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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地记录了陈云同志一生的革命记录，从延安到东北，再到建国后的经济建设⋯⋯他为国家的
发展殚精竭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树立了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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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银元风波    为平息银元风波，陈云命令采取强硬手段，查封证券大楼。
严惩银元贩子，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措施。
事后宋时轮说，当时，他住在证券大楼七天七夜没有睡一次好觉。
    由于当时全国的经济形势已非常紧迫，陈云受命之后，甚至连即将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都
未及参加，即匆忙折返东北，准备交接东北的工作，走马上任。
    然而，东北的工作也是千头万绪，一时不可能交接完毕。
东北解放较早，土地资源丰富，工业基础好，又靠近苏联，这对东北的经济发展都是极有利的条件。
而且，当时中央也已确定了"抓住东北，依靠东北，支援前方"的方针，陈云也想在离开东北以前，尽
量多了解一些东北的情况，为东北经济的发展制定一个好的计划，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因此，利用这段时间，陈云几乎走遍了东北的各大城市和工厂，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与此同时，
他开始领导东北财委制定1950年东北经济发展的计划。
    这边，东北的工作，陈云一时无法脱手。
但另一边，中央的经济工作却不能"一日无主"了。
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正式决定，成立中央财经委员会来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
3月14日，周恩来在他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经济及后勤工作的决定》(草案)中再次指出：中央应
即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
    4月10日，中央致电东北局：陈云应速来中央工作。
4月30日，周恩来又电示东北局，希望陈云及早动身进京。
5月3日，陈云致电中央：由于正向东北局报告今年东北经济计划，东北局今日起讨论，故5月10日前可
到北平。
此后，中央又一次来电催促。
在中央的再三催促下，陈云不得不迅速结束了在东北的工作。
5月7日，陈云电告中央：9日一定离沈阳赴北平。
这样，5月9日，东北行政委员会第57次常委会才正式免去了陈云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职务。
5月10日，陈云抵达北平。
陈云的一贯风格是谨慎、稳健，因此，进关之前，他并没有立下什么豪言壮语。
陈云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上他已经在激烈地思考着如何稳定全国的经济形势了。
陈云进关以后，组建中财委的工作也正式提上了日程。
5月31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经周恩来、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
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发出。
《大纲》指出：由于人民革命战争正在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为了尽可能迅速地和有计划地恢复与发
展人民经济，以供给目前战争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立即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并陆续建立若干
中央财政经济部门，作为目前中央的财政经济机构。
大纲》还就中央财经委员会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工作职责及与地方财经机构的关系等方面作了规
定。
中财委作为党在经济战线的统一领导机构的地位正式确定下来。
6月4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中共党政机关负责人和各民主党派人士会议。
会上，周恩来正式宣布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陈云、薄一波负责筹备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暂时属中央军委领导。
这实际上是中财委成立前同各界打招呼的会议。
陈云就为什么要成立中财委、中财委的任务、中财委的组织机构等问题进行了说明。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7月12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会议，中财委正式成立。
会上，陈云宣布，中财委由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与华北财经委员会合并组成，陈云任主任，薄一波任
副主任。
中财委成立后，在北京城东的九爷府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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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爷府原为清代道光第九子孚亲王奕穗的府第，但经过几百年的风雨沧桑，昔日王府的繁华早已荡然
无存，剩下的只是高大宽敞的房子。
