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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七十年前
,

中国正处于社会 大 变 动 时

期
,

国内外各种矛盾空前激化
,

终于酿成辛亥革

命
。

辛亥革命的爆发和失败
,

是有很多因素造成

的
。

以往 , 我们在评述这些问题时
,

侧重于考察

中国资产阶级的活动
,

指出了它在领导这场革命

斗争中的历史作用
,

也分析了它的软弱性和妥协

性给革命带来的影响和后果
。

这无疑是重要的
,

也是主要的 , 但仅止于此 , 又显得不够
。

因为决

定事物性质变化的
,

是矛盾双方的运动
。

如果我

们不太了解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主导方面 —帝

国主义侵略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具体活动和它的特

点
,

我们就不容易把握住客观事物变化的全局
。

究竟帝国主义侵略对这场革命运动有什么影响

它们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在激化
、

深化
,

还是仅

处于次要地位 要回答这些问题
,

只有根据大量

历史事实
,

进行详细具体的分析研究
,

才能得出

如实的结论
。

我们只要举出如下两点事实
,

就可

夏良才

国际银行团和辛亥革命

以说明这些向题是值得探讨的
。

例如
,

我们知道
,

酿成武昌起义

导火线的
,

是四国银行团与清政府签订的湖广铁路借款合同 , 导

致 “二次革命 ” 爆发的 ,

是六国
、

五国银行团提供给袁世凯的善

后大借款
。

那么这些国际银行团是怎么一回事呢 究竟起 了什么

作用 搞清楚它们的活动和特点
,

是有助于回答上述问题的
。

我

们想从这方面做些初步的探索
。

一
、

帝国主义侵华的新形式

国际银行团是一种金融垄断组织
,

它由几家实力雄厚的帝国

主义在华财团联合组成
。

英
、

法

七 五

亡华财团联合组成
。

最初出现的是一九 九年七 月 成 立 的
、

德三国银行团
,

其成员有英国方面的中英公司 五。 “

· · 、

汇丰银行和华中铁路公司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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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 ‘ ”, ,

以东方汇理银行为代表的法国财团
,

以德华铁

路公司 ” ·
, 和

德华银行为代表的德国财团
。

一九一 年十一月
,

美国 财 团 加

人银行团
,

这就是四国银行团
。

辛亥革命以后
,

一九一二年六月

日本横滨正金银行
, 【 和以俄

亚银行 ““ 一

人“ “ “ 为代表的俄国财团加人 为 银 行

团成员
,

四国银行团就扩大为六国银行团
。

一九一三年三月由于

美国财团宜告退 出而成了五国银行团
。

一般来说
,

这些银行团可

统称为国际银行团
。

国际银行团在辛亥革命时期出现和形成并不是偶然的
,

这是

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激烈争夺和中国人民反抗斗争加剧的结果
。

自十九世纪末叶起
,

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

的狂潮
,

用资本输出加深侵略活动
,

强行修路
、

开矿
、

设厂成为

当时的重要手段
。

日俄战争前后
,

在对华的争夺战中
,

日本的侵

略势力得到急遮膨胀
,

同时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打着 “ 门户开放 ”

的旗号
,

企图进一步分享各国在华的权益
。

这样
,

各国争夺对华

垄断权的矛盾就更加突出和复杂化
。

由于竟争的 加 剧
,

大 国 之

间的相互牵制
,

以及中国人民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
,

使它们攫取

对华权益受到一定限制
,

因此用国际垄断来代替各国竞争
,

就被

认为是避免相互削弱的唯一办法
。

列宁说过
“
随着资本输出的增

加
,

随着各种国外联系和殖民地联系的扩大
,

随着最大垄断同盟

的势力范围的扩张
, ‘

自然 ’ 会引起这些垄断同盟之间达成国际协

定
,

形成国际卡特尔
。 ” ①一九 五年十月二 日

,

英
、

法两国财团

首先在这方面作了 “ 尝试
” ,

把原先以英国资本为主的华中铁路公

司
,

扩大为国际合资公司
。

②按签订的协定来看
,

两国合资的 目

的就是为 了 一 “消除 ” 两国财团对信阳至浦口铁路和汉 口
、

① 《列宁选集 》 第 卷第 页
。

⑧ 华中铁路公司成立于 , 年
,

由中英公司和福公司 ,
·

组

成
。

扩充后
,

法国参加的有东方汇理银行
、

法兰西银行
、

合股公司等
。

另留给
比国公司和美国公司一小部分股份

,

但美国拒绝参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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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一带至成都铁路线的竞争
,

二 在遇到外来竞争 时
,

两 国

附团进行竭力抵制
。
①这一国际合作协定

,

在一九 六年四 月 获

得了两国政府的批准
, 无疑对后来形成国际银行团产生了很重要

的影响
。

晃
国际银行团的组成

,

使各国的侵略势力不致因竞争而相互抵
销或削弱

,

有利于各国合伙对付中国
,

攫取更大的权益
。

美国财

团代表司戴德 址 认为 “ 争夺对华让与权的办法
,

既

会导致一条死胡同
,

又会引起战争的威胁
。

如果外国资本家要在

中国投资发展经济
,

就必须以合作替代竞争
,
并为此组成一国际

联合的银行团
。 ” ③垄断是国际银行团的基本特征

。

自一九 九年

三国银行团成立以后
,

这种国际垄断权力被不断扩大
,

到一九一

年十一月的伦敦会议上
,

四国银行团就规定了在对华借款中的

利权
、

机会和承担义务上的合伙办法
,

搜 自把垄断权扩大到包括

所有四国银行团承办或将承办的铁路借款及其垫 款 除 经 四 国

封团同意的除外
。 ‘刃 以后

,

银行团与中国政府正式签订各种借款

合同中
,

都明确规定银行团拥有 “ 优先承办 ” 的权利
。

这样
,

垄

断就扩展到政治领域
、

财政领域
,

形成了国际银行团对华借款的

垄断时期
。

在这期间
,

中国的借款 自主权就没有了 ,
不仅被堵绝

了其他借款来源
,

而且银行团乘机提出极其严酷的监督条款 如

果中国不接受而另向别的资本集团借款
,

就立即会招来银行团的

奚落
、

抗议
、

逼债和破坏
。

清末最后一笔借款郭 都 借

鼓
,

民国元年英
、

比财团借款和克利斯浦 财团借款
,

尽管都已签订了合同
,

最后仍因银行团的横加千涉而被取消
。

在

六国
、

五国银行团期间
,

要不是争夺引起更大竞争
,

使这一垄断

组织自行解体
,

中国就根本无法打破国际资本的垄断罗网
。

从表面来看
,

参加银行团的各国银行或财团都是私人资本
,

产

① 马墓瑞 《 中外条约与协定汇拍 》 英文 第 卷第 一 页
。

鑫见 ‘法国外交文件 》 即 黄皮书 , 第 编第 卷第 盯页
。

⑧ 克罗莱 司旅位传 , 英文 第 “ 页
。

④ 英国对外关系文件 》 英文 年第 页 , 克罗莱
,

前引书
,

第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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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代表政府
,

因而银行团这一金融组织也不能算官方机构
。

但

实际上银行团与各国政府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

这可从两方面来

看
,

第一
,

各国政府对于参加这一垄断组织的本国银行或财团
,

采取 了大力支持和保护措施
,

授予它们在对华业务中的特殊地位

和垄断权力
。

第二
、

反过来
,

这些银行或财团的在华活动
,

在很

大程度上须受政府对华殖民政策的制约
,

在银行团的重大借款合

同中
,

一般都掺杂了各国政府的政治意图
,

特别是善后大借款财

完全在各国政府直接干预下进行的
。

尽管国际银行团本身先后有过多次变化
,

但各国参加银行团

的成员大体上是有数的几家大财团
。

拿英
、

法
、

德
、

美
、

日
、

俄

六国银行团为例
,

它们的代表分别是汇丰银行
、

东方汇理银行
、

德华银行
、

美国财团
、

横滨正金银行
、

俄亚银行
。

这些银行或财

团
,

与其说是代表企业本身
,

倒不如说是代表企业背 后 的 列 强

政府
,

私人垄断和国家垄断是交错在一起的
。

它们中间
,

有的就
是国内的大金融工业资本集团的联合体 ①,

与各国政 府 本 来 就

关 系密切
。

有的则处于 “准国家 ” 银行的地位
,

如俄亚银行的前

身华俄道胜银行
,

早就被看作是俄国财政部的一个分支机构
。

日

本横滨正金银行的章程规定
,

该行总经理须 由国家银行副总裁兼

任
,

大藏省有监督权等 ②
。

德华银行的董事会是由德皇任命的
,

如在法国财团中就有法兰西银行 或译巴黎国家贴现银行 “ 。
。

’ 、

巴黎里昂信贷银 行 了
、

合股公司 即
法国振兴商工业合股 公 司

’‘ ‘ ‘ ‘ ‘

, 。 。 。 等十来家大财团参加
。

上
列三家则是法国三家最大的银行仕列宁选集 》第 卷第 页 》。

又如德华银行的
合股者有国内著名的四大 “ ,

字银行
,

即兑现公司管理处 。。 一
一 、

德意志银行
、

德莱 沂登银行
, 和达姆斯太国民银行 以及 另

外几家大财团参加
,

它们拥有金属业
、

机械业
、

交通业
、

化学业等几百个单位
。

列宁说过
,

上述的德国四大
“ ”

