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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钱界与 l935年白银风潮 

侯桂芳 

(上 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 ： 受美国白银政策的影响，1 935年 中国爆发 了白银风潮 在此挺风潮前后 ， 

上海银钱界受到严重的影响 ，大量的钱 庄、银行破产。为渡过危机 ，银钱界不得不求助于 

国民政府，避渐被 国民政府所控制 。 

关键词 ： 白银风潮；银行 ；钱庄 

20世纪 30年代爆发了全球性经济危机，美国为摆脱困境，实施白银政策，导致中国白银大量 

外流。虽然在此过程中，上海银钱界多次向美国提出请求和抗议，但无法阻止美国白银政策的推 

行 随着白银的大量外流，金融危机的加剧，最终酿成了中国 1 935年的金融风潮，上海大量的钱庄 

和银行倒闭、歇业。为了挽救上海的金融，银钱业采取种种措施，但形势的发展迫使银钱业不得不 

求助于国民政府。在此次金融风潮中，上海银钱界除遭受重大的经济损失外，还在政治上受控于国 

民政府 。本文试就 以上 问题进行论述。 

l 929年，全球性经济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1 933年，罗斯福入主白宫，开始推行新政。为摆脱 

并转嫁经济危机，决定仿效英国，采取货币贬值政策 l9 33年 1 2月 21日，罗斯福发表宣言．美国 

各银矿今后所产白银保证得到每一盎司0．64美元的价格。美国的白银利益集团也叫嚷着为白银 

做些事情，l 934年 1月 ，美 国召开国会，议员们提 出了一些关于白银的 案 ，大多数主张美 国大量 

收购白银 消息很陕传到了中国，引起了上海银钱界“日益加重的疑虑”。1 934年 2月 20日，在南 

京国民政府对美国发出照会后，上海银行公会又以相同的意思，向罗斯福总统发电呼吁，请美国加 

以慎重考虑 大意为 ：“本市银行业同人敬致贵大总统阁下 ，自贵总统施行复兴计划，使美元价格下 

跌，贵国物价果以上腾，失业者日渐减少。但敞国物价价格将继续下跌，白银势将流出，为投机者造 

机会 况敝国数千年来天灾人祸，人民生活已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贵国购银政策，若继续推行，敝 

国农民生活将益感困苦。国际汇兑，益将有非常之混乱。双) 经济均蒙不利。敝国银界同业极盼 

望贵总统察敝国情形 ，将银价采取稳健之步骤，勿使突然高涨 ，造成汇兑上之困难 。 

上海银钱界深知美国提高白银价格意味着什么：中国白银将会源源不断的流向国外，而中国的 

金融市场将会出现银根紧缺，市面紧张，银行、钱庄等金融机构将会不断的倒闭。实际情况也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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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作为实行银本位但又不产白银的国家，早 已感受到了白银的流 

动。受白银价格变动的影响，白银已从农村流向城市，又从国内流向国外，在 l928年一1931年间 

进口的52000万元白银中的约4亿元左右分散在各地，自193 年下半年起，已开始逆转，白银已经 

流入上海，上海的白银存底从 1931年末的 26600万元，一年后增加到 43800万元，l933年末达到 

54700万元 。0白银从农村流向上海的后果，便是在广大的农村出现 了严重的经济萧条 。自 l93 3年 

起已有少量白银开始的外流了，“当 1933年上半年筹备伦敦会议开始时，银价从每盎司十六个半便 

士涨到二十个半便士，从中国出口的白银立刻有三千六百万元，至下半年银价回跌，才略有进口，因 

此，这年白银净出口一千四百二十万元，这是中国长期以来白银的第一次出超。 如果这样下去， 

上海势必会出现金融风潮。上海银钱界对此有着清楚的了解 因此，在给美国总统发电的同日，银 

行公会也发电给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请求暂缓批准白银协定，“此际白银协定正在咨送各国 

