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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浙 江 人 契 约 观 念 的 不 同 特 点

陈伟民
(浙江科技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杭州 310023)

摘  要 :由于将来的交换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当事人的习俗、身份、习惯等因素对契约的制定、履行有很大的作用 ,

由此影响当事人的契约观念。因此 ,不同的宗族文化造就了不同的契约观念。浙北地区相对较弱的宗族意识使得

浙北地区人员之间的默契和依赖的程度低 ,经济契约中的凭证观念相对较强。受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依附式宗族

的影响 ,温州人相互之间存在着较深的依附关系 ,这使得温州人彼此之间的交易是重内容轻形式 ,经济契约中的凭

证观念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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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contract concept of people
in Zhejiang province

CHEN Wei-m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Because the future exchange exists a lot of uncertainty ,the custom ,identitification ,

habits of the parties and other facto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drawing and fulfiling the contract ,

which affected parties the contract concept .Therefore ,a different clan culture created a different
concept of the contract .Northern Zhejiang region relatively weak clan makes sense in Northern

Zhejiang and the tacit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degree of dependence on low , the economy con-
tract in the concept of relatively strong credentials .Subject to geopolitical relations based on the

dependence of the impact of the clan ,among Wenzhou People there are deeper attachment ,which
makes the transaction concept in people in Wenzhou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ntents but belittle ,

and the economic concept of the contract in the relatively w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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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约有多种定义 ,广义的契约是社会成员个人

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群体与国家等相

互之间订立的成文或不成文的合同、协议、条约、法

律、规定 ,乃至风俗、习惯等的各种约定。麦克尼尔



认为 :契约不过是有关规划将来交换过程的当事人

之间的各种关系。法律意义上的契约 ,是将契约限

制为承诺 ,以承诺来影响未来。而在所有社会中 ,习

俗、身份、习惯及其他为人所内化的东西都可以规划

未来的交换
[1]

。

作为一种习俗 ,宗族意识影响着人们的契约观

念。本文所述的契约观念 ,指的是在人缘契约和经

济契约方面的不同表现。人缘契约是指任何时刻都

存在于社会成员之间的一系列没有明文规定的期

望。人缘契约尽管没有作出书面的规定 ,但却是双

方期望的连接纽带。经济契约是指用文字表述的正

式书面契约。在宗族意识浓厚的社会中 ,形成了以

关系本位为核心的伦理本位 ,人与人之间按照“仁义

礼智信”联结 ,个体被筐定在有差等的关系中 ,宗族

成员的行为受制于对血亲群体的集体利益和目标的

承诺的规范。宗族成员有责任秉着诚实与其他成员

交易和合作 ,去尊重双方的利益和公平地对待双方。

宗族网络通过用好名声和地位来嘉奖可信的行为 ,

而用坏名声甚至断交的手段来制裁背叛行为 ,从而

担当起第三方实施者的形象。契约是规划未来的交

换 ,在关注名声和惧怕流言的巨大压力下 ,宗族成员

的未来行为是可预期的 ,书面契约存在的必要性也

降低了。在宗族意识淡薄的社会中 ,个人是组成社

会和国家的基本单位 ,社会成员之间经济、社会诸方

面关系的程度和行动能力 ,是由全方位的长期的理

性计算所决定 ,是由长远利益的预期所引起。在这

种情况下 ,社会成员之间对未来行为的预期不可能

像宗族社会中来自社会成员的潜意识 ,需要通过签

订书面契约来规划未来 ,降低不确定性。

浙江各地有着不同的宗族文化传统 ,由此形成

了不同的宗族意识。以下就浙江南北不同的宗族意

识对契约观念形成产生的影响 ,阐述浙江南北契约

观念的不同特点。

1  浙江南北宗族意识的差异

明清时期 ,随着市镇与工商经济的发展 ,浙北、

苏南一带市镇的规模与数量不断扩张 ,乡村社会的

经济中心向市镇转移 ,而村落不仅数量不见增长 ,规

模也越变越小。随着市镇的发展 ,乡村地主向市镇

转移 ,市镇成为乡村经济圈的贸易中心、金融中心、

农产品加工中心 ,村落的社会财富通过商业利润及

地租高度集中于市镇
[2]

。在这种情况下 ,浙北乡村

的宗族意识开始淡薄 ,到了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 ,浙

北村落内部的宗族组织已经解体 ,宗族的血缘关系

纽带已经大大松弛 ,家庭个体化 ,独立化已经完成 ,

村落成为各独立家庭的聚居地 ,村落的地缘关系高

于血缘关系
[3]

