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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1949年以后，汇丰银行在中国内地的金融业务被中止了。
在中国推行对外开放的时候，汇丰银行又于20世纪70年代末恢复了其在中国内地的经营活动。
从一开始设立，汇丰银行就受到英国用武力建立的殖民统治秩序的支持，享受着众多的特权，并在英
国殖民势力的维护下，制定银行发展的原则和战略。
它代表着英国在远东从事殖民和商业活动的“当地殖民主义者"的利益。
这些具有战略眼光的私人银行家，决定把汇丰银行定位于中国的本地业务。
“中国定位”的战略发展目标，政府融资为主的发展路径，隐性中央银行职能的有效发挥，企业融资
业务的浓厚政治色彩，使汇丰银行与近现代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使其深入到近现
代中国金融发展的过程之中。
汇丰银行是中国外资银行的典型代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甚至在同一时期，其作用也是不完全一样
的。
我们既要看到它有唯利是图的本性，也要具体分析它在历史上所起的客观作用。
 　　本书所要解剖的就是这么一个既是历史，同时更是现实的金融集团与中国近现代金融发生、发展
和制度变迁等密切相关的部分。
其基本思路是，从近现代中国金融发展的过程，探讨汇丰银行与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一方面可从一个侧面反映英国侵华的历史演变过程和中英关系的变化，西方列强在华争夺权益的斗
争，以及世界经济形势变化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还有利于梳理中国近现代
金融服务领域的产生、发展和变化过程，以及近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以便从金融业发展和变革
的角度，把握由此折射出来的近现代中国传统经济转型的特点和变化路径。
在此基础上，如何评价汇丰银行在中国近现代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金融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将会
有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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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汇丰银行发行信用货币的依据　　与金属货币相比，银行券（BankNotes）是一种信用货币，
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钞票，虽然银行券的持有人可以到发行银行兑换金属货币，但是银行券本身已
经是金属货币的代表符号，它的流通能力取决于它兑换金属货币的能力，即取决于发行银行的信誉。
汇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实际上也是一种钞票，它是依据怎样的法律条文发行的呢？
在19世纪60年代，汇丰银行是一家按照英国银行制度在香港殖民地建立的股份制银行，而不是特许银
行，按理说它是不能发行银行券的，但是它还是发行了大量的银行券并流通于中国的许多地方，其主
要依据有两个方面：　　1．英国在中国所获得的治外法权。
银行券的发行固然是近代银行的新兴业务，但是外资银行在中国发行信用货币--银行券是建立在军舰
大炮和治外法权基础之上的。
以前英国的特许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在哪里都不是法定货币，而被看做是为了交易方便而发行的金融票
据，没有太多的经济和政治含义。
但是在近代时期中国被西方列强侵略的条件下，情况就大为不同了。
外资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在中国各地都能流通，已经超出了交易媒介的功能范畴，具有了准法偿货币的
形式。
有关一国货币政策的问题，无论是怎样的治外法权，国家主权问题都是无法回避的。
而汇丰银行不是英国的“特许”银行，不受英国“殖民地银行监管条例”的监管，名义上受英国财政
部监管，但是财政部的监管要通过香港殖民地政府才能有效执行，实际上汇丰银行只是在香港殖民地
成立的一家英国海外银行。
英国财政部对它的监管没有实际的约束力，它的银行组织形式是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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