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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大洋券

一一国人早期在哈尔滨发行的纸币

毕 凤 鹏

我国古代一直使用金属货币，到了宋代才见纸币发行。嗣后

的金、元，明、清几代，纸币间或发行，断断续续。但历朝历代

所发行之不兑换纸币，无一善终，可谓，中国的纸币发行史垒然

为弊病百出的历史。《中国货币史纲》有云t “纸币滥发的结

果，价格低陕，物价暴腾”。一直到清顺治十八年，令行禁止纸

币流通，其后又一次出现了中国纸币历史的空白，一空空了一百

九十余年·

清代再发纸币，是光绪中叶，在外国列强经济势力侵入中

国，外国银行先后设立于通商各港，并发行纸币，流通于市的情

况下，又萌发起来的。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设立中国通

商银行，仿效外国银行办法，发行兑换纸币，是中国近代式纸币

发行史的开端。在我国东北，随着欧洲战争烽火点燃，卢布(俗

称羌帖)贬值，哈大洋券趁机而起，一时成为流通于我国北满一

带市场的主宰货币。但是，它同样具有一般货币的共同特征，受

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形势的直接影响，也有一部自身的兴

衰史。 ．

(一)孕育中的哈大洋

自帝俄把东清铁路管理局设于松花江南岸的哈尔演以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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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金融方面也加强了入侵势力，掠取了我北满的货币发行权，

以道胜银行为名义台柱，以东清铁路客货运价收取卢布为手段，

使北满地区各种商品交易逐步形成了以卢布为本位，从而在越来

越广阔的领域里推行着帝俄的。远东政策”。《中东半月刊》曾

有文记载： “考察哈尔滨于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设埠之

后，为俄国在东三省北部谋发展之中心。故自此时以迄光绪三十

一年(一九。五年)市面通货，几全为饿品”。但是，自民国三

年(一九一四年)俄国卷入世界大战之后，沙俄帝国国内经济日

趋紊乱，力所难支，纸币因之更行滥发，除旧有纸币外，其流行

哈埠者，有格林斯基卢布券，俄国财政部流通券，有俄亚银行霍

尔瓦特券，有西伯力亚国库券等， 。更以俄国辅币五戈比、三

戈比、二戈比、一戈比、半戈比之铜货，及一卢布，半卢布、=

十五戈此、二十戈比、十五戈比、五戈此等之银货”①充斥予

市。由于发行不敷应用，乃以一戈比、=戈比，三戈比、五戈

此、十戈比、十五戈比、二十戈此七种邮票代之，以资周转。可

见，当时市场上流通的俄币混乱到何种程度。在当时，．一再采取

急救措施，但也无法挽救卢布大幅度贬值的命运。民国七年(一

九一八年)六月一日后，更难支撑，铁路运费上升了十五倍之

多，一般生活用品价格也飞速上涨。特别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

的爆发，卢布行情已到无法收拾的地步，革命勃发之时，俄币

遂废为纸屑。中国广大民众深受其害，俄币由落价而变为废纸，

尔时国人存有羌帖者甚多，损失极大，个人因之而破产，商人以

此倒闭者更多·

此时，El本乘虚而入，以朝鲜银行所发行之金票取代卢布，

大量流通于市场，大有以一概全之势。据当时统计，以价值而

言，以日金券为最重要，其流通额计合大洋一亿一千二百万元，

此项金融以大连为大本营而推行于南满铁路沿线一带地方，蔓延

于东北内地。日本以充实军用为由发行巨额之军用票是为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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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是老头禀亦代双头鹰之卢布票以行其职权，流行之广，直足以

