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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奉天官银号的设立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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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日俄战争后，日本金融资本进入我国东北，试图掌控东北地区的货币发行

权。 面对日本的金融入侵，盛京将军赵尔巽出资设立奉天官银号，铸造和发行小洋为主的

金属铸币和小洋票，从而引发中日双方围绕东北货币发行权的较量。 日本通过合资银行提

案和横滨正金银行的竞争对官银号的设立和发展进行了一系列干预，东北地方政府则与日

本殖民势力进行了持续斗争。 因此，近代东北地区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东三省官银号的

设立和最初发展过程，也是日本金融资本、东北地方政府和民间商业行会之间对货币发行

权的争夺和博弈过程，并对清末和民国时期东北地方金融体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

日后军阀割据提供了经济基础。
关键词：奉天官银号　 合资银行案　 横滨正金银行　 货币战争

［作者简介］ 　 燕红忠，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与运行研究”（批准号：１６ＺＤＡ１３３）、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近代中

日货币战争研究（１９０６—１９４５）”（批准号：１３ＢＪＬ０１９）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同时受“数理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上海财经大学

创新团队支持计划”（２０１４１１０３０９）的资助。

一、引言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后，随着外国金融资本的侵入、地方政治权力的增强和政府对货币市场的干

预，中国各地币制日趋紊乱。 虽然各方都有币制改革和统一货币的要求，但在列强与清廷之间，对币

制紊乱和统一币制等概念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清廷所说币制紊乱，包含外币发行增加和基于私人

信用的纸币和信用货币的通行，这些构成扰乱其财政收入的因素。 而列强所说币制紊乱，则是指银

锭、银元、铜钱的共存，及各种地区性规定造成的多种货币流通的状态，给商业贸易和投资带来很大

风险。 外国列强统一中国币制的基本目标是在中国实施金本位制，以划一中国货币。 而清政府整理

币制与统一货币的目标和内容则要复杂的多，因此导致其内部在货币的形制、本位等诸多问题上反

复争论。 由于当时的商业行会和民间金融机构在地区性货币发行和商品交易中具有很强的势力，所
以清廷所说的统一币制，首先是将币制主导权从商人手中收归官府，在这一点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

目标是一致的。 由于商人对铸币的运用是以其含银量为基准通过货币交易进行，币值不仅仅取决于

成色和重量，也取决于货币供求，这一点恰恰对外商在华活动构成阻碍。 因此列强主张的统一币制，
也是中央政权发行统一的铸币和纸币，并统一度量衡，消除繁杂的兑换率和各种币值的不断变动。
其次，随着中央集权大大削弱，各省纷纷设立银元局、造币厂、官钱局、创办各种官办企业以扩充财

权，货币发行权和财权下移，各地督抚为保证获取铸币税，往往采取不同的成色和重量规定，成为引

发币制进一步紊乱的原因之一。 因此，清廷希望在行省一级首先统一币制，在此基础上再实现全国

统一，从而将货币发行权收归中央。 最后，随着外国货币在中国的流通，清政府也想通过币制改革，
收回货币发行权，并抵制外来经济势力的入侵。 清末时期，围绕货币发行权的争夺，主要在各省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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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各地商业行会和外国金融资本之间展开。 本文所探讨的“地方金融势力”，是指地方督抚在政治

经济权力增强的过程中，通过主办官银号和地方官办银行等，抵制外国金融资本入侵，并压制民间金

融机构，进而分享中央政府的货币发行权和区域金融支配权。
晚清时期的官银号、官钱局在清末民初时期大多改组或替换为地方官办银行，唯在东北仍然保

持官银号的称谓。 学术界已经对官银号的产生发展过程和货币发行情况进行了个案梳理和介绍，主
要代表性成果如姜宏业主编的《中国地方银行史》和黄亨俊的《清代官银钱号发行史》等，①以及少量

探讨官银钱号设立原因、改组转型的论文；②而对东三省官银号的关注也多是从货币发行的角度对其

成立和发展线索进行简单介绍，并且多侧重于奉系军阀时代的发展状况。③ 但上述成果大多因资料

所限未能作深入论述，而且很少将官银钱号的设立和发展与外国金融资本的入侵联系起来。
晚清民国时期，东北的通货缺乏和币制紊乱比关内尤甚，奉天官银号的设立和发展过程，正是日

本金融资本、东北地方政府和民间商业行会之间对货币发行权的争夺和博弈过程。 关于赵尔巽主政

时期在币制方面的建设，中国留下来的史料主要有《奉天通志》和徐世昌本人于 １９０９ 年左右撰写的

《东三省政略》。 《奉天通志》中有关东北币制的记述最晚到奉天票问题的发生，以及东三省金融整理

委员会的成立，出版则到了伪满洲国设立后的 １９３４ 年。 有关日俄战争到 １９０９ 年的货币资料多取自

《东三省政略》。 也就是说，较为翔实的记录当时币政的资料只有《东三省政略》，但徐世昌对自己政

绩每有夸大，对前任建树往往一笔带过或指斥其非。 对赵尔巽设立官银号与日本政府货币政策的对

抗过程并没有提及。 因此，有关记录只能从当时的参与方日本大藏省和外务省记录中获得。
当日俄战争还在进行之时，日本政府就预想战后军票回收，规划了在东北推行横滨正金银行纸

币的方针。 赵尔巽设立奉天官银号的最初目标，显然也有借日本军票回收之机争夺货币发行的用

意。 而被徐世昌指为奉天官银号缺点的部分，如隶属财政局下，直接经手财税收入，不符合一般银号

营业规范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对抗日本货币政策所采取的防范措施，即防止日方银行以无中方

金融机构经手为由，提出经手地方财政的要求。 由于日本政府后来一直未公布过其在这一时期对东

北货币政策的意图，以及与中方的交涉过程，因此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一时期中日之间围绕货币发行

权的斗争，仍然缺乏相关的研究。
本文通过挖掘日本大藏省和外务省当时的记录和调查资料，围绕日本合资银行策略和奉天官银

号的设立和发展过程，对日俄战争后中日之间关于东北货币发行权的争夺进行考察，并探讨东北地

方货币体系的变化及影响。

二、官银号的设立与日本合资银行提案

日俄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东北权益与势力范围的战争，其战后安排是通过转让俄国

在东北权益的形式进行的。 日本继承了俄国的旅大殖民地和中东路南段长春到大连的所有权益，设
置了殖民机构和殖民铁路公司，开始在租界施政并运营铁路和港口，对中国主权形成了挑战。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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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认为，日俄战后东北已经是日本的半殖民地。①

在这一背景下，爆发了中日之间围绕日俄战争后东北货币发行权的第一轮争夺。 日俄战争期

间，日本以旧日本银洋 １ 元为本位，在东北发行了多达 １ ８ 亿日元的军票，用于军队开支和筹措战争

物资。 １９０５ 年下半年，日本政府在作战后安排时，又将回收剩余 ５ ０００ 余万元军票的职能委托给横

滨正金银行，横滨正金银行企图利用这一权利来掌控东北货币发行权。② 主权国的货币发行权受到

侵害，也引起清廷忧虑。 盛京将军赵尔巽出资设立了奉天官银号，铸造和发行小洋为主的金属铸币

和小洋票。 中日双方围绕东北货币发行权展开了第一次较量。 这场争夺表面上是双方金融机构的

对抗，其背景却是日本殖民化的企图与中国收回利权主张的对立。 日本动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

等手段有计划地侵占和扩张在东北的权益，中国则出现了以官府和商民为主体，持久而广泛的收回

利权行动。
（一）收回利权与官银号设立的背景

对于当时中国兴起的收回利权、发展经济的热潮，１９０９ 年日本外务省曾动员其驻华各使领馆作

过详细调查：“近年来清国自上而下兴起回收权益主张，出现延及各方面的排外思想，不仅在政治上，
在产业上也出现保护国内产业政策，呈现出在振兴土货名义下创立中国人自营企业、上下一心从中

国市场逐渐驱逐外国货的潮流。 清国市场为本国海外贸易重要市场，此风渐长对本国产业影响不

小，故预先调查事实、讲求对策，实为当务之急”。③ 其设定的调查项目包括：（１）清政府和人民自营

工业及银行；（２）官商合办企业或受政府特别保护的华商企业；（３）政府保护及援助政策；（４）设立企

业具体状况，如企业形式、章程、销路、成绩和预想；（５）有无外资输入；（６）内外合资、中日合资企业状

况；（７）中国自营企业对日本产业的影响。
该调查报告对中国收回利权运动作了如下分析：“清人所说回收或保全权益，不单是回收利源和

保全权利，也意味着回收国权。 故广义上回收权益主义者，不仅意味着经济上的保护政策或运动，而
且包含收回政治上丧失的国权和维护将受危害的国权。 ……狭义的回收权益主义者，是恢复已失权

