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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金融市场全面开放以后，中资银行开始在不受任何政府保护与扶持的前提下，与外资银行在
同一水平线上展开竞争，这种形势使中资商业银行，尤其是一些规模偏小、实力偏弱的中小民营商业
银行面临严峻的考验。
新的环境下，中国的商业银行如何增强竞争能力、争夺生存空间并健康发展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
　　20世纪初期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私营资本银行开始在外资银行、钱庄和国家银行的夹缝中艰难
地成长。
凭借银行家敏锐的市场嗅觉和灵活的经营策略，华资商业银行最终得以生存并发展，成为中国近代金
融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历史证明，只要有充足的发展空间，中国的私营经济是有生命力的，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发展充分证实
了这一点。
本书以民国时期有重要地位的金融集团“北四行”为研究对象，分析探索近代中国私营银行发展的历
程。
　　“北四行”即民国时期金城、盐业、大陆、中南四家商业银行的统称。
北四行以财政性金融中心北京、天津为重点活动区域，为厚集资力，在发展初期即进行联合营业，故
社会上都习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看待。
北四行历经北京政府、南京政府、抗日战争和战后国民政府破产前的恶性通货膨胀时期，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后，又配合新中国政府，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见证了中国近代经济和金融发展的
全过程，其联营和发展历程可以看作中国近代私营金融业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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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四行研究(1915-1937)》写了北四行是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商业银行的统称。
1915～1937年的20多年间，北四行相互扶持，依靠成功的经营与组织策略，在华北及全国范围内进行
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放款与投资，逐渐发展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金融势力，成为华北财团的中坚力量
，成为中国近代华资银行业成功经营的典型范例。
《北四行研究(1915-1937)》全面研究了这一时期北四行在联合经营、发行钞票、投资政府债券、工商
业放款与投资及内部组织架构等方面发展演变的全过程。
　　《北四行研究(1915-1937)》可供史学、金融学专业的教学与研究人员阅读，也可供各类金融机构
从业人员参考。
　　与西方不同，中国早期银行业的发展在受到民族工商业推动的同时，更主要是受到政府公债厚利
的引诱。
基于此，其发展表现出一种摇摆不定的态势。
华资银行有为民族工商业服务的主观愿望，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主观于薄弱，难以为其提供有效的支
撑。
可是，为了开拓盈利空间，银行不得不依赖政府业务，而政府的失信行为又使得银行在处理与政府的
关系时采取若即若离的犹豫态度。
　　从民展轨迹来看，因难以从政府层面获得安全的制度保障，华资商业银行普遍选择了同业联合的
自保式道路，通过联辻壮大声势，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以上两方面在“北四行”联营集团的民展历程中均有典型表现，希望《北四行研究(1915-1937)》
能为读者了解早期中国银行的发展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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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金城银行是民国时期国内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是北四行的支柱银行。
研究金城银行，有必要先了解金城总经理周作民。
　　周作民（1884～1955），字维新，江苏淮安人。
1906年考取广东官费留学，赴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学习。
后因官费停发，未能毕业即行回国。
辛亥革命以后，担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库藏司科长。
政府北迁后，周作民随部到北京供职。
因受熊熙龄、周自齐两任财政总长赏识，被升为财政部库藏司司长。
这期间，凭借工作之便，周与交行北京分行经理胡笔江联系密切。
1915年因受财政部长周学熙排挤，辞去财政部职务，到交通银行任职。
袁世凯死后，梁士诒遭通缉，北京政府改派曹汝霖为交通银行总理。
这使周作民认识到，交通银行是官办银行，易受政界影响，不能做久远之计，故想在交通银行之外创
办一家自己的银行，以创立自己的事业。
与周作民有相同志向的还有交通银行协理任振采，交行北京分行经理胡笔江等人。
于是他们共同商议创办私营银行。
　　周作民在交通银行任职时，曾凭借出色的交际才能成功开设交行芜湖分行，由此结识了皖系军阀
倪嗣冲与商人王郅隆等人，并深得他们的信任。
倪嗣冲是北京政府时期军阀，因参与镇压“二次革命”有功，被袁世凯任命为安徽督军。
倪嗣冲统治安徽近十年，搜刮百姓，克扣军饷，倒卖军火物资，积累了大量财富。
王郅隆是天津商人，经营粮食、木材等生意，长期活动于官场。
倪任安徽督军时，任命王郅隆为安武军后路总办。
他所主持的元庆号，实际就是安武军的采办军粮机关。
王郅隆为其筹饷，措办军装、军粮，深得倪嗣冲的信任。
倪嗣冲的很多企业都与他合作，并由其全权代理。
周作民筹办银行时，倪、王正在天津筹建裕元纱厂，由于资金紧张陷人困境。
周作民即趁机劝说王郅隆开办银行，以支持企业资金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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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四行是北洋政府时期由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陵银行和中南银行等四家银行组成的北方金融
集团的简称。
　　北四行备银行的成立有其背景、鼎叠有其缘由、转变有其原因，然其经营理念、经营手法是中国
早期民营银行业发展中自鲁典型。
　　北四行真实的历史足迹值得当今处于多元经济体中的读者　　思考、借鉴、评述。
　　揭开尘封的历史，定格真实的资料?　　点评学者的见解，思考今日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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