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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鸿生在长期的企业经营过程中，深感银企关系的重要，

他称：“一个银行如果没有工商业的关系，就不能长久存在，

而工商企业，如果没有银行做支柱，也就会陷入停闭。”

虽然刘鸿生早在 1920 年代初就有了自己的“刘鸿记账

房”，并在亲友和职员中吸收存款，以利各企业资金周转，

但“刘鸿记账房”更多是刘家私人及其企业财务收支和保

“分红！加薪！终年辛苦所得如何处置最为相宜？‘展

期加利存款’可以随时提取，利息可达一分，最活动！最

有利！快乐的生活，须由储蓄做起，每月存入十三元四角

一分，二十年后即得一万元。新式礼券、颜色美丽，存款

章程函索即寄……”

1932 年的《申报》，一家名为中国企业银行的储蓄广

告铺天盖地。也许大家对这家银行很陌生，但提起实业大

王刘鸿生来，时人几乎无人不知。

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小银行就是刘鸿生创办的。

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经过 10 余年的打拼，

刘鸿生缔造的托拉斯涵盖轻重工业、运输业、商业、金融

业，如宏生火柴厂、上海水泥厂、章华毛绒纺织厂、中华

煤球公司、中华码头公司、华丰搪瓷公司、大华保险公司、

华东煤矿公司……资产规模超二千万元。

如此众多的产业，巨额资金从何而来？有部属在回忆

录中称：“刘鸿生先生很会调理、调度他的资金周转……

据我们了解，他办一个厂，把这个厂抵押掉，筹到了钱，

再办第二个厂；第二个厂再到银行去抵押再搞第三个厂。”

中国企业银行是为解决刘氏托拉斯资金问题而生
的“内部银行”，在治理机构与激励机制等方面
与其他完全社会化银行相比，它谨慎有余而进取
不足，始终难以做强做大。

文  |  吴福明

中国企业银行
“内卷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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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为 100 万法币，1942 年被迫改为中储币 50 万元，鉴于

通货膨胀因素，1943 年 12 月资本金增至 1000 万元，1945

年 4 月全部收足。战后于 1946 年 11 月增至 2000 万元。

中国企业银行设立之初衷主要是招揽社会储蓄 , 调剂企

业集团内部资金 , 为刘氏企业集团服务。存款主要来源于刘

起家的开滦煤矿销售处和开滦码头经理处的款项，开业之

初占比近 7 成，1931~1936 年间，存款在 100 万 ~150 万，

之后比例逐渐下降。企业银行的业务主要与集团各企业往

来，但放款常大于存款。银行雇跑街向各工厂、商号拉款子，

对集团各企业放款从 1931~1935 年的 60% 降低至 1936 年的

30%，前三位分别为华东煤矿公司、大中华火柴公司、章华

毛纺织公司。

 但各企业却不以为然，本位思想严重。毕竟这些企业

多数为股份公司，有独立的产权与治理结构，刘鸿生在上海

水泥与章华毛纺公司的股权分别为 60% 与 50%，其在华东

煤矿的占比也是相对控股。显然上述企业不是刘鸿生的私产，

其利益诉求与刘不完全一致，甚至有冲突之处，作为企业金

融“自救”平台的中国企业银行很难处理与各企业的关系。

这些企业与别的银行暗送秋波，华东煤矿公司有钱不还，却

与上海储蓄银行有来往；上海水泥公司私下与浙江兴业银行

签订合同，把存在中国企业银行的款项全部提走。1935 年

企业银行存款因之减少 350 万元，该行不得已将关系户欠款

收回，导致 1936 年关系户放款降低至 30%。

更何况各成员企业总资产规模达数千万元，对资金的

需求巨大，而银行资产规模充其量也就五六百万元，显然，

中国企业银行的体量太小，很难担负各企业资金集中调度

的“总账房”作用。 

中国企业银行是为解决刘氏托拉斯资金问题而生的“内

部银行”，在治理机构与激励机制等方面与其他完全社会

化银行相比，谨慎有余而进取不足，始终难以做强做大。

企业家办银行是近代民族资本家无奈的“自救”行为，尽

管刘鸿生的金融“自救”试验效果并不明显，但至少中国

企业银行本身经营尚可，银行连续数十年盈利，企业与员

工的资金安全性得以保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集团

产业发展。

管的账房，集团资金调剂的作用难以发挥。至 1931 年，企

业投资总额超过 740 万元，各大企业资金严重不足，不得

不到行庄押款。章华毛纺因资金不足连续亏损而陷困境，

华东煤矿动用了刘鸿生的私房钱才得以周转，这些企业属

于不同行业，在时间与空间上客观存在资金的丰欠，考虑

风险隔离的需要，这些企业相互独立，资金不能直接调拨。

各企业在 1929 年和 1931 年的利息支出分别占总支出的

27.55%、49.19%。刘鸿生深感统一集团资金管理的必要性，

“肥水不流外人田 , 肉要烂在锅里”，刘鸿生开始筹划一家

服务于自己企业的银行。

1930 年，刘鸿生花了 100 万元为自己的企业集团建造

了一栋企业大楼。他以此为抵押向银行贷款 100 万元，作

为开设银行的资本。刘鸿生、刘吉生兄弟投资 975000 元，

张公权、徐新六、钱新之、马竹亭等工商界名流应邀成为

创始股东，但入股额均不到万元。银行股本定 200 万，先

受一半，银行家范季美为经理。1931 年 11 月 12 日银行开

业当天，工商界名流云集，500 多人出席庆典。

虽然， 中国企业银行营业种类在章程上订了很多 , 可

以“奉部办理商业银行一切业

务”，但实际上只有存款、放款、

贴现及买卖有价证券等几种。该

行附设储蓄部，尤以星期存款、

展期加利存款、乐业储蓄存款及

养老储金等为特色。为了充分吸

收社会存款 , 该行推出广告，地

毯式轰炸，并派员驻厂 , 鼓励职

工将工资储蓄在中国企业银行。

初期，该行向中国银行、交

通银行领用钞券，1932~1934 年，

该行开设多家分行，盈利在 10

万左右，1935 年逢工商业凋敝，

银行倒闭达 15 家。

抗战期间，时局不稳，金融

动荡，该行在苦守传统业务的同

时，也在乱市中进行货币与证券

投机，竟然年年盈利。该行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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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经济史博士，专注研究证券、土地金融及文物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