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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马地区华人业缘性社团的繁荣发展是在 1890 年后。那时的业缘性社团不仅创建数量多，而且涉及

行业多种多样。早期的华人业缘性社团同样具有方言、地缘的色彩，具有帮派主义的特点。1890 年后，业

缘性社团的发展顺应当时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已经出现的联合的趋势，打破行业和帮派局限的各地中华（总）

商会的相继成立，华人业缘性社团的领导组织——马华商联会也于战后初期成立，它们对马来西亚华人业

缘性社团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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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业缘性组织，是以业缘为纽带组建起来的社团，它们主要指行业商会、行业公会或行业

性的联谊组织。 

1890 年以前，新马地区华人业缘性社团数量很少，发展层次也很低级，业缘性社团的

繁荣发展是在 1890 年以后。 

首家已知最早的华人业缘性社团是 1803 年建立的庇能鲁班行，是位于槟榔屿的华人木

匠的社团。1832 年创立的庇能打金行也是位于槟榔屿的一家社团，它是当地打金行业的华

人雇主与雇工的领导机构。当时，该社团成员的祖籍地是古冈州六邑。槟城姑苏广存堂成立

于 1875 年 8 月 1 日。1889 年，槟城鲁艺行也在槟城成立。在新加坡，1890 年前已有多家华

人业缘性社团，它们是新加坡梨园堂（1857 年成立，它是新加坡最早的华侨业缘性社团组

织）、新加坡八和会馆（1857 年）、新加坡甘蜜胡椒公局（1867 年）、新加坡硕莪贩卖商行会

（具体创建时间不详）、新加坡北城行（1868 年）、新加坡姑苏行（1876 年）、新加坡轩辕洋

服商行（1880 年）等。在吉隆坡，最早的华人业缘性社团姑苏行直到 1893 年才成立。 

传统的三缘会馆中，同地缘性社团和血缘性社团相比，业缘性社团最早创建的时间最迟。

此外，1890 年前的马来西亚华人业缘性社团，它们所涉及的行业也较少。 

1890 年至二战结束前的几十年间，新马地区华人创建的业缘性社团组织不仅数量多，

而且涉及很多种类的行业。它们主要有建筑业、布业、粮食杂货、矿业、木器、金银、餐饮、

椰肉、树胶、典当、欧美什货、百货、中药和茶叶等进出口、酒楼、送报、屠宰业、铜铁、

杂货、傢俬、印务、孵卵、司机、咖啡、裁缝、五金机械、茶业、自由车（公共汽车）、酒、

柴炭、中医中药、机器、汽油、络索（绳缆）、铁器、漆料等行业。 

新马地区华人业缘性社团不仅数目庞大，而且涉及行业多种多样，几乎包容了当地社会

全部行业。这与新马华人无所不在的行业分布有密切关系。下表反映 20 世纪 40 年代新马华

侨在各种行业中人数的分布状况： 

                  

 新马地区华侨行业人数简表[1] 

