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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静赫

他被称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中
国金融企业家”，更被誉为“中国摩
根”。

他不仅创建了中国最著名的私
人银行，还是中国旅行社的创始人。

他最早扬弃了中国“官商”办银
行的传统，代之以更为专业化的金融
创新和服务意识。

他就是陈光甫。
洋行学徒出身的陈光甫创办了

民国时期最大的民营银行。在民国时
代实业救国的企业家群体中，陈光甫
是最著名的一位金融企业家。

受孙中山鼓舞
投身实业救国

1904年的太平洋上，有一艘驶往
美国的航船。一位中国青年站在船
头，兴奋地看着前方，揣想着即将到
达的新大陆。他就是 23岁的陈光甫。

作为汉阳兵工厂经理景维行的
东床快婿，陈光甫此行是受湖广总督
端方的委派，担任代表湖北省赴美参
加圣路易斯世博会的办事员。那时他
还没想到，这趟“美差”远远超过他的
预想。

在博览会上，陈光甫大开眼界，
他看到了来自不同国家琳琅满目的
工业产品，从电子管收音机到自动交
换电话，从福特 T型汽车到电动公共
汽车，这些先进的产品令他深受震
撼。中国的参展物品却尽是些日用模
型，在洋货面前，国货相形见绌、难以
抗衡。陈光甫如芒刺在背，感到了深
深的自卑，一想到落后的祖国，茫然、
屈辱等各种情绪交织在心头。

就在这个博览会上，陈光甫遇见
了孙中山。

孙中山当时在美国旅行考察，为
推翻清政府奔走。身为清廷的外派人
员，陈光甫对这位“乱党分子”早有耳
闻。当“大逆不道”的孙博士出现在面
前时，陈光甫的失落茫然迅速找到了
方向。他鼓足勇气叩门拜访孙中山。
令他没想到的是，孙中山不但热情地
接待了他，还与他促膝交谈十分投
机。

陈光甫茫然不解的疑问从孙中
山的话语中寻得了答案：“必须以一
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代替旧
政府……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
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美丽的国
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
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
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
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
向文明世界敞开……”

陈光甫拿出 5美元，向孙中山表
示要将这微薄之资捐助革命。孙中山
欣然接受，并鼓励他报效祖国。

在孙中山的鼓舞和启发下，陈光
甫决定改变行程，他没有随展团回
国，而是继续留在美国学习深造。起
初他进入一所商业学校，学习打字、
簿记及商业文件信函等方面的知识。
后来又转学到驰名世界的高等学
府———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
顿商学院。

陈光甫幼年孱弱，8 岁方学会说
话，早年只读过几年私塾，缺少系统
的课堂知识，基础较差，但他之前在
汉口报关行当过学徒，后又在邮局任

职，与洋人打交道甚
多，加之许多工作经
验，都对他的学习起
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他利用自己所长补
己之短，把课堂上老
师讲授的知识及课
本上的理论阐述，与
他过去和现在的实
际观察和切身体会
联系起来，互相验
证，从而逐步加强理
解，渐渐融会贯通，
终于掌握了系统的
近代商业、财政、金
融等方面的新理论
和新知识。1909年，
陈光甫从沃顿商学
院毕业，并获得商学
学士学位。毕业后，
他又到百老汇信托
公司实习两个月，才
启程回国。
“你要努力学

习，学成之后，报效
国家。”这是孙中山
对他的谆谆教导，陈
光甫铭记在心。

在归航途中，陈
光甫站在船头眺望远方，此时的他已
不再是几年前那个懵懂不知的办事
员，在他的前方，即将展开一片广阔
的航程。

创办江苏银行
改革金融旧习

陈光甫回国后的第一个工作是
担任南洋劝业会的外事科主任，主要
职责是招待与会的各国来宾，并安排
各国产品的展馆。在他的上司和同僚
看来，学成归国、会讲洋文的陈光甫
是最适合的人选。他们并没有想到，
此时的陈光甫内心早已今非昔比，因
为孙中山当日的谆谆之语一直在他
的心里挥之不去。
劝业会结束后，陈光甫应“清理