排除我国固有之国币而代之。北满之哈尔滨亦为日本金票所深

入，举凡学校之学费，房主之租息，商店之贷价，无不视日金为

法币。

但是，就在日本金票盛行的时候，饱受俄币价格暴趺之苦的

中国人民，在日本金票的袭击中，有所觉悟，改革货币本位的呼

声日强。哈尔滨一带金融界中遂见极端之恐慌，哈埠人士感于外

币之交侵，奉票之不振，遂有挽回本国币权之倡仪。

(二)哈大洋券的发行

在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下，国人发行纸币的时机日渐成熟，于

是在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三日，由滨江道尹傅疆出面

召集当时的中国、交通两银行和钱、粮两信托公司及道里、道外

两商会，在哈尔滨举行金融整顿会议。会上作出了六项决议t

(1)由中国、交通两行发行国币券， (2)办理向天津，上海

的银两汇款业务，但在当地不进行兑换， (3)中，交两行发行

辅币以十角为一元， (4)只限于在收买外国人所有财产时，可

适当地发放不动产贷款， (5)钱、粮两信托公司，办理国币券

的买卖， (6)钱，粮两信托公司以国币券作为交易保证金委托

中国、交通银行保管。

根据这六项决议，交通银行首先印制十元，五元、一元和二

角，五分之纸币，并经当时的奉天当局核准，于是年十月二十七

日先行发行三十万元。在纸币上印有发行地。哈尔滨一字样。发

行之前具下列六项声明公布于市t (1)国币券得以缴纳租税，

国有邮电，铁路交通机关一律通用， (2)国币券与现大洋(银

元)同一效用通行于吉黑二省， (3)国币券以上海、天津两处

通用的现大洋为本位， (4)国币券可以随时作上海，天津两处

汇款，每百元收汇费一元， (5)国币券汇款．以汇票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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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国币券与国币辅助券随时互相掉换。但同时声明，国币券为

不兑换银元券。中国银行也于十一月份开始发行十元、五元、一

元大洋券和五角，=角，五分辅助券。也具声明：用本行纸币向

上海、天津汇款时，与银元等价收受，收费百分之一，向吉林省

及黑龙江省内用本行纸币汇款时，免收汇费，在向本行纸币不通

用的地方汇款时，需持银元汇款，依照每El公告之汇率收费。就

这样，哈大洋券在北满市场上开始流通了，而且发行之初，深得

社会信仰，流通范围日渐广泛。当时的中央财政部亦决定税务处

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一体通用哈大洋。

但是，此举却遭到了黑龙江省省长孙烈臣的反对。于当年十一

月九日，孙烈臣以省长的身分向督军公署声明t “本省长公署先

后收到东三省中国银行、哈尔滨交通银行的来信，要求将印有哈

尔滨地名的国币券发行规定的布告，通知所属官厅。但原来此事

系中东铁路局为了充当工资向中国、交通两银行借入纸币而发行

的，但现在中，交两银行发行的国币券限在吉、黑两省与大洋等

价流通，而不兑换现银，规定仅仅作为汇款之用。上述规定是违

背了黑龙江省的省情，碍难实行，而且对小洋票影响很大。目前

本省关于东三省金融及铁路工资，正在研究妥善对策。我省与吉

林省长已联名电告财政部，并已答复中、交两行，请其对上项国

币券的发行暂时延期。一

从这一声明中，不难看出，孙烈臣以该国币券不是完全的兑

换券而是汇兑券为由，指责两行“违背了黑龙江省的省情”，

实贝Ⅱ是因为“将印有哈尔滨地名的国币券”在省内流通之故。然

而，中国、交通两银行对孙烈臣的反对毫不理睬，不仅扩大其发

行范围，而且于民国九年(一九二。年)三月十日，两行联合发

出公告； 。本行以前发行的国币券，现在为了商民的方便，自三

月十日(阴历正月二十日)起在哈尔滨无限制的进行兑换，特此

公告”。由不兑现券变为“无限制的进行兑换”券，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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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哈大洋的信誉。从此确立了纸币的基础，流通日益扩大，中俄