马来亚联合邦 新  加  坡 马来亚联合邦 新  加  坡 行业类别 

男 女 男 女 

行业类别 

男 女 男 女 

渔     

业 

 17 491   155  2 975   30 纸制业及书

籍装订业 

244   42  373 218 

                                                        
* 本文由暨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 



农     

业 

245 911 87 062 18 747 2996 印刷业及照

相业 

1 872   59 1 746 132 

矿     

业 

 23 603  7 221   804   

69 

建   筑   

业 

5 302  133 2 211   129

非金属及

石矿物 

    81    6   121   

5 

油漆及装饰

业 

1 582   18 1 847 17 

砖、陶器及

玻璃制造

业 

 1 224  117   555   

90 

其他制造业 3 498 1 779 3 428 1 921

化学业及

油漆制造 

   640   62   484   

119

交通运输业

* 

23 593  266 30 671 353 

五   金   

业 

 19 371  251 14,659   

155

商业及金融

业 

95 618 7 787 48 007 5 200

贵金属物

及电镀业 

  5 603   95  1 530   

28 

自 由 职 

业 

8 716 4 059 3 845 2 466

电   器   

业 

  1 918   18  1 950   

6 

娱   乐   

业 

1 507   

670 

 922   585

钟表眼镜

业 

  1 072   10   596   

17 

俱乐部旅馆

等役务 

33 790 20 

234 

20 339 17,791

皮革制造

业 

   177    7   197   

37 

书    记 20 208  869 20 274 1 123

纺 织 业    251  232   233   

32 

货仓管理   669  72  973 132 

织品服装

制造业 

 9 183 1 765  5 609  

2067

室内机械 1 497   7  301   24 

食品饮料

及烟草制

造业 

10 299 1 685  3 662   

360

其他不确定

职业 

20 391 2 203 20 896 5 725

木 材 加 

工 

23 423   615 11 067   

392

     

注*：此处指该行业中的雇员人数。 

 

二 

业缘性社团可分为商人组建的行业商会和工人们创立的行业公会两类。行业商会是商人

们在商业利益的基础上组建的，其目的在于方便同行商人联络、交流，团结同行商业人士共

谋发展；行业公会的宗旨是便利同行工人们之间的联络、交流，谋求公正合理的待遇及福利

等。[2] 

隆雪中华百货商会的成立宗旨是：联络同业感情，共谋商业发展，互惠互助，排难解纷。

新山百货布疋商公会的成立宗旨是联络会员感情，提高并促进福利、体育运动、慈善及教育

事业，以合法行动维护和争取会员的利益。吉兰丹家具同业商会的宗旨有：发展家具行业；

与国内其他团体合作，保护家具厂商的利益；促进会员间的关系；促进该会与社会人士的关

系；处理、解决会员间的问题。 

森美兰禽畜业公会成立的宗旨是团结同业以共谋切身利益。吉隆坡蔬菜批发商公会的成

立宗旨，在于培养会员间的互助精神，联络他们之间的感情，使同行们团结一致，促进商业



发展，提升会员的经商知识。登州（即丁加奴州）建造行的成立宗旨是为建筑界人士谋福利、

联络感情、研究工艺、增进知识、调节行友纠纷、介绍职业，以求劳资合作，并为行友提供

体育活动及正当娱乐的设施。[3]乌鲁冷岳加影商矿公会的成立宗旨是：联络会员感情，谋

求会员福利，及促进各民族间的亲善与团结；赞助公益慈善事业；维护与争取会员的基本公

民权益；对影响会员的政府施政提供建设性的建议。[4] 

雪隆家庭电器商公会的成立宗旨较为明细，不仅着眼于维护会员权益，并注意对会员进

行技术培训，改进他们的服务等。其宗旨具体为：（1）促进、培养、代表及维护该会会员利

益；（2）鼓励会员互相合作，以谋求彼此间的商业或贸易利益及发展；（3）寻求方法改进会

员对顾客的服务；（4）为会员主办技术与销售促进课程；（5）收集、获取、发表及传播统计

数字及其他有关贸易和关系到会员的情报与资料；（6）接收来自任何人士及团体的旨在促进

该会上述宗旨的捐款、赠物、赞助金及认捐；并保有这些基金，以用于促进该会宗旨；（7）

促进与文化与教育及家电技能有关的培训计划；（8）在理事会批准下，可用任何方式捐出、

支付或开销在其控制下的款项，俾进一步推动该会宗旨。[5[ 

业缘性社团是华人经济、居住地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规模后才得以成立的。业缘性社

