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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近代金触史中银炉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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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旧时铸造宝银的机构，在南方称 “银炉“ ,
在北方称 “炉房” ， 与隋唐时的钱炉、明清时的钱
局、银元局乃至现代的造币厂性质相当，主要职能
是 “创造货币 ＇＇ ，因此，人们说起中国旧式金融机
构，总推担负 “融通货币“ 使命的典当、钱庄、票
号为主，而很少谈及银炉，其实尽管从融通资金职
能上看银炉比不上典当、钱庄、票号典型，但它在
中国近代金融经济史上也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中国近代通行的银两制度，典型的特征是地域
．性，宝银的种类和名称大体全国统一，但各地铸宝

分散，所铸宝银的重蓝
｀

、成色并不完全一致，形状
也不尽相同，所以实际流通各地的宝银，又各有其
名称和形式，如从成色上分，有足宝、二四宝、二
五宝、二六宝、二七宝等，足宝指标准的纹银，二
四宝指50两重的宝银，流通时要升水 2 两 4 钱，即
等于52两 4 钱纹银所含的纯银，其余则类准。据调
查，到清末各省通用的宝银，巳不下百余种之多。
由于各地货币的不统一，一地宝银流向另一地，须
经过改铸，于是一些重要的商埠，都相应设 立 银
炉。清代的银炉有官炉和私炉之分，官炉须经户部
批准，发给部照，多设于藩库、关局和官银钱号等
机关内，铸造的宝银均镌有炉名；私炉是未经部准
而私自设立的，多设于各大商埠。银炉的内部组织
较为简单，如上海的银炉，除经理外，有跑街一二
人，专门与外界联系，秤银一二人，专门秤代铸现
银的重距上炉及副上炉各一人，专门管理各炉所
铸宝银的质量，熔银司务七八人及学徒若于，总共
人数在二十五人左右。银炉的资本也不大，一般只
须数千两，如果兼营存、放、汇业务的资本有的可
达数万两 p 银炉的基本业务为受银钱业或商号的委
托，以生银改铸宝银，收取铸造费，或者自购生银
改铸后转售于市场。银炉所铸的宝银，须送公估局
鉴定后，才能进入市场流通，如果在没有公估局的
地方，＼则由银炉对所铸宝银兼负鉴定保证责任，其
嘛温和成色都以当地规定为标准。
l.J 有的银炉除了铸宝以外，还经营存款、放款、
汇兑、开发信用流通工具等 一般金融业务。营口的
银房，：将本地收入的零星银块和外地流入的不同成
色的现银进行加工、改铸，成为

“

营口银
＇，

。由于

现银送来不能当场改铸交付，而商号交易又需要现
银，为了方便商号，，炉房便在收到现银过秤后，将
铸宝的银两内扣银质亏耗、铸造费等，折算成营口
银的数量，然后开出一作为现银收付的凭条，简称

“炉银” ，商人可以此炉银在市场上交易流通，由
于使用凭条流通比使用宝银方便，而信用又好，便
纷纷向炉房开立往来户，有现银的存入炉房，没有
现银的也请求立户发条。光绪九年 (1883 年），营口
成立炉房公议会，决定每年三、六、九、十二月一
日为结帐扫现之期，称为 “卯期” ，平时不能提取
现银，只以凭条作为商业往来的清算工具，到卯期
才结算存欠，炉银成为一种代替现银的远期（三月
之内）的流通票据

＾

。在开始存入现银或每三个月续
存时，炉房照例给予存款人升水，升水之比例随银
根松紧而定，大致在平常时期约为2%。-6%。。营
口的炉房在全盛时期，全市有20余家，流通全市的
炉银，每卯约有二千三四百万两，后来也曾发生过
发出过多，没有现银保证，到了卯期，无力兑付而
倒闭。上海的银炉则与营口的炉房不同，它不开立
往来户乱发凭条，它大都受钱庄、银行的委托，以
大条银或外地运来的元宝及小洋，改铸上海宝银。
如果是银行委托银炉铸宝，银炉收到现银后，即出
－ “本票 ＇＇ ，交与银行，作为银炉对银行的债务凭
证，信用较好的银炉可直接开出本票，信用较次的
须经三家银炉作连环保。宝银铸成后，即送交银
行，收回本票。

广州的银炉有 “五家头” 和 “六家头” 之称。
按照前清规定，经营银炉必须经户部许可， 一地设
立的数量有限制，不得任意添设，承铸藩库银锭一一

藩纹的，须经藩署批准开设，限额为5家，它们是
裕祥、大昌、德昌、＇宝元、阜生，故称五家头，承
铸盐银锭一一盐纹的，须 由盐运司批准开设，限额为
6家，它们是永安、谦受、厚全、宝源、泗隆�:填
成，故称六家头。五家头承铸的籓纹是代各府州县
解藩署缴纳钱粮的，六家头承铸的盐纹是代盐商向
盐运司缴纳盐税的。五家头还常常借款给各州县官
吏缭解钱粮田赋，以各州县征收机关的收入为抵

押，雌的收入也常常寄存在五察头。六家头同样
经营盐运司的存放款。五家头和六家头也经营籓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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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盐运司的解款和协款的汇兑业务。种 种迹象表
明，这些银炉事实上在融通资金，调剂货币和信
用，成为当地金融周转的中心。

