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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肇创之日起，中南银行

在复杂的内外环境中苦心支

撑，惨淡经营，凭借其“恪守稳健主

旨”，得以在30年风雨飘摇之中历

经事变，勉力维持。1927年发生“协

和倒账事件”之后，中南银行尤其

注重汲取历史教训，稳健经营，避

免投机行为。上世纪30年代之后，

国内国际形势日趋复杂，“政潮起

伏，战争频仍”，“国难方亟，事

变益歧”，尤其是1931年日本发动

“九一八事变”，1937年又发动了全

面侵华战争，给中南银行的经营带来

更多的挑战和困难。《民国二十年度

（1931）天津分行营业报告书》曰：

“……及至年终依然谣訾纷传，人心

惶惑，肆廛紧闭，路绝行人，凄凉景

况为数十年来所未有。金融界处此情

况之下，实亦无从措手。我行恪守稳

健主旨，未敢急切图功。值此市面疲

弊之秋，尚能勉力振作，历经事变，

幸免牵累。自中日事起后，京津两地

存款累见减缩，同业皆然。我等放款

向守宁缺毋滥之旨，常年头寸皆觉宽

松，利息不无略耗，稍稍提存，反资

挹注。”在这种情形下，国内各行业

及进出口日渐疲弱，放款愈见艰难，

而存款日增，利息支出甚巨，利差收

入日益减少，致使银行左右支绌，捉

襟见肘。《民国廿一年度（1932）天

津分行营业报告书》谈到上海“一·

二八事变”之后国内进出口停滞、市

面不振、经济萧条之现状及对中南银

行之冲击：“津行及平处向来谨守稳

健审慎之旨，不敢或失。惟终年存款

日见增加，虽低减息率，仍不能遏其

增涨之势，定期存款数目已达从来未

有之高度，而放款生意实极为难。此

后国难方亟，世变益纷，惟赖忍耐之

精神，勉度艰难之情势。”可见存贷

利差缩小、存款利息支出的压力已经

对中南银行的经营造成很大的影响。

次年（1933）的津行营业报告书亦

言：“廿二年度始，即值日军进犯关

内，直迫平津，市面人心感受空前之

恐慌，惊忧扰攘……金融业以货物抵

押为妥实营业，近因此项生意数目既

少而各银行货栈如林，竞争甚烈，以

致息率减低无利可图。本行业务向主

稳健，值此市况不良之际，自当益加

慎重，惟周年常苦存多放少竭力减缩

存息而存数仍复继长增高。三月一日

平津两处同时成立储蓄部，又增存款

200余万元，除照章购存公债保息外，

自

时代风浪中的中南银行（下）

而津行常存储蓄部款约在百万元之

谱，两方坐耗利息为数颇巨。津行自

身已苦头寸太宽，兼为储蓄部布置，

益感困难。”经济衰颓，百业萧瑟，

很多企业濒临破产歇业，此时实在是

令银行进退两难，没有好的企业进行

投资，银行的收入从何而来？上世纪

30年代银行的窘况可以想见。当时一

批商业银行如明华银行、美丰银行等

先后停业，金融业可谓危机四伏。

1935年之营业报告中说：“回顾一年

来之风浪所经，亦殊堪危悚，津行值

此艰难之会，仰承钧处文中之旨黾勉

经营，平时对于各项放款尤力主谨

慎，所有年内诸外行之停歇拖欠均幸

免波及。”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

履薄冰的心态展露无遗。

1937 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

后，工商业和银行业的情形更加艰危

困窘。1938 年度的津行营业报告书详

述了中南银行在危机时刻头寸管理、

放款、存款、汇兑、外汇交易等方面

的应对策略：

“一、头寸。事变初起，未来情

形殊未可知，为自卫计不得不宽筹头

寸厚积资源以备应付万一，故以大部

分购进英镑、美金增厚国外汇兑之基

础，再以一部分调存沪行藉避此间之

风险，更以一部分存于当地二三可靠

之同业以应当之需要。二、放款。津

平两行对于旧欠固早已陆续清理，其

疲滞无法活动者随时整顿，大半类有

归宿。其略得活动者，亦必设法尽量

收回。对于现时放款，仍保持向来紧

缩方针。且近年来活期存款颇见增加，

