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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银行一个重要的经营理念可以概括为重本、务

本、固本。什么是银行业的“本”呢？银行业的

“本”就是要恒久不懈地支持产业的发展，并以自己的金

融产品的创新来响应产业的需求，与产业共成长。脱离了

产业，银行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金城银行在其三十

多年的经营中，可谓备历坎坷沉浮，但是无论政治经济形

势多么复杂多变，金城银行都始终能够审时度势，将自己

的经营重点放在产业上，抓住机遇扶持国内工农产业的发

展。在中国工业化进程刚刚起步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

金城银行的创始人周作民为代表的民族金融家即以高瞻远

瞩的眼光、敢为天下先的企业家创新精神和过人的胆略魄

力，扶持了中国的化学工业、船舶制造业、矿业、纺织

业、铁路建设和交通业等工业的发展，而且在农业贷款方

面开了先河，为中国的早期工业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金城银行刚刚成立之时，由于其股权结构和发起人结

构中大部分与当时的达官贵人有关，因此其经营策略在很

大程度上不能不与这些官僚产生关系。1937 年 5 月 18 日

金城银行行务会议记录中即明言：“本行创立之初，因股

东及董监，多属政界中人，宜若不能不与政治发生关系”

（《金城档案》）。实际上，金城银行在初创时期确实也借

助政治方面的人脉关系获得了迅猛的发展。金城银行贷款

的投放对象多为政府机关和公债库券，这些政府业务为金

城银行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再加上周作民长袖善舞，擅长

与政界人物周旋、拉关系，因此早期的金城银行可以说因

政界而兴，借政界而起，奠定了它在北方金融界的老大地

位。但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

展，金城银行迅速调整战略，与政府的关系开始慢慢疏远

（尽管不可能完全脱离与政府的关系），而与工商业的关系

逐步拉近，从而完成了自己在经营战略上的转变，导致其

放款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金城银行顺应时代之变，不

断对经营方针进行动态调整，而不固守自己原来的所谓优

势，这一点难能可贵。我们可以从数据上看出这种明显的

变化，1919 年金城银行的工商业放款总额为 557 万元，到

1923 年即上升到 1333 万元，而到了 1927 年，更是翻了一

倍，上升到 2738 万元（参《金城银行史料》11、14、155

页），不足十年间这个巨大的变化，反映了金城银行经营重

点已经发生了转移。在工商业的放款结构上，金城银行也

不断加大对工业企业的放款，而不断减少对商业的贷款，

如 1919 年对商业放款占放款总量的 31.60%，1927 年下降

至 15.74%，对工矿企业的放款占放款总量的比例则在这两

个时间段分别为 17.06%、25.57%（参《金城银行史料》

第 11、14、155 页），此消彼长的趋势十分明显，可以看出，

金城银行越来越重视对工业制造业的支持。即使在抗战时

期极为艰苦的条件下，金城银行对工业制造业的支持力度

也没有消减，而是与工业制造业共克时艰，共同成长。一

个很好的例子是，抗战时期我国纺织工业出现危机，一些

纱厂面临业绩衰退甚至倒闭的危险境地。金城银行在关注

风险的前提下，委任若干有能力的管理人员接管经营不善

的纱厂；不仅如此，金城银行还和中南银行一起，共同组

织诚孚信托公司，用以经营工矿企业，曾经借助诚孚信托

对恒源、北洋、新裕等纱厂进行委托经营，周作民自任诚

孚信托公司董事（《金城银行史料》385 ～ 406）。以信托公

金

金城银行的经营哲学
■ 王曙光  王丹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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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来介入自己放款投资的工商企业，以改善其管理，提高

