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今版《上海城区道路交通图》所指
的香港路由江西中路至圆明园路，而
!"#$年英国人辟筑这条路时，仅为四
川路至虎丘路短短一段，并以英国人诺
门名字命名。!"%&年，英租界当局竟傲
慢地使用从清政府手中抢夺的香港这
一地名，将诺门路改为香港路。

银行公会在香港路三号四号两幢
洋房办公约莫四五年，因为公会业务范
围扩大，进驻人员增加，办公场地显得
拥挤。于是有了在原地翻建房屋的想
法。从 '()*年档案材料看，银行公会已
在讨论，是请外国洋行设计大楼，还是
请华人公司设计大楼问题了。当时大陆
银行经理叶扶霄得此消息，会同浙江兴
业银行副经理孙陈冕、上海商业储蓄银
行总经理陈光甫等联名书面提议，会所
兴建拟请华人建筑公司承建。
不久，银行公会开会讨论采纳了叶

扶霄等人的书面提议，在 *+余家投标
的中外建筑公司中，大胆选用东南建筑
公司。东南建筑公司全由华人华资设
立，此前设计并建筑了南京国立东南大
学全部校舍、国立暨南学校新校舍及上
海交通大学新屋。房屋翻造期间，银行
公会暂借交通银行空余房屋办公，《银
行周报》暂借中国银行旧址办公。!(*&

年 ,月银行公会新厦次第落成，办公室
迁回新屋。办公室搬回新楼约半年后，
-(*%年 *月 !,日正式举行落成典礼。

"$多年过去了，事实证明.香港路
的银行公会大楼无论是外立面的折中
主义风格，还是内部配套设备的合理性
以及坚固程度都不亚于外国人所设计
的建筑。该楼已被上海市人民政府立为
市级建筑保护单位，并作为“外滩源”保
留建筑之一，近期将实施“修旧如旧”，
重现当年“金融之枢纽”的风采。

银行公会
近代上海金融业的组织者

! 王昌范

! ! ! !金融因子的潜入!激活了城市经济社会
发展的每个细胞!激活了工商业的迅猛发展"

#商人集则商市兴!财富集则金融裕"$在上海
这个善于兼容并蓄的都会里!银行%钱庄%票
号等形形色色的金融机构!曾一度交相辉映!

演绎着经济屋檐下的化妆舞会! 而银行公会
则是化妆舞会的组织者"可以说!上海银行公
会在促进中国金融业的发展! 推动中国金融
近代化的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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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珍档/

! ! !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
张嘉璈及其周围人物主导形成
的金融界午餐会，是上海银行
公会的雏形。张嘉璈 /'""(0

-(,(1'2岁时随其二哥张君劢
入上海广方言馆习法文，后入
宝山学堂。-(+3年考取秀才，
翌年入北京高等工业学堂。
-(+% 年自费赴日本庆应大学
攻读货币银行学和经济学，
-(-4年经梁启超推荐，任中国
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是较早
接受西方经济理论的中国银行
家。著名诗人徐志摩的第一任
太太张幼仪即是张嘉璈妹妹。

据张嘉璈回忆：自就任中
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后，他
就开始与金融界人士交往。在
-(-&年的新春宴会上结识了浙
江地方实业银行副经理李馥荪、
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蒋抑卮、
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

同年 4月，经杨廷栋介绍认识
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陈光
甫，" 月又经介绍认识了交通
银行经理钱新之。张嘉璈本人
和李馥荪、钱新之是日本留学
派；陈光甫是留美派“新”人物。
蒋抑卮与叶揆初虽非国外留学
派，但其“家产丰饶，生性通敏，
虽未尝领受新式银行教育，对于
银行经营，善能迎接潮流”，或
“博览译书，富有欧美日本财经
知识”，都是接触过西欧知识和
技术的新人物。这些人物都是
当时上海各银行的主要负责人，
他们每日中午聚餐，互相交流信
息和交换意见，促成了不少实
事。这个聚会后来发展成为上海
银行公会。曾担任上海市商会
会长的徐寄庼在《希望民国十年
之银行公会》一文中评介午餐会
的那段时期是上海银行公会的
“精神结合时代”。