笔者近日偶读《齐如山回忆录〉〉，齐先生倾其毕
身精力研究中国戏曲理论，由戏曲研究而熟知戏界，
由戏界而了解听戏人物、情事。回忆录中谈到，在
前清二百余年中，炉房乃是握北京银钱业之实权。
光绪年间，炉房的买卖已非常兴盛。因官场周旋，
常常少不了请客吃饭、听戏。各省来京的解帤官，
常请炉房中人吃喝听戏，以求得他们的帮助。因为
解缴户部帤银，运到北京，得先交炉房，由炉房 改
铸后，方能送户部缴纳，否则任你银子成色多好，
该省总监督努力有多大，银子送到户部，经银库中
人 一验，必说成色不足，部中不能收，必须先送炉
房，炉房验收后，说成色欠多少，由解运官员把所
欠成色的银子补上后，由炉房收讫，解运官员就不
用再管，炉房铸好后就直接代缴到户部。补成色所
得的银子，炉房便与户部银库上的人分成，所以开
炉房是很发财的。不过这种炉房信用较好，他们所
铸缴户部银库的宝银，成色都靠得住，每一 宝银都
印有他们炉房的戳记，无论何种买卖，见了他们字
号的宝银，都极相信。比如银号彼此间的来往，或
商家彼此间的款项交涉，经炉房中间有一句话，便
可照办。还有掌握国内汇兑业务的票号，势力遍及
全国，到了北京倘与户部有接头的事情，也非由炉
房代办不可，票号也得仰其鼻息，几与西方国家银
行的资格差不多了。

从齐先生的回忆录看，可以猜断，当时北京炉

（上接笫52页）应按照企业经济活动的过程和规律
性，结合国民经济核算的要求，综合考虑会计、统
计指标的设置，对同类的会计指标和统计指标的口
径、指标涵义范围、计算方法应力求统一，兼顾两
者特点，使指标能互相补充和套用。这样不仅可以
避免重复计算，而且有利于企业进行经济活动分析
和经济管理工作。

第四，完善生产费用表的项目和分类。
扩大填报范围，是会计核算分析兼顾统计核算需要
的重要途径。生产费用表是计算国民经济活动成果
总噩指标的重要依据，可以比较准确地计算其经济
活动过程的中间消耗，是企业统计核算生产成果、
提供国民经济核算资料的重要来源。生产费用表的
扩展与完善，是会计核算与统计核算协调统一的一札
个重要途径，也是进行协调的一项重要的系统工程，
有待实践的不断探索，喽做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才
能完成 9

房势力之大，缘于两方面，一方面，它是凭藉位于
清王朝的首府，各省解缴户部的努银，云集北京，
要改铸成北京户部所要求的标准银，导致北京的炉
房大有作为，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必是国家银行尚
未兴起之时，户部的有关金融业务便落到炉 房身
上，连当地的银号、票号亦膛乎其后。

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银炉也面临生存与消亡
的选择。

首先，由于银两制度一直未采取国 家垄断铸
造，国家规定固定的重量、 成色和形状的铸币形式，
分散和自由铸造，造成银两流通的封建地域性，各
地平祛的纷歧，皆使各地银炉的产生成为必要。

其二，各地银炉经营的业务不平衡，南方的银
炉大都专司冶银铸宝，北京和广州的炉房大都除铸
宝外，还兼营存款、放款、汇兑等金融业务。所以
对调剂当地货币的作用不尽相同，有的称得上是金
融机构，有的只能算是 “造币厂” 。

其三，随着银元制度的成长，银两佑-ll度日见落
伍，清末新式银行的设立、机铸银元的全国推广，
银炉的铸宝业务日见萎缩，收入减少，很多银炉不
再顺应社会经济的需要便相继停业清理，如光绪末
年北京尚有官炉26家，而到宣统末年仅残存10家，
有的便改为钱庄业，如天津的炉房随同钱铺、钱局
等逐步演变为银号，北京的银钱业很多也是从清朝
的炉房脱胎而来；有的则从事投机业务，即乘洋厘
跌落，银元跌价，自购生银或将银元熔化改铸宝银
售出，赚取利差。直到1933年国民党政府实行 “废
两改元” ，此业遂绝。

！飞第五， 核算机构和人员的协调统一 。基
层企业三种核算有着各自的持点和侧重点， 工作盘
大，所以要 “三合一” 是不现实的，应该建立适合
三种核算相结合的企业内部经济核算机构，实行联
合办公，人员统一分工调配，统筹安排核算工作，
分工协作，可以为三种核算的数字统 一创造良好的
工作环境。

第六， 核算手段的变革。随着申子计算机
技术的普及应用，在考虑三种核算协调统 一的同时，
还应充分考虑到核算手段变革的新情况，可以在一
些单位进行三种核算应用电子计算机一 体化的尝
试。为此，核算项目，诸如成果、消耗、分配使用
等，尽最标准化、系列化，便于组合、分析，满足
会计核算需要，又适应统计核算的要求，在核算手

匈

段现代化条件下，更有效地体现会计核算与统计核

算的协调统一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