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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勉卫忠（1978年—），青海西宁人，回族，专门史博士，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1997—2009
年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得中国民族史专业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发表学术论文三十
余篇，历史散文数十篇，著有《青海回族史·经济篇》，主持和参与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目
前从事青藏区域历史与文化研究工作，并研习中国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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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民国初期，银元从外省流人青海，进入市场。由于银元形制、成色、重量比银两固定，在市场上
使用不用称重、验色、折算，交易双方均感方便，因此，很快被群众接受，广泛流行起来。民国二十
二年，国民政府废两改元，银元被法定为本位币，从此，银元不仅在青海东部农业区流通，而且在牧
业区也逐步流行起来。民国二十四年，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实行法币制度，禁止银元流通。虽然
法币有国币这块护符，并凭借政治力量强行在青海流通，但一直未能独占整个青海市场。银元虽被数
次宣布为非法货币，中央、地方政府三令五申禁止流通，但事实上却从来没有停止流通。抗日战争爆
发前，法币在东部农业区间有使用，抗战开始后，又逐渐变为银元的辅币，到解放战争时期，因泛滥
贬值被群众拒用。在青海，虽然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银元不但未被取缔，其货币地位反而愈加巩
固，群众越发信任。民国三十七年，国民政府再次进行币制改革，不久银元又被准许流通。到新中国
成立前夕，青海市场事实上的本位币仍是银元，其他货币皆处于从属地位。　　据文献资料记载，青
海地区流通的银元，“袁头”最多，“船洋”、“龙洋”次之，其他种类的银元较少。毗邻西藏的玉
树等地区还曾流通过四川藏洋。银元从开始在青海流通到彻底退出市场，历时40多年，自民国二十四
年底到民国三十七年底，银元流通虽不合法，但在法币贬值、物价飞腾的情况下，银元复出市场流通
，对保护人民财产，免遭法币膨胀贬值损失起了一定作用。同时，群众对银元更加坚信不移。其他货
币如铜元、角票、青海加砸铜元、法币，金圆券等先后变为银元的辅币在市场流通，去留看其稳定性
，如铜元“起于清朝中期，在青海废止流通时间为1935年前后纸币流通，有1角、2角的辅币，铜元失
去了当辅币找零的作用”。到了1947年“纸币不断贬值，纸币的角票失去了使用价值，于是铜元作为
找零的辅币，二次又流通了起来”。①城镇市场作为商业网络的节点，为不同地域范围内的流通中心
，它不仅对自身腹地范围区域产生集聚、辐射、吸引和输出作用，而且在与其他地域城镇市场联系中
还发挥了中介、中转作用。它通过各种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同其他地域城镇市场进行经济联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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