商民无不乐意使用。这样一来，黑龙江省当局的反对意图更无法

实现了。与此同时，中、交两行对中东铁路局以国币券发放贷

款，并与中东铁路局签订契约，规定中东铁路在未清偿贷款期

间，其收入的现大洋和哈大洋以存款方式存入两行。铁路局收受

哈大洋，进一步助长了国币券的推行，不久哈大洋已渗透到北满

的边境各地，使哈大洋的发行与流通进入极盛时期。

当时奉天当局的当权者看到这一形势，深为妒嫉，感到印有

4哈尔滨”字样的地方纸币盛行于北满一带，利益集中于中、交

两行，颇为动情。张作霖多年来一直梦想进关，也需要多方筹措

军款。眼见发行纸币的权益，由地方银行独得，早已眼红。他经

过一番精心策划，以统一东三省币制，整顿金融为名，成立了东

三省银行，并于民国九年(一九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正式开

业，总行设于哈尔滨傅家旬(现道外)。此后，长春、奉天，黑

河，北京、天津，上海等处分行先后开张营业。开业之初，由吉

林省长官公署于民国九年十二月十日，以第5844号训令批准与东

三省银行大洋兑换券发行限额为三百万元，同时附有： 曩如发行

后信用昭著，可扩大发行”之语。到了第二年四月十一日，东三

省银行督办张之汉和总办陈廷絮二人就联名申请称。开业后不到

半年，东三省银行发行的大洋券信用昭著，发行已到三百万限

额，可望扩大发行限度。这一申请被批准了，但批准书中只字未

提新增的限额是多少。于是东三省银行借此批复，开始无限度地

扩大发行。结果，在市面上很快拉开了白银与纸币的差价。在哈

尔滨的外国银行看到这种破绽，集中收购了东三省银行券约八十

万元，通过地方钱庄之手，向东三省银行提出兑换。事先，东三

省银行只顾滥发纸币，没有真正兑现的准备，搞得措手不及，慌

神慌脑。仇由于形势所迫，也只好硬着头皮兑现。兑现后，不得

已而减少了资本金，压缩了发行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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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外国金币、银券的抗衡

在哈尔滨，长春一带，自新旧俄币断绝流通以后，日本朝

鲜银行发行的金币乘虚而入，涌入市场，流通子东铁沿线各大商

埠，形成了与哈大洋并驾齐驱的局面。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下

半年日本金票更加普及，大有左右市面之势。这种局面的出

现，并非中国民众喜欢金票所致，实乃当时币制紊乱，市面通货

不足而造成的。因此，于民国九年(一九二。年)，一因世界经

济危机的降临，日本从西伯利亚撤兵，二因金票在流通中先天不

足，缺乏根基’三因国人普及哈大洋之势力，使金票流通受到极

大挫折。经过数年心血培养起来的日本商权势力，很快出现了濒

临毁灭的状态。从此，随着中东铁路收费及市面商此交易，废除

了原来的帝俄金卢布、日本金票的金本位制，代之以哈大洋流

通，形成了银本位的优势。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日本在哈的日本贸易组合，向在哈日

本正金银行提出要求，建立银元户头。俄国的道胜银行和美国花

旗银行受正金银行开设银元户头的刺激，先后于民国十年(一九

二一年)四月上旬和四月二十日抢先一步在哈发行了银元券。道

胜银行并向中东铁路当局交涉，要求重新恢复金卢布的流通渠

道，允许该行发行的银元券在东铁系统流通。民国政府交通部曾

对此指出：哈尔滨非属开放市场，外国银行无权发行纸币，不准

中东铁路收受。并劝告华商之间，禁止此币流通。但是，由于当

时在中国市场上已有多种外币流通，对于不许外国银行在中国发

行纸币无任何法律规定。俄、美两行便利用这一漏洞，把它们发

行的纸币以借款方式贷给在哈及铁路沿线的俄商，同外商银行，

外国公司及海关、电报、邮电，特别是英美烟草公司串通一气，

收受两银行发行之银元券，无限度地在市面流通，迫使国人在商

品交易中不得不用。对于这种侵略我国利益和主权的行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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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曾经提出抗议，但由于驻京外交使团的干涉，而没有能够

制止。

正当道胜、花旗两银行肆无忌惮地发行银元券而引起纠葛的

时候，日本正金银行哈尔滨支行，也于民国十年四月二十日得到

日本大藏大臣及外务大臣的指令，从五月十五日起，以日本银元

作为准备金，开始发行大洋券。在道胜、花旗两行发行银元券和

正金银行开始发行大洋券之际，中国政府为了维护主权，于当年

四月十三日发出通告，通告大意是。近来道胜银行，花旗银行等

外资银行纷纷擅自发行纸币，在哈尔滨等地流通。该地区完全属

于我国领土，假如放任外国货币自由流通，将惹起何等事态，很

难想象。现在接到董道尹电告，他已命令中国总商会，对外国货

币禁止通用。为了保持主权，应严加禁止。希本此意旨严加查

禁。在中国政府和广大商民的抵制下。道胜，花旗、正金三银行

不得不停止了纸币的继续发行。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交通两银行发行的哈大洋经受了考

验，以哈尔滨为中心，以中东铁路为背景的哈大洋纸币更加广泛

地流通于市了。t

(四)哈大洋与钞票交易所

哈大洋的发行与哈尔滨傅家甸钞票交易所、特产品交易所

(有限股份公司)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当时，哈尔滨道外叫傅

家甸，南三道街是钞票交易所所在地。它创建于民国十一年四月

一rfl，是进行货币交易的公开场所。这个所起初pq滨江货币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近邻有同行业滨江县饯业公会和银行公会。因