! ! ! !“银行公会”这一称呼自午
餐会后就已出现，为什么迟迟
没正式成立？其中有几个原因。
作为一个金融行业团体首先必
须合法，那时北洋政府没有相
关的法律条文容许组织金融行
业团体。直到 -(-%年北洋政府
财政部颁布《银行公会章程》，
参加聚餐会的代表才开始商讨
正式组织公会；还有一个重要
原因是没有适当的会所，没有
会所无法聚会、议事、办公，那
一阶段银行公会是假上海商业
储蓄银行为会所，因此正式成
立银行公会的事悬而未决。

为选会址当时有两种意
见：一是选址建造新厦；另一是
购买房产。-(-,年 (月，庄得之
介绍香港路一处房产。庄得之
是盛宣怀夫人庄氏的兄弟，当
过买办，是上海银行的大股东，
知道银行公会在选办公场地，就
向银行公会推荐。香港路这处房
产占地 -5&亩，有两栋洋房，洋房
后有一块空地。房主索价银规元
&$$$两，地皮索价 &5)&万两，几
番协商，地皮不还价，洋房还至
4&$$两。两项合计 &5%万两。银
行公会开了几次会商量此事，但
还是拿不定主意，几次三番发函
请示已调往北京中国银行总行
担任副总裁的张嘉璈。张嘉璈
复函：“诸公会议妥协，弟自然赞
成……诸公如不嫌香港路偏
僻，自无庸议。不必再彼此函商，
即行定议，以免久延。”得到张嘉
璈的回复，各银行垫款买下香
港路 6号洋房作会所，全部办妥
手续，已是 -(-"年春了。从上
海银行公会留下当时买卖房产
的文献看，银行公会方面颇为

得意，其中有一段描绘：“香港路
闹中取静.树木葱笼.空气充足.

并说洋房后面有一空地或作打
球之用。”可见香港路会所的宁
谧幽静、环境优美。银行公会在
原有房屋的基础上略为扩充、略
为装修，择日进驻办公。

-(-"年 ,月 "日，上海银
行公会正式成立，除中国、交通、
浙江兴业、浙江地方实业、上海
商业储蓄、盐业、中孚 ,行外，聚
兴诚、四明、中华、广东、金城 &行
次第加入，会员银行达 -)家。各
行代表议定了《上海银行公会章
程》&4条，并按照章程选举宋汉
章、陶兰泉、盛竹书、倪远甫、李
馥荪、陈光甫、孙景西 ,人为董
事，复由董事中互选宋汉章为会
长，陈光甫为副会长，李馥荪为
书记董事，呈报财政部及各官厅
备案。同年 -+月 -(日，上海银
行公会举行正式开幕典礼，当日
《申报》头版头条刊登大幅消息
“银行公会今日开幕”。

《银行周报》刊载了开幕盛
况：开幕典礼在香港路三号四
号，屋内悬挂中外政商各界颂辞
以及对联，屋后隙地搭盖五色彩
绸天幔，门前高悬国徽。中午 -)

时至下午 )时接待外宾，下午 )

时至 3时接待华宾。来宾中有财
政部、农商部、江苏省、沪海道
尹、警察厅的代表以及上海总商
会会长；各国领事及商务参赞均
派代表到会，各外国银行大班、
各洋行大班、各钱庄、各公司经
理、报馆记者多莅会参观。银行
公会方面组织各银行经理作为
招待员导引来宾参观并款以西
点。香港路车马盈门，颇为热闹，
来宾不下千人，可谓盛也。

! ! ! ! -()(年，国民政府出台《商会法》
和《工商同业公会法》。规定所有工商各
业团体，必须在一年内依法改组设立同
业公会。上海银行公会依法改组为上海
市银行业同业公会。

-(44年 -月 -+日，上海票据交换
所正式成立，它以崭新的交换方法、完
备的清算制度，成为中国金融史上完全
以商业银行自己力量创办的新型清算
机关。所址设在香港路 &(号上海银行
公会大楼。票据交换场所设在楼底层的
大厅里。大厅正前上方悬挂着“金融枢
纽”匾额，每家交换银行有一个交换台，
铃声一响，票据交换开始，行动整齐迅
速，清算有条不紊。上海票据交换所开
幕后，各地金融界纷纷派员来沪参观学
习。不多久，南京、杭州两地仿照上海成
立票据交换所，随后北平、重庆、成都、
西安等大城市也相继成立票据交换所。

