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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月刊，发行了第一期，各行的同仁，想

都已读过了。在负责编辑的同仁，时时惴惴深怕内

中材料，不能十分引起读者的兴趣。虽说因为这是

本行的新刊物，同事们或者与 [ 予 ] 以较多的注意，

但究竟是否个个同事，与 [ 予 ] 以深切的研究。他

们阅读的时候，是否从第一页到末一页，都觉得有

兴趣有价值，吾们狠 [ 很 ] 是怀疑。吾们脑筋中已

有一种想像，觉得读者们，大多数读了第一第二篇

的论著，以为这是最重要的，不可不读的。此外稍

偏于专门的著作及一切商业统计，一定觉得与读者

没有什么用处，一页一页的粗知大意的掠过了，或

竟致不过目了。

[ 按 ] 原载《中行月刊》第 1卷第 2期（1930 年 8 月），格莱（F.W.Gray）原著，张公权译补。

该文亦为落实中行改革举措——训练适应中行经营发展需要的行员而撰。经济指标、数据，对于

企业经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并不是每个从事经济工作的人都能意识到。其时，正值中行新组

建的经济研究机构开始工作，并开始在《中行月刊》登载各类统计指标。该文及时针对认为统计

指标“没有什么用处”现象，从商业统计的目的、价值及与银行从业员的直接利益方面，作出深

入浅出的阐述。告诫各级行员：“要晓得你若有了数字比较表，放在案头，你脑筋中对于各项生

意的观念便可明确不少；你的判断便有根据了”。全篇文字不多，但所列问题，均为银行实际发生；

所举案例，均可操作执行。不啻为一商业统计的入门讲义。

作者简介：本文摘自金融史学者马学斌编著的《张公权金融言论集》（待出版）一书，按语为该书编者所撰。本文文责由该书编者承担。

读者们对于商业统计的忽略及不重视，我们确

不觉奇怪；因为数字是十分的干燥无味。但是我们

确深愿读者们想一想，吾们这月刊中，为什么要这

个统计的材料；再请他们想一想，编辑的人为什么

要费许多心力来编这许多统计及报告。如其没有必

要，吾们一定是不愿意枉耗这许多纸张，编辑的人

当然更不愿意枉费这许多心力。所以我愿读者们研

究研究商业统计编制的目的，及其利益和价值。

简单说来，凡是经商的人，若要事务的处理，

敏捷而稳当，必须将关于工业商业财政以及各种可

靠的报告或调查资料，聚在案头，为他个人决断的

帮助和参考。譬如有人到银行来做一笔货物押款，

商业统计对于银行行员之利益及
价值
—— 《张公权金融言论集》（马学斌编著）摘登（2）

◎张公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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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银行经理的人，至少要晓得这个货物的市价，同

