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时期的浙江地方银行

刘志英 张朝晖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半壁江山沦陷, 然而,在游击区和未沦陷

的山区,浙江人民仍进行着艰难的开发与建设。建设离不开资金, 金融业无

疑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浙江地方银行作为一家省级银行,在浙江南部的

艰难环境中,运用各种手段从事经营活动, 在自身获利的同时,也为浙南山区

的开发和坚持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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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地处东海之滨, 抗日军兴,首当其冲。北部杭州、嘉兴、湖

州一带是浙江最富庶的地方, 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八年。宁波、绍兴

一带也是浙江精华所在, 却沦陷 5年。整个抗战时期, 浙江省分成

了三个部分: (一)日本侵略军占领区,以杭州为中心,约 3万余平

方公里。(二)国民政府统治区,浙江南部山区和半山区,先以永康

后以龙泉为中心,约 6万余平方公里,经济比较落后。(三)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 以四明山为中心,约 1万余平方

公里。这三部分既是迥然不同的社会制度, 又是完全各异的金融

货币体系,形成十分错综复杂的战时金融格局。

浙江地方银行的前身是 1908 年 4月在杭州招商创办的浙江

官银号,次年改为浙江银行,为官商合办性质, 1912年改名中华民

国浙江银行, 1915 年改组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 均为官商合办,

1923年 3月,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正式宣布分家:省外上海、汉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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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划归商股所有,定名为 浙江实业银行!,成为一家完全的商业银

行;省内杭州、兰溪、海门三分行划归官股所有,定名为 浙江地方

银行! (以下简称浙地行) ,为浙江省属官办银行, 1931年 10月, 国

民政府颁发新的浙地行章程, 明确规定该行为省立银行,此后经过

一系列改革,到抗战爆发前( 1937年 6月) ,其分支机构由原来的 3

个分行骤增到包括总行、分行、办事处、分理处在内的 55 个, 成为

浙江省分支机构最多,业务量仅次于杭州中国银行的一家大银行。

抗战爆发后,浙地行作为省级银行,也随浙江省政府退到了浙

南山区与半山区,成为了浙江金融界在抗战中的主力银行。总行

( 1943年改组总管理处)于 1937年 12月 18日敌寇进迫杭州近郊

时,由杭州撤至兰溪,旋又迁丽水、云和、龙泉等地。为了适应战时

环境, 浙地行大胆打破常规,走上了一条特色化的发展道路, 除一

般业务外,由常规的金融业务转为着力开拓经营实业, 从事物资贸

易,实施农贷等方面,不仅抵制了日伪的金融经济侵略, 而且为浙

江南部山区经济的发展和大后方的物资供应都做出了显著贡献。

然而,目前学界却未见对此专文研究,因此,笔者不揣浅陋, 试对这

一时期的浙江地方银行进行论述。∀

一 调整机构 恢复业务

1937年 11 月初, 日军由全公亭登陆, 嘉湖两属各县相继沦

陷, 1941年宁绍平原也先后沦陷, 从此浙江精华尽失。于是浙地

行丧失其本身固有直接经营业务之区域, 业务大大萎缩,前景困

难。因此,如何调整机构恢复业务,成为了应对突变时局的头号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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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在国民政府调整整个金融国策指导之下, 浙地行作为省办银

行,总行随省府一起行动,各县机构随县府一起行动,致力浙江内

地金融机构的建立。数年之间,积极强化敷设,机构深入各乡镇。

1938年,在永康、龙泉、天台、于潜、仙居、东阳、松阳、遂昌等山区

建立 8个办事处,在省政府所在地永康方岩设立 1分理处, 并在上

海租界设立上海第一办事处。1939年 3月, 衢县办事处改组为支

行, 11月间, 丽水、永康、临海、余姚 4 办事处扩组为分行, 增设的

办事处计有武义、遂安、云和、青田、缙云、寿昌、江山、宣平、常山、

义乌、浦江、华埠、孝丰、玉环、泰顺、景宁、汤溪、分水等 18处,增设

之分理处, 计有碧湖、安昌及溪口 3处,并于于潜成立总经理浙西

办公处,辅翊政府推进浙西游击区金融财政之建设,及抵制敌人金

融经济之进攻。到 1940 年, 经过不断改组, 共建立 65个分支行

处,其中支行 5个;办事处 11处;分理处 49处。∀ 分布在浙南 59

个县市,有 25处为战时困难环境中重建或新建的,凡敌后县政权

建立,即随同设立机构并代理金库。在游击区则另设流动性之庄

号,与后方相呼应,如 1939年浙西敌后重建机构时, 为免敌注意,

改行名为 庄!, 有兴隆庄(吴兴)、长隆庄(长兴)、德隆庄(德清)、康

隆庄(武康)、余隆庄(余杭)、泉隆庄(杭县)、安隆庄(淳安)、孝隆庄

(孝丰)等,还在前线边缘地区如富阳、桐庐、昌化、新登、安吉、天目

山、临安梅溪、分水方元铺、麻车埠、横村、窄溪、毕浦等地设立机

构,使过去十分偏僻的山区,布下相当缜密的金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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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 并于 1941年度,陆续成立省外分行 6处, 遍及闽、

