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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时期，农民普遍负债，农村金融枯竭，高利贷猖獗，在当时，政府积

极筹划建立现代农村金融体系。不少学者也对农村金融问题予以关注，对传统农村

金融问题及近代农村金融机构等进行分析，同时结合国外经验提出改进农村金融的

诸多建议。文章对民国时期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农村金融的发展脉络、对农村金融的

理论探索、对新式金融机构和制度等相关问题的探索和研究进行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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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金融是指农村货币资金的融通以及

与此有关的各种经济活动的总称，主要为农

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提供资金保障，在农村经

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农村传统金融包括

传统高利贷借贷关系以及典当、钱庄、合会

等传统金融组织，近代以来，高利贷借贷的

消极影响和负面作用十分明显，典当、钱庄

和合会在逐步衰落中发展。农村新式金融不

断发展壮大，其中包括银行、农村信用合作

社和农业仓库等新式金融组织。农村金融是

金融领域 一 个 相 对 独 立 又 具 有 特 殊 性 的 领

域，与农业政策和农业发展等诸多问题密切

相关。２０世 纪 上 半 叶 掀 起 了 农 村 社 会 调 查

的热潮，农村金融作为当时对经济社会发展

影响较大的问题广受关注，不 少 政 府 机 构、
团体和学者在其农村调查资料中都对这个问

题有所反映，也有一部分专门针对农村金融

的调查成果相继问世。在吸收国外农村金融

经验、总结本国农村金融实践的基础上，向

政府提出农村金融改进的思路、未来发展方

向也是各方对农村金融问题进行探讨的一个

重要方面。

一、对农村传统金融的调查研究

民国时期，负债是农民日常生活和生产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求诸于借贷，包括

货币 借 贷、实 物 借 贷、赊 卖 预 买 等 多 种 方

式，来开展农业生产活动，供给全家生活所

需，应付婚丧等特别时间的非常支出。农民

会典当物品，来解决生产、生活中的资金需

求，典当的物品种类繁多，衣服、首饰、粮

食、农具等均可入当。在一些地方，会借助

于合会这种互助合作的金融组织来免除高利

贷者的剥削，来借贷和蓄积资金。
（一）负债的情况

１９２０年浙江 大 学 农 学 院 对 浙 江 金 华 等

八县农村进行调查的结果为，负债户数为农

户的５８．８１％，负 债 额 占 资 产 额 的３１．６％。
陈翰笙１９３３年对广东番禺县１０个代表村的

调查 结 果 显 示，负 债 户 数 比 例 为４３．９％，
其中地主负债户数占总户数的５．７％，富农

占总 户 数 的４．６％。［１］金 陵 大 学 农 业 经 济 系

对１４个 地 区８５２户 农 民 的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各地农村 负 债 户 百 分 率，一 般 地 在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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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以 上。［２］１９３４年８月 到１９３５年７月，
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对十六省１６３县农家的

地权分配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各省负

债户数占比为４３．８７％。［３］

由于农民日益贫困化，负债户也就越来

越多，债务也就越来越重。李景汉曾调查了

定县５个村庄５２６户农家在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１
年间的借贷情况，结 果 是１９３１年 借 债 户 数

