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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期刊协会成立

3月 11日 ,四 川省期刊协会在成都召开了成立大会。360多种期刊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
四川是一个期刊大省,其品种、数量在全国均名列前茅,在本省的社会传媒中,期刊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近

年来 ,我省已先后成立了期刊研究会 ,科技期刊编辑学会 ,科技期刊编研会 ,高校学报研究会等期刊组织 ,开展了
有声有色的活动 ,为成立全省性的期刊行业组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自1992年 9月 以来 ,在全省期刊界同仁的
积极促成和参与下 ,在 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筹备 ,四 川期刊协会终于成
立。协会一致推举省政协主席聂荣贵、省委副书记秦玉琴、省人大副主任康振黄和省政协副主席韩邦彦为顾问 ,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杜江出任名誉会长,省新闻出版局局长陈焕仁担任会长 ,《 四川党的建设》杂志总编辑吕红文
任常务副会长。四川省期刊协会将在团结全省期刊界同仁 ,为繁荣和发展四川的期刊事业 ,发挥期刊与党和政府
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加强期刊之间和期刊与社会各界的交流,维护会员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四川省委副书记秦玉琴同志 ,写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省新闻学会1省报协、省版协、省印协、省发行协会、省

版权研究会等省内新闻出版系统的兄弟学会、协会和省民政厅、省报刊发行局、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市新闻出

版局等单位到会祝贺。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期刊协会 ,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广东、海南、福建、山西、西藏、贵

州等地的新闻出版局和期刊协会来电来函表示热烈祝贺。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被选为理事单位,主编朱文显教授被选为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

委员。(大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