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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径 霖

盛室怀兴办银行思延评议

盛宣怀是中国近代
”

亦官亦商
”

的人物。 对千他的思想，过去学术界多持否定态度。 其实，

在盛宣怀的思想中有许多进步的、合乎时代潮流的成份，这在他的兴办银行思想中有较多的体

现。盛宣怀的兴办银行思想是他在奏请创办中国通商银行的过程中形成和提出来的，不仅丰富

了他自身的经济思想，而且也推动了中国近代金融思想的发展，并且在客观上直接促成了中国

第 一家银行一一中国通商银行的诞生。而且．盛宣怀的兴办银行思想对千清末以后中国银行业

的建设和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此，正确总结和评价盛宣怀的兴办银行思想的理论得失

和实际效果，对千正确认识中国近代金融思想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对千我们今天银行改革也具

有一定的启迪作用。正好今年是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一百周年．本文算是对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一

百周年的纪念

银行，这个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在西方早在17世纪末叶就已产生了。在中

国，直到1845年，英国丽如银行(Qriental Bank)在香港设立分行，才将西方的银行制度移植中

国。 到1897年前，外国在华开设了20多家银行，而中国自己的银行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外

国银行在华发行纸币，垄断中国的国际汇兑业务与国内金融市场，对中国进行疯狂的经济侵

略，并通过大掀贷款，逐渐控制了清政府的财政。 这些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因此从

1859年开始，就不断有人发出自办银行的吁请和呼声。 1859年太平天国干王洪仁开在《资政

新篇》 中首次提出
“

兴银行
”的主张。／第二年｀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容阁向太平天国建议创立银

行制度及厘定度扯衡标准。匕

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近代新式工商业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对千融通资本金的需要愈

益迫切，创办新式信用制度的呼声愈益高涨、活动愈益加强。

1876年轮船招商局的唐廷枢向丁日昌提出：”由中国纠集股份设一大银行．并在国外伦

敦、日本设立分支机构．为发展海外贸易和远洋航运服务，”j

1877年，有人建议在天津设立银行｀”由招商局人司理其'Jr" I 1882年又有人倡议在上海

＂仿照西法开 一大银行
“ ·"广帮商人富裕者可纠以入股。”2

1885年鸟李鸿章提出创设中外合资银行才并请英国的怡合洋行的银行家经办。，

1892年前后，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陈炽、郑观应和汪康年等人也都主张设立银行。

数十年间，主张在中国兴办银行形成了 一股思想潮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和思想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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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盛宣怀提出了兴办银行的主张。

1896年10月，盛宣怀上口条陈自强大计疏〉），并附
“

请设银行片
＇

＼在这个非常迎合潮流的

奏折中，盛宣怀深刻阐述了中国自办银行的必要性、自办银行的方法及经营管理。随后，盛宣怀

在他主待制定的《银行成议节略》、《银行成议源贴》及《中国通商银行章程》中，又进一步论述了

上述问题。 关于中国自办银行的必要性，盛宣怀首先提出银行在社会经济中处千枢纽地位，具

有重要的
“

信用中介
＂

职能，他说：
“

银行时千泰西｀其大旨在流通 一国之卧木以应上下之求给
“

,
“

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工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
”

。?“银行转输上下．藏富千商民，振

兴商政、保护商款，……有益千市面也
”

他认为银行比钱庄、票号组织完善、规模大，更能满

足为工商业筹集资金的需要，起到
“

通商惠工
”

的作用。因此．中国要发展工商业，就必须创办银

行。

其次，盛宣怀联系自己在督办铁路过程中，由千
“

华商无银行，商民之财无所依附甫t而难

聚
＂

，（马致使兴办铁路之事难有成效的经验，指出
“

今因铁厂不能不办铁路，又因铁路不能不办

银行
”

,1°
“

铁路之利远而薄，银行之利近而厚，欲银行铁路并举，方有把握。”i1J1盛宣怀在长期办

理洋务过程中深知资金重要，铁厂与铁路都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企业，也是花费资金巨，

获取效益缓的企业，如没有银行的巨额资金融通、显然是难以成功的。 因此他认为中国欲办铁

厂修铁路就不能不办银行。

再次，盛宣怀认为中国自办银行能够抵制外国银行势力，改变外国银行垄断中国利权 他

说：“吾国通商以来……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
”