比１９２９年的增加７８％。借款总额也是一年

比一年多，１９３１年借款总额比１９３０年增加

４２％，比１９２９年增加１３３％。［４］

（二）借贷的情形

民国时期高利贷 在 中 国 农 村 较 为 常 见，
这一问题引起了各界的关注。王寅生以马克

思在 《资本论》中对高利贷的论述 为 基 础，
对中国高利贷作了理论论述和批判［５］，薛暮

桥描述了中国高利贷的表现形式，并抨击了

高利贷的危害性。［６］

就借贷的形式而言，实物借贷占有很大

的比重。１９３３年 秋 冬，中 央 研 究 院 社 会 研

究所对广西１２县１２４８户农家进行调查，在

一年内 各 县 农 家 借 款 家 数 占 比 为２６．２％，
借粮家数 占 比 为１７．９４％。［７］就 负 债 农 户 中

各阶级分别来看，中农负债户中借谷户的比

率高于富农，贫农则又比中农高。而富农借

钱 户 的 比 率 最 高，贫 农 户 的 借 钱 比 率

最低。［８］

随着农村经济的破产，大量现金流入城

市，农村金融枯竭，高 利 贷 利 率 不 断 增 长。
就抗战前 的 情 况 而 论，货 币 借 贷 利 率 （年

率）在３０％以 上，实 物 借 贷 利 率 则 在７０％
以上，一 般 来 说 是 从３０％到 全 部 以 至 五

倍。［９］根据中央农业实验所１９３４年发表的全

国２２个省８７１个县 借 款 利 率 的 调 查，农 村

借款利率年利２分以下的仅占９．４％，全年

平均利率２分至４分的合起来占６６．５％。［７］

上述利率是根据调查中的普通利率计算得来

的，对真正 的 高 利 贷 利 率 未 加 计 算。１９０９

年至１９２４年１５年间，吉林扶余等县乡间贷

庄的利息从月利３％增加到１５％。［１０］

农村利率增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

资金缺乏外，最主要的是借贷者不是为了从

事生产，而是为生活急需所迫。据河北定县

五个村的调查，借贷用于生产的很少，１９２９
年占 借 贷 的２３．８６％，１９３０年 占２１．２４％，

１９３１年占２１．９１％，其余都为生活借贷或还

债借 贷。［１１］１９３３ 年，南 京 市 郊 殷 巷 村 有

５０％的农户是为了还债和交租而贷款；汤山

有４３％的农户贷款是还债纳粮。［１２］１９４１年，
根据山东文登县西部１５个 村 的 调 查，借 贷

９６１３６元 款 项 中，用 于 扩 大 再 生 产 的 占

５２．０３％，用作杂支款的占５．８７％，用于暂

时维持生活的则为４２．１％。［１３］金陵大学农业

经济系调查结果显示，由于 农 村 经 济 衰 退，
农民日益贫困化，农民无以为生，借款绝大

部分就不可能用于生产，只能用于消费，用

于维持最低的生存需要。［２］

农村金融借贷期限一般在六个月至一年

之间，农 民 借 款，绝 大 部 分 要 有 抵 押 或 保

证，很少能凭个人信用取得贷款。［１４］据１９３４
年全国被调查的２２个省８５０个 县 农 民 借 款

来源，私 人 约 占 ７０％。这 其 中，地 主 占

２４．２％，富 衣 占１８．４％，商 人 占２５％。［１５］

多数高利贷者，本来就是在地租上有所积累

的地主，他 们 看 到 高 利 贷 的 利 率 高 过 地 租

时，则愿意把资金转移到高利贷业方面。特

别是在农村，放高利贷虽然有风险，但高利

贷者作为个人是不纳税者，负担轻于出租土

地者。一旦高利贷资本利率低于地租率和商

业利 率，它 就 会 转 到 土 地 和 商 业 上 来；反

之，土地资本和商业资本也会向高利贷资本

转移。农村高利贷的主要角色，是商人、地

主和富 农。他 们 合 计 占 借 款 来 源 的 三 分 之

二，如将商店包括进来，则达五分之四。抗

战以后，高利贷主的阵容有了一些显著的改

变，银 行 跃 居 第 一 位，其 次 是 合 作 社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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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１６］

