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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近现代城市起源，首先是经济性的，自漕运码头走来，

一步步迈向航运、贸易直至金融中心。其中，1949 年解

放后的上海金融业转型发展尤为亮眼。有人形容，上海好比金笔，

虽然受过时髦的圆珠笔挑战，受过别人的冷落，但终会折射迷

人光彩！

那时繁荣不属于人民

上海是近代中国金融业的重要发祥地，1843 年开埠后，凭

借优越的地理条件和贸易发展的强劲实力，吸引中外金融机构

纷至沓来。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已是远东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

股票、债券市场交易额在远东首屈一指，黄金成交量仅次于伦敦、

纽约，更是全国金融银外汇的总汇和货币发行的枢纽。

  不少文章每每谈及这些盛况，总是为上海冠以“中国最大

工商业中心”头衔，但“工”和“商”谁主谁次，却鲜少细究。

国民党当局覆灭前的最后一次全国经济普查（1948 年版）统计，

上海工厂约占全国的 55%，产业工人占 54%。但严格来说，上

海城市形成与扩张，最初是从商业尤其航运贸易起家，工业发

展较晚，又始终附庸于商业特别是金融业，其经济结构是“商

业（金融业）大于工业、机构臃肿、畸形发展”。1949 年上半

年的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统计，工商业总共 11 万户，其中金融

和流通领域的商户与从事生产的工厂的比例为 10:1，两者资本

额约 1:1。

 细品个中滋味，如果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倒也罢了，但上海

金融业投机之甚，到了解放前夕俨然到了疯狂地步。以银行钱

庄为例，1937 年为 76 家，1949 年变为 211 家，数量达到 2.8

倍左右。同一时期内，上海人口从 300 多万增至 500 多万，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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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金融领域，无论交易规模还是技术保障手段，上海都不再是对国际领先者难以“望其项背”，而是更自信地“同

场竞技，平等对话”。上海，有信心“去踢更富含金量的球赛”！

迷人的上海之“金”

今日上海，更有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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