政府批准中，我国政府一旦贸然批准，则对于此后白银问题势将受此拘束。不能自由伸缩运用。故 

将请求财部在此美政府提高银价政策尚未完全明了之前，此项 定暂缓批准 试图以此来阻止 

美国白银政策的推行。 

罗斯福虽让人调查了中国金融市场情形，但并没有答应银行公会的请求。国民政府中政会也 

于2月27日讨论决定批准白银协定。对此，银行公会非常气愤，在2月27日对罗斯福提高世界银 

价的举动提出抗议，谓“中国所需者，为较好之政府，较低之捐税，较高之出口价格，与较有效力之交 

通制度 ；中国苟获其所需，则银价不致影响中国，欲扩大中国输 出贸易者 ，其难题在提高茶、丝 、皮 、 

煤之价格，而不在提高通币之价格，但若种种银计划能使银价销增安定，则当然未尝无益于中 

国”。0 

但银钱界的抗议并不能阻止美国实施白银政策的步伐。lI 934年 6月 ，美国国会又通过了《白 

银法案》，其要点为：①美国货币准备金，金为75 ，银为 25 ，即“金三银一”的比例，为了达到这一 

比例 ，就要收购白银；②财政部长有权在国外购银；③总统有权命令国内存银全部交给造币局。 当 

时，美国已有美垒 86亿元，但为达到“金三银一”的比例，按法定价格计算，还差 11亿盎司白银，此 

数额之大，相当于 1933年世界白银总产量 l_6 5亿盎司的6倍多0。这样 ，美国要获得所需的白 

银，除实行“白银国有”外，就是高价从外国收购白银。经美国把白银价格一提，白银成了一种有厚 

利可图的商品，而在仍然实行银本位的中国、印度等国家，银的价格要远近低于美国的白银收购价 

格。这就必然导致中国的白银以各种途径源源不断的流往美国t中国成了美国白银的广大的买方 

市场。请看杨格的记载： 

“从 2月到 9月，中国政府和美国进行交涉之际，白银流失一天比一天严重，开头七个月内共有 

价值 5000万元的白银从上海 出口，8月份的一个月之内出口 8300万元 ，另外还要加上 2O 从其它 

口岸运出的数额。⋯⋯自6月底至 9月底三个月之内，上海银行白银存底 ，从 58300万元减少到 

45100万元。”0下面则是另一个 1934年 7月至 12月的中国白银输出数量统计表 

1934年 7月——9月中国白银输出数量：0 

并且形势继续发展，“1934年 10月 13日以前的一周内，⋯⋯汇价猛涨到每一枚中国银元合 0． 

37美元或英元 18便士以上。但是银在伦敦的汇价上涨得比上海的银元汇价还快，lO月 12日伦 

敦电汇贴水 9 ，13日贴水 lO ，局势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因此，银钱业同业公会林康侯 、秦 

润卿、叶扶霄等再次结财政部呈文，“窥 白海外银价高涨以来，我国内地生银 ，纷纷集中上海，复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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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流出国外，其出口之数与!EI俱增，以至内地金枯寂，百业罚敝，上海存银数额，近以出口逐渐加多， 

且银价高涨，国内物价愈益低落，工厂无法维持，工人流离道路，长此以往，诚恐富源 !EI竭，影响金 

融，国计民生，亦受其害，⋯⋯为此迫切陈词，恳请迅予设法防止，以保富源而维持国本”0。 

鉴于银钱界的一再呼吁和形势的发展 ，1O月 1 4 1EI晚，财政部长孔祥熙召开金融会议 ，宣布，财 

政部 自10月 1 5 1EI起开征 白银出口税，①银本位币征出口税 l0 ，减去铸费2．5 ，净征7．75 ；② 

大条银及其他银类，加征出口税 77．5 等0。目的是以求保护中国的基本白银储备，并制止汇价的 

上升 ，以求避免再次造成严重困难。 征收白银出口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确实限制了白银出口，据 