益或保护将失权益者，保护产业是其主要主张。 ……中国官民不懈地回收权益的同时，完善矿山条

例及其他各种经济法典，致力于振兴实业教育、发展交通机构、修正币制与度量衡，间接或直接地保

护和培育产业，即为努力保护权益的重要事实，此等皆属于所谓狭义回收权益者，我们所称回收权益

者主要指后者”。④ 也就是说，以 １９０３ 年设立商部为开端，清廷逐渐实施开办银行与发展实业的新

政，中国民间也兴起声势浩大的收回路权与矿权运动，以及各种针对外国势力侵犯和无视中国主权

行为的抵制运动。 其中，东北的收回利权运动由官方主导，包括设立官银号和官办企业，及中方参股

外资矿产、开发企业等。
在收回利权背景下，１９０５ 年 １１ 月，奉天将军赵尔巽设立了奉天官银号，开始发行小洋和小洋票

等货币。 这一动向立刻被视为对横滨正金银行的敌对行为，引起日本政府的高度关注。 日本最高当

局动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一切手段企图扼杀、兼并或压制其活动，由此引发中日间第一轮货币

斗争。 由于中国收回利权的主张获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构成抵制经济侵略的舆论基础，迫使日本

政府也不得不在制定政策或采取行动时有所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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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从 １９０６ 年开始，“满铁”、关东都督府和日本工商会议所的代表就相继提出，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和殖民地，日本政府

应在东北推行与日元相一致的金本位货币制度。
关于日本军票的发行和回收数据，参见陸軍省経理局主计課「自明治 ３６ 年（１９０３）５ 月至明治 ３９ 年 ５ 月　 明治 ３７—８ 季戦

役に関する業務詳報」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Ｃ１００７１７２１０００。
「清国ニ於ケル利権回収熱ニ基ク各種企業及保護政策ノ調査ニ関スル件」 １９０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

資料センター，Ｂ１１０９０７９４８００。
外務省通商局「清国ニ於ケル利権回収熱ニ基ク各種企業並ニ保護政策調査報告」 第一輯　 外務省通商局，１９１０ 年，２０—

２１ 頁。



（二）日方对官银号设立的阻挠与第一次合资银行提案

日本政府早在 １９０５ 年 ８ 月 ２ 日的第二十二次军票委员会议上，就已决定由横滨正金银行实施军

票回收与兑换支票发行的方针，“不仅为保证军票顺利回收，也明示了使该支票随着军票的回收而流

通，构成当地货币基础，确保日本权益的长远大计”。① 日本大藏、外务两省于当年末具体制定了横滨

正金驻华机构改组和业务程序等。 对其业务程序命令中，不仅要以横滨正金经手中国各种财税收

入，还计划由其统一东北币制，“以期逐渐限制和禁止各种信用不确切的交易媒介物如银两、过炉银、
制钱、钱票等，实行以日本一元银币为基础的币制”。② 横滨正金银行早在日俄战争中，就曾策划废除

过炉银阴谋，并一直视小洋为仇敌。 １９０５ 年秋，横滨正金顾问小田切万寿之助到东北活动，③听说奉

天将军赵尔巽为整理钱票将有设立银行计划。 小田切觉得若任由奉天将军行动可能对正金银行整

理军票和业务扩张形成妨碍，但若压制这一计划，横滨正金的其他要求将会遭到抵制。 于是想出一

个先设立共同出资银行，再设法将其由横滨正金兼并的办法。 小田切在得到日军指挥官赞同后，多
次与赵尔巽会谈，达成初步意向。 会谈商定的条件是，银行附属造币局，资金的一半由横滨正金银行

出资，另一半由清官商共同出资，若清方一时筹措不齐，可由横滨正金银行贷款，董事采用双方平等

人数。 小田切的实际想法却是“以其希望阻止其行动”，想通过虚幻的好处换取对方的等待。 但赵尔

巽也指出，此事须先经北京政府批准，奉天将军不得擅做主张。 于是，小田切后又去北京与那桐商

谈，得到其当面的承诺。④

日方的举动并未能迷惑奉天当局，１９０５ 年 １１ 月，奉天官银号由盛京将军赵尔巽拨官银 ３０ 万两

设立，次年追加 ３０ 万两，附属在财政局下开办。 官银号采取传统的银号方法，其营业受官府全面保

护，归属于财政局并经手财政收入，其初期目标是全力在钱票市场展开。 同时，由奉天将军下令禁止

奉天钱庄和商户发行过码钱，拨公款 ５７ 万余两由银元局铸造当十、当二十两种铜元对外发行，通过

制造危机强制兼并公议银号。 奉天“将军赵尔巽以官本银六十万两创设官银号于奉省而附属于财政

局，时战争甫息，羌帖纸币充斥市上，所恃以交易者惟外币是赖。 而我之小银币又有商人垄断，计其

盈余出入悉由簿记，视银价之伸缩而取其余，名曰过码钱，名实交病，即设银号，首革禁之”。⑤ 这种设

置和经营姿态，实际上都暗含着防止日本干涉的深意。
１９０６ 年 １ 月，尽管官银号采取了低姿态，依然引起了日方的高度关注，横滨正金银行当地支店到

军政署要求对奉天将军提出紧急抗议。⑥ 日本大藏大臣以“事先未与日方商谈，且银元与军票定价不

同，有排斥军票倾向”为由，通知关东都督府民政长官、奉天军政署，要其直接采取措施设法制止和打

·４３·

中国经济史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大蔵省『明治大正財政史』第 １５ 巻　 財政経済学会，１９４０ 年，３１６ 頁。
参见大藏大臣给正金银行的业务程序指令官方秘第三四八七号， 「軍用切符発行並満州ニ於テ横浜正金銀行一覧払手形発

行一件（清人趙爾巽横浜正金銀行ト協同出資ノ銀行設立計画ノ件）」 １９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
ー，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３１００。

小田切万寿之助 １８８７ 年起进入外务省任书记官，１８９５ 年甲午战争中曾参与日本收购台湾至福州海底电缆交涉，曾任一等

领事兼驻杭州日本邮局长，后于 １９０５ 年辞职，被横滨正金银行延揽为董事兼顾问。 由于长期参与日本对华交涉，因此被任命为横滨

正金驻“满洲”总店经理，全权负责与奉天将军交涉。
参见大藏大臣阪谷芳郎致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秘第六五八号函件附件“１９０６ 年 ３ 月 １４ 日机密送第二十六号函件” 「軍用

切符発行並満州ニ於テ横浜正金銀行一覧払手形発行一件（清人趙爾巽横浜正金銀行ト協同出資ノ銀行設立計画ノ件）」 １９０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２８００。

参见《奉天通志》第 １４７ 卷《财政三·币政》，１９３４ 年奉天省公署刊印，第 ２６ 页。 此处所说过码钱，又称抹兑钱、抹钱，是粮商

和钱庄发行的一种记账支付的信用货币，是解决东北市场上通货短缺，影响商业交易的变通办法，结算由钱庄记账进行。 １９０５ 年末，
大粮行的破产导致钱票危机，各钱庄银号也大受牵连，导致过码钱信用大跌。 奉天将军宣布禁止发行过码钱后，造成奉天银业危机，
此后一年左右奉天约半数钱庄破产。

参见横滨正金银行总裁相马永胤致大藏省理财局长水町袈裟六电文附件“横滨正金奉天出张所给总行 １ 月 ８ 日电” 「軍用

切符発行並満州ニ於テ横浜正金銀行一覧払手形発行一件（清人趙爾巽横浜正金銀行ト協同出資ノ銀行設立計画ノ件）」 １９０６ 年 ３
月 ９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２８００。