（三）典当与合会

典当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在城乡居民

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学者们对其也

多有探讨。民国时期有关典当的著作，主要

有杨 肇 遇 的 《中 国 典 当 业》［１７］、宓 公 干 的

《典 当 论》［１８］、金 陵 大 学 农 学 院 农 经 系 的

《豫 鄂 皖 赣 四 省 之 典 当 业》［１９］、区 季 鸾 的

《广东之典当业》等［２０］。除此之外，不少学

者还发表了大量论文，这些 论 著 对２０世 纪

二三十年代中国典当的营业状况、内部组织

与农民的关系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孙文郁

等受中国农民银行委托，对豫鄂皖赣四省五

十余家当铺进行了调查，涉 及 其 所 属 种 类、
资本、组织、营业状况、在农村金融中的地

位等。［１９］

合会是中国民间的合作组织，其功能之

一就是人们金融上的互助。关于合会的研究

有较长的历史，最早对合会有系统研究的可

能是外国传教士。如１７７８年 在 北 京 的 法 国

传教士著有 《中国民俗录》，其中对 合 会 有

描述。［２１］合会真正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和研

究，始于２０世纪二 三 十 年 代。随 着 合 作 思

潮传入中国和合作运动在中国的开展，合作

运动的倡导者们纷纷从中国历史寻求类似合

作社性 质 的 组 织，于 是 社 仓、义 仓、常 平

仓、合会开始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虽然历史

记载不详，但是２０世 纪 二 三 十 年 代，合 会

在中国农村仍然十分流行，所以给研究者提

供了活的素材。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合会研究的

代表性人物是王宗培和杨西孟，他们的代表

性著作分别是 《中国之合会》和 《中国合会

之研究》。《中国之合会》详细地介绍了合会

的种类、计算方法、会规等，是一部关于合

会的综合性著作。［２２］ 《中国合会之研究》意

在对合会进行改良，所以对合会利息按数学

原理进行了精密的研究，以求会员负担之公

允，并研制了更加合理的运行方案。［２３］除此

之外，学者们还在有关专著 和 专 题 文 章 中，
对合会 的 方 方 面 面 进 行 了 探 讨，例 如 费 孝

通［２４］和韩德章［２５］对合会都有精深的研究。

二、对现代金融的调查研究

在旧式金融组织不断衰落的同时，新式

金融机构 慢 慢 兴 起。２０世 纪２０年 代 以 后，
各地农村相继设立信用合作社，农民银行和

农业仓库等不断发展壮大，致力于有效解决

当时的农村社会经济问题，积极探索建立新

的农村金融制度。
（一）信用合作社

民国时期，农村金融发展的一个主要特

点是，农贷主要以合作社为对象，于是，合

作社及合作金融成为广受关注、广被研究的

对象。近代合作主义的传播为国民党提供了

理论上的借鉴，商业银行为过剩资金寻求出

路也为合作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支撑。合作社

是外来之物，于是如何促进合作社的发展便

成为合作金融制度建立的首要问题。合作社

创立之初，研究主要集中在介绍合作社这种

新兴事物之上，薛仙舟、陈仲民、王宠慧陈

岩松等相继开展合作事业讨论会，同时期发

行的 《平民》《合作讯》《合作潮》等刊物是

宣传研究合作思想的主阵地。
关于合作社的讨论，主要有合作指导制

度、合作社的兼营与单营、合作社组织的健

全、合作社被地主豪绅控制等问题。张镜予

的 《中国农 村 信 用 合 作 运 动》系 统 考 察 了

１９２３－１９２８年 之 间 合 作 社 的 发 展 情 况［２６］，
郑林庄在 《农村经济及合作》中论述了农村

经济中的土地、资本、劳力、农场管理，以

及农村合作的种类、业务、组织、经营、联

合等［２７］。欧 阳 苹、张 履 鸾 所 著 将 石 德 兰

（Ｃ．Ｆ．Ｓｔｒｉｃｋｌａｎｄ）担任金陵大学农学院合

作讲座的讲义翻译为 《农村金融与合作》一

书，系统介绍了信用合作社的放贷、资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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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会计和审计，合 作 运 动 中 政 府 的 作 用，
合作机关 等。［２８］伍 玉 璋１９２９年 受 中 国 合 作

学社负责人王世颖之托，编写了 《中国合作

运动小史》，全面介绍了中国合作社 的 发 展

概况。［２９］侯哲葊在农村合作运动方面著述颇

丰，在 《农村合作运动》中论述了农村合作

组织、种类 （购买、贩卖、利用、信用合作

等）和合作运动。［３０］在 《合作金融论》论述

了合作金融的本质，介绍了各种类合作金融

如消费合作金融、都市小生 产 者 合 作 金 融、
农业的合作金融、特殊合作金融、国际合作

金融等。［３１］于树德于１９１９至１９２０年间参考

日本有关合作社的文献，著有 《信用合作社

经营论》，对信用合作社的理论与实 际 经 营

做了全面介绍。［３２］陈振骅对农业信用问题进

行了 论 述，对 土 地 信 用 原 理、信 用 合 作 原

理、信用合作社等都有涉及，在当时弥补了

学术界对农业信用问题关注的不足。［３３］

以 “中国农村派”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

家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对合作事业的实际作

用做了更 多 方 面 的 分 析。骆 耕 漠 根 据１９３３
年１２月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在江 浙 陕 甘

