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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京凯

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少，并且有重视商

业和尊崇商人的价值观，因此，不论是回族农民还是商人，都

不排斥经商，都有经商的意识。众所周知，晋商、徽商和浙商都

在中国历史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而回商（回族商人），虽然没有

这些商业集团的名声响亮，但在经商的持续时间上和经营规模

上并不逊色。与之相比，回商的组织机构更松散一些，它不是

以地域来划分的，而是以民族性来界定的。

早在唐宋时期，阿拉伯、波斯等地的回族先民就来到中国

经商。唐代大诗人杜甫就有记录“商胡”在四川聚会饯别，顺长

江东下扬州的诗句。宋代广州、泉州、杭州等沿海城市，均有大

批西域来华商人聚居，“住唐”也就是留居中国不归，是域外商

人的一种时尚。据史料记载，回族先民来华后，有的集中在东

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杭州，有的集中在内地的长安、开封等

地，从事香料、象牙、珠宝、药材和犀角等类物品的贩卖。元代

回民遍天下的局面为回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西域来华的多

为男性，他们就近与当地各族女性结合，经过多年的发展，一

个新的民族——回族在中国形成了。回族在元朝以后虽然拥有

了土地，但他们依然坚持农商兼顾，且城镇回民一般都靠经商

生活。到了明清时期回族经商已颇具规模，形成了一些具有一

定规模和品牌的企业。他们无论在经营珠宝、香料、绒毛等大

本生意方面，还是在经营饮食、服务业、小百货、农副产品、生

产资料等小本生意方面，都有许多成功的案例。比如，兰州清

汤牛肉面俗称“牛肉拉面”，系回族老人马保子于光绪年间首

创。又如，北京经营烤肉的餐馆“烤肉宛”创建于 1686 年，“烤

肉季”创建于 1848 年。天津市白记饺子馆发祥于 1890 年。再

如，北京的珠宝玉器行，一直被回族所垄断。还如，苏南回族商

帮， 是清末民国初期崛起的一大商业集团，主要经营珠宝玉器、

香料、绸布、铜锡器皿、五金电料、餐饮等传统行业，后来又

扩展到那些无碍于回族风俗习惯的行业如盐、房地产、现代化

工业等，活动范围起先以长江下游为主，后扩展到长江中上游、

黄河流域和海外等等。

改革开放后回族在全国各地的流通领域仍很活跃。比如

在义乌商场做干果生意的回族人就有 100多户，占同业经营户

的 20%，他们精通商业之道，效益都不错。又如白沟，在回族

的带动下，经过各民族的共同努力，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箱

包市场和北方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同时成为河北省著名的购

物、旅游景点。

总结起来，回族经商有如下特点 ：一是不怕吃苦，意志坚

强。比如运河流域的回族，他们沿丝绸之路东移，又沿运河追

逐商贸繁盛之地。他们起早贪黑，不管是严寒还是酷暑，忍饥

挨饿、长途跋涉从未间断。二是礼貌待客，诚实守信。一般来

说回族对自己，对店员、伙计要求都较严，对待客人则热情、细

回族经商的特点及启示

的名义之上，反倒是越执着越受伤。

并购行为，以战略的名义，不要只

是当做一种借口、噱头，并购能够实现

战略上的规模扩张，营业收入的增长虽

然也属于战略规划的目标之一，但并不

是核心目标，如果企业过分强调快速扩

张规模，也就忽视了并购后的企业价值，

并购预期也将大打折扣，这种“购买收

入”的战略考量，除了增加自身的财务负

担、放大财务杠杆之外，还将获得盈利

能力下降的负效应。并购行为，以协同的

名义，往往听起来悦耳，看上去很美。很

多企业从并购前到并购完成后，都没有

做好管理迁移、业务整合、文化融合和

技术吸收等可能形成协同效应的相关准

备，在既有的资源约束下，协同可能变成

负担，企业生存第一，超过自身承受能力

的并购将导致企业生存质量下降，更不

要说预期的协同效应了。以打造世界一

流企业的名义，令人心潮澎湃，浮想联

翩。但是，没有建立在苦练内功、提升自

身核心竞争力基础上的并购，是很难在

短期内通过并购优势企业而实现一流目

标的，反倒容易使并购长期影响的负面

效应成为大概率事件。

笔者不是强调企业不应介入并购交

易之中，但单纯以某个名义来开展并购，

宁愿畅想并购成功后的美好愿景，却不集

中精力严格审查并购前的各种假设，更

不愿花 90% 的时间考虑失 败（李嘉诚 ：

成功源于花 90% 时间考虑失 败），将会

得到并购失败的更大可能性。并购只是

手段，绝不是目的，把手段当成目的，却

忘记了最终的目标──企业价值最大化。

与其以某个名义进行兼并、收购与公司

重组，还不如让其实至名归。

  （作者单位 ：中国铁路物资哈尔滨

有限公司  龙门汇成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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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周到，尽量给客人留下好印象。做事情对得起良心，少有

