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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和贺水金原本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同事。
贺水金是2000年考上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政治经济学博士点成为博士研究生的，专业方向是我指导
的“金融史和金融理论”。
当时，经济所还没有经济史博士点，我这个搞经济史的很荣幸地也是博士生导师之一。
这样，我和贺水金的关系就变成了同事加师生。
其实，我与贺水金之间的学术交流，早在她考上博士研究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特別是在我主持进行“上海金融的制度、功能与变迁，1897-1997”那个项目时，与她有过很多的讨论
和交流。
那个课题先后在上海市的九五社科规划和国家社科基金规划中立项。
贺水金参加了这个项目，并做了不少工作。
记得为了收集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的资料，我曾与贺水金、李桂花、朱富强等到南京中国第二历
史档案馆收集档案资料，为了节省路上往返时间，我们住在档案馆附近的一家很简陋的招待所里，吃
饭则在路边的小店里对付，但没有一个人叫苦。
贺水金显得很是乐观，工作十分努力。
我常常说，经济史研究要做到资料和理论的平衡，这理论包含方法，如果把方法单独列出来的话，那
就是要做到资料、理论和方法三者的平衡。
理论和方法很重要，常常是我们寻求创新的途径，所以要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并且勤于思考。
另一方面，如果不收集和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即使再好的理论和方法都是有力使不上的。
贺水金在收集资料和学习理论这两方面都颇下功夫，特别是前者，给人印象深刻，也就因此能在她的
书中提出一些启发读者思考的新的观点和见解。
贺水金是一个集聪慧和勤奋于一身的年轻学者，已取得相当不错的学术成果，在学界也有了一定的影
响，相信她能够以此为新的起点，不断进取，在经济史研究中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
特作此短文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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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研究的起讫时间是1927—1952年。
1927年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年，1952年是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一直困扰中国长达15年之久的通货膨
胀问题得到彻底治理的年份。
本书以时间为经，以1927—1952年中国发生的重大金融事件为纬，对货币制度、货币改革、国家垄断
金融体系的建立、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变动、通货膨胀与治理，通货膨胀条件下金融业运行等中国近
现代宏观金融领域的诸方面进行了宽视野、多角度地分析和研究，并对与金融息息相关的南京政府财
政收支结构、特点、弥补赤字方式，战时、战后财政与通货膨胀关系等也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以期能
对本时段中国财政状况与金融嬗变有一个整体地把握和较宏观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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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编 南京政府财政金融走向合一第一章 财政向金融渗透在北洋政府时期，政出多门，中央
财权式微，政府更迭频繁。
南京政府成立后，统治区域渐展，中央权威日隆，改变了以往“弱政府，强市场”的格局。
政府与市场强弱势的悄然转换，必然会在财政金融领域发生相应的变化。
政府与金融界利益格局的调整，财政与金融关系的重构，在所难免。
中国金融发展模式、经营环境由此步入新的阶段。
第一节 建立政权、巩固政权成本很高一、多“战”多难的南京政府南京政府基本上是一个军事政权，
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
南京政府是在南方国民革命军对北洋军阀的军事胜利中诞生的。
1924年，孙中山鉴于以往依靠军阀打倒军阀失败的教训，在广州黄埔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
（简称黄埔军校），专事培养建立国民革命武装力量，校长就是蒋介石。
1925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成立。
从1925年夏到1926年春，广东国民政府通过两次东征，先后全歼了军阀陈炯明和邓本殷的军队，统一
了全省。
1926年3月，广西李宗仁等接受国民政府领导，两广实现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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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我近年来对中国近代金融史学习、思考与探索留下的足迹。
其中，有些章节在撰写的过程中已陆续整理成论文，发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社会科学》、《
史林》等刊物，并有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复印资料《经济史》
、《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等转载。
首先，感谢导师杜恂诚教授，是他给我提供了从事金融史研究的机会和平台，是他直接把我领进了金
融研究的大门。
杜老师是中国近代金融史、经济史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著论宏富，多次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著作、论文一等奖。
他治学严谨，十分注重收集和利用第一手档案资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已近乎“痴迷”。
不仅如此，他对理论的学习与运用也高度重视。
扎实的资料功夫和新颖的研究方法，使他能一直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并引领经济史研究。
2002年，他作为经济史学科带头人被上海财经大学重点引入，使我失去了受其耳提面命的机会。
但他的治学态度、研究风格和学术精神依然深深地影响着我，激励着我。
我以老师为榜样，努力从全方位掌握资料和不断学习新理论、新方法两方面下苦功，将研究建立在扎
实的基础上，并力求有所突破，但显然与老师的期许还有很大的距离。
老师虽年届花甲，但其学术精力之旺盛、成果之丰硕，令人敬佩不已。
这几年，他除了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经济史研究》等著名刊物发表大量论文外，还连续出版
了《经济转型中的金融创新》、《金融变迁史的中外比较》、《近代中国钱业习惯法——以上海钱业
为视角》、《近代中国鉴证类中介研究——上海注册会计师》等多部著作。
每次收到他的新著，在叹服之余，则感到深深的压力，“无声胜有声”，时时鞭策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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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927-1952年中国金融与财政问题研究》共分五编十四章。
每编一个专题，即南京政府财政金融合一、货币改革、国际资本流动与汇率变动、通货膨胀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成功治理通货膨胀等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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