。例如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 ,在浙北

的海宁 ,多数宗族并无族谱 ,少数保留族谱的“大宗

富族”,其 晚的延修时间是民国初年。在 52 个村

落中 ,仅 5～6 部族谱保留到解放后 ,而幸免于文革

之灾的只有一部。续修族谱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

力 ,该地区族谱的缺乏 ,既反映了宗族意识的淡化 ,

也说明宗族共有经济的薄弱
[3]

。

温州是一个宗族势力很强的地方
[ 4]

。温州宗族

组织盛行的根本原因是温州为一移民社会。按照史

晋川等人的研究 ,温州的土著居民极少 ,今天的温州

人大多是由福建的移民及其后裔组成。平阳、苍南

两县 ,说闽南方言的人口占 1/2～2/3 ,即使是说温

州话的温州其他地区 ,亦有不少闽南人迁入
[5]

。大

批福建移民移居温州对温州宗族所产生的影响来自

两方面 :一方面闽南地区的宗族意识非常强。明中

叶以后 ,闽南商品经济的发达和社会的动荡不安 ,导

致明清闽南宗族势力特别强盛 ,宗族成为影响当地

社会 重要的组织
[6]

;另一方面 ,移民到温州定居

后 ,首先要防备原住民的攻击 ,还要与不同移民群体

争夺生存资源 ,站稳脚跟后 ,又必须组织较大规模的

人群建造水利灌溉系统。要解决这些问题 ,就必须

组成坚强的社群团体。福建移民中 ,数量 大的来

自闽南的漳州、泉州地区
[5]

。因此 ,温州地区继承了

漳州、泉州地区宗族的特点。闽南的漳州、泉州等地

的宗族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依附式宗族
[ 6]

。依附

式宗族的基本特征 ,在于族人的权利及义务取决于

相互支配或依附的关系。由于族人之间的相互支配

或依附关系一般是在聚族而居的条件下形成的 ,因

而可以说 ,依附式宗族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

组织。

体现温州地区宗族意识浓厚的一个标志是温州

地区的公田、祠堂等数量比浙江其他地区多。在浙

江北部基本上一无公田 ,二无祠堂 ,这种现象在 19

世纪中叶就已经十分普遍。而在温州乐清市的虹桥

镇 ,直到 1949 年土改前夕 ,全镇仍然有宗族公田

71 .89 hm2
(1078 .41 亩) ,占镇内土地的 13 .4 % ,并

且宗祠也随处可见。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随着宗

族意识的复活 ,乐清、永嘉等地重修庙宇、祠堂坟墓 ,

重修族谱 ,以及看风水、祭祖奉神等风盛一时。在乐

清虹桥 ,不仅解放初期或在“文革”时期被捣毁的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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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大部分修复 ,而且许多村还建起了新庙宇。而此

风更盛的永嘉县 ,仅黄田乡在 1989 年就重建祠堂

33 座。永嘉县桥头镇 ,在 1980—1983 年的 4 年间 ,

叶氏等 17 个大姓就重修族谱 53 册
[7]

。

2  浙江人人缘契约观念的差异

受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依附式宗族影响 ,温州

人之间存在着较深的依附关系 ,这表现在“温州人圈

子”对温州人经济、社会交往的影响上。温州人作为

一个共同体 ,外出时都认“温州人”或者“温州话”。

即使在温州本土 ,是否温州籍或者会讲温州话也竟

然成为信用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温州人把经常在

一起的感情相投的人 ,称为“朋友”。朋友之间无论

是在经济上 ,还是在生活方式上都有着某种天然的

合契。因此 ,温州商人之间的协作意识非常强。商

会 ,作为协调商人与商人、商人与社会之间相互联系

的民间自发组织 ,其数量的多少 ,是体现一个地区商

人协作程度的一个标志。至 2005 年 ,温州大大小小

的商会共有 500 多家 ,几乎覆盖了所有的行业
[ 8]

。

遍布各地的商会组织 ,保证了温州商人不论到世界

上哪个角落 ,都可以通过温州人开展当地的贸易。

近年来数亿资金通过合股的方式在数日内聚集 ,已

是屡见不鲜的温州故事。如此大规模的资本流动 ,

如何保证安全回报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遍布

各地的温州人 ,得益于“温州人圈子”编织的庞大而

灵敏的情报系统。一位在新疆经商的温州商人透

露 ,他第一次到新疆投资时 ,从下飞机到签下 7 000

万的购并合同 ,不过寥寥数天时间
[9 ]