等省开展全国农民借款来源的调查结果中发

现信用合作社在农民借贷来源中地位十分有

限，仅占１．３％。他通过比较农村资金流出

量高与流入量，认为信用合作社引导资金流

动的作用式 微［３４］，李 紫 翔 深 入 考 察１９３１－
１９３５年 的 信 用 合 作 社 分 布 情 况 和 比 较 合 作

社数量与人口数量的差异，认为合作事业存

在地 域 分 布 不 均 和 人 均 普 及 率 较 低 的 弊

端［３５］，罗俊和 孙 晓 村 分 别 从 资 金 殖 利 的 性

质和信用合作社放款的高利贷性质分析了其

局限性［３６］［３７］，他 们 更 多 关 注 的 是 信 用 合 作

社难以对复兴农村经济起作用，忽视了其对

阻止农村金融下滑的正面作用。
（二）合作金融

民国时期的合作金融分一般银行参与农

贷及合作金库两种情况，关于建立系统的合

作金融系统，特别是建立中央合作金库的必

要性，以及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地建立

合作金融系统始终存在争论，对于政府在合

作金融制度的建立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也意

见不一致。

１．合作金库

系统的合作金融制度主要是通过建立各

级合作金库机构体系而实现，有关合作金库

的探讨，诸如性质、业务、资金来源、各层

级之间的关系成为合作金融制度研究的重要

内容。合作金库即合作银行，以放款于合作

社为目的。作为农村合作金 融 的 重 要 内 容，
合作金库常在农村金融、合作金融等研究中

被论及。姚公振的 《中国农 业 金 融 史》、丁

宗智 的 《八 年 来 之 合 作 金 融》、张 绍 言 的

《合作金融概论》、陈颖光和李锡勋的 《合作

金融》等，不同程度上阐述了合作金库的定

位、作用、影响及发展建议等内容。［３８］－［４１］

２０世纪三 四 十 年 代 逐 渐 兴 起 对 合 作 金

库的专门研究，主要涉及合 作 金 库 的 制 度、
发展和经营运作。陈维藩的 《合作金 库 论》
探讨了合作金库的起源和其他国家设立合作

金库的情况。［４２］叶谦吉探究了我国合作金库

制度意义。［４３］薛树薰探讨了合作金库的本质

及其组 织 系 统［４４］，认 为 合 作 金 库 最 理 想 的

组织层级应 该 是 三 级 （县、省、中 央）。周

耀平的 《抗战中培养起来的合作金库制度》
论述了在抗战时期设立合作金库的情况与特

点，强调其必要性，弥补了当时学术观点的

不足。［４５］谢 子 诚 的 《合 作 金 库 制 度 之 研 究》
系统地讨论了合作金库的规章制度、各级合

作金库之间的关系以及合作金库与信用合作

社的联系等。［４６］寿勉成的 《我国合作金库之

沿革与将来》［４７］和黄肇兴的 《中国合作金库

发展史之鸟瞰》［４８］都叙述了抗战前后合作金

库的设立、特点及发展沿革。顾尧章的 《新
县制下合作金库规程之商榷》对合作金库的

基本情况及发展状况做了系统的论述，［４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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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
合作金库 的 经 营 业 务 包 括 放 款、存 款、

