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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有史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
鸦片战争中断了我国沿着原有的轨迹继续前行的步伐。
19世纪80年代，洋务运动开启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第一波浪潮是在几千年累积的传统农业基础上进行
的，国力的贫弱让这场政府主导的现代化没能挽救自己的命运而是最终以清政府的灭亡而告终。
然而，洋务运动开创了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的先河，新型的工商业开始产生，中华民族．的经济现代
化从此开始。
但是几千年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使农业生产达到了它能创造的生产力的极限，使中国的经济
现代化在开始之前就背上了沉重的人口压力的包袱，因此，中国经济现代化从一开始就面临的重要问
题是“三农”问题：工业的现代化如何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农民如何摆脱贫困走上富裕的道路、
农村如何改变落后面貌走向现代化的新农村。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业是研究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学术领域，但是由于历史统计资料的缺乏
，农业经济史又成为经济史研究难度较大、相对薄弱的领域。
作为后发展国家的中国，与老牌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代经济发展的初期可以通过殖民掠夺进行原始
资本积累不同，中国是在传统的农业生产力发展到顶点、人地比例关系的压力很大的条件下，在西方
武力威胁下打开国门、国家财政空虚、背负着战争赔款、外债等条件下开始近代化的，建立在小农经
济的生产方式上的农业发展资金尤其缺乏，成为制约农业发展，以至经济现代化的“瓶颈”。
　　农业现代化实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农业发展的资金支持，因此，农村金融问题是解决农业现代
化的关键问题。
付红是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她的博士学位论文“民国时期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研究”就是选择了
“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农村金融领域的一个课题，这本书是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
改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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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国时期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研究》内容包括近年来，随着“三农”问题的凸显，农村金融
制度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而言，经济学家尤其希望弄清楚，中国目前的农村金融制度到底存在着什
么问题，从而找到并设计出一种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制度模式。
民国时期，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农村金融制度设计，是中国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确立的开始和基
础。
对这一时期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研究，理应成为研究农村金融制度的逻辑起点。
《民国时期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研究》以南京国民政府对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设计为出发点，运用
有关制度失衡、制度变迁等方面的经济学理论，围绕着中国农民银行系统与合作金融系统的形成过程
，分析探讨了民国时期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问题。
《民国时期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研究》在研究中，坚持史论结合的原则，力图达到经济学理论的运
用与历史实证分析的密切联系。
　　全书内容共分九章。
导言部分，阐述《民国时期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研究》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等
问题，作者从经济史的研究需要出发，以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为基础，结合民国时期的农村金融实践，
提出了一个关于民国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
历史实证部分，首先，通过分析民国时期的农村金融枯竭现象和农村金融机构的供给不足，阐述了农
村金融制度的失衡状况，展现了国民政府时期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原因和宏观背景；其次，详细
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对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设计及其实施的构想，分析了国民政府意愿的制度供给的
特点，然而，意愿的制度供给与实际的制度供给之间，并不尽一致；最后，作者分别从中国农民银行
系统和合作金融系统两个方面对民国时期的现代农村金融制度进行了考察，通过对各种农村金融供给
机构和制度安排的研究，探讨了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实际变迁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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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2．2强制性制度变迁　　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品，而“搭便车”问题又是创新过程所固有
的问题，所以如果诱致性创新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
社会最优。
国家干预可以补救持续的制度供给不足。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
国家推行制度变迁是由以下几个原因决定的。
　　一、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　　按韦伯的定义，国家是一种在某个给定地区内对合法使
用强制性手段具有垄断权的制度安排。
统治者至少要维持一套规则来减少国家的费用。
这些规则包括统一度量衡、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一系列规则。
统治者的权力、威望和财富，最终取决于国家的财富，因此，统治者也会提供一套促进生产和贸易的
产权和一套执行合约的执行程序。
　　二、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品，而公共品一般是由国家“生产”的　　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即使
某一群体发现了制度均衡及其外在利润，也尽量要求政府提供相应的制度安排而不会率先尝试去改变
制度。
　　三、弥补制度供给的不足　　由于存在“搭便车”现象，诱致性制度变迁主体的积极性受到影响
，因而造成制度供给不足。
这时就需要政府作为制度变迁主体，以其强制力和意识形态控制力等优势去减少或遏制“搭便车”现
象，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促进制度创新的积极性。
国家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不需要社会利益集团的一致同意，这样就可以降低制度变迁中的组织成本
和协调成本。
而且，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在一个政权所辖范围内统一进行的，由于规模巨大，可以收到规模经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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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国时期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研究》以南京国民政府对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设计为出发点，
运用有关制度失衡、制度变迁等方面的经济学理论，围绕着中国农民银行系统与合作金融系统的形成
过程，分析探讨了民国时期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问题。
《民国时期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研究》在研究中，力图达到经济学理论的运用与历史实证分析的密
切联系，坚持史论结合的原则。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时期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