故于放款无论抵押或信用亦力求其具

有活动性者，以期避免资金之呆滞，

俾与存款性质相符合。三、存款。事

变突起，拥有厚资者，或购买外汇；

或存于外籍银行，本国银行之存款未

免相形见绌，幸赖安定金融办法之维

系，尚不致发生提款风潮。我行自上

年因放款收缩银根宽松，同时将营、

储两部存款息率，无论新旧户均酌

减，虽存户似并未因此却步，然利息

藉以减轻，略资调剂。惟因币制关系，

于收付之间不无多少困难，我行对此

本来划分綦严。所有原来存户利息及

照安定金融办法分期付款之，本金始

终以顾客之需要为应付，而于当局解

除提款未决期间，我行对于存户尤竭

力支应，不令其少有烦言。以上两事

俱为本年内同业中共同视为艰于应付

者，我行均皆从容布置周旋中节，在

不受损失之原则下颇予存户以良好之

印象。四、汇兑。战事由北而南内地

交通大半阻绝，汇兑之事当亦锐减，

我行前以纱厂购棉汇拨款项，会与省

银行订立本省各县镇通汇契约，办理

以来尚稍便利，本年因受战事影响均

已停顿，将来地方稍安，当再谋开拓。

五、外汇。津行办理外汇蓝荜初期，

适值本年外汇增涨，又当外籍银行均

在收缩，而中、交行亦以时局关系不

图进展，故一时出、进口商咸趋就我

行，我行对于汇价及手续上又皆予以

种种便利，营业情形尚有可观。不过

首以时局不安，头寸方面不能不统筹

全局；次以开办未久，一切均从审慎，

故所有业务皆属脚踏实地，绝不敢因

图厚利稍涉风险，所好自开办以来已

略有基础，但望时局少平，不难力谋

开展。” 

该报告所谈及银行于工商业萧

条、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之时所进行的

战略调整，对当下我国银行业具有重

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近年来我国经

济面临下行压力，实业发展面临诸多

掣肘，银行业经营环境愈见趋紧，资

产质量也受到一些影响，面临下行压

力。中南银行之危机应对策略，包含

着很多可资借鉴的处置方式。其中头

寸管理者，涉及流动性管理问题，乃

银行危机时刻能够稳渡难关的关键所

在。中南银行宽筹头寸，厚积资源，

是有长远眼光的，又以外汇存储、沪

行转移、暂存同业等多元化方法，化

解风险，增加资产的安全性，可谓深

谋远虑之举。放款涉及资产管理，中

南银行为应对危机而采取分类解决的

方法，对于欠款进行清理，对于呆账

进行整顿，对于虽有逾期而不至于形

成呆滞的，则设法予以回收，而对于

新增贷款，则采取谨慎的收缩政策，

对于抵押或信用贷款则极为注重其流

动性，使贷款与存款管理相匹配，尽

力减少期限错配的情况。危机时刻，

放款虽应极为谨慎，然而亦不能不加

以尽力拓展，1940 年度的报告也谈

到中南银行在危机时刻放款的原则：

“期于展进之中，时寓慎重之旨，大

部放款仍注重诚孚管理之恒源北洋两

纱厂。盖以运用取予之间易为伸缩，

既尠呆滞之患，更无风险之虞。至于

津市各大殷实商号与我行向有往来历

史关系者，仍与酌做放款，遇有殷实

顾客之抵押放款时，有收回之把握者

亦格外慎重酌量承放，以谋存款利息

之抵补；此外稍涉投机事业与夫商号

之有投机性者，概行婉拒”（注：诚孚

企业公司为中南银行与金城银行合资

建立，中南银行占该公司股本总额百

分之五十。该公司受托管理恒源、北

洋、新裕等企业）。这个放款原则甚为

妥当，实际上就是分类实施、有收有

放、有进有退的原则，力避投机，稳

健为上。存款涉及负债管理，在危机

时刻中南银行酌减息率，使利息支付

的压力得以减轻，同时对于存户提款

均妥为应对，从容布置，周旋中节，

■ 王曙光  王丹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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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肇创之日起，中南银行