汇兑和代理收付等，李奇流在 《合作金库业

务论》中对合作金库的各项业务做了详细考

察。［５０］除此之外，对各地区合作金库的研究

也有不少成果，如凤纯徳的 《四川省合作金

库及各县合作金库之概观》、魏竞初 的 《广

西合作事业回顾》、陈兆适的 《湖南 的 合 作

金库》以及郑厚博的 《贵州省县合作金库业

绩之分 析》等，在 这 些 论 著 中 对 四 川、广

西、湖南、贵州等地区合作金库的组织、发

展、业务和铺设机关等做了细致研究［５１］［５４］，
丰富了区域金融史的研究素材。

２．银行放款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半期的商业银行农村

放款热潮，为濒临崩溃的农村注入了有限的

资金，外部资金给合作社及合作事业带来了

诸多影 响。商 业 银 行 是 否 应 该 主 导 农 村 金

融、商业银行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后的利弊等

被各方所关注。吴承禧的 《中国银行业之农

业金融》［５５］和骆耕漠的 《近年来中国农村金

融中新事态》［５６］应该可以算作是商业银行参

与农村金融评价的代表作。
近代银行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城市游

资充斥缺乏出路，投资农村是解决城市游资

的一个渠道，起初能贷款农村的银行寥寥无

几，投资农村多采取间接手段。［６３］商业银行

农村放款出现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

于合作金融系统还不健全。［５７］言穆渊利用已

有的研究和所能搜集的各种调查资料、银行

报告，对１９３１－１９３７年 间 的 银 行 经 放 的 农

贷数量进行了估计。［６４］随着业务的发展，银

行资本投资农村踪迹显著，如上海银行在内

地设置分行或者新设农村仓库等，对农民进

行小额放款，并有信用合作社、运销合作社

等进行资 金 融 通 的 情 况。国 民 党 政 府１９３６
年设立农本局，目的是强化银行资本农村金

融活 动 组 织 性［６５］，集 中 力 量 为 合 作 金 库、

农业仓库、农田水利等进行贷款。
农业银行作为新式金融机构出现在近代

中国农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随着工

商业的发展而开始的。对于农民银行的设立

及相关业务，唐启宇论述了农民银行与农村

合作事业的关系。［５８］曹钟瑜系统地对农民银

行诸方面进行了论述。［５９］林嵘、姚公振等对

中国农民银行所推进的农贷及最初１０年 的

发展史进行了梳理。［６０］［６１］吴承禧对农业银行

的设立、停业 情 况 做 了 统 计［５５］，林 和 成 提

出将中国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央农业银行。［６２］

有人认为中国只有农贷政策，而没有农

业金融制度。随着农村金融实践的推进和制

度的演变，很多参与者、组织者纷纷发文分

析演进中 的 农 村 金 融 制 度 的 进 步 之 处 和 缺

陷。合作金融之外，还有关于土地金融的探

讨和研究，主要涉及的问题有土地金融的性

质、目 的、 体 系、 业 务 及 资 金 筹 措

等。［６６］－［６８］中国 地 政 研 究 会 黄 通 在 《土 地 金

融问题》一书中论述了土地金融的学理和实

务，对当 时 的 土 地 金 融 政 策 与 措 施 进 行 了

评述。［６９］

三、农村金融方面的综合研究

除了对具体农业金融机关、各种资金融

通方式和各项举措进行调查研究外，还有不

少成果从制度构建和实际操作层面对农村金

融如何发展进行过探究，这类研究一般视野

比较广阔，不仅关涉农业内外，还结合历史

发展脉络、参酌国外情形，借鉴新理论、新

方法对当时农业金融问题进行综合探究，对

于当时解决农业资金难题及后续破解农业发

展问题具有一定的作用。
（一）制度构建方面

１９３３年，王 志 莘 等 受 国 民 政 府 行 政 院

农村复兴委员会的委托，邀集数人研究农村

金融问题，出版了 《农业金 融 制 度 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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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农业金融制度进行了概括性研究，分别

