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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寄生与共生：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研究》研究的是汪伪政权的金融中枢——中央储备银行。
全书在中日持久战的视野下考察该银行的设立、组织、制度等问题，并对该银行与日本政府的关系及
对汪伪政权的作用，加以深入分析。
所用资料丰富翔实，综合运用经济史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反映了抗战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寄生与共生：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研究》可供历史学专业的研究人员参考，也可供史学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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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佩禧，女，1981年生，浙江台州人。
2003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历史学专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0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
专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现于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任教。
在《抗日战争研究》、《社会科学》、《江苏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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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序前言第一章 导论一、相关研究现状二、研究范围的界定三、研究的思路与内容四、研究的创新
和局限第二章 中央储备银行成立前后各方的矛盾和斗争第一节 汪伪政权提出设立中央银行的诉求一
、汪伪政权正统性的诉求二、汪伪政权的财政窘境第二节 日本对中储行成立态度的转变及原因一、华
兴商业银行二、军票三、关余第三节 重庆国民政府的抵制策略一、法币平准基金会二、舆论宣传三、
恐怖暴力小结第三章 汪伪极力保证和维持中储券信用第一节 中储行的成立第二节 推行中储券一、等
价兑换：1941年1月6日～12月7日二、平定恐慌：1941年12月～1942年3月三、差价兑换：1942年3月～5
月四、全面回收：1942年5月4日以后强行收兑法币的过程第三节 拓展行务一、上海分行二、管辖行制
度三、中央信托公司和中央储蓄会四、粮食和棉花的抵押放款业务第四节 处理券务一、废券二、假币
三、破损券四、回收军票小结第四章 中储行与各中外银行间的往来关系第一节 与华北联合准备银行
的关系一、华北联合准备银行成立二、中储行与联银的关系三、中储券与联银券的兑换四、中储券与
联银券之间兑换率的变动第二节 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关系一、“互存”之由来二、“互存”之实质
三、影响：华中沦陷区超级通货膨胀第三节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复业一、中、交两行的历史沿革二
、中、交两行的改组过程三、复业后与中央储备银行的关系四、复业后经营状况第四节 监管银钱业，
确立“中央银行”的地位一、银钱业为游资投机推波助澜二、中储行设立检查金融事务处三、整肃银
钱业小结第五章 中储行与汪伪财政的关系第一节 中储行经营国库第二节 借款契约和透支契约一、周
佛海和日本签订借款契约二、日本向中储行透支第三节 中储行日本顾问制度结语一、货币战与傀儡政
权威信的建立二、战时状态下经济对政治渗透三、日本控制与汪伪的合作四、合作下的矛盾附录I 中
央储备银行同人录（1944年）Ⅱ 1937—1944年中国通货发行统计表Ⅲ 与中央储备银行相关的法令法规
Ⅳ 中央储备银行大事记参考文献一、原始档案二、报纸杂志三、出版史料四、专著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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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寄生与共生：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研究》并非仅仅停留在研究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本事，而是站在
一个更高和更广的角度，以战时中日经济高度结合的地区——上海为中心的华中地区为背景，围绕考
察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的设立、内部组织和业务活动等一系列问题，分析和探讨汪伪政权及其与日本占
领军、重庆国民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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