此，这条衡也叫傅家句汇兑街，参加市场交易的叫交易人。只要

有两个保证人，并能拿出五百元哈大洋做为身分保证金，就可以

出入门庭，参加交易。在交易所里，起主宰作用的也是哈大洋。

一般足以奉票、金票、吉林官帖，黑龙江官帖及永衡大洋票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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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货币购买哈大洋。这和当时哈尔滨地区以哈大洋为本位，人们

愿意接受有直接关系。当然，当政治、军事形势对哈大洋不利的

时侯，也会相反。比如受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影响，人们预料哈大

洋即将大幅度贬值，便大量抛售哈大洋，曾造成过市场的混乱。

参加货币交易所的交易人，仅限于中国人。外国银行、特产

商等，要参与交易，只能通过中国的经纪人进行。英国的香港，

上海银行，就是通过汇丰号参加交易的，美国则把祥泰号作为自

己的经纪人，日本虽无固定的经纪人，但日本的正金银行、朝鲜

银行是用随机应变的办法，在各钱铺中找临时性的经纪人参与交

易。

在交易所内设办事员，记录买卖双方帐目，办理市场交易清

算业务。交易人按成交额向交易所缴纳万分之零点五的手续费。

当时交易所的业务很活跃，从开业至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

四月六日为止，交易人达到一百一十八人，而这些人分别代表着

各自参加交易的银行、钱号或店铺。由于纸币价格随着网际国内

形势的影响，时涨时落，所以出现了这种经营货币的特殊交易场

所。其交易额，仅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以哈大洋换算，

全年交易额达二亿零三十四万一千元。

特产品交易所(也叫粮食交易所)有限股份公司，是粮食交

易集中的场所，位于道外北三道街。交易所成交的粮食生意，以

哈大洋为计价标准。因此，要想在这里成交，必须根据期货的要

求，筹集好哈大洋。筹集哈大洋要到南三道街货币交易所去办

理，以手头之金票、奉票等买回哈大洋。这样，就把两个交易所

的业务活动紧密地连在一起了。除此之外，哈大洋和粮食交易还

有更深一层的不解之缘。由于连年南北动乱的影响，使人们神经

过分紧张，加上投机商人从中混水摸鱼，每当奉系军队打胜仗

时，哈大洋就成为香贷，市场内外大肆抢购，从而升价，每当奉

系军队打败仗，就纷纷甩掉哈人洋。抢购特产品。因此，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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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常见哈大洋价格的猛涨猛落，又常见特产品价格时高时低。这

种情况，给投机者以可乘之机，给广大民众却带来了数不尽的灾

难。

(五)军阀混战引起了纸币挤兑风潮

自哈尔滨形成为北满一带商埠重镇以后，国内外金融资本先

后接踵而来，据《北满与东省铁路》一书记载。北满金融中心

。以哈尔滨为最，哈尔滨一埠，有银行=十、银号五十余，当商

亦不下五十余，其它钱庄借贷庄，所在皆是”。中外银行中，除

前面谈到的道胜，花旗、正金三家外国银行曾一度滥发纸币外，

国内开设的银行先后发行大洋券的，由最初的两家，发展到六

家，即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东三省银行、吉林省永衡官银号、

黑龙江广信公司和边业银行。当初这六家银行号没有统一的组

织，各自发行哈大洋。因此，市面上一有风吹草动，就影响到币

值的波动。特别是在民国九年(一九二。年)六月以后，受军阀

混战的影响，给哈大洋的流通带来了冲击。

当年皖系军阀在直皖战争中失败，靳云鹏再任总理，直、奉

两派军阀借机各自扩大势力范围，增加军备，筹集军费。当时任

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的张作霖在京津火药气味愈来愈浓的形

势下，以维持京城治安为名，向关内大举进军，同时为了筹措军

费之需，命东三省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停止对工商实业发

放贷款，并尽力收回已发放的贷款，从而引起了经济界的极大动

荡。与此同时，吴佩孚声言要讨伐湖南，市面盛传吴佩孚把中国

银行发行准备金抽走，把巨额现金作为军饷用火车运走了。驻扎

在南苑、北苑、黄寺的奉系部队由于领不到军饷，出现了兵变的

予兆。京津地区商界和广大居民心神不宁，惶惶不可终日，终于

掀起了巨波，于民国十年十一月十四日，在京津两地的中国银

行、交通银行几乎I司时遭到了蜂拥挤兑的骚乱。而且事态不断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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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愈演愈烈。到十七It驻南苑的二百名士兵闯进北京，拥至中