、"中国亟宜仿办．毋

任洋人银行专我大利，“他指出．只有中国自设银行，才能
“

通华商气脉，杜洋商之挟待
＂

，并通过

设立银行代理国债，可替代洋债，可使政府
”

不受重息之挟持，不吃镑价之亏折",”但使华行多

获一分之利，即从洋行收回·一分之权
”

。 L

中国自办银行既然如此重要，因此盛宣怀要求清政府急行设立，勿稍迟疑。 至于如何办

行．盛宣怀主张通过招商方式，创办股份制银行。 他在《请设银行片》中说：
“

银行者，商家之

商不信，则力不合，力不合，则 ＇仆不成。 拟请简派大臣，遴选各省公正殷实之绅商．举为总董．号

召华商，招集股本五百万两．先在京都、上海设立中国银行，其余各省会、各口岸，以次添设分

行，照泰西商例，悉由商蓝自行经理，“随后，盛宣怀在他组织拟定的《银行成议节略》、银行成

议源贴》及《中国通商银行章程》中，都决定采用集股方式，创办股份制银行，并根据股份多少择

定董事会成员改变官僚机构对金融业的垄断、，

盛宣怀之所以主张商办股份制银行．一方面是由于他认为
“

铁路既以华股归商办为主．银

行似亦应 一气呵成、交相附丽... 但更重要的是由千盛宣怀办理洋务多年，深知洋务企业办得

并不成功，对于洋务企业所采取的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形式所产生的弊端十分清楚，而银

行自有其内在的科学管理，只有采取商办、＂照泰西旧例，悉由商董自行经营
”

·让经营者充分行

使经营自主权，减少行政干预、＂才能合天下之商力．以为天下之银行
“

.ll 才可克服官办、官督

商办、官商合办种种弊端，才会使银行取得富有成效的经营，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盛宣怀反对创办国家银行，针对当时容囡等人主张仿照美国银行制度建立国家银行，他认

为中外风气不同，西方的国家银行不适应千中国．或者说当时在中国建立国家银行的条件尚不

成熟。 因为，在中国
“

执官府之制度，运贸易之经纶．恐窒碍滋多，流弊斯集
＂

。只有
＂

俟将来官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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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孚，内外政府变通尽利、再行筹设国家银行．与商行并行不悖 ＂ 。，一盛宣怀的这种认识是符合
当时实际情况的。不过袖盛宣怀反对建立国家银行．主要是他惧怕官府插足，干预通商银行的经
营活动，收利千官，且使通商银行沾染上官场之弊埽2响其业务沽动之开展。 然而，盛宣怀虽然
主张商办银行，但他要求“ 官代为维持“．并要求户部将100万两白银存千通商银行。 盛宣怀认
为这是当时最好的办法、因为“ 若无官本倌官无利益倌官必不认保护之权 ” 了而在封建专制制度
下，没有官方保护，一 切皆难发展．但如有官方保护．又必然会导致其时企业经营的种种弊端．
为此，盛宣怀设计仿轮船招商局创办之初借官款垫足股本，开办后陆续归还官款办法，IJ]'以避
免官方渗入中国通商银行的经营。

盛宣怀还要求通商银行享有国家银行特权，如代理国债，发行纸币，承兑汇兑，揽解收存官
款，是想据此以与资金雄厚、实力强大的在华外国银行争得一 席之地，并以此取信千民．招揽商
股私存，促进银行业务的迅速发展。

盛宣怀一方面主张创办股份制商业银行，另 一方面又要求享受国家银行待遇，既反对政府
插足干涉商办通商银行的业务活动，又要求“官代为维持 “ ， 这反映了＂亦官亦商＂，具有双重身
份的盛宣怀的矛盾心理和两难处境，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主权不完整、经济不独立的真
实写照，同时也是由当时金融形势决定的。 盛宣怀奏请创办中国通商银行时，国内有三大金融
势力一－外商银行、票号和钱庄，他们势力强大，外商银行垄断了中国的国际汇兑和金融市场，
票号控制了官款存放和汇兑，钱庄则与工商业者建立了广泛而紧密的联系。中国自办银行要想
在这三大金融势力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发展，就既要得到政府保护又要繇得商民的支持、为此．
盛宣怀才苦心设计出上述一套＂亦官亦商＂的银行组织形式。