但这座破落拥挤的旧王府却成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工作的统帅部。
就是在这里，陈云率领中财委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战役"。
陈云原想进关以后，首先集中精力组建中财委，待中财委成立以后，再以中财委为中心，指挥稳定全
国经济的工作。
但事情并不像预料的那样顺利，陈云进关不久，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即解放了上海，上海解放
以后，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就摆上了他的案头：人民解放军虽然进占了上海，人民币却"进"不了上海
。
发行人民币，是实现经济统一的一个重要手段，陈云早就非常注意人民币的发行工作，1948年底，中
国人民银行成立之初，他就开始筹划人民币的发行工作，当时，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大都是他在东
北组织印制然后运进关内的。
进关以后，他对人民币的发行工作更加重视。
为了维持即将解放的上海纺织工业的开工，1949年5月23日，他即致信周恩来，提出需多发行四五百亿
人民币，以在中原、江苏等地购买3万吨棉花。
现在，人民币进不了上海，我们在上海以至整个东南地区的财经及其他各项工作都将难以开展。
因此，必须首先解决这一问题。
上海市军管会对人民币的发行也极为重视，上海解放的当天，军管会即颁发了布告：自即日起，以人
民币为计算单位，为照顾人民困难，在6月5日以前，暂准金元券在市面上流通。
在暂准流通期间，人民有权自动拒用金元券。
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正式成立，并开始以人民币兑换金元券，比例是1：10万。
国民党发行的法币由于通货膨胀，变成了一堆废纸，用整捆的法币也买不到什么日常用品。
法币信用无法维持，国民党玩了新花样，发行金元券，号称用金光闪闪的黄金作为发行准备基金，强
迫人民使用。
但金元券和法币一样不断贬值。
有人形容金元券贬值的情况说，假如你进饭店吃饭，第一碗饭是一种价格，等你吃第二碗饭的时候又
是一种价格，因为涨价了。
解放前上海人民口袋里装的金元券，一不小心，动作稍为迟缓，钞票很快变成了废纸。
有时人们口袋里装了许多金元券可以买一包香烟，晚了一会，这些钱连一盒火柴也买不到了。
许多人甚至用金元券裱糊墙壁。
金元券的信用已完全没有了，因此，兑换金元券的工作进展非常顺利。
6月2日、3日，全市各行庄收兑的金元券源源不断地送到人民银行，到3日这天，作为废纸的金元券堆
满了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的所有库房，后来连营业大厅、走廊、甬道、厕所都堆满了。
2日到5日，装运金元券的汽车，从外滩沿九江路排队到四川路。
收兑金元券的工作很快就结束了，但人民币并没有因此进入上海市场。
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恶劣的心理影响，以及历年物价波动遗留下来的对保存钞票不如保存实物的经验，
不是一早晨可以扫除干净的。
抓住人们的这一心理，投机分子开始利用黄白绿(黄是黄金、白是银元、绿是美钞)兴风作浪，企图把
人民币排斥在上海市场之外。
由于军管会及时颁布了外汇管理办法，投机分子把投机的重点集中在了银元上面。
投机商掌握了大量银元，任意提高价格，进行投机，一转手之间，一块银元竟然可以获得人民币一百
五六十元。
贩卖银元的贩子，上海叫做银牛。
一时间，银牛横行，"大头"(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银元大多是有袁世凯像的，俗称"大头")嚣张，银元和
人民币之间的比价一涨再涨。
当时上海每一条主要马路，特别是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到处可以看到许多人在人行道上或者
十字路口，穿着长衫，手里拿着一大把银元，发出哗啷哗啷的声音，有的用两块大头互相敲击，叮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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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响，吸引过往人群的注意。
他们嘴里还不断报着当天银元的行市，搞得人心惶惶。
投机分子的总指挥部是上海的证券大楼，他们利用几千部电话同他们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的分支据点
保持密切联系，操纵银元价格。
在他们的操纵下，银元价格在短短十天左右的时间内，上涨将近两倍。
银元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
在上海解放后的十三天内，批发物价指数猛涨两倍多，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米和棉纱也上涨了1～2倍以
上。
在物价疯狂上涨的时候，南京四大私营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闻风而起，相继仿效拒用
人民币。
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早上发出去，晚上又差不多全回到了人民银行。
人民币的信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当时，为了稳住市场，我们曾采取了抛售银元的办法，但lO万银元抛出后，全被投机分子吃进去了，
不但没有稳住市场，投机之风反而越演越烈。
上海游资和投机分子的实力太大了，靠抛售的办法是无法稳住市场的。
据说，当年日本占领上海时，为了稳住上海的市场，从东京一次运来5吨黄金，但投下去之后也是泥
牛人海无消息。
接到华东财委关于上述情况的报告后，陈云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指出：上海市场收兑金元券仅用人民
券4亿即兑完，上海流通之主要通货不是金元券而是银元，此种情况是在平津解放及我军渡江后金元
券迅速崩溃，南京政府垮台之下造成的。
我们在"金融上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元券而是银元"。
"过江以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包围大中城市，然后解放之，金融贸易上先在乡村生了根，