粤、湘、赣、皖各地,以期沟通省际间的金融联系。截至 1941 年底

止,共有分支行处所庄 214 处。其中省内分行 11 处(已撤退者 4

处)、支行 5处(已撤退者 2处)、办事处 72处(已撤退者 24处)、分

理处 74处(已撤退者 15处)、农贷所 38处、庄号 6处、省外分处 8

处。∀

不过,在战争期间的特殊环境下,各县市的分支机构并不是一

成不便的,均视战事演变,旋进旋退,随时将分支机构增减调整, 以

利业务。如 1942年 5月, 由于日军再次侵扰浙东,各地行处均相

继后撤,暂驻云和、景宁、龙泉、庆元一带办公。直到 9 月上旬, 敌

军退出,各属行处才陆续返回,照常营业,不过直到年底,复业的行

处也仅47处,其中,分行5行,支行 3行, 办事处 33处,省外行处 6

处。其余归并停办及未复业之分支行办事处 41处。%

浙地行原有总管理处及总行两项组织, 抗战前总行在杭州对

外营业,战后转展迁至龙泉,环境变更,为便利管理, 1943年 1月,

经董事会议决, 经省府核定, 修订章程及组织大纲, 地方银行自 2

月 1日起, 将原有总行组织取消, 扩组总管理处总揽全行事务, 总

管理处由董事长、常务董事、总经理组成,董事长、常务董事未经改

选,由董事会推举董事长暂行兼代总经理。总管理处依例不对外

营业,惟原有总行及撤退后归并各行处存放款暨汇兑等未了业务,

仍暂由总管理处业务部接洽办理,将来视存户需要及手续便利情

形,陆续移转各分行处接办。而龙泉办事处也为适应环境, 于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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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扩组为分行, 简称泉行, 直属本处。∀

浙地行在调整机构的同时,也积极恢复业务, 其中吸收存款就

是银行的主要业务之一。在抗战期间, 浙地行是积极吸收游资、开

拓资金来源,以保障银行的其他各项业务顺利进行。

抗战爆发后,浙地行除在浙江省内分设分支行外, 还在上海设

有分行,由于环境关系,调拨困难, 对于省内各行处 解汇款,曾经

定有限额, 但为便于吸收沪汇头寸,对于沪行承做浙汇, 则做出决

定,不分地域,尽量招揽, 不限数额, 故内地行处代解汇款所定限

额,对于沪行,应作例外, 不能适用。凡沪行 解汇款, 均应尽量代

解。%

抗战时期, 浙江各大工商企业多集中于金华, 浙地行于是将金

华办事处扩组为支行以资适应。自杭嘉湖陷敌后,沪杭交通隔绝,

浙省物资吞吐, 全赖宁波、温州两海口轮船运输,因战事关系,沪杭

汇兑不通,内地办货者,都集中金华,从内地携带现款至金华,托银

行转汇至宁波或温州,而当地中国、交通等银行,因怕风险(当时接

收巨额汇款往往需运现) , 故所有汇款均集中于浙地行一家, 因之

金华、宁波、温州三行汇兑业务,骤形发达, 存款业务亦有起色。&

其存款主要分为普通存款与公库及机关存款二种。从总额上看,

1937年 6月为 2177万元,到 1943年 12月增为 26457万元, 约增

加12倍余,以 1943年年底论, 除县库与国库存款外, 皆为普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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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19198万元) , 占 72. 53%。∀

在吸收储蓄存款方面,除继续由各行处向顾客宣传,动员其参

加当地节储运动外, 主要在各乡镇机关, 依原订吸收乡村存款办

法,积极办理各项存款及节建储金, 1941年的业务计划,依据当时

浙地行所辖乡镇机构 100余处,当年以每一乡镇机构平均吸收 20

万元为预期目标,预计全年可吸收存款达 2000余万元。% 以 1943

年底论,浙地行的存款总余额为 26457万元, 其中县库存款 5371

万元, 国库存款为 1896 万元, 两共合计为 7267 万元, 占总额的

27. 47%。&

二 稳定战时浙江金融,代理省财政

抗战初期, 从七七事变到杭州沦陷,浙地行的业务活动一切都

为战时经济服务,以稳定浙江金融。一方面贯彻执行国民政府颁

布的#安定金融暂行办法∃,限制存户提存外, 以维持市面的正常运

转。一方面对于省内外汇兑业务, 始终设法维持, 尽量接受, 以保

证汇兑畅通。同时还代理发放临时救济贷款。浙江省政府特向

中、中、交、农 4家银行借款 500万元以救济杭州市面, 指定由浙地

行代理经办。该行本着稳定经济的宗旨,立即积极办理,用 200万

元救济银钱业, 200万元救济丝绸业, 100万元救济米业,以保证这

些与当地经济和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行业得以正常运行。这对于

安定战时民心曾起到较大的作用。各县地方政府和商会因战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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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市面筹码不足,周转困难, 也要求该行给予适当解决。浙地行