压设立官银号的计划。 但此时中国正兴起收回利权热潮，日本驻华机构不愿与之正面为敌，因此军

政署在回信中，坚决反对制止官银号营业。 关东都督府民政长官也认为，该行只发行数百万吊钱票，
影响微小，而且很难对其直接实施禁止营业措施，不如寻找其他备选方案。①

同期，日驻华公使约见瞿鸿禨，要其下令赵尔巽中止官银号，转与日方合作。 瞿鸿禨拿出赵尔巽

给户部书信指出，“横滨正金银行认为，设立中日共同银行对其无利，并不希望介入”。② 驻华公使无

功而返，大藏大臣不得不出面对此做出解释，“横滨正金银行认为单独专营满洲银行是本来目的，但
若不与之合作恐很难找到实现目标之突破口，故此才有以将来与正金银行满洲部合并为前提，先设

日清共同银行之议”。③ 由此可知，其提案既无诚意，又无实际准备，本身是用来干扰和恐吓奉天将军

的权宜之计，以拖延官银号的筹设进展，为横滨正金争取时间。
此为日方第一次合资银行提案，目的是以其取代官银号，或以之为借口迫使奉天将军中止官银

号计划。 此计划包含由奉天将军将官银号和主要中方传统金融机构资本合并，与日方共同出资的内

容，意在一举扫清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的阻碍。 但由于中国收回利权热潮的兴起和日本驻华机构不愿

引火烧身，未能对官银号营业构成实际威胁。

三、日方第二次合资银行提案及其破产

（一）日方第二次合资银行提案的意图

１９０５ 年底，横滨正金银行任命小田切为其驻东北总行主管，小田切为与将归国的驻华公使会谈，
加上日本政府换届，迁延到 １９０６ 年 ３ 月底才到达东北。 行前，小田切向日本政府要求，日本驻华所有

机构为实现日本政府方针的横滨正金银行给予一切必要支持，日本政府全部接受其请求。④ 大藏大

臣专为小田切发出训令，并将其请求和训令内容全文转发驻华机构。⑤ 这个训令包括 ８ 个方面的内

容：（１）驱逐当地货币；（２）发行兑换支票填补军票空白，并成为当地主要货币；（３）设法使日本银元

成为当地货币发行的基础；（４）为将来清廷公开承认兑换支票创造实质基础；（５）严厉打击伪造改造

兑换支票；（６）奉天将军现行的官银号计划，若与横滨正金银行计划相抵触，期望将其废止。 但鉴于

实情有必要与中国官民合作时，以他日与横滨正金银行“满洲”部合并之考虑，暂时帮助上述官银号，
尽管其妨碍了设立新的日清共同银行，但应以常保持彼此亲密关系，不失统一币制目标的原则为要；
（７）尽所有驻华机构的所有手段，帮助横滨正金银行实现目的；（８）为防止毁坏日方信用，加强对日本

人银行业贷款的监督。
４ 月初，驻华公使内田再次约见瞿鸿禨，要求奉天将军就不与日本商量，单独设立官银号问题做

出回答。 瞿鸿禨称尚未接到回复，避免了正面回答，但瞿引述了赵尔巽给户部尚书铁良的信，“设立

官银号是为发行钱票，不会影响军票时价”。 内田要求清廷下令赵尔巽“一切都要与横滨正金银行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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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大藏大臣阪谷芳郎致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　 秘第六五八号函件附件“１９０６ 年 ３ 月 １４ 日机密送第二十六号函件” 「軍
用切符発行並満州ニ於テ横浜正金銀行一覧払手形発行一件（清人趙爾巽横浜正金銀行ト協同出資ノ銀行設立計画ノ件）」 １９０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２８００。
驻北京公使内田致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第七四号密码电文　 「軍用切符発行並満州ニ於テ横浜正金銀行一覧払手形発行

一件（清人趙爾巽横浜正金銀行ト協同出資ノ銀行設立計画ノ件）」 １９０６ 年 ４ 月 ３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２８００。

大藏大臣阪谷芳郎致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官房秘第九四四号电文 「軍用切符発行並満州ニ於テ横浜正金銀行一覧払手形

発行一件（清人趙爾巽横浜正金銀行ト協同出資ノ銀行設立計画ノ件）」 １９０６ 年 ４ 月 ６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
ー，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２８００。

参见大蔵省 『明治大正財政史』第 １５ 巻　 財政経済学会，１９４０ 年，３１７—３１８ 頁。
大藏大臣阪谷芳郎致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官房秘第九六一号电文 「軍用切符発行並満州ニ於テ横浜正金銀行一覧払手形

発行一件（清人趙爾巽横浜正金銀行ト協同出資ノ銀行設立計画ノ件）」 １９０６ 年 ４ 月 ７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
ー，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２８００。



商，讲求对双方都方便的办法”。 并恫吓说，“奉天尚在日军占领下，军政官有因赵将军作法而做出行

动的准备”。 其实，此时小田切已赴当地与赵尔巽会谈并达成了协议，北京总理衙门也收到其报告。
除报告与小田切会谈基本内容外，赵尔巽指出：“关于奉省官银号事，乃我地方财政自主权所在，故此

断不能归他人掌中”。 “目下市场日本军票时价不高，有日本人随时高价收购军票交换横滨正金银行

纸币，若此情况持续一年，横滨正金银行纸币将充斥奉省，日本设立日清银行也是为此。 内田公使称

官银号若发行纸币，日本军票有蒙受大打击之虞云云，不过遁词而已”。 赵尔巽对于日方意图和动向

把握得十分准确。 与此相反，日本公使却未收到日方相关报告，只有其收买内奸的密报，日方对其将

信将疑，在谈判中处处受制。 但内田通过交涉也认定了密报属实，指责外务省有未及时通报信息之

失，要其今后随时通报信息。①

对付奉天官银号的各种对策，实际由大藏省直接制定。 大藏省所担心的不仅是官银号干扰其垄

断东北货币的计划，还唯恐引起其他列强染指。 对此，日本银行界上层已收到确切信息：“奉天将军

设立官银号发行纸币的目的，是在整顿市面伪装下悄悄侵蚀横滨正金的业务领域。 奉天官银号背后

有袁世凯之子支持，其欲利用袁的势力遏制日本”。② 加上此时也有德国资本将介入的传言。 在官银

号问题上，日方一直保持大藏大臣与外务大臣、驻华公使及各机构的最高级别对应，其所有对策都是

为了禁止、延迟、压制官银号活动，同时防范其他列强的参与。
按照大藏省设计的路线图，为扩大日本在东北权益，需尽快发展对东北贸易，但其认为发展贸易

必须首先统一币制，即除去当地传统币制对日本商人活动构成的妨碍。 他们认为日本军票已获得东

北主要货币地位，因此只要以横滨正金银行兑换支票填补军票空白，就可将其扶上东北主要货币的

宝座。 奉天将军设立官银号发行纸币，对其实现企图构成实际的妨碍，因此不得不设法排除之。 从

这个意义上说，“奉天将军对小田切谈判的方向”，与日方下一步举动密切相关。③ ４ 月初小田切与奉

天将军再次会谈，达成的协议要点为：（１）东北新发行货币应与日本 １ 日元银币同质同量；（２）目前东

北小洋质量不好，奉天将军应开铸一定数量小洋以供所需，并以此获得财源；（３）设立奉天银元局，所
需资金可由横滨正金银行贷给；（４）设立中日共同出资银行，发行兑换支票，可用于交纳捐税，横滨正

金银行占一半资本；（５）中日合资银行与横滨正金银行相互对所发纸币给予同等对待；（６）合资银行

董事长为华人，经理为日本人，董事双方各占一半，华人与日人股东权利对等。④

小田切做出为奉天将军出谋划策的姿态，建议开设银元局和共同出资银行，允诺给予所需贷款

和出资。 以出资和贷款为条件，换取新纸币以日本银元为单位，新设银行对横滨正金纸币给予同等

对待的好处。 在此期间，日本大藏省次官若槻礼次郎和外务省政务局长山座圆次郎也到东北考察，
小田切提案是经过其同意的。⑤ 此为第二次共同出资银行提案，此时奉天将军已明确表示“官银号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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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有关这次会谈，参见驻华特命全权公使内田致外务大臣机密第三十九号函件及其附件“外交部致奉天将军电”和“奉天将军

回电” 「軍用切符発行並満州ニ於テ横浜正金銀行一覧払手形発行一件（清人趙爾巽横浜正金銀行ト協同出資ノ銀行設立計画ノ
件）」 １９０６ 年 ４ 月 ６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２８００。