字银行可对工商界 “ 发号施令 ” 实行 “ 恐佑 主
义 ” ‘ 列宁选集 , 第 卷第 “ 页

,

说明它们的巨大势力
。

美国财团的参加瓷
也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有名的托拉斯

,

如康根公司 坤洛公
司

, · , 以及第一国民 银 行 五。 、

花旗银行 即纽约国立城市银行 一 水 。

周葆鑫 《 中华银行史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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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规定它必须为德国海外殖民利益服务
。

①所以上述几家银 行 名

义上是私人企业 ,

实际上都处于各国政府的严密监督之下
。

法国

在世界上被公认是政府控制资本最有效的一个国家
。

汇丰银行的

情况有所不同
,

在国内不算最大企业
,

但它早就得到英国外交部

的支持
,

取得了在华金融界的特殊地位
。

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
,

帝国主义列强在侵华过程中已出现过

金融资本的作用
,

但那时是分散的 自从成立 了国际 银 行 团 以

后
,

就出现了强权外交同金融资本相结合的垄断形式
。

这样
,

参

加银行团的各家银行或财团
,

与各国政府之间的勾结更加紧密
,

一般情况下就不会轻易地改变
。

很明显
,

越是垄断
、

集中
,

就越

能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
。

一家法国报纸在辛亥革命后评论对华借

款政策时说
“

资本团结合之 目的
,

原在防止各国银行单独行动
。

竞争投资不顾利害
,

势必令中国财政越加紊乱
,

终于引起列强干

涉
·“ 一若欲中国不生内乱

,

复于外人权利无损
,

惟有乘其危急
,

协力以致死命
,

牌其不能不听列强调度
。 ” ②这就是说

,

银行团已

不是单纯的牟利单位
,

而是列强手里的侵略工具
。

民国初年的著

名记者黄远生曾评论说 “ 银行团最酷之事
,

莫过鼓励其本国公使
,

指定各一银行
,

为各一国资本家之代表
,

实为共同监督财政之先

一著
。 ” ⑧我们从下面叙述银行团的具体活动中可以看出

,

所谓国

标银行团不是别的
,

就是帝国主义强权外交同金融资本相结合的
,

组织形式
。

国际银行团作为一种组织形式
,

有它的特点
,

其中最重要的

是一种 银行团 ’会议 ,, 一 ,

差不多 所

有重大的对华借款决策
,

都是在这种会议上作出的
。

它定期地在

伦敦
、

巴黎
、

柏林秘密举行
,

起到了银行团 气总部 ” 的作用
。

通

过与会的各国银行或财团成 员
,

上可以同各国政府取得密切联系
,

① 二 , 五 。 了

,

第 页
。

⑧
⑧

‘独立周报 , 第一年 年 第 号
,

转见 《革命文献》 第
、

合辑
。

《黄远生遗著 》 第 册第 页
。

,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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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对银行团驻华代表发出指令
,

是协调各国和金融资本活动的重

要环节
。

这种会议除了确定银行团的成员国问题外
,

主要议决事

项都与中国有关 一
、

拟订对华借款的项 目和提出借款条件 , 二
、

调

解银行团成员国之间为争夺权益引起的纠纷
。

尽管会
一

议议决的事

项都与中国有关
,

但除指定要有中国代表参加外
,

其他一概都是

背着中国搞的私下交易
,

实际上是一种国际分赃会议
,

这种会议

的主要参加者有伦敦汇丰银行经理阿 迪 斯
·

, 、

巴 黎 东

方汇理银行经理西蒙
、

柏林德华银 行 经 理 乌 毕 希
、

美国财团代表达比逊
· · 、

司戴德等

人 , 在六国银行团期间
,

又增加 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代表竹内
,

彼得堡俄亚银行总办维尔斯特拉特 , 。

就这样
,

与会的几个东西方金融寡头
,

可以在挥指间决定中国的

某些政治和财政命运
。

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国际银行团
,

对当时中国政局和财政产生

过极其重要的影响
,

特别是通过垄断借款攫取各种保证
、

监督和

优先权
,

成为列强合伙侵华的新形式
。

二
、

四 国银行 团和湖广铁路借款

一九一一年四至五月间
,

四国银行团与清政府先后签订两笔

巨额借款合同
,

一是湖广铁路借款合同
,

一是改革币制和振兴东

三省实业借款合同
,

其中以湖广铁路借款影响最大
。

早在一八九八年
,

清政府就把该路承筑权出卖给 了美国合兴

公司
·

,
。

以后由于发生

很多纠葛
,

到一九 五年
,

湖广总督张之洞以六百七十 五万美元的

高价赎回 了路权
,

交 由鄂粤湘三省官督商办或民办
。

但到一九

八年
,

清政府又命张之洞 时任军机大臣 兼任两湖粤汉路
、

那

境川汉路督办大臣
,

统筹两路借款兴建事宜
。

张之洞因在赎回路

权时借过英国香港政府的钱
,

就先与英国的中英公司代表核兰德
·

商洽
。

但淮兰德漫天要价
,

乘机勒索
,

要求由该

公司统管筑路
、

用人和购料一切大权
。

交涉数月
,

没有结果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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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德国驻汉 口总领事
、

德华银行经理柯达士 。 秘密与

张之洞接洽
,

表示愿以津浦路 “ 宽优 ” 条件提供借款
。

一九 九

年三月双方达成协议
,

签署了草约
。
这一下使英国财团着了慌

,

它不能容忍把长江流域的利益拱手让给德国财团占有
,

于是急忙

改派北京汇丰银行经理熙礼尔 与张之洞的代表重开

谈判
。

张之洞答应英国财团参加借款
,

不过仍坚持按津浦路借款

办法办理
。

最后英
、

德两国财团达成协议
,

共同承担两湖粤汉路

和部境川汉路的借款
,

并参照津浦路 “ 宽优 ” 条件签订合同
。

①

这时法国财团根据华中铁路公司协议的规定
,

也争着要分享这笔

铁路借款权利
,

三国财团背着清政府在柏林举行秘密会议
,

终于在

五月达成协议
。

六月六 日
,

三国财团与张之洞签署了两湖粤汉路

和鄂境川汉路也即湖广铁路借款草合同
。

② 七月六 日 ,

三国财团

之间为垄断今后的铁路借款
,

签订了组成三国银行团的协定
。

按协

定规定
,

三国资本可以单独与清政府谈判和签订各种铁路合同
,

但必须通知并允许其他未签字的财团也能按此协定原则分享各种

权益
。

③换句话说
,

三国银行团对湖广铁路实行国际垄断的原则
,

也适用于其他方面
。

但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

本来在中国
,

大国之间的竞争是

按 “ 实力 ” 、

按 “ 资本
”

来进行的
,

当暂时的均势被打破以后
,

立

即会引起新的竞争
,

直至牺牲中国主权使列强达成新的均势时才

能暂时休止
。

正当三国财团与清政府草拟合同条文时
,

美国政府

也采取了行动
,

强行要求清政府 “ 屐行 ” 一九 四年对美国所作

的 “ 保证
” ,

即在该路借外债筑造时
,

应尽英
、

美资 本 家 优 先承

办
。

④六月九 日
,

新任的美国国务卿诺克斯 正式 向

英国提出组成一个 “ 强有力 ” 的美
、

英
、

法
、

德四国银行团的建

②

③
、 ④

所谓津浦路 “ 宽优 ” 条件
,

就是把借欲和造路分为两事
,

合同双方只有债务关

系
,

借嗽由税收抵押
。

铁路趁遭和资理由中国幸握
,

但可璐用外国技师等
。

合同全文见王铁崖编 《中外旧约章汇编 , 第 册第 一 页
。

协定全文见马墓瑞
,

前引书
,

第 卷第 ”页
。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 年第 “ 一“ 页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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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

