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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近代金融

三次制度性创新分离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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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近代金融分别在货币体系#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范围方面经历了三次最重要的制度创新$并实现了

三次制度性创新分离*即以法币改革为标志$实现币制与银价的分离%以建立中央银行为标志$实现国家银行与政

府特许专业银行的分离%以四行专业化分工为标志$实现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的分离"这三次制度性创新分离$是

中国金融走向近代化#国际化进程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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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以来#中国近代金融制度越来越引起国

内学者的重视#但是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金融制度

比较)银行管理制度)中央银行制度建设等方面!

#

而对中国近代金融制度变迁的根本性动力以及以金

融立法为核心的制度建构仍关注不够&笔者认为#

中国近代金融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制度创新"

(第一#

货币体系方面#由晚清银钱并用的复本位制过渡到

@+!!

年$废两改元%后的银本位制#再到
@+!D

年实

行法币的虚金本位制或金汇兑本位制,第二#金融机

构方面#由晚清户部银行与交通银行)浙江兴业等各

类普通银行并无二致的情况发展到北洋政府时期的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双央行制%#再发展到南京国

民政府时期$四行二局%的国家金融垄断体系#并最

终确立中央银行职能,第三#金融业务范围方面#在

@+#)

年以前主要为混业经营时期#到
@+#)

年实行

四行专业化分工#各行局专业范围才真正得以规制&

这三次金融制度创新#实现了三次制度性创新分离(

即以实行法币为标志#实现币制与银价的分离,以完

善中央银行职能为标志#实现国家银行与政府特许

专业银行的分离,以四行专业化分工为标志#实现分

业经营与混业经营的分离&三次制度性创新分离#

主要是通过大量的金融立法来实施的#显示了国家

权力在推进金融制度强制变迁中的重要性#是中国

金融走向近代化)国际化进程的重要标志&本文尝

试运用现代金融理论中的$制度性创新分离%的理念

来解析中国近代金融制度生成与变革的主要路向#

追溯其金融制度变迁之内驱力及相应法律供给&

一
!

法币改革#实现币制与银价的分离

中国从明朝中叶开始采用银两形式&清入关以

后#承袭明朝货币制度#继续实行银两与制钱并用的

政策&$银两%作为一种银锭的衡量单位#仍停留在

称量货币阶段#尚未脱离金属货币的初始阶段#是一

种落后的货币制度&$制钱%是一种圆形方孔铜钱#

从战国开始一直流通到清末#共有
)***

多年的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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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其实#银两与制钱都不是完整的本位币#不能

自由铸造#有着各自流通的复杂性&银两流通的复

杂性在于它是一种重量货币#在流通中必须称衡重

量和鉴定成色,制钱流通的复杂性在于钱分等级#如

新旧官钱)各地官钱私钱问题等&银钱并用是复本

位制的一种#属于$平行本位%的货币制度#银两和制

钱各自按照自身的内在价值流通#两者不存在主辅

币关系#

&清代的制钱由于价值小#体积大#不便计

算#十分不利于大宗商业贸易&但是#由于银两制度

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制钱在日常的交换中仍然起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直到清末#清政府没有想到要

主动改革这种货币制度&

北洋政府时期#货币流通的混乱情况已到了不

得不改革的地步&从
@+@)

年秋开始#北洋政府的财

政部即设置了币制委员会#负责研究币制改革问题&

@+@!

年秋#国务会议讨论并最终决定实行银本位币

制#对清末.币制则例/进行修改#于
@+@#

年
)

月
A

日颁布.国币条例/

@!

条#规定国币之铸发权专属于

政府#由中国)交通两行发行,国币单位为$元%&从

此#全国终于有了统一标准的银元#但由于当时拥有

纸币发行权的金融机构!包括国家银行)商业银行)

特种银行)中外合办银行)地方省银行等"各有受保

护的利益牵扯#各地军阀也加以抵制#以致银元取代

银两的改革未能一步到位#中国币制仍处于持续混

乱的状态&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财政经济的统一成为最重

要的问题#币制改革势在必行&因为在两元并行的

情况下#流通界使用的基本上是银元和各种银铜辅

币#但在大宗国际贸易上却仍然使用银两这种落后

的货币制度#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为维护财政

经济利益#

@+!!

年
!

月
@

日#国民政府正式实行$废

两改元%#开始铸造银元&据统计#自
@+!!

