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曰 中战争与重庆银行业

林幸 司

绪 论

位于中 国内陆的 四川地区
， 自 古以来以商业城市重庆为中心的交易活动极为盛行 随之钱庄等

传统金融机构以及从事异地交易的商号等企业也进行汇兑 、 货 币兑换等业务 。 世纪 年代 以

后 由于相继成立了吸收西洋制度的
“

新式银行
”

， 重庆形成了
“

银行界
”

， 并进行了构建新的地方经

济体系 的尝试 。 但 年 日 中战争全面化之后 ， 国民政府加强经济统制 ， 倾向于对国 家经济体系

加 以统一

。 在这种情况下 以重庆为中心的银行业将如何应对呢？

关于战时重庆金融业的研究
，
以往主要关注以 四联总处为 中心的经济统制制度 的成立过程及

其作用 。
① 关于重庆本地银行业的具体情况的研究屈指可数。

本文首先概观近代重庆的经济体系 然后探讨 日 中 战争时期重庆地区银行业的环境变化以及

银行业的应对过程 。

“

一

、 近代重庆的经济状况

一

） 商业交 易 与 传统金融业

在四川地区 ， 除了粮食、 盐 、鸦片之外 ，
也多产猪鬃 、 桐油 、 生丝 、 药材 、 牛革 、羊皮等被称为

“

山

货
”

的初级产品 。 这类产 品主要由 以下工商业者进行交易 从事 山货交易的
“

字号
”

（ 桐油字号 、

杂货字号 、猪鬃字号等 ） 给字号等商家做采购 中介的
“

堆栈
”

、

“

中路
”

、

“

经纪人
”

；
从事产品

加工的
“

洗房
” “

梳房
”

等 。
② 这些工商业者或采取合股③形式 或为纯私人企业 其中股东兼任经理

本 文是 年度 日 本 成城大学特别研究资助的研究成果 。 收 集资料过程 中 ，
受到黄 立人教授、 周 勇 教授 、 周 永林 先生 、

许增纮教授以及很多 有关人士的 支持、 指教 在此表示衷心的 感谢 。

① 菊池一隆 重庚政 府 戰 時金融—— 『 四蕲 総処 』 奁 中 心 ； ： 」 、 中 国现代 史研究会编 『 中 国 国 民政府 史 研 究 、 汲古書院 、

年 。 黄立人
： 《 四联总处 的产生 发展和 衰亡》 ， 《 抗战 时期大后 方经济 史研究

：

—

》 ， 中 国档 案 出版社 年版。 侯

坤宏 《抗 战时期 的 中 央財政与 地方财政》 ，
台北

“

国 史馆
”

年版 。

② 张 肖梅编
： 《 四川 经济参考资料》 ， 中 国 国 民经济研究所 年版

， 第 页 。 至 于清代 四川 地 区社会经济情 况
，
参见王

笛 《跨出 封 闭 的世界
：
长江上游 区域社会研究 —

》 中 华书局 年版 。

③ 一般来说 合股企业 的股 东参与 经营享受利益分 配的 同 时 担 负 无限责任 承担按照 出 资份额偿还该 企业债务的责任 （ 根

岸佶 『 商事 ： 関 調查報告書 合股《研究 』 、東 亜研究所
、 年 、

—

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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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较多 。

这些工商业者
一

般还根据行业类别和籍贯而分属于不 同 的
“

帮会
”

组织 。 这种
“

帮会
”

组织与

四川秘密结社哥老会有密切的关系 。 哥老会与物流以及商业交易 的安全特别相关 ， 因此经商者

多加人此组织 。 各帮以地区的结合 、人的结合为基础 ， 经营各 自 擅长的产 品 ， 并将这些产品转卖到

与 自 己关系密切的地区 。

另外 在清末 ， 重庆成为银号 、票号 、钱庄等 个传统金融机关的中心 。
③ 随着清朝的崩溃 ， 与

清朝财政有密切关系 的 山西票号逐渐衰落 而与本地商人相结合 的重庆钱庄的势力大大增强 。 以

上述山 货商为例 为采购商品需要大量资金的字号 、堆栈 、 中路 、经纪人等就是利用钱庄商业金融的

主要顾客 。

重庆钱庄全部采取合股方式 。 资金规模为几万两至十几万两
， 股东的信用和财力就是经营的

基础 。
④ 其组织较为简单 具体经营的权力基本上都置于经理的管理之下 。 钱庄的业务 以汇兑 、兑

换为中 心
， 没有明确的分号制度 。

⑤

关于中 国传统金融机关的特征 刘大钧 （ 指出 ： 从政府 的援助 、统制 中独立 拥有

与政府制造的货币相异的货币
；

不重视物质信用 ， 重视人 的信用 偏 向 于短期 商业信用业

务 。 宫下忠雄又指 出另一特征 个人经营或合股经营 资本规模较小 。
⑦ 民 国初期重庆的金融业

主要就是由 这些在 当时的 中 国来讲非常普遍的传统的金融机构所构成 。

二
） 申 汇与 多 层货 币 流通

四川 与长江下游地区之间的 贸易往来频繁 ，而 当时在重庆使用 的银元 （ 渝元 ） 的流通范 围基本

上仅限于四川境内 ， 因此在与上海等外地进行结算时需要利用
“

申 汇
”

进行交易 。 根据重庆和上海

之间锒元及 申 汇的供求情况 ， 申 汇会被附加 以称为
“

申 水
”

的 溢价 ， 并按结算 日 期进行一至三个月

的期货交易 。

四川境内进行货币兑换 银元和铜元之间 ） 时 ，
则被设定称为

“

洋水
”

的溢价 。 洋水不仅在兑换

现银和现铜 时产生 在后述的
“

划条
”