①十一 日
,

美国政府亲自出面组成对华借款团
,

并商定派原驻

奉夭总领事司戴德为财团代表奔赴欧洲
、

中国进行交涉
。

司戴德

初步活动的结果
,

使湖广铁路草合同原定上奏时间推迟了
。

但三

国银行团仍然反对美国财团以平等资格参加借款
,

为了争夺包括

任用工程师
、

购料和承包里数等各方面的利权
,

四方代表背着中

国进行 了长时期讨价还价
,

直至一九一 年五月二十三 日
,

才达

成一项四国银行之间的湖广铁路协定
。

当在分赃过程中
,

四国财

团以牺牲中国铁路主权来作为相互交易的筹码
,

搜 自把不属于湖

广铁路借款范围的川汉路延伸线也私下进行了瓜分
, ②这样 湖 广

铁路借款问题就不仅是一条路权的丧失
,

而是涉 及到一大片
。

一

九一 年十一月十 日
,

四国财团代表正式签署了一项组成四国银

行团的协定
。

这一协定与一年多以前的三国银行团的协定基本相

同
,

不过是把三国银行团的国际垄断
,

扩大为四国银行团的国际

垄断 它规定不论是哪个财团单独签订的各种借款合同
,

都应通

知并允许其他三国财团分担和分享各种借款的义务和权利
。

③很

显然
,

这不仅仅涉及某些铁路借款问题
,

而是四国银行企图包揽

除东北以外 因那里是 日
、

俄的势力范围 的全部铁路权益
。

其

后果是不堪设想

四国银行团达成协议后
,

就转过来合伙对付清政府
,

强迫它马

上签署湖广铁路借款正合同
。

当时
,

国内正掀起声势浩大的收回路

权运动
,

湖北绅民一度争回商办本省铁路的权利
。

为此清政府不

能同时把一条铁路既归商办又要拍卖给列强
,

使 自己陷人进退维

谷的窘境
,

于是一再与四国银行团密谋策划
。

结果
,

后者稍作让

步
,

暂时取消川汉路延伸线的要求
,

又把原拟的荆门州至汉阳的

支线
,

改为由宜昌至四川夔州府 ④的干线
,

并给予借款半数存放

政府银行的实惠
。

清政府即在一九一一年五月九 日悍然发布铁路

① 同上
, , 年第 ‘ 页

。

② 同上
,

年第 页
。

③ 协定全文见马慕瑞 ,

前引书
,

第 卷第 页
。

④ 魏州府原治奉节
、

巫溪
、

巫山等县
,

民国后废除
。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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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线国有化的上谕
。

五月二十 日 ,

邮传部尚书盛宜怀与四国银行

团代表正式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
,

借款总数为六百万英镑
。
①

铁路干线 “ 国有化 ” 政策
,

从根本上说是四国银行团逼出来

的
。

当事人盛宣怀曾解释说
“ 查四国借款合同不能消灭

,

所以提

议铁路国有
。

如铁路不为国有
,

则借款合同万不能签字
。

是铁路

国有之举
,

其原动力实在于借款之关系
。 ” ②说起来

,

激起清 末 保

路运动风潮的是清廷铁路 “ 国有化 ” 政策
,

而究其原委
,

罪魁祸

首实在是四国银行团
。

当清廷宜布铁路 “ 国有化 ” 上谕后
,

最先

表现出兴高彩烈的是四国银行团代表
。

美国财团的司戴德在上谕

颁布后的第二天给北京花旗银行经理梅诺克的信中说 “我 认 为

邮传部采取的措施将证明对中国非常有利
,

我也期望这将有利于

四国辛迪加
。

我强烈感到
,

在目前无论如何不能干出任何有损于

邮传部在这一事情上的地位
。 ” ③有利于辛 迪加和清朝统治阶级

,

必然就损害广大人民的利益
。

四国银行团在清末的两笔大借款
,

借款的总数达一千六百万

英镑
,

这是 自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八年间向俄法
、

英德财团三次借

款以来的又一次大借款
。

如果借款到手
,

无疑对清政府是一大支

持
,

但事实上至清廷临终时还是一纸具文
,

虽然银行团垫付过东

北实业借款四十万英镑
,

而杯水之急已挽救不了涸辙尺鲤的厄运
。

相反
,

四国银行团乘机夺取各种权益
,

徒然给清政府增添 了出卖

主权新纪录
,

就不能不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
。

三
、

四 国银行团在武昌起义后

的 “ 金融 中立 ” 政策

武昌起义后
,

清政府立即命陆军部尚书夜昌率军亲征
,

企图

一举扑灭革命火种
。

但战争一开始
,

筹愉就是一大问题
。

当时清廷

另规定可续借四百万英镑
,

见 《中外旧约章汇编 , 第 册第 一 页
。

见陈旭趁等主编 《辛亥革命前后 》 盛宜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 第 页
。

《花旗银行档 , 。。卷第 页
。

原件成上海档案馆
,

此译文承中国人民银行总
行金徽研究所翻译室提供 , 特此致谢

。

①②③

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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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库空虚
,

税款锐减 要发晌购械
,

唯一的办法是向外国借贷
。

从武昌起义后的第三天起
,

清政府就四出求援
。

到十月底
,

单是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
·

和四国银行团提出借 款

要求就有四次之多 一是十月十八 日
,

要求以延期偿付庚子赔款办

法提供财政援助和紧急垫款五十万两 二是十九 日
,

要求给予度

支部二百万两和邮传部一千万两借款 , 三
、

四两次是在十月底
,

要求按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办法
,

支付借款总数的一半即三百万英

镑
,

另外再借款五百万两用来稳定上海的金融市场
。

①对这一系

列借款要求
,

四国银行团没有明确的答复
。

这时清政 府 危 在 旦

夕
,

一再紧急呼吁
,

倒是非银行团成员国的 日本和其他资本集团

给予了一点 “ 声援
”。

这就是十月二十三 日
,

它司陆军部与 日本大仓

洋行签订二百七十多万 日元的购买武器合同 , 另是十 月 二 十 七

日 ,

由度支部载泽与法人郭都为代表的英
、

法
、

比财团签订一亿

五千万法郎借款合同
。

是不是四国银行团不支持清政府了呢 事实并非如此
。

当时

在北京的美国财团代表司戴德和法国的贾思纳
· · ·

“ 。

。 , 积极主张借款
,

他们对革命运动颇为反感
,

认为革命 不 会

给列强带来什么好处
, “ 只会导致无政府状态 ” ,

而且也不相信清政

府因此而垮台
。
②美

、

德
、

法驻华公使或代办在给各 自政府的报告

中
,

也有类似的看法
。

只有朱尔典稍有不 同
,

他认为现时提供借

款不太适宜
,

但如果要给钱的话
,

必须坚持有严格的借款监督条

件
,

并且清廷应让袁世凯 出来组织 “ 革新政府
” 。 ③不论怎么说

,

四国银行团并没有关闭借款的大门 , 之所以没有作出决定
,

主要

是在局势的急剧变动时刻
,

各大国之间还没有商定出合伙对付中

国的办法
。

因此美
、

英政府对立即提供借款持反对态度
,

法国政

① ‘英国外交部档案
,

朱尔 典 致 葛 雷 电
, , 年 月

、

日
,

月 日
。

转
弓 白

一 一 了 卜

, 《 , , 左兰 第 期
,

第
一 页

。

② 克罗莱 前引书第 页
。

③ 彼得
·

劳 《大英帝国与 日本 一 年 》 英文 第 页
。

、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府则表示要慎重
,

只有德国政府愿意 “ 慷慨解囊
” 。

十一月八 日
,

四国银行团的巴黎会议作出决定
,

暂取 “ 金融中立 ” 政策
,

并宣
称 目前中国局势混乱

,

不能考虑财政援助
,

一旦证实中国已建

立起 “ 负责政府
” ,

就准备谈判和提供借款
。

①不仅四国银行团停

了一切新的借款或垫款
,

以后还通过法国政府阻止郭都借款的

债券在巴黎金融市场上发放
,

迫使这笔借款合同取消
。

四国银行团的 “ 金融中立 ” ,

同各国政府在武昌起义后宣布的
“ 严守中立 ” 是相配合的

。

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
,

十一月三

日
,

全国最大商业城市上海光复
。

帝国主义面对这一形势不得不

有所顾忌
。

特别是在长江流域拥有巨大利益的英国
,

并不希望战

乱扩大和持续不断 , 这不仅会极大地影响它的商业和贸易利益
,

而且也耽心别国乘机千涉且引起国际争夺
,

因此认为在这一时刻

给任何一方提供借款都是不符合它的政治意图的
。

从另外一方面

看
,

帝国主义对清朝能否作它们的 “ 代理人 ” 维持统治
,

也已产

生了怀疑
。

除了日本政府作了别有用意的支持外
,

西方大国一般

都采取观望态度
,

而且越来越感到再用财力物力支持满清贵族把

持的政府
,

不仅无济于事
,

还会进一步惹起义和团事件的重演
。

英

国则期望能有一个 “ 强有力 ” 人物出来为清廷收拾残局
,

而又不

报害列强的既得利益
。

它们物色 了具有实力的野心家袁世凯
。

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后的第四天
,

被清廷重新起用为湖广总督

兼前线 “ 剿办 ” 事宜
,

十一月十六 日又奉命组成以他为总理大臣

的新内阁
。

在英国公使朱尔典的策动下
,

清朝政局发生两个重大

变化 一是袁世凯于十一月二十七 日向革命派提出停火建议和准

备和平谈判 再是十二月六 日
,

摄政王载津被迫下台
,

朱尔典自

供这是他认为 “ 唯一应干预 ” 的一件事
, ② 从而使袁世凯获得了

清政府的实权
。

但事情并不如此而已
。

就在载沐返归私邸不闻政

事的同一天
,

朱尔典就马上要汇丰银行为袁世凯提供借款
,

并建

①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 年 页
。

② 《英国外交部档案 》 ,

朱尔典致葛雷电
,

年 月 日 ,

转见彼得
·

劳
, 前引

书第 页
。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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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袁世凯向革命派解释借款 “ 有利于 ” 和谈和 “ 征得 他 们 的 同

