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近代天津金融业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近代天津金融业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201054520

10位ISBN编号：720105452X

出版时间：2007-12

出版时间：龚关、 万新平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12出版)

作者：龚关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近代天津金融业研究>>

前言

盛世修史是我国的文化传统。
编纂《天津通史》是天津市广大干部群众和专家学者久已期盼的文化盛事。
2004年12月，在纪念天津设卫建城600周年之际，天津市委决定正式启动《天津通史》编纂工作，可以
说这是跨入21世纪后天津历史学界乃至社会科学界的一件大事，是一项具有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划
时代的文化建设工程。
天津通史作为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唯物史观为主导，完整把握天津历史发展的脉络，全面分析天津历
史变迁的特征，深入总结天津发展的规律，深刻论述天津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项工程对进一步推进天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推动文化建设和学术研
究的发展，进而提高天津城市的文化品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编纂地方通史历来是一个地区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
近年来，地方通史编纂工作方兴未艾，北京、上海、重庆、河北、山东、山西、湖北、贵州等省市都
相继编纂出版了大型地方通史。
天津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有许多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和特点。
在古代，天津从军事重镇逐步成为畿辅名城，具有中国封建城市发展的重要典型意义。
在近代，天津是近代中国的缩影，“百年中国看天津”，确非虚言。
比如，天津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战略要地，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重要战场，是近代中国
政治势力角逐的主要舞台，是近代中国海陆军建设的重要基地，是中国北方城市近代化的发源地，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白区革命斗争的重要中心，是中国北方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口岸和工商业经济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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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天津金融业研究:1861-1936》讲述了：1861年天津开埠后，尤其是19世纪末以后，天津的金融业
获得较大发展，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已成为北方的区域金融中心。
北方区域经济的发展，是推动天津金融业发展的根本因素，而政府及其行为也对其产生了重大影响。
同时，这两大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又对天津金融业的发展形成制约。
这其中所折射出的，是近代天津金融业发展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因素之间既互补、合作，又相互抑
制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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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一、问题的提出二、学术研究的回顾（一）整体的研究（二）区域金融史三、几个需要说明的问
题（一）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构架（二）资料依据第一章 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天津金融业第一节 对
外贸易的发展第二节 传统与近代产业的扩展一、农产品的商品化二、工业的发展三、商业规模的扩大
第三节 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与天津金融业一、对外贸易与外商银行对天津金融市场的控制二、近代天
津金融业发展的迟滞三、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第二章 产业发展与金融第一节 商业与金融一、传统商号
与金融业二、洋行、华商贸易公司与金融业第二节 工矿业与金融一、银行的放款与投资二、银企关系
：控制与支持三、银行业的两难困境第三节 农业与金融一、农村金融枯竭与资金集中都市二、银行的
农业放款三、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初始探索第三章 货币资金的区域流动第一节 天津的贸易路径与金
融运作第二节 天津与上海间的资金流动一、天津、上海：区域和全国金融中心二、资金流动的方式与
规模三、资金流动内涵的变化第三节 天津与腹地间的资金流动一、金融机构的空间分布二、汇兑与运
现三、直接汇兑与间接汇兑四、贸易结算、融资与投资第四章 公债、军阀官僚投资与金融市场第一节
公债与金融一、财政收支与公债二、金融业的政府投资第二节 军阀官僚投资与金融一、军阀官僚投资
概况二、军阀官僚投资与天津金融业第五章 政府、商人与金融风潮第一节 金融恐慌与金融风潮概述
一、20世纪初金融风潮的接连发生二、民国前期金融风潮的频繁爆发第二节 政府行为与金融风潮一、
清末直隶地方政府二、民国政府第三节 商人的应对之策一、寻求官府的支持二、针对性措施三、制度