兑现时也会产生洋水 。
一般各金融机构很少即 时兑现划条

，

如果需要兑现 ， 按其发行额和市场上现银流通额而附加洋水 。

重庆的金融机构运用资金时最简单的办法是 ， 利用这种复杂的汇兑交易 以及货币 情况而反复

进行
“

买空卖空
”

。
⑧ 这种背景之下 ， 在重庆掀起了设立银行的高潮 。

三
） 重庆的银行设立 高 潮

世纪 年代的重庆仅有 个银行 但 世纪 年代之后 ，
在金融情况复杂的背景下 陆续

开始设立银行 。 表 是当时在重庆设立总店的银行的概况 。 当时所设立的银行中 ， 也有开业不久

就停止营业的 也有发展为大规模 的 。

① 张 肖 梅编 ： 《 四川 经济参考资料》
，
第 页 。

② 四川 的 哥老会分 为仁 、 义 、礼
、 智 、信五 个号

（ 门 ） ，
各地机 构称 为 码 头 。 各码头 间 互相保持 着情报转 达以 及保护 各码 头所

属会员 的办法 但同 时各码 头各 自 有独立 的组织 ， 从哥 老会全体来看
， 形成一种分权性联合组织 （ 西川 正夫 「 辛亥革命 民 衆運動

：

四 川保路運動 哥老会 」 、野澤 豊 、 田 中 正俊編 『 講座 中 国 近現代 史第 卷 辛亥 革命 』 、 東京 大学 出 版会、 年 、

—

頁 ）
。

哥老会的组织 本 身很少公开活动
，

“

行 帮 组织 可 以说是哥老会 组织 的 表面存在 。

③ 周 勇 主编 ： 《 重庆通 史 第 卷古代 史 第 卷近代 史 （ 上
） 》 ，

重庆 出 版社 年版 第
—

、
页 。

④ 《 重庆经济概况
（ 民国 十一年 至二十年 ） 》 ，

重庆 中 国银行 年编印
， 第 页 。

⑤ 《 重庆经济概况 （ 民 国 十一年 至二十年 ） 》 ， 第 頁 。

⑥
’

⑦ 宫下忠雄 『 支那銀行制度論 』 、 嚴松堂書店 、 年 、 頁
。

⑧ 《奸商掉现转卖 造 谣提高 洋水 廿一军 总金库严 拿究办 》 ， 《 重庆 商务 曰 报》
， 年 月 曰

， 第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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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重庆新设银行一览
—

年 ）

银行名 成立时间

聚兴诚银行 年

大中银行 年 年停止营业 。

四川美丰银行
’

年 原中美合资 年停止营业 。

中 和银行 年 年停止营业 。

富川储蓄银行 年 同年停止营业 。

四 川银行 年 同年停止营业 。

重庆平 民银行 年 年合并为川康平民商业银行 。

川 康殖业银行 年 年合并为川康平民商业银行 。

川盐银行 年 年停止营业 。

重庆银行 年 年停止营业 。

北碚农村银行 年 年停止营业 。

四川商业银行 年 年合并为川康平民商业银行 。

四川建设银行 年

四川地方银行 年 翌年改组 为四 川省银行 ， 年由 中 国人民银行接收 。

新业银行 年

川康平民商业银行 年 年停止营业。

和成银行 年 由和成钱庄改组而成 年公私合营 。

资料来源 ： 张 肖梅 《
四 川 经济参考资料》

，
第

—

页 。 沈雷春编 ： 《 中 国金融经济史料 丛编 》 第 辑
“

中 国金融年鉴 （

年 ） ，
台 北

，
文海出 版社 年版

， 第
—

页 。 以 上想 ■行之总行 均设在重庆 。

聚兴诚银行是 年 由 杨氏家族建立的 ， 是四川第
一

个民间商业银行 。 以四川省及长江流域

各城市为中心广泛进行汇兑 、产业金融 、保险等业务 ，其规模之大 ， 在全国亦为数不多 。 聚兴诚银行

是从 世纪初到 世纪 年代一直在重庆进行营业的少数银行之一

。
①

四川美丰银行是 年康心如 （ 曾 留 学 日 本早稻 田 大学 ， 中 国 同盟会会员 ） 建立的银行 。 四

川美丰银行的源流是在上海设立的中美合资上海美丰银行 。 四川美丰银行的营业特征是资金运用

中定期贷款比率较高 。 再者由 于美丰银行最初以美资银行登记 ， 是川 帮银行 中唯一享受兑换券发

行权的银行 。
②

重庆银行是 年重庆商会成员潘昌 猷 、温少鹤等建立的银行 。 资本金当初定为 万元
， 其

中重庆市政府出资 万元 。 营业主要以盐商③为对象 重视押汇 、代理报关等业务 。

！

① 参见中 国 民主建 国 会重庆市委 员 会
、
重庆 市工商 业联合会文 史资料 工作委员 会编 ： 《 重庆工 商史料第 六辑 聚兴诚银

行》 ， 西 南 师 范 大学 出 版社 年版 林 幸 司 『 近代 中国 銀行 乃誕生——金融 恐慌 、 日 中戰争 、 乇 社会主義 』 、御茶乃 水書

房
、 年 。

② 在近代 中 国 除 了 政府 系 银行以 外基本上不允许发行兑换券
， 外籍银行如在本 国受到许可 ，

则 作为 例 外允许发行 。 其他 中

国 籍银行 以储蓄证书 等名义发行 事实上 的兑换券 。 之后 由 于这类 证书 没有明 确 的 保证准备和发行审查等规定
， 造 成 了 金融业的

混乱
，
被 国 民政府所禁止

。

③ 关于四 川 盈部 的 经济活动
，
参 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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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盐银行是 年以盐商为 中心而建立的银行 。 资本金为 万元 ，
最初从盐商筹资 万

