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南珠贸易

合浦地处南中国海的北部湾，与中国南海其它地区一样，是中国与外域接触

和贸易较早的地区之一。早在西汉时期，合浦地区就有与海外的贸易了。这里的

贸易甚至比广东番禺地区的海外贸易还早。那时侯的古代商船就是从合浦出发，

经马六甲海峡、波斯湾前往欧洲各国开展贸易。因此，合浦被称为“海上丝绸之

路始发港”。

合浦之所以较早成为商贸活跃之地，是因其具有“江海舟楫之便”。合浦境

内有南流江经过灵渠北通湘江、内接中原，外通北部湾天然良港，与西洋和南海

各地交往，具备良好的自然交通条件。实际上，早在 2000 多年前，合浦就已经

成为中国西南最便捷的出海口之一了。

地方的物产丰富也为对外贸易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犀、象、玳瑁、药材、

珠玑、银、铜、果、布等物产都是海外贸易的抢手货，当然，其中自然也少不了

南珠。

由于南珠的珍贵，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对南珠的开采给予了严格的控制。但是

受利益的驱动，南珠的民间贸易仍然十分活跃，据考证，至少在南朝、梁朝、合

浦就有珍珠交易市场了。

南朝的《述异记》就曾有：“越俗以珠为宝，合浦有珠市”的记载。这说明，

那时的珍珠生意已成规模。到了宋初，珠市更是活跃，外来的商贾大量收购合浦

珍珠，他们往往用少量的食品骗走珠民手中的珍珠，带到京城或者其他中原地区，

几经转手，使珍珠价值倍增。比如，几乎从珠民手中不花多少钱就可以骗来的珍

珠，几经转手之后，其价值竟可以达到到连一般富豪也买不起的地步！

到了明朝，虽然朝廷强化珠池管理，但珍珠的贸易并没能完全禁止。只要有

利益，趋利的商人决不会停止对利润的追逐，古往今来，概莫能外。就算朝廷禁

止买卖珍珠，民间的暗中交易从来就没间断过。到了清朝及民国，做南珠生意的



更是普遍了。而且，不但在合浦、北海有南珠交易，在杭州、广州等地也有南珠

交易。“数万金珠，至五羊之市，一夕而售”。可见南珠市场广大，很受欢迎。

在古代，南方贫痞、乃蛮荒之地。朝廷往往把犯人或者贬官罚往南方，以示

惩罚。但到了合浦，却不见得受到多大的惩罚。据记载，西汉时期，合浦这块不

产谷物的贫瘠土地上的人民，居然过着与中原商贾一样的“衣必文采，食必梁肉，

无家夫之苦，有阡陌之得”的富裕生活。这是为什么呢？靠的就是“以斗量珠”

