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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古代篇，从金融的起源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止。下编为近代篇，从
鸦片战争后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止。另加结束语，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体系的建立
，使对于中国古近金融史的阐述更具有完整性。作者对中国金融史进行了长期的资料积累，为撰写本
书作了充分的准备。本书征引史料翔实，文笔简洁明快，观点时有创见，是研究或学习中国古代和近
代金融发展历史的一部较为理想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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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世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1929年生，浙江台州人。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银行学系
，留校任银行专修科助教。1952-1972年在上海财经学院任教。1972年起在复旦大学任教至今。曾任中
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上海市经济史学会副会长等。现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中国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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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用后的货币   一、白银成为主要货币   二、铜钱的铸造和流通   三、银钱并用后的宝钞和行钞余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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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金融垄断的形成和外商银行   一、四行二局金融体系的建立   二、国民政府对商业银行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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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商银行  第二节 废两改元和法币政策   一、废两改元的实现   二、1934－1935年金融危机   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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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合作社   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   三、革命根据地的货币第九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金融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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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发展  第三节 法币的恶性膨胀   一、以法币为弥补财政赤字的工具   二、通货膨胀和物价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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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沦陷区的日伪金融   四、华中沦陷区的日伪金融  第六节 抗日根据地的金融   一、陕甘宁边区的金融
，   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金融   三、华中和华南抗日根据地的金融第十章 解放战争时期的全融  第
一节 国民政府对敌伪金融资产的接收   一、对敌伪金融机构的接收   二、对敌伪纸币的收兑  第二节 民
族资本金融业和外商银行   一、民营金融机构的清理和复业   二、新《银行法》的颁布   三、民族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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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二、中国人民银行的创立和人民币的发行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解放区的金融管理结束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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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院校里研究古代金融的人少了，似乎只有西方的原版书才是正宗。读了这本书后，发现还有人在
坚持这个阵地。
2、难得一部历史金融史
3、如题，书脊处有一个很大的折印，希望以后当当送书的时候能多把把质量关。
4、很难得,把中国几千年的金融史浓缩在一部几百页的书中,近代部分非常经典,关于国民党统治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的金融史料以前很少看到，很受启发。
5、比彭老的货币史差一点
6、陕西省图
7、古代史方面相对薄弱，可能是由于史料缺乏，对于金融行业之间的联系互动方面论述较为不足。
8、跟那本西欧金融史一比真的是相形见绌。这本的眼界有点太狭隘了。
9、ＧＯ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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