元 ， 盐业公会筹资 万元而开业 。 营业专针对盐商 与重庆银行共同开展盐押汇等业务 。

川康殖业银行是 年以 四川财经界大人物刘航琛为 中心建立的银行 。 该行积极 向 基础设

施企业投资 ，其中最大的客户 是著名 的 民族资本家卢作孚①经营的民生公司 。

到此重庆银行业逐步进入了复数银行交锋的竞争 时代 。 表 是聚兴诚 、 四 川美丰 、 川盐 、重庆

等川 帮主要银行的 营业状况的 比较表 。 从表 可 以看 出各银行 的存贷 比 （ 贷款额除存款额的 比

率 均非常高 ，
可 以说当 时这些棱行不算是

“

存款银行
”

， 而是倾 向于投机交易②的 。 表 中 又可 以

看出各银行的收益 以利息 、 汇兑等为主要收人
， 从 世纪 年代中期开始 有价证券交易 的收益

大幅增加 。 这种情况与后述的银行业界所发挥的作用是相互联动的 。

二
、 重庆银行公会的成立

一

） 银行业 同 业公会的 组织

年第
一

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
，

北京政府制定了 《 银行公会章程》 ， 试图统制银行业 。 随着

银行的增加 ， 在中 国各地逐渐建立起银行业的同业组织 。 在全国金融 中心上海 年成立了 同

业组织上海银行公会。
③ 重庆的银行同业组织就是以其为范本而建立的 。

重庆银行同业组织 的源流是 年前后成立的
“

联欢会
”

（ 表 。 年
，
四川第一个民间

商业银行聚兴诚银行开始营业。 同年 ， 中 国银行在重庆设立分行 。 但当时重庆的银行较少 没有形

成同业组织 。 世纪 年代 ， 先后成立了 四川美丰银行 （ 年 ） 、 中和银行 （ 年 ） ， 为 了促进

各行之间 的联系而组成 了
“

联欢会
”

。 这是一种联谊性质的团体
，
没有 向政府办理登记 。 这种组织

类似于重庆钱庄业的
“

老君会
”

、

“

至公会
”

等 同业组织 。 这些组织不仅调整钱庄业之间 的利害关

系 ，
又在庙宇召开财神祭祀 、宴会等活动 带有浓厚的传统性质 。

④

到 世纪 年代左右 重庆出 现了开设银行的高潮 ， 先后成立了重庆平民银行 （ 年 ） 、川

康殖业银行 （ 年 ） 、川盐银行 （ 年 ） 、 重庆银行 （ 年 ） 。 随之
，

年 月
，
受到 国民政

府认可的正式同业组织——重庆市银行业同业公会 （ 以下略称为
“

银行公会
”

成立了 。

银行公会的加人条件不详 ， 前述《 银行公会章程》规定 ： 股本总额 万元以 上 ， 成立登记后满
一年以上的银行有入会资格 第 条 ） 而上海银行公会规定 ： 正式成立满三年 （ 总行设在上海之

外的银行 上海支行成立之后满
一

年 有入会资格 。
⑤ 从此可以推测重庆的银行公会也有一

定的人

会条件 。

① 关 于卢 作 手及其创立 的民生公司 ， 参见凌耀伦《 卢 作手与 民生公司 》 ，
四 川 大 学 出版社 如 年版 凌耀伦主编 ： 《 民 生公 司

史》 （ 中 国 水运 史丛 书
）

，
人民交通 出版社 年版

； 久保亨 「 内 陸開 発論 系 譜 」 、 九 山伸 郎 編 『 長江流域 経 涤発展 ： 中 国 市場

経 济化 地域 開 発 』 、 了夕 経 济研究 所 、 年 、
一 頁

； 久保亨 「 民生公 司—— 内 陸汽船業 企業経 营 」 、 『 戰 間期 中 国 綿

業 企業経 营』 、汲 古書院 、 年 、
— 頁 。

②
一

般来说 近代银行在 业务上有存款银行的性格 经营上有支行制度
， 组织上有有 限责任股份公 司 形 态

（ 神武席四郎 『 銀

行 帝国
——

彳 年 又 「 銀行統合運動 」 史刃研究 』 、 青木書店 、 年 、 頁
） 。 采取以上形 式的 近代银行与采取合股制度的 钱庄

等 传统金融机构 大不相 同 。 但从 当 时重庆银行业 的特征来看 ， 虽 然被冠以
“

银行
”

之名
，
实 际上还保留 着传统金融机构 的 形态 。 至

于银衧和钱庄的 关 系 ， 参见 李一翔《 近代中 国银行与 钱庄 关 系 研究 》 ， 学林 出 版社 年版。

③ 根岸佶 『 上 海 彳少 』 、 日 本評論社 、 年 、

— 頁 。

④ 刘 闻非等 ： 《 重庆钱帮 公所的 由 来》 ， 《 重庆工商 史料选辑 》 第 辑 ， 中 国 民主建 国 会重庆 市委 员 会
、 重庆 市工商业联合会

年编印
，
第 —

瓦 。

⑤ 「 上 海銀行公会章程 年 月 改正 ） 」 第 条 、满铁调查課『 支那銀行関係規定集』 、南 满洲鉄道株式会社 、 年、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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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幸 司 日 中 战 争 与 重庆银行业