分析了各国农业金融制度的发展、实施及其

趋势。［７０］此后，有针对各国农业金融制度进

行个别研究的成果，如 《日本之农业 金 融》
《德 国 之 农 业 金 融》 《美 国 之 农 业 金

融》。［７１］－［７３］汪洪法分析了当时中国农村经济

的整体形势和农业金融体系的整体情况，同

时介绍了德国、法国、美国等国家农业金融

体系的 发 展 情 况。［７４］李 撝 谦 的 《农 业 金 融》
论述了农业金融的意义、供需、我国的农业

金融设 施，以 及 世 界 各 国 的 农 业 金 融 制 度

等。［７５］侯厚培、侯厚吉的 《农业金融论》分

上下 两 编，上 编 论 述 农 业 金 融 的 本 质、种

类、机构、资金，旁及农业仓库、合作运销

和农 村 高 利 贷 等 问 题；下 编 分 述 德、法、
英、意、美、苏、中、日及其他各国的农业

金融制 度 的 构 建 和 体 系 的 发 展。［７６］姚 公 振

《中国战后农业金融政策》一书探讨了战后

农业金融政策的含义与特质，参考第一次欧

战后各国农业金融机构发展的史例，建议我

国战后各级农业金融行政和业务机构进行应

有的调整。［７７］

（二）实际运作方面

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辑了 《中国农业

金融概要》，该书在叙述了中国各地 农 业 金

融的概况，包括农户负债、借贷方式、借贷

利率、还贷状况等内容之后，对各种农业金

融机关，包括典当、合会、农工银行、农民

银行与合作社、商业银行做了介绍，并就如

何改进中国农业金融提出了建议。［７８］林和成

将自己在 美 国 从 事 银 行 及 经 济 方 面 学 习 所

得，结合实地考察国内金融机关所得，编撰

《中国 农 业 金 融》一 书。［７９］朱 若 溪 在 《农 业

金融流通 之 设 施》中 对 信 用 合 作 社、储 蓄

会、农民借贷所和米粮抵押所得程序、经营

方法等问 题 都 有 介 绍。［８０］他 还 对 农 业 信 用、
农村信用合作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农村贩卖

合作、销 售 合 作、生 产 合 作 的 重 要 性、本

质、种类和从事的业务。［８１］乔启明 《农业金

融》一 书 讲 述 农 业 金 融 的 意 义、特 征、种

类、机构、实务、资金筹划和运用，以及合

作金融的机构和金库等。回顾了中、外农业

金融的演变，提出改进我国农业金融业务的

办法。［８２］郑 林 庄 在 《战 后 中 国 农 业 金 融》
中，探究了战后农业资金的筹集、农业金融

机构的调整、农民负债的解决等问题。［８３］王

世颖的 《农业金融简论》述及农业信用的作

用、种类、利率、机构、国际组织以及农业

资金的筹措等。［８４］

四、结论

近代以来，传统农村金融如高利贷借贷

等的消极影响和负面作用 十 分 明 显，典 当、
钱庄和合会在逐步衰落中发展。资金不足导

致农业凋敝，农业不景气反过来又使得农村

金融问题愈加突出，为解决农业危机，一些

实践的参与者、学者在介绍国外农村金融理

论和发展经验的同时，分析中国建立新的农

村金融制度所面临的环境、存在的问题、推

进的途径以及政府的作用等，纷纷提出了建

立农村金融制度的构想。
在当时经济整体萧条的背景下，相关政

策和制度的探索虽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

取得了一些经验，但是整体上也未能从根本

上解决当时农村存在的种种问题。对于新式

金融机构的发展，杜恂诚有过总结，他认为

农村新式金融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经济和

货币条件才能稳步推进，需要政府的自律清

廉才能约束其成本和贷款方向，这些方面体

现了当时中国农村新式金融的局限性，并注

定这次农村金融新的尝试不能取得成功。［８５］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 程 重 大

科研规划项目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研究” （２０１９ＺＤＧＨ０１４）；中 国 社 会 科

学院创新工程项目 “传统时期的财政、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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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共政策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北 京 用

友公益基金会资助项目 “清代制钱铸造及银

钱比价数据库建设与研究”（２０２０－Ｚ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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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履鸾译 ．农村金融与合作 ［Ｍ］．上海：中

华书局，１９３９．
［２９］伍玉璋 ．中国合作运动小史 ［Ｍ］．中国合作

学社，１９２９．
［３０］侯哲葊 ．农村合作运动 ［Ｍ］．上海：黎明书

局，１９３１．
［３１］侯哲葊 ．合作金融论 ［Ｍ］．南京：中国合作

学社，１９３６．
［３２］于树德 ．信用合作社经营论 ［Ｍ］．上海：中

华书局，１９２１．
［３３］陈振骅著 ．农业信用 ［Ｍ］．上海：商务印书

馆，１９３７．
［３４］罗 俊 ．战 时 农 业 金 融 问 题 ［Ｊ］．中 国 农 村，

１９３９，（８－９）．
［３５］骆耕漠 ．信用合作事业与中国农村金融［Ｊ］．

中国农村，１９４３，（２）．
［３６］李紫翔 ．中 国 合 作 运 动 之 批 判 ［Ｍ］／／陈 翰

笙，薛 暮 桥，冯 和 法 ．解 放 前 的 中 国 农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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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辑）， 北 京： 中 国 展 望 出 版 社，