记录，1934年 10月 14 1EI之后头几个星期内，上海只有少量白银 出口，此后 ，就难得看见白银出口 

的记录 有记录的出口几乎全部是由中央银行运往美 国出售的 白银 ，而这些 白银 还都是等到 1 935 

年 11月币制改革之后才开始的。0但是，白银价格仍在不断的上涨，每一盎司白银的价格在中国开 

征 白银出口税之前是 0．50美元 ，到了 1 935年 1至 3月间，银价已经升高到 0．53美元至 0．55美元 

之间。4月 10 1EI，美 国宣布白银收购价格为每盎司 0．71美元 ，4月 24日涨到每盎司 0．77美元 ，4 

月 2'7日涨到 0．81美元 的高峰，1 935年 5、6月份 的银价甚至达到 1933年时的 2倍 以上。 虽然 国 

民党政府又成立了外汇平准委员会，征收平衡税等，但中外银价差的进一步拉大，使白银出口成为 

一 项有巨利可图的事情，如“5月 1 7 1EI伦敦银价为 35．3'75便士，而上海英汇行市只有 20．50便士。 

据此计算，当时如偷运银元 1O0万元出口，可获差益 4O万元，除去运费和一切费用 ，纯益当在 30万 

元左右 。这种骇人 听闻的暴利 ，更助长走私之风。 面对如此大的诱惑 ，国民党征 收白银 出口税 ， 

竞成了一种“刺激白银行情看涨的原因”。所以，白银的合法出口虽然被限制，但走私出口却由于海 

外银价的升高而变得 !EI益猖獗，请看下面的几则记载：“据最可靠的估计，仅在 1 934年的最后几个 

星期内，即有价值 2000万元的白银走私出口；1935年一年以内，白银走私估计约在 l 5000万元之 

间⋯⋯”0；“另据中国银行和耿爱德估计，1 934年白银走私出口约有 2000万元，1 935年激增为 

15000万元至 23000万元之间，几等于 1 934年下半年合法出口的 6O 至 90 。”0这样 ，由于白银 

的大量外流，上海各银行的存银已大量的减少 ，造成上海存银 日缩，银根紧缺。“据路透社报告 ，十 

二月六 日存银 34400百万元 ，12月 13日只 32500万，较上星期又减少 900万元。二十 日查仓 只 

32000万元，又减少了 5o0万元。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银根紧张已达到极点，1 934年问钱庄收取 

的利息从每年 6 上升到 16 在上海几乎是无论出多高的利息也借不到钱。 上海金融界酝酿着 

危机 

钱庄是靠借款运作的，这时受市场的影响，许多商店和工厂倒闭，欠下钱庄大批贷款。放款无 

法收 回，钱庄也就宣告破产。而在经济危机初期 白银由外地流人上海时兴起的基础薄弱 的银行也 

抵挡不住危机的冲击，开始大量的倒闭。01 935年春节前夕，突然三日之间连倒了四家 ．春节过后， 

又有四家因亏折 自动收款，在四月底大比期 ，又倒闭两家，端午节前后 ，又有一家信誉和规模与汇划 

钱庄不相上下的元字号钱庄倒闭，。标志着 1 93,5年白银风潮的到来。金融市场一时“风声鹤唳”， 

惶惶不安 

这时，无论是比旧式钱庄较有实力的新式银行，还是钱庄业自身，都采取了种种措施来救助金 

融市场 。 

1 934年底 ，经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拆放千万元 ，以帮助银钱界渡过难关 。 

1 935年 2月 3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联合允许各钱庄前往无限制押款，但须有相当抵押品 

由于垦业银行的大股东黄伯元也兼营地产，市场上产生了该行要倒闭的谣言，致使该行在 2月 2 1EI 

发生挤兑 ，3日，各银行对该行钞票均照收，使挤兑在 8 1EI得以平息。 1935年 3月 2 1EI下午 ，钱业 

公会召集第二届第十七次会员代表常会 ，福源、福康、同春、康益等钱庄均有代表参加 在讨论救济 

49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3地 上海 师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市面问题上，各钱庄决定仍继续承做信用放款，并不停止，但稍加审慎 0 

