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务知识财政史话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孙 中 山 为革 命筹款的 措 施

孙 翊 刚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

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

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

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列宁指出：“任何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

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列宁全集》，第

33卷，第424页）孙中山先生自公元1894年11月

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开始，到1911年辛亥

武昌起义推翻清王朝为止，历时17年，大小十

多次起义。据史料记载，其中主要的 有 十一

次。这十几次起义，参加的人员少则一、二百

人，如惠州七女湖起 义，钦 州马 笃山起义

等；多的达到几万人，如惠州起义由开 始的

六百多人发展到后来的二万多人。坚持战斗的

时间，少则几天，多至一、二个月。供应这么

多人的粮饷、战斗用的枪支弹药，不是一个小

的数目。同时，革命的组织和宣传鼓动等活动

也需要经费。在同盟会成立之前，经费的 来

源，不过是孙中山先生几个亲友的捐垫。1895

年的广州起义，共募集资金 3 万多元；1900年

的惠州起义，共募集10万多元；1907—1908年

的六次起义，向日本购买军械、租船接运、革

命党人来往川资、给养、抚恤等费用，共用去

20多万元；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用去 3 万多元；

1911年广州“3·29”起义支付18万多元。
为了筹措资金，孙中山先生采取了以下几

种 办法：

第一，向广大华侨募捐。孙中山先生等革

命党人，对华侨很下了一番功夫。向他们晓以

大义，揭露清王朝统治者的凶残腐朽，指出帝

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阐明革命党人举

行起义的目的，以期获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第二，向外国借款。在辛亥革命前17年中，

孙中山先生曾多次奔赴欧美、日本和东南亚各

国，以求得各国政府及大资本家的贷款和赠与。
第三，发行公债券。孙中山等曾数次举发

债券。（1）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之时曾

举发债券，规定革命成功之日，以 千还百。
（2）1904年 1 月，在檀香山创立中华革命军，

并举发军需债券。（3）1904年 3 月，孙中山

抵美，召开救国会议，并举发军需债券，规定

以美金计算，以百还十。（4）1907年孙中山

在南洋发行“千元债券”，每券千元，实收250

元，规定待革命成功，还本利1，000元，5年

还清。（ 5）1911年旧金山洪门筹饷局成立，
发行“中华民国金币券”一种，凡助饷美金 5

元以上者，给予金币双倍之数。
第四，革命党人个人捐赠和垫款。
上述四种筹款方式，其成效差别甚大。兴

中会时期发动的两次起义，其经费来源主要是

少数兴中会成员的捐款。在同盟会时期发动的

九次起义，其经费来源主要是华侨的捐赠，这

部分款项约占全部经费来源的80%，分布地域

也很广。特别是1911年“3·29”起义所耗用的资

金，几乎100%的来自华侨的捐助。我国华侨，

除极少数的殷实巨富之外，一般都是为了谋生

才出国的。其中一部分由于经商、开矿或领垦

荒地，逐渐扩大盈利，而上升为殷商富户。他

们对因清王朝腐朽而招致的民族屈辱和深沉灾

难，感受很深。特别是那些地位低下的店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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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员，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更是深 表同

情，他们经常节衣缩食，把积攒的钱捐助给革

命党人。尤其是那些30岁左右的华侨青年，不

仅踊跃捐助，还义务奔走劝募。南洋华侨，自

同盟会成立后，对革命贡献很大，不仅提供财

力，而且参加武装起义。特别是越南华侨更为

踊跃，或募集粮饷，或入伍从军。舍身捐产，
参加实地工作的，大不乏人。所以民国肇造之

初，孙中山曾以“华侨为革命之母”一语，对

华侨给以高度赞扬。
当然，华侨的捐助情况，也因时因地而有所

不同。如檀香山，曾被誉为孙中山领导的资产

阶级革命的摇篮。后来被康有为的 保 皇党利

用，以“勤王”的名义，骗去了华侨捐款30多

万元，使兴中会遭受了一次不小的损失。再从

时间上讲，华侨捐款，在革命党的深入宣传，
广大华侨发动起来，革命到了决定性胜利的时

刻，更为踊跃。如旅美华侨在1911年广州“3·29”

起义时，捐款为 1.4 万元，善后捐款 2万元，
把以往历次捐款加总起来，共为港币 5万元；

到武昌起义前后，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即

捐美金14万多元。新加坡华侨也有类似情况。
一些华侨富商和上层人士也曾解囊相助。如香

港的李纪堂、西贡的李卓峰、曾锡周和马培生

等各捐助了数万元。

至于向外国借款，由于各列强正在争夺在

华利益，他们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不仅不予

支持，反而配合清王朝妄图置革命 党 人 于死

地。那时，孙中山经常被某些国家驱逐出境，
几乎连国外也不能安身了。即使到了清王朝覆

亡的前夕，德、俄等国还在支持腐朽的清王朝。
至于日本政府，则采用两面派手法，妄图从中

渔利；美国政府则在坐待良机。在 这种情况

下，孙中山向外国借款，也随之成了泡影。至

于发行债券，由于兴中会和同盟会尚未树立起

最初的信用，所以效果不大。革命党人的捐、

垫，如孙中山兄弟、史坚如等多 人，变卖家

产以助军费；黄景南、李海云等将一生的积蓄

或商店存款捐出，以供军需，当时也只是权宜

之计。只有华侨，才是孙中山历次革命经费来

源的主要承担者。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还

得到了国际友人、特别是日本人民的同情和支

持。早在1895年广州起义时，日人梅屋吉庄就为

供应武器奔忙过。《民报》创刊时急需经费，
他又提供过资金。以后他还不止一次为革命派

的活动捐款。此外，中野德次郎在1900年广州

起义时提供过 5万元贷款，一日本义侠捐赠了

5 千元。1907年孙中山被勒令离开日本时，铃木

久五郎还捐赠了 1 万元。

业务知识

小
常
识 

 

外
汇
留
成
与
外
汇
利
润

留
成
不
是
一
回
事

外汇留成是指出口或供货单位完成出口收汇任务后，分得的外汇使用额度。
其计算方法是以当年外贸收购实际增加的有效数量为依据，按单项商品当年出口

的平均价格，逐项计算出外汇金额，再根据留成比例，核定外汇分成数。

外汇利润留成是指经营外汇业务单位分得的外汇利润。两者不同点在于，外

汇留成是一个额度，使用时要以人民币资金向中国银行去购买外汇，才能使用。

外汇利润留成是盈余的分配，不需用人民币资金购买，可以直接提取外汇，用于

开支。如果不需外汇而要用人民币资金时，又可将外汇卖给中国银行，换成人民

币资金使用。

实行外汇留成和外汇利润留成的目的，都是为了鼓励出口，调动各地区、各

部门、各企业发展出口，增加外汇收入的积极性。外汇留成主要是用在进口原料

和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等生产性支出上面。外汇利润留成主要是用在改善经营设

施，以及为提高经营管理能力所需要的计算技术、通讯设备和各种工具书刊等支

出上面。
（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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