盛宣怀也反对创办中外合资银行。1885年李鸿章首次提出创办中外合资银行，后来，在通
商银行创办过程中，英、俄、法、奥等国均向清政府提出合资创办银行。对此、盛宣怀以中外合资
兴办银行“其权在彼｀利害之数，未易计度 ”1｀为由提出反对，1903年针对法、奥两国公使提出将
通商银行归并或合办的要求．盛宣怀又以“中国是主人，仅 一通商银行，论面子也断不能少 ”为
由，＂ 婉词拒绝 ”。三、

盛宣怀深知，在中国主权不完整的情况下，与外人合资创办银行，其利权必然操自外人之
手，而且一旦中外合资办银行之举成功．则其创办中国通商银行的企图必成泡影。 此其反对创
办中外合资银行的主要原因。

盛宣怀既然主张中国自办银行采取现代股份制的组织形式，对其经营管理也就要求以现
代银行制南为准绳．因此，他在制定中国通商银行的经营方针时、要求＂悉照西例 ” 、“以汇丰章
程为准 ” 具体理求是·（一 ）精纸讥器印票击按存银行之数．以备随时兑现：（二）各省官司向银行
借款，由总行梨明户者仇批准以何款抵偿．方能议订合同；（三）代国家出票借款．非专恃本行之
资本借与国家．利息多森．应吗随时市价核议：（四）原京外拨解可交汇．公家备用款可暂存：
（五）用人办串悉以汇丰章程为准则：（六）机构设 '1叭上海为中国第一通商口岸，应以上海为银
行总汇之所以便中外交易。～＇

上述主张基本都是符合现代银行经营原则的， 第一条是要求银行发行钞票要有足够准备
金，第二、三条是为了保证银行借款的安全性并避免把银行变成国家财政的附庸。 第六条是主
张把银行的总行设在经济金融中心上海｀以避免京都政府对银行的行政干预。这一点在盛宣怀
答总理各国小务衙门的驳诘中表达的更明了。总理各国巾务衙门的官员认为以上海为总行，以
京都为分行．＂似觉外重内轻，不足以崇体制．拟千京都上海两处，均为总行 ＂。 盛宣怀在答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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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所称总行者，因各分行生意汇总於是、不拘时日｀总董有寻常会议，有异常会议，京都既非

通商码头，股份不多、又无总董，势必隔膜……现议上海为中国通商第一 口岸，应以上海为银行

总汇之所，以便中外交易
”
。Q' 足见盛宣怀已经明晓按照经济区划设立金融机构的道理。 而且盛

宣怀的这一主张也是为了避免清政府对通商银行的过多千预，这又进一 步说明盛宣怀己认识

到按照经济区划设立金融机构，是保证不受行政干预而能按照经济办法管理金融的必要条件。

至千第五条，用人办事悉以汇丰章程为准。 是主张任用洋人为大班（经理），按照汇丰章程

管理银行。 盛宣怀聘请原汇丰银行大班美德伦(A. W. Maitland)任通商银行首任大班，授予他

权柄单，让他全权负责通商银行的经营管理。 对千盛宣怀的这一主张和做法，以往学术界多持

否定态度，认为具有浓厚的买办性。但是笔者认为盛宣怀的这一主张和做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

下自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首先，银行是
“

全部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
＂
，而中国向来缺乏资本主义充分发

展，设立银行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必须有大址的经营金融的人才。因为要使银行成为一个有经营

利润的企业，必须重视经营的效率。 但是当时中国办银行恰恰最缺乏的就是专业人才。尽管从

1859年以来就不断有人把西方的银行理论、制度及业务介绍到中国，但国入中真正熟知银行

学知识的人尚属少见，而既懂理论又熟悉业务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在此情况下，要办理银行并

使之按照现代企业方式运作，避免封建式经营，最好的办法，自然莫过千任用宫有银行经营管

理经验的洋人来负责银行的经营管理。盛宣怀聘请的洋大班美德伦，系
”
在汇丰银行数十年，熟

悉中西银行生意
”气的金融行家，由他负责经营管理，可以使通商银行的经营按照现代银行经

营规则运作。 另外，盛宣怀在其主持制定的中国通商银行章程中，虽规定
“
生意出八银钱，均归

大班主政、买办辅之
＂
，但同时又保留总董（均由华商担任）在用人和大政方针上的最后决定

权皇这种经营权和人事决策权的分离，有利千银行作为商业性企业的企业经营，

其次，盛宣怀主张
“

征用客卿
”“

借重外材
”
也是为了避免清政府对通商银行的过多干涉，他

怕清政府无限制地向通商银行借钱，因此在通商银行的章程中规定
“
本银行代各省官司借贷银

两应照西例，由总行总蓝及经理洋人查明……
＂
。＇巾实正是如此，在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时期，