团有可能超越方言的窠臼，但是，由于在新马地区早期的华侨华人社会中，某一方言群在某

一或者某些行业为主或处于垄断的地位，这就造成早期的华人业缘性社团同样具有方言、地

缘的色彩。[6[在 19 世纪的海峡殖民地，闽籍华侨华人主要从事硕莪粉制造、脚夫、砌砖工

人、泥水匠、船夫、鱼贩、税收承包处工人、批发商、贸易商、旅行推销员；潮州籍华侨华

人的从事烧炭工、石工、家禽贩、屠宰业、出入口商、甘蔗园和胡椒园及甘蜜园客家人工人；

广府籍华侨华人垄断了制砖工、造艇工、木匠、金工、面包师。[7] 

在东马的沙捞越和沙巴两地，华侨的经济活动同样存在帮派划分的的特点。在沙捞越，

商业、出入口商行、航运业多由闽南华侨经营，闽南华侨还从事银行业、杂货业、汇兑业、

打金业等；福州籍华侨经营的行业有农业、银行、五金、进出口贸易；兴化籍华侨大多从事

捕鱼以及与交通有关的行业；多居于城市的潮州籍华侨主要经营杂货店、土特产生意；广府

籍华侨居于城市者经商，在农村者从事种植，他们还经营金铺和鞋店；客家帮华侨主要从事

农业，也经营洋杂货、药材、制衣等行业；琼籍华侨主要经营咖啡店和饮食业。在沙巴，当

地华侨人数最多的客家人主要从事农业；福建籍和潮州籍华侨主要经商，不过，前者主要经

营日用品零售和相交出口，后者主要经营杂货和大米进口贸易；广府籍华侨主要从事农业或

经营打金业、茶楼餐馆；琼籍华侨以经营咖啡餐饮业著称。 

根据马来亚联邦政府劳工部 1948 年报告书，当时联邦内各籍华人的职业情况是：[8[ 

闽南帮：树胶工场、装卸货、驳船、采石、烧砖、木匠、泥水匠、黄梨及硕莪工场、火

锯、搬运夫、出入口商； 

广府帮：机器、木匠、树胶工场、藤工、打金、制革、茶楼； 

潮州帮：制鞋、渔夫、藤器、火锯、驳船、京果什杂货； 

客家帮：制鞋、藤器、洋铁用具、药材、当铺业； 

海南帮：树胶工场、面包、饼干、海员、室内服务、茶楼； 

兴化、福州、福清三地华侨华人：酱油、海员、修理脚踏车及轮胎翻新； 

宁波、温州、江西、上海等三江帮：家具、帷帘椅垫、装修、革制品。 

新马地区各籍华侨华人行业上的分布情况，造成业缘性社团中某些社团为某籍华侨华人

所垄断或占多数、优势。如在新加坡，广府帮所垄断或占多数的业缘团体有：北城行、鲁北

行、文华行、姑苏慎敬堂、八和会馆、普福会馆、轩辕馆、广帮猪肉行、广肇客栈行、广东

藤器商公会、广帮熟食行；潮州帮在酱园公局、金果行公局、香汕郊公局、三郊联合会、海

屿郊公所、鱼业公局、孵卵公会、潮侨汇兑公会、潮州梨园公所、潮州客栈行等业缘性社团

中占据垄断或主要地位；福建帮的业缘社团主要有福州咖啡酒餐商公会、福州商业公会、福



州木帮公会、星华女衣工友联合会、闽南汇兑公会、福建建筑工业社、福建理发店公会、福

和客栈联合会；海南帮的主要业缘团体有琼侨汇兑公会、琼南客栈行、琼侨咖啡酒餐商公会

等；客家帮的业缘团体有：星马布商公会、华洋百货公会、当商公会、钻商公会、茶阳京果

商务局；三江帮的业缘团体有上海西式女服同业会、华侨干洗公会。[9] 

 