在复杂的内外环境中苦心支

撑，惨淡经营，凭借其“恪守稳健主

旨”，得以在30年风雨飘摇之中历

经事变，勉力维持。1927年发生“协

和倒账事件”之后，中南银行尤其

注重汲取历史教训，稳健经营，避

免投机行为。上世纪30年代之后，

国内国际形势日趋复杂，“政潮起

伏，战争频仍”，“国难方亟，事

变益歧”，尤其是1931年日本发动

“九一八事变”，1937年又发动了全

面侵华战争，给中南银行的经营带来

更多的挑战和困难。《民国二十年度

（1931）天津分行营业报告书》曰：

“……及至年终依然谣訾纷传，人心

惶惑，肆廛紧闭，路绝行人，凄凉景

况为数十年来所未有。金融界处此情

况之下，实亦无从措手。我行恪守稳

健主旨，未敢急切图功。值此市面疲

弊之秋，尚能勉力振作，历经事变，

幸免牵累。自中日事起后，京津两地

存款累见减缩，同业皆然。我等放款

向守宁缺毋滥之旨，常年头寸皆觉宽

松，利息不无略耗，稍稍提存，反资

挹注。”在这种情形下，国内各行业

及进出口日渐疲弱，放款愈见艰难，

而存款日增，利息支出甚巨，利差收

入日益减少，致使银行左右支绌，捉

襟见肘。《民国廿一年度（1932）天

津分行营业报告书》谈到上海“一·

二八事变”之后国内进出口停滞、市

面不振、经济萧条之现状及对中南银

行之冲击：“津行及平处向来谨守稳

健审慎之旨，不敢或失。惟终年存款

日见增加，虽低减息率，仍不能遏其

增涨之势，定期存款数目已达从来未

有之高度，而放款生意实极为难。此

后国难方亟，世变益纷，惟赖忍耐之

精神，勉度艰难之情势。”可见存贷

利差缩小、存款利息支出的压力已经

对中南银行的经营造成很大的影响。

次年（1933）的津行营业报告书亦

言：“廿二年度始，即值日军进犯关

内，直迫平津，市面人心感受空前之

恐慌，惊忧扰攘……金融业以货物抵

押为妥实营业，近因此项生意数目既

少而各银行货栈如林，竞争甚烈，以

致息率减低无利可图。本行业务向主

稳健，值此市况不良之际，自当益加

慎重，惟周年常苦存多放少竭力减缩

存息而存数仍复继长增高。三月一日

平津两处同时成立储蓄部，又增存款

200余万元，除照章购存公债保息外，

自

时代风浪中的中南银行（下）

而津行常存储蓄部款约在百万元之

谱，两方坐耗利息为数颇巨。津行自

身已苦头寸太宽，兼为储蓄部布置，

益感困难。”经济衰颓，百业萧瑟，

很多企业濒临破产歇业，此时实在是

令银行进退两难，没有好的企业进行

投资，银行的收入从何而来？上世纪

30年代银行的窘况可以想见。当时一

批商业银行如明华银行、美丰银行等

先后停业，金融业可谓危机四伏。

1935年之营业报告中说：“回顾一年

来之风浪所经，亦殊堪危悚，津行值

此艰难之会，仰承钧处文中之旨黾勉

经营，平时对于各项放款尤力主谨

慎，所有年内诸外行之停歇拖欠均幸

免波及。”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

履薄冰的心态展露无遗。

1937 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

后，工商业和银行业的情形更加艰危

困窘。1938 年度的津行营业报告书详

述了中南银行在危机时刻头寸管理、

放款、存款、汇兑、外汇交易等方面

的应对策略：

“一、头寸。事变初起，未来情

形殊未可知，为自卫计不得不宽筹头

寸厚积资源以备应付万一，故以大部

分购进英镑、美金增厚国外汇兑之基

础，再以一部分调存沪行藉避此间之

风险，更以一部分存于当地二三可靠

之同业以应当之需要。二、放款。津

平两行对于旧欠固早已陆续清理，其

疲滞无法活动者随时整顿，大半类有

归宿。其略得活动者，亦必设法尽量

收回。对于现时放款，仍保持向来紧

缩方针。且近年来活期存款颇见增加，

故于放款无论抵押或信用亦力求其具

有活动性者，以期避免资金之呆滞，

俾与存款性质相符合。三、存款。事

