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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外债与民国时期经济变迁》主要从五个方面阐释外债对中外经济关系变动的载体意义：第一，从产
业发展和资本形成能力的角度对近代中国的外债问题进行理论思考；第二，以地方外债和币制借款为
主体研究外债对北洋时期财政金融的影响；第三，以债务整理为重点探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铁路外债
制度的变化；第四，以棉麦大借款和法币改革前后的外债问题为基础研究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列强对
华贷款的新趋势；第五，以三家企业为例进行民营工矿企业外债的个案研究，关注政府与企业在外债
问题上的关联性。
本研究旨在客观详实地研究外债与经济变迁的互动关系，以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突破近年来运用
“双重性”、“双刃剑”等中性话语对外债进行简单化判断的研究范式，量化地研究外债在经济变迁
中的制度效应问题，并研究经济观念和经济制度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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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陵合，男，1968年生，安徽南陵人。
先后在厦门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现为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史，尤以中国铁路史、中国外债史研究为重点。
先后出版了《清末民初铁路外债观研究》、《晚清外债史研究》、《钱币刍言整理与研究》三本专著
，并参编了多本著作。
在《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科技史杂志》等刊物
发表100余篇论文。
近年来，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省社科规划项目等多项课题。
2010年获安徽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称号，2011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外债与民国时期经济变迁>>

书籍目录

第一章导论 第一节对民国时期外债新的考察视角 一、关于民国时期外债的界定问题 二、民国时期外
债的阶段性特征 三、本研究的基本思路 第二节外债与民国时期经济变迁的研究取向 一、相关研究成
果的回顾与总结 二、外债与经济变迁关系的研究方法问题 第二章民初地方外债与地方经济变革 第一
节民国初期摇摆的地方外债政策 一、民初对地方外债的限制 二、善后大借款与地方外债 第二节纠纷
不断的安徽地方外债 一、财政困厄下的怡大借款偿还纠纷 二、以矿产为押的军政外债 第三节奉天地
方外债的泛滥与成功清理 一、财政金融困顿下地方外债的滥借 二、经济、财政的改善与外债的清欠 
第三章外债与北京国民政府时期币制改革的夭折 第一节清末民初币制改革中外债因素 一、列强共同
干预币制改革 二、币制实业借款的无疾而终 三、五国银行团与币制借款 第二节西原借款中的金券问
题 一、日本对日华货币一体化的企图 二、《金券条例》的实行与流产 第四章北京国民政府时期铁路
外债的异化 第一节民初铁路外债陷入困局 一、严禁商路擅借外债 二、浦信、宁湘铁路借款的半途而
废 第二节新银行团对铁路投资权的垄断和无为 一、新银行团对铁路贷款权的控制 二、新银行团的无
所作为 第五章债信重树与铁路外债再度扩张 第一节南京国民政府对铁路债务的整理 一、铁路债务整
理的延迟 二、在债务整理之前进行铁路整理 三、铁路外债分别整理的实施 四、铁路外债整理的功效
评说 第二节中外合作的铁路外债举借模式 一、债券质押借款成为华资银行投资铁路的新模式 二、内
外资结合与借用外资的新模式 第六章经济危机背景下的列强对华贷款 第一节棉麦大借款的用途之争 
一、棉纺企业与政府在棉麦借款目标上的差异 二、全国经济委员会与棉麦借款 三、棉麦借款与救济
农村 第二节法币改革前后的外债问题 一、金贵银贱之下的借款诉求 二、外债影响下的海关金制度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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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铁路外债 二、西部铁路建设规划与外债问题 第八章民营工矿业外债的个案研究 第一节安徽近代矿
业外债探微 一、售砂借款的开启 二、债务负担的日益加重 三、裕繁与日本的复杂债务关系 第二节申
新七厂风波解析 一、汇丰银行拍卖申新七厂的缘起 二、政府与华资银行对申新七厂事件的回应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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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府举债提供业务支持 二、华资银行在政府信用支持下举借外债 三、华资银行经营外债债券 第二
