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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现奈，历史具有承继性，现实是历史的发

展。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不应当寄:眩'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J' 深入、客强地分析

研究我嚣银行的历史，从中汲取有益的经拴教如，对我的当前的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疑会有 a定的借鉴作用。

中国银行和中国其他新式银行的出现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

那时中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日益衰败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

半个多世纪。当中望银行作为民国中央银行诞生之时，帝国主义

在华银行早已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大权，并进商扼住了中国财政经

济的咽喉 z 丧权辱国、各自为政的军阀政府对中嚣银行的唯一要

求是解救它庞大的军政开支寇抗，为此它想方设法控告tl这家银行结

为了摆兢内外交困的境地，中国银行奋力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

展，一方面在鱼务上以近代化武装自己，联合国内是族资产阶级

兴办的商业银行，同帝国主义在华银行相抗衡。经过 20 多年的难

苦斗争，特别是 30 年代拐对西方银行的学习考察相进有全噩改

革，终于把以大清银行为基醋的中国银行改造成为一个初步近代

化的银行，逐步取代了外自银行垄断中屋金融的地位【另码方面，

在组织上以拉拒袁世凯政府停兑令为契枉，首先主R紧惨玫中医银

1 



行员自例，使政府对中国银行的控制减少到最保程度。其次是通过

招收苦苦股，迅速在中国银行内部形成一支以江浙民族金融资产阶

级为主体的商股势力，以合法手段掌握中国银行实权达 20 年之

久。当时中国银行的负责人大都是爱菌知识分子，具有经营资本

主义银仔的知识和经验，在他们主持经营和广大行员共同合作努

力下，中国银行积极拓展业务，努力培养人才，锐意进行改革，不

断提高了中国银行的信誉和经济实力，使中国银行的各项业务长

期居于中、中、交、农四行之苔，在金融界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国银行的这一发展历程，为中国近代金融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好事多磨。在困境中挣扎与发展的中国银行，在18 中国最后

还是难逃厄运。除了前期北洋政府当政的军民都把中国银行当成

他们曲摇钱树外，到了蒋介石反动统治时期，在18政府垄断金融

的反动野，合租残酷打击下，中国银行最终毅拾为宫僚资本的工具。

江浙民族资产阶级掌握中国银行实权的历史虽然从此结束，但是

他们辛勤耕耘，为中国银行培养造就了大批爱嚣爱行、熟谙业务

的金融人才，这批人才为解鼓后新中国开展国际金融业务作出了

重要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 1950 年韧，中国银行的海外机构牵引

广大行员积极响应祖国召唤，投入回归祖国挥握的爱国行动，经

过艰巨曲折的英勇斗争，终于获得了光荣成功。这也给中国现代

金融史留下了光荣史迹。

中国银行行史编委会在在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以认真、求

是的基度，对中国银行在新中国成立前 37 年的历史作了全面系统

的评述，为以后编写新中吕成立后的行史开拓了路子，这是一项

很有意义的工作。中国银行曾经是南京辑时政府和北洋政府的中

央银行. 1928 年后成为理民政府的雷际在兑和国际贸易银行。由

于这一特殊身份， <<中医银行行史)) 0912-1949 年〉写的不仅仅

是一家银行的历史，而是IEI 中国金融历史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 F是

从辛亥革命后到全国解族前，中国政治、经济，以至军事等方茵

2 



历史穰貌在金融上的反映z 商从中国银衍宫商股本的矛盾和变先

中还可看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奋斗挣扎与消长兴衰的过程。这本

书涉及西比较广泛，不但是中国银行对员工进行反帝爱国历史传

统教育的教材，而且也是对研究民国历史的专家、学者有重要参

考价值的金融著作。

鉴往知来，古为今用。我梧{言《中国银仔行史)) 0912-1949 

年〉的刊行，对于我国金融部门支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

发展，对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方面，都将发挥

积极作用。

周知之
1995 年 4 耳

3 



序

中国银行自孙中山批准成立至今已有 83 年的历史。它在发展

中国近代金融的历史中曾经作出过不可代替的重大贡献F 在吕前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伟大变革中，中国银行仍然担负着重要的

任务。它的名字不仅在国内旱己深入人心，在国外也久享盛誉。

1982 年，中共中央决定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中雷人

民银行负责组织各专业银行编写《当代中国的金融事业》。中国银

行为了编写一部完整的中国银行行史，在完成当代部分的任务之

外，决定同时编写一部解放前 37 年的《中国银行行史>> (1912-

1949 年) ，并编寨一部《中雪银行行史资料汇编>> (1 912-1949 

年) ，后者已于 1991 年出敲。

中医银行解放前 37 年的历史是一部珉苦卓绝的创业史。在战

乱频倡，政治风波绵延不绝，中外锺行激烈竞争的年代里，中国

银行能够坚定信念，克服重重嚣难，把吉己建设成一家信誉卓著，

初步近代化、国际先的大银衍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是经过不少前

人一代又一代共国努力的结果。现在来全面地回顾它过去走过的

畸岖道路，认真地总结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无疑将对中雷

银行，以及中国金融事业的未来发展起着极为有益的作用 e

早在中国银行成立之前，中国的金融大校已牢牢掌握在以汇

4 



丰银行为首的几家外国银行手中，如何通过抗衡，取代汇丰银行

的地位，是摆在中匿银行面前，触及帝国主义根本利益的一项重

要商琅巨的任务。在国内毛革命风暴租政治攘攘也是一个接一个

地考验着中国银行，其中 1916 年袁世凯政府停兑令的发布和中国

银行毅然抗芜停兑更是一场与中国银行生死攸关的斗争。在全行

上亨特别是股东会的不懈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呼吁支持下，这场斗

争终于取得胜利二《张公权先生年谱》中说"此次的琼人的抗命

事件在当时深得人心，奠定了以后中国的银行在全匮的信用与地

位f"使人畏信任中国银行，以及其他新式银行，不啻为中国近

代银行奠一基石。"抗拒停兑和其他斗争的胜利反映了中国民族金

融资产阶级反帝爱国，忍辱负重的传统美德。

作为民国的中央银行，中居银行始终以中国国民经济的枢纽

自任，虽然它哥对的是一个在财政经济上一穷二白，一费需要从

头做起的穷圈。但它只要认为是符合哥家根本利益的事，就当仁

不让，知难而进。中国银仔虽然是一个以商业银行姿态出现的国

家银行，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商业银行，并不l1，{追求利润为唯一

巨的。它积极扶持民族工商业。开办农村贷款，信导沿海一带潜

资移向内地，以解救濒临鼓产的农材经济。它带头以大量金额大，

周转慢的资金授资子铁路建设等等。中国银行既有国家银行，又

有商业银行经验的优势对于当前专业银行正在向富有商业银行转

轨的重要时刻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银行十分重视自身建设。以汤睿，张嘉敢为代表的中国

银行负责人深知，以大清银行为基础建设起来的中国银行，如果

不摘自身的近代化建设，是不会有前途的，也谈不到与外国银行

招抗衡。自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以后，全行上下，集中力量，对

韭务、会计、人事、调研以及机构设置等各个方菌进行了全面前

制度改革，大幅度提高服务质量，加强内部管理，连当时四联总

处也承认，在四行商局中，中雷银行管理较好，效率较高。当时，

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