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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编写和出版多卷本的《中国金融通史》是金融史学界人士的多年愿望。
现在，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学会和中国金融出版社的关心支持下，在《中国金融通史》编委会
的主持下，经过有关专家们的分头执笔编撰，这个愿望终于能够实现，该书即将陆续分卷问世。
　　《中国金融通史》是一部系统地阐述中国自古到今金融活动及其规律性的专业通史。
专业通史有其自身的特点，它以全面、系统、完整地反映中国金融历史的发展、演变为其主要任务。
　　中国的货币、信用有着悠久的历史。
古代货币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具有东方民族货币文化的价值；古代信用关系的发展，也具有许多不
容忽视的中国特色，均值得弘扬和深入研究。
人类社会从古代进入近代，是一个巨大变化。
外国资本势力的侵入，使中国金融历史具有矛盾性和复杂性，因此，这个变化在中国更需要加以剖析
与阐明。
在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金融，随着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而不断发展。
垄断地位非常突出的中国官僚资本主义，以其高度集中和巨大规模，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
物质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史转人当代，在金融领域里，也开始了新的篇章。
金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但也不断受到干扰和扭曲，不得不在曲折中前进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使金融事业获得了空前繁荣，中外金融机陶不断增设，金融
市场逐步开拓，金融工作内容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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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我社出版的《中国金融通史》的第四卷，主要介绍了1927－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
的中国金融业的情况。
全书共分八章，分别介绍了这23年期间国民党统治区金融业发展的概况、主要金融界人物的活动、国
民党金融统制体系和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民族资本银行和外国在华银行的发展、白银风潮与币制改
革的进行，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恶性通货膨胀的发展与金融体系的全面崩溃。
本书全方位、多角度的再现了国民政府时期的金融情况，深入分析了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
金融现象的成因，有助于金融从业人员和金融史研究学者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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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1926-1927年间金融业的态势和金融界人物的政治、社会活动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前金融业的态势　　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国内外金融形势　　二、银行业发展不平衡，很多小型
银行被淘汰，大型银行仍有发展　第二节 1926—1927年间金融界人物的政治、社会活动　　一、关于
北方金融业资产阶级及其谋求“南北合流”　　二、江浙资产阶级及其在“四一二”前夕组成的上海
商业联合会　　三、资产阶级和代表国民党新右派的蒋介石的接触与商谈　　四、西方列强对当时局
势的关注和金融业资产阶级的牵线　第三节 蒋介石逼金融家垫借巨款和金融家支持“江海关二五附税
库券”的发行　　一、蒋介石以权逼借　　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的发行第二章 “四行二局"
信用体系的形成　第一节 财政金融状况和全国经济会议、财政会议的召开　　一、财政困难，金融脆
弱，通货流通情况混乱　　二、1928年6月举行的全国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　第二节 中央银行的建立
及其早期业务　　一、广州中央银行和汉口中央银行　　二、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　　三、1935
年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加垄断地位　第三节 1928-1935年中国银行在经营管理方面的近代化　　一、中国
银行成为国际汇兑专业银行的经过　　二、以国际汇兑为专业的中国银行的进取　　三、经理外债的
收付　　四、扩大侨汇业务，支持侨资银行　　五、在建设近代化银行过程中中国银行采取的其他措
施　第四节 1928-1935年交通银行的变迁　　一、成为发展全国实业的专业银行　　二、在近代化进程
中趑趄，在专业经营与综合经营中彷徨　第五节 1935年蒋介石政府依靠政权力量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
行的攫取和置于直接支配之下　　一、蒋介石垄断金融的思想根深蒂固　⋯⋯第三章 1927-1936年民族
资本银行的发展和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第四章 1927-1936年外国在华金融第五章 1935年的金融巨变——
白银风潮、币制改革及其他第六章 抗日战争初期和沦陷区的金融第七章 抗日战争时期官僚资本银行
的扩张和加强垄断第八章 解放战争时期蒋管区恶性通货膨胀的剧烈发展和货币金融制度的全面崩溃大
事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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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1926-1927年间金融业的态势和金融界人物的政治、社会活动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
成立前金融业的态势　　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国内外金融形势　　20世纪的最初20年，是波澜壮
阔不平凡的20年。
当时的国际金融局势主要是英镑集团、美元集团和法国联合其他国家结成的黄金集团三方面金融势力
占据着世界资本、金融市场的重要地位。
在世界各地拥有殖民地最多的大英帝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力大大削弱，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
地位正受到日益发展的纽约金融市场的冲击。
美国则乘着英国势力削弱的机会，凭着工业科技的先进和商贸的发展，已从国际贸易逆差国变成大宗
出口的贸易顺差国；国际收支盈余可观，从过去的资本输入国变为资本输出国；不论是商品或是资本
，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急剧上升，1924年它拥有的黄金总量已占全世界的一半。
尽管1929年的大萧条即将来临，但20世纪20年代经济金融势力的迅速膨胀使人们仍毫无怀疑地把这段
时间称为“柯立芝繁荣时期”。
英、美两国在华的银行，包括英国的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大通银行等正代表着
本国垄断资本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政策与措施，在中国沿海金融市场上占据显著优势。
　　国际金融局势如此，国内金融的发展演变形势又是如何呢？
　　我们不妨从辛亥革命开始回顾。
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南京临时政府，一面筹划整顿币制，发行各种新币、军用票，向国内外筹款以
应对军事需要，同时清理大清银行，建立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是由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于1912年1月3日备文呈请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要求将“大清银行改
设中国银行”的。
临时政府财政总长同年1月24日批示：“奉大总统谕⋯⋯所请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大致尚属妥
协，着即准行。
”2月5日，中国银行即在上海汉口路大清银行旧址开始营业。
虽然后来中国银行商股并非大清银行商股的直接延续，4月1日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另在北京设
立中国银行筹备处，但中国银行首先是由南京临时政府批准并在上海开业的事实毕竟也已被载人史册
。
　　辛亥革命后，沪军都督府为筹集和拨解军饷而开办的中华实业银行曾一度受南京临时政府的委托
发行军用钞票，“总董其事的实为孙中山先生”。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金融通史（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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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