。在如此短的

时间里作出投资决策 ,依靠的就是当地的温州人提

供的全面信息。

相比之下 ,浙北地区商人相互之间的默契和依

赖程度比温州商人弱。这表现在 :第一 ,浙江北部商

会的数量与温州相比要少得多。例如 ,嘉兴市人民

政府在 2004 年作出的行业协会规划是 ,到 2007 年

全市各类行业协会达到 100 个 ;到 2005 年底 ,行业

协会入会会员数量要基本达到该行业企业数量的

20 % 以上。嘉兴规划 2007 年的行业协会 ,不论是数

量还是覆盖范围 ,均比 2005 年的温州低很多。第

二 ,浙北地区商人齐心协力应付危机的意识较弱。

2005 年欧美等国对中国纺织品出口数量提出“特

保”“设限”申请。按照国际惯例 ,设限国在提出设限

申请以后 ,都有大约一个月的“公众评论期”,主要是

给相关的利益群体 ,包括设限国生产商、销售商、零

售商以及被设限国的生产企业以表达的机会。这是

中国企业上书美国纺织品执行委员会、欧委会表示

抗议的好机会。作为长三角地区丝绸和毛纺重镇的

嘉兴 ,是遭受本次“特保”“设限” 严重的地区之一 ,

理应积极提交对设限的抗议 ,但嘉兴全市的1 000多

家纺织品出口企业普遍表现出“搭便车”心理 ,响应

的不到 100 家 ,并且真正提交书面抗议的企业不超

过五六家
[10]

。

3  浙江人经济契约观念的不同表现

受宗族意识影响 ,人际因素对温州人在经济契

约的签订和履行有很大的作用。以下几个例子从不

同方面反映了这种情况。

在财产出现产权纠纷时 ,温州人不是依赖契约

而是依靠宗族首领的权威来解决产权的归属。如乐

清《柳市镇志》:凡族人发生争田斗地等纠纷 ,均由族

长召集会议 ,判明是非[11 ] 。永嘉《桥头镇志》:平日

遇有事情都叫亲房来商量 ,比如分家、田业房产、经

济矛盾及一些民事纠纷等 ,均由亲属出面调解
[1 2]

。

永嘉县《瓯北镇志》:族人发生争田争地等纠纷 ,由族

长召集会议 ,进行判决
[13 ]

。在资金的借贷方面 ,缺

乏书面凭证。2000 年 9 月 24 日 ,时任温州市副市

长吴敏一在浙江图书馆举行的一次经济论坛上所作

的报告中讲到 ,温州企业相互之间借钱没有字据 ,即

使是上百万的资金的借贷。《中华工商时报》也有报

道 :温州民间融资手续非常简便 ,企业需用一两百万

资金 ,凭借亲友间的个人信用 ,甚至连借条都不用

打
[14]

。

在温州产业结构中占比重较大的产业如服装、

皮鞋、打火机、低压电器等 ,均为成熟产业 ,即交易的

不确定性低、交易的专用性不强 ,因此 ,温州企业在

契约的制订和履行中不需要采用所谓的“应变”措

施 ,但在交易中实际采用的是关系契约。以下所例

举的温州打火机行业的例子从某一个方面反映了温

州企业在契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打火机行业

与服装、皮鞋、低压电器等行业有很多相似的特点 ,

例如均属轻工产品 ,产品的科技含量都不高 ,都是劳

动密集型产业等。因此 ,温州打火机行业的契约观

念可以折射出温州其他行业的契约观念。

2002 年 6 月 28 日 ,欧盟宣布对中国(主要来自

温州)等东南亚国家的可充气打火机实施反倾销调

查。面对欧盟的反倾销 ,温州烟具协会领导人周大

虎等带领温州 15 家打火机企业进行应诉。反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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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起诉的条件有两条 :一是对方价格有倾销嫌疑 ,二

是对己方的相应厂商造成损害。而应诉的要点同样

是在这两点上做文章 ,其一要证明产品价格完全是

由市场形成的 ,其二是证明自己的产品并未对相应

的厂商造成损害。应诉时只要证明其中一点就可以

证明自己没有构成倾销 ,而第一点市场经济地位的

确认通常更容易操作。虽然在国内温州企业被认为

是 为市场化的企业 ,但在举证阶段却很难拿出令

人信服的证据 ,主要原因是企业的基础管理数据缺

乏 ,没有完善的书面契约证明
[15 ]