钱业公会也决定了新的营业方针 ，来救济本业 ：① 中国、中央 、交通三银行本届大结束时 ，向各 

庄所放押款 ，迄今尚有 500万元 以上未能按期赎回。此项押款，例 以三月为期 ，届满即须取赎 或请 

转期 。致使 各庄提心吊胆 ，时感局促不安。故钱业方面，现希望中中交等行将订期改为三月一结。 

俾资周转。②通告各庄对于采办洋货商号，其中尤以销售奢侈品之商号，不予信用借款，藉以减少 

人超 间接可减少白银大量出口。③市面未复常度以前，各庄营业取最慎重态度，其对于业务之信 

用借款，复无限制者，尤宜力图谨慎，以厚实力，同时对于各方面之存户，更当设法为其作安全之保 

障云 。。 

4月 27日，“连日银行向钱庄放出之款已逾2200万、计中央、中国、交通联合放 800万，中国银 

行独放 900万、交通银行独放 300万、四行共放 200万”，使钱庄受到接济后困难减少 

虽然如此，金融市场仍然紧张，倒闭、歇业者仍接连不断。此时，仅靠银钱业自身的力量，无法 

渡过此次危机，尤其 5月 24目美丰、明华两银行停业后，其他几家遭其波．及，也宣告清理。更为可 

怕的是，“一般人士对予若干金融机关，渐渐有不敢信任之心”。e一时“沪上谣言蜂起，浮资之存在 

银钱业者，群起挤提。金融风潮骤至，造成紧张之形势。”0改组后的中国银行于 6月 1日起开办储 

蓄业务，这对正在竭力挣扎图存的商业行庄，无疑是雪上加霜。由于存户争取安全，纷纷提款，转存 

中行 ，一般行庄越发感到恐慌 ，市面银根更加紧张。0因此，钱业公会在 6月 2日召开紧急会议 ，除 

决定采取紧急措施 ，规定提取 的存款仅限五百元 ，以防止挤兑外 ，还公推公会 主席秦润卿做代表去 

向国民政府求援。6月 3日秦润卿即去拜谒财政部长孔祥熙，“沥陈困难情形”，请求救助钱庄。面 

对钱业公会的请求，财政部长孔祥熙以“钱庄营业为救济工商业，安定市面起见，关系工商业甚巨”． 

因此决定由政府来援助钱庄度过危机，“以钱业准备库押品，财部先拨借公债，两千万元，以资救 

济” 0各钱庄听到这个消息，“极深感荷 6月 7日，钱庄就领到了一部分公债，这时，各钱庄“周转 

渐趋松动”，“市面稳定，人心渐安 ，中国、交通、四行储蓄、盐业、绸业 、上海等银行 ，存款激增 ，钱业市 

场，上下午两市洋拆，均为一角八分，汇划头加水，仍为最高峰七角 ”0钱业暂时渡过了此次端午节 

危机 。 

在市面渐趋安定后，钱业本身又开始注意改善业务，来谋求金融安定。6月 10日，钱业公会召 

开经理会议，秦润卿、裴云卿、俞佐庭、钱远声等参加了会议．决定了五项办法，井钱业联合准备库加 

人银行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票据交换所。翌日，公会通告各庄如次：①各银行现存各庄汇划洋款． 

一 律同时转存钱库，嗣后各钱庄不再收各银行汇划存款；②各庄需用汇划头寸，均向钱库拆借押品； 

③钱库需用划头，得提出押品向银团拆借 ；④前向中央、中国、交通所做道契押款，本月十一 日先向 

财政部监理委员会登记，只有此一天．过期不候，或要新做道契押款，亦于是日必须登记，其做法均 

照工部局估价计算；⑤前向中央、中国、交通所做公债票押款，现照本月份市价实足照做，新做亦照 

此办法 ，将来市价低落四元时，须补缴足数。 

银行公会也于 6月 1]日开紧急会议，议决赞成钱业公会1义决之第一项，并于翌 日通告各行及 

联合准备委员会查照办理 。略谓此项办法关系银行业收解极为重要 ，本会援于 儿 日下午二时召集 

紧急执委会议，决定：①各银行十一日止所存钱庄汇划存款， 十二日起均发存钱库，开户往来；② 

嗣后各行每日所收往来户之会员钱庄汇划票据，统送钱库。如支用汇划款项，一律支钱库，其所收 

外币及非会员钱庄之汇划票据，统由各行自派老司务收取；③各银行如轧缺，必须抵解之划头，可以 

存在钱库之划头，向钱库照市划用．钱库除向市上划进外遇有缺短，可向中央、中国、交通商 义拆借， 

拆息由三行定之；④各银行因必须装运现洋至各埠时，可向中央、中国、交通依照 款办法请求代 

汇；⑤关于联合准备委员会第七号通 函，对于各行存在交换所 汇划款项 限制办法 ，转仍适用 。0 6月 

1 2日下午 ，在宋子文的邀请下 ，银钱两业领袖 贝淞荪 、秦润 卿等一起 ，决定两业台作来稳 定金融。 

在 l2日晚上，银行公会又厘定钱业汇划详细办法，并且通告各会员银行，“今 日起凡会员钱庄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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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桂芳 ：上海银链界与 ig 35年白银 飙潮 