１９８９．５１３－５１５．
［３７］孙晓村 ．现 代 中 国 的 农 业 经 营 问 题 ［Ｍ］／／

中国农村经济 研 究 会 ．中 国 土 地 问 题 和 商 业

高利 贷 ［Ｍ］ ．上 海：黎 明 书 局，１９３７．１２２

－１４８．
［３８］姚公振 ．中国农业金融史 ［Ｍ］．上海：中国

文化服务社，１９４７．
［３９］丁宗智 ．金融实况：八年来之合作金 融［Ｊ］．

金融知识，１９４５，（１－２）．
［４０］张绍言 ．合作金融概论 ［Ｍ］．上海：中华书

局，１９４７．
［４１］陈颖光 ．李锡勋 ．合作金融 ［Ｍ］．重庆：正

中书局，１９４６．
［４２］陈 维 藩 ．合 作 金 库 论 ［Ｊ］ ．金 人，１９３５，

（２７）．
［４３］叶谦吉 ．我 国 合 作 金 库 制 度 的 检 讨 ［Ｊ］．财

政评论，１９４０，（５）．
［４４］薛树薰 ．合 作 金 库 本 质 之 鸟 瞰 ［Ｊ］．中 农 月

刊，１９４４，（９－１０）．
［４５］周 耀 平 ．抗 战 中 培 养 起 来 的 合 作 金 库 制 度

［Ｊ］．时事类编，１９３９，（３５）．
［４６］谢子诚 ．合 作 金 库 制 度 之 研 究 ［Ｊ］．中 农 月

刊，１９４０，（４）．
［４７］寿勉 成 ．我 国 合 作 金 库 之 沿 革 与 将 来 ［Ｊ］．

银行周报，１９４７，（１）．
［４８］黄肇 兴 ．中 国 合 作 金 库 发 展 史 之 鸟 瞰 ［Ｊ］．

新中华，１９４３，（１０－１１）．
［４９］顾尧章 ．新县制下合作金库规程之商榷［Ｊ］．

中农月刊，１９４１ （６）．
［５０］李奇流 ．合 作 金 库 业 务 论 ［Ｊ］．四 川 合 作 金

融季刊，１９４１，（２－３）．
［５１］凤纯徳 ．四 川 省 合 作 金 库 及 各 县 合 作 金 库 之

概观 ［Ｊ］．中国合作，１９４０，（５－６）．
［５２］魏竞初 ．广西合作事业回顾 ［Ｊ］．建设研究，

１９４２，（６）．
［５３］陈 兆 适 ．湖 南 的 合 作 金 库 ［Ｊ］．中 国 合 作，

１９４２，（１０－１２）．
［５４］郑厚博 ．贵州省县合作金库业绩之分析［Ｊ］．

中农月刊，１９４１，（１１）．
［５５］吴承禧 ．中 国 银 行 业 之 农 业 金 融 ［Ｊ］．社 会

科学杂志，１９３５，（３）．

［５６］骆耕漠 ．近年来中国农村金融中新事态［Ｊ］．
中国农村，１９３５，（９）．

［５７］巫 宝 三 ．论 我 国 农 业 企 融 制 度 与 贷 款 政 策

［Ｊ］．金融知识，１９４２，（４）．
［５８］唐启宇 ．农 民 银 行 与 农 村 合 作 事 业 ［Ｊ］．农

业周报，１９２９，（１１）．
［５９］曹钟瑜 ．农民银行论 ［Ｊ］．农村经济，１９３５，

（１）．
［６０］林嵘 ．七 年 来 中 国 农 民 银 行 之 农 贷 ［Ｊ］．中

农月刊，１９４０，（１）．
［６１］姚公振 ．十 年 来 之 中 国 农 民 银 行 ［Ｊ］．经 济

汇报，１９４２，（１１）．
［６２］林和成 ．改 组 中 国 农 民 银 行 为 中 央 农 业 银 行

之检讨 ［Ｊ］．湖南大学季刊，１９３６，（３）．
［６３］治明 ．农 村 金 融 机 构 改 革 之 我 见 ［Ｊ］．华 北

合作，１９４２，（２）．
［６４］言穆渊 ．我 国 银 行 经 放 农 贷 之 数 量 （１９３１－

１９３７）［Ｊ］．经济学报，１９４１，（２）．
［６５］中 国 农 村 金 融 机 构 ［Ｊ］ ．远 东 贸 易 月 报，

１９４１，（９）．
［６６］崔 永 辑 ．我 国 土 地 金 融 事 业 之 回 顾 与 展 望

［Ｊ］．中农月刊，１９４２，（２）．
［６７］洪瑞坚 ．土 地 金 融 业 务 的 检 讨 ［Ｊ］．中 农 月

刊，１９４４，（１）．
［６８］钟崇敏 ．发 行 土 地 债 券 推 进 土 地 金 融 业 务 问

题 ［Ｊ］．中农月刊，１９４８，（６）．
［６９］黄通 ．土地金融问题 ［Ｍ］．上海：商务印书

馆，１９４２．
［７０］王志莘，吴敬敷 ．农业金融经营论 ［Ｍ］．上

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
［７１］徐渊若 ．日本之农业金融 ［Ｍ］．上海：商务

印书馆，１９３５．
［７２］徐渊若 ．德国之农业金融 ［Ｍ］．上海：商务

印书馆，１９３６．
［７３］吴宝华 ．美国之农业金融 ［Ｍ］．上海：商务

印书馆，１９３８．
［７４］汪洪法 ．农 业 金 融 体 系 的 研 究 ［Ｍ］．曲 江：

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１９３２．
［７５］李撝谦 ．农业金融 ［Ｍ］．南京：金陵大学农

经系，１９４３．
［７６］侯厚培，侯厚 吉 ．农 业 金 融 论 ［Ｍ］．上 海：

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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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姚 公 振 ．中 国 战 后 农 业 金 融 政 策 ［Ｍ］．上

海：中华书局，１９４４．