表 重庆市银行业 同业公会变迁

成立年月 职別 姓名 职务

联欢会 （ 中 国 、 聚兴诚 、 中 和
、
四川美丰 ） 年左右 帮董 赵资生 中和银行 总经理

主席 康心 如 四川美丰银行 经理

周宜甫 中 国银行 经理

第
一期 重 庆 市银行业 同业公会 （ 中 张茂芹 聚兴诚银行 重庆分行经理

年 月
国

、
聚兴诚 、 川康殖业 、 四 川美丰 、重 庆 汤壶峤 川康殖业银行 经理

市 民 、 重庆平民 、川盐 ） 张子黎 重庆平民银行 经理

陈丽生 川盐银行 经理

潘昌 猷 重庆银行 总经理

主席 潘昌 猷 重庆银行 总经理

周宜甫 中 国 银行 经理

张子黎 重庆平民银行 经理

第二期 重 庆 市银行业 同业公会 （ 中 康心如 四川美丰银行 经理
年 月

国 、聚兴诚 、川康殖业 、四 川美丰 、 重庆 任望南 聚兴诚银行 总管理处协理

市民
、
重庆平民

、
川盐 ）

々

刘航琛 川 康殖业银行 总经理

吴受影

一

川 盐银行

—

董事长

戴柜初

周季悔 川康殖业银行 协理

主席 受彤 川盐银行 董事长

顾敦甫 中 国银行 襄理

执行委员 龚农胆 四川美丰银行 经理

胃二 期 重 庆市 银行业 同 业公会 （ 中
连智 重庆银行

丰
年 梅孝威 聚兴诚银行 副 理

川省
、
江 海 、

四 川 建设
、 川 康平 民 商

〒
—

候补执委 鲜伯 良 江海银行 经理

鏖问聘 四川建设银行 襄理

也一
任望南 聚兴诚银行 经理

■ ■ — — —

康心之 四川省银行 协理

资料 来源 ： 张 肖 梅
： 《 四 川 经济参 考资料》

，
第

—

页 。 《 重庆 经济概况
（ 民国 十一年 至二十年 ） 》 ， 第

—

页 。 川 康 平

民商血银行 《 川 康平 民商业银行小 史》 ，《
四川 经济 季刊 》 第 卷第 期

，
年 月

， 第
—

页 。 空栏 为 不详 。

银行公会的主要活动内容如下 ：

设立票据交换所 。

‘

调解会员银行间或会员银行与非会员银行的争议。

调查同业的营业状态 。

实施对金融业有益的公益事业 。

银行公会的会员 由各加盟银行派遣的
一

名 代表组成 。 这些代表
一

般为各银行正副经理或

委任全权的职员来担任 。 会员有呈报各所属银行营业报告 、 交纳入会费的义务 。 会员又有义务不

发表反对国民党的言论 这可 以说是沿袭上海等地的情况 。 会员 中选 出 名 委员 、 名候补委员 ，

组成委员会 其中选 出 首席 名为公会代表 。 关于会费 ， 入会费为 元 银元 ） ， 年费为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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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明确的是从第一期 （ 年 ） 到第三期 （ 年 ） 的情况 。 首先 ， 从会员银行的变迁来看 ，

第
一

期加人了 中国 、 聚兴诚 、 四川美丰 、 川康殖业 、川盐 、重庆 、重庆平 民 、重庆市 民等银行 。 第二期

没有变化 。 第三期又加人了 四川省银行和江海银行等 至此重庆银行公会的基本阵容齐整 。 以总

行所在地划分 加盟 行中总行设在重庆之外的有两行 （ 中 国和江海 ， 总行均在上海 ） ，
其他总行

都设在重庆 。 上海银行公会按总行所在地而形成华南 、 华北 、华西 、 华东等团体 ，
其成员 较为 复

杂 。
① 反而重庆市银行公会只有重庆和上海 的银行 ， 情况 比上海银行公会较为简单 。

其次 以官民划分 国公营银行以及政府系统银行有两行 （ 中 国银行 、 四 川省银行 ） ， 其他都是

民间银行。 这种情况和 中国 、 交通 、 中央等政府系统大银行所在 的上海不同 在重庆相对盛行的是

民间商业银行的活动 。

以上特征也呈现在各期委员的组成情况上 。 第一期四川美丰银行的康心如就任首席 ， 中 国 、 聚

兴诚 、川盐 、 重庆 、重庆平民诸银行各选 出 名代表 。 第二期重庆银行潘 昌猷就任首席 ， 值得瞩 目 的

是刘航深就任执行委员 。 刘航深担任川康殖业银行董事长和川盐银行董事的 同时 又担任了重庆

军阀刘湘的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
一

军财政处长 ， 是重庆政治界 、财经界的 大人物 。 第三期川盐银行董

事长吴受彤就任首席 ， 他的就任和刘航深有一定的关系 。 重庆银行公会是以重庆政治财经界的大

人物刘航琛为 中心而运营的 。

二
） 重庆银行公会的作 用

重庆银行公会的作用有 以下几点 ：

第一

， 规定银行营业 。 银行公会有规定银行营业的条款 。
② 会员银行必须互相公开市价 ， 具有

现银准备 以上 、保证准备 以上 ，规定票据交易 的相关办法 票据种类以及遗失时的补偿办

法等 ） 。 这种相关规定的明文化 以及统一规则的制定 ， 在重庆是前所未有的 。

保证金 证券

银
行

■

票据

重
！ 厂 庆
； 交 命

翥
丨 逢 震

丨 智

；

单
交换贷借 銮

决算表
？

一■“

对照表 公
所

库

行

抵解证

图 票据交换所的概念

资料 来源 ： 经济调查部 ： 《 重庆金融调查 （

一

）
金融业之业务 》 ， 《 四川 经济 月 刊 》

第 卷 第 、
期 合刊 ，

年 月 ， 第 页 。

① 根岸佶 『 上 海 年瓜 卜

’

』 、
— 頁 。 当 时四 川 籍银行 中加入上 海银行公会的 只 有 聚兴诚银行

；
《 上海银行 业 同 此公会

会 员 银行实收股本指数比较表》
，
吴承禧

： 《 中 国 的银行》 ， 商务印书 馆 年版 第 页 。

② 《 重庆 市银行业 同业公会会员 银行营业规定 》
，
《 四川 月 报 》 第 卷第 期

，
年 月

，
第

—

頁 。



	