票据，一律由银行会代收，由各庄给钱业准备库之划条，送中交两行向钱库轧帐、钱业向各银行收 

款，取同样办法、接受救济钱庄公债押款之中央、中交、中南、金城、盐业、大陆等十一家银行．今共同 

组织银行团。”0 6月 15日，救济钱业的办法又有所变更。前第 74号通函所规定之各行汇划限制办 

法，即行废除，完全实行集中收解，“凡票据交换所之会员银行，收得钱业公会会员钱庄之票据，不再 

向各庄直接收解 ，均交 由票据交换所汇向钱业准备库轧帐，同时钱业公会会 员钱庄，收得票据交换 

所会员银行之票据，均交由钱业准备库，汇向票据交换所轧帐”，同日，十时起，以银行票据交换所特 

在香港路该会大厅，设交换银行存票处，派办事人员担任专收会员银之钱庄票据，同时，钱业联合准 

备库，在宁波路该会内，设会员钱庄存票处，派办事人员担任专收会员钱庄之银行票据。0在 6月 l 9 

日，各钱庄以道契栈单等抵借金融债票，提供保证 2800余万 ．折票价 2500万，出八厘息，向银团贷 

款0 至此，上海金融在银钱两业的合作及国民政府的直接干预下 ，开始逐渐稳定下来 。但美 国白 

银收购价仍持续在 O．70美元上下，故金融危机仍未完全摆脱，正如银行公会秘书长林康侯对g申 

报》时社记者谈，“本市金融状况，经财部及银钱业竭力挽救，上半年安然渡过，表面上已渐趋安定 

实际上危机仍深，以往救济，尚属治标，以后须着重治本，否则不免崩溃” 0直到 1 935年 l】月 l 4 

日，国民政府宣布实行法币改革之前，仍有钱庄和银行在倒闭。 

在这次白银风潮中，上海银钱业损失惨重 就钱庄而言，中国这一历史悠久的金融组织在已经 

在走的下坡路上 ，被进一步削弱了。下面是 1 935年上海倒闭、歇业的钱庄 

在 】935年盒融风鄱中倒cjj 戢业的 戋庄0 

到了 1 935年下半年 ，上海只剩下了 48家汇划钱庄。 

除了受金融危机的打击而使实力受到削弱外，钱庄还逐渐被国民政府所控制。在财政部向钱 

庄拨发公债时确定的方式是：①政府组织钱业监理委员会负责办理放款事宜，凡欲放款之钱庄，须 

先将抵押品(地契、公债、物品等)，汇交钱业准备库，由钱库进交钱业监理委员会审理，合格后方可 

向该会领取金融公债，转向银行贷款 借款各庄每隔七日，须将资产负债情形，报告监理会，以便随 

时审核；②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组成放款委员会，放款总额以 2500万元为限。钱庄借款以钱业 

准备库之押品及钱业公会报单为第一重担保，以财政部拨发之 2500百万元金融公债为第二重担 

保，借款利率按年息八厘计算。0国民政府借机在财政上控制了钱庄。孔祥熙还趁钱业公会在 6月 

2日向国民政府求助时成立钱业监理委员会，它成了国民政府救济金融危机时的代言人，可以发号 

施令。它的 5个委员是徐堪、杜月笙、王晓籁、顾贻谷、秦润卿，前三位都和孔祥熙及国民政府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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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jcq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特殊的亲密关系，而作为钱业公会主席的秦润卿却位于五委员：之末，不过是孔祥熙顾全影响而不得 