变突起，拥有厚资者，或购买外汇；

或存于外籍银行，本国银行之存款未

免相形见绌，幸赖安定金融办法之维

系，尚不致发生提款风潮。我行自上

年因放款收缩银根宽松，同时将营、

储两部存款息率，无论新旧户均酌

减，虽存户似并未因此却步，然利息

藉以减轻，略资调剂。惟因币制关系，

于收付之间不无多少困难，我行对此

本来划分綦严。所有原来存户利息及

照安定金融办法分期付款之，本金始

终以顾客之需要为应付，而于当局解

除提款未决期间，我行对于存户尤竭

力支应，不令其少有烦言。以上两事

俱为本年内同业中共同视为艰于应付

者，我行均皆从容布置周旋中节，在

不受损失之原则下颇予存户以良好之

印象。四、汇兑。战事由北而南内地

交通大半阻绝，汇兑之事当亦锐减，

我行前以纱厂购棉汇拨款项，会与省

银行订立本省各县镇通汇契约，办理

以来尚稍便利，本年因受战事影响均

已停顿，将来地方稍安，当再谋开拓。

五、外汇。津行办理外汇蓝荜初期，

适值本年外汇增涨，又当外籍银行均

在收缩，而中、交行亦以时局关系不

图进展，故一时出、进口商咸趋就我

行，我行对于汇价及手续上又皆予以

种种便利，营业情形尚有可观。不过

首以时局不安，头寸方面不能不统筹

全局；次以开办未久，一切均从审慎，

故所有业务皆属脚踏实地，绝不敢因

图厚利稍涉风险，所好自开办以来已

略有基础，但望时局少平，不难力谋

开展。” 

该报告所谈及银行于工商业萧

条、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之时所进行的

战略调整，对当下我国银行业具有重

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近年来我国经

济面临下行压力，实业发展面临诸多

掣肘，银行业经营环境愈见趋紧，资

产质量也受到一些影响，面临下行压

力。中南银行之危机应对策略，包含

着很多可资借鉴的处置方式。其中头

寸管理者，涉及流动性管理问题，乃

银行危机时刻能够稳渡难关的关键所

在。中南银行宽筹头寸，厚积资源，

是有长远眼光的，又以外汇存储、沪

行转移、暂存同业等多元化方法，化

解风险，增加资产的安全性，可谓深

谋远虑之举。放款涉及资产管理，中

南银行为应对危机而采取分类解决的

方法，对于欠款进行清理，对于呆账

进行整顿，对于虽有逾期而不至于形

成呆滞的，则设法予以回收，而对于

新增贷款，则采取谨慎的收缩政策，

对于抵押或信用贷款则极为注重其流

动性，使贷款与存款管理相匹配，尽

力减少期限错配的情况。危机时刻，

放款虽应极为谨慎，然而亦不能不加

以尽力拓展，1940 年度的报告也谈

到中南银行在危机时刻放款的原则：

“期于展进之中，时寓慎重之旨，大

部放款仍注重诚孚管理之恒源北洋两

纱厂。盖以运用取予之间易为伸缩，

既尠呆滞之患，更无风险之虞。至于

津市各大殷实商号与我行向有往来历

史关系者，仍与酌做放款，遇有殷实

顾客之抵押放款时，有收回之把握者

亦格外慎重酌量承放，以谋存款利息

之抵补；此外稍涉投机事业与夫商号

之有投机性者，概行婉拒”（注：诚孚

企业公司为中南银行与金城银行合资

建立，中南银行占该公司股本总额百

分之五十。该公司受托管理恒源、北

洋、新裕等企业）。这个放款原则甚为

妥当，实际上就是分类实施、有收有

放、有进有退的原则，力避投机，稳

健为上。存款涉及负债管理，在危机

时刻中南银行酌减息率，使利息支付

的压力得以减轻，同时对于存户提款

均妥为应对，从容布置，周旋中节，

■ 王曙光  王丹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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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怀着朝圣的心情去探访慕