横滨正金银行总裁高桥是清致日本银行总裁松尾函件附件“明治三十九年四月三日天津支店来函” 「軍用切符発行並満州

ニ於テ横浜正金銀行一覧払手形発行一件（清人趙爾巽横浜正金銀行ト協同出資ノ銀行設立計画ノ件）」 １９０６ 年 ４ 月 １６ 日　 国立

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２８００。
大藏大臣阪谷芳郎致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官房秘第一二四六号函件 「軍用切符発行並満州ニ於テ横浜正金銀行一覧払手

形発行一件（清人趙爾巽横浜正金銀行ト協同出資ノ銀行設立計画ノ件）」 １９０６ 年 ５ 月 ５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
ー，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２８００。

外务大臣对驻华公使内田转发大藏大臣函，据发送者标明日期为 ４ 月 ４ 日，转发内容为高桥是清向日本银行总裁转呈小田

切与赵尔巽协议内容的信及附件 「軍用切符発行並満州ニ於テ横浜正金銀行一覧払手形発行一件（清人趙爾巽横浜正金銀行ト協同

出資ノ銀行設立計画ノ件）」 １９０６ 年 ５ 月 ９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２８００。
驻沈阳大使馆书记官萩原致外务大臣第四号密码电文 「軍用切符発行並満州ニ於テ横浜正金銀行一覧払手形発行一件（清

人趙爾巽横浜正金銀行ト協同出資ノ銀行設立計画ノ件）」 １９０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２８００。



我财政权所在”的态度，因此这一提案并不涉及官银号的去留，而是另行设立合资银行，根本意图在

于换取清官方对横滨正金银行及其纸币与国内银行同等对待的好处，通过竞争使官银号经营搁浅。
（二）第二次合资银行案的破产

小田切的方案在正式交涉中遭到意外的耽搁，原因是奉天总领事刚到任，以不熟悉迄今交涉过

程，手头又压了数桩奉天将军提出的交涉事项为由，提出先按将军意思处理一两桩交涉案，获得筹码

之后再提出银行提案交涉的建议。 小田切虽认为应马上提出交涉，但从以往的经验出发，唯恐无领

事到场作证协议会无效，只好迁就对方。 外务大臣也听从总领事提议，批准暂时搁置交涉。① 大藏省

此时也根据小田切建议调整了方案，“若废除该官银号代之以共同出资银行的小田切方案难以实施，
可暂不动官银号而取另设共同出资银行，给予其充分权利，令官银号自然衰微为上策”，提出了对财

政局、对奉天将军的两个交涉方案。 对财政局的方案是设法通过财政局强化官银号对横滨正金银行

的资金依赖；对奉天将军的方案是提出可行的合资银行案。 总的原则是抛出好处，引其上钩。②

但实际交涉中，对财政局的提案被当场回绝，仅委托横滨正金银行购买其所需准备金日本银洋

四五万元，并要其与官银号总办直接商议办理。 对于奉天将军的交涉，因总领事不配合，无法马上提

出正式交涉，小田切只得为正式交涉探寻奉天将军的意思，对意外情况预做安排。③ 到了预定提出交

涉的 ６ 月初，奉天货币市场情况已发生根本性变化。 随着军票流通的逐渐减少，奉天商民从内地进

口大量小洋投放市场。 官银号从 ３ 月开始发行银元票，其发行额随着小洋流通增大而扩展，两者占

到货币市场份额的 ８ 成。 财政局与官银号从 ２ 月中旬开始的强制兼并公议商局及其当铺的计划，到
６ 月初也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官银号获得了面向市场的发行渠道。

此时奉天总领事才意识到事态严重，发电要外务省采取紧急补救措施，派人调查奉天官银号状

况，并计划紧急向奉天将军提出合资银行提案。④ 但此时，大藏省已经派理财局长水町袈裟六到当地

调查并采取对策，外务省指示要奉天总领事与之协商办理。⑤ 日本关于奉天官银号的调查很快有了

回报：（１）官银号于光绪三十一年十月（１９０５ 年 １１ 月）在奉天城内南门大街设立，现任财政局长史念

祖为督办，财政局会办叶、学政总办钱为官银号会办，以下职员七十余名。 该号财源为省内各地租税

和厘金，最初计划发行纸币三十万元，根据流通状况逐渐增加额度，现已发行半额，在各地流通状况

极好；（２）每处分号各以资本金十五万两设立，除东北各城市外还计划在内地各城市设立，已在宽城

子、铁岭、营口、锦州、天津、上海各地设分号营业；（３）该号方针是低利供给当地官民创业资金以谋收

回利权，因此其营业宗旨与一般银行不同，一概不接受民间存款，也不贷给外国人资金。 其内部规定

为，专供中国官民所需，对因创业希望借贷资本者，官府以公文、民间交担保，且考察其事业状况，对
预想能成功者，可很容易地贷给其数十万资金；（４）在利息方面，对奉天城内外以每月八厘（每百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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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外务大臣西园寺对奉天萩原电送第一一六四号电文 「軍用切符発行並満州ニ於テ横浜正金銀行一覧払手形発行一件（清人

趙爾巽横浜正金銀行ト協同出資ノ銀行設立計画ノ件）」 １９０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２８００。

大藏大臣阪谷芳郎致外务大臣林董官房秘第一五七八号函件及第一号、第二号附件 「軍用切符発行並満州ニ於テ横浜正金

銀行一覧払手形発行一件（清人趙爾巽横浜正金銀行ト協同出資ノ銀行設立計画ノ件）」 １９０６ 年 ５ 月 ２８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
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２９００。

横滨正金银行董事小田切致总裁高桥是清信函 「軍用切符発行並満州ニ於テ横浜正金銀行一覧払手形発行一件（清人趙爾

巽横浜正金銀行ト協同出資ノ銀行設立計画ノ件）」 １９０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２９００。
驻奉天总领事萩原致外务大臣林第二六号、第二七号密码电文 「軍用切符発行並満州ニ於テ横浜正金銀行一覧払手形発行

一件（清人趙爾巽横浜正金銀行ト協同出資ノ銀行設立計画ノ件）」 １９０６ 年 ６ 月 ３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２９００。

大藏大臣阪谷芳郎致外务大臣林董官方秘第一六七八号电文 「軍用切符発行並満州ニ於テ横浜正金銀行一覧払手形発行

一件（清人趙爾巽横浜正金銀行ト協同出資ノ銀行設立計画ノ件）」 １９０５ 年 ６ 月 ６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２９００。



利八分）收取，在其他各城镇以年利一分二厘收取。①

官银号并不像日方设想的那么简单和软弱，从钱票市场开始，很快进入发行银票和贷款市场，仅
数月已获得市场承认。 “奉天市场近来明显可见小洋和以其为本位的奉天官银号纸币的跋扈，除制

钱、铜元、银两、钱票之外，坊间流通货币以比例划分，十成中小洋占六成，官银号纸币占二成，军票仅

占其二成。 其中官银号纸币，将军衙门每有机会便用于种种付出，其发行额已达七八十万以上，不能

不说这是该号取得的巨大成功”。② 小洋和小洋票的大量流通，迫使当地日商在销售商品时也不得不

接受小洋和官银号小洋票支付。 但日商收到的小洋却因横滨正金银行不办理小洋业务而无法处理，
逐渐积累成为经营负担。

奉天官银号获得成功的原因，不仅有中国官民的拥护，也是竞争对手体制和经营不完善促成的。
其表现主要有：第一，横滨正金银行汇兑支票形似货币，实际上却类似贴现票据，只能到发行分店才

能得到足额承兑，在其他分店须付一定折扣率。 这不仅中国人不愿接受，日本驻华机构也不愿接受，
而且横滨正金银行发行支票放不开手脚，只能眼看着官银号银票的迅速扩张。 第二，“本行一向持排

斥小洋主义，不受理小洋存款或小洋汇兑”，因此造成对日商手中收取的小洋爱莫能助的局面。 但若

横滨正金银行受理小洋，又恐其行情变动风险完全由其承担。 东北货币市场硬通货缺乏，小洋价格

被提到比关内高 ２ 到 ３ 成，按实际价值兑换则会有行无市。 若单设小洋账户，接受以小洋存款和支

付，表面上虽无问题，一旦需汇款他地，当地小洋价高问题立现，小洋价格变动风险将完全由商人承

担。 这些问题靠横滨正金银行自身无力解决。 第三，日商因业务往来需与官银号联系时，横滨正金

银行无相应手段对其提供帮助。 换言之，由于横滨正金银行所发货币形式不便，又画地为牢，拒收小

洋，官银号反而得以坐收增发纸币和增加小洋存款的双重好处。③

对此，奉天总领事荻原提出，能否“一段时间停止回收军票，暂且令其原样流通”，“采取暂时不仅

不回收，反根据情况将相当额再流回市场的办法”。 待横滨正金银行做好准备后，再回收市场上的剩

余军票。 并且暗示，回收时间长可以用马贼掠夺、农民收藏储蓄等为理由搪塞。 进一步措施可考虑

将政府回收责任以某种形式转到横滨正金银行头上，令其按照自身的盈亏计算从事回收和付出，利
用办理市场现有军票回收业务的机会扩大其发行地盘，形成对官银号和小洋的抵制。 “若照现状持