江苏财政局”总办应德闳之邀，为其
主理财务，并进而受到江苏巡抚程德
全的赏识。陈光甫常常与朋友们聚
会，畅谈“国家兴衰，匹夫有责”，商量
如何支持革命。

在一次聚会上，陈光甫直问：“诸
位，若革命一旦发动起来，必然需要
大量资财。这笔经费如何才能筹措得
到？”就在众人听后都目瞪口呆，一时
无言可对之时，陈光甫已经给出了自
己的主意：“可否在江苏的裕苏官钱
局做点文章？”
带着这个想法，陈光甫认为当务

之急是立刻改变官钱局的现状。他认
为可以利用格苏官钱局拥有钞票发
行权这一优势，加以改组扩展，兴办
江苏兴业银行，以开拓江苏财政。程
德全采纳了他的建议，并申奏朝廷。
陈光甫热切地盼望着朝廷的恩准，但
等来的却是失望。

此时，辛亥武昌首义成功，给古
老的中华大国带来了新的生机，也给
陈光甫带来了一展宏图的良机。程德
全响应辛亥革命，得以就任江苏都
督，他委任陈光甫为江苏省财政司副
司长的重职，辅佐财政司长应得闳督
理全省财政。陈光甫得以重提改组裕
苏官钱局的创议，当即获得当局通
过。陈光甫终于等到施展拳脚的机
会，把从海外学到的现代商业思想投
入实业运用。他把江苏的两家官钱局
进行改组扩展，创办江苏银行。

陈光甫以美、英商业银行的经
营模式为参考，采取了一系列新式
经营方法。这些新措施多具首创精
神，革除了以往各省官银钱局的旧
风习，在中国金融界树立了一种崭
新的风气。
此时一场飞来横祸，险些要了陈

光甫的命。当时袁世凯已窃取辛亥革
命的成果，孙中山发动的讨袁二次革
命被挫败。袁世凯得知反袁兵舰竟然
是从江苏银行支取军费后，立即下令
追杀时任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侥幸的
是，当时陈光甫的一位好友担任袁世
凯总统府秘书长。在其竭力开脱和周
旋下，陈光甫免于一死。不久之后，接
任江苏都督的张勋要求江苏银行“抄
报银行存户名单”，遭到陈光甫的拒
绝，被免去官职。

接连两次险境让陈光甫陷入沉
思，他深知政局动荡中的个人抱负何
等脆弱。于是，他决心避开官场干一
番自己的事业。此时的陈光甫，目标
已经锁定金融业，他决定办一家不依
赖于官府、不受官僚政客控制的新式
私营银行。

获赠孙中山股金
创上海商业银行

陈光甫 1904 年与孙中山的会
面，在 11年之后有了奇妙的后续。当
年的 5美元心意之资，换来了 1万元
股金。

1915年的冬天，陈光甫创立上海
商业储蓄银行几个月后的某一天，曾
经在路易斯世博会上有一面之缘的
孔祥熙突然造访，受人之托给他带来
了 1万元股金，而孔祥熙受托之人正
是流亡海外的前民国大总统孙中山。

一家刚创立不久的小银行，却吸
引了一位伟人的目光，当时身处艰难
创业初期的陈光甫深受感动。孙中山
的 1万元股金，无疑是雪中送炭，给
了他莫大的动力和勇气，也更坚定了
他要办金融事业报效祖国的决心。

陈光甫曾遇见一位外国银行家，
对方当其面断言：“中国的银行是不会
办好的。”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陈光
甫。他不由想起在汉口报关行任职时
遇见的那些傲慢英国人，同时也想起
了在路易斯世博会上遭遇的藐视目
光。所有这一切，都激发了他要办好新
式银行、与外国银行一争高下的决心。