则根据具体情况酌量予以调剂。∀

1938年 4月, 市上流通之铜质分币, 因铜质飞涨,顿告绝迹,

物价因零找困难,无形提高,各地商号竟至擅发铜元券,流弊滋多,

金融为之紊乱, 财政部为防止铜元收 及偷运出口, 不得不于

1939年 10月间将当十铜元兑价改定为 200枚兑换法币 1元, 通

电流通各省一律照办。后因欧战延长, 铜价亦趋高涨, 敌人不断以

种种方法吸收各地铜元 化利用, 特别是在沦陷区内, 亦有以当十

铜元为一分行使者, 为抵制收 而保资源, 国民政府财政部又于

1940年 9月,重新规定法币兑换铜元价格, 各地流通之当十铜元,

改为每 100枚兑换法币 1元,一律照价兑换,不得任意高低, 用维

币制。% 而浙地行不仅遵循财政部的规定,尽力平抑铜价, 同时还

采取措施,积极应对。1938年在丽水开业时期, 浙地行即根据省

政府发行分币券以救济各地铜币缺乏的要求,发行分券 150万元。

1939年 3月第二次全国金融会议,决定省地方银行可发行小额钞

券,以节省法币数额, 抵制敌国经济掠夺。5月, 浙地行呈准发行

一元券 150万元,辅币券 150 万元。1940 年 7月、9月, 先后呈准

发行一元券 250万元, 五角券 450 万元。1941年 5月, 复呈准发

行一元券 5000万元,但仅得印成 1500万元,而太平洋战事爆发,

中央统制印钞材料, 奉令停止印制,故当时发行流通,亦仅止于此

1500万元。& 总计从 1937年 6 月到 1943年, 浙地行经陆续呈准

财部印制钞券 4767万元,按市上需要情形,次第发行。迄 1943年

6月止,奉令以中央统一发行, 将所有未发券 9091660元, 即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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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封存保管, 并先后收回销毁破钞 1824371. 2元,暨遵章留

存原发行行备换破钞之留存券 8574333元, 至 1943 年底止, 净计

流通券 35179635. 8元。∀

浙地行奉令发行辅币券,一方面缓解当时市场辅币严重不足

的矛盾,也有利于该行的资金调拨运用, 但同时也助长了通货膨

胀,抬高了物价,影响了民生。

1941年 3月, 中央改订财政收支系统, 浙江省政府财政厅与

浙地行订立合约,委托省金库主管机关所在地之地方银行为代理

省总库银行,县市库主管机关所在地之地方银行为代理县市库银

行并兼代省分库银行,收支特繁之乡镇, 设置省支库,未设地方银

行县份,由地方银行于实施公库法以前筹设完成,以便配合进行。

地方银行所收公库现金均用活期存款方式计息办理。地方银行处

理公库事务应依照中央及本省一切有关公库法令办理。省库必要

时地方银行应随时予以透支, 透支最高额以国币 100万元为限, 惟

一次透支额在 10万元以上者,财政厅应于 5日以前通知地方银行

先事准备。% 经过一年的发展,到 1942年 3月, 浙地行承中央银

行国库局委托代理支库 47处, 并与浙江省财政厅订约, 继续代理

各县公库。&

浙地行代理的省财政业务主要有:

代理国库经收田赋。1942年五月事变( 时, 浙江各地代库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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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 23日,建德陷落, 25日,日军三路强攻金华, 5月 28日金华、兰溪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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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被迫后迁,一时无法复业, 战区及临近战区国税机关,以税款无

法解库,影响库政。经省财政厅应邀同中央银行浙江分库与浙地

行洽商,暂由浙地行随同县政府办公之县公库,以简单手续代收,

经省府批准,并制订 战区及邻近战区县公库代理收解国税暂行办
法!送请中央银行浙江分库洽备,并于财政部浙江省田赋管理处换

文协定,委托地方银行代库代理收解田赋税款。∀ 各县征收田赋

机关征收田赋应填具缴款书交所在地的浙地行核收,浙地行收入

田赋款应在行方会计科目特种存款项下设立 代收国家田赋款!户

登记, 不可与省际及县库款项混合。所收田赋款项每日另单报

解。%

代收解民食价款。1943年 12月 15日, 为便利各县处收解民

食价款,由浙江田赋粮食管理处拟定拨售民食价款收解办法及缴

款书, 委托地方银行收解各县处民食价款, 定存款利率为年息四

厘,所收价款,每隔五日, 汇解地行入该处民食价款存款户, 并不计

收汇水及手续费在案。&

代收解省交通运输收入。浙江省驿运、水陆联运、交通管理处

委托浙地行代理收解所属各站之营业收入、管理费收入及其它一

切收入, 双方签订合约, 浙地行则收取代收手续费 5% , 汇费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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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大农贷,扶持农业发展