不任命的。端午节刚过，秦润卿主持了最后一次会议之后，就无奈宣布引咎辞职 6月 4 E1，钱业 

监理委员会成立，会议公布商决各点如下：①钱业公会借款押品为道契公债及货物三种，其作价已 

分别议定标准。②2，500万之公债，由本会垒数领到，交由中央银行寄存。俟钱业公会将押品进交 

本会审核确定后，随时由本会向中央银行抵领债票，至钱业各庄领得债票后，向中、中、交三银行抵 

借现款，其折扣、期限开0息等则未商定标准。钱业公会获悉财政部拨发公债救济之决定，即通知各 

庄将所需敖项向会申请登记，惟将来借款时，并须将各庄之资产负债情况造具清册，送会核定，照数 

开始陆续拨发。0这样，钱业集中受公会及联合准备库之管辖， 吏府只需控制钱业公会及钱业联合 

准备库，即可控制所有钱庄。1935年，钱业公会委员会改选就职，典礼中由国民政府代表主持宣誓 

仪式 ，显示政府在钱业公会内之影响有所增强 。c 

此后，6月 5日，财政部以“近来银行钱庄时有倒闭，停业后又复故意拖延、久不清理，影响市 

面、损害人民甚巨”为由，命令银钱两业公会，规定了清理办法六刚：①停业银行钱庄，除经法院宣告 

清理者外，均由本部指派专员，会同该同业公会清理，其经法院宣告清理之银行钱庄，亦应指派专 

员，调查清理情形，随时报部备查；②清理期间，自停业之日起，以三个月为限，非有相当特殊事由， 

不得呈请延展，但在本办法令行以前停业者，自本办法令行之日起算；③清理期内，如查有经理人或 

董事监察人，有违法舞弊情事，即行看管，依法惩办；④资产折宴后，寸欠不能十足相抵时．股份有限 

公司组织之银行，应即依法申请宣告破产，其余银行或兼营储蓄之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之银行或钱 

庄，应依法请经理人、董事、监察人、及股东人等以聊带无限责任、限期理楚；⑤清理时期，经理人、董 

事、监察人及无限责任股东人等，不得离其住居地，如有意图逃亡或隐匿毁灭财产之行为时，得加以 

看管，其已逃亡者，并得由本部所派专员呈请通缉；⑥专员监督清理一切手续，得准照商人债务清理 

暂行条例办理。0 7日，就派定了监督清理员 此后国民政府又多次下令严禁钱庄倒闭、歇业，并派 

钱业监理委员会来进行调查后方能确定其是否属于倒闭破产之列。当然，这有利于阻止某些钱庄 

的故意倒 闭从而来稳固金融市场 ，但更重要的是，它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加强了对钱庄的控制，使 

这一传统金融组织进一步依附于政府。正如麦克尔德利所说：“经济上的需要迫使钱庄转向政府请 

求援助。”但是“其代价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控制”。 1935年，南京政府对这一部分钱庄的控制程 

度在南京政府十年时期内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大得多” 。面对这种控制，钱庄感到无可奈何 

此外，钱业监理委员会还赋予银行业救济钱庄之地位，强 钱业从属于银行业，强化钱庄对银 

行之隶属性 。0正如张郁 阑所指出，193 5年后，钱庄几沦为银行之“跑街” 这就加剧了银钱界 内部 

的分化。 

本文对上海的钱业论及的较多并不表明银行界没有在这次金融风潮中受到影响。在世界经济 

危机的早期，上海银行界的确并l段有受到坏的影响，相反，大量的资金从农村流人上海等沿海城市， 

“据中国银行统计，1932年从内地流人上海的现银，平均每月为 600万元，l933年内地现银继续流 

人上海，据上海银行调查，这年自华北各地流人合计 2400万元，自华中长江流域流入约 5000万元 

自华南流入约 600万元” 。这使一般私营银行存款的速度尤其惊人 如下表： 

1932—— 1934年私营银行存 款坑计(单位 ：千元)0 

存款的激增，使 1 934年上海主要银行的利润高达创记录的 3120万元，在 1934 193j年问 

又新开了 l1家银行 ，lg 35年全市银行总利润确有所减少 ，但所减不过 220万元 ，为数甚微。。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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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很多银行受资金流动的刺激，把投资方向转向房地产等投机业，“许多银行纷纷扩建行屋，兴筑大 

楼。上海的--Lt~~-建筑，如四行储蓄会大楼、太陆商场、国华银行大楼、垦业银行大楼、上海银行 

大楼、广东银行大楼、中汇银行大楼和中国通商大厦均在这一时期建成”。就连以稳健著称的陈光 

甫所经营的上海银行，1 929年投资房地产的金额，只有 140万元，仅占存款的2 ，l g32年有价证 

券投资占存款额的 j ，l 934年为9 。。这种偏离正常轨道的投资，为其后来的倒闭埋下了祸根。 

在危机中一些银行也抵挡不住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倒闭，如下表 

在 1935年倒闭或停业的银行： 

除经济上受危机的打击外，银行和钱庄一样 ，也逐渐被国民政府削弱、控制。在蒋介石看来，金 

融恐慌与经济困境，根源于“金融币制与发行之不统一”，其中又 中国、交通两家大银行不能“绝对 

昕命于中央”，不同中央“彻底合作”为症结所在。而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张家辙是典型的西方式的银 