年
!

月至

@+!D

年
"

月共铸
@!)DA

万枚银元*

@

+

@,A

&$废两改元%

对于统一货币来说#是个划时代的措施#标志中国货

币制度开始实行银元单位&银元无论形状)重量和

成色#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比较一致的规范#流通行

使较为方便#对商品经济发展有利&但是#由于当时

世界各国已普遍放弃银本位而实行金本位&

#废两

改元仍然是银本位制#而中国又不是产银国#却是用

银国#因此#中国的货币主权仍被帝国主义所控制&

@+!#

年
D

月#美国实施.白银政策/#规定在四

年内每年要购进
)#")

万盎司#以提高国际市场白银

的价格#目的主要是操纵世界白银市场以控制用银

国的币权#并利用提高用银国的货币购买力以转嫁

经济危机&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用银国#也是

极少数的用银国之一#所以美国的白银政策首当其

冲直接危害中国的经济利益#中国白银开始大量外

流&据海关报告#$

@+!#

年的白银出口量为以往最

高记录
@+*,

年的五倍%

*

)

+

@@,

&同时#黄金也大量外

流#在
@+!)

和
@+!!

年#黄金出口净量分别 为

@@*@"!

千元和
"A"*A

千元,在
@+!#

年头六个月内#

黄金净出口量为
!"!,,

千元#

,

月为
DA@D

千元#

A

月

全无*

)

+

@#A

&随着黄金)白银存量接近枯竭#中国出现

货币荒#

@+!D

年终于爆发$白银风潮%#导致市面银

根奇缺#利率升高#物价下降,同时#银行和钱庄大量

倒闭#民族工商业受到严重打击&

国民政府在权衡各方利益之后#最终决定放弃

银本位#于
@+!D

年
@@

月
!

日发布.施行法币布告/#

开始实施法币政策(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的

钞票为法币#一切收付概以法币为限#得行使现金,

银本位或其他银币)生银均应到指定银行兑换法币,

规定对外汇价为法币一元等于英镑一先令二便士

半#并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为

配合实施法币政策#国民政府财政部陆续颁布.发行

准备管理委员会章程/).兑换法币办法/).银制品用

银管理规则/和其他条文#作为法币政策的补充&依

据法规#法币是不兑现的纸币#本身没有法定含金

量#它的价值须由外汇汇率来表示#是典型的外汇本

位制&至此#中国废除了银本位制而实行汇兑本位

制&后来#美国不甘落后#通过收购白银#掌握了法

币的外汇储备#取得了对法币的支配地位#法币又必

须与美元挂钩&这样#法币就成了随英镑和美元而

波动的一种虚金汇兑本位币或金汇兑本位币&

法币改革后只有三家银行!中央)中国)交通"的

钞票即法币在行使#其他
@)

家商业银行的钞票发行

权被剥夺#钱庄的白银存底几乎被一扫而光#国民政

府最后完成了对货币发行的独占权#并实现了币制

与银价的完全分离#其意义异常深远#标志着中国完

全法币时代的到来&同时#法币政策的实施使中国

金融业和工商业不受贵金属货币存底的束缚而从货

币危机中解放出来#成功地摆脱了
@+!#

'

@+!D

年通

货紧缩的金融危机&但是#实行法币政策使中国失

去大量白银#充实了英美两国金融资本力量'

#并提

高了两国货币在中国的地位&国民党政府当时不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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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采取这种货币制度#正如凯恩斯所定义(的一样#

金汇兑本位币不必保持足够的发行准备#更不必有

金币流通#但必须在国外保有外汇基金以稳定币值#

是一种殖民地性质的货币制度&这种货币政策实现

了英美帝国主义长期以来企图取得对华货币支配权

的愿望#达到对华金融控制#进而加强对华经济侵略

的目的&

二
!

完善中央银行职能#实现国家银行与政府

特许专业银行的分离

中国近代国家银行的设立是以
@+*!