尼黑郊区的两家修道院啤酒厂

的。啤酒除了民间酿造之外，修道院

也是自中世纪以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

贡献者。不提那神一般的熙笃会啤

酒，很多欧洲的啤酒品牌都与修道院

有些关系，看看慕尼黑啤酒节的主办

者之一宝莱纳（Pa u l a n e r）啤酒的商

标。

我 们 探 访 的 两 家 啤 酒 厂， 一

家是位于慕尼黑西南的安德克斯

（Andechs）修道院，一家是位于东北

部的威亨斯蒂芬（Weihenstephan）啤

酒厂。本来一条郊区铁路线正好可以

串起两边，但因为德铁成年累月的修

路工程，这次啤酒之旅颇费了一番周

折，也就让我们本来仅有的探奇心平

添了信徒的苦难与憧憬。

当我们看到安德克斯所在地海辛

（Herrsching）的站牌时，都有些雀跃

之心了。这是慕尼黑郊区的一个度假

小镇，有山有水，水是阿莫湖以及附

近的另外四个湖泊，因此这个地区也

被称为“五湖之地”；山就是修道院所

在的山，被称为“圣山”。我们到达的

当日，正值当地的夏季狂欢节，有音

乐会，有游园，有聚餐，游客应该比

平日多。

据说，安德克斯的啤酒酿造传统

始自 1455 年，远在《啤酒纯净法》之

前，应该不受原料的限制。现在这里

最出名的啤酒种类是双博克。这是一

种酒精度较高的烈性啤酒，味甜，所

以真正成为了修士们斋期的“液体面

包”。看修道院网站的介绍，安德克斯

年产超过 1000 万升的各式啤酒，除供

应修道院内部以及游客之外，还行销

德国市场甚至出口。

修道院所在地也是一条著名的朝

圣路的终点，门口竖着两座以圣经故

事为内容的小神龛，分别是朝圣路的

第 13 个和第 14 个标志点。啤酒酿造

坊在朝圣路再往前一点的角落里，外

表是黑色木质墙，里面的设备却是纯

现代设备了。现在的酿酒坊是在 19 世

纪末 20 世纪初改造的，当时先后两任

的修道院院长对酿酒坊进行了改造，

奠定了之后的经营基础。

由于不胜酒力，我们只选择了混

合有苹果汁的较低浓度的啤酒，遗憾

不能对原汁原味的双博克进行品评了。

铁路另一端的威亨斯蒂芬酒厂号

称是现存世界最早的啤酒厂，自 1040

年就开始其酿酒行当了。如今，同名

的修道院已经荡然无存，但酿酒传统

却保留了下来。酒厂所在的弗莱辛小

镇是比慕尼黑还要更为久远的一个存

在。不知是否因为修路的缘故，在我

们几经周折来到这个小镇时，发现周

末的下午人也很少，到处都静悄悄的，

只有各式各样的弗莱辛熊忠诚地守护

着这个小镇。

众所周知，柏林是以熊为象征的，

但其实柏林熊是个新的创意——这个

举着双手的巴迪熊是进入 21 世纪之后

才由艺术家设计出来的，远比不上弗

莱辛熊的年代。弗莱辛熊的故事与城

市圣人科比南有关。据说科比南在穿

越阿尔卑斯山往罗马朝圣途中，负重

的马被这只熊吃掉了，科比南就感化

这只熊，让它皈依，后来熊就帮科比

南驮着行李直到罗马，所以被称为负

重熊。现在弗莱辛的熊多是站立的姿

势，但其原型是四只脚着地且背负行

李的形象。

从弗莱辛火车站出来，有一条沿

着易萨河的林荫小路，蜿蜒曲折指向

旁边的小山，半山腰有威亨斯蒂芬修

道院的遗址，山顶则是现在的啤酒厂

所在地。这里现在是慕尼黑工业大学

酿造学院和其他相关院系的所在地。

我们也见到有中国留学生。

在啤酒小馆的旁边就是那只背负

两只啤酒桶的弗莱辛熊，每只酒桶

20 升，木质瓶塞，有编号。啤酒熊身

穿修士袍，留有典型的修士发型，憨

态可掬，还吐着舌头。山下各式酿造

坊前畅饮的人们不会理会这只熊的辛

苦，我也在晚霞中终于找到了这些不

见踪影的弗莱辛当地人。□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

授） 

我

啤酒朝圣

在银行不受损失的前提下，给存款者

以稳定安全的良好印象，不致发生挤

提危机，这是非常高明的做法。汇兑

与外汇方面则首重保守，统筹安排，

不因图厚利而涉险投机。以上所述中

南银行在处境艰危的情况下作出的危

机管理举措，为中南银行的稳健发展

至为重要。危机时刻，安全为上，活

下来即是王道，以最保守稳健之法获

得生存之机，在此前提下谋求资产的

多元化，为未来时局的转机做好准备。

该报告末尾曰：“（津平两行）坚持历

来之稳慎主旨，一面应付事机；一面

推行业务，结至年终营、储两部尚均

稍得盈余。惟事变发生转瞬已一年有

半，国内经济上、物资上之损失已无

从估计，虽有一时一处幸得意外之苟

安，遂为畸形之发展，不独不足为喜，

且应为有识者所殷忧，况乎来日大难，

前途多梗。” 