国银行门前，要求把前日新发的军饷兑换成现银。口角之间，与执

行警备任务的巡警发生冲突，捣毁了银行大门。由于现银不足，银

行一面应付营业，一面不得不限额兑换，每人每次最高额不得超

过十元。在限额兑换的情况下，从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五日这十

天间，中国银行就兑现了一百六十万元，交通银行兑现了一百二

十五万元。

北京、天津的挤兑风潮也直接波及到哈大洋，陆续兑换增

加，兑换最多的一天是十一月二十一日，全天兑换额为十五万一

千元。但由于现银准备此较充分，再加上京津的挤兑风传至哈尔

滨后，从多方面采取了应急措施，维持哈大洋市价，终于没有掀

起京津那样的挤兑大波。北京、天津地区各界人士对挤兑事态都

十分关注，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对经济等各界的影响将不堪设

想。因此，在多方奔走，共商措施的情况下，北京银行公会首先

提出救济方案，为中国、交通两银行提供一千二百万元纸币担

保，并以同额现银交付两行为兑换备用金。政府方面对税收部门

等发出命令，收缴税款对两行纸币照收，不得拒绝。商界，南洋

兄弟烟草公司等大商号也声明，一切商业交易照收两行纸币。经

过这一番抢救，两行纸币的流通逐渐恢复常态，举世瞩目的挤兑

风潮，才算平息下来。哈大洋的挤兑，在尚未掀起大的波涛之

际，便伴随着京津挤兑风潮的平息而自然平息了。

(六)禁止现银输出对哈大洋的第二次冲击

中国、交通两银行，于民国九年三月十Et声明，该两行发行

的哈大洋券在哈尔滨可无限制地兑换。从此，哈大洋成为纯粹的

兑换纸币。在北满流通的多种纸币中，哈大洋的声望可谓最高。

但是，除了上面谈的受到京津纸币挤兑的冲击之后，紧接着于民

国十年十一月，随着禁止现银输出，发生了对哈大洋的又一次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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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

在纸币流通并兑换的条件下，一些见利忘义的商人，作起哈

大洋和现大洋的买卖，现银大量流入俄蒙境内，使内地现银渐觉

不足。为防止这种倾向继续发展下去，民国九年九月十一日吉林

省长鲍贵卿曾对滨江道尹发出如下训令(大意)t

中东铁路督办通知本省长官公署说：根据技术部中国代表壬

景春函称，自从哈尔滨大洋券开始流通以来，商民对此欢迎，商

务活跃，但是据说，流通俄、蒙境内的现大洋被贮藏，只有流

出，并无流返。倘将有限的大洋填进无底的沟壑，势必造成缺

乏。为了防止此事，必须采取严禁大洋流出的方法，以哈尔滨为

现大洋集中的中心，备作汇款使用，并限定只在哈尔滨使用大

洋，在沿线各站则只使用国币券。同时由中、交两银行办理东蒙

及南满蘑要都市的汇款业务，按当地市场价格支付金票或蒙银。

果能如此，则大洋不致流出，商务不致萧条，所期目的亦得以达

到。上述各二书是否可行，请贵督办酌情裁夺后，命令中，交两行

制定实行方案。

对此，东三省当局和中国、交通两银行的态度却很慎重。一

方面，正在议论把哈尔滨作为现大洋集中地的时候，银价已经达

到了顶点，开始大落价。特别是美国，于民国八年五月已允许现

银无限制地输出。因此，现银流出的险情正在缓和。另一方面，

禁止输出现银会带来一些什么不利影响，一时难以定夺。实际

上，吉林省长对于限制现大洋出境的事，早已下达过数次密令，

规定携现大洋出境超二百元者，超出部分全部没收。当时着眼于

以北满市场为现大洋根据地的奉天当局，把现大洋的全部供给能

力，几乎都集中干哈尔滨市场，结果进一步拉开了外地现大洋价

格与哈尔滨现大洋价格的距离。到民国十二年十二月，每百元现

大洋，哈尔滨与长春的时价就差六元五角。一些视财如命的人见

有利可图，千方百计地把现大洋藏在粮食、木材、冻肉中运I'il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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