三 

1890 年以前，业缘性社团中尚无总会性质的行业团体，这一方面是当时马来西亚华人

社会发展还在初步阶段，马来西亚华人经济也还未进入大发展时期；同时，另一个非常重要

的原因，应该与 1890 年以前秘密会社在华人社会、尤其在华人经济领域中的强烈控制作用

有关。1890 年以后，秘密会社被取缔，华人社会、华人经济的发展摆脱了这一复杂因素的

控制和影响，各类型华人社团、尤其是业缘社团的发展自主性及其功能增强，它们也能够顺

应当时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已经出现的联合的趋势。业缘性社团联合的现象，凸现在那些打破

行业和帮派局限的各地中华（总）商会的成立。“20 世纪初在各州出现的华人商会标志着一

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橡胶业开始茁壮的新时代里，商会取代了 19 世纪的秘密会社，而成为

华人社会的支配力量。”[10]1890 年至二战结束前，马来西亚各地中华总商会的创建情况，

制成下表： 

          

 1890 年至二战结束前马来西亚各地中华商会简表 

商 会 名 称 成立时间 商 会 名 称 成立时间 

山打根中华商会 1892 年 吉兰丹中华总商会 1912 年 

沙捞越古晋中华商会 1897 年 马六甲中华总商会 1915 年 

槟榔屿中华总商会 1903 年 彭亨淡马鲁中华商

会 

1921 年 

关丹中华商会 1903 年 文律中华商会 1923.8.15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工商

总会 

1904.3.27 美里中华商会 1925 年 

古达中华商会 1904 年 巴南中华商会 1927 年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1905 年 诗巫中华总商会 1931.8.12 

霹雳中华总商会 1907 年 泗里奎中华商会 1932 年 

巴株巴辖中华商会 1908 年 笨珍中华商会 1933.6.15 

彭亨文冬中华商会 1909 年 民丹莪中华商会 1933.12 

古晋中华总商会 1910 年 仙本那中华商会 1933 年 

柔佛中华商会 1910 年 吉打中华工商总会 1936.6.14 

彭亨劳勿中华商会 1911.4.21 木胶中华商会 1939.9.10 

亚庇中华 1911.8   

从上表可以看出，1892 年成立的山打根中华商会是当时马来西亚最早成立的商会组织。

这可以说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传统的三缘社团组织中的联合现象，以业缘性社团出现最早，

血缘性社团次之（新加坡陇西李氏总会于 1907 年正式注册），地缘性社团最迟（1933 年海

南会馆联合会成立）。 

战后马来西亚华人业缘性社团联合、团结的特点也非常明显。二战结束以来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前，马来西亚各地成立的中华商会和中华总商会主要有： 

 

二战后马来西亚各地中华（总）商会及其成立时间简表 

商 会 名 称 成立时间 商 会 名 称 成立时间 



新山中华商会      1945 年 丹南中华商会  1952 年   

登嘉楼中华总商会    1945.9.2 拉老中华商会     1954 年 

那笃中华商会 1945 年 斗湖中华商会     1955 年 

彭亨立卑中华商会    1946.2.16. 沙巴州中华商会联合

会          

1955 年 

巴都中华商会      1946 年 根地咬中华商会    1956 年 

丰盛港中华商会     1946 年 斗亚兰中华商会    1956.4.22. 