意
。 ” ①这样既可维持所谓 “ 金融中立 ” 的姿态

,

又能帮助袁世凯
。

当晚
,

银行团驻京代表开会并连夜请示上级
,

要求授权垫款三百

万两
, “ 以便使袁世凯克服议和期间的困难

”。

②

但各国政府考虑就更多一点
,

因为这将涉及到列强之间许多

政治和经济利益
。

英国外交大臣葛雷 首先与各国 包

括 不是银行团成员的日
、

俄两国 进行密商
。

从十二 月初到二十

日
,

各国先后作了答复
。

德国政府仍持原来态度
,

认 为 不 必 把
“ 革党同意 ” 作为借款的 “ 绝对条件

”。

③法国
、

日本政府同意按

英国公使提议的办法垫款
,

但后者增加一条
,

即不能让垫款
“

用

于军事 目的
” 。

④美国政府先表示赞成 “ 小额垫款 ” 和借款的 “ 广

泛 国际化
” ,

后来又认为 目前形势 下 “ 任 何 借 款 ”
都 “ 不 是 时

机
”。

⑤俄国政府一直反对银行团的活动
,

特别不愿与美国在对华

祠题上实行金融合作
。

⑥显然
,

这时提供借款已不单纯是财政援助

问题
,

而具有严重的政治意义
。

由于各国在对待袁世凯态度
、

赞

成共和还是君主立宪
、

对议和前途
、

甚至对银行团本身的看法等问

题上
,

都存在一系列分歧意见
,

因此不得不把借款问题搁置一边
。

但迫使帝国主义不敢贸然行事的还是革命势力的发 展
。

十二

月十一 日
,

上海革命军外交代表伍廷芳发表声明
,

反对向清政府

提供任何借款
,

还通知上海的汇丰银行说
,

对这一类借款
,

革命

政府决不承认
。

由于革命派的反对和抵制
,

汇丰银行和
一

英国驻上

海总领事不得不电请朱尔典停止与清政府的借款谈判
,

以免引起

革命派发动抵制运动
。

这样
,

银行团的三百万两垫款计划没有实

现
,

仍然维持所谓的 “ 金融中立 ” 政策
。

心英国外交部档案》 年一 月 日朱尔典致葛 , 电
,

转 见 〔 。一

一 前引文第 页
。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 年第 页
。

孙瑞芹译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 》
第 卷第 。“页

。

同 ①
,

第 页
。

同 ② 年
,

第
、

页
。

《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 》 俄文 第 编第 卷上册
,

第 的号
。

①②③④⑤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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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二年二月清廷下诏退位
,

袁世凯窃取临时 大 总 统 职

务
,

这时四国银行团立即恢复与袁世凯的借款谈判
,
并在二月二

十八 日交付第一次垫款二百万两
。

以后
,

不仅临时性垫款源源而

来
,

而且还开始了巨额的善后大借款谈判
。

形势已大有利于袁世凯

的统治
,

因此银行团所谓的 “金融中立 ” 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

四
、

从四 国银行团到六 国银行团

四国银行团是由西方的英
、

美
、

德
、

法财团组成
,

没有包括

在中国东北拥有侵略势力的 日
、

俄两国财团
。

在清末四国银行团

签订的币制实业借款中
,

由于合同第十六条保证给予今后借款的

优先权
,

并规定以东北税款担保
,

这样就触犯了 日
、

俄的利益
,

因而引起它们的抗议
,

以致使这笔借款的债券始终未能发行
。

很

显然
,

四国银行团要全面垄断对华借款
,

还必须与 日
、

俄合伙才

能办到
。

从那时起
,

西方大国与日俄之间为合伙干预中国借款
,

一直在暗中进行交易
。

在四国银行团所属的国家中
,

英
、

法两国分别与日
、

俄有政

治上的同盟关系
,

它们与美国在涉及东北问题时所采取的立场是

不同的
,

尤其在欧洲面临着德国威胁的情况下
,

更不愿意伤害它

们东方盟友的利益
。

法国政府早于一九一一年七月正式照会俄国

政府给予了这样的保证
。

辛亥革命后
,

美国的银行团政策也稍有变

化
,

在列强 “ 协调一致 ” 的名义下
,

提出对华借款
“

广泛国际性‘

的主张
,

十二月初
,

美国财团曾提出建议
,

邀请 日
、

俄两国参加
银行团

。

但 日
、

俄两国对银行团的活动一直抱怀疑和对立的态度
。

俄国

政府一心想搞垮四国银行团
,

它试图利用与法国的同盟关系
,

要求

法国退出四国银行团
,

然后另外组织以俄法为首的垄断中国北部
借款的新财团

。

为此 目的
,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
,

俄国外交大臣沙查

诺夫 八 。 、

彼得堡俄亚银行总办维尔斯特拉特专程访

问巴黎
,

同法外交部长德
·

塞尔夫
、

巴黎东方汇理银行经理西蒙举

行会谈
。

沙查诺夫要求法国退出四国银行团
,

以促使它垮台 , 但德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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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夫不愿放弃法国银行的在华利益
,

认为不如俄国 加 人 银 行

团
,

使俄
、

日
、

英联合一起 “ 在银行团中取得优势
。 ” ①这次会谈

没有达成协议
。

一九一二年二 月
,

一个有俄亚银行参加的英
、

比

财团正策划给袁世凯提供一笔借款
,

以此同四国银行团竞争
。

②

日本政府采取另外一种办法
,

它让大仓
、

三井等财团出面
,

不理

睬银行团的垄断权力
,

直接向南方革命派提供汉冶萍
、

招商局
、

沪杭铁路三笔借款
,

企图乘机把侵略势力扩张到长江流域
。

新的借款竞争
,

使四国银行团的垄断局面受到一定威胁
。

为

了维持列强之间的 “ 国际合作
” ,

二 月十七 日即袁世凯被选举为临

时大总统后的第二天
,

伦敦汇丰银行经理阿迪斯向英国政府提议

说 现在邀请 日
、

俄参加银行团 “ 正是时宜
”。

他的建 议得到了葛

雷的批准
。 ③三月十二 日 , 四国银行团在伦敦会议上决定分期给

袁世凯一千三百万两垫款
,

并答应善后大借款的要求
,

同时正式

向俄
、

日两国发出邀请
,

以便共同分享借款的权利和义务
。

日本政府在三月七 日已表示 由于大借款具有明显的 “ 政治

性质
” ,

因此它的参加是必不可少的
。

三月十八 日就指派横滨正金

银行与四国银行团谈判加人的条件
,

它提出的条件有如下几点

一
、

日本承担的债券应允许在国外市场上发放
,

二
、

借款不能损

害 日本在南满以及南满毗邻的内蒙东部的特殊利益
,

三
、

在聘用

技师等方面应利益均等
,

四
、

修改或取消币制实业借款合同的第

十六条规定
。

④

这时
,

俄国仍坚持它的反对立场
。

沙查诺夫继续向法国施加

压力
,

并恫吓说 如果给 中国提供巨额借款
,

就会 “ 引起亚洲国

家反对欧洲列强 ” 的严重后果
。

他声称
,

俄国 “ 最接近中国
” ,

不

① ‘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 , 第 编
,

第 卷上册
,

号

② 英比财团由英国的许乐德公司
、

东方银行等
,

比国的合股公司
、

海外银行等联
合组成

,

俄亚银行也是成员之一
,

但俄外交部指令它只能作为一个不出面的今
加者

。

三月十四 日 ,

该财团与唐绍仪签订了一百万英镑借欲合同 曾垫付二十
五万英镑

,

但由于四国政府和银行团的反对以及俄国政府态度的变化
,

合同在

五月二 日被迫取消
。

③ 彼得
·

劳
,

前引书
,

第 页
。

必
《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 , 第 编

,

第 卷下册
,

号
。

附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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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为此付出代价
,