行家，历来主张银行家行动自由。他曾在 l 92 L年敦促北京政府严格控制财政，实行预算改革。而 

他又反对 L祥熙为取媚于蒋介石而实行的赤字政策，被孔祥熙视为最大的敌人。0这就决定了张嘉 

辙及其中国银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必然被削弱的命运。193S年 2月，蒋介石把孔祥熙与宋子文召 

到汉口，进行秘密协商，决定利用金融危机之时，削弱银行界的力量。1935年 3月，孔祥熙就在上 

海突然发动了银行事变 中国银行 由宋子文掌权 ，他亲 自面告张嘉辙 ：蒋介石希望他立即脱离 中国 

银行 。 这次银行事变在银行界有重大的影响 ，它是“南京政府整个十年中与企业家关系的一次最 

重要和最深刻的改变”，“大银行 的经理们曾是具有重要政治髟响的惟一企业集 团，他们 的失势 ，表 

示政府完全统治了金融界，也结束了企业家独立的有影响的集团的地位。”0 

4月，政府又以增资改组的方式，控制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中央银行此后全系官股，不必 

具论；中国、交通两行，原本政府资本仅占1／s(投资实数，中国银行为 500万元，交通银行仅 1 O0万 

元)．1 935年 4月，中国银行之官股增加 1500万元，连前合计共为 2000万元，适占该行资本总额 

50 ，亦占该行资本总额 55 ，故政府顺理成章取得中、交两行之监督权。增资之后，两行之官股 

董事按 比例增加 ，董事长亦由官殷董事中选出，政府对中、中 ．交三行之控制乃愈趋稳固。。 

国民政府在夺取 了中、交两行后 ，趁端午节前后 的金融风潮扩大，市上筹码枯竭之时，又唆使 中 

央、中国和交通三行囤积大批中国实业、四明和中国通商三家银行钞票，一次汇数持 向三行兑现 ，使 

实业银行在 5月 30 El，四明银行在 6月 1 El，通商银行在 6月7 El发生了挤兑，然后又由政府出面 

救济，使它们渡过了危机，免于倒闭。但中国通商银行之总经理由傅筱庵易为曾任中央银行业务局 

长之顾治谷，四明银行由孙衡甫改为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叶琢：堂，中国实业银行由刘晦之易为中央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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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国库局长胡盂嘉。。风潮过后，三行实际上成为政府银行之局，三行之发行问题自然亦受政府之 

管辖监督 。 

1 935年，宋子文 、杜月笙和唐寿民被选人上海银行公会董事会 ，使“商业银行家们甚至对一贯 

代表他们利益的惟一组织也失掉了领导力量”。。1936年拥有资产占全部会员银行资产绝大部分的 

八个成员银行也被国民政府所控制，使南京政府在这个公会组织中有了更大的权利。从此，上海银 

行界失去了在早期所获得的很大程度上的自由，被贬低到了无足轻重的附庸地位。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上海银钱界在 1935年金融危机中，不但受到了经济上的沉重打击，而且还 

被国民政府所控制，失去了政治、组织上的独立性，成为国民政府的附庸 ，从而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 

力量的薄弱 。 

注释 ： 

①[美]阿瑟 ·崽 ·杨格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 }，中国牡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版．第 218—232页 

②《银行周报》第 18卷第 7期，19 34年 2月27日。 

③杨掐 ：《一九二七 年至一 九三 t年 中国财政经 济情 }，第 2 30页。 

@《中国银行 民国二 十二年 (一九三三)营业报告》．转引 自谢菊曾 ：《1935年上海 白锭风潮概述 ，载于《历史研究{l965年第 210j 

⑤ 银行周报 》，第 l8卷第 7邶 ，1934年 2月 27日。 

@《申报3l93 年 2 28日。 

⑦《卜悔盘融 止话 》．上海人 民出版社 1978年版 ，第 12O玎 。 

@石毓贤：《中国货 币盘融史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 267页。 

@橱格：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 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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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les of Banks and Prj～ate Banks 

in Shanghai and Silver Crisis in 1935 

HoU Guifang 

(Humanities College，Shanghai Teachers University，200234) 

Abstract：Under the impact of the silvcr polic)r of America，a silver crisis broke。uf in China in 1935．In rbe coors~of 

this crisis，the circles of banks and private banks in Shanghai were seriously affected，and many of them wenr bank 

rupt．In ordcr to pull through this crisis，banks and private banks in Shanghai had to turn to the National Govern— 

ment for bdp．and they were gradually controlled by it． 

Key words：silver crisis，banks，orivate b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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