续下去，官银号纸币流通将更为增加，本国商人和正金银行日益陷于困境，而官银号一旦占有稳固地

位，就更难容他日实施满洲币制改革时于我有利之条件”。④

由此可知，从此时起中日双方围绕官银号的态度不约而同地发生了改变。 中国方面，清廷为迫

使日本表明对中日协约的态度，决定停止一切有关中日共同事业的谈判。⑤ 奉天官银号体制逐渐形

成，其纸币发行也逐渐占领市场，奉天将军对日方提案态度也趋于明朗。 日本方面，奉天总领事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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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奉天总领事萩原致外务大臣机密第二六号函件及附件“奉天官银号的设立和经营方针” 「軍用切符発行並満州ニ於テ横浜

正金銀行一覧払手形発行一件（清人趙爾巽横浜正金銀行ト協同出資ノ銀行設立計画ノ件）」 １９０６ 年 ６ 月 ４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
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２９００。

驻奉天总领事萩原致外务大臣林第二六号、第二七号密码电文 「軍用切符発行並満州ニ於テ横浜正金銀行一覧払手形発行

一件（清人趙爾巽横浜正金銀行ト協同出資ノ銀行設立計画ノ件）」 １９０６ 年 ６ 月 ３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２９００。

奉天总领事萩原致外务大臣机密第二七号函件，“关于奉天金融状况的报告”及其附件“横滨正金银行奉天支店长调查抄

件” 「軍用切符発行並満州ニ於テ横浜正金銀行一覧払手形発行一件（清人趙爾巽横浜正金銀行ト協同出資ノ銀行設立計画ノ件）」
１９０６ 年 ６ 月 ４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２９００。

奉天总领事萩原致外务大臣机密第二七号函件“关于奉天金融状况的报告”及其附件“横滨正金银行奉天支店长调查抄件”
「軍用切符発行並満州ニ於テ横浜正金銀行一覧払手形発行一件（清人趙爾巽横浜正金銀行ト協同出資ノ銀行設立計画ノ件）」
１９０６ 年 ６ 月 ４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２９００。

大藏大臣阪谷芳郎致外务大臣林董官房秘第一七零五号函件 「軍用切符発行並満州ニ於テ横浜正金銀行一覧払手形発行

一件（清人趙爾巽横浜正金銀行ト協同出資ノ銀行設立計画ノ件）」 １９０６ 年 ６ 月 ７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２９００。



与大藏省理财局长的意思不谋而合，两者商定了以实力抢占东北货币市场的方略：在东北北部以军

票谋取当地货币发行优势，在东北南部尽量发行横滨正金银行兑换支票抢占市场。①

１９０６ 年 ７ 月，市面军票流通规模已减少到 １ ５００ 万元左右，日本政府决定采纳上述大藏省理财局

长与奉天总领事的方案。 “鉴于已到横滨正金银行接手的适当时机，本次内阁会议决定于八月一日

将其全部交给正金银行，由政府交付其兑换基金，以该行责任进行兑换”。② 至此，设立共同银行交涉

已变为双方互探动向的虚招。 迅速安排横滨正金银行回收军票成为日方当务之急。 大藏大臣经外

务省将这一决定发至各有关领事馆，要求其协助横滨正金银行活动，以确立其优势地位。
１９０６ 年 ６ 月 ５ 日，日奉天总领事荻原向奉天将军正式递交了交涉公文和备忘录，③但其在提交前

已预想会遭到拒绝，只是打算作为临机手段继续向对方施压。 奉天将军于 ６ 月 ２４ 日正式回复其交

涉，以一无资金、二无人才、三无权限为由拒绝其请，进而指出：“至中日合资一节，既不免利源外溢之

虞，且恐滋列强籍口之渐甚，非所宜想”。④

接到回信，荻原又以奉天将军有排外思想，⑤要求转达北京政府及北洋大臣，⑥两次提出交涉公

文。 奉天将军回复：“不能以不合资设立银行即为禁止通商，且各国在华经营商务亦无不准中国收回

利权之意”，⑦明示收回利权为正当请求，对其要求也已转呈北京政府。 ９ 月中旬，外务省接到驻华公

使林权助回报，奉天将军的态度“如在对荻原信中屡次提到，并非对此置之不理，而是预想北京政府

必不采用。 而且，将军本身认为此方案会侵蚀其地方财政权，决心要使其破产”。⑧ 林权助认为，奉天

将军将此问题转交北京无非是将拒绝的责任推给中央政府和北洋大臣，本交涉至此已经完全无望，
继续纠缠只能招致被断然拒绝的后果。 只能将现状作为将来的突破口，待中国一旦与他国有类似计

划，可据此强调日本的优先权。 至此，双方围绕设立官银号的外交纷争告一段落。

四、小洋票的发行及市场竞争

奉天官银号设立前后，遭到日本政府和所有驻华机构的种种干扰和打压，这反倒促使奉天将军

下决心独立经营。 官银号的意图在于掌握奉天省的货币发行，因此在其暂行试办章程中，专门设有

官方保护，维持秩序，纸币发行等方面的条款。 如第七条“本号系公家资本，即归公家保护，凡遇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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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驻奉天总领事萩原守一致外务大臣林董第三七号密码电文 「軍用切符発行並満州ニ於テ横浜正金銀行一覧払手形発行一

件（清人趙爾巽横浜正金銀行ト協同出資ノ銀行設立計画ノ件）」 １９０６ 年 ６ 月 １９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２９００。

大藏次官若槻礼次郎致外务次官珍田舍巳官房秘第二一一九号函件 「軍用切符発行並満州ニ於テ横浜正金銀行一覧払手

形発行一件（清人趙爾巽横浜正金銀行ト協同出資ノ銀行設立計画ノ件）」 １９０６ 年 ７ 月 ２１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
ター，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２９００。

「日清合資機関銀行設立に関する件」 １９０６ 年 ６ 月 ９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２９００。
奉天总领事萩原守一致外务大臣林董机密第四十七号函件附件“奉天将军赵尔巽致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照会” 「軍用切符発

行並満州ニ於テ横浜正金銀行一覧払手形発行一件（清人趙爾巽横浜正金銀行ト協同出資ノ銀行設立計画ノ件）」 １９０６ 年 ６ 月 ２４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２９００。

「日清合資銀行開設ノ件ニ関シ更ニ将軍ヘ照会ノ件」 １９０６ 年 ７ 月 １３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２９００；「日清合資銀行開設ノ件ニ関シ再ヒ将軍ヨリ回答ノ件」 １９０６ 年 ７ 月 ３１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
ー，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３０００。

「日清合資銀行開設ノ件ニ関シ更ニ将軍ヘ照会ノ件」 １９０６ 年 ８ 月 １６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３０００；「日清合資銀行開設ノ件ニ関シ将軍ヨリ回答ノ件」 １９０６ 年 ８ 月 ２４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３０００。

奉天将军赵尔巽致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照会 「軍用切符発行並満州ニ於テ横浜正金銀行一覧払手形発行一件（清人趙爾巽横

浜正金銀行ト協同出資ノ銀行設立計画ノ件）」 １９０６ 年 ７ 月 ２８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３０００。
参见驻北京公使林权助致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密码电文二三三号 「軍用切符発行並満州ニ於テ横浜正金銀行一覧払手形

発行一件（清人趙爾巽横浜正金銀行ト協同出資ノ銀行設立計画ノ件）」 １９０６ 年 ９ 月 １４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
ー，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３０００。