这样是不符合三国协约的利益的
,

他甚至威

胁要用 “ 武力 ” 迫使中国政府放弃借款
。

① 实际上
,

俄国正借此

机会进行要挟
,

勒索在满蒙和新疆的特权
。

在俄国咄咄逼人的姿

态面前
,

西方国家采取圆滑的态度
。

美国和英国政府分别照会俄

国说 只要俄国与各国 “ 行动一致
” ,

它可以采取措施 “ 保护鉴于

条约或协定所具有的权利和利益
。 ” ②但对俄国提出的新要求却避

而不管
,

不作明确表态
。

法国政府早就主张迁就俄 国
,

一再 保

证不会忽略它的利益
,

劝它依靠俄法
、

日英同盟关系
,

在银行团

里取得 “ 一个多数 ” 地位
。
③在这种情况下

,

俄国政府于 四 月六

日指派俄亚银行与四国银行团谈判
,

并训令其代表提 出 如 下 条

件 一 借款不得用于满洲
、

蒙古
、

东土尔克斯坦 即新疆 有

关企业
,

二 在聘用技师上有同等权利
,

三 反对银行团有垄

断权
,

四 俄国必须参加币制实业 借 款
。

④五月十五 日
,

六 国

银行的代表在伦敦举行会议
,

日
、

俄代表在会上根据各自政府的

训令分别提出了要求
。

但四国银行代表认为
,

这些问题属于政治

范围
,

银行团无权讨论并表示拒绝 另方面
,

在如何发行债券向

题上也存在分政
。

日
、

俄两国本来资金匠乏
,

它们要求把承办的

债券由本财团在国外金融市场上发放
,

不受银行团的限制
。

⑤四国

银行的代表当即表示反对
,

使会议陷人僵局
。

六月初和十八 日至二

十 日 ,

会议移到巴黎继续进行
,

在法国的圆场和撮合下
,

双方经

过几番激烈争论
,

终于达成了妥协
,

签署了内部协定
。

按协定规

定
,

各方平均承办借款份额和责任
,

共享权利 俄国可以通过比

国财团在布鲁塞尔发行不超过三分之一的债券 日本名义上承担

① 张蓉初译
, 《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

, ,

第 页
。

②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 年
,

第 页
。

③ ‘法国外交文件 , 《黄皮书 , 第 编第 册第 页
。

④ 《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 , 第 编
,

第 卷下册 号
。

⑤ 日本搜滨正金银行要求 日
、

法合资的 日法银行在欧洲金傲市场寡集资金
。

俄国
财团本来是 由俄亚银行和英

、

比
、

法国等时团组成
,

主要成员与英比财团完全

一样
,

此外还有法国的施毕策公司 人 “ 和比国的铁路合股 公

司 亡 毛 , ,

所以俄国财 团

的大部资全也得依命欣洲金傲市场提供 ,

实际上是要求由不属于银行团的英比
法附团来分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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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分之一
,

实际上后来都作为
“

余股
”

转让给英
、

法
、

德国财团
,

分别在伦敦
、

巴黎
、

柏林等地发行
。

此外
,

在议事录中还决定满足 日
、

俄的政治要求
,

保证每一财团
“ 不办理为其政府所反对的业务

” ,

同意 日
、

俄 “ 在利益有所抵触

时
,

可以退出本协定
。 ” ①于是六国银行团宣告正式成立

。

但是由

于各国之间矛盾重重
,

六国银行团的内部协定并没有涉及一九一

一年十一月的四国银行团协定
,

两者实际上是截然分开的
,

在东

北范围内
,

日
、

俄财团仍保留了单独的借款权
。

六国银行团的内部协定
,

实际上是各国背着中国搞的又一次

政治交易
。

日
、

俄两国达到了预期的 目的
,

银行团保证不承办与

它们 “ 利益有所抵触 ” 的业务
,

等于承认了两国在东北
,

蒙古等

地的特殊利益
。

英国外交部曾供认说
,

由于在谈判中始终受到有

法国为后盾的俄国的压力
, “ 出于政治上的原因

,

不得不达成协

议 ”。

②所谓的 “ 政治原因
” ,

无非是列强之间为牺牲中国主权来满

足各自的侵略野心
,

这就势必为争夺势力范围而引起 更 大 的 竞

争
。

我们将在下面看到
,

六国银行团是这 一垄断组织的极峰时期
,

要不了多久
,

它就从这个极峰走向下坡
,

出现 了瓦解的征兆
。

其

次
,

对中国来说
,

六国银行团的成立
,

造成 了更大的威胁
。

银行

团凭借对华借款的
“

绝对
”

垄断权
,

从此提出的借款条件越来越苛

刻
,

各种勒索接踵而来
。

五
、

善后 大借款和 “ 二次革命 ”

国际银行团为袁世凯提供五次垫款和善后大借款
,

同时都提

出了空前严酷的借款条件
,

主要是要求 “ 财政监督权
” ,

企图借此

来达到控制中国的 目的
。

一
,

关于垫款的条件
。

四国银行团在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八

日支付第一次垫款以后
,

第二天又接到唐绍仪提出三 至 六 月 或

七
、

八月的垫款要求
。

三月九 日
,

四国银行团通知袁世凯关于荃
① 马基瑞 前引书

,

第 册
,

第 一 页
。

⑧ 彼得
·

劳 前引书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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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的条件四点
,

其中主要是 一 北京政府必须以盐税为担保
,

先交付金镑国库券为凭据 二 此后所需垫款和善后借款
,

应允

四国银行团优先承办
。

袁世凯亲自签名复函
,

完全接受银行团的

条件①
。

当天
,

银行团支付第二次垫款一百一十万两
。

五月十七

日
,

双方又就垫款监督条件达成临时协议
,

其中包括 成 立 稽 核

处
,

聘用洋员会签支款清单 财政部采用新式帐 目
, ,

将支款清单

交洋员查核公布 由政府委派高级将官会同各地海关税务司
,

监

督和查核遣散各省军队支款并会同划押等
, ⑧这些监督条款 达 成

协议后
,

银行团在五
、

六月间
,

支付第三
、

第四
、

第五次垫款
,

每次

三百万两
。

但苛刻的垫款条件不仅涉及到财政领域
,

而且扩大到

了军事范围 监督权则完全由洋员和海关税务司来把持
,

无异使

政府的某些的财政
、

军事职权都落人帝国主义列强手里
。

从五月

十八 石起
,

银行团在第三次垫款后就指派德国人龙伯 ‘

为洋稽核员
,

规定有关垫款的任何支付命令
,

均要有龙伯签字
“

才

有效 ”。

③直至九月大借款谈判中断
、

垫款停止支付时
,

这位洋稽

核员才被撤消
。

二
,

关于善后大借款的条件
。

唐绍仪在二月二十九 日提出半

年内紧急垫款的同时
,

还正式就今后五年内提供六千万英镑的善

后大借款问题
,

开始与四国银行团驻京代表谈判
。

但在三月十二

日的伦敦会议上
,

银行团提出严厉的监督条件
,

迫使唐绍仪在三

月十四 日另与英比财团签订了借款合同
。

这时
,

四国银行团恼羞

成怒
,

指斥中国违反三月九 日诺言
,

勒令取消这笔借款
。

唐绍仪不

得不屈服于银行团的压力
,

被迫赔礼道歉
。

六月二十 日六国银行

团成立
,

二十四 日
,

驻京的六国银行团代表会见北京政府外交总

长陆征祥
、

财政总长熊希龄
,

正式递交了进一步垫款和善后大借

款的条款
,

其主要内容有如下几点 一 中国政府负责提出借款

支用的详细清单
,

由六国银行团监督其用途 , 二 作为抵押的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 , 年第 , 一 页
。

商劳 《银行团借债及垫欲之交涉 , ‘东方杂志 , 第 卷第 号第 了页
。

一花旗银行档 》 卷第 页
。

①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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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税
,