由于农村经济凋敝, 农贷业务,在抗战前的数年间, 金融界就

曾给予重视,但战事爆发后,趋于消沉。而抗战时期的浙南地区又

是浙江相对贫困落后的山区, 农业问题更是十分严重, 当浙江省政

府迁往浙南安定之后,逐渐加强对农业问题的重视, 1939年, 浙江

省粮政机关成立,先后贷放粮食贷款。除各省县农业金融机关的

经营外,中央也设立了农本局,全力举办农贷事项,然而农村广泛,

必须由深入内地的金融机关进行协助, 浙地行在战时就积极承担

起这一责任。

1938年冬在丽水村镇成立农村贷款所。∀ 其后,浙地行即遵

循国民政府财政部推设农贷所的指示, 在省内各地, 普设农贷所,

所有贷出各款, 均归储蓄处放款项下贷放。至 1941年, 又遵照浙

江省农贷合约, 划区办理,指定辅设温台二区之合作金库, 而其他

各区已办农贷, 则设法收缩。1942年、1943年两年,皆依此方针推

进。

遵照国民政府推设农贷所之指示, 浙地行 1939年的!农贷!主
要是集中办理储押贷款, 当时在永康、金华、兰溪、衢州四行属办理

谷子封仓贷款, 凡设有代库地方, 各乡均派有农贷员,就近管理封

仓事宜,贷款总数共 10余万元;还办过生产供销及耕牛贷款,数字

都不大。粮政机关成立时, 封仓贷款即停止。对省县粮政机关的

业务资金, 虽有供给,数额有限。% 1940年还专为办理农贷业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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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训练班一期, 培训结业 29 人, ∀ 先后分派到各地进行农贷工

作。

浙地行农贷种类计分: (一)青苗贷款, 作生产工本之供应;

(二)储押贷款, 其中粮食储押,以自产自食为限,于调剂粮价,粮食

管制两无窒碍; (三)供销贷款; (四)农村小工业贷款; (五)农业推

广贷款; (六)购买耕牛贷款; (七)农田水利贷款。贷款对象: (一)

合作社, (二)其它农民合法团体, (三)五人以上连带负责组织,

(四)个农, (五)农业改进机关。% 青苗贷款、储押贷款为短期资金

之融通,对于农户一般需要,最能适合。供销贷款与农村小工业贷

款,系为供应加工运销等资金,涉类较广,可适用于一切副业生产;

推广贷款为良种良法之推行; 耕牛贷款为农村劳力之补充; 农田水

利贷款,对予扩展及改良耕地,其效尤宏。而从放款对象可见, 各

农户与农业机关,均有申借机会。不过个体农户贷款仅限于储押,

为奖励组建合作社组织, 对合作社贷款利率减低 2厘, 在有合作社

组织之处,即以合作社为农贷对象,希望农村经济能得到合作组织

之力量,发展更臻完密。

为充实抗战力量,增加农业生产, 1941年度,浙地行对贷款机

构进行了扩组, 改进了贷款方式。当年度农贷总额为 8100000

元。&贷款总额达 15683417. 91元, 较1939年3056832. 26元,计增

12806585. 65元。年终余额为 9400216. 82 元。贷款机构除原有

全省行处外,该年还在各乡镇增设分理处或农贷所 126处。合计

经办农贷的机构已达 212单位,农户可就近还借, 无往返奔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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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免失时误事之虞;各工作人员, 深入农村,熟谙农户信用, 对借

款的审核,用途的监督,均易为力。∀

1941年 7月 15日, 总行驻丽办事处根据重庆国民政府财政

部的命令: 金融机关应将拨付农贷部分资金及其对合作社或农民

组织贷款之收付情形,按月列表分送经济部及财政部备查。要求

浙地行各分支行将 1940年以后各月经办的合作事业贷款及 5 人

以上连带负责方式贷款, 分别填表补报,以便汇转。%

除浙地行发农贷外, 中国银行还发放了农业贷款, 负责绍兴、

萧山、诸暨等 7县,衢属 8县,另有皖南 8县, 1940 年底农贷余额

363万元,后因国家银行实行专业化, 1942年 7月起, 农贷就由中

国农民银行一家办理。& 1942年, 浙江省的农业贷款, 经过浙江省

政府与四行订约分区办理, 其中将温台两属的农贷划归浙地行办

理,此后, 浙地行就在划定的区域内,将各县合作金库, 除已接收者

外,一律辅设成立,继续办理改良种子, 增植生产, 及农田水利等贷

款,并积极倡导各种合作社组织。

1943年 2月 23日,根据省政府划区农贷的要求,浙地行进一

步做出决定缩小农贷业务范围,除划定的温台两属外, 其他地方一

律停止贷放。凡温台以外各属,过去所放贷款,严加催收, 并将收

回资金,移作温台各县农贷之用,并拟定催收农贷办法五项:

(一)所有贷款, 应设法提前收回,利息以实用日数计算。

(二)借款如已到期者,不得转期,过期借款,严加追偿。

(三)个农贷款无力归还者,应向负连带责任有偿还能力

146

#抗日战争研究∃ 2007 年第 2 期

∀

%

& 吴欣、谈建军: #抗战时期浙江金融研究∃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浙江省纪念
抗战胜利 50周年论文集∃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7年版,第 613页。

浙江省档案馆馆藏浙江地方银行未刊档案:档号 L071 ∋ 135。

#浙江省地方银行第十八届营业报告∃ , 1940年(铅印本) ,第 17- 18页。



者或保证人追偿;合作社贷款无力偿还借款时,应向任何有力

偿还社员要求偿付全部借款或向保证人追偿。

(四)沦陷县份或虽已收复而行处尚未前往复业地区之贷

款,应由各管辖行处设法派员前往催收。

(五)催收款项, 如有困难时,应请当地政府予以协助。∀

然而,经查 1943年的二、三、四各月农贷月报, 其能积极催收

者实属不少,而收数甚微,甚至分文无收者实具多数。%

总体而言, 农业贷款在整个浙地行的放款额中所占的比重是

极为有限的,如 1941年, 全行总放款额为 8119万余元, 其中农业

放款 9. 2%。& 1942 年, 全行放款总额为 7391 万余元, 其中农业

放款为 332余万元, 占 4. 49%。(

以上这些农业放款, 虽杯水车薪, 但以扶植农业生产, 改善农

民经济为目的, 符合国计民生需要,对抗战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

用。

四 扶助工业,保障战时需要

浙南山区半山区,原来经济基础差,工业品严重不足,因此, 浙

地行在战时为谋必需品之自给自足, 积极扶助工商, 以求促进生

产,并办理产品运输及推销,以求货畅其流,供需适应。

147

抗战时期的浙江地方银行

∀

%

&

( #放款对象分析∃ , #浙江地方银行业务统计∃第 1 辑, 1943 年 11 月铅印本,第 30

页。

#本行三十年度放款统计∃ ,#浙行通讯∃第 3卷第 3号( 1942年 4月 10日)。

浙江地方银行总管理处辑#浙江地方银行总管理处通函汇订∃ , 第 1辑, 1947 年排

印版。

浙江地方银行总管理处辑#浙江地方银行总管理处通函汇订∃ , 第 1辑, 1947 年排

印版。



不仅如此, 面对战时大批企业破产, 银行业务萎缩, 如何适应

战局的严峻考验,总经理徐恩培决定打破常规,走上另一条生产自

救的发展道路。根据省政府提出的 兴办战时生产事业,与敌伪展

开经济斗争!的号召,以及财政部第一、二次金融会议决议, 浙地行

决定在抗战期间以直接经营生产运销作为该行开拓业务的重心。

徐恩培提出了战时该行的业务新方针:  平时是银行养企业, 今后

要企业养银行了。!为发展战时经济, 1939年特别扩大信托处组

织,下设企业部,经营特种企业投资,先后成立浙江印刷厂, 浙光铁

木工场、浙江制革厂,正大棉织厂等 4厂, 1940 年又陆续成立了源

大丝厂、建业造纸厂、鼎大茶栈、信大印刷厂、大方棉织厂。这样,

由浙地行投资的企业, 已达 9个单位。5该行在信托处下设企业

部,经营特种企业投资,即在永康、龙泉等地修建厂房货栈, 向上海

购置生产器材。1941 年更为服务社会, 推展旅行事业, 创设浙光

旅行社,设总社于丽水,分社于永康、松阳、龙泉各地。又于温州设

立信业纸号,办理土纸运销业务。自 1939 年开始, 到 1941年, 约

两年的时间里办起了以下企业:

企业单位名称 设立地点 主要业务

浙江制革厂 丽水 制革及各种皮件

浙江印刷厂 丽水 印刷各种书籍表册

信大印刷厂 丽水 印刷有价证券

浙光工场 丽水 修理简单机械并制铁木小型用具

正大棉织厂 嵊县 织造普通布疋及棉织物

大方棉织厂 临海 织造普通布疋及棉织物

源大丝厂 嵊县 仅建立房屋并未成立营业

建业造纸厂 衢县 手工制造书写印刷用纸

鼎大制茶厂 平水 制造茶箱及内销茶

白云农场 丽水 种植蔬菜果食稻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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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光旅行社 丽水 旅行事业

信业纸号 温州 土纸运销业务

资料来源:#浙江地方银行概述∃ ,#浙江经济月刊∃第 1 卷第 1 期( 1946

年 7 月 31 日)。

这些企业, 都是以较低的价格,就地向农民收购原料, 而成品

的售价则颇高。各厂都是以商营的面貌出现, 但却有政治势力作

后台, 资金的调拨, 人员的调度均无问题, 条件优越, 获利也就可

观。如浙地行所属企业单位的纯益, 1943年在报总处的上期决算

中,浙江制革厂 258132元;大方棉织厂 749303元。∀

为促使所办单位能正常运转, 1940 年 7月 17日制定#浙江地

方银行各企业单位向省外及沪港采购基建原料暂行办法∃,规定:

凡本行各企业单位基建原料须向省外及沪港采购,除特许外均应

申请总行核准由总行代为采购。如总行已有购存者,照市售给之,

其无购存者,由总行代办之,途中风险仍由请购单位负责, 并按货

值收 2. 5%手续费。总行对各企业单位请购机料得自行派员或委

由行处庄号办理之。%

可惜以上各种企业, 以敌寇窜扰无常, 企业经营风险很大,

1942年由于日寇对浙东的侵扰频繁, 不少企业都受到极大影响,

当年缩小办理者为浙江印刷厂、浙光工厂、浙江制革厂、大方棉织

厂 4单位, 而决定停办者为正大棉织厂、建业造纸厂、浙光旅行社

3单位。& 此外,正大棉织厂、鼎大制茶厂也因战事影响停业, 建业

造纸厂、浙光工场因撤退遭受损失颇巨, 其余亦斟酌缩小范围, 或

出让办理, 到抗战结束时止,继续办理者,仅有浙江印刷厂及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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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革厂而已。∀