时他一定还要想法知道这个货物在借款期内涨落的

大概趋势。如他发见这个货物涨落太大，当然不适

宜于做银行押品；或者须将折扣打大，使落价不致

影响于押款。所以这位经理，若是不注意于货物情

形的报告，及物价的统计，当然他的判断就不免有

欠稳当的地方了。再如有人来银行要求做笔公债押

款，如当经理的人，不先研究最近公债市价的情形

及将来的趋势，他对于押品的折扣，不能定一公平

而安全的标准；或者折扣定得太小，引起顾客的不

愿意；或者定得太大，以致押款日后发生纠纷。所

以现今世界各大银行用科学管理方法的，都有一调

查或统计部的组织搜集各种财政经济的资料；凡有

助于银行事务的，无不搜集无遗。搜集之后，再来

分类编制，发行刊物。最初银行行员，每觉得无甚

兴趣，无甚用处，但是果能时常恰当的去利用这项

材料，日后一定可以证明是极有价值的。

中国地面广大，物产种类繁多，品质价格，自

然各有不同。我们各地的分行，与各地的主要物产，

间接直接，都有关系。我们的月刊，若能将各地各

种主要物产的报告及统计，择要编制，在极短的篇

幅内，使读者可以一目了然，便可贡献莫大的益处。

所以我们深盼读者们，如其以前阅览各种刊物时对

于商业统计素来疏忽的，今后对于本行月刊的统计

记载，应当续渐养成一种利用该项材料的习惯。起

初或觉得淡而无味，若能继续不断的留意，渐渐便

能发见原因结果。对于各种市况，前后纵横的比较，

以现在求未来，以已往测现在；有心者在数字中便

可获得无穷的趣味，有益的参考。实在说到银行行员，

他果能对于各种商情报告以及在他服务范围内的各

项统计资料，都能研究明白，他在行中必能做到一

个有用的行员，占到重要的地位。况且现在商业的

氛围，一天大一天。不特是国家化，而且是国际化；

一业一业的难题，一天多一天。吾们银行的主顾，

往往将他事业的难题，来请教银行家。试问一位医生，

若没有知识经验来认识病症，怎样能开药方？所以

做银行家的，一定要时时研究他们主顾所做事业的

各种需要，并须知道他们的事业在工商界中所占的

地位。读者们想想，若要知道一事业的需要，及其

在一业中或全般事业界中所占的地位，不是平日对

于各种经济资料，商业统计，有充分的研究，哪能

明白一项事务的底蕴？哪能指引自己的进退？

以我们中国银行的情形，分行众多，对于各地

的商况，实有注意的必要。但是不得各地分行的协

助，各分行不能按期将各地商况，编制系统的报告，

总行无法编制完善的商业统计。所以深盼各分行于

同仁中，能指定一二有商业统计兴趣的人，编制报

告，寄给总处以备汇总编载。这不特是月刊的一大

助力，亦是我行一大大的知识源泉。为编制商业统

计报告之用，不妨将其要点略述一二，作为各行编

制者之参考。

第一，编制报告者，须问哪一种材料最适用于

总行。总行所掌管的，是全行的监督指挥，所以对

于全行的一切工作活动，要有一概括的观念。至于

各地局部的知识是一地方经理所应当知道的。所以

吾们要求各行对于当地的主要产业状况，做一简括

的报告。譬如，物产的数量，物产的销路销数，价

格的变动，及其原因；物质的高下，及其变动的原因；

当地输出输入的总数，及其增减的原因。再如当地

造了一条铁路，与某某主要商埠衔接，当地的市面

什样变动；或者当地开了码头，船只出入增加，商

务时见起色。又如当地土匪横行，交通阻滞，商业

必见减色。以上所说的种种，不外是注意天天发生

的新事实，从此事实研究其工商业的影响，摘要的

报告于总行。各行同仁们，晓得我们今后的政策是

趋重于贸易，凡影响及于贸易的事，我们都应该注

意。所以切望各行经理，对于这点能表同情，能生

兴趣，督饬同事按期编制，这是我们所感谢不尽的。

不过最困难的一点，就是中国缺乏统计的材料。

这种困难，我们感受了多少年。现在虽是各地各机

关，渐渐有统计的发表，但是尚不十分普遍。所以

除了在有交易所或同业分会的地方，可以得到正确

的数字外，此外全靠同事自己去打听。打听时候所

听来的话，往往或偏于太好，或偏于太坏。有时对

方有所希冀于银行的时候，说了许多带有作用的话，

都要小心，予以辨别，审慎研究，再制报告。这是

应当注意的。

最后有一句话，不可不说的 , 就是商业统计，

必须要有意义的研究，要有目的的应用。什样叫有

意义的研究，就是得了各种数字之后，必须将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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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星期与本星期的比较，本年与上年同时期的

比较，价格之上下，及其上下之程度，以及将来的

趋势。简单言之，就是要从数字上研究意义出来。

什样叫做有目的的应用，就是以前老式的钱业，虽

说是没有统计，但是他们的跑街先生，亦时常报告

消息，所以不能说他们不利用统计。现在时代变

迁，各种工商业，日见复杂，银行主顾们经营的事

业，范围亦日见广大。所以我们必须有正确的统计，

来判断我们的营业，解决他们的问题。要晓得你若

有了数字比较表，放在案头，你脑筋中对于各项生

意的观念便可明确不少；你的判断便有根据了。若

是全凭度想，你脑筋中的影像是模糊的；你的判断，

是含混的。若是你的判断，根据数字来的，虽说有

时结果或者适得其反，但是比较的可以自信。并且

你判断的时候，比没有统计，觉得容易些。所以有

了统计，总要想法应用它，不要束之高阁。吾们能

将各种统计，一一使它发生意义，一一有目的应用

它，于银行一定有莫大的益处。

近世之经济学，成为精深博大之学科，其涵义

颇为广漠，固不得以俭财一义赅其全体。而仅就俭

财之真义言之，盖亦非消极而为积极；必使所有之

财，尽其流通之量，宏其润泽之用。而欲贯彻此主

义，实现其效用，要在金融机关完整就绪，市无游资，

地无遗利，尽利用之能力，而无锱铢之废弃。其在

通关贸易，规模恢廓，固赖大有力之机关，为之通

融，得以发展业务，增长其对外之抵抗力；即在僻

壤穷乡，操小农工业者，亦各有相当之协济，庶免

偏枯不均之弊。故一国金融犹人身之有血脉，所谓

[ 按 ] 原载《银行周报》第 1卷第 1期（上海，1917 年 5 月 30 日），题目为《发刊词》。《银行周报》

由张公权亲自谋划创办，初期独任编辑。

作者简介：本文摘自金融史学者马学斌编著的《张公权金融言论集》（待出版）一书，按语为该书编者所撰。本文文责由该书编者承担。

无一夫一妇不被其泽者此也。且夫社会之经济组织

备，则人民生存之基础固。而全国金融枢纽，克保

独立自尊之风，不受政治潮流之影响。凡兹所陈，

要可以二言赅之：前者在普及机关，求其流通之量

普徧 [ 遍 ] 圆满；后者在保持独立，求其润泽之用悠

久雄厚。俭财之义，如是而已。顾发挥效用，非旦

夕所能几；而传布智识，为当今之急务。爰集同志，

竭其绵薄，稍效一得之愚，冀为涓埃之助。惟是草

创之举，缺点殊多，幸当世知者匡其不逮焉。

（责任编辑：赵廷辰、冯天真）

近世之经济学，成为精深博大之
学科
—— 《张公权金融言论集》（马学斌编著）摘登（3）

◎张公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