林幸 司 日 中 战 争 与 重 庆银行业

第二
， 信用交易 的仲介作用 。 银行公会设立

“

票据交换所
”

。 票据交换所为了避免会员银行间

的现银结账 以票据来进行账册上的结算 。 图 显示其具体情况 。 比如银行 向银行 付款时 ，

向银钱业联合公库 缴纳保证金 、证券 ，
开出 票据 银行 向银行 发送票据 银行 制作

交换贷借对照表
，
填写金额及付款银行等情况 ， 发送到票据交换所 票据交换所算 出 由各银行送

来的交换贷借对照表的 总计 ， 制作总决算书 ， 向联合公库发送 联合公库 向 银行 发送
“

抵解

证
”

。 这样 ， 银行 对银行 就有抵解证上所记载金额 的贷款了 。

银钱业联合公库所发行的票据有
“

公单
”

、

“

保付支票
”

等几个种类 。 在重庆 ， 这种 只 限于银行

间结账时使用 、 而不具有市场上流通作用 的票据总称为
“

划条
”

。 银行公会以各银行所寄存的公

债 、有价证券等作为保证 ， 发行银行间可以交换的划条 。 票据交换所的票据结账形式和作为记账单

位的划条的存在 ， 在会员银行之间起到了通过银行公会来扩大授信额度 、调节金融的作用 。

第三
， 与经济官僚及新兴企业的关联 。 银行公会成立的 世纪 年代初期 ， 以重庆为据点 的

军阀刘湘试图统一 四川 。 刘湘以 国 民革命军第二十
一

军确立政权 ， 以重庆为中心制定并实施新的

经济政策 。 在此过程中值得关注的 是所谓 的
“

财政官吏
”

的 出 现 。 刘湘政府对征税 主管人员 以及

公营事业负责人员 采取了录用
“

在 国内 外大学或专科学校专修政治 、经济 、 会计 、 银行商科
”

等人才

的方针 。
② 结果 四川籍并受过 中央教育的精英们被任命为财政官员 。

上述的刘航琛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 他于 年出 生在 四川 泸县 ， 年从北京大学经

济系毕业后 回
， 被刘湘擢用就任重庆铜元局事务所长 、

二十一军财政处长等职 ，
又在 丨 康殖业银

行 、四川省银行等 余所银行 、企业担任董事 、经理
， 成为重庆政治界财经界的首要人物 。

③ 刘航琛

自身是天主教徒 又与哥老会有关系④
， 因此可以说是连接新兴产业与传统社会关系的重要人物 。

经济官僚们制定经济政策 的结果
， 在促进 了重庆城市化 的 同 时 ，

也促生了 众多新兴企业 （ 表

。 这些新兴企业 中包括土木工程 、 电力 、 自 来水 、水泥等基础设施企业
，
以及重庆证券交易所等

与新经济政策相关的企业 。 这些企业表面上与传统行帮组织都没有密切的关系 ， 可 以看出刘湘政

府试图借这些新兴企业来扩大其势力 。 从表 又可 以看出银行公会的多数成员是这些新兴企业的

董事或股东 。 因此 银行公会同时具有新的权利集 团的性质 。

表 重庆新兴企业董事一览

华西兴业公司 重庆 自来水股份有限 四川水泥股份 重庆电力股份 重庆证券交

年成 公司 （ 年 开业 ，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易所 其他职务

立 ） 年法人化 ） 年 ） 年 ） 年 ）

川 康殖业 银 行

董事长 、 四 川 省

刘航琛 常务董事 董事 常务董事 董事 发起人 银行总经理 、 二

十
一

军 财 政

处长

① 年重庆银行公会与 重庆钱 业公会共 同 设立的 金融调节机 关 。 联合公库 内 附设票据 交换 所 ， 办理会 员 行庄票据 交换

事 宜 。 张 肖梅编 《
四 川 经济参考资料 》 ， 第

—

页 。

② 《
二十一军财政官 吏任用 暂行条例 》

， 《
四川 月 报》 第 卷第 期 年 月 ， 第 页 。

③ 重庆市地 方志编纂委 员 会 总编辑 室编 ： 《 重庆名人辞典 》 ，

四 川 大学 出 版社 年版
， 第

—

页 。

④ 沈云龙 、 张朋 园 、 刘凤翰访 问 ， 张朋 园 、 刘 风翰记 录 ： 《 刘 航琛先 生访 问 纪 录 》 ，
台 北

， 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 所 年版 ， 第

—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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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