须由海关或类似机构来管理 三 在善后借款合同规定的

五年内
,

中国不得向银行团以外的银行借款 , 四 在此期间
,

银

行团应为其财政代理人
。

①这种骇人听闻的监督条款
,

连熊希龄也

大吃一惊
,

不敢贸然划押
。

他叹息说
,

前清政府签署 了铁路借款

合同
, “ 违背民众意愿

” ,

结果爆发了革命 如果本政府接受这样

的条件
, “

必将遭到同样的命运
” 。

他乞求把借款数额 夜为一千万

英镑
,

同时 “ 放宽
” 借款条件

。
②但银行团根本不作回答

,

熊希龄

被迫辞职
。

为了打破六国银行团的垄断地位
,

北京政府又暗中与英国一

家克利斯浦财团进行谈判
,

八 月三十 日签订了一笔一千万英镑借

教合同
,

借款以盐税担保
,
没有其他监督条款

,

签 字 后 在 九 月

二十四 日交付五十万英镑垫款
。

③这笔 借 款
,

对 袁 世凯政府 来

说正是求之不得
,

但各国政府在得此消息后
,

如同对待英比财团

借款一样
,

立即采取对策
,

首先是提出正式抗议
,

然 后 强 行 要

求 如果借款合同不取消
,

则中国政府必须于十二月底偿清所有

庚子赔款到期欠款和其他外债的欠款
。

在列强的压力下
,

克利斯

浦借款合同在十二月二十三 日宜布作废
。

这些情况表明
,

北京政府已掌握不住财政命运
,

中不破六国

银行团的垄断罗网
。

八月上任的财政部长周学熙不得不与银行团

重开交涉
,

祈求可能接受的借款条件
,

但银行团执意必先取消克

利斯浦借款合同才同意商议借款条件
。

至十二月下旬克利斯浦借

款合同取消
,

银行团则把借款条件稍作变动
,

这样才达成初步协

议
。

据周学熙向议会提出的借款 “ 特殊条件 ” 来看
,

主要有如下

几条
,

一 指明用途并开列清单
,

二 支款须按审计处规则办

理
,

三 规定盐务稽核所办法
,

四 限制续借和不准另借等条

①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一 年
,

第 一 页
。

② 同上
, , 年第 弓 页

。

③ 克利斯浦
·

财团由如下几家伦敦大银行组成
, 如会意特银行

,

京都
省银行

、

伦软西南银行等
。

它们极力想打破英政府给于汇丰银行对华借欲的鑫
断地位

,

曾在国会中引起激烈争论
。

袁世凯总统顾问
、

前英伦 《奉晤士报 , 记
者其理循

·

“ ”” 在摄合这笔借欲中起了 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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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①

本来借款条件既已谈妥
,

合同就该签字了
。

但各国银行代表

为争夺监督权展开了一场搏斗
,

持续时间达半年左右
。

原来按借款条件规定
,

北京政府必须设置盐务稽核所
、

审计

处
、

外债室等机构
,

聘请洋员来执行监督权
。

最初
,

北京政府提

名三人
,

即丹麦人欧森
、

德人龙伯
、

意人罗西
,

分任上述三个机

构的顾问
。

但法国认为应按国籍分配
,

设六个席位各占一席 德

国则力争盐务稽核所的洋总办的职务
,

理由是英国早已掌管了海

关权
,

法国掌管了邮政权
,

因而盐政管理权应归它掌握
。

各国相

持不下
,

几至决裂 , 直至合同签字那天才算分脏妥当
。

后来袁世

凯发布聘任名单如下 英人丁恩
· “ 为盐务稽核所洋总

办
,

德人斯泰老 为上海盐务稽核所洋所长
,

俄人克内维罗夫
·

和法人马肃
·

为 审

计处洋稽核
,

德人龙伯为外债室洋稽核
,

一九一三年六月龙伯去

世
,

‘

由上海德华银行经理樊馥
·

继任
。

②

在这次争夺中
,

美国没有捞到好处
。

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早

在二月二十一 日中就埋怨说
,

银行团不再是 “ 国际合作 ” 组织
,

而是某几个 “ 利益相同的大国
”

来合伙达到
“

自私的政治目的
” 。

⑧

驻法国的美国大使主张解散银行团
,

让中国 “ 自由借款 ” ,

由美国

另外组织的新银行团提供 “ 援助 ” ,

以 “ 得到中国好感
”。

④ 三月

十八 日
,

美国新任总统威尔逊
·

宣布对华政策时
,

表

示不再支持美国财团留在六国银行团内
。

这样
,

美国财团在二十

一 日正式退出
,

于是六国银行团又成为五国银行团了
。

如上所述
,

五国银行团正为争夺监督席位闹得不可开交
,

又为

增加半厘利息和佣金问题上纠缠不休
,

看来大借款遥遥无期
。

四

月二十 日
,

周学熙不得不秘密去天津同另外一些英
、

美财团商洽借

,

① 《东方杂志 , 第 卷第 期第 页
。

⑧ 一远东时报 , 一 一 一‘ , , 一 , 年 。月第 期第 页
。

⑧ 一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一 一 年第一 一页
。

④ 同上
, , 年

,

第 忿页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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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

五国鉴于美国财团退出和北京政府想摆脱控制会导致银行团

瘫化
,

因而一方面阻止天津一些英美财团的借款活动
,

另方面

就向袁世凯施加压力
,

要他把周学熙找回来立即与银行团签订借

款合同
。

与此同时
,

袁世凯指使刺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的案情已

被揭露
,

南方革命派发动了猛烈抨击
,

国内形势十分紧张
。

袁世

凯知道不使用武力镇压已制服不 了反对派
,

他决心全盘接受五国

银行团的借款条件
,

以便用洋款作战争准备
。

人称 “ 二 总统 ” 的

袁世凯心腹梁士治曾这样说过
“

行政当局颇欲得外援筹军费
,

为

对内立奇功计
,

因别有所图
,

至是合同 即指善后大借款合同 —
引者 遂告成立 ”。

①这是促使大借款告成的重要原因
。

四月二十六 日凌晨
,

大借款合同正式签订
。

借款总数为二千

五百万英镑
,

其中英国财团和法国财团分别承担七百五十万英镑

左右
,

各占总额百分之二十九点七
,

德国财团承担六百 万英 镑 左

右
,

占总额百分之二十四
,

俄国财团 包括比国财团 分担四百万

英镑左右
,

约占总额的百分之十六
,

另外百分之六为 银 行 的 佣

金
,

日本财团实际上没有承担股分
。

②从上述分摊比 例 看
,

善后

大借款主要是欧洲大国的一次对华借款 反映了这些国家通过支

持袁世凯来控制中国财政的意图
。

按合同规定
,

借款 年 息 为 五

厘
,

以票面价值的九折付款
。

用途都有明确规定
,

首先是偿付庚子

赔款的结欠
、

币制实业借款垫款
、

过去的外债欠款
、

银行垫款等
,

,

所以说起来银行团借款二千多万英镑
,

实际上大部分仅是办理一

次转帐手续而已
,

根本不用拿出现钱来
。

经过上述几项扣除以后
,

袁世凯所得不过百分之四十左右 而大借款合同的签订
,

造成国

家主权的丧失
、

经济上的损害则是空前未有的
。

首先是经济上的损失
。

借款年限长达四十七年
,

超过历史上

任何一次借款限期
,

年限越长
,

利息就越多
,

单是这一项就得付

出四千二百八十五万英镑
。

其次债券按票面价值打九折
,

加上银

①

②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 》 上卷第 页
。

见雷麦著
、

蒋学楷译 ‘外人在 华 投 资 , 第 页
、

扭页
、

刁 页一 。页
、

页
。

《 中外旧约章汇编 》 第 册第 一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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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佣金百分之六
,