银钱交迫，应由财政总局发专款接济，本号仍认息按期缴还”；第十六条“本号为币制整齐，凡有奸商

把持垄断市面，任意抬抑各项币价，为害地方时，由本号禀请财政总局从严查处”；第十七条“本号发

行纸币其数之多寡，应由总商会同总理，详查市面情形，随时增减，可报明财政总局备案，并刊刻特别

印章三个，令总理、总商、总稽查分持，一切纸币必经会同盖印后方准行使，银币之关系尤重，应由财

政总局盖割印，然后准行用”。① 根据官银号章程，可对铜钱、银元、银锭等各种硬通货发行纸币。 官

府本意是推行大洋票，因此发行大洋票时奉天将军曾发布告，规定可以大洋票缴纳钱粮税厘等一切

公课，可与现银等价向官银号请求兑现，任何人不得拒绝接受，对伪造者处罚等规定。② 但官银号纸

币中流通最广者却是小洋票，因为当时奉天交易以小洋为主，大洋不为商民所接受，其流通也局限于

某些领域，以致后来官银号不得不将大洋票加盖小洋圆印后作为小洋票流通。 小洋票最初有 １ 角、２
角、５ 角三种，１９０６ 年 ６ 月新发行 １０ 角票，至 １９１３ 年发行 ５０ 角、１００ 角票。 最初预定发行额为大洋票

５０ 万，小洋票 ３５０ 万元。
此时，日本政府的行动也转向尽早确立横滨正金银行的经营体制。 首先，令横滨正金银行指定

牛庄支店为总店，任命牛庄领事为监理官监督营业。 １９０６ 年“８ 月 １ 日以后军票和兑换支票都将移

交横滨正金银行接手，其后军票及支票的发行和交换，应全由该行按自我核算方式经营……，今后军

票和支票的供给和付出，将全应市场需要，依其方便的运作形式进行，该行也将因补充满洲货币不足

而得以扩张”。 命监理官随时报告该行状况。 对奉天总领事也发出类似指令，令其协助监督，随时报

告当地流通实况。③ 其次，批准横滨正金银行在东北各支店开始公布小洋与军票、兑换支票牌价，并
经手兑换业务。④ 再次，派监理官每月进行临检，监督横滨正金银行业务的进展状况。 根据其 ８ 月到

１０ 月的 ４ 次检查报告，发现该行具有以下问题：（１）账簿不能按时整理；⑤（２）无专任人员负责在东北

的业务；⑥（３）部分大藏省规程尚未通知到该行；（４）其公布的小洋牌价，按照小洋的实际含银量，加
上运往日本的运费及保险费等，定为每 １００ 元小洋兑军票 ８５ 元 ５ 角，但市场小洋实际兑换行情为

１００ 小洋兑军票 ９２ 元左右，每百元小洋差价高达 ６ ５ 元左右，这导致该行牌价有行无市。⑦ 及至第 ４
次临检报告，监理官干脆指出：“８ 月 ３１ 日以后曾进行两三次临检，关于其总店业务成绩无任何可观

之处。 总之，小田切董事以下无专任总店干部在当地，自然形成这种状态”。⑧ 最后，横滨正金银行的

兑换支票，因其流通性差，不仅中国人不愿接受，安东等地的日本机构也不愿接受，纷纷要求继续支

付军票。⑨ 为解决这一问题，日本政府 ９ 月 １４ 日公布敕令第 ２４７ 号，准许横滨正金银行在旅大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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満鉄調査課 『奉天票と東三省金融』 満蒙文化協会，１９２６ 年，５ 頁。
参见大藏大臣阪谷芳郎致外务大臣林董官方秘第二一九六号、第二一九七号函件 「軍用切符発行並満州ニ於テ横浜正金銀

行一覧払手形発行一件（清人趙爾巽横浜正金銀行ト協同出資ノ銀行設立計画ノ件）」 １９０６ 年 ８ 月 ３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

資料センター，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２９００。
参见大藏大臣阪谷芳郎致外务大臣林董　 官方秘第二二四四号函件 「軍用切符発行並満州ニ於テ横浜正金銀行一覧払手

形発行一件（清人趙爾巽横浜正金銀行ト協同出資ノ銀行設立計画ノ件）」 １９０６ 年 ８ 月 １０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
ター，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３０００。

「横浜正金銀行満州統括店臨検ニ関スル報告ノ件」 １９０６ 年 ８ 月 ２０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３０００。

「横浜正金銀行満州統括店臨検ニ関スル報告ノ件」 １９０６ 年 ８ 月 ３１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３０００。

「横浜正金銀行満州統括店臨検ニ関スル報告ノ件」 １９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３０００。

「横浜正金銀行満州統括店ニ関スル件」 １９０６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３０００。
大藏省理财局长水町袈裟六致外务省政务局长山座圆次郎国秘第九九二号电文 「軍用切符発行並満州ニ於テ横浜正金銀

行一覧払手形発行一件（清人趙爾巽横浜正金銀行ト協同出資ノ銀行設立計画ノ件）」 １９０６ 年 ９ 月 １２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

史資料センター，Ｂ１１０９０６３３０００。



地和中国发行以日本银洋为单位的银行券，并给予其强制通行的权力。①

实际上，日本政府自 ８ 月起对横滨正金银行实施严厉监督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针对小洋和官

银号的巨大阴谋。 当时，小洋和小洋票迅速扩大流通，使横滨正金银行兑换支票越发难于发行，横滨

正金银行上层曾提出一个计划，通过汇兑大量接受小洋，将其毁铸为银两，以此为基础挑起对官银号

小洋票的挤兑，迫使其收缩。 以此扩展横滨正金银行兑换支票的流通，并实现独占货币发行的目标。
横滨正金银行将此计划上报大藏大臣，获得批准后开始准备实施。 但如上述临检报告所示，横滨正

金银行的牌价是按小洋实际含银量所定，而当时东北因通货缺乏，小洋价格比关内各地高得多。 导

致横滨正金银行的牌价有行无市，起不到诱导当地小洋价格下降的作用，小洋时价始终未能达到其

理想水平，横滨正金银行又不肯承担亏损，最终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② 之后，日方将这些问题根源

都归结到兑换支票流通不便上，进而采取允许横滨正金银行在华发行纸币的措施。 然而，日方通过

挤兑官银号纸币以打击中国币制的构想并未从此消散，在官银号纸币发行进一步扩大后的民国初

期，日商曾以大挤兑形式诱发当地纸币的兑换危机。
１９０６ 年 ８ 月末，官银号第一期发行大小洋票 ４００ 万元的计划已基本完成。 １９０６ 年底，奉天货币

市场上流通着小洋约 ５００ 万元，官银号纸币约 ６００ 万元，“早已无横滨正金银行纸币发行的余地”。③

至此，中日第一次货币争夺以奉天官银号确立经营基础，其纸币占领奉天市场而告终。
综观上述日本政府和横滨正金银行对于官银号设立问题的一系列应对政策，可以发现在其政策

序列中，官银号问题属于其基本货币方针制定后的突发性干扰事件，其对应策略以外交上临时性、干
扰性政策为主。 无论日本大藏省，还是横滨正金银行，不仅对军票流通原因，而且对中国币制传统、
东北与内地的联系都无充分的考量，对其一再主张的中日合资银行提案也仅仅作为干扰和施压的工

具，并无实际准备，这是导致其失败的基本原因。
军票是在战时军事需求突然增大，伴随军队强制征发而扩散的，虽然有便于携带、方便交易的特

点，但若无后来的无限制兑换银元的条件，是不会被中国民间接受的。 其所谓“无限信用”是军票纸

钞为方便货币和汇兑市场套利活动而创出的神话，而其“广泛流通”反印证了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
当时东北货币市场存在着大宗交易与日常交易所用货币脱节的现象，大额军票和卢布被作为货币和

汇市套利工具，而日常商品交易却面临小额货币不足的情况，尤其是年末山东农民返乡的工钱支付

和内地陆路运往港口的粮食交易，形成对小额货币需求高峰，而交易市场上最传统的支付、储藏的需

求，恰恰形成对传统硬通货支付习惯最强有力的支持。 直到“九一八”事变前，小额军票辅币有数十

万元一直未能回收，可为其证据之一。 东北商民有进出口硬通货的商业习惯和资力，交易通货缺乏

会引起货币兑换价格变动，随时引起直接运输货币的套利行为，这是小洋迅速弥漫的根本原因。
官银号以大洋和小洋为单位发行银元票，以东钱为单位发行钱帖，对应了当时东北日常货币、交