缺斤短两的事发生。赚钱赚在明处，不暗亏顾客，讲究买卖不

成仁义在。三是比较豁达，把钱看得不是很重。在富裕的时候

会用一定比例的财产救济穷人，在身无分文之时也不会过度悲

哀。萨都剌的“心求安乐少思钱，无辱无荣本自然”，“万事皆由

天理顺，何愁衣禄不同全”等诗句就表现了这种知足常乐、随

遇而安的人生观。四是从小做起，不贪大求全。回族有许多小

买卖刚开始并不被人看好，然而，在不经意间，他们却做得很

好。比如，河北某县有个回族老人，在改革开放初期，利用自己

的手艺，带领四个儿子在市场的临时摊点卖馅饼。因其味道鲜

美、制作精良、干净卫生，吸引了不少顾客。当初大部分人不以

为然，认为不会有多大出息，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居然成了万元

户，还盖了房，并有了固定经营场所。现在许多知名回族餐馆、

企业都是从小做起的。比如，北京知名回族餐馆东来顺，就是

由 1903 年丁德山在东安市场里摆出的羊肉杂面和荞麦面切糕

小摊发展而来的。1914 年，才增添了爆、烤、涮羊肉和炒菜，到

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东来顺的涮羊肉驰名京城。五是精于

算计、善于钻研、敢于创新。精于算计体现在做买卖时，一分

一厘都要算，一是一，二是二，盈亏算在明面上。善于钻研、敢

于创新体现在做什么东西就要做好、做精，不怕繁琐，不甘于

守旧，不断推陈出新。比如，北京西来顺的马连良鸭子是用鲁

菜的香酥手法，配上淮扬菜风味汤料烹制而成的。这道菜，鸭

子经精细加工洗净后，要有腌渍、蒸、炸等几道工序才能成菜，

是北京西来顺的独创。六是借助伊斯兰文化，勇于开拓市场。

回族经商具有特殊的民族群体和宗教群体意识，以家庭为单

位和以伊斯兰文化为特征可向各个商业领域发展，并可使经商

渠道扩大到辽阔地带，部分商品可以在全国建立庞大的商业网

络，有些商品、企业甚至可以走向世界。比如，西安三宝双喜

集团公司经营 27年，紧跟时代发展，几次转型都恰到好处。

回族经商的经验给了我们如下启示 ：一是依靠自身积累进

行发展壮大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回族的企业中有不少是老

字号，有的甚至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历经沧桑

而屹立不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筹措资金方面比较慎重，

解决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基本上靠自我积累，从而有效规避了借

贷风险。二是精心准备、勇于创新能较好地吸引客户。回族经商

一般都要在产品、态度等方面做精心的准备，让客户看到自己的

业务水平，给客户良好的第一印象 ；同时，他们还不断推陈出新，

以持续地吸引和维护顾客资源。三是良好的信誉更易赢得回头

客。许多回族的买卖是用心来做，讲究对得起良心，即使没人监

督也绝不掺假，盈亏算在明处，因此赢得了大量的回头客。

当然，任何事物都是有利有弊的。由于回族经商主要靠自

我发展，因此，短时间内买卖不易做大。另外生活上受到一定

的限制，有些方面路子较窄。

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的不断完善，

以及各民族的交往、融合的不断加强，在一部分回族商人中，

回族经商的特点或许会逐渐消失或改变，但回商在中国作为一

个群体还会继续存在和发展，还将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其

应有的贡献。

（作者单位 ：中国财政杂志社）

责任编辑 周愈博

词条

营运资金管理

营运资金管理是对企业流动资产及流动负债的管理，其核心内容是对资金运用和资金筹措的管理。一个企业要维

持正常的运转就必须要拥有适量的营运资金，因此，营运资金管理是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进行营运资金

管理，应遵循以下原则 ：①保证合理的资金需求。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③节约资金使用成本。④保持足够的短期偿债

能力。提高营运资金管理效率的方法包括 ：①规避风险。财务部门应加强对赊销和预购业务的控制，制定相应的应收账

款、预付货款控制制度，加强对应收账款的管理，及时收回应收账款，减少风险，从而提高企业资金使用效率。②增加

价值。企业要做好对内部成本、费用的控制，并做好预算，加大管理力度，减少不必要的支出，这样才能提高利润，增加

企业价值。③提高效率。企业财务管理应站在全局的角度，构建科学的预测体系，进行科学预算，以便及时得到资金的

各种信息，及时采取措施，提高资金的效益。④完善制度，包括明确内部管理责任制、建立客户信用档案、严格控制信

用期、实施审批制度和建立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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