中国实收仅百分之八十四
,

损失四百万英镑
,

这也是近代公债史上少见的
。

再是作为抵押的盐款
,

一律先浮人

外国银行
,

存息低
,

借息高
,

两者相差的损失为二百四十七万余

镑
,

另外还有汇费损失
、

垫款利息损失
、

汇率损失等等
。

总之
,

这些利息和损失约为五千一百万英镑
,

加上偿付本金二千五百万

镑
,

共计七千六百多万镑
,

为原借款的二倍多
。

这给中国人民带

来了何等沉重的负担

再说政治上的危害和后果
。

如果我们拿银行团在武昌起义以

来对待袁世凯和革命派的态度相比较的话
,

情况在一开始就是清

楚的 它对前者是支持
,

对后者是反对的
。

虽然银行团在民国元
年的垫款中

,

有一部分是交付南京临时政府作为遣散革命军队的

费用
,

但 目的是为减少对帝国主义的威胁
,

同时也为袁世凯铲除

异己武装
。

伟大革命先驱者孙中山
,

是以欧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为其

革命蓝图的
,

在他的建国方略中从不反对利用外资来开发 中国资

谏
。

辛亥革命前后
,

他为革命和建设募集资金
,

曾向欧美各国寻

求财政援助
,

包括直接与银行团进行接触
。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
,

孙中山在回国途中路过伦敦的暂短停留期间
,

曾通过中介人约四

国银行团代表商谈
,

希望他们停止给清廷贷款
,

而向革命派提供

封政援助
,

但无结果
。

随后
,

孙中山抵达巴黎与东方汇理银行经

理西蒙会晤
,

同样要求法国财团能支持临时政府
,

也遭到拒 绝
。

①

总之
,

孙中山受到欧美金融界的一片冷遇
,

是空着两手回到国内

的
。

相反
,

银行团对袁世凯却是一片热心
,

如象我们在第三节中

所说的
,

要不是银行团顾忌中国革命势力的抵制
,

恐怕在武昌起

义后不久就会把钱送到袁世凯的手里 当然也有勒索
。

民 国 元

年
,

袁世凯几次急需用款时刻
,

如三月初京津兵变
、

六月端午的

传统发晌时节
,

尽管列强并未承认袁记政府
,

借款条件也尚未谈

但仍有源源不断的银行垫款
,

帮助他度过难关
。

在清末民初
,

张振麟 《辛亥革命期间的孙中山与法国 》 , ‘近代史研究 》 年第 期第 “ 一

页
。

,一①妥一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清政府无钱关晌
,

孙中山回国时一文莫名
,

结果都敌不过有银行

团为奥援的袁世凯
。

善后大借款的签订
,

则直接成了 “ 二次革命 ” 爆发和失败的

重要原因
,

因袁世凯正是利用这笔大借款 另外还有几笔借款
,

发动了对南方革命派的军事讨伐
。

朱尔典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

曾透露说
“

他 指袁世凯 —引者 在未确保财政来源之前
,

一

直保持最大限度的守势和克制
, ·· · ··

一旦善后大借款取得成功
,

为北军提供了动力
,

他就向顽抗的省份发出警告
,

同时把军队开

赴汉 口
、

长江一带
··

一
” 。

①朱尔典这番话很清楚地说明 袁世凯

在这以前口 口声声要消除 “党见
” ,

并邀请南方革命领袖北上 “ 共

商国事 ” 等等
,

原来都是一种假象
,

实际上他是在等待银行大借

款的签字
,

为消灭革命势力筹备足够的军费
。

银行团的
“

善后
”

借款实际上有两个意图
,

一是对中国实行财

政监督 , 二是支持它所选择的一派政治势力
,

具体来说就是支持

袁世凯
。

孙中山对这方面是有所察觉的
,

所以他的借外债
,

主张
“ 脱离国际关系

,

俘成个人交涉
,

方无后患
” , ② 即反对银行团的

借款垄断权
。

当一九一二年五月银行团提出借款监督条款时
,

同

盟会就发起过国民捐运动
,

用募集国内资金办法来抵制借款
。

各

地特别是南方各省的商
、

工
、

军
、

学界纷纷响应
,

一 度 颇 有 声

势
,

以致使朱尔典感到这场运动 “ 有类似反对湖广铁路借款的不

祥之兆
”。

③他要求袁世凯采取严厉措施加以制止
。

善后大借款合同签订后
,

全国掀起了更大反抗浪潮
。

面临南

方革命派的反抗
,

袁世凯加紧勾结帝国主义
,

阴谋策划军事镇压
。

与武昌起义时不同
,

这次帝国主义列强虽然在表面上都宣称
“ 不介人

” ,

但已无法协调一致发布 “ 中立 ” 声明
,

因各国立场不

完全相同
。

日本正利用这场战争谋取它的利益
,

暗中派人参与南

① 《蓝皮书 , 年
,

中国第 号第 页
。

② ‘总理全书
。

演讲 , 上册第 页
。

③ 《英国外交部档案 , 朱尔典致葛雷
, , 年 月 日 ,

转 自 《 , ‘

, 》 , 年第 号
,

第 一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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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革命派的反袁活动
。

西方列强则表示拒绝调停争端
,

他们估计

袁世凯可稳操胜券 , 南方革命势力得不到上海和各省城市商民的

支持
,

决不可能持久
。

英国驻华代办艾斯敦
· “ 甚至建议

,

由五国银行团出面发表一项联合声明
,

向南方革命派提出警告
。

①

这时美国虽已退出银行团
,

但它在五月二 日率先单独承认袁记政

府
,

这 当然是支持袁世凯的重要表示
。

七月
, “ 二次革命 ” 爆发

,

英
、

美
、

德
、

日
、

法五国军舰云集长江下游
,

进行严密监视
。

各

国又派遣水兵在上海登陆
,

与当地的 “ 义勇队 ” 一起驻防租界和

闸北地区
,

还警告革命党人 “ 不准利用租界散布诽谤和攻击政府

的言论
” 。

②西方列强袒护袁世凯的倾向
,

比武昌起义时期要露骨

得多
,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善后大借款的成交
,

使两者的勾结更

加紧密
。

袁世凯发动对革命派的讨伐
,

实际上背后有帝国主义在

鼓动
。

朱尔典在大借款签字后的第二天曾向英政府报告说
,

他主

张马上签订合同的理由之一
,

是为了 “ 在与国民党斗争前夕鼓励

袁世凯
” 。

③

事实上
,

银行团的大借款对袁世凯是帮了大忙
。

他拿了这笔

钱的一部分 其中大部分要偿付欠款 发放军晌
、

稿赏部下
,

收

买行贿等
,

极大地有利于他的军事进攻和阴谋活动
。

就在借款合

同签订后的第三夭
,

银行团以从未有的速度向袁世凯政府财政部

拨款五十万英镑
。

这笔钱的一部分分送给驻扎于党州
、

徐州的张

勋
、

徐宝山部
,

名为军晌或裁兵费
,

实为发动内战的堆备
。

战争

一开始
,

巡逻长江的北军海军有同情南方的倾向
,

袁世凯立即拨

发军晌
,

稳定了阵脚
,

又收买 了南军的某些军官为他所用
,

使袁

世凯在一开始就在战场上占了上风
。

④在上海
,

北军的舰队 和 江

鱼制造局的开支
,

大部分是靠银行团大借款来维持
。

⑤一 般 说
,

① 位得
·

劳
,

前引书
,

第 页
。

②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 年
,

第 页
。

⑧ 《英国外交部档案 , ,

朱尔典致葛雷电
, , 年 ‘ 月 日 ,

转 自 《 。 。

。》 年
,

第 号第 页
。

④ 房进 ‘ 日本人与孙中山 》 英文 第 一 页
。

⑤ 中国史学会编 ‘辛亥革命 , 第 册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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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革命派发动讨袁战争是仓促上阵的
,

不仅国民党领袖中意见
、

不一致
,

而且在军力上也无法与袁世凯的北洋军相比 但袁世凯

利用银行团的借款作为军费
,

不能不说是革命派迅速崩溃的重要

原因之一
。

到底袁世凯有多少战费来 自善后大借款
,

已无从统计
,

不过

美国驻华代办卫理
· · “ 在战争平息后的一份报告

中提到大借款情况时说 , 这笔款子
, “

除尚末交给政 府 准备用于

盐政和行政改革的四百四十万英镑外
,

大概都已消耗殆尽
, ”

他还

听说
,

政府还 “ 亏空了二千万美元
” 。

①这就是说
,

袁世凯从大借

款中除了扣除偿付欠款和整顿盐政等费用外
,

绝大多数已转用于

镇压 “ 二次革命 ” 的军事开支
。

从根本上说
,

帝国主义列强支持袁世凯发动对革 命 派 的 讨

伐
,

主要是为扩展它们在华侵略势力
。

但就当务之急来说
,

却是

支持袁世凯控制全国的盐税和其他税款收入
,

因为大借款的担保

是用盐税和其他税收作抵
,

如果袁世凯控制不 了全国的税款
,

那

么银行团大借款的偿本付息就要落空
。

如以江苏为例
,

该省摊派

作抵的中央税款为三百六十万两
,

盐税收入估计有一 百 五 十 万

两
,

共五百余万两
,

这是一笔令人垂涎的财富
。

但在
“

二次革命
”

前
,

江苏省基本上控制在革命派手里
,

处于半独立状态
,

这样即

使借款合同规定 了严密的监督条款
,

也不过是一纸空文
。

西方列

强认为
,

如果袁世凯断绝财政来镰
,

或者收入不足
,

他的地位肯

定保不住
。

美国代办在八月二十二 日的报告中说得很清楚
“

中国

现时最大的问题是财政问题
,

只要反叛的头 目保持着地方军队
,

拒绝向北京解款
,

那么北京政府只能不断削弱下去
。 ”