银行公会另一举措是倡导开展信
用调查和建立中国征信所。信用调查关

系到银行放贷资金的安全，银行公会非
常重视。在 -()-年全国银行公会第二
届联合会上，提出设立专业征信所的提
案。会议决定，由各地银行公会先自行
组织调查机构，作为建立全国性信用调
查机构的准备，并通告各地银行公会，
催促建立相应机构，因条件尚不成熟，
各地创办征信机构之事遂不了了之。
但此时的上海，已出现数家外资信

用调查机构。因此 -(4-年初，上海银
行、浙江实业银行的几位长期从事信用
调查的人一合议，决意集沪上银行界之
力，组建一个独立的信用调查机构，考
虑到此类机构不宜由银行直接出面组
织，故决定先成立研究信用问题的学术
团体，在此基础上联合其他华商银行，
设立征信所，推动中国征信事业发展。

-(4)年 %月 %日，中国首个信用
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正式成立。中
国征信所采取会员制，分基本会员和普
通会员：参与发起出资的基本会员，可
享受免费提供的各种调查报告。普通会
员按每年的会费额分为甲、乙、丙、丁，
甲种会员每年会费 4++元，可委托调查
-++次，限度内每次调查费 -元；乙种
会员年会费 )++元，可委托调查 &+次，
限度内每次调查费 -!&元；丙种会员年
会费为 -++元，可委托调查 )+次，调查
费 )元；丁种会员则 &+元，可委托调查
-+次，调查费 4元。需英文报告书的会
员，其所缴会费及调查费在原数额基础
上加收四成，各类会员在限度外的调查
费均加倍收取。非会员需要该所报告书
者，经该所同意后，中文报告书每份收
费 -+元，英文报告书收费 -3元。
中国征信所出具的企业信用调查

报告书或个人信用调查报告书，都是
根据直接或间接调查所得材料，综合
成文，其评价或结论具有一定客观性，
对于银行贷放款和工商业间的业务往
来，具很高的参考价值。

壹 银行界午餐会

贰 银行公会选址香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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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银行公会在 -(-&年至 -(-,年
做了两件实事，创设“上海公栈”；创
办《银行周报》。
银行公会午餐会形成之初，适逢

大清银行清理处将苏州河畔的栈房
出售。或许有人会问：银行要堆栈派
什么用？原因是早期各商号、公司向
银行贷款抵押品往往是实物，银行见
实物而放款，减少风险。中国、交通、
盐业、浙江兴业、浙江地方实业、上海
商业储蓄等六家银行因鉴于上海没
有适宜的堆栈深感不便，因此竭力主
张中国银行承购苏州河畔的栈房，再
由六家银行分别租用，联合组成一个
“上海公栈”。凡是寄存货物于上海公
栈的商号，或公司，均可向这六家银
行抵押贷款。上海公栈既解决了银行
贷款风险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商
号、公司等贷款难的问题。
民国初，经济方面的杂志很少。

张嘉璈留学回国后，一度任北京《国
民公报》编辑，也担任过邮传部《交
通官报》总编辑，有办报刊经验，知
道办报的意义作用，于是《银行周
报》这个时代的宁馨儿哇哇落地，从
创刊号时间看是 -(-,年 &月 )(日。
可以说《银行周报》是国内金融界最
早的经济刊物之一。《银行周报》创办
之初，借中国银行一席地为编辑室，
借《时事新报》多余房屋作发行部。经
费则是银行公会按月酌情补助的。
《银行周报》每期除谈论经济理论外，
还刊登各埠金融及商况、进出口商品
信息等，较实用，所以请各银行刊登
广告，各银行都愿赞助。到 -())年
春，“该报销路日广，售报与广告收入
足资支持，经济已能独立”，银行公
会取消了往日的补助费。
《银行周报》创刊之初，聘张嘉

璈好友诸青任撰述，徐玉书、徐沧水
两位分任编述。-(-"年 ,月银行公
会成立，迁入香港路银行公会。《银
行周报》的成功，如《上海银行公会事
业史》所总结：《银行周报》的编辑主
旨“在论理与事实之调
和，而于财政经济诸
问题贡献尤多”，
为我国出版
界别树一
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