总体来说，在抗战这一特殊历史

时期，中南银行一切业务皆以保守稳

慎为宗，只求在危机状态下获得苟安，

而难以尽展宏图。这是中国当时绝大

部分内资私营银行之实况。今天我们

回顾那个特殊年代银行业于艰危之际

的勉力奋斗、苦撑危局，实在是令人

感慨系之。中国私营银行业在肇创之

初就遭遇国家危难，时局动荡无常，

在国难日殷之际还能获得一定的发

展，实属不易。

当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由

于时局的复杂艰危，同时也因为我国

私营银行尚处于比较幼稚的发展阶

段，其各种内部规章制度与公司治理

尚处于初创时期，管理尚乏规范严密，

内部制度之执行亦流于形式，因此也

出现了大量经营不规范甚至腐败情

形。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极为注重激

励与约束并重，以此来保障银行决策

体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中南银行虽

然在创建之后极力模仿国内外先进银

行以构建完善的内部治理体系，在董

事会和监事会中亦注重延揽金融界名

流（如董事会中有金城银行创建者总

经理周作民、国华银行董事史咏赓、

华侨银行董事长李光前等银行界翘

楚），试图提升中南银行之外部社会形

象和内部治理效率，然而由于管理者

的拔擢多因裙带关系，一些关键岗位

的管理人员为旧习所染，为旧制所拘，

囿于环境与识见，故其职业素质不高，

加之某些高管私利熏心，人格不端，

出现各种腐败实属必然。首任行长胡

笔江发迹于交通银行，因此其选拔的

人多为交通银行旧党。其中王孟钟担

任天津分行首任总经理，曾就职交通

银行，从 1922 年到 1944 年实际掌握

中南银行津行的具体管理，而胡笔江

作为总行行长对津行实际的具体业务

无从过问，董事长黄奕住乃南洋华侨

商人，更无暇顾及具体事务，因此王

孟钟的角色就显得极为重要。胡笔江

1938 年为国捐躯之后，王孟钟的作用

就更大了。1951 年的《中南银行天津

分行检查报告》中，对中南银行天津

分行的人事结构及其行为曾有以下评

价：

“该行首任经理王孟钟系一大投

机奸商，于解放前逃往美国。继之者

张重威更变本加厉，在敌伪时期及国

民党时期暗设后账，非法经营，中饱

自肥，并大量逃避资金至国外，致使

中南实力大伤，业务难以开展。解放

前张调任总行副总经理，赵元方升任

津行经理。赵系满清贵族之后，不谙

业务。副理王聚芝、襄理王治平庸碌

无能。襄理董约儒阴险诡诈，经管后

账贪污自肥。襄理李秀峰与营业主任

苏佩如互相勾结把持业务，叙做贷款

威亨斯蒂芬啤酒厂

大都以私情之厚薄来决定，置政策行

务于不顾。副理孙啸南原任中孚银行

副理，亦为一投机分子，一九五零年

进中南后虽力求振作，但因仍袭用旧

法，且因人事方面又多隔膜，除存款

方面稍起作用外，其他业务亦无若何

进展。因为行政处理业务不能大公无

私，以致部分职工搞小集团、小宗

派。”“该行外汇部于 1938 年开办，主

持人为大投机商余克斋，余去职后主

持人为王栋人（王孟钟之弟，解放前

逃往香港），均大肆投机自肥，不重视

业务。” 

这里的记述虽带有特殊历史情境

下的话语特色，但是其描述的基本事

实也深刻触及了中南银行在经营管

理、公司治理和人事任命上的内在弊

端。人事上的裙带关系，管理制度上

的松弛，内部治理上的陈陈相因，是

我国私营银行在早期发展阶段的普遍

现象。这一方面说明我国银行制度尚

处于草创时期，经验不足，人才储备

亦不够，制度设施还处于模仿西方的

阶段，制度之内在精髓尚不能内化为

管理者的自觉行动；另一方面也说明

银行业经理人市场的发育还处在幼稚

阶段，管理者素质高下不等，金融伦

理方面的教育与意识也较为缺乏，银

行的文化亟须改进提升。因此，我们

在研究近代私营银行的过程中，不仅

要研究其管理上积极的一面，研究其

银行文化中值得借鉴的一面，同时对

私营银行的时代局限性和消极面也要

客观看待，不宜过于美化，过于理想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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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群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