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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中地区农村金融研究》评介 
 

刘  强 
(齐鲁书社250001)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 

 
 

    徐畅著《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中地区农村金融研究》(以下简称“徐著”)于
2005年8月出版，徐著探析了该时期农村金融的载体形式、制度模式、政策措施及其
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互动，是近年来经济史研究挖掘“经邦济世”内涵的闪光之作。 
    该书分两大部分：农户融资渠道及其评价、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之互动。第一
部分研究了高利贷、典当、合会、现代农业金融的兴起及其评价。第二部分研究了
物价变迁与农村金融、地主城居与农村金融、农家负债与地权异动、耕畜借贷与农
业经营。 
    土地是农村经济的命脉，是重要的财产形式，金融活动中必然有土地的身影。
而农作物、手工业品的交易与货币的流通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金融活动的
重要内容，也必然成为金融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徐著笔触所及的金融研究背景却
是整个农村经济，传统的高利贷和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形式也就必然成为研究民国金
融史的双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面临着空前的经济危机，并引起了城市工商凋敝、财
政恐慌、农民运动、社会动荡等严重的经济、政治及社会问题。从农贷状况来看，
随着近代国家经济管理职能的加强、金融成为重要杠杆时代的到来，在政府的推动
下，专业农业银行以及商业银行、政府银行的农贷，与此相关的其他形式的借贷，
如农民借贷所、农业仓库、合作金库以及合作社借贷等日渐增多，现代意义上的农
村金融网络从无到有，中国乡村借贷关系开始了现代化的转型。尽管这些带有垄断
性质的金融制度模式对于农村金融活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有政府背景的金融资
本介入农村经济活动后，却无疑使得新式金融具有了救济的意味，促进了金融的流
通，刺激了生产。不过统一的核心管理机制或者说有效的借贷系统尚未形成，离农
民借贷的需求也还有相当距离。新式金融也有诸如农贷数额非良性的增长、农贷水
平较低、受贷人数有限、地域分布不平衡等不健全的地方。但新式金融运作方式与
高利贷在借贷对象、手续、信用方式、用途、利率、期限及偿还问题上的交错却日
渐深入农村的社会生活。这种交错、融合加剧了中国乡村金融演化的进程，也必然
催生农贷机构之间的多种裂变。这些矛盾怎样的表达、怎样的随时代演变是颇值得
关注的问题。徐著正是宏观地架构这些历史现实，并就金融现象的各种民间表达加
以定位。 
    作为历史上主要金融形式的高利贷，随着民国时期社会转型、经济的震荡表现
活跃，但由于农村日渐凋敝，高利贷本身从内容到形式也在慢慢地变化。由于意识
形态等因素的影响，以往的研究者对高利贷口诛笔伐的居多，否定其对金融调剂的
作用。但是从徐著就华中地区的切面看，高利贷在农民的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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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一定程度上来说，正是高利贷的金融调剂作用，农村经济社会才得以延续，农
民也才得以安身立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普遍面临的金融枯竭和高利贷危机给
农民带来借贷无门的痛苦。在新式金融尚不完备的情况下，传统高利贷与新式金融
对调剂农村金融、保障农副业生产、稳定社会治安的作用是互补的。徐著还分析了
今天农村依然存在的民间借贷及其中带有的高利成分，实事求是的对高利贷现象作
了思考，这对新农村金融建设有着现实的意义。 

但是，在农村内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资金流通，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之间的互
动关系，农户借贷档案资料的利用等方面，徐著存在不足，需要加以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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