华西兴业公司 重庆 自 来水股份有限 四川水泥股份 重庆 电力股份 重庆证券交

年成 公司 （ 年开业
，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易所 （ 其他职务

立 ） 年法人化 ） 年 ） 年 ） 年 ）

‘

康心如 常务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代理理事长
；

总经理 』

潘昌 猷 董事 董輛长 董事
银 了 总

丨

事长

聚 兴 诚银 行 中
杨粲三 董事 董事 理事长

—

任事务负

宁芷邨 ： 《 华 西兴 业公司 的演 变》
，
《 重庆工 商史料选辑》 第 辑

，
国民主建 国会重庆 市委员 会 、 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

年编印
， 第

一

页 。

温 少鹤 、税 西恒 、傅友周 ： 《重庆 自 来水事业的兴建和经 营》
，
《 重 庆工商史料选辑》 第 辑

，
第

—

页 。

宁 芷邨 ： 《 回忆四川 水泥厂 》 ， 《 重庆 工商史料选辑 》 第 辑
， 中 国 民主建 国会 重庆市委员 会 、 重 庆市工商 业联合会 年

编印
， 第 —

頁 。

傅友 周 ： 《 解放前的 重庆 电 力 公司 》
，
《 重庆工商 史料选辑》 第 辑 第

—

页 。

《 重庆证券交 易 所概况 》
，
《 四 川 月 报》 第 卷 第 期

，
年 月

，
第

—

頁 。

说明 ： 本表参考 了 张谨 《 权利 、 冲 突与 变革
——

年
一

年 重 庆城 市现代 化研 究 》 ， 重 庆 出 版社 年 版 ， 第
—

页 。

总而言之 世纪 年代到 年代的重庆 在中央经济政策 的背景之下 ，
又形成 了独特的地

方经济体系 。 这种 同行业之间 的具有 自 我限制性的经济体系本身是为 了弥补 国家 、 政府等官方保

证力度薄弱而出现的 与此同 时 这个体系形成了新的权利集团 。 拥有集约新利权作用 的银行同业

公会 ，
通过其后金融萧条时的一系列应对措施 逐渐确立 了其在地方经济体系 中的首要地位 。 在这

种背景之下
， 重庆迎来了 日 中战争的全面化 。

三 、 日 中 战争与重庆银行业

一

） 日 中战争全面化与重庆银行业
、

年 月 ， 北平 北京 ） 郊外爆发卢沟桥事变 ， 日 中两 国 陷入全面战争 。 随着 日 军侵略 北

平 、太原 、济南 、 上海等重要城市先后失陷 。 翌年 月 ， 国民政府将重庆定为战时首都 ， 表明彻底抗

战的决心 。 与此 同时 ，政府银行等大规模金融机构陆续疏散到重庆 。 战前重庆商业银行有 行 ，

年增为 余行 ， 年增为 行。 重庆市内银行总资本额从战前的 万元激增到

年的 亿元 。
①

这对于重庆本地银行来说 ， 其经营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 表 是 年重庆各商业银行的纯

益 、实收资本 、 资本金利润率 比较表 。 表 中可见战时川 帮银行均获得较高利润 利润率与外地银

行相比毫不逊色 。 表 和表 是四川籍主要商业银行 年与 年的收益情况 。 年 ， 利

① 康永仁 ： 《 重庆的银行 》 ， 《 四川 经济季刊 》 第 卷第 期
，

年 。 至 于抗战时期 的 重 庆经 济 以及金融业
，
参见韩 渝辉主

编 《 抗战 时期 重庆的 经济 》
，
重庆 出 版社 年 版

； 周 勇 主编 ： 《 重庆 ：

一个 内 陆城市的崛起 》
，

重庆 出 版社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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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收入高于汇兑收人
。 各商业银行均维持着利 息收人为主的 收益结构 反而证券收益相对较低 。

日 中战争全面化之后 ， 通过上海租界的上海与重庆间 的交易还继续着 ，
但是到了 年 ， 四大银行

等大银行纷纷停业
， 同年 月 日 ， 日 军占领上海租界。 受此影响 ， 除 了聚兴诚银行之外 重庆其

他银行的利息收入都有减少 。 这也是当 时重庆商业银行营业倾向 于投机 商业贷款占资金运用

的原因之一

。

表 年各商业银行的比较

银行名 纯益 实收资本 资本金利润率 ％

中国 实业银行

中南银行

浙江兴业银行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国华银行

生大信托公司

浙江实业银行

中 国通商银行

中孚银行

中
一信托公司

中 国垦业银行

新华信托储蓄银行

中 国劝工银行

东南信托公司

上海 至中银行

东莱银行

惠中商业储蓄银行

正明 商业储蓄银行

民孚商业储蓄银行

中华银行

上海惇叙商业银行

亚洲银行

光华商业储蓄银行

中和商业储蓄银行

辛泰银行 ；

聚兴诚银行

四川美丰银行

川康平民商业银行

重庆银行

川盐银行

和成银行

西北通济信托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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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名 纯益 实收资本 资本金利润率 ％

四川建设银行

通惠实业银行

复兴实业银行

成都商业银行

大足县农工银行

资料 来源 ： 《
二十九年度各商业银行纯益与 资 本额 比 较表》 ，

重庆 市档案馆 、 重 庆市人 民银行金融研究 所合编 ： 《 四联 总处 史

料》 下卷
，
档案 出 版社 年 版 ， 第

— 页 。

表 年重庆 各商 业银 行收益 比较表

聚兴 四川 美丰 川盐 川康平民商业 重庆 四川建设 和成

利息

汇水 —

手续费
—

杂损益

证券损益

其他 —

收益总额

资料 来源 ： 作 者根■据 《
二 十九年 庋川 籍商业银行营业收益分析表》 （ 重庆市档案馆 、

重庆 市人 民银行金 融研究所合编 ： 《 四 联总

处史料》 下卷
， 第 頁 ）

制成 。

说明 ： 单位为 法 币 元 。 ▲指赤 字 。

表 年重庆各商 业银行收益比较表

聚兴诚 四川美丰 川盐 重庆 四川建设 和成

利息

汇水

手续费 — —

房地产 —

证券投资 ‘

各项 收益
—

其他 — —

总损益

开支

其他

纯益

资料 来源 ： 作 者根据 《 重庆十二家商业银行三十年度各项损益比较表》 （
重庆 市档案馆

、
重庆 市人 民银行金 融研究所合编 ： 《

四

联总处 史料》 下卷
， 第

— 宽
）
制成 。

说明 ： 单位 为 法币 元 。 ▲指 赤字 。 川 康平民商业银行不 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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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国 民政府的金融统制

如上所述 ，
日 中 战争全面化之后的重庆银行业还继续进行随机应变的 营业活动 。 另

一

方面
，
国

民政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试图进一步地推行所谓的战时经济统制 。

年 ， 国民政府设立四行联合办事总处 （ 四联总处 ） ，
以统一金融和金融

“

中 央化
”

