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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出版多卷本的《中国金融通史》是金融史学界人士的多年愿望。
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学会和中国金融出版社的关心支持下，在《中国金融通史》编委会的主持
下，经过有关专家们的分头执笔编撰，这个愿望终于能够实现，该书即将陆续分卷问世。
　　《中国金融通史》是一部系统地阐述中国自古到今金融活动及其规律性的专业通史。
专业通史有其自身的特点，她以全面、系统、完整地反映中国金融历史的发展、演变为其主要任务。
　　中国的货币、信用有着悠久的历史。
古代货币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具有东方民族货币文化的价值；古代信用关系的发展，也具有许多不
容忽视的中国特色，均值得弘扬和深人研究。
人类社会从古代进入近代，是一个巨大变化。
这个变化在中国，由于外国资本势力的侵入，遂使中国金融历史充满着矛盾和复杂性，更需要加以剖
析与阐明。
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金融，随着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而不断发展。
垄断地位非常突出的中国官僚资本主义，以其高度集中和巨大规模，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
物质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史转人当代，在金融领域里，也开始了新的篇章。
金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但也不断受到干扰和扭曲，不得不在曲折中前进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改革、开放方针的贯彻，使金融事业获得空前
繁荣，中外金融机构不断增设，金融市场逐步开拓，金融工作内容更加丰富，这段历史经验，尤其应
该予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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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金融通史》是一部系统地阐述中国自古到今金融活动及其规律性的专业通史。
专业通史有其自身的特点，她以全面、系统、完整地反映中国金融历史的发展、演变为其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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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东北三省的情况是很典型的例子。
东三省地方当局发行的纸币名目繁多，杂乱无章。
　　1.一类是官帖。
这是清代官银号发行的。
1905年奉天官帖被收回，所以在市面上流通的官帖只有吉林官帖和黑龙江官帖两种。
这种官帖的票面以吊为单位，此时已是不兑现的纸币。
　　2.一类是铜元票。
　　（1）黑龙江省铜元票。
这是从1908年起黑龙江官银号发行的，当时可以兑换铜元，后因滥发而停止兑现。
1919年官银号与广信公司合并时，发行额达20亿枚左右。
　　（2）奉天公济平市钱号铜元票。
这是从1919年开始发行的。
发行之初，这类铜元票可以等价而无限制地兑现，盛极一时，后来越发越多，准备不足，兑换就须打
折扣。
　　（3）广信公司四厘债券。
这是1924年黑龙江广信公司以整理省内纸币为目的，以本省制钱为本位发行的。
3.一类是银元本位的纸币。
（1）小洋票（即小银元票）。
1905年设立的奉天官银号于次年先后发行小洋票和龙元票两种纸币，以小洋票最为商民所普遍通用，
龙元票于1918年收回烧毁。
小洋票的票面额有19种之多。
以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官银号、奉天兴业银行、殖边银行等金融机构
也先后在东北发行小洋票，发行数额骤增，发行准备不足，导致票价下落。
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的小洋票，开始可以兑换。
1916年发生挤兑风潮，变成不兑换纸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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