必须指出的是, 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亦受到国民政府政策的变

化之影响,而几经起伏。1942 年初, 浙地行与中国工业合作协会

浙皖区办事处, 为谋联合促进工业合作之发展,以增加战时生产,

双方签订贷放工业合作社贷款合约,总计贷款数额为 40万元。该

款由浙地行直接贷放与各工业合作社, 为办理贷放手续便捷计, 该

项贷款由丽水分行专责经办。% 然而, 好景不长, 随着战事的发

展,国民政府行政院为保证工业资本金,决定暂行停止对小工商业

之贷款,以移增工业资本金,于是财政部会同经济部将原颁通则有

关条文分别修正,呈奉行政院议决通过#修正地方金融机关办理小

工业贷款通则∃,主要内容为: 小工业贷款以辅助小工业之发展增

加日用必需品之供给为宗旨, 由地方金融机关(省市银行总分行

处)根据当地情形办理;小工业以制品能供军用或运销国外或属于

经济部以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办法第二条指定之日用必需品为

限;借款数额最高以 5万元为度;借款利率最高不得超过月息 1分

2厘,凡借款不满 500 元者得申请酌量减低利息; 借款期限分活

期、定期两种,均得用分期摊还办法偿还本息,最长期限不得逾 2

年,其有特殊情形,经贷款机构认可者得酌量延长之;借款须有保

证,于下列方式中任择一种办理(一)由殷实商号或工场一家负责

保证经贷款机关认可者, (二)由社会上有信誉之二人连带负责保

证经贷款机关认可者, (三)以动产为担保(动产以货物或有价证券

能实行移转占有及有确实价格者为限)其贷款金额不得逾动产价

格 6/ 10, (四)以不动产为担保(不动产以永续确实收益者为限)其

150

#抗日战争研究∃ 2007 年第 2 期

∀

% #丽行经办工业合作社贷款∃ ,#浙行通讯∃第 3卷第 4号( 1942 年 4月 25日 ) , 第 7

页。

#浙江地方银行概述∃ ,#浙江经济月刊∃第 1卷第 1期( 1946年 7月 31日)。



贷款金额不得逾不动产估定价格 4/ 10。前两款之保证人, 凡已代

人保证或自借尚未清偿者不得在为保证人。第三项以动产为担保

之借款如以货物为担保品者, 其期限应遵照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

行办法之规定办理。借款人其保证人或保证商号如不履行契约

时,贷款机关得报请当地政府予以追偿。地方金融机关依本通则

办理小工业贷款资金不足时, 得向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商借

之。各地方金融机关依本通则所定契约格式及按月办理贷款情形

应呈由省政府转报财政经济两部备查。∀ 这一规定, 浙地行从

1943年 2月开始执行, 对小工业的放款进行了大幅收缩。此后,

随着战事的变化,原来撤退的一些行处逐渐得到收复, 浙地行亦尽

可能将原有行处从速恢复, 中小工业的贷款相应有了短期复兴。

到 1943年 4月 17日,根据财政部训令,暂停办理对所有收复地区

商业贷款, 集中办理小工业贷款。% 不过, 对于小工业放款的条件

却是越来越苛刻,到战争的后期,几乎也就名存实亡了。

五 收购物资,为大后方的物资供应做贡献

浙江省自抗战初期起,即是与敌寇搏斗之前线,历年除军事上

厮杀接触外,经济之斗争亦很激烈。

浙地行受国民政府中央收购机关委托,代收游击区丝茧羊毛,

代理收兑金银, 经销火柴,购屯军粮,经售节约建国储券,代募战时

公债,皆为配合政府战时经济设施而生之新兴业务。同时, 遵照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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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全国金融会议之决议案, 发展战时生产, 抢购游击区物资, 以

供后方需要。当时, 中枢贸易委员会特在浙江设办事处抢购特产

物品, 军需机关亦来办理收购陷区及邻接地带军粮, 对此, 浙地行

也积极贷放款项协助各抢购机关工作。

1940年, 为调剂各地供需, 由浙地行信托处企业部投资着手

组织设立货物运销处,专营货物收购及运销业务,深入游击区域,

代理中央机关收购物资, 办理土产出口及运销生活运输品等业务。

主旨在于发展地方经济, 维护资源, 调剂供给。1941 年为掩敌耳

目,更为谋扩展,便利处理业务,决定将货物运销处改组为大成庄,

由浙地行总经理兼任总庄经理, 设总庄于丽水, 4月 10 日正式成

立,并于宁波、永嘉、于潜、金华等地, 敷设分庄。∀ 仍附设于浙地

行信托部。后由该行拨给大成庄 10万元作资本成立独立机构, 如

营运资金不敷还可无限倾向该行透支。大成庄经营业务以抢购邻

近游击区的各项物资为主, 凡交通器材、工业原料、化工原料、丝

蚕、羊毛、肥田粉以及布匹、日用工业品等无不经营, 业务数量很

大。后迁庄至龙泉, 并在兰溪、窄溪等地设有分庄。战争前沿地区

各县,凡国民政府设有敌后政权的,浙地行均设有代库机构并以钱

庄名义作隐蔽, 分布很广。因此大成庄的收购点能深入到敌前敌

后,收购进来的物品经过一段时期的囤积后予以出售, 并且大成庄

因资金能由浙地行无限制地低息供给, 条件特殊,可以收获厚利。

因而在战争的恶劣环境下,仍能年有纯益。%

由于大成庄的采购地主要集中温、台、宁及余姚之东、浙西之

三墩等沿海及接近游击区,风险极大,为此,大成庄专门拟定#大成
庄各分庄于沿海及接近游击区采购货物暂行办法∃,经浙江地方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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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总行核定后施行。规定:本庄各地分庄为采购进口货物, 必须指

派业务人员前往从事洽购,其应付货款,以备具手续项就近行处支

取为原则;如需要,可全部支付现金,或酌付现金若干成;各分庄业

务人员应指定就地就近行处派员协同办理,点验货物; 凡因洽购货

物,所须交际费用,可会商行处所派人员核实支付,但须于事后会

同申述实情,报经分庄主管人员核准;在沿海及接近游击区采购之

货物, 其价格必须低于分庄所在地一般行情, 但遇内地有价无货,

总庄之特饬,或分庄主管人员事前之核准,则不在此例。∀

浙地行的前线各行处, 均代办该庄的采购业务。当时沦陷地

区设有敌后政权者, 浙地行也均设有代库机构,如杭县之泉隆庄,

余杭之余隆庄, 长兴之长隆庄,德清之德隆庄,武康之武隆庄,吴兴

之兴隆庄, 孝丰之孝隆庄,兰溪游埠之游隆庄等, 均为该行分支机

构之化名。%

1942年 2月, 因奉财政部命令颁修正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

办法,规定银行不得另设其它商号,自行经营或代客买卖货物。据

此,浙地行所设之大成庄,即行遵照规定,停止业务。&

此外, 受省政府委托, 成立大中花庄, 代浙江省政府所属省营

贸易处,总庄设宁波,余姚的周行、浒山及慈 的观海卫均设有分

庄,从事收购宁绍两属出产棉花,收购余姚棉花,总数在 10万担以

上;又受贸易委员会委托收购游击区之丝茧羊毛等。目的在于争

取物资, 协助政府完成战时经济政策。( 截至 1940年底止, 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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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庄统计收购棉花 50276市担,合计售价 5530360元。收兑金银,