。由于相关证据的

缺乏 ,在打火机反倾销应诉中 , 为有力、也 轻车

熟路的诉讼途径被堵死了。喜欢现金交易 ,喜欢口

头协议 ,这些让温州商人津津乐道、自以为可降低成

本的传统做法 ,在进行反倾销调查时 ,却往往成为致

命的弱点。

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人际契约观念在温州打火机

行业中具有普遍性 ,因为敢于参与应诉的这 15 家打

火机企业在温州打火机行业中属于财务制度相对规

范的 ,这 15 家打火机企业尚且缺乏书面契约凭证 ,

温州其他 500 多家打火机企业的情况就可想而

知了。

相比之下 ,浙北地区书面契约观念要强。浙北

地区自明清以来 ,市镇与工商经济的发展、经济中心

由乡村向市镇的转移 ,带动了经济契约的逐步成熟。

随着江南城镇经济力量的不断壮大 ,私人房地产所

有权逐渐成为江南城镇土地所有权构成的主体 ,私

人房地产所有权的转让数量随着城镇经济的发展而

逐渐增加。因为买卖房地产是一种产权转让 ,必须

立有买卖契约 ,所以经济契约从明清开始就已被人

们所熟悉。在商品交易中 ,经济契约也逐渐被交易

者所接受。据吴自牧《梦梁录·米铺》记载 ,客商将

产于苏湖常秀淮广等地的大米大量贩运到杭州之

后 ,由专门的“米行”批发给各家米铺 ,米铺并不立即

支付价金 ,而是“约定日子”清结价款
[1 6]

。契约在解

决纠纷方面也发挥着作用。据《绍兴市志》介绍 ,民

初绍兴县城隆教寺内的“兰亭”茶室 ,就是民间书写

诉讼文书、“私了讲和”的处所。诉讼双方 ,多愿私

了 ,不愿涉官 ,涉官则两败俱伤。一经调解完成 ,就

在茶店对面的王顺兴酒店设宴一席 ,让诉讼双方在

席间握手言和 ,照章办事或中止契约(合同)
[ 17 ]

。契

约在资金借贷方面不可或缺。例如 ,嘉兴民间借贷

要正式签约立据 ,书面协议内容日趋齐全 ,借贷双方

姓名、金额、用途、利率、期限、违约责任等一应俱全 ,

并有中保人 ,数额较大的还需要以商品房、铺面等作

抵押
[18]

。

订单农业 ,也称合同农业或契约农业 ,它是指农

户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 ,按照与农产品购买者签

订的合同 ,组织安排生产的一种农业产销模式。订

单农业通过契约的形式 ,把购销双方紧密地连结起

来 ,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 ,按照契约的规定 ,完成生

产经营中产销活动的全过程。一个地区订单农业开

展的状况如何 ,也反映了这个地区的契约观念的

状况。

目前浙北的湖州、嘉兴、萧山等地的订单农业发

展良好。嘉善县订单农业产值已占嘉善农业产值的

13 % ,成为当地 农民 增收、农 业增 效的一 把“利

器”
[1 9]

。湖州市依托龙头企业、专业批发市场发展

订单农业 ,依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专业批发市场

与农民签订农 产品购销合同 ,订单农业 发展迅

速
[20]

。杭州萧山区 2006 年共签订粮食、蔬菜、水果

等各类订单合同 1 412 份 ,订单金额 12 357 万元 ,订

单履约率达 80 % 以上
[ 21]

。

而温州的订单农业订单合同不规范 ,订单农业

的质量不高。从订单文本看 ,规范性合同少、意向性

协议多 ,存在着内容不全面、格式不规范、标的不具

体、责权不明确等问题 ,可操作性不强 ,有的甚至是

口头协议而无书面合同 ,给合同履行带来难度。由

于签约双方没有认识到“农业订单”是双方当事人的

法律行为 ,导致订单农业履行艰难 ,2001 年完全履

行的只有 1/3
[22 ]

。

4  结  语

综上所述 ,浙江南北不同的契约观念对各地经

济发展带来了不同的作用。注重人缘契约的温州 ,

达成和履行契约支付成本低 ,经济起步快 ,温州经济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即具相当规模 ;注重书面契约的

浙北地区 ,能够更快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 ,这几年

招商引资成绩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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