1915年 6月，陈光甫创立上海商
业储蓄银行，这家“小小银行”开创了
零存整取、红白礼包等一系列新的储
蓄种类，在中国金融史上留下了无数
个第一，不到 20年即成长为中国当
时最大的民营银行。

1915年的上海，已是远东的金融
商业中心，各种中外公私银行和旧式
钱庄林立，发展十分迅猛。在这样的
环境中，要创建一个新银行，不但需
要勇气，还必须具备相当的实力和谋
略。此时的陈光甫缺的是资金，但最
不缺的是信心。他认为开办新式银
行，一开始并不需要巨额资金，也不
必和其他商业银行较量股份金额的
多少。他的计划是：先期集资，然后逐
步增加存款。

1915年 6月 2日，宁波路 9号，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正式开业。开办的
资本额名为 10 万，实则仅为 7万，陈
光甫的朋友———前洋务派官僚、买办
庄得之认股 22500元，陈光甫囊中羞
涩，只认了 5000元，其中有一部分还
是庄得之帮助垫付的。开业仪式上，
陈光甫无钱办酒席。上海银行成为当
时上海滩最穷的一家银行，被人戏称
为“小小银行”。

孙中山慷慨解囊后，宋氏姐弟和
其母倪桂珍也投来 5000元股金。“小
小银行”的资金在半年内已经翻了一
倍，达到 20万元。
告别“官商”传统
创新中国金融业

“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
微，我宁繁琐”。这是陈光甫的办银行
原则。

陈光甫创立上海银行之时，当时

的银行基本都是以权贵巨商为吸储
对象和贷款对象。陈光甫与众不同，
一开始就把“注重储蓄”放在首位，彻
底告别“官商”办银行的传统。

上海银行通过大量吸收储蓄存
款，迅速扩大自己的银行资本，找到发
展的通路。陈光甫把“服务”定为上海
商业储蓄银行的行训，他提出 6条原
则：要不辞琐碎，不避劳苦，不图厚利，
为人所不屑，从小做起，时时想办法。

当时的钱庄根本瞧不上小额存
款，特别对银元存款，一般连利息都
不付。陈光甫特别注重小额储蓄存
款，把储户定位为收入不高的中小层
社会成员，并在营业室门面、流程和
办公方式上力求使银行的形象平民
化。虽然都是小额存款，但是由于储
户面广，加之资金稳定，集腋成裘，成
效可观。

为了吸引储户，上海银行打出了
“一元开户”的广告。有个流传已久的
事例：一天，上海银行营业所来了一
位不速之客。此人带来 100元，要求
开设 100个户头。银行工作人员一一
为他办理。很快，上海银行信守诺言
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上海。靠着以社会
大众为服务对象的鲜明特色，“小小
银行”终于立足上海滩。

到了 1936年，上海银行的储户
共计 15万 7 千余人，按当时人口 5
亿计算，那么每 3000人中就有一人
在该行开户。渐渐地，其他各家银行
也开始仿效上海银行的做法，并形成
风气。

陈光甫在上海银行推出了诸多
中国金融业“第一”：第一个推出各种
新型储蓄品种，如零存整取、整存零
取、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储蓄基金、养
老储金和婴儿储蓄，发行储金礼
券———分红色和素色两种，用于婚丧
嫁娶红白喜事；第一个在银行中设立
调查部；第一个开设储旅行支票；第
一个从事外汇业务和农业贷款；第一
个使用机器记账；第一个将银两与银
元并用；第一个经营外汇业务。

陈光甫非常注重向民族企业放
款，以此来推动民族工业的发展。张
骞的大生集团就曾得到上海银行的
支持。1934年，荣氏兄弟的申新纱厂，
因债务太多陷入困境。陈光甫联合几
家华商银行组成银团，以申新纱厂的
资产做抵押，继续放款，清偿了荣氏
兄弟的债务，帮助申新七厂度过了一
次最严重的危机。

