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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

内容概要

上海从北宋起，已拥有相当繁盛的海上贸易，后又逐步成为沿海贸易的主要商业中心。开埠之后，外
贸中心迅速北移，上海逐步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和手工业中心，并随之而形成全国的金融中心。
　　本书特别就近代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对金融与近代上海崛起之间的密切关系作了充分的阐述和
分析。上海金融业发展与世界其他大城市金融业发展相比，有其不同特色。本书着重研究分析了近代
上海三大金融势力的形成和发展。这三大势力即钱庄、外资银行和华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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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曾年，1925年出生原籍江苏淮安1947年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毕业1947年上海市银行第四办事
处会计员1949年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第九办事处会计股股长、公私合营银行长宁区办事处副负责人、
中国人民银行长宁区办事处信贷员1979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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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八十自述近代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一、开埠初期的上海金融形势1. 开埠前的上海金融形态2. 
开埠后钱庄的业务改革及其对形势的适应3. 洋行兼营金融业和外资银行的初期活动二、汇丰银行统治
的上海金融联合体系1. 主要为外资企业和“本殖民地服务”的汇丰银行的建立2. 汇丰银行与其他外资
银行及钱庄的争夺3. 形成汇丰银行统治的金融联合体系三、上海金融的创建和发展——三大金融势力
的形成和对汇丰银行统治的金融体系的挑战1. 华资银行的创建、发展和壮大2. 外资银行相继建立和对
汇丰银行的挑战3. 钱庄的复苏和三大金融势力之间的争夺四、形成功能基本完整的近代上海金融中
心1. 各类金融机构的消长变化2. 以统一币制为特征的废两改元和币制改革3. 上海金融市场的演变4. 近
代上海金融中心的作用和影响五、解放后上海金融的成就和问题上海金融第一次大发展的人才准备及
对票号、钱庄的影响一、民国初期的“幼稚时代”二、上海金融第一次大发展三、银行专修科的影响
深远北四行集团成为上海第一次金融大发展中的半壁江山一、“北四行”的来源1二、中南银行取得
钞票发行权，体现了“北四行”既独立又联合的威力三、再接再厉，四行储蓄会组建完成上海商业储
蓄银行的信息管理——近代中国银行家陈光甫的经营之道附录一 银行专修科演说附录二 金融界著名
人士简历作者编著编译书目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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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864年初，由大英轮船公司监事苏石兰发起筹建汇丰银行。1864年8月6日组成临时委员会。临时
委员会组成人员代表的单位，除大英轮船公司外，还有英资宝顺洋行、[子尽]乜洋行、太平洋行、吠
礼查洋行、沙逊洋行、公易洋行、搬乌洋行；美资琼记洋行；德资禅臣洋行；印度帕西族的广南洋行
、顺章洋行；丹麦资毕洋行，还有一位香港巨商道格拉斯·拉泼来克。这些洋行大多是最早在广州建
立的商行，香港和中国的经济权益是他们的利益焦点。汇丰银行曾对发起人的阵容自诩为具有代表整
个香港社会的国际性。为此，临时委员会还特意保留一部分股份，准备分配给当时未参加筹建而在香
港有较大影响的美商旗昌洋行和英商怡和洋行。旗昌洋行开头谢绝参加，1866年12月放弃汇兑业务，
人股并“被选为一名董事”。怡和洋行因“赚钱的汇兑业务受到威胁，而且它和宝顺洋行有着传统的
不和”，长期对汇丰银行持反对态度。1877年怡和洋行代表已经成为汇丰银行董事会成员，但“仍和
汇丰进行了三十年势均力敌的竞争”。　　汇丰银行总行于1865年3月3日在香港成立，同年4月3日在
“业务最为重要”的上海开设分行，并且还打算在上海另外设立一个当地的董事会，“以便更有效地
进行工作”汇丰银行的额定资本为500万港元，分为2万股，每股250港元。1864年7月开始认股，由于
“几乎每一个在香港、中国和日本做生意的商号和个人，都对它发生兴趣”，不到半年，便已认足。
汇丰银行1865年3月开业，股款已缴足半数。1866年在香港政府办理注册手续，取得法人资格，资本增
为4万股。同年在福州、宁波、汉口、汕头分设代理处。1867年，继香港总行之后，上海分行开始发钞
。1868年，汉口、福州的代理处改设分行。1865年至1868年间，汇丰银行年年获利，到了1868年，股票
已出现升水。当时上海的英文报纸为它捧场说：“在东方的全体企业中，无论在发展的速度方面、在
成就的可靠方面、在基础的稳固方面、在前景的美妙方面，很少有几家能赶上汇丰银行。”有的甚至
说：“它的成功，在银行史上是空前的。”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银行信用时说：“对银行来说
具有最重要意义的始终是存款。”因为有了存款这个最重要的资金来源，银行才能安排各种放款，从
事资本的运用和融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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