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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简史（古代部分）》

内容概要

《金融简史(古代部分):对金融产生及初步演化的历史考察》主要以文明发生之际至西方罗马帝国灭亡
、中国汉末这样一个独立的时间单元为考察视域，分析中西货币金融发生发展的基本脉络。首先，对
中西货币金融两条发展轨迹进行尽量全面、翔实、符合历史的客观描述，在此基础上进行表象背后的
原因分析，寻找相关制度及组织的生成、发展机制和运行原理，并在一个包括政治、经济等要素的宏
大分析框架下，对中西货币金融的发展脉络进行综合比较分析，探究超越中西方囿限的货币金融本质
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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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简史（古代部分）》

作者简介

　　禹钟华，男，经济学博士、副教授，现就职于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主要研究方向有金融史、
金融功能理论、国际货币体系演化问题等，同时也关注、学习、研讨经济哲学问题。已完成著作《金
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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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简史（古代部分）》

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章 古代两河流域的货币与金融第一节 人类历史中最早的商业文明一、最早的人类文明以及
最早的商业文明二、地域开放、四通八达三、多中心、多元化的政治格局第二节 古代两河流域的货币
形态及其发展一、非金属实物货币阶段二、金属称量货币阶段三、白银和大麦两级货币制度的确立四
、铸币的产生第三节 古代两河流域货币借贷的形式、用途与制度一、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约公元
前2111年一前2003年）的货币借贷（一）专司借贷中介的主体：商人、神庙、宫廷（二）借贷具有比
较正式的形式和明确的目的二、古巴比伦时期（约公元前1894年一前1595年）的神庙贷款（一）债权
人与中介（二）贷款的用途i三、债务问题第四节 古代两河流域的货币金融制度一、对货币使用的监
管二、对借贷的监管（一）对贷款形式的规定（二）对几种贷款方式的规范（三）对违约的处罚三、
委托一存款的雏形四、金融工具五、对利率及贷款形式的监管六、小结第二章 古希腊的货币与金融第
一节 背景：特殊的地理环境与突出的商业文明特征一、海上交通枢纽二、农业不发达三、矿产丰富四
、典型的城邦政治第二节 古希腊的货币形态发展一、牲畜与金属——荷马时代的货币（一）牛（二）
金和铜二、金属铸币的起源与发展（一）西方世界金属铸币的起源（二）铸币制度的确立及其发展（
三）金属铸币制度的传播第三节 古希腊货币借贷的机构与形式一、银行家及其借贷活动⋯⋯第三章 
古代罗马的货币与金融第四章 古埃及的货币与金融第五章 中国古代的货币金融发展（一）——前春
秋战国时期第六章 中国古代的货币金融发展（二）——春秋战国时期第七章 中国古代的货币金融发
展（三）——秦汉时期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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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简史（古代部分）》

章节摘录

　　这种多中心的局面造成国家间不得不进行大量、频繁的经济交往，“频繁的国际交往有发展到两
邦间，订立等权协定，即许给一国公民在别国享有该国公民所享有的国家法和私法上的权力；它还发
展成商业条约，即规定不同城邦公民间有关商业、信贷业务、各种买卖契约的种种诉讼程序上的法规
条约；发展成为国际仲裁的官吏，仲裁者是争端双方同意的第三者等等。”②相关“国际”惯例的形
成首先说明了大量国际间商业行为、金融行为的存在，同时也说明了相关法制的完备健全，经济秩序
能够得到保证。　　同时，城邦制必然和民主法制密切相关，“直接民主制度唯有在领土狭小的城市
国家中才有可能。⋯⋯所以，城邦制度和直接民主两者是互相依赖，互为条件的。⋯⋯城邦必定是‘
宪政国家’或‘法制国家’。城邦既然是‘轮番为治’的公民团体，城邦当然高于它的每一个个别公
民，也高于它的一切统治者，这是城邦的‘民主集体主义’——一种以公民最高主权为基础的民主集
体主义，所以他必须有章程，要按规章治理”③民主和法制决定了市民社会是一个平等的社会而非等
级化，在最大限度上保证了经济金融的自演化空间，经济金融得以充分、自由地发展，而绝少人为干
预。　　因此，古希腊具有在文化传统、地理、制度、体制等诸多方面的优越条件来促进货币金融的
发展，其货币金融的发展继古代而河流域之后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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