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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货币史 
潘连贵  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序  一 
 

    目前大家有兴趣和热情研究上海各个方面的历史，但很少有专门研究货币和货
币流通的；解放前和建国后已有多本中国货币史专著出版，但没有一本上海货币
史，现在潘连贵副研究员撰写的《上海货币史》问世了，正好弥补了这一项缺陷和
填补了这方面空白。 
    货币作为财富的象征，人们如此虔诚地重视它；货币作为经济学的一个范畴，
人们也有点畏惧研究它的神秘和复杂；还由于货币是有脚的，它会在全国各地跑，
并不限在一个地区流通；再由于近代上海金融事业的辉煌，似乎可以把全国的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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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海，凡此种种，说明写出一部中国货币史本不容易，而写出一本地区性的上海
货币史也有相当大的难度。如今这本《上海货币史》终于写成功了，我们自然不难
理解写作过程中作者的艰苦和辛劳。 
    一部货币史要告诉读者的不外乎四方面的内容。一是历代货币制度的演变，二
是货币在流通中的状况，三是货币所处的地位与特征，四是货币对社会经济和人民
生活的影响与作用。我们不难看出，《上海货币史》的作者正是朝着这些方面作了
巨大的努力。全书以八章篇幅涵盖古代、近代和当代，结构紧凑，布局合理，内容
丰富。不论是对古代上海地区货币流通状况的记述，还是对近代上海地区银两制度
的发展、银元和纸币流通的扩大、制钱制度的衰落和铜元制度的产生等都作了恰如
其分、繁简适当的阐明，使读者在这些方面得到了清晰的了解。尤其难得的是对银
行发行钞票的管理制度和领券制度，以及各个时期有关的辅币情况的细致论述，改
变了过去一般货币专著对这些方面的忽略。至于上海货币史上的三大重点，即近代
的“九八规元”的产生，法币政策的实施和当代的人民币制度的建立，均写得饱满有
力，这些无疑将构成本书的特色和亮丽之点。 

我与本书作者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金融研究所共事多年，深知他埋头苦干，精
力充沛，搜集资料用力之勤，用功之深，几年如一日，从不懈怠。这是写作本书得
以成功的坚实基础。书中论述货币问题关键事件时，多虚心评估前人的研究成果作
为自己综合考虑的立论依据，这可能被认为原创性略有不足，但这也正是作者谦逊
作风所带来的平实与妥帖。我治金融史数十年，也有几本专著与文集，但对单独在
货币方面写成专著辄不敢作非分之想，由此更觉《上海货币史》得以成书的可贵，
故乐为之序。 

 
洪葭管 

2004年3月24日 
(作序者现为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金融学会金融史专业委员会主任，研

究员) 
 
 

序  二 
 

    上海在近代发展成为国际性大都市，20世纪30年代又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上海的近代金融是中国金融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过去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所有的
中国货币、金融史著作，其中的近代部分必然要以上海为重点。所以从这个意义
说，关于上海货币、金融的历史，不能说是一片空白。但是专以上海货币史为研究
对象，对上海的货币发展演变过程作出系统的论述，过去还没有过。潘连贵先生的
《上海货币史》专著是第一部。 
    本书作者毕业于上海财经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财政金融系，那时我是该系的
教师，有师生之谊。我知道他在求学时就对中国货币史学科有兴趣。毕业后先在上
海财政部门工作，在工作之暇仍然坚持研究中国货币史。改革开放后调人中国人民
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曾负责资料室的工作。分行有许多金融资料，为外人
所不易见。他有这样的工作环境，可谓如鱼得水。日积月累，他掌握的金融史料不
断丰富。数年前我要写一部《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就想到要请他合作。他确实不
负所望，有他的参加，使该书大为增色，获得了上海市的优秀学术成果奖。他并不
以此为满足，决定独自撰著《上海货币史》一书。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书
稿。 
    本书内容充实，做到了言必有据，完整地反映了1955年以前上海货币发展的脉
络，对比了新旧两种社会制度下的不同货币政策的不同后果。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
学术专著，值得广大金融、经济工作者和研究者参考、阅读。 

作者现任上海市钱币学会常务理事。《上海货币史》的编纂也属于学会的工作计
划之一。他独立完成了学会的一项计划，对学会的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谨在此
代表学会对他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并为之序。 