赖央赖央中华商会    1946 年 吧亚马中华商会    1857 年 

彭亨州中华总商会    1946 年 吉兰丹吧西吗中华商

会 

1956.8 

麻坡中华总商会     1946 年 仙本那中华商会    1959 年 

咁孟中华商会    1946.5.5 林梦中华商会     1961 年 

巴生中华总商会     1946.5.28 砂捞越中华商会联合

会       

1965.4.10 

居銮中华商会 1946 年 北霹雳中华总商会   1966 年 

森美兰中华工商总会 1946.9.8 成邦江中华商会    1966.1.16 

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

会           

1947.2.23 昔加末中华总商会   1973 年 

柔佛州中华商会联合会  1947.8.1 老越中华商会     1975 年 

令金中华商会      1947.9.3 民都鲁中华商会    1975.5 

哥打丁宜中华商会    1947.10.10 地南商会       1977 年 

实务的中华商会     1948 年 拉美士商会 1977.4.25 

文冬中华商会      1948 年 加帛中华商会 1978.7.6 

桑坡中华商会      1948 年 沙拉卓中华商会 1979.1.4 

吧巴中华商会 1948 年 石山中华商会 1980 年 

玻璃市中华商会     1949 年 西莲中华商会 1980.2.12 

纳闽中华商会    1949 年 石隆门中华商会 1982.7.23 

保佛中华商会   1949 年 而连突中华商会 1983 年 

士乃中华商会 1950.6.20 彭亨云冰县中华商会 1983 年 

古来中华商会 1950.9.14 古纳中华商会 1984 年 

商会组织曾经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它们一度是华人社会的组织者和

领导者。因此，商会组织的宗旨和活动不仅限于维护会员的权益，商会还关注华人社会的文

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进步，关注马来西亚经济的发展，关注马来西亚政府的政策走向，注

意建立各民族间的友好关系等等。 

1904 年成立的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工商总会，其宗旨为：促进会员在商业、工业、矿

业、农业及其他合法经营企业的利益；促进社会、文化、教育及福利事业；排解商业纠纷；

提升市场之安定；加强工商界之团结；参与马来西亚经济发展并作出贡献；联络其它与该会

相同宗旨的注册社团，共同努力，互助合作，以达致上述目标。[11]因此，吉隆坡暨雪兰莪

中华工商总会的会务方针是：[12] 

1  提高与促进马来西亚的工商业发展，包括工商事务咨询、收集与分析国内外经贸讯

息、筹组工商业考察团与举办展览会、排解会员之间的工商纠纷； 

2  扮演政府与私人机构之间的沟通桥梁，包括和政府与法定机构进行对话、向会员传

达政策与条例、代表会员提呈意见与建议； 



3  提升社会福利，推广文化、教育工作：资助慈善与社会福利机构、提供大专贷学金

和中学助学金给清寒学子； 

4  培训人力资源：开办各类工商管理课程； 

5  出版刊物，包括会员行业手册、中小型工业手册、会讯。 

1921 年成立的彭亨淡马鲁属中华工商会，其宗旨是：保持及促进工商农与矿业及不动

产的利益；排难解纷，安定市场，巩固团结力量，共谋公众利益；讨论有关政府制定的政策

与条例。[13]1945 年成立的丁加奴中华工商总会的宗旨是：促进与维护会员在商业、工业

及其他企业领域的利益；在各方同意下协助会员或公众人士调解纠纷；促进社会文化、教育

及会员福利等事业；促进与中央和各州政府、法定机构的关系；与其他具有共同宗旨的合法

注册团体或机构合作；进行该会认为适当的各种商业、投资或联营计划；举办商展、工商课

程或讲座会。[14]1955 年成立的沙巴州中华商会联合会的宗旨：加强沙巴州各地华商之联

系合作，共同协力振兴与维护商业利益，协助农矿业，并联络其他各族商会，促进沙巴州经

济繁荣，共谋社会进步与安定。 

 

四 

1947 年 2 月 23 日，马来西亚业缘性社团的领导组织——马来亚中华工商联合会（简称

“马华商联会”）正式成立。参加马华商联会的是马来亚各州埠和新加坡的中华总商会。1963

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后，改名为“马来西亚中华商会联合会”。成立初期的马华商联会，

其目的在于联络马来西亚各地中华商会，振兴维护商务，及协助工商矿业的发展。1969 年

10 月，马华商联会召开第 23 届代表大会，会上修订了章程，关于其“宗旨”，增订为“以

联络马来西亚各地中华商会，振兴及维护商务，协助工农矿业，以及联合其他各族商会，促

进经济发展，共谋社会福利。”[15] 

1975 年 12 月，马华商联会再次改名为“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在 1979 年 9 月召

