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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组织出版“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是一件有多方面意义的举措。
我们，作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者之一，闻之无不倍感鼓舞。
经济史学既是经济学的基础学科，也是历史学的基础学科，所以经济史学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学和历史
学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史曾是国人关注的研究领域。
在确定中国社会性质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就曾起过重要作
用。
多少仁人志士在寻找救国道路时曾受到这些研究成果的启发，而站得更高，并在观察革命的根本问题
时，能从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角度去反思、去剖析，准确地把握国情，科学地作出判断。
所以，要知道中国何去何从，就离不开中国经济史研究，过去如此，今后也是如此，事之必然也。
　　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需要，某些经济史领域，如中国古代史分期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课题，在一些重大的学术讨论中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虽然这些学术问题的理论思维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但仍不能否认其振聋发聩的作用，令学
术界“悟诸未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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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探讨1949——1957年中国金融业的恢复、发展与走向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
笔者把1949年到1957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定义为“新中国成立初期”
。
笔者认为，与民国时期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建立了一种全新的金融发展模式，金融业成为计划
经济的先行军。
称之为“计划经济的先行军”，一是因为私营金融业最先完成全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改组改造为一
家公私合营银行，全行业率先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二是因为国家最早在金融领域推行计划管理，
建立并不断强化了以综合信贷计划制度为核心的计划性金融体制，金融业最早形成了按照传统计划经
济体制要求进行运转的机制。
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金融业一步步走向计划性金融体制，是贯穿本书的一条主线。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金融业发展研究>>

作者简介

赵学军，山西省陵川县人，生于1968年7月，经济学博士。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经济史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秘
书长。
研究方向为中国金融史。
曾参加多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个人承担并完成了2000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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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金融市场从混乱、初治到萎缩　　回首当代中国金融的发展历程，禁不住要首先审视新中
国金融业的初始状态。
拂去厚厚的历史尘埃，可以看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短短的几年中，金融市场发生了从混乱到初治，再
到萎缩的巨大转变。
新中国现代的金融业脱胎于极其紊乱的旧中国的金融市场，货币长期不统一，通货膨胀持续多年，金
融投机横行。
人民政府接管城市后，立即清理整顿金融市场，重建以国有金融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混浊不堪的金融
市场为之一清。
金融市场得到初治后，短期资金市场、长期资金市场以及民间金融市场都有所恢复和发展。
但是，金融市场并没有走向繁荣，随着私营金融业一步步实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私营金融业率先完
成社会主义改造，国有金融机构计划性管理的强化，金融市场逐渐萎缩，某些子市场甚至濒于消亡。
市场力量渐渐衰微，原先配置金融资源的市场机制被计划手段所取代。
　　第一节 金融市场的初步整顿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的金融市场可谓混乱至极。
多种货币混杂流通，通货恶性膨胀，金融投机猖獗。
为重建金融秩序，新生的人民政权采取三项措施对金融市场进行彻底的整顿。
第一，统一货币流通，确立人民币的货币独占地位；第二，清理金融机构，淘汰害群之马；第三，规
范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限制其过度扩展信用。
投机盛行、紊乱失序的金融市场得以初治。
　　一、新中国成立前后紊乱的金融秩序　　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金融秩序极度紊乱：币制不统一
，人民币流通受阻；金融投机猖獗；通货恶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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