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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取抗战前期(1937年7月7日-1941年12月8日)上海外汇市场的变动进行评判，梳理上海外汇市场的
发展脉络与抗战前期上海外汇市场的状况，揭示战时上海外汇市场汇率呈现螺旋形下跌的趋势及其本
质因素。
考量国民政府在上海的外汇统制政策，以及中英平准基金、中英美平准基金的实施效果。
探讨上海外汇市场在抗战经济中的地位，分析国民政府最终采取维持上海外汇市场政策的原因。
    本书运用史学研究方法，侧重于金融史与外交史、政治史研究相结合。
本书对抗战前期上海外汇市场的研究，既着力于上海近代金融史的研究，又有助于拓宽抗日战争史研
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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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佩玉，女，1974年生，河南南阳人。
2004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并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
2006年3月，进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
现任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上海钱币学会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为上海金融史，兼及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自2004年以来，曾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上海市教委一般项目、上海市教委重点项目各1项，同时参
研了上海市哲社重点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各1项。
目前已独立发表著作l部，合作发表著作1部，发表学术论文近3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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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国民政府对于上海外汇市场的管理政策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上海外汇市场的初步管理
　　1938年初，上海金融市场上随着提出款项渐渐增多，而且在8月16日以后存款的提取没有限制，加
之汇划票据通过贴水的方式可以兑换为法币，上海货币市场松动迹象越来越明显，经过外汇市场逃避
的资金又见增加。
国民政府在是否将货币对外价值改变到一个真实的水平，颇为踯躅。
在战初的8个月中，国民政府用巨额的外汇储备阻止法币的贬值，但贬值事实上已经发生。
在国民政府看来，通过直接降低汇率的办法，必定破坏法币的信用并且会刺激物价的上升。
如果采取推延的方式，形势将会更糟，政府需要一个恰当的机会，来进行管理外汇市场的尝试。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成立给国民政府施行外汇统制政策带来了契机。
1938年2月7日，北平“临时政府”公布《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条例》。
3月10日，该银行宣布成立。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有铸币及发行的权力，并可经理公债及代理国库。
此外，还可经营其他一些商业银行的业务，比如有价证券及商业票据的贴现，买卖外国通货及生金银
，办理国内外汇兑等。
日伪通过开办这一银行，其主要手段是增发伪钞，取代法币在华北的地位，并于伪钞在华北市场取得
支配地位以后，严格管理外汇，统制贸易，吸收沦陷区域的财力物力，以充长期侵略之用，达到“以
战养战”的目的。
同时破坏法币制度，套取外汇，造成中国金融体系的崩溃，从而推翻国民政府，摧毁中国的抗战能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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