年清政府

创办户部银行为嚆矢&

@+*"

年
+

月#户部改为度支

部&

@+*A

年正月#户部银行改为大清银行#同时颁

布.大清银行则例/

)#

条#规定该行具有国家银行的

中央银行性质#除经营一般银行业务外#具有铸币)

发钞)代理国库)代募公债等特权&同年#清政府邮

传部奏准设立交通银行#并颁布.交通银行章程/

!A

条#规定该行采官商合办形式#组成官商合办的股份

制银行,同时具有发行收赎京汉铁路公债)分理国

库)办理外债借款等国家银行的某些职能#并不是普

通的商业银行#实为清政府控制的国家银行&当时#

除了大清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外#浙江兴

业)四明等商业储蓄银行#各省银行#各外商银行等#

均有钞票发行权&可见#当时国家银行并未拥有独

立自主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

@+@)

年
A

月#北洋政府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

行#并着力控制交通银行#实行$双央行制%&

@+@!

年
#

月和
@+@#

年
!

月#北洋政府国会先后通过.中

国银行则例/和.交通银行则例/#规定中)交两行发

行的纸币作为法偿货币#且代理国库#部分地承担中

央银行的职责#为中国中央银行制度最早创建之尝

试&但中)交两行仍未独占货币发行权#仍经办商业

银行业务#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

@+),

年
#

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即着手创立

由政府直接控制的中央银行机构&当年
@*

月#即颁

布.中央银行条例/

)*

条#次年
@*

月修正.中央银行

条例/#颁布.中央银行章程/

#D

条#并于上海成立中

央银行&根据条例和章程的规定#$中央银行为特殊

国家银行#在国内为最高之金融机关#由国家经营

之%#其业务与特权$一为统一国家之币制#二为统一

全国之金库#三为调剂国内之金融%

)

#享有经理国

库)发行兑换券)铸造和发行国币)经募国内外公债

等特权&有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便不

能再称国家银行#因此对中)交两行另外制定.中国

银行条例/与.交通银行条例/

*

!

+

D!AGD"*

#从法律上改

变两行的国家银行性质#规定中国银行为$政府特许

之国际汇兑银行%#交通银行为$政府特许之实业银

行%

*

#

+

)

#试图实现国家银行与政府特许专业银行的

分离&但是#规定仅停留于法律文本#国家银行仍具

有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双重性质#政府特许专业银

行仍具有中央银行特权#它们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

因为此时的中央银行实力还不如中国银行#仅与交

通银行实力相当&

抗战爆发后#财政部于
@+!,

年
,

月
),

日急令

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于上海成立四行联合

办事总处#简称$四联总处%

*

#具体$负责办理政府

战时金融政策有关各特种业务%#由蒋介石亲任理事

会主席&从此#四联总处成为国民政府战时最高金

融管理机构#中央银行并未真正拥有国家银行的实

权&可以说#在
@+#)

年以前#中国近代中央银行长

期孕育在$四行二局%国家金融体系之中#并与其他

商业银行分享着特权#无法体现其作为国家银行的

核心作用&对此#国民政府并不甘心#指示四联总处

的重要任务就是帮助国民政府确立中央银行制度#

强化中央银行职能&于是#

@+!A

年
!

月#国民政府

公布.购买外汇请核办法/#规定由中央银行办理外

汇审核事宜#中央银行取得外汇审核的专权,

@+!+

年
@*

月#实施.公库法/#由中央银行经理国库,

@+#*

年#推行轧现制度#由中央银行实行总轧账,

@+#)

年

@

月#颁布实施.中央银行办理票据交换办法/和.中

央银行附设票据交换行庄保证准备供给委员会办事

规则/#规定由中央银行统一办理票据清算,

@+#)

年

!

月#又制定.非常时期票据承兑贴现办法/#规定中

央银行扩大办理票据贴现业务#使中央银行取得$最

后贷款人%的职能&

@+#)

年
!

月#蒋介石发布$加强统制四行%手

令#特别声明$限制四行发行钞票#改由中央统一发

行%

*

D

+

#,

&

D

月#蒋介石亲自主持四联总处理事会并

通过.四行业务划分和考核办法/和.统一发行办

法/&

"

月#又通过.统一发行实施办法/#主要规定

全国钞券发行集中于中央银行办理#省地方银行发

行钞券限期结束,中国)交通)农民三行发行的钞券

由中央银行接收,统一发行自
@+#)

年
,

月
@

日起实

施,中国)交通)农民三行
@+#)

年
"

月
!*

日止所发

法币之准备金限于
,

月
!@

日以前全数移交中央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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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接收&接着#财政部又颁发.中央银行接收省券办

法/#规定各省所有地方银行的库存钞票和准备金#

均交中央银行接管#并且$各省地方银行之发行#由

财政部规定办法限期结束%

*

!