的贸易。也就是说，从西汉开始，合浦就已经成为以珠宝为主、带动其他商品贸

易的口岸了。虽然在中国，数千年来生意人的名声和地位在社会中不高，却能带

给人生活上的富足。民以食为天，合浦人可谓洞悉其中道理。

在合浦有生意可做，尤其是做珍珠生意可发财。不辞辛苦的生意人就没理由

不到合浦了。

古往今来，在合浦做生意发大财的人真不少。比如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大富豪

石崇等。历史上曾经流传许多石崇与珍珠有关的故事。石崇曾用三斛合浦珍珠买

下了美女绿珠，三斛珍珠，那是什么概念?拥有一颗珍珠也已弥足珍贵了，石崇

竟凭自己富甲天下，一出手就是三斛。像这样的一掷万金，怕是前无古人，后无

来者。



如今，国家已正式发布公告，宣布对合浦南珠实施原产地域产品保护。原产

地域产品保护，是指将商品的原产地作为知识产权加以保护。其主要特征，就是

有严格的规范程序来保证其产品质量、特色或声誉。国家质检总局公告明确了合

浦南珠原产地范围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合浦县、铁山港区、银海区、海城

区现辖行政区内的 15个小海区，面积 5200 公顷。

公告对合浦南珠原产地域产品的质量技术、包括海域环境、生产工艺、质量

特色等都有严格的规范要求。环境要求是：处于北部湾东北岸，海区潮流畅通，

最大潮差 6.25 米，平均潮差 2.42 米。底质多为泥沙或石砾底质，水质清洁。水

温 15 至 30 度，平均为 23.7 度。海水温度为 17.9 度至 33.9 度，适合珠母贝的

繁殖生长。合浦南珠质量特色要求是：直径 5.5mm 以上，精圆或圆，长短径比一

般小于 1%，浑圆剔透，表面感观光滑，凝重结实，珠层厚度 200pm 以上，珠光强

而柔和，彩虹明显，晶莹光润。

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合浦南珠的品牌质量，保证了它的市场竞争力。

珍珠贸易概况

目前世界上主要的珍珠生产国有：日本、中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菲律

宾、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法属波利尼亚及库克群岛等。主要的珍珠消费国

有美国、日本、欧洲共同体、加拿大、印度、沙特阿拉伯、黎巴嫩等。而世界珍

珠加工集散地主要是日本、印度等。转口市场在香港。海水珍珠销售以日本为主，



淡水珍珠销售以中国为主。美国是最大的珍珠销售市场，中东和印度是传统的珍

珠消费国。

日本全年珍珠产量的 so%出口美国。美国每年从中国进口淡水珍珠 30吨，金

额达 1.7 亿美元以上。在美国市场，不但高档珍珠走俏，中档珍珠也好销。高档

珍珠每千克价格约在 1800 美元以上。大粒珍珠由于产量少，价格还要高，而且

十分抢手。中档珍珠每千克 1300 美元以下。虽然价格较低，因其可以随意跟各

类宝石搭配，也深受中下层消费者的青睐。

日本不仅是珍珠生产大国，而且是珍珠进出口吞吐量最大的国家。由于水质

的污染和人工的提价，致使日本珍珠生产成本偏高。日本业内人士认为，对日本

珍珠业构成威胁的是来自中国。中国出产的海水珍珠的尺寸主要在 5mm～6mm 之

间，日本有意减少该尺寸珍珠生产，以避免与中国直接竞争。

印度人自古喜爱珍珠，印度妇女十分喜爱珍珠饰品。富贵人家妇女一般要购

买高档次的珍珠饰品。珍珠直径为 4～5mm 的圆形、椭圆形珍珠项链、手链在印

度销售量很大，直径 2～3mm 的次之。印度孟买产海水珍珠，而且在世界上颇负

盛名。而淡水珍珠主要从中国和日本进口，印度年销售珍珠大约 4吨左右，我国

淡水珍珠在印度市场十分畅销。

印度尼西亚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白色南洋珠生产国和批发市场，其生产的南洋

珠品质好，价格公道。该国几乎垄断了 9～12mm 的白色南洋珠的国际市场。澳大



利亚白色南洋珠以尺寸大、品质优为特点，一般直径为 9～12mm。但这种珍珠成

本过高，价格昂贵，一般的消费者承受不起。

中国珍珠市场概述

我国珍珠业起步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上个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得到迅猛

发展。无论是海水珍珠还是淡水珍珠，市场十分看好。

以珍珠质量而论，世人有“东珠不如西珠，西珠不如南珠”之说。我国的南

珠在历史上比日本的东珠，无论在形状上、质地上，都更具竞争力。但是，由于

历代的过量滥采乱捞，到清末民初，南珠资源几乎濒临灭绝。解放后，珍珠养殖

得以重视，珍珠生产才重新起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南珠人工养殖成功，

经过四十年的发展。我国南珠在广西、广东、海南等省区有了迅速发展。到现在，

南珠已有了初具规模的国内外市场。

广西珍珠市场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广西先后在北海、合浦、防城港、防城区成立了

珍珠公司。1992 年，北海市举办第一届国际珍珠节，至目前为止已在北海办了 4

次国际珍珠节。合浦同时举办了采珠节，把广西的珍珠推上了国际大市场，并引

进了大量的外资和技术，促进了珍珠生产的大发展。目前，广西南珠不仅在国内

各地设立销售点，还在香港、日本、加拿大和法国设立代理销售网。

广东珍珠市场

广东雷州半岛海域同样是南珠正宗产地，在历史上也颇具盛名。雷州半岛珍

珠养殖始于 1966 年。雷州半岛海域所产的珍珠颗粒大、光泽好，多数供出口，



远销日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韩国及香港地区。雷州半岛覃斗镇的流沙村，

1990 年被国家命名为“中国珍珠第一村”。

海南珍珠市场

同是濒临北部湾海域的海南省，也是南珠的正宗产地。海南沿海是我国重要

的南珠产区。海南除产马氏贝和黑珍珠外，还盛产粒大形圆、光泽艳丽、价格昂

贵的大珍珠。海南珍珠养殖业发展的优势是珠贝资源丰富、气候条件好、水质优

良。有了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珍珠产业也将成为海南经济发展的举足轻重的产

业。

香港的珍珠市场

香港是全球主要珍珠贸易中心，香港拥有充裕的各类珍珠供应。紧随意大利

之后，香港是全球第二大珠宝生产基地。单就珍珠首饰而言，买家就能在香港搜

罗到包括南洋珠、东珠、西珠、淡水珠等各种花色繁多的珍珠首饰。自由港政策

促成香港作为各类珍珠贸易中心。香港珠宝制造商为全球客户提供丰富的珍珠产

品，吸引大批买家到港采购。很多外国珍珠供应商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加上多个

国际级珍珠拍卖会皆定期在香港举行，令我们能够随意在香港采购到所需要的珍

珠首饰。

另外，在香港举行的大型珠宝展览会吸引大量的珍珠供应商参展，也是香港

珠宝商购货的大好时机。在香港的自由贸易政策下，珍珠原料来源十分丰富。珠

宝商、制造商、顾客都各得其利。香港珍珠首饰质量有保证，款式新颖，价格公

道，很受内地和世界各国顾客的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