性建设第六章 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第一节 金融机构一、票号、银号的兴衰二、外商银行的垄断与控
制三、华资银行的兴起和发展四、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节 金融市场一、货币兑换市场二、汇
兑市场三、同业拆借市场四、证券市场第三节 利率一、私人借贷利率二、同业拆借利率三、金融机构
存贷利率结语一、发展与不发展二、动力与阻力三、传统与现代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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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天津与上海间的资金流动基于天津与上海间密切的贸易关系，两地间形成了规模越来越大的资
金流动，其中与贸易相关的资金流动是主体，同时，为调剂资金两地运用和稳定两地金融市场而形成
的资金流动越来越占重要地位，两地金融市场有了越来越密切的相互依赖关系。
一、天津、上海：区域和全国金融中心天津：北方区域金融中心伴随着北方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地位
的形成和发展，天津市场的金融力量在逐渐聚集。
19世纪后期，天津金融市场已聚集了一定的实力，据估计，1900年前天津金融市场资金大约为6000万
两，其中山西票号2000万两，外国银行及政府款项1000万两，商人1000万两，钱票1000万两，从上海融
资的1000万两，①表明天津已具备一定的金融实力，但其不足之处十分明显。
票号在天津金融市场上举足轻重，但以汇兑为主要业务、保守的经营策略以及与官府过从甚密的特点
限制了其市场影响力；外国银行的设立仅有几家，其影响只局限于天津；而天津本地的银号资力微弱
，不足以满足天津商号对资金的需求，乃至天津商号要向上海大量融资。
天津的金融实力还较有限。
20世纪初，尤其是民国前期，天津金融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外商银行的设立更多，清末至民国前期，天津先后共设有外商银行（包括中外合资）21家，到30年代
中期，仍存有十五六家，②它们在天津的资力则达43，000万余元，比华商银行号资力总额还高出21％
，③外商银行无疑在天津金融市场居于垄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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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笔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几年来，为之付出的努力，洒下的汗水，随着成果的问世而成为历史的记忆，但这毕竟是我在学术道
路上有所进步的一个阶梯。
当然，本书只能说是一个初步的研究成果，因为对近代天津金融史的研究，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我个人
，都还只是刚刚起步。
这对我来说，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
每个人在学业的成长过程中，除了自己付出辛勤的努力外，总是和众多师长的指导和帮助分不开的。
最先把我引入华北区域研究的是我的硕士生导师乔志强教授，先生治学严谨，待人宽厚，无论是治学
还是做人，都给我留下了无穷的教益。
恩师不幸于1998年突然去世，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历历在目，他的教益永记在弟子心间。
2001年，我有幸考入南开大学，师从丁长清教授。
先生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对学生也要求甚严。
三年来，先生耳提面命，从最初几年的学习，到最后论文提纲的锤炼和论文的修改都倾注了先生的心
血。
整个论文的写作，需要特别感谢朱荫贵教授、张利民研究员。
从最初论文提纲的拟定，到整个论文的写作过程，直到最后论文的修改，朱荫贵教授都给予了极大的
关注，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他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也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张利民研究员不仅对我的论文写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而且还毫无保留地向我提供了他所收集的
许多珍贵资料，使我的论文在内容上更加充实，他还对此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
另外，在论文写作期间，还有幸得到许檀教授、胡光明研究员、史建云研究员、郑起东研究员、李金
铮教授的帮助。
我的硕士论文写作，就深受许檀教授相关论著的启迪，到南开后终于结识许檀教授，她独到的治学方
法，给我以深刻的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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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代天津金融业研究:1861-1936》讲述了：近代天津金融业的发展，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具有
明显的迟滞性。
晚清时期天津金融业发展缓慢，资力有限，到北洋时期和国民政府最初的十年，才获得较快的发展，
初步奠定了天津作为北方区域金融中心的地位。
第二，受政治性因素影响非常突出，尤其是北洋时期，军阀官僚投资对天津金融业产生的影响是其它
地区少有的。
传统金融业借助现代金融业的某些优势，更有利于其业务的扩展；而借助于传统金融业的支持，现代
金融业也有利于成长。
现代化的进程，最终是传统被现代所取代，但在一定的阶段上，传统的因素仍有其生存的空间，在传
统与现代之间形成一种共存与互补的关系，或许会更有利于社会的转型。
北方区域经济的发展对近代天津金融业的影响，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它既是近代天津
金融业发展的根本推动因素，又是天津金融业发展的根本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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