+

#DA

&至此#中央银行统

一了货币发行权&

抗战结束后#所有国策贷款均由四联总处核定#

经其核定之国策贷款#得随时向中央银行办理重贴

现)转抵押)转押汇#并由中央银行确定总额,而业务

贷款则必须经中央银行贴放委员会核准方可办理&

另一方面#鉴于中央银行资力的不断增强#财政部更

是将重要的金融监管权委交于该行&

@+#D

年
#

月#

财政部颁布.财政部授权中央银行检查金融机构业

务办法/及.财政部授权各省财政厅监理县银行业务

办法/#授权中央银行检查除重庆区外的各省地方银

行#各地商业银行及保险)信托)合作金库等金融机

构业务#但国家三行两局及县银行业务不在授权检

查范围内&依据这些法规#中央银行将县乡银行业

务督导处加以改组#并于
"

月
@@

日成立中央银行金

融机构业务检查处#执行全国各地商业行庄)信托公

司)保险公司及合作金库等金融机构之业务检查事

宜*

!

+

"AAG"+*

&至此#中央银行开始具备政府的银行)

发行的银行与银行的银行三大职能#实现了国家银

行与政府特许专业银行的分离#是国民政府加强金

融控制)实现金融监管和维护金融稳定发展的重要

一步&

国民政府加强中央银行职能#使它成为国家银

行#以区别于其他政府特许专业银行#这是顺应世界

的发展潮流#是中国政府倡导并模仿国外先进银行

制度形态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银行制度近代化转

型的里程碑&但是#中央银行地位强化之后#独占货

币的发行权#操持着全国信用之伸缩特权#无法不与

政府发生关系#导致其独立性毫无保障#是导致恶性

通货膨胀+

*

"

+

@G@"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

四行专业化分工#实现分业经营与混业经

营的分离

金融业务范围是金融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实

际体现&作为一种权能或资格#必须以金融立法形

式授予)且须经金融业监理机构核准后方能取得&

中国自清末一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法币改革以前的金

融业务是无所谓分业的#各种银行名义上虽都负有

一种特殊的使命#但实质上都早已商业银行化了,

&

如
@+!@

年.银行法/规定#在该法施行前兼营非该法

所许业务之银行#在该法施行后
!

年内可以继续其

业务#即赋予银行混业经营以宽松的法律环境*

,

+

DD

&

当时中央银行实力薄弱)无法调剂一般金融之缓急#

更有甚者#中央银行在业务上有时还侵入一般银行

经营的范围#而与后者处于竞争的地位#从而造成银

行制度紊乱不整*

A

+

#"

&

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于
@+)A

年改组中国

银行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交通银行为特许发展全

国实业银行#并于
@+!D

年
D

月将中国农民银行作为

复兴农村经济的专业银行&

@+!D

年
@@

月实行法币

改革后#更是将全国银行分为中央银行)实业银行)

农业银行)商业银行)不动产抵押银行)储蓄银行)汇

兑银行和工业银行八类#试图通过国家政权干预以

实现银行的专业分工#确立专业化银行制度*

+

+

)@D

&

但是#事实则相反&从国民政府连续颁布的.修正中

国银行条例/!

@+!D

年
"

月").修正交通银行条例/

!

@+!D

年
"

月").中央银行法/!

@+!D

年
"

月").中国

农民银行条例/!

@+!D

年
"

月").修正中央银行法/

!

@+!"

年
@

月").修正中国农民银行条例/!

@+!,

年

"

月"来看#这些银行立法均规定各行可经收各种存

款并代人保存证券票据及其他一切贵重物品及办理

信托储蓄业务#各行拥有货币发行权#均代理政府发

行国外公债及经理还本付息事宜#各行均代理一部

分国库事宜等等*

!

+

D+*G")#

#并无银行分业经营之规

制#银行业仍呈混业经营状态&

事实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正值国际银行业分

业经营)银行实行专业化的高潮时期&如
@+!!

年美

国.银行法/确立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分离的

原则#辟专条规定商业银行业务必须与证券投资业

务分离#人们将这些条款统称为.格拉斯
G

斯蒂格尔

法/&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因受世界性金融危机和凯

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影响#银行专业化和国有化成

为银行领域改制的主流*

,

+

D!

