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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初，宁波帮认识到保险业有利可图，
竞相投资保险业。从宁波保险史研究学者王珏麟掌
握的史料看，朱葆三等1905年创办的华兴水火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是宁波人创办的第一家保险公司。

朱葆三（1848-1926），名佩珍，宁波府定海县（今
舟山）人，是近代早期宁波帮的重要人物。“道台一颗
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作为清末民初上海滩宁波
帮早期的知名人士之一，朱葆三的显赫地位由此可
见一斑。朱葆三在商业、银行、保险、航运、煤矿、水
泥、新闻等行业有广泛投资，并获得事业上的巨大成
功。在上海，曾有两条马路以宁波人的名字命名，一
条为“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另外一条则是法租界
的小马路——朱葆三路（今溪口路）。

1905年，朱葆三、严信厚、周金箴等人在上海发
起创设了华兴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这是近代中国创
办较早的民营保险公司之一。总公司设立在静安寺
路，在杭州、宁波、南京、营口、镇江、温州设立代理
处。主要经营火险和汽车险业务。

同在1905年，华安水火保险公司在上海创办，
由朱葆三发起并任总董，经营水险、火险和汽车险业
务。后来华安水火保险公司加入太平保险集团。
1930年，华安水火保险公司在宁波设立代理处。

1907年，朱葆三创办华成保险公司。同年，在
朱葆三的发起下，上海9家华商保险公司组成了中
国保险史上第一家华商保险业同业公会组织即“华
商火险公会”，用以抗衡洋商的“上海火险公会”。华
商火险公会的成立是我国民族保险业进一步发展的
重要标志。

1912年，由朱葆三、黎元洪、徐绍祯、王人文、吕
岳泉等人发起，投资了中国较早的民营寿险公司
——华安合群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
20万两白银。经营终身保寿、团体保寿、资富保寿、
额定红利资富保寿、婚嫁立业保寿、人身意外保险。
这是当时华人独资经营、规模最大的专营寿险业务
的第一家保险公司。1924年，华安合群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出资70余万两白银，在静安寺路(今上海市南
京西路108号)，建设华安合群人寿保险公司大厦(今
金门大酒店)。这是华商保险自建第一幢大楼。

王珏麟说，在中国近代保险业的产生与发展时
期,宁波帮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19世纪末到20
世纪，特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宁波帮以非凡的
魄力和敏锐的眼光投身于几乎被外国经济势力垄断
的保险业，创办了一大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保险公
司，为中国近代保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
贡献。从1905年宁波人朱葆三、严信厚等创办华兴
保险公司开始，宋汉章、蒉延芳、董汉槎、刘鸿生、胡
詠骐、孙衡甫、秦润卿、卢绪章、谢寿天等也先后创办
了中国保险公司、信平保险公司、大上海分保集团、
大华保险公司、宁绍保险公司、四明保险公司、中国
天一保险公司、民安产物保险公司、大安产物保险公
司等保险公司。这种竞相投资对中国近代保险业的
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认为，中国保险发
展的历史至今已经有210年，宁波帮起到了近50年
的领导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宁波帮对国内保险业
的恢复和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记者 周静

不仅是宁波，全国各地的水果市
场都涨声一片。据央视财经、《北京
商报》等多家媒体报道，5月中旬，北
京新发地水果批发市场的水果价格
总体比去年同期上涨了近80%，个
别种类涨幅甚至超过100%。上月
以来，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7种水
果平均价格涨幅超过30%。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水果价格
大涨呢？“由于去年苹果和鸭梨主产
区受冰雹和霜冻灾情影响，座果率
低，产量有所下降。现在卖的都是库
存货，新果还没有上市，供应偏紧，价
格就会比较高。”一名苹果批发摊主
说。

“今年经常下雨，温度过低，导致
西瓜大量减产。”一位西瓜批发商说，
去年价格低，质量好，基本上每天10
点半一车西瓜便可销售一空，今年收
成差，西瓜涨到2.4元/500克，进货
商也买得少了。

国金证券宏观经济分析师边泉
水分析称，由于水果集中上市时间存
在季节性，水果的价格也呈现季节
性，具体表现为6月至10月7种重点
水果平均批发价一般是下降的，其他
月份平均批发价一般是上涨的。此
外，据申万宏源研究分析，今年年初
以来水果进口量大幅下滑，导致总供
应量明显减少、价格上涨。

据业内人士分析，除了天气因素，
在种植和流通环节中，肥料、人工以及
土地、门店租金等上涨也直接或间接
推动了水果价格上行，甚至存在炒作
的因素。但从往年水果价格走势看，
入夏之后，随着应季瓜果陆续上市，价
格会出现回落。 记者 谢斌 文/摄

今年以来，“水果自由”成了网友吐槽的热门话题。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国内水果价格呈逐月上涨趋

势，像苹果、鸭梨等市场常见水果涨幅惊人，有的零售价
甚至比去年同期涨了一倍。面对日益高企的水果价格，
不少市民只好捂紧口袋，精打细算吃水果。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水果价格飞涨？“水果自由”真
的要失去了吗？

市民张龙和家人有每天吃水果的习惯，下班或饭
后散步顺便买些水果已成为习惯。

前几天，张龙在一家水果连锁店买了一包荔枝和
一盒凤梨，外加6个苹果，收费180元。刚开始，他还
以为是收银员打错了价格，最后一核算，没错，就要那
么多。

“要不是收银员提醒说卡里钱不够了，我根本不
知道涨了这么多。后来，家人告诉我，不单单是水果
连锁店，超市、路边摊的水果，价格都涨了。”

前天上午，记者在中山东路某知名连锁水果店看
到：妃子笑荔枝1份13.9元，东方红苹果（中）1个200
克9.8元，红富士80#零售价为10.49元/500克。此
外，在西瓜摊位上，半个西瓜标价为49.87元。

在曙光路的一家水果连锁店里，特级红富士85#
零售价 16.8 元/500 克，半只台湾凤梨 750克标价
25.2元；刚刚上市的杨梅被摆在店内显眼位置，250
克标价为17.9元，还是参团价。环顾一圈，全场少有
价格低于10元/500克的水果。

水果价格猛涨，消费者开始捂紧钱袋，导致部分
水果市场交易冷清。

“你看这些苹果，3天了还剩那么多。”定宁街一
位水果店主指着卖不动的苹果说。她表示，去年一天
的营业额约4000元，看着生意红火，今年扩大了店
面，结果销售额一天仅2000元。

零售端的滞销，也传导到了批发市场。宁蔬果品
批发市场香蕉区一位批发商感叹道，去年同期一天可
以卖1000多箱香蕉，如今一天只能卖200箱左右。

孙乕是某电商平台的社区团购负责人，同时他在
紫郡社区和东湖花园都开有实体水果店。“针对水果
价格上涨，以及运输、人工等成本增加，我们只能不断
开展各类促销活动，利用会员黏性捆绑人流，达到薄
利多销的目的，目前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基本能维持
收支平衡。”

孙乕也坦露了心中的忧虑，“我们也就是靠走量，
毕竟水果烂了，会亏得更多。”

现在，孙乕想的是夏季水果赶紧上市。进入6月
之后，市场上将会迎来大量新鲜水果的上市，包括西
瓜、芒果、桃、葡萄等，会逐渐压低水果市场整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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