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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到了明清时代，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并缓慢发展起来，随之而产生的金融机构也开始逐渐发
展。
但是1840年以后的外国入侵打乱了中国金融业发展的轨迹，使中国旧有的金融机构和外国金融资本机
构结合在一起，不断发展，成为操纵近代中国金融的主要力量。
它们造成了中国近百年的金融乱象，民间金融业逐渐衰退，中国成了官僚金融业与外国金融业掘金的
乐园。
直至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的金融体系才逐渐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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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争平，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中国经济史学会
副会长、近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会长。
著有《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获中国社科院第三届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中国近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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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rdquo;规划教材）、《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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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账局，又称账庄，是在城镇经营工商铺户存款和放款的信用机构。
它产生于清雍正、乾隆年间，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中国最早的银行。
账局发源于我国北方，主要在北京、张家口和山西汾州、太原一带，多由山西商人经营。
北京在清中叶工商业十分繁荣，&ldquo;京城九门外，铺户何止数万&rdquo;。
京城工商铺户为了扩大经营，往往利用借贷资本，&ldquo;各行店铺自本者十不一二，全恃借贷流
通&rdquo;，这为山西商人在京开设账局提供了基础。
张家口位于中国与俄国陆路通商的交通要冲。
由于出口货物在张家口交完税以后，再运至中俄边境路程很长，往返一次差不多要半年时间，商品流
转期长，需要更多的垫支资本，商人们往往有求于借贷，所以张家口的账局也应运而生。
山西商人开设的账局主要集中在北京、张家口两地。
19世纪上半叶账局有了较大的发展，除了山西商人外，其他省份的商人也在北京、天津等地开设了一
些账局。
账局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工商业资本的主要融通者，而且也是当铺、钱铺和印局等金融机构的支
持者，具有高利贷中心的作用。
　　票号，又称票庄或汇兑庄，大约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
由于票号也是多为山西人经营，所以人们又常称之为&ldquo;山西票号&rdquo;。
清乾隆、嘉庆年间，国内商品货币经济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埠际贸易的开展，使得不同城市间的经济
联系日益密切。
当时迫切需要解决不同地区间收解现金和清算债务的实际问题，先前靠商人自己带运现金，或由镖局
押运现金的方式，已越来越不适应商品流通量日益增加，流通区域日益扩大这一客观情况了。
于是，某些信誉卓著的商铺利用它们在一些城市设有分号的关系，逐渐地把不同地区间的汇兑，作为
兼营的业务承担起来。
山西平遥县商人、日升昌颜料铺经理雷履泰鉴于远道解运现金，困难既多，又不安全，试用汇票来清
算与日升昌相往来的各地商铺的账目。
最初这种清算方法试行于重庆、汉口、天津、北京等地。
后来由于汇水收入十分丰厚，兼营汇兑的日升昌颜料铺就改为专业的日升昌汇兑票号。
日升昌成为票号的鼻祖，雷履泰成为票号的创始人。
不久，与雷履泰同县的五家绸布庄、绸缎庄，也先后从原来经营的商店改变为专营汇兑业的票号，人
们称之为&ldquo;平遥蔚字五联号&rdquo;；山西太谷、祁县也有一些商号陆续改营票号业务。
此后，票号作为一种新的金融组织逐渐发展起来。
　　鸦片战争前，票号的经营者几乎全是山西商人，特别以山西平遥、太谷、祁县三地商人势力最大
，所以在当时商业社会中称之为山西票号&ldquo;三大帮&rdquo;。
它们各以资力大小不同，在若干城市设立分号，并且在互相调剂金融的情况下，构成了一个四通八达
的以汇兑为主，以存放款为辅的金融体系。
票号的资本比一般钱庄雄厚，而且票号股东所拥有的资本往往超过票号资本的几倍或几十倍。
票号的业务活动对商品流通的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迅速地为社会上所认识，票号博得了&ldquo;汇通
天下&rdquo;的美称。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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