 
    叶世昌 

2004年4月于复旦大学 
 



 
自  序 

 
    本书阐述了自古代、近代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l955年为止的上海货币
制度演变的历史，从货币形制、铸造、印制、发行及流通等方面阐明其发展变化的
全过程，是一部比较系统、全面和连续性的上海货币史专著。 
    我很早就对上海史和货币史情有独钟，想写出一本专业的《上海货币史》。自
从1991年底调入原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后，我从事中国金融史和中
国货币史的研究，即着手搜集有关上海历史货币的史料。后来因陆续在《上海金
融》编辑部、资料室、《上海金融年鉴》编辑部等任职，忙于工作，写书的初衷虽
然不变，但进展缓慢。1999年时复旦大学经济系博士生导师叶世昌教授约我和他合
著《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并列入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中长期课题。我花
了一年半的时间，如约交稿。这部金融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获得了
上海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中国钱币学会第三届优秀成果“金泉奖”。在
完成该课题后，我又用了三年的时间补充资料，继续《上海货币史》的写作，幸喜
终告完成。 
    上海史研究历来备受学术界青睐，早已成为国际性的热门话题，堪称显学，成
果丰硕，但全面反映上海货币发展的历史著作却阙如。研究货币史有一个困难，不
仅要有货币学的基础，还要有钱币学的基础，就是说一定要研究钱币实物，熟悉不
同时期各种钱币的形制和流通的真实情形，光凭史料的记载是不够的。只有通过对
钱币的版别、重量、大小、文字、书法和图形等特征的了解，有些问题才能搞清
楚。在撰写本书时，对于货币史与钱币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我勉力为之。 
    货币史不同于金融史，虽然两者紧密相连，但从未混为一谈。金融史是阐明资
金融通及其规律的历史，金融机构主要从事存款、贷款、汇兑、发行货币以及其他
金融活动。货币史的任务是阐明货币流通及其规律，研究对象是历代流通中的货
币，政府的货币政策，货币的职能，货币的购买力，货币文化，货币与人民生活之
间的关系等等，进而探索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故本书对金融机构的发行情况予以
详述，在存贷汇业务上不多费笔墨，以避免与金融史著作产生不必要的重复。 
    本书名为“上海货币史”，主要是反映上海的货币历史，撰写自然要从上海自身的
实际出发，并以开埠后作为近代化城市的上海为重点，故绝大部分篇幅都在近代。
当然上海货币史也属于中国货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上海有着极明显的独特的发
展变化轨迹。譬如，近代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也是货币流通中心。在华外国银
行发行纸币以上海为根据地，而上海亦是中国银行业纸币的发祥地，中央造币厂的
建成使上海成为中国的铸币中心。在货币制度上，废两改元、法币改革以及解放前
夕金圆券的发行等主要是在上海策划的，上海又成了中国的货币发行中心。这一切
都离不开上海特定的政治、经济的历史背景，不可能在中国货币史的框架内简单地
装进上海的内容。鉴于过去尚未有专门的上海货币史研究成果问世，所以在这方面
填充空白是很有必要的。 
    全书共分8章。第一章和第二章实际上是古代篇，阐述鸦片战争以前上海货币发
展的历史。第三章至第七章是近代篇，在内容上是全书的重点。第八章是现代篇，
以1955年发行第二套人民币作为结束，使全书的体例更具有完整性。 

上海开埠后，在货币制度上发生很大的变化。规元成为上海银两的记账单位，是
银两制度的一个新发展。在第三章中，通过对外国银元的普遍流通，评价它们对中
国币制的影响。关于上海县号商银饼，经过进一步考证，对它的发行背景有新的发
现。小刀会货币是上海人民同中外反动势力作殊死斗争的产物，在上海货币史上占
有特殊的地位。上海曾设立宝苏局铸造钱币一事，过去是被学术界所忽略的。晚清
银行业在上海兴起和纸币的发行，自铸银元和铜元制度的产生，体现了货币流通的
近代化，对此我作了较详尽的阐述。 

在第四章中，北洋政府时期的货币制度更趋复杂，混乱情况比清末有过之而无不
及。对两元并用、银角和铜元的滥铸、纸币的发展及领券制度等都以新视角进行考
察。上海银行公会向社会公开征求国币型式，为研究中外金融界竞争增添一个新的
方面，同时该公会对上海造币厂筹建的热情与政府的冷漠形成鲜明的对比。浙江兴
业银行人像纸币的三位古人像曾被认为是“浙江三贤”，我对这一观点提出疑问，并利
用档案材料作出新的论断。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8年在上海设立中央银行，为官僚资本的金融垄断打



下基础。1933年实施废两改元，中国正式实现了银本位制度。1935年又改行法币政
策，与这次币制改革相关的是国民政府实行了金融垄断。这一时期，上海是中国的
金融中心，作为全国最大的资金集散地，中央造币厂的建成与废两改元的成功，以
及上海在法币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我在第五章中以历史的眼光分析了这些问
题。 
    国民政府于抗战结束后发动内战，这与广大人民的意愿背道而驰。在第七章
中，我对上海金融市场的黄金风潮、投机活动和法币、金圆券的恶性膨胀作了详细
阐述，并将这些现象放在更加广泛的社会经济范围中，考察国民政府货币制度的彻
底破产，从而说明整个国民党统治区财政金融的全面崩溃。 
    第八章是解放初期的人民币制度，在本书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人民币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法定货币，从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到推行货币管理制度，再
到人民币制度的完善和巩固，在撰写上如何体现上海的特点，完全是一次新的尝
试。 
    本书对上海货币的历史演变，力求用正确的观点记叙和诠释，在广泛搜集有关
史料的基础上，认真鉴别，去芜存精，作出新的分析。在史料的引用上，尽量做到
言必有据，注明出处，以便查考。然而限于我的水平和掌握的史料，书中必然存在
疏漏或不足之处，望读者不吝赐教。 
    在成书的过程中，得到很多人的鼓励和支持。金融史专家、上海市人民政府原
参事洪葭管研究员看了书稿以后，提出不少宝贵的意见并乐意作序；叶世昌教授是
我读大学时的老师，在学术研究上一直对我进行指导，使我受益匪浅，这次他不顾
眼疾的困扰，特地写序。两位前辈奖掖后进，在此我表示最诚挚的敬意。中国人民
银行上海分行钱薇副研究员和陆桂兰女士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供研究之用。
书稿多由余天叶女士协助输入电脑。 

沪上作家、钱币学家朱卓鹏先生的书法豪放而奇崛，具有不媚俗的大气，他的题
字令本书增色。上海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顾兆敏先生具体负责书稿的出版事宜，封
面装帧则由陈楠女士设计。上海市钱币学会沈宁秘书长、沈鸣镝副秘书长对本书表
示关注，给予多方面的协助。货币照片多系钱币学家、美籍华人马传德先生的藏品
摄制。总之，对所有关心和支持本书的诸先生、女士一并谨表感谢。 

 
潘连贵 

2004年4月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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