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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1600～1949）：基于经济运行与经济近代化的研究》系统考察了明中叶
至新中国建立前300多年间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及其演变过程，主要对1600-1949年间中国的货币制度
、货币流通量，各类金融机构的兴衰发展过程、经营业绩及绩效变化，货币金融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其
路径，金融发展与财政体系的关系，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二元金融结构与农村金融，货币金融发展
的整体水平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本研究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金融体系发展演进的路径和特点，以及由货币金融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中
国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与经济近代化的进程。
本书对历史时期的金融体系及其与经济运行内在关系的考察，弥补了经济史领域中关于金融长期发展
及其相关问题系统研究的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经济分析中金融理论的内容，为宏观金融经济
学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基础。
本书将货币金融与经济近代化联系起来，从经济运行和货币化的角度探讨经济近代化的过程，为现代
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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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汉口：汉口为五方杂处的商埠，外籍来此经商者，多自发性地结成帮口，清代汉口的典当业中就
有徽州帮、山西帮和南京帮，《汉口山陕西会馆志》载汉口的山陕会馆包括行内和山西省内众多的商
帮，如太原帮、汾州帮、红茶帮⋯⋯当帮、皮纸帮、红花帮等。
光绪年间，湖北共有当铺17家，仅汉口就占有10家。
辛亥革命前后，汉口的当铺曾增加至30余家。
后因军阀混战、滥发纸币，典当业遭受很大影响，1927年时甚至一度全业停闭。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汉口的典当业得到了恢复与发展。
1931年，原有及新设典当共计26家，至1936年减为24家，除设在日、法两租界7家外，其余17家散布在
特区及市区各地。
晚清时期，汉口典当业的利息为月息2分，满当期20个月。
民国时期，除一些设在租界内的小押店之外，汉口的典当月息大体为2分5厘，满当期为12个月。
1931年时，汉口市政府曾在社会科设立专管部门，规定典当业月息2分，满当期6个月。
　　福州：五口通商以后，福州的典当业得到迅速发展，从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是福州典当业比较旺
盛的时期，全市共有当铺30多家。
民国时期，福州当铺的押息为1分6厘，抗战前改为2分4厘，而其吸收私人存款及钱庄放款所付月息只
有8厘，利差达2～3倍。
以一般当铺的15万元架本计算，月息可收入3600多元，每年的利息收入就可以达到四五万元，此外还
有过期加贯（即额外利息）的收入。
福州当铺收当的质押品，种类繁多，包括各种绸缎、衣服、被帐、金银首饰、钟表、古董珠玉、名人
字画等，对质押物品的估价，一般以原价值的40%至50%为标准。
质押期满，只能在满期5天内取赎，或者继续入当5个月或10个月，并先交纳利息。
过期不赎，没收质押品，如发卖“估衣庄”，称为“抄赃”。
福州当铺的押当期限早期定为30个月，后因币值变动改为18个月、12个月、6个月、2个月或者1个月。
抗日战争爆发后，法币贬值，物价不断上涨，当铺深受其害。
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市几乎没有当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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