为重要经济国策之一。自 1938前年接受中央银行委托后, 浙地行

即于省境内努力收兑, 尤侧重接近前线各县, 1940 年计共收兑纯

金 216两,计折法币 95000余元。∀

不过, 为抢购沦陷区物资, 充裕后方军民供应,在大成庄停止

业务后,浙地行经呈奉财政部核准办理抢购物资业务。于 1943年

8月 14日成立物资抢购处,内设主任 1人,业务计核股长各 1人,

办事员助员雇员若干人。其主要业务为承受政府机关委托, 抢购

前方物资,以供军民需用。资本由信托部发给, 暂定为 10万元。

物购处总处设于龙泉,并于重要地点,如场口、临海等区,设立分处

或仓运站。到当年 9月底,已收购沦陷区物资价值 1 000余万元,

交由全国合作社合作供销处移运后方配售。%

据不完全统计, 1939年 8月时, 浙地行在海盐、海宁、嘉兴、杭

县、吴兴、长兴等游击区内,为贸易委员会收购干茧、丝经、羊皮、羊

毛等,价值达 30余万元。& 而从 1943年 9月至 1944年 3月止抢

购物资数量分别为布疋类: 粗细白布 310疋、土布 1 128疋、色布

207疋、绸 67 疋、线呢 645疋;纱花类:棉花 20000斤;日用品类:

男女袜 1892 打、内衣 314打、被毯 165 条、套鞋 10打、力士鞋 20

打;颜料类:颜料 23箱;橡皮类:手车胎 240副、汽车胎 4套。抢购

物资金额, 1943 年 10 月份 3981447. 69 元, 11 月份 2807876. 85

元, 12月份 5210657. 10 元, 1944 年 3 月份 6618229. 95 元,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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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8211. 59元。∀

同时,浙地行遵奉中央要求,还积极向抢购商提供资金。1944

年 6月 10日,财政部永安区银行监理官办公处发出训令: 为便利

抢购物资商人向银行融通资金,经订定附#抢购商向银行融通资金
实施办法∃( 9条) ,规定:对于已向财政部货运管理局及其所属货

运管理处战依法登记之输入商人 ∋ ∋ ∋ 即抢购商,经营对封锁线输

出入之抢购商向银行借款, 其办理战时抢购物资品目表所列物资

内运者为限。如有超过规定放款数额及期限限制必要者, 应先按

照实际需要将应需营运资金数额自备资金数额, 拟向银行借款数

额,切实估计填具营业概况表及抢购借款证明申请书, 呈由货运管

理机关审核。货运管理机关应就抢购商所请查明其抢购情形, 实

际需要,并切实估计起应需银行经常融通资金之最高额,呈请财政

部核定发给核定书。银行如核计抢购商之申请数额超过该行放款

总额 5%时, 应向申请人调验核定书,在核定数额内准予贷放并将

贷放数额在核定书内注明, 另将核定书字号核定日期填入普通放

款旬报表内汇送备核。抢购商向银行为超额借款应以押款、押汇、

承兑、贴现四项为限。抢购商应将获的资金全部作为争取物资内

运之用,如有顶冒移用情事,除由货运管理机关吊销其登记外, 并

呈报财政部处以顶冒移用金额 50%的处罚。% 遗憾的是, 由于资

料所限,浙地行向抢购商到底提供了多少资金? 目前还不清楚。

综上所述, 抗战时期,浙江地方银行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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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战争与国土的沦丧带来的是, 业务范围的急剧萎缩, 业务对象

的大量丧失,经营环境的严重恶化;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空前严

峻的挑战中也蕴藏着种种新的机遇, 关键就取决于能否善于发现

并把握其中的机遇。应当说,浙江地方银行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

和前所未有的挑战, 冷静理智地分析了当时的局面,采取了一系列

较为正确且颇具开拓性的措施,富有成效地推进了业务的发展, 在

抗战这个非常时期, 省地方银行所负担之任务,已不专属于银行之

性质, 而是承担了许多特殊的任务与特殊之使命,在该行历史上,

可以说写下了值得称道的新篇章。如兴办战时生产事业, 由常规

的金融业务转为着力开拓经营实业,这一做法是在特殊时期,应运

而生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有相当创建性的办法。

浙江地方银行, 在抗战中的一些重大措施,也有力地配合了政

府的抗战, 对于稳定经济形势, 金融秩序,发展抗日力量起了积极

的促进作用。如代理省财政、代募战时公债,收兑金银、收购敌后

物资,既抵制了日伪的金融经济侵略,也为浙江南部山区经济的发

展和大后方的物资供应都做出了显著贡献。

(作者刘志英,浙江财经学院经贸学院教授 ,

张朝晖,浙江财经学院人文艺术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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