易货币都极端缺乏的需要，其行动迅速、时机得宜，因而获得显著的成果。 但大洋票、银两票的停滞

与小洋票、钱票的畅行相比较，可知当地交易中小额货币缺乏更甚。 而横滨正金银行一方面强力抢

占权益，一方面却不具备业务素质，其不受理小洋交易，或受理后与市场脱节的牌价，也是官银号坐

大的原因之一。
这一轮的货币争夺，从官银号设立时起到 １９０７ 年 ４ 月日本实际放弃了以横滨正金纸币统一东北

币制方针，持续约一年半。 最初的斗争之后，随着铁路和港口等交通运输条件的进步，日俄以铁路、
港口、势力范围争夺东北经济主导权的格局形成，东北商业和贸易随着出口市场扩大和土地开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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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迅速增大，货币金融需求规模也持续增大。 此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相继进入东北，以小洋和大洋

为基础发行纸币；吉林官帖局、黑龙江官银号相继设立，以多样形式发行货币，迅速填补了地方交易

货币的不足，满足了商业贸易的需要。 中国铸币与纸币的迅速扩张，不仅填补了军票撤出后的货币

市场空缺，也抑制了横滨正金银行的活动，在维护中国货币主权的同时，打破了日本经济界以统一币

制为口实，实则欲以日本银行券控制进口商品市场的企图。 奉天官银号后改组为东三省官银号，在
奉系军阀兴起后到“九一八”事变前，在与日本的货币斗争中，逐渐成长为东三省“中央银行”。

五、围绕钱票发行权的官商斗争

清廷设立奉天官银号的目的，一方面是从列强手中回收货币发行权，另一方面是从商人手中夺

回对货币发行的掌控。 其主要步骤是将在商界有权威性的公议会改为官办的商务总会，同时将奉天

公议会控制下的钱帖发行机构———公议商局收为官银号的下属机构，以扩大其影响。 但是，这两个

企图都遭到了商民的抵抗。 日本机构也趁机插手其间，欲扩大矛盾从中渔利。 因此围绕设立奉天商

务总会和兼并公议商局的幕后，也有盛京将军与横滨正金银行斗争的影响。
（一）商务总局与公议会的对立

官银号最初为表示并无与横滨正金银行争竞之意，选择了钱票市场作为其纸币发行的第一步。
但奉天是公议会势力强大的地区，作为发行钱票机构，有公议会设立的银号和当铺，这是与中小商铺

利益息息相关的金融机构。 而且，长期以来官府对钱币市场并无全面而系统的干预。 在东北内地，
虽在不同时期有过官方发行纸币以补货币不足的事例，却并无长期和全面计划。 因此可以说至官银

号设立为止，币制规定权主要在民间，主体是负责商业交易的行会。 及至官府设立商务总会和官银

号时，因涉及商业主导权和货币发行权问题，奉天将军与公议会发生了严重的对立。 而且，此时尚处

在日本军政时期，给了日本军政署拉拢公议会，挑拨官商对立的机会。
赵尔巽于 １９０５ 年 １０ 月设立直属将军衙门的商务总局，并计划在奉天设立沈阳商务总会，在各重

要城市设商务会，以沈阳商务总会为统辖全省商务会的机构，以商务总局作为商务总会监督指导的

机构。 但商务总局是官方机构，商务总会是民设公共团体，两者本无统属关系。 当局的打算是废除

公议会，仿效国外商会体制对其组织和机能进行改良，把公议会变成商务会。 因属新政，奉天将军分

东南西北四路各任命考察委员二人，东路考察新民府及锦州方向，西路考察凤凰城、岫岩、安东、宽甸

等各地，南路考察辽阳、海城、盖平及其他重要城市，北路考察铁岭、开原、昌图、通江口、法库门等地。
积极劝导各地商民设立商务会。 但这些委员督办设立的机构，待其离去后多名存实亡，商民依然运

用原来的公议会组织。
商务总局将商务总会置于自身管辖下的安排，对素有自治传统的奉天公议会权威形成挑战。 商

务局从 １９０５ 年初冬开始准备，次年 １ 月末向商人分发设立商务总会意向书，征求其同意。 但商人既

担心官府干涉商业，又恐商务团体归官管后，无法抑制其巧立名目、征收税赋，因此无人赞同。 商务

局百般拉拢，先说服与官府关系最近的票号和钱庄，令其赞成设立新商会作为行业公会，又于 ２ 月初

再次向商人发出通知，列出种种优越条件，如设立合股公司、保护运输、提供销货方便、救助破产、调
停争议等，劝诱商人加入。 并召集公议会董和各分会长到商务局，说明商务总会宗旨，劝其尽早入

会。 但公议会与商人进行公议，认为当地已有公议会，并无不便，不需再叠床架屋地搞组织。 商人们还

认为，商业团体一旦归官府，不免事事受牵制，还有强索捐税之苦。 若从新政角度确有革新必要，只需改

造公议会、改选会董、改订规则即可，没有解散旧团体，设立新团体必要。① 双方首次交涉失败。
商务局看到一般手段难达目的，便以票号、钱庄业推荐的孙百解为总理，梁维康为协理，安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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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协理候补，其余董事皆由商务局任命，于 ２ 月 ２８ 日成立沈阳商务总会，征用长安寺公议会隔壁房屋

办公，在公议会门口挂上商务总会招牌。 商务总局一面声言要不择手段地拉人入会，消灭顽固的公

议会，一面向奉天将军报告已在商人赞同下成立了商务总会。 此举招致商人进一步的反感，益发坚

定其对抗意志，引发了官商冲突。
商务局于 １９０６ 年 ３ 月 １１ 日在长安寺设商业讲习所，举办商业报告会倡导商业改革的必要，向各

商铺印发商务总会规则及会费规定，又召集公议会董及各行会长到商务局，指责商人不支持政府新

政：“不仅蔑视官府，不服命令，且有擅自接触外国人之形迹。 日军政署架设电话，尔等便率先加入，
一有开办日商博览会之议，尔等便极表赞同。 我政府亦有架设电话计划，尔等何苦加入外国人所架

电话，仅此一桩尔等便应受处罚”。 公议会据理反驳：“参照中外各地商埠习惯，商业团体亦皆由商人

运营，唯当地须归官府管辖，道理何在？”①谈判最终决裂，此后数次会商都以失败而告终。
商务局的强势引起民间责难，政府内部也有意见认为其处置不当。 商务局进退两难，万般无奈

之下，于 ６ 月提出折衷办法，欲将商务总会与公议会合并，仍由商人运营，条件是保留商务局任命的

会董。 此建议仍遭拒绝。 最终，商务局不得不放弃自身主张，全盘接受商人意见。 商务总会完全由

商人运营，会董由商人公选，市内 ７０ 个行会各公选 ２ 名代表，之后由代表人互选会董。 将各商户分为

上户、中户、下户 ３ 等交纳会费，上户每年 ２４ 元、中户 １２ 元、下户 ６ 元。 零散商人和下户不能按规定

交纳会费者，准予随意增减会费额加入，不愿写入会册者听从其便。②

在商务总局与公议会对立期间，由公议会开设的钱庄———公议商局遭到挤兑，商务局想通过打

击公议商局来压服公议会，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 但日本军政署却为拉拢其对抗中国官方，趁机

介绍横滨正金银行贷款给公议商局，助其解脱了危机。 这一来引发了更剧烈的官商对立，商务局企

图也因此落空。
（二）公议商局的挤兑危机及其影响

公议商局是义和团事件后千余户商户合股组织的，当时官府逃亡，盗贼劫掠，全市陷于一片混

乱。 为了恢复秩序，保境安民，由留在奉天的公议会董召集主要商家紧急合议，由各商家共同出资 ２
万两，设立名为公议商局的钱庄，发行钱票和贷款帮助商民重开营业，同时还设立公议东当、公议西

当两家当铺。 其钱票发行额最高时约达 ４８０ 万吊，对庚子事变后的奉天经济恢复起到关键作用。 尽

管公议商局不求盈利，但 ３ 年后决算时，获纯利 ３ 万两，公议会决定用于增资，总资本上升到 ５ 万两。
到 １９０６ 年时，公议商局有资本 ７ 万两，信用卓著，在奉天商界居领袖地位。 其发行钱票总额约 ４００ 万

吊，折合小洋约 ５５ 万元。③

官银号设立后即开始发行钱票，两个月后已发行 ２００ 万吊。 为了保证官银号纸币流通，奉天将

军赵尔巽在官银号开业的同时，下令禁止奉天票号、钱庄、钱行、油坊业者私铸制钱和发行过码钱。
这一禁令加上银价变动、战后需求急速冷却、日本回收军票等因素，造成了极强的紧缩效果，奉天钱