经过陈光甫的苦心经营，到 1922
年，上海银行资本额增至 250万元，
与浙江兴业银行并列全国第五位；存
款达到 1345万元，在全国商业银行
中居第四位。至 1926年，上海银行与
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并称
“南三行”。

到上世纪 30年代初期，曾经的
“小小银行”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私
人银行，在中国的金融界里具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足以与外国银行抗衡。
陈光甫则成为当之无愧的“民国第一
银行家”。

百年辛亥，百年激荡。
大革命，过场的都是大角色。在大革命中洗礼并继续成

长的企业都是大英雄。
1911 年的辛亥革命被列宁视为“亚洲的觉醒”。觉醒者

们不仅仅以其生命、青春与热血肩住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
刻，还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和行动改变了中国企业的精神
实质，使得中国诞生了未来的百年企业。正是这个精神延续
至今，给与当今中国企业脊梁般的支撑，形成了自己的特殊
气质。

在百年企业的队伍中，一个招牌至今依然耀眼。就在
2011 年 10 月 4 日，万科联手武钢打造的“张之洞近代工业
博物馆”奠基仪式上，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灵魂的追随”。

博物馆是在原来“汉阳铁厂博物馆”基础上扩建的。作
为新一代优秀企业家，万科集团总裁郁亮表示：博物馆建筑
采用全钢结构和全钢表皮，既是对汉阳铁厂的历史致敬，也
是中国现代钢铁工业水平的展现。

我们在追随什么？那一定是成就了“钢铁之父”的“先锋
精神”。那一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给 1890年创办的汉阳铁厂
一个重要的历史责任：做抗击外辱、民族复兴的先锋。从此，
100 年的荣辱，100年的期盼，汉阳厂的工人都把自己当成战
士，成为我国漫长工业化进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汉阳钢铁
延续了“先锋精神”，成就了今天的武汉钢铁集团公司等
“武”字头企业。张之洞也因此被尊称为中国“钢铁之父”。

正如《辛亥，摇晃的中国》作者张铭在开篇中说到的：那
一年的革命给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虽然没有像
变戏法那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

人人称赞“那是一个色彩斑斓的时代，不但出了国际学
者王国维、陈寅恪和李四光，还有世界上叫得响的大企业家
范旭东、吴蕴初、卢作孚”。

历史学家这样评价：“辛亥年，曾国藩推动的洋务运动
造就了中国近代企业的启灶：招商局、江南造船厂、开滦矿
务局的企业气质至今余脉尚存。”

浩浩荡荡流经一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中国银行就是通
过几代人殚精竭虑，锻造了“百年银行”。

历史上，任何一场伟大的革命都必须要有雄厚的资金来
给予支持。一个新政权的建立，必须要有银行支持。辛亥革
命爆发后不到 4 个月，中国银行凭借着“大清银行衣钵的先
天优势”担当了历史职责。经过重组后成为了首家官商合办
银行，宗旨是“振兴铁路、轮船、邮务、电信，为革命提供金融
支持”。

1911 年，中国银行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建设了精神家园。
据中行行史专家李庆介绍，我们的民族资本在帝国主义强
大的资本面前，不弯腰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的脑袋没有低
下来，我们在学习西方经营的方式、经验、手段。正是这一
点，才催生了一大批中国民族资本家和金融家，包括中国银
行的宋汉章、张嘉璈等。是他们的“弯腰不低头”精神成就了
中国银行从 1991 年走到 2011 年。

保持百年文化底蕴的企业还有张裕集团。
1912 年 8 月 21 日，孙中山先生筹集资金到访张裕。为

赞誉其公司价值和员工精神题赠了“品重醴泉”4个字。强烈
感受到先生为民族工商业的鼓励、倡导和期许之情，张裕百
年来坚守那一年的“承诺”：将先生的“褒奖”化为力量，支援
革命事业，并在历史的跌宕中不屈不挠地创造着奇迹。“品
重醴泉”四个字伴随着张裕公司辉煌百年。