为 目 标 。

但由 于地方商业银行的灵活的经济活动 ， 经济管制没能顺利地实施 。 例如 ， 年重庆市民 间 金

融业的贷款中 工矿业等生产部门的贷款仅占 ， 投机等商业贷款占 。 国 民政府为了防止投

机造成物价高涨
，
促进后方物资供给和生产事业的发展 着手于银行统制的强化 。

其中最重要的是 年 月 日 公布的 《修正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 》 。 其主要 内容

如下 ：

应以所收存款总额 为准备金
， 转存当地中 中交农 四行中任何一行 第 条 ） 。

银行运用存款 ， 以投资生产建设事业及联合产销事业为原则 （ 第 条 ） 。

银行承做抵押放款 应 以各该行业加入同业公会之正 当商人为限 ， 限制贷款机关及贷款金

额 第 条 。

银行不得直接经营商业或 囤积货物 并不得以代理部 、 贸易部或信托部等名义 自行经营或

代客买卖货物 第 条 ） 。

禁止未经财政部许可 的外汇买卖 第 条 ） 。

银行每旬应出具存款 、放款 、 汇款报告表
，
呈送财政部查核 第 条 ） 。

财政部得随时派员 检查银行账册簿籍库存状况及其他有关文件 第 条 ） 。

这些条款均为严格限制银行的营业活动 。 同时在银行公会里设立
“

放款委员会
”

，
审查金融业

资金运用状况 。
③ 至此 ， 银行公会成为管理各银行的国家代理机构 。

此后 ， 随着四联总处对金融管制 的不断强化 ， 国 民政府 的金融政策能力也得到提高 。 另外
， 国

民政府还任用 四川本地的实力派人物 将他们作为经济政策的实施者 。 例如 上述的刘航琛就被任

用为 国 民政府行政皖粮食部政务次长等职 ， 执行征发粮食等任务 。

在这种情况下 战前建立的 以重庆银行公会为中 心的地方经济体系 ，
逐渐被 国民政府广域经济

体系所吸收 。 而以重庆为据点 的银行将如何应对这种情况 ？ 下文以 聚兴诚银行为例探讨其应对

过程 。

三 ） 本地银行对金融 管制 的应对过程——以聚兴诚银行为 例

聚兴诚银行董事会对于上述的 《 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 》 的解释问题 ， 自 年 月 前

后就开始探讨 。
④ 尤其是第 条规定的禁止兼营商业 对于聚兴诚银行进行已久的货物交易给予

了极大打击 。
⑤ 此后 聚兴诚银行信托部不得不停止了表面上的交易活动 。

但聚兴诚银行的领导层则仍 以各种方式继续进行货物交易 。 首先建立了 名为
“

永聚公司
”

的

商号 ， 聚兴诚银行董事任望南任经理 经营黄金 、 粮食 、食油 、 砂糖 、 布 等 。 聚兴诚银行以出资该公

① 《 財政部 向五届十 中 全会工作报告 书 （ 年 月 曰
） 》 ，

洪葭管主 编 ： 《 中央银行史料 （

—

》上 卷
，
中 国

金融 出 版社 年版 第 — 页 。

② 重庆市档案馆编 ： 《 抗 日 战争 时期 国 民政府 经济法规 （ 上 ）
》

，
桂案 出 版社 年版 第 页 。 《 川 省银钱业之现状

及其 管制 》
，

《 四川 经 济季刊 》 创刊特 大号
，

年 月
， 第 页 。

③ 黄立人
： 《 四联总 处的 产生 发展和衰亡 》

，
《抗战 时期 大后 方经济史研究 ：

— 科 》
，
第 頁 。

④ 《 第 次董 事会议》
（

年 月 丨 曰
）

，
重庆市档案馆藏 聚兴诚商业银行档案 — —

。

⑤ 按照 年公布的银行法第 条的 规定
，
允许兼 营仓库及保 管贵重物 品等业务 。 徐百 齐

： 《 中华 民 国现行法规大全》 ， 商

务印 书馆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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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名义继续 了以往的货物交易 。 此外 挪用银行资金开办 的
“

美记
”

、

“

诚记
”

等商号也是为 了这

■

目 的 。
①

在限制粮食 、燃料买卖的 《 非常时期取缔 日 用重要物品 囤积居奇办法》 （ 年 月 日 ） 公布

之后 ， 聚兴诚银行董事会又发出 了避开重庆 、 成都等政府管制严格的大城市而进行交易 的指示 。
②

这些商号的具体营业状况不详
，
但有可能赚取相 当大的利润 其利润 的一部分用作为行员 的福利

基金 。
③

另一方面 ，这些利润记在称为
“

暗账
”

的内 部账册上 。
④

“

暗账
”

除 了这些交易 的利润之外 还

记载 了
“

暗息 （ 官方贴现率和黑市贴现率间 的差额 ）

”

以及没有 向政府呈报 的交易 。 这种做法都是

为了避税 。

对此 ，财政部在 年 月对聚兴诚银行总管理处进行了审査⑤
，
审查本来针对是否停止上

述那些货物交易 ， 但又查出 了聚兴诚银行的 土地交易问题 。 董事会领导人杨粲三 以
“

五福堂
”

名义

反复进行职员 宿舍 、 营业预备地 、仓库 、 空袭疏散用地等名 目 的土地投机交易 。 而用于交易的资金 ，

则 由聚兴诚银行
“

暂时代付
”