碰到借款不按期归还，或政府派员来查帐时，该行都把洋经理抬出来作为护身符。

同时，任用洋大班也是为了获得外商银行的信任、1908年上海外国银行拒用中国各银行

的钞票，唯独通商银行的钞票可以例外中国新式银行在创办之初，资金都十分薄弱，又缺乏经

营管理经验，如能得到外资银行的信任和支待．自然有利千银行业务的发展。

如前所述，在近代盛宣怀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创办银行主张的人、他只不过顺应清末兴办银

行的思想潮流而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但是由于个人经历不同，认识不同，盛宣怀的兴办银行思

想与前人相比具有不同特点。

第一，盛宣怀比前人更全面地认识到银行的职能仵用 盛宣怀不仅指出银行具有
＂
振兴商

政
＂
的作用，而且从办铁厂与修铁路需要银行融通资金的角度，从生产环节正面论述了银行的

信用中介职能，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先进人士对银行职能作用认识的一个进步，

第二，以往主张兴办银行的思想家、无论是封建官僚还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除了把抵

制外国银行势力与振兴商务
”

作为主张兴办银行的理由外，也都把解决清政府的财政困难作为

要求兴办银行的一个重要契机，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御史张仲蚚主张通过兴办银行，发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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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解决财政危机了这种简单地把银行与财政捆在一 起，绝对服从财政的需要的看法、显然是

错误的，说明清朝官员对银行的职能作用缺乏充分的认识。盛宣怀基千对银行职能作用的正确

认识，主要从办铁厂修铁路需要融通资金和通过办银行可以抑制外国银行侵略两个方面论述

中国自办银行的必要性，而不把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作为兴办银行的理由。 不仅如此，他还反

对把银行办成政府财政的附庸，反对政府干预．反对把银行资本借给国家，这种认识对于保持

银行经营的独立性，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盛宣怀从理论上论述了中国自办银行的必要性、而且对中国自办银行的组织形式、

经营管理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划。 他主张通过招商方式创办股份制银行，由银行总董自行经营，

反对政府的干预，主张按照现代经营原则经营管理银行，这些思想都具有内在的合理性。

第四，盛宣怀不仅主张创办银行，而且为了实现这一主张进行了积极的努力 虽然他的活

动遭到帝国主义的层层阻挠及封建顽固派的激烈反对，但他凭着
“

天下 ＇

仆不能遇困难则止，不

做则巳．做则何所退让
＂

的决心，在李鸿章、张之洞、王文韶等大官僚的支持下．经过多方面的努

力，终千使中国第 一 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1897年建立起来，这使得盛宣怀兴办银行的主张

取得了与前人不同的结果。

当然盛宣怀的兴办银行思想也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他主张完全抄袭、照搬外国银行的成

规，无论是经营方针，还是业务管理，均要求
＂

悉照西例
”

,”以汇丰为准
”

，而不是从中国实际出

发，建立适合中国特色的银行制度和管理模式。 而且，盛宣怀要求通商银行的会计帐目 一律用

英文书写．所发行的纸币必须有洋大班美德伦的签名才算有效，这些都具有浓厚的买办性。 此

外，盛宣怀的一些合理主张在当时封建专制体制下也没有得到良好的实行。这些都值得我们今

天加以认真的总结。

注．

了太中天国） 1.《资政新篇）第533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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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1876年3月18 H.1877年8月4 l:l,1882年3月3日，1897年2月1l H。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十九。

T\「心订八l扒函画盛宣怀：《诮设银行片》，《皇朝经世文新编》，卷2。

＠和吓B'，商「1)盛宣怀《愚斋存稿》．卷25．第6页．第15页．第5页．第6页．卷2．第30-32页，

凶心江江1《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H f1出版ft 1982年版，第109页，第99- 100贞
;!I《财行报》．第30册，光绪 ． t 一年h月 1 f1 

立参见"/;Jj «中国经济史从右们，第249页。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系博士生：单位邮编：2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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