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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198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银行史研究综述 
 

易棉阳  姚会元 
 

金融为百业之首，它似一条长江大河，其流域就是整个经济。而银行乃金融之主
体。由于银行的重要性，中国近代银行史倍受研究者的关注。早在20世纪50年代，
就有学者涉足此间。检索1949年以来的《全国报刊索引》，我们发现，在建国后的
30年间，有关华资银行史的论文有10篇左右，但大多是回忆性或介绍性文章。①张
郁兰所著《中国银行业发展史》是这一时期出版的惟一的一部银行史专著，该书将
1896—1937年中国银行业40多年的发展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兴起时期(1896—1911
年)、发展时期(1912—1927年)、继续发展和集中时期(1928—1937年)，并概述了每
个时期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过程。对于该书的学 
— — — — — — — —  
①  主要有沈云荪《中华实业银行始末》，《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6期；张郁兰
《中国银 
    行业发展史(1896—1937年)》，《中南财经学院学报》1957年第2期；沈云荪
《辛亥 
    革命时期的上海中华银行》，《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金研《清末中国自
办的 
    第一家银行一一中国通商银行史料》，《学术月刊》1961年第9期；金研《关于
金城 
    银行的若干史料》，《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黄鉴晖《中国通商银行是在
银号基 
    础上改组的吗?》，1963年6月30日《光明日报》，第4版；金洪文《从一家银行
看民 
    族资本家对劳动人民的剥削—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解放前的历史调查》，1965
年6 

月20日《解放日报》，第4版，等等。 
 

术价值，诚—如作者所言，它较好地回答了两个问题，即“第一，中国近代社会经
济的特点，怎样在银行业里得到反映?第二，中国银行业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究竟
起了什么作用?”由于当时的学术研究受政治的影响较大，所以该书的某些观点未免有
点失之偏颇，如作者认为银行资本的主要作用不是促进生产的发展，而是助长政治
投机。① 

从20世纪80年代始，银行史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重视，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值得认真回顾与总结。本文较为详细地检索了1980年以
来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重点缕述几个重要的专题和突出成果，最后讨论现有
研究的特点与不足。所引用论著截止2003年，范围以大陆地区为主。 

 
(一)资料的整理与出版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搜集、整理、出版了一批珍贵的银行史资料专书。主要有：

《中国农民银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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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1983年版)，《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交通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
版社1995年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四联总
处史料》(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盛宣怀档案资料之五— —中国通商银行》(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四联总处会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影印版)。
另外，在  
— — — — — — — — 
①  张郁兰：《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已出版的金融史和货币史资料专书中几乎都包括大量银行史资料，主要有：《中华
民国货币史资料》第1、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991年版)，《最近上海金融
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影印版)，《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档案出
版社1989年版)，《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 —财政金融卷》(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1997年版)，《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税收档案史料(1927—1937年)》(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二)著作的出版 
    20多年来，出版了银行史著作约50部，其中，以银行机构的发展演变为研究对
象的有：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是一部全面研究中国
近代银行业的学术著作，该书对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脉络作了详细而又清晰的勾
勒；卜明主编《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全面研究
了民国时期中国银行的发展变迁；姚会元《中国货币银行(1840—1952)》(武汉测绘
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纵述横陈了1840—1952年中国货币银行的概况，透视了中
国旧式金融机构的嬗变与近代银行的发展，回顾了中国旧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及
其归结；李一翔《近代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5—1945)》探讨了近代中国银行业与
近代中国产业之间的关系；刘慧宇《中国中央银行(1928—1949)》(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1997年版)研究了国民政府时期中央银行制度的演进；寿充一《中央银行史话》
(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则介绍了近代中国中央银行的发展历程；李立侠《中央
银行兴衰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探讨了近代中国中央银行的兴衰历程及其
原因；程霖《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对
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徐矛等主编《中国十银行家》(上海人
民出版社1997年版)介绍了中国近代10位著名的银行家，该书还附有近代 
中国100位银行家的小传；钟思远、刘基荣《民国私营银行史(工911—1949年)》(四川大

学出版社1999年版)对民国私营银行业的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作了全过程的描述；姜

宏业主编《中国地方银行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对近代中国的地方官钱银号、地

方银行和革命政权银行作了清晰的介绍；许家骏等编《周作民与金城银行》(中国文史出

版社1993年版)探讨了金城银行创始人周作民与金城银行的关系；孙晓村等编《陈光甫与

上海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研究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陈光甫与该行的关

系；《聚兴诚银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研究了近代著名四川地方银行— —聚
兴诚银行的发展历史；《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介绍了中国通

商银行在清末的发展变迁，分析了其业务状况，融学术性与资料性于一体；《晋察冀边区

银行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8年版)是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革命政权银行的专著；《中国

农民银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对国民政府时期所设立的中国农民银行作了系

统研究。绝大部分内容涉及银行史的金融史专著有：姚会元《江浙金融财团研究》(中国

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探讨了江浙银行家阶层的崛起及其与政府的关系；杜恂诚等著

《上海金融的制度、功能与变迁(1897—199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从制度层面

探讨了近现代中国银行业的演进；张虎婴《历史的轨迹— —中国金融发展小史》(中国金

融出版社1987年版)勾勒了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轨迹；吴景平主编《上海金融业与国民

政府关系研究(1927—1937)》(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探讨了抗战前上海银行界

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一般金融史著作或教材中也有相当部分内容从不同角度介绍中国

近代银行业。① 
 

  (三)发表论文情况 
  据笔者初步统计，1980年以来，有关银行史研究的论文至少有300多篇。现列表如下： 
 



 
从上表所统it的论文数量可以看出，25年来，银行史的研究 

— — — — — — — —  
①  如洪葭管《在金融园地漫步》(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金融史》(西
南财 

  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叶世昌、潘连贵《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复旦大学出版
社 

  2001年版)，桑润生《简明中国近代金融史》(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近 

  代金融史编写组《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版)，崔国华《抗战
时 

  期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洪葭管、张继
凤 

  《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浙江近代金融业与金融
家》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徐松龄《中国农村金融史略》(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 
  年版)，姚遂《中国金融思想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年版)，杜恂诚《中国金融
通 

  史》第3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石毓符《中国金融货币史略》(天津人民
出 

  版社1984年版)，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3卷(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下册(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寿充一等编《外商银行在中国》(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是平稳地进行的，没有大起大落，应该说，这是一种好现象。对以上统计，有一点需要说明：上

表各年度的统计数字只是近似值，也就是研究银行史的论文数量的最小值，因为不少有关中国近

代货币史、金融史、保险史和外贸史的论文中也包含了银行史的内容，本文在统计时没有计人，

但只要在每一年的统计中都使用同一标准，还是能够反映20多年来的研究概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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