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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貯蓄銀行之設立及其發展

（1899-1912 年）： 

兼論臺灣史上首宗銀行合併案∗ 

  張怡敏∗∗ 

摘 要 

本文以臺灣本地首家民營銀行──1899年設立的臺灣貯蓄銀行為研究對象，並

以其併入臺灣商工銀行的1912年為迄，展開臺灣金融資本之起源及其發展的實證研

究，重新檢視與闡述臺灣史上首宗銀行合併案之始末及其意義。獲得以下發現： 

首先，臺灣貯蓄銀行之設立日期，應為1899年11月12日，而迥異於現今將其

視為本身源流的第一銀行之歷年行史所記載的1899年11月26日。 

其次，臺灣貯蓄銀行成立時，已可見臺灣人的加入與持股，且至少在1912年

亦可見林本源家族林彭壽、大稻埕茶商李春生等兩位躋身百股股東行列，惟仍未

進入董事會享有參與實際的決策權力，僅是單純的出資者而已。 

其三，面對1900年代中後期新設立銀行的興起，以及企業資金需求急遽增長

所帶來的發展契機，原設立資本額僅15萬圓的臺灣貯蓄銀行，便於1910年設立新

的臺灣商工銀行（資本額100萬圓）；1912年再將前者併至後者（資本額增為115萬

圓），並由臺灣商工銀行兼營原來的貯蓄銀行業務，使其1901年開業初期即出現的

「增資轉型」思維完全具體實現，成為臺灣史上首宗銀行合併案例。 

其四，不論從今日可及之史料或事後結果來看，位居臺灣銀行史上首波增資

潮列中的首宗銀行合併案例，論其成因，實乃總行設在臺灣本地的首家民營銀行—

臺灣貯蓄銀行，出於本身謀求積極擴大業務之自主性，所作增資轉型的經營應對

所致。其僅與一般銀行合併案多是為處理不良債權的常見現象有所不同，同時亦

應無涉於《第一銀行七十年》所記載的「貯蓄業務不得單獨存在的法令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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