开的第 33 届期间，举行特别大会，广泛修改商联会章程。其“宗旨”，再次扩大、充实为如

下内容：[16] 

促进马来西亚各地华人工商会的联络与合作，共同维护及争取属会会员在商业、工业、

原产业及其他经济活动方面的权益和发展； 

研讨及拟定马来西亚华人工商界对国内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见解和建议，籍以促进与政

府或其他机构、团体间的了解与合作，共同致力于发展国民经济和加强全民团结； 

汇集、整理及传播有关工商及其他经济活动的资料； 

联络其他商会或经济团体、主办或参加经济会议、工商考察团、工商展览会及其他有关

促进经济合作的活动； 

提倡社会福利事业，主办或协办有利于国民经济的人力训练计划或研讨会； 

在各方面同意下协助会员调节纠纷，并推行其他一般性的商会任务。 

马华商联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为会员代表大会，平时则由常务委员会处理重要会务。1988

年 3 月，常务委员会改名“中央委员会”。经中央委员会同意后，会长可委任正副义务秘书

各一名，并据情况设置各工作组，如财务筹划组、公共联络组、商务组、农业组、建筑及房

产组、法律组、社会经济研究组、出版组、国民真诚联营组等，各组正副主任人选也由会长

提名并交由中央委员会核准。 

1973 年 10 月，马华商联会在吉隆坡正式设立永久秘书处，以更有效地处理一切会务。

目前，秘书处由下列人员组成：执行秘书（1 名）、副执行秘书（1）、助理执行秘书（2）、

会计主任（1）、出版主任（1）、秘书助理（3）、书记（1）、勤务员（1）、外勤员（1）。[17] 

20 世纪 90 年代末，马华商联会共有 17 名成员，它们是：[18] 

沙捞越中华工商联合会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工商总会 



槟州中华总商会                      柔佛州中华工商联合会 

沙巴州中华工商联合会                吉兰丹中华总商会 

森美兰中华工商总会                  霹雳中华总商会 

吉打中华工商总会                    彭亨中华工商总会 

丁加奴中华工商总会                  玻璃市中华工商总会 

居銮中华工商总会                    巴株巴辖中华商会 

北霹雳中华总商会                    巴生中华总商会 

马华商联会的活动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维护华人权益：1947 年，英国殖民政府出台马来亚联邦法案，对华人利益严重不利，

华人社会一片抗议之声。在此情况下，马华商联会顺应华社民意，领导华团积极争取维护华

人的权益。当年 10 月 20 日为英国国会日，马华商联会号召全马华人工商界总休业一天，以

示抗议。标志马华商联会领导的维护华人社会权益的活动达到高潮。 

2 积极推定华人的组织活动：1967 年，马华商联会常年大会决定促成各州属会积极推

动所在州内华人大会堂的建立。至 20 世纪末，在马华商联会促使之下成立的中华大会堂有：

[19] 

吉兰丹中华大会堂               丁加奴中华大会堂       

森美兰中华大会堂               马六甲中华大会堂    

吉打华人大会堂                 沙捞越华人社团联合总会 

3 积极设法推动华人经济的发展。1981 年，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在第 35 届大会上