历史长河，大浪淘沙。百年企业如今的辉煌都离不开
1911年秋天的精神洗礼。李鸿章主持成立轮船招商局，就是
奉行“先驱意识”跟“百变精神”，创造了中国近代第一支商
船队、中国第一家银行、第一家保险公司、第一家电报局、第
一条铁路、中国第一家商业股份制银行，成为中国民族企业
参与世界竞争的重要力量。

1911 年，“实现工业革命方可实现求强求富”的理想鼓
舞着企业家们。求强求富，本质上是要冲破中国封建板结的
大地，与当时席卷世界的工业革命比肩看齐。

在“建第一座近代大矿、铺第一条准轨铁路、造第一台蒸
汽机车”的“仿西技、用其人”创新思想指导下，开滦煤矿作
为“洋务运动”兴办的企业，采用的“官督商办”办矿模式，经
过 100多年演化、嬗变，至今仍充满生机，屹立于国企之林。

辛亥百年，当我们找到历史品格与时代感悟的结合点
时，我们就找到了企业新时期的价值取向：开放的胸怀，报
国的责任，兼容的品质，创新的激情，争先的气魄和能战斗
的伟大精神。这些优秀的文化基因使得中国的企业面对现
实，前赴后继，做大图强。

历史关键时刻，企业家的眼光往往是刁钻的。智慧闪现
的光芒往往决定着百年以后的现实。

我们看到，1911 年，由向汇丰等组成的四国银行团借款
而引发的“保路运动”成为结束清朝统治的开始。此后，汇丰
银行更加密切关注着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以便调整
自己的发展策略。在整个 20世纪 30年代，该行致力于稳定
中国货币，以维持其与中国政府的长久融资关系。

汇丰银行是中国几代金融人都有着很多美丽回忆的外
资银行，百年风云，没有离开中国并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就
是走“国际化”与“本地化”相结合的道路。

为配合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并支持内地的国际贸易不断
发展，汇丰银行自 20世纪 70 年代末起扩展在内地的服务。
1984年，汇丰成为自 1949 年以来首家取得内地银行牌照的
外资银行，将深圳代表处升格为正式分行。1997年香港回归
祖国，汇丰更成为最先获准在内地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国际
银行之一。到 2010年，汇丰是在内地投资最多的外资银行
之一。2004年前，购入上海银行 8%的股权，中国第二大人寿
保险集团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0%的股权，购入交
通银行 19.9%的股权。

历史如此记录汇丰银行：诞生在香港，成长于内地，第一
家大规模贷款给晚清政府的外资银行，也是中国第一家现
代银行成立时的模仿对象；146 年的时间内，无论时局如何
变化，它从未离开过中国市场，并且深度参与了中国的历史
发展进程。

当学者们都在百年之际发表自己的感想时，一个财经专
家谈到百年企业的精神核心时表示：他们继承了 1911 年的
创新精神和革命本质，时刻告诫企业，发展必须与时俱进。
原来的商业业态需要创新、公司治理要创新、销售模式要创
新，产品和品牌也要创新。

有人愿意这样评论：在世界商业史上，如果出现中国企
业将与美国公司、日本公司一样成为某企业模型，那是要历
经伟大的冒险和征服冲杀出来的。这个企业还要有伟大的
管理思想和伟大的企业家。

总之，他们的贡献不能让人乏味。
百年之后的今天，让我们真心为百年企业鼓掌加油。

论道

大浪淘沙
百年企业屹立
江雪

1897年，由李鸿章、盛宣怀主办的中国首家私人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沪成立，

标志着近代金融业的发端。18年之后，在中外银行和旧式钱庄林立的上海滩，陈光甫创
办了当时中国最成功的私人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陈光甫：民国第一银行家

陈光甫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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