庄和商号大量破产。
据日本军政官的归纳，造成奉天银号和商号破产的直接原因有：（１）奉天粮栈破产的影响；（２）辽

阳拒收钱票的影响；（３）军票流通的打击；（４）钱庄滥发钱票。 上述原因中，第 １ 点和第 ２ 点是相联系

的，奉天原有大粮栈 １３ 户，因 １９０５ 年夏秋两季银价和谷价的暴跌而蒙受巨额损失，至 １９０６ 年 １ 月有

７ 家破产，３ 家停业。 粮栈是发行钱票大户，其总发行额在 ５００ 万到 ８００ 万吊之间。 粮栈破产造成银

号贷款无法回收，粮栈钱票也停止兑换，许多商家因此受到牵连，导致辽阳拒收奉天钱票。 第 ４ 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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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起因于第 ３ 点，即原有的自我完结的钱票交易体系中，出现军票这一强大外来因素，完全超出其

市场容量。 当地原有钱庄 ４４ 户，其中 ５ 户发行钱票。 １９０６ 年 １ 月，除公议商号和阜丰号之外的 ３
家，早已回收所发钱票后停业。 所剩公议商号和阜丰号两家并无资不抵债问题。 但“军票的圆滑流

通，一面导致钱票无用之感，也成为煽动进一步猜忌钱票的要素”。 可知钱庄并无滥发情由，而主要

受军票影响。 因上述因素的交互影响，１９０６ 年 １ 月下旬到 ２ 月上旬，奉天有 ８ 家钱庄关门，１００ 多商

户停业。 钱庄关门原因中，除 １ 家财东抽回资本，１ 家改行外，３ 家是贷款无法回收，３ 家是财东破产。
商号则多为受粮栈牵连无法弥补亏空。 ２ 月 １９ 日，钱庄阜丰号因挤兑而停止支付，挤兑风潮一下子

转向公议会开设的钱庄公议商局。
公议商局遭到第一次挤兑时，正是商务总局与公议会对立时期，奉天将军对挤兑坐观成败。 阜

丰号在危机之际曾向官银号求助，被财政局严词拒绝。 公议商局只得向日本军政署提出从横滨正金

银行借款请求。 据日本军政官自述，其接受请求是出于下述目的：第一，稳定市面可间接帮助日本侨

民；第二，抵制奉天财政局势力扩张和对金融业的控制；第三，收买奉天商界和金融界的人心；第四，
假手公议商局抵制官银号。 日本军政署不仅令横滨正金银行贷给公议商局 ５ 万元，还发出告示证实

公议商局信用，止息挤兑风波。 公议商局因此而获救。①

公议会遭挤兑当时，官银号银票尚未发行。 财政总局发出告示：“照得本总局昔为维持市面，呈
请将军设立官银号，行用纸币以济钱荒，并委员制造银票、银元票、钱票三种，凡在奉省地面，准以该

纸币完纳钱粮厘税，已呈请将军，通饬各属，使一体遵照，经查在案。 前项银票、银元票、钱票兹已刷

印，到达奉天，命陆续发行使用，省会商民称其便。 诚恐乡僻愚民未能周知，难期推广，查该银号洋银

钱各票准纳钱粮税厘，与现款无异，极为便利，自应再由局通饬晓谕，以使众咸知，维持国法。 除申报

并通饬外，为此谕商民人等，仰一体遵照。 嗣后官银号银票、银元票、钱票三种，均准完纳钱粮税厘，
有阻难抑勒者，一经查出，定即严惩不贷，特示勿违。 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告示”。② 当时官银

号银票和银元票正在委托上海、天津印制，此时银票尚未送抵，官银号一面催促尽快印造发运，一面

在告示中做出银票已流通假象，目的是扩大宣传，探测市场需要。 银票 ３ 月上旬运抵后陆续开始发

行，其票面额有 １０ 元、５ 元、１ 元、５ 角、２ 角、１ 角六种。 此后以小洋票为主，其发行额急速扩大。
第一次挤兑虽告止息，但公议商局危机并未过去。 商务总局强令解散公议会的同时，指责公议

商局名称不妥，令其更换。 众商合议后，决定将公议商局增资到 ２０ 万元，改组为公益商业银行。 计划向

横滨正金银行借款 ２０ 万元，但交涉的结果，横滨正金仅承诺借 ３ 万元抵押贷款。 公议会只得再次开会，
决定增募资本 ８ 万两。 公议会一面向商务总局申请设立银行，一面开始印刷和分发公益商业银行章程，
募集股金。 但银行章程和招股说明散发之后，奉天将军却突然发出告示称，开设银行必须先向政府申

请，待获得政府许可后方可着手实际设立程序。 公议会尚未获得批准就私自印发公益商业银行章程，擅
自收集股金，极为不妥。 应从速回收并销毁其印刷物，若有已应募者，应从速将其所交股金退还。

奉天将军告示引发了商民恐慌，尤其持有公议商局钱票的市民，误以为该钱庄会被官方禁止营

业，或可能破产关店，开始挤兑现钱。 公议商局再次陷于危机。 危机中，公议会曾向横滨正金银行提

出贷款请求，因横滨正金银行主要负责人不在当地，未获得明确的回答。 其间，公议商局因挤兑愈发

岌岌可危，连夜召集董事会议，开始商讨清算关门的问题。
恰在此时，奉天将军发出由官银号救济公议商局的命令。 官银号对公议商局的贷款条件是，公

议商局改为官商合办，当铺二间转给官银号经营，公议会只得接受。 双方达成协议后，官银号出面代

为应对兑换请求，商务总局也发出告示指出，挤兑钱票极为不当，公议商局所发钱票可如历来一样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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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一场挤兑风波立刻消于无形。 公议商局是奉天硕果仅存的钱票发行机构，其当铺也占奉天市场

半壁江山，最终完全落入官银号掌控，这大大加强了官银号对市场联系的渠道。①

１９０６ 年 ６ 月，官银号与公议会总理赵国庭共同出资，将公议商局改组为官商合办的公济钱号。
公济钱号以官商合办形式运营两年，１９０８ 年撤去商股，增加官股，完全成为官方钱票发行机构。 １９１９
年增资到 １００ 万奉大洋，更名为公济平市钱号，成为东三省官银号的最大分号。②

从上述商务总会设立过程和对公议商局的两次挤兑过程，可以发现，在日本军政署与清廷地方

政权并立情况下，公议会在商务总会问题、公议商局问题上，与奉天将军及商务总局对立的背后，都
有日本军政署和横滨正金银行活动的影响，商务总会虽然避免了官府的直接干预，但却不得不接受

官府垄断货币发行权的现实，其银号和当铺被官银号兼并。 而官银号通过兼并公议商局及其当铺，
不仅增添了商股，也获得了直接与市场联系的发行窗口和经营资源，其发行额迅速增大，从而使奉天

及东北的货币发行逐渐变为由官银号和银行所主导。

综上所述，晚清时期，随着中央集权的逐步削弱，各地督抚为保证其税收，纷纷设立银元局、造币

厂、官钱局等金融机构，压制民间金融，并抵制外国金融资本的入侵。 日俄战争后，日本金融资本企

图在中国发行银本位货币，取代中国传统金融机构，进而争夺在中国的货币发行主导权。 但由东北

地方政府主导的奉天官银号的设立和发展，对日本的货币入侵形成有力的抵制。 官银号的设立不仅

有从列强手中回收货币发行权，也包含压制民间金融机构及其货币发行，改由政府统一发行货币的

意图。 随着东北地方政府、日本金融资本和民间商业行会之间对货币发行权的争夺和博弈，东北市

场币制紊乱与割据的程度不断加深，其问题的积累在民国初年引发了进一步的矛盾和冲突。 金融主

导权的分散，一方面加强了应对外来经济势力的灵活性，同时也加剧了统一币制的困难，为日后军阀

割据提供了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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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金融资本与地方金融势力的兴起

①

②

关于公议银号第二次挤兑，参见奉天总领事萩原守一致外务大臣林董机密第四十号函件「公議会銀行ニ関スル件」 １９０６ 年

６ 月 ２５ 日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Ｂ１００７４２４１６００。
参见王元澂《东三省官银号之沿革》，《东三省官银号经济月刊》第 １ 卷第 １ 期（１９２９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