·

⋯解除反

叛议 员和逃亡都督的职务
,

有助于中央控制这些省份
,

从而也就

控制了地方税款
。

如果做到这一点
,

共和国就会比过 去 更 加 强

盛
” 。

② “
二次革命 ” 失败

,

袁世凯势力遍及全国
,

各地财库 也 就

统归他来控制
,

不久财政收入就大有改善
。

据北京花旗银行的梅

①

卿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 一, 年
,

第 页
。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 年
,

第 一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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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克在十二月十六 日给司戴德的报告说 现在北京政府 “ 比革命

前 指二次革命 —引者 任何时候都好
。

我想产生这一感觉
,

主要是因为盐税大有改善
,

已有两个月
,

中央政府每月的盐税收

入达到三百万元
。 ” ①这比过去一月仅十几万盐税收人要强多了

。

六
、

垄断引起更大的竞争 —
国际银行团的解体

袁世凯统治时期
,

列强的侵略势力得到了进一步扩展
,

而首先

从中捞到好处的是帝国主义的各种财团
。 “

二次革命
”

以后
,

清末签
’

订而因革命中断的湖广铁路借款合同
, 又重新提到 日程上来了

。

一九一三年九月十二 日
,

原四国银行团同袁世凯政府的交通部签

署了一项补充协定
,

增加了原合同中没有的查帐制度和聘用洋稽

核员的条款
, ②湖广铁路才正式投资施工

。

但四国银行团还 不 满

足于获得该路两湖段的权益
,

于一九一四年一月再次致函交通部

总长周自齐
,

提出了新的勒索
,

借口湖广铁路延长至 广 州 才 有
“ 商业价值 ” 为理 由 , 强行要求把广东铁路商办一案撤消

,

由四

国银行团提供必需的资金兴建
。

⑧这样 一 来
,

在前清 时 期 张 之

洞
、

盛宣怀还不敢贸然出卖的湖广铁路粤路段主权
,

到民国时代

的袁世凯手里被轻易地断送 了
。

除此以外
,

自一九一二年九月至

一九一四年大战爆发前夕
,

袁世凯强行收回各省商办铁路权利多

起
,

先后与各国财团签订大量铁路借款合同
,

如 陇 海 路
、

挑 南

路
、

浦信路
、

钦渝路
、

宁湘路
、

沙兴路
、

同成路等等
,

总里数达

一万一千公里
。

据估计当时全国已修铁路才六千公里
,

而袁世凯

在两年时间内就出卖路权超过原有铁路的一倍左右
,

又一次引起

了各国争夺中国铁路权益的高潮
。

“ 二次革命
”

后
,

银行团本身也出现 了分裂
。

各国财团在拚命

争夺各种借款权利的过程中
,

已根本不理会银行团的垄断协定
,

① 一花旗银行档一 卷第 页
。

② 中外旧约章汇编 》第 册第 页
。

⑧ 一花旗银行档 , 卷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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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其是
,

重新展开了大竞争
。

一九一二年八月
,

德国财团代表

首先在银行团内提出建议
,

要求把实业借款同财政借 款 区 别 开

来
,

允许各国财团自行承办各种铁路借款
,

无须经银行团同 意 ①
。

一九一三年开始
,

银行团就为这一问题展开了争论
。

一月十一 日
,

六国银行团 当时美国还未退出 在伦敦举行会议决定 “ 开放 ”

实业借款和铁路借款
,

由各国银行团自由竞争
,

但英国银行代表

仍坚持要求订出几条限制条款
, ②以此来弥补裂缝

。

但由于 不 久

美国财 团退出了银行团
,

再加上来自银行团内外的美
、

英
、

比
、

法
、

奥地利一些资本集团拼力争夺
,

终于打破了这一垄断组织的

藩篱
。

同年九月
,

英
、

法
、

德三国银行代表举行会议
,

撤消了原

四国银行团一九一 年十一月垄断铁路借款的内部协定
,

终于承

认了实业借款中各国财团早已自由行动的既成事实
。

在这以后到大战爆发
,

五国银行团争议的主要问题是新币制

借款和第二期善后大借款问题
。

原来在清末签订的币 制 实 业 借

款
,

由于 日
、

俄两国的反对而一直未能发行债券
。

但签订合同的四

国银行团曾垫付过四十万英镑借款
,

这笔垫款的延期偿付协定至

一九一三年四月到期并在十月付清欠款
,

美国财团至此解除了这

一借款承担的义务和权利
。

这时
,

袁世凯就向五国银行团提出新币

制借款二千五百万英镑的要求
。

至一九一四年四月
,

五国银行团在

巴黎会议上决定把币制借款同第二期善后大借款合并办理
,

只等

袁世凯同意签字就提供二百万英镑垫款
。

不过这次协议并没有具

体结果
,

一方面是由于 日
、

俄两国仍然反对以东北税款作抵押
,

另

方面袁世凯也担心 日本参加币制借款后会乘机要挟
,

在顾问席位

上重新惹起国际争端
,

因此拒绝了银行团合并两种借款的提议
。

⑧

事实上
,

从当时实际情况看
,

各国银行及其政府已顾不上争夺对

华借款了
,

因为欧战的阴履密布
,

形势已极端紧张
,

特别是英
、

法与德国之间出现尖锐对立
,

由对立国家组成的银行团
,

实际上

① 孙瑞芹
,

前译书
,

第 卷第 页
。

⑧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 年
,

第 页
。

⑧ 见位得
,

劳
,

前引书
,

第 一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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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欧战爆发已完全处于瘫痪状态
。

在金融资本时代
,

垄断不仅不能消除竞争
,

还会引起更大的

竞争
。

我们从银行团在不长时间内的多次变化中可以看出
,

来自

银行团内外的各种竞争始终与垄断同时并存着
,

产生许多特别尖

锐的矛盾
、

摩擦和剧烈的冲突
,

一旦垄断控制不了竟争
,

这一垄

断组织就只能垮台
,

代之而起的是新的一轮争夺垄断权的斗争
。

在第一次大战期间
,

日本乘西方大国无暇东顾之际
,

企图实行对

华军事冒险和造成一国的金融垄断局面 美国不等大战结束又急

忙发起法
、

英
、

日
、

美新四国银行团来与之对抗
。

帝国主义强权

外交与金融资本相结合的侵略方式
,

仍然在变本加厉 的 推 行 之

中
。

与辛亥革命时期不同的是
,

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

中国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

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有了本质的

认识
,

因而新银行团的活动更是没有什么结果了
。

自鸦片战争以来
,

由于外国资本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
,

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

帝国主义在侵华过程中采用

了各种各样的方式
,

其中有军事的
、

政治的
、

经济的
、

文化的侵

略
。

在辛亥革命时期
,

帝国主义主要是利用国际银行团作为工具
,

采用了国际垄断资本同强权外交相结合的方式
,

形成 了这一时期

帝国主义侵华的新特点
。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

也是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
。

从外部

来说
,

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垄断时代
,

大量的
·

资本输出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侵略方式
。

从内部来说
,

清末民初
,

伴随着政治危机的是财政危机
,

全国岁人的半数以上
,

要靠外债

来维持
,

不论是清王朝
,

还是民国初年的袁世凯
,

都面临着国库如

洗的严重局势
,

在他们统治下
,

全国的财政命运已系在帝国主义

金融财阀手里
。

对资产阶级革命派来说
,

由于认识不到从广大人

民群众中积聚力量
,

主要靠募集资金从事单纯的政党 和 军 事 活

动
,

这使他们 同样遇到极端困难的财政来源问题
,

以致不得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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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财力的金融帝国主义抱着幻想
。

关于这一些
,

帝国主义者是

看得很清楚的
,

一个曾任驻华公使的法国 外 交 官 施 阿 兰
·

打 。 说过 在中国 “ 钱的问题是首要的 ” ,

列强要发挥作用
,

“ 财政借款是有效而迅速的手段
。 ” ①我们从以上的叙述中说明

,

在辛亥革命时期
,

国际银行团的活动特别活跃
,

凭借它手中雄厚

的金融实力
,

左右着中国的政局
。

列宁曾对这一时期的对华国际

银行团作过如下的评述
“
六个强国 英

、

法
、

俄
、

德
、

日
、

美

的 ‘银行团
’ ,

力图使中国破产
,

以便削弱和破坏共和国
。 ” ②尽管

在辛亥革命时期
,

帝国主义并没有动用武力
,

但它们找到了另一

种武器 —国际银行团
,

用国际垄断资本同强权外交相结合的侵

略方式
,

同样起到了
“

削弱和破坏共和国
”
的作用

。

这说明
,

虽然

帝国主义在这一时期的侵略方式有所不同
,

但它与中国人民之间

的矛盾仍在进一步深化
、

激化
,

这是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
。

① 瑞德 《满清退位与列强 , 英文 第 页
。

② 《列宁全集 , 第 卷 , 第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