［７８］中 央 银 行 经 济 研 究 处 ．中 国 农 业 金 融 概 要

［Ｍ］．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
［７９］林和成 ．中国农业金融 ［Ｍ］．上海：商务印

书馆，１９３６．
［８０］朱若溪 ．农 村 金 融 流 通 之 设 施 ［Ｍ］．苏 州：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研究实验部，１９３４．
［８１］朱若溪 ．农村经济及合作 ［Ｍ］．上海：中华

书局，１９３５．
［８２］乔启明 ．农业金融 ［Ｍ］．重庆：中央训练委

员会，１９４３．
［８３］郑林庄 ．战后中国农业金融 ［Ｍ］．成都：西

南印书局，１９４５．
［８４］王世颖 ．农业金融简论 ［Ｍ］．重庆：中国合

作事业协会，１９４７．
［８５］杜恂诚．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的中国农村新式

金融 ［Ｊ］．社会科学，２０１０，（６）．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Ｍａ　Ｇｕｏｙｉｎｇ，Ｈｕａｎｇ　Ｗｅｎｊｕ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２４８８）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ｉｎ　ｄｅｂｔ，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ｗａｓ　ｅｘｈａｕｓｔｅｄ　ａｎｄ　ｕｓｕｒｙ　ｗａｓ　ｒａｍｐａｎｔ．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Ｍａｎｙ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ｌｓｏ　ｐａｙｅｄ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ｒｕ－
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ｓｏｍ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ｅｗ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Ｆｉｎａｎｃｅ

［作者简介］马国英 （１９８３－），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农业

经济史；黄文君 （１９９８－），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史。

（上接第９７页）

２０００ｅｘｈｉｂｉｔｓ，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　ａｔ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ｎａ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Ｔｈｉｓ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ｌ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ｓ　ｗｅｌｌ　ｏｒ－
ｇａｎ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ｔａｋｅｎ．Ｉｔ　ｈａ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ｐｒｅａ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ｔｉ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ａｎ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ｓｃｅｎｉｃ　ｓｐｏｔ　ｏｎ　ｔｈｅ　Ｈｕｎａ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ｌｉｎ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ｎｔｉ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　ｐｅｒｉｏ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Ｈｕｎａｎ－Ｇｕａｎｇｘｉ　Ｒａｉｌｗａｙ

［作者简介］唐凌 （１９５５－），男，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

现代史和广西地方史的教学与研究。

０９

·古今农业·　　　　　　　　　　　　　　　　　　　　　　　　　　　　　　　　·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