节主动引入外债与华资银团的艰难发展 一、陷于流产的中华银公司 二、建立新运作机制的中国建设
银公司 第十章外债对经济变迁影响的宏观透视 第一节外债与近代中国产业经济起飞的落空 一、外债
与近代中国的投资需求 二、外债对经济发展先导产业的形成作用有限 三、国内资本形成能力对外债
效应的制约 第二节经济民族主义与近代外债的悖论 一、关于经济民族主义在近代外债研究中的价值 
二、外债问题上的保护主义倾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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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善后大借款签字后不久，五国银行团在巴黎会议上曾通过了一项决议，银行团应在善后大
借款2 500万镑债券发行后，将币制借款并人善后借款计划之中，作为善后借款之续借款，也可称之为
第二次善后大借款（Second Reorganization Loan）。
其理由是尽管五国银行团并不具有实业借款的垄断权，但“币制借款服务的目的属于一般组织及行政
目的的概念之下”，并且币制借款与善后大借款同样都把盐税作为担保的一部分①。
在币制借款问题上，中外双方都较谨慎；五国银行团更显得不很“活跃”。
在1917年前，币制借款屡被提出，但均无功而还。
 袁世凯政府的财政总长熊希龄于1913年10月24日向五国银行团代表要求提供一笔2500万英镑的新借款
。
银行团则根据巴黎会议的原则，同意以币制借款的名义提供借款2500万镑，其中1500万镑作为偿还旧
债和收兑省钞，1000万镑用于改革币制。
中国政府对此“并未表示严重的反对”，但在担保品上左右为难。
因盐税刚开始整理，不能作进一步担保之用，以田赋作保又怕引起公众的反对。
熊希龄只同意以东北地方税收作为担保，并称这些税收并没有在革命中遭到损失，“其数目他估计为
一千六百二十三万二百三十元”，同时表示为“避免政治动机的渗入”，要求英法德三国“暂时不要
拉人俄日银行代表”②。
日本对此十分敏感，它与俄国一起“拒绝抵押满洲的税收”，并声称“保留根据它以前获得的条约权
利，即单独进行的权利”③。
 对于中国而言，最重要是能借到钱，其次是防范日俄在东北的扩张。
它对日俄加入币制借款耿耿于怀，因为它担心日本借加入银行团之机，进一步巩固其在东北的独占优
势，并通过派遣顾问的形式插手中国的金融。
若是如此，中国“在币制改革这个重要方面成为日本的牺牲品”④。
对此，其他列强也不讳言，他们认为日本的银行代表小田切“对币制改革和借款表现一种完全异乎寻
常的兴趣”⑤。
中国正是基于既要借钱又想摆脱日本控制的双重目的，在1914年6月8日向银行团提出一个新建议：即
借款额减少到800万镑，其用途只是用来偿还内外短期债款，币制借款暂不进行。
银行团表示对此拒绝，因为它认为中国政府已同意将币制借款与善后续借款“并为一事”，“即已承
担了与五国银行团缔结币制借款的义务”⑥。
五国银行团驻伦敦总部在6月15日明确告知其驻北京代表，若同意此项800万镑的贷款，“不仅削弱以
后再发中国善后大借款时的保证，且将鼓励短期借款的政策”。
银行团“只能同意为善后大借款合同所期望的一般改革计划内的偿还短期债款和币制改革提供资金”
①。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银行团不愿放弃对中国政府财政的控制。
上海《时事新报》对此作了相当深入的分析：“盖八百万镑借款既成，内外债一律清偿，则政府此后
或将另行发行内债，或将以别种名义与他国另订借款，而流用于改革者币制之途，则币制借款之议，
或将就此消灭，而五国才乃失去大宗营业。
此为五国团之所最不甘心。
”若“币制借款成，不特可以加重盐务之监督。
且可以伸张其权力于币制一面，握我金融市场之枢纽。
减为八百万镑，则此大利失矣”②。
 1916年9月14日，中国政府再次向北京旧五国团代表提出1000万镑的追加借款要求。
其主要借口是中交两行“亟须开兑”和财政空虚。
1916年12月，银行团伦敦总部表示，此时英法忙于战争，无力向中国提供款项，非常愿意美国参加银
行团，或者由美国指派若干银行参加，与日本共同承担此次借款，担保品为盐余及田赋③。
这说明其时能向中国贷款的只有日本和美国两个国家，一个在银行团内，一个在银行团外，它们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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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直接影响到银行团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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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外债与民国时期经济变迁》基于较为精细的个案研究，从更广视野评判外债与民国时期其他经济现
象之间的关系，分析外债生成的国际背景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具体影响，进而对外债与经济变迁互动关
系的发展脉络作出梳理，从资本国际流动层面解读民国时期的经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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