&我国金融理论界也普

遍认为#中国应当实行银行专业化分工#推进中国银

行业的专业化进程&

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

@+#)

年
!

月#四联总处遵照蒋介石发布$加强统制四行%的手

令#对四行实行专业化分工#先后拟定并通过.四行

业务划分及考核办法/!

@+#)

年
D

月
)A

日").统一

四行外汇管理办法/!

@+#)

年
D

月
)A

日").理事会

关于统一发行实施办法的决议/!

@+#)

年
"

月
@A

日").四行放款投资业务划分实施办法的决议/

!!

王红曼
!

对中国近代金融三次制度性创新分离之考察



!

@+#)

年
,

月
)!

日"等法律条例#对四行业务范围

作如下划分*

@*

+

D"@

(!

@

"中央银行集中钞券发行#统筹

外汇收付#代理国库#汇解军政款项)政府机关以预

算作抵或特准之贷款#调剂金融市场,!

)

"中国银行

受中央银行之委托#经理政府国外款项之收付#发展

与扶助国际贸易#并办理有关事业之贷款与投资#受

中央银行之委托#经办进出口外汇及侨汇业务#办理

国内商业汇款#办理储蓄信托业务,!

!

"交通银行办

理工矿交通及生产事业之贷款与投资#办理国内工

商业汇款)公司债及公司股票之经募或承受#办理仓

库及运输事业#办理储蓄信托业务,!

#

"中国农民银

行办理农业生产贷款与投资#办理土地金融业务#办

理合作事业之放款#办理农业仓库信托及农业保险

业务#吸收储蓄存款&至此#四联总处从法律制度层

面明确了四行的业务范围#促使银行的专业化体制

基本形成#确立了中央银行制度和国营银行一业为

主)相互交叉的专业化银行经营模式#奠定了国民政

府银行垄断体系的基本格局#标志着四行业务开始

实行分业经营#实现与过去混业经营的分离#从而尽

可能地规避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为战时金融稳

定做出贡献&

抗战结束后#为加强国家金融制度的基础#达到

发展经济的目的#四联总处于
@+#"

年
D

月
)!

日拟

具.加强行局专业及总处对各行局考核办法/#进一

步明确中国)交通)农民三行及中信)邮汇两局的主

要业务范围#规定中央银行应协助各行局专业之发

展#各行局应将其资金的
D*\

运用于专业范围内之

业务#如某一贷款对象与各行局的业务范围均有联

系#可由有关行局联合承做#巨额贷款可组织银团联

合办理,四联总处今后的任务为决定金融经济政策)

指导各行局业务方针)考核各行局的业务状况)核定

D***

万元以上之重要业务案件&

@+#"

年
"

月
!*

日#四联总处为督导各行局切实执行.加强行局专业

及总处对各行局考核办法/#以收分工合作之效#根

据当时实际需要拟具.四行两局专业研究计划纲要/

作为补充#以便就各行局专业范围内进一步推动工

作*

,

+

DD

&

但是#随着通货膨胀的日益加剧#国民政府随即

于
@+#"

年颁布.财政部管理银行办法/#将战时银行

专业化之法令悉数废止#并于
@+#,

年修订.银行

法/#规定银行主要业务包括收受各种存款)票据承

兑)办理各种放款或票据贴现)国内汇兑)特许经营

之国外汇兑)代理收付款项,附属业务包括仓库及保

管业务)买卖有价证券及投资)代募或承募公债公司

及公司股份)特许买卖生金银及外国货币)受托经营

财产等,同时#还对不同的银行业务种类有了不同的

限制*

!