， 但这实 际上揭露 了聚兴诚银行进行土地投机交易 的事实 。 年

月 以后 直接税局经常来行查账 。 年 月 ， 聚兴诚银行在 四川省新都县所持有 的菜子仓库

因投机 目 的囤积的嫌疑被经济检查大队查封 ， 并且当地职员被拘 留 。 日 中 战争全面化以后 ， 国民

政府为 了满足战费的需要 推行所得税 、 利得税 、 营业税、 遗产税 、 印 花税等直接税制度 。
⑦ 政府方

面查账的 目 的在于调整战时利得税的税额 。 对此 ， 聚兴诚银行通过该行董事 、 国民政府财政界高官

何北衡与政府进行了沟通和交涉 。
⑧

聚兴诚银行为了钻国 民政府管制的空子 研究了种种方案并落实到行动上 。 从国 民政府 的立

±為来看 聚兴诚银行的这种活动阻碍了抗战体制的确立 ， 应该严厉处罚 。 但对聚兴诚来说 ， 这 只不

过是其在战时经济体系 国家化的潮流中仍坚持传统营业方式 的表现而 巳 。 再者 ，
通过皮包公 司进

行投机活动的做法并不是罕见 的 。 例如 ， 年成立的 由刘航琛担任董事长 经营盐 、 布匹 、颜料 、

药材等物 品 的
“

中懋公司
”

也可 以说是这种公司 之
一

。 国 民政府方面需要禁止的后方投机活动 ，

竟然是由 战前地方经济体系 的首要人物们来支持的 。

结 论

世纪末的重庆 ， 形成了 以
“

行帮
”

、

“

结社
”

为纽带 的 自律性经济关系 。 从 世纪 年代到

① 《 第 次董监联席会议》 （ 年 月 日
） ，

重庆市 档案馆 藏
，
聚兴诚 商业银行档案 — 一 。

② 中 国 民主建 国会重庆市委员 会 、 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文史资料 工作委 员 会编 ： 《 重庆工 商史料第 六辑 聚兴诚银行 》
，
第

—

页 。

③ 《 第 次董监联席会议》 （ 年 月 曰 ）
，
重庆 市档案馆藏 聚兴诚商业银行档案 — 一

。 行员 福利 基金 由常务

董事 、 总经理 组成的 保管委员 会承担运营责任 基金用 于 团 体健康保险 、 医 疗设备 、 合作 消 费 、行 员 及其 家族 的教 育 （ 《 第 次董事

会议
》 （ 年 月 日

）
，
重庆市档案馆藏 ， 聚兴诚 商血银行 档案 — 一

。

④ 中 国 民主建 国会重庆 市委员 会 、 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文 史资料 工作委员 会编 ： 《 重庆工 商 史料第 六辑 聚兴诚银行》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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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幸 司 日 中 战 争 与 重庆银行业

日 中 战争全面化前夕 ， 在军阀战争结束等背景之下 逐渐建立了 以银行业为中心 的新经济体系 ， 与

此同时也出 现了新的权利结构 。 日 中战争全面化之后 ， 国民政府进行战时经济管制 世纪 年

代确立的地方经济体系 ， 在表面上被纳人到国民政府的统制经济之下 。 但当地银行实际上研究 了

种种方案 试图在经济管制之下继续生存 。 而这样的经济活动是 由原为 四川地方经济体系精英 的

国 民政府高官来支持的 。

国 民政府推行的经济统制政策 最终指 向于建立广域性 、他律性经济体系 。 在这种情况下重庆

当地各银行进行的追求 自 律性的 、

“

违法
”

的经济活动 ， 是在探讨 日 中战争带来的环境变化时 值得

关注 的一个 问题 。 近代以后 ， 重庆银行业经历的曲折过程 揭示 了在不安定的社会经济状况下
， 中

国人 自行建立起的经济秩序以及其背后的
“

游戏规则
“

①的一些侧面 。

〔 作者林幸 司
，

曰 本成城大 学经 济 学 部 副 教授 〕

责任编辑 ： 马 晓娟
）

《 抗 日 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 付梓

潘洵等著 商务印 书馆 年 月 出 版
，

万字 元

潘 洵等著的
《 抗 曰 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 》

一

书 ， 在 中 日 关 系 因 钓鱼岛 问 题而 日 渐

紧张的 年 出 版后 受到 了 学界的 广 泛关注 。 该书 作者以地利 之便和学术优势 ，
重

点发掘和利 用 重 庆市档 案馆过去没有开放的 防空 司 令部档 案 ，
以 及重 庆市各区 县档

案馆 、 四川 省 档案馆的 资料 ， 并收集重庆大轰 炸亲 历 者 、 幸存者的 口 述史料 ， 将立论置

于扎实 的 第
一手材料之上

，
增强 了 该 书 的说服力 和客观性 。 在此基站上 作者以 宏观

的 国 际视野 在纵向上将重庆大轰炸置于人类战略轰炸 演进历 程之 中进行考察 ， 在横

向上把重庆 大轰炸置 于抗战 时期 日 军侵华战争和对大后方战略轰炸 的总体背景 中进

行分析 ，
从而 在广度和深度上推进 了 抗战 时期重庆大 轰炸研究 。 本 书 抛开既有的重

庆大轰炸研究成果 中常 用 的 编年体叙事方 式 ， 而是以 专题的 形式 ， 详细介绍 日 本全面

侵华 战争和战时重庆地位的 变化这一 时代 背景 ，
而后逐一

阐 述 了 日 军轰炸 重庆的 战

略和战术、 重庆 大轰炸 的过程和特点
，
以及 由 此造成的人 员 伤 亡和财产损 失

， 并从 中

国 立场 出发高度评价 了 重庆各界民众的反轰炸 斗争 分析 了
，

庆大轰炸 的 国 际 国 内

影响 。 其中 ， 不 少论断 对于批驳 本右翼分子的虚妄言论具有警示意 义
， 对于进一步

加强和推进重庆大轰炸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 （ 徐志 民 ）

、

① 岸本美 绪 「 市場 社会秩序 」 、 社会経济史学 会編 『 社会経济史学会創 立 周 年 記念 社会経济 史学 課题 展 望 》 、有

斐 閣 、 年 、

—

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