其效率，并监督其运营，这是金城银行的创举，这一方式

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金城银行在支持企业发展方面颇显眼光与魄力，尤其

在支持我国化学工业发展方面，周作民对我国早期化学工

业的开创者范旭东欣赏有加，在信贷和企业管理上给予鼎

力支持。范旭东和周作民可谓英雄相惜，彼此信任，堪称

金融家与企业家合作共赢、同舟共济的典范。站在中国百

年工业化的宏观历史视角来看，周作民支持范旭东等人开

创的企业，不仅是促进金城银行业务发展的必要举措，更

是推动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工业化进程，使民族工业在抗

战时期这一关系民族国家命运的转折关头得以保存并发展

壮大，为民族工业保存了一丝血脉。

在不懈扶持国内工商企业的过程中，金城银行也不断

在经营机制上进行探索和创新，创造了一些行之有效的与

企业合作的模式。这些模式，旨在使金城银行与大企业建

立密切的信任关系和合作关系，减少企业风险，提升企业

管理效率，增加企业在公众中的知名度和信誉度，从而更

好地扶持国内工业发展。金城银行深刻认识到，“经营工业

之要素，厥为资金、技术与管理，三者具备，则事业之发

达可期”（金城档案：《金城银行创立二十年纪念刊》，《金

城银行史料》385 页），而加强与企业的合作，不惟可以解

决企业之资金与技术投入之瓶颈，而且可以改善企业之经

营管理。周作民在自己支持的很多企业里担任董监甚至董

事长，与企业的信息沟通十分密切，对企业的运作了如指

掌。这种方式十分有利于金城银行对企业的支持和控制，

有利于银行和企业共生共荣。近代以来，金融资本和产业

资本逐步出现融合的趋势，金城银行通过入股、控股、创办、

委托信托公司经营等方式，深度参与了企业的公司治理和

运营，表现了周作民独特的银行经营理念。《金城银行史料》

前言中评论道：“周作民想把银行资本渗入到产业资本去的

愿望是很强烈的，他想以银行为核心，控制一些工矿交通

及贸易企业，‘学日本三井、三菱的一套’，作一个极有权

势的资本家”（第 18 页）。日本三井和三菱的模式，就是产

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互融合的模式，与欧美模式有很大的

差异。这一模式，对我国当前金融业和产业界相互关系的

探索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为一个在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华资私营银行，

金城银行一直根据不同的时代特点，审时权变，不断创新，

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在经营方面既强调稳健可控、

多元经营、分散风险，又强调抓住机遇，在业务方面开拓

创新，具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值得一提的是，金城银行

是我国农业信贷的拓荒者之一，也是我国小额贷款的最早

的尝试者和探索者之一。1933 年，金城银行与当时非常有

名的倡导农民合作的组织“华洋义赈会”合作，进行农业

放款，对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和农业技术的提升起到了一定

的促进作用。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农村高利贷盛行，

根据 1934 年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的统计，当时农民借款

的 95% 左右来自于高利贷，而只有 5% 来自于正规信贷，

在正规信贷中，2.6% 来自于合作社，只有 2.4% 来自于

银行（王文钧《商业银行在农村中之动态》，《银行周报》

1935 年 12 月 10 日）。当时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和金城银行等国内知名大银行都在农村金融方面进行了探

索。其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陈光甫是最早的倡导者之一，

金城银行的周作民对农业放款也极为关注，而且取得了较

大的成效。金城银行的农业放款和小额贷款多以北方为中

心，周作民重视农业放款和小额贷款（即当时所说的小本

贷款，包括农业和小工业的小本贷款），一方面看重此类贷

款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同时也看中这块新的业务领域

给银行带来的商业价值。金城银行对农业的放款，既有单

独的放款，也有与其他组织共同合作而投放的联合放款。《金

城银行创立二十周年纪念刊》（153 页）载：金城之联合放

款，“有与同业共组之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有与政府及

同业联合组织之农本局，有与各机关团体协组之河北棉产

改进会等，并中央农事试验场之附属设备，亦有参加，或

对棉花，或对米麦，协助其产销之改进”。金城银行参与合

办了华北农产研究改进社，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以及中华

平民教育促进会一起倡导运销合作、推广良种、训练农民、

贷放资金与保险、农村社会改良等各项事业，后来金陵大

学、齐鲁大学都参与其中。周作民以极为积极和前瞻的姿

态介入到农业信贷中来，为金城银行开辟了新的领域，也

为金城银行赢得了较高的社会声誉。金城银行上世纪 30 年

代为解决平民和贫民的生计而在天津、北京、山东、江苏、

湖北等地广为开展的小本贷款，也具有同样的社会功效。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些对农村和城市下层民众开办的小

额度的金融业务，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可以说是今天广为

开展的小额信贷的先导。□

（王曙光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

丹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