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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戴建兵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1890—1935）》，作为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专刊
的第一种，即将正式出版了。
    建兵2000年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时，就已是河北经贸大学教授、金融系系主任，撰写
出版有钱币学、货币史方面的著作多部，专业文章不下百余篇，是颇有知名度的青年学者。
不少人当面问他南下求学的动机是否只是为了拿个博士学位，质疑他以学生身份再耗上几年时间是否
值得。
但在我看来，建兵是个淳朴的北方汉子，他来复旦就是为了能在上海这个近代中国金融中心所在地，
静下心来读些书，把他多年来的学术工作作一思考和总结。
    如他本人所言，撰写博士学位论文不想简单重复别人和自己已有著作的套路，而是要“依历史的逻
辑，以钱币学为新的史料、方法支撑，辅以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学、新制度经济学等分析工具，力
求从新的视角来研究近代货币与近代经济的关系”;“依经济学的逻辑，首先从货币本身入手，在评述
中国近代货币发展的进程后，总结出中国独特的货币体系的实质;其次从货币与金融业的关系角度探讨
近代金融业最为重要的货币业务，并导出其与各种金融机构兴衰的关系;再进入货币与宏观经济发展关
系的论述，从而力求把握近代货币与近代经济的关系，并依此确立评判中国近代货币思想的标准”。
按照上述视角，目前的文稿构建起了相对完整的体系。
第一章“白银核心型的货币体系”，是讲近代中国货币制度本身，更确切地说，是讲白银在近代中国
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并且归纳中国近代币制的特点。
该章首先分节叙述银两和银元，自是题中应有之义;接着谈制钱与铜元，固然在史料和史实两方面均见
功力，但意在揭示白银居于货币体系之核心地位的必然性;再分析了白银与纸币的关系，最后归纳中国
近代币制的特点:价值尺度的失衡，落后于世界的货币，价格失灵从而加大社会生产成本等。
第二章谈白银与近代金融体系的关系，其基本观点是:货币制度的变迁不仅促进了新的金融体系的确立
，而且也常常淘汰旧有的传统的金融机构;进而具体讨论了外商银行与白银、白银与钱庄、国内银行与
白银之间的关系，以及由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派生的银市、金市和汇市。
第三章谈白银与近代中国宏观经济的变迁，指出了中国货币的不统一、城市货币的充分和乡村货币的
匮乏、金融体系的财政化和复杂性，直接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并且分别剖析了银价下跌和银价上涨的
案例。
第四章谈不同发展道路下货币制度选择的路径，重点谈的是政府与银行业发展的关系、政府与货币制
度确立的关系，认为这是旧中国政府影响经济发展道路的重要手段。
全文的结论部分有两个观点值得注意:近代中国政府财政的刚性往往打破政府对货币制度建设及符合国
际货币进程的努力;法币改革终结了近代以来中国对于世界币制的追随，并且完成了政府对经济宏观管
理的自主，从而依照经济学的角度而言，1935年的法币政策是中国近代经济从对外依附到经济独立的
重要分水岭。
    众所周知，白银问题贯穿于中国近代金融史的各个阶段（1935年实施法币政策之后，白银虽然不再
是法定货币，但白银储备如何转换为外汇储备，却是政府金融政策的重要方面），白银与经济之间有
着重要的联系。
以往许多论著都从具体的研究个案中涉及了两者的关系，这些单独个案的研究，过去、现在和今后都
是不可或缺的;随着个案研究的进展，对白银与经济关系的整体研究的呼声日益迫切。
建兵这部书稿的贡献之一，就是在整合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兼具历史学和经济学的视野，提出了关于
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体系。
    但是，这部书稿还体现出了如下学术指向:中国学术界必须而且可以有自己的经济学。
建兵在河北经贸大学从事理论教学多年，他几次向我谈起:目前中国的经济学教材，包括货币银行学、
国际金融学等，对中国的五千文明、近代中国的金融史，基本没有涉及，有些甚至只字不提。
来复旦大学之前，建兵已经在撰写中国银两史稿，他之所以想写中国银两史稿，是受德国学者弗兰克
的《白银资本》一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的启发。
在旁人看来，中国银两史稿的成稿篇幅已有五十余万字，从其中选取若干部分适当补充修改，作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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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论文交差，可谓轻车熟路，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在写作中国银两史稿的过程中，建兵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不能光有叙事，需要有理论的总结和
提升。
而在中国银两史稿之外选取现在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就是要把经济学和历史学相结合，使理论与
方法交融。
从中国经济史丰富的内容中抽取其规律，对真正形成中国的经济学或经济学的中国化，有更直接的迫
切性。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只有一门科学即历史科学。
目前的书稿中不使用“银本位”而提“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谈白银风潮、谈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通
胀和萧条，都体现了要揭示货币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书稿最后部分谈不同发展道路，也是进一步强调从中国近代货币史抽取中国自己经验的重要性。
中国货币史与货币银行学的结合，就是中国自己的货币银行学。
目前的书稿还不能说就已经完成了这一目标，但却是在踏踏实实地向这一目标迈进，体现出对学术的
执着追求的精神，也是在批判中守护和提升着学术精神。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建兵会相应取得更大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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