+

,#*

#银行又从分业经营回到混业经营状态&

可见#国民政府为应对金融紧急形势#不断地将金融

业务范围进行调整#在混业经营与分业经营之间游

弋#充分反映国民政府金融制度的不稳定#同时也暴

露国民政府日益突出的金融危机&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金融三次制度性创新分离

的特征极具典型性)代表性和连续性&其典型性表

现在三次制度性创新分离的理论来源主要是受西方

国家金融制度的影响,代表性表现在中国近代半殖

民地半封建国家性质导致中国近代金融三次制度性

创新分离的过程充满了西方列强的干扰和日本侵略

战争的破坏,连续性表现在中国近代金融三次制度

性创新分离在近代的不同历史时期#随着政权的更

替#在发生变革的同时#事实上又有沿袭的内在联

系#体现了中国近代金融制度的阶段特征和连续演

进的整体轨迹&同时#中国近代金融三次制度性创

新分离的演进历程#体现了中国近代金融立法体系

变迁的轨迹#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金融制度与中

国金融法制的近代化转型#揭示了金融制度创新与

金融法制变迁之间的内在逻辑&因此#中国近代金

融三次制度性创新分离本质上是一场复杂的)深刻

的社会转型#而不仅仅是一个以金融变量来衡量的

制度性创新分离的问题#其演变过程充满了与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既依附又斗争的两难困境#反映了中

国金融近代化)国际化进程中的曲折性和复杂性&

注释!

!

主要有(杜恂诚.金融制度变迁史的中外比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年版,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编.中国金

融制度变迁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A

年版,孙建华.近代中国金融发展与制度变迁!

@A#*

'

@+#D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A

年版,夏友仁.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制度研究/#郑州大学未刊硕士论文
)**!

年,杜恂诚.中国近代两种金融制度的比

较/#.中国社会科学/

)***

年第
)

期,王新生.中行稽核派驻制度的演进及其启示/#.国际金融研究/

@++"

年第
+

期,李永伟

#!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之国库经理制度发展论'''以政府主导下的制度生成过程为视角/#.武汉科技大学学报/

)**A

年

第
"

期,万艳丽.近代中国银行内部控制制度探析/#.财会通讯/

)**A

年第
)

期,周春英.近代中国民营银行发展制度变迁研

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A

年第
D

期,陈可新.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研究/#.福建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

年

第
)

期,李桂花.论近代中国中央银行的形成时间)制度类型与功能演进/#.中国经济史研究/

)**@

年第
)

期,陈民.法币发

行制度与通货膨胀/#.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年第
#

期&

"

$创新%这一概念是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最先提出&他认为#创新是理解资本主义体系及其发展的核心概念#创

新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经济发展的原因#更是经济发展的本质&$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一种方式#它表现为通过金融

要素进行新的组合来实现金融上层建筑的量的扩张&$金融制度创新%是指政府主导型的金融制度变革&

#

主辅币关系主要是指主币是无限法偿币#而辅币则是有限法偿币&主币由中央银行发行#而辅币由财政部发行&辅币的内

在价值#即币材的价值一定低于它名义价值&

&

@AA*

年以后#西方主要国家普遍实行金本位制#货币制度进入了金本位制时代&

'

当时#法币准备金在英国达到
)D**

万镑#在美国达到
@)***

万美元#这些都是中国用白银换来的&

(

凯恩斯对金汇兑本位制的定义是($当一国的黄金流通不多#本国的通货并不一定可兑换黄金#但政府或中央银行规定办

法#依本国通货与黄金交换的一个固定的最高率#供给金汇票#而保留一相当之准备于海外#则我们可以说0金汇兑本位存

在1&%也就是说#采取金汇兑本位的国家不必保持足够的发行准备#更不必有金币流通#但必须在国外保有外汇基金以稳定

币值#即通过无限制地买卖外汇来维持本国货币币值的稳定&事实上#这种货币制度极不稳定#是凯恩斯
@+@!

年在经济方

面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印度的通货与金融/中所鼓吹$用金汇兑本位制把印度货币与英镑连结起来以稳定印度经济%的理

论&

)

宋子文在中央银行开幕典礼上的讲话&

*

@+#*

年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也相继加入四联总处&所谓四联总处#实际上是包括$四行二局%六个单位的联合机

构&

+

张公权($在中国#恶性通货膨胀的起因是与对日战争所造成的异常情况分不开的#同时也还有国内的肇因#体现在财政与

银行的关系方面&%

,

正如当时的学者李紫翔所指出($战前的
@"#

家银行#依其名称和法定的任务分类#计有中央银行及特许银行
#

家#省市立银

行
)"

家#商业储蓄银行
,!

家#农工银行
!"

家#专业银行
@D

家#华侨银行
@*

家&这完全是形式的分类&无论所称农工银行

者#均属资本微小#而其业务亦终未能超过交换过程的商业资金的融通#即特许银行或省市立银行#除了享有发行权及代理

国库以外#在业务性质上亦未发生什么本质的不同&所以我国公私立的各种银行#都只是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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