城市一解放，我币占均是银元市场⋯⋯人民币不易挤进去。
"在对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之后，6月8日，陈云致电华东、华中-局。
这封电报的署名很有意思，由于当时中财委尚未正式成立，中财部又即将撤消，所以电报下方只署了"
中财"--7。
决定先用强硬手段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严惩投机分子。
接到"中财"示后，华东财委和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立即通过报纸和广播电台向少数奸商和投机分子进
行阵前喊话，敦促他们早日觉悟，迅速停止犯罪行为。
然而，投机分子不见棺材不落泪，对军管会的劝告置若罔闻。
在劝说无效后，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派出了以上海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宋时轮同志为首的军警力量
，于上午10时分五路大军包围了投机分子操纵银元市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
上海证券交易所设在汉口路422号，建成于1934年，是一幢八层高的大楼，占地4亩余，当年号称是远
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
1937年抗战前，该所登记的证券字号有192家，是金融、地产、纺织、百货、化工、文化等各实业界的
一些"巨头"，也是官僚资本在沪操纵资金市场巧取豪夺的一个重要基地。
抗战爆发后曾一度停止。
1943年11月汪伪政府命令复业，至1945年又因日本投降而关闭。
翌年9月9日，经国民党政府批准复业，登记参加交易的证券字号达234家，它控制着全市的有价证券交
易，并通过买空卖空的投机活动，操纵物价。
它与全国乃至远东各大城市有紧密的联系，南京国民党政府一些要员，或明或暗地充当着投机活动的
幕后人或保护人，并凭借权势鲸吞渔利。
市民中也有些人，在物价飞涨、通货贬值的情况下，涉足证券交易所从事所谓"抢帽子"(即利用证券价
格涨落的变化，迅速进行买进卖出获取差价)的投机活动。
因此，所谓的证券交易场所，实际是一个公开的变相的赌场。
1949年5月5日，在人民解放军已逼近上海的形势下，证券交易所即自动停业。
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一些字号又悄悄复业，打着经营证券的幌子，非法进行金银外币的投机贩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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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由于证券大楼拥有几百门市内电话和大量对讲电话等通讯工具，并且每天有数千前来探听"行情"的"银
牛"(又称"牛"，是上海人民对银元贩子的蔑称)出入其间传递信息，因而证券交易所的一些金融投机商
操纵金银外币的黑市价格，触角得以伸向全市各个角落，证券大楼再次成为全市金融投机活动的中心
。
接到中财委的指示后，为了保证对投机分子一网打尽，上海市军管会事先做了周密的准备。
9日，他们先派出公安局的少数骨干，化装进入证券大楼了解情况，熟悉地形。
其余人员全部留局待命，并临时切断他们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以防泄密。
与此同时，还依靠原地下党设在证券大楼的密点及秘密工作人员对证券大楼各投机商号、经纪人的违
法活动进行秘密调查，确定了一批应予扣押审查人员的名单。
6月10日上午8时许，上海市公安局长李士英首先率领200余名便衣干警按预定部署分散进入证券大楼，
随后分五个组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
上午10时，宋时轮警卫部队的一个营，分乘10辆大卡车到证券大楼，对整个大楼实行军事包围。
同时，分布在证券大楼各个场所的公安人员也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员立即停止活动，就地接受检查
。
从上午lO时到午夜12时，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各个投机字号，并登记了所有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名单
及财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听政府代表训话。
集中到大厅的共2100人，除根据事先确定的名单当场扣押238名送市人民法院外，其余1800余人经教育
均陆续放出。
突袭证券大楼，一举获得了胜利。
但证券大楼以外整个上海滩上还到处听到敲击银元的金属声。
解放军顺着金属声的方向走去，金属声迅速消逝了，手持银元的贩子也看不见了。
指挥所好办，散兵游勇难于对付。
事后宋时轮同志曾说，当时，他住在证券大楼七天七夜没有睡一次好觉。
后来，他们采取了分化瓦解的政策，对10元以下的银元贩子，抓到即放，并请他们协助抓大贩子，这
样，不到一个星期，大的银元贩子基本上都被抓获，小的贩子也不敢再干这个勾当了。
从此，上海再也听不到银元的金属声了。
为了从根本上稳定人民币的地位，陈云在命令采取强硬手段查封证券大楼，严惩银元贩子的同时，也
准备了一系列的经济措施，6月8日，他在致华东局、华中局的电报中提出了以下经济措施：甲、命令
铁路交通事业(包括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
乙、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币，并请考虑是否可预征某种税款。
丙、以地方为单位，首先是上海酌发实物公债。
丁、像平津一样，通令各私人银行检验资金。
戊、开放各解放区间的汇兑，其目的是以老区比较坚强之货币阵地，支持南方新区占领货币阵地。
这样，政治和经济两种手段双管齐下，不出一个月，疯狂的银元风波即被平息下去。
人民币在上海开始站稳脚跟。
P．273-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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