决定成立商联控股有限公司，1984 年该公司开始进行招股。至 20 世纪末，商联控股有限公

司主要从事两个行业：油棕种植（包括榨油厂），电子产品制造及销售。其 9 家子公司分别

位于吉隆坡、拿笃、槟城、洛杉矶、里昂和剑桥。截至 1997 年 3 月 31 日，该公司财政年度

的缴足资本为 1 亿零吉特，营业额为近 2 亿 7千万零吉特，并且达到 2 150 万零吉特的税前

盈利。[20]1978 年 9 月、1992 年 8 月，马华商联会分别召开了第 1 次和第 2 次“全国华人

经济大会”。在第 1 次大会上，通过了有关马来西亚华人工商界对政府施行新经济政策所引

起的看法、华人社会本身应如何谋求发展的十大决议案。会后，根据大会讨论内容，拟具了

一份理论和内容均缜密的备忘录，并于 1980 年 1 月底提呈当时的首相马哈蒂尔。第 2 次会

议上，参加人员包括各州华人商会代表、政府官员、马来族及印度族商会代表与企业家、商

团和学术界代表、首相马哈蒂尔主持大会开幕式。 

4 促进民族间合作：1982 年，马华商联会与马来总商会正式成立“马来西亚华巫商会

联合理事会”（Sino-Malay Joint Chambers Council of Malaysia，SMJCC）。建立该组织的

宗旨在于加强两大商会间的了解与联系，并推动华人与马来人商家间的真诚联营，以促进两

个民族间的精诚合作与团结。成立后，联合理事会经常定期举行会议，并通过对话与会餐，

交换在经济合作领域的看法，同时促进双方的了解。1996 年 3 月初，联合理事会在吉隆坡

斯里马来餐馆主办“农历新年与开斋节联欢会”，联合会由首相马哈蒂尔主持开幕式，出席

者包括1 000多名华巫印三大民族的各领域的领袖，充分体现了各民族间的融洽和团结精神。 

5 推动中马贸易关系：多年来，马华商联会代表中国货贸易商，在交涉、争取放宽诸多

限制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它还大力协助、安排中国贸易团到马访问；同时，处理马方商家

访华的申请。1985 年 10 月，按照时任首相马哈蒂尔的指示，马华商联会与马来总会联合组

成“马来西亚华巫商会高层代表团”，赴北京访问，后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达成《中马经

济合作协议》，这为后来两国政府签署中马双边贸易协定铺平了道路。马华商联会一直积极

争取促使政府撤消商家访问中国的诸多限制，到 1990 年 9 月，马来西亚政府最终取消了其

国人访问中国的一切限制。 

 



五 

同中国相比，马来西亚华人商会组织最早建立的时间稍早。但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相比，马来西亚华人商会组织建立的时间和中国的一样，远远迟晚。下表显示相关商会组织

的建立时间： 

 

马中及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首家商会建立时间表[21] 

商会名称 建立时间 所在国 商会组织 建立时间 所在国 

马赛商会 1599 年 法国 汉堡商会 1665 年 德国 

哈利法克斯商会 1750 年 加拿大 泽西岛商会 1768 年 英国 

纽约市商会 1768 年 美国 阿姆斯特丹商

会 

1803 年 荷兰 

东京商公会议所 1876 年 日本 山打根中华商

会 

1892 年 马来西亚

上海商业会议公所 1902 年 中国    

 

马来西亚华人商会组织建立时间较晚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大规模对外移民出现的时间已

经是在 19 世纪中后期；中国移民群体本身多为来自农村地区的农民，文化素质低，生产技

术落后；19 世纪中后期的中国，依然是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据统治地位，经济发展落后；

而当时的马来西亚，经济发展也较为滞后，等等。 

包括马来西亚各地华人商会在内的南洋各地华人商会，与中国各地的商会之间交往密

切。早在 1909 年。高阳商会和天津各县工厂送物品到南洋参加赛会。1931 年底，天津商会

派代表到南洋考察商务，他们访问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与地区的中华商会。在新加坡

中华总商会，举办了天津商会带来的 90 多个中国国货精品的展览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总

理还为展览会大力宣传。马六甲中华总商会也主动邀请天津商会到当地举办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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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sperous of the business associations of Singapore and Malaysia was in the 1890’s.  

At that time, both the number and variety of the business associations were quite remarkable. Meanwhile, 

they had relation with dialect and land of one’s hometown.  In 1890’s, according to the uniting tendency 

of 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was founded, which broke through 

the limit of trades and parties. Then its leader organization, the associated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Malaysia was founded soon after the World War II. This greatly advanced the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associations of Malaysia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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