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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末民初中国的币制改革深受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国际金本位体系的裹

挟,由各方势力共谋促成。国际金本位体系建立后,中国在偿付外债、赔款时承受巨

额镑亏,对外贸易遭受巨大逆差,中国意图通过币制改革解决财政和贸易问题。为了

消除关税摩擦、便利通商,扩大在华利益,英、美、日等国要求中国统一币制。清政

府希望借助外部势力,收归货币发行权。币制改革正式开启后,中国向美国、日本寻求

帮助并向国际银行团借款。然而在引入外国势力后,币制改革逐渐丧失了独立性。各国

企图利用币制借款及附加条件,主导中国币制改革进程,干预中国内政。清末民初的币

制改革均试图建立中央权威的货币制度,但受制于国力及国际因素,最终未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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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被深度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传统 “银钱并行”
的货币体系难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19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各国相继确立金本

位,中国在偿付外债、赔款时承受巨额镑亏,金银比价的剧烈变动导致对外贸易逆

差不断扩大。此外,关税税银制度造成国际贸易摩擦不断。1902年欧美各国在与中

国进行修订商约谈判时,一致要求中国整顿货币、统一币制。由于缺乏币制改革的

资金,中国主动向美国借款,同时希望借助美国平衡日俄在东北的势力。然而在引

入外国势力后,中国的币制改革逐渐丧失了独立性。
既有关于清末民初币制改革的研究主要从改革原因、进程以及币制借款等几个

方面展开,包括对币制改革过程以及 “精琪方案”实施与失败原因的分析。① 对于

近代中国币制改革的本质以及日本不同殖民集团对中国东北地区货币制度改革的影

响,也有较为深入的讨论。② 关于币制借款,有学者认为,民国时期国际银行团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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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币制借款存在冲突与合作,而清季的币制借款也扮演着一定的外交角色。①
既有研究多聚焦晚清币制改革或20世纪30年代的废两改元及法币改革,鲜有

贯通前后的长时段考察。实际上,清末民初的币制改革方案、币制借款乃至币制顾

问的选择均呈现出连续性。以事件为切面的考察难以窥视全貌。此外,中国开启币

制改革实践的内外动因值得进一步探讨,一方面是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即英国、
美国、日本各国要求中国改革币制以利通商,同时希望利用参与中国币制改革的契

机干预中国内政,获取经济、政治利益。另一方面,中国也有自身考量,既要解决

内部困境,即镑亏带来的财政压力以及双重汇率产生的贸易逆差,又企图借助各国

之力统一货币,加强中央集权。而在币制改革实施过程中,既有研究过于关注美国

(精琪方案)的影响,实际上日本向中国提供了诸多建议并被中国接受。总之,币制

改革涉及贸易、财政、国际关系等多方面因素,需要进行综合讨论。

一、国际 “金本位”体系下的财政与贸易

清中叶以后,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中国的货币制度受到世界货币

体系和国际贸易格局的影响。18世纪,世界各国多采用银本位。1816年,英国率先

颁布金本位货币法,正式确立金本位。其后,德国、法国于1872年和1874年相继

采用金本位。荷兰、美国也分别于1875年和1879年实行金本位。② 亚洲的日本于

1897年改定金本位,印度、暹罗、菲律宾等国也先后改定金本位。③ 国际金本位体

系 (theuniversalgoldstandard)建立后,黄金成为国际贸易间的结算货币,此前作

为国际通货的白银,价格迅速跌落。④ 自19世纪70年代起,国际银价持续下跌,1
海关两兑换的英镑,从1872年的79.75便士下跌到1902年的31.2便士。⑤

中国沿用白银,导致使用黄金或英镑偿付外债和赔款产生巨额镑亏,所欠外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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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赔款数额随之剧增。① 《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赔款2亿两白银,日本要求以

银易镑交收,共计32900983镑7先令7便士。② 1901年,《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向

各国赔款4.5亿两白银,本息用金偿还。③ 按照1901年的时价,中国每年应还庚子

赔款达2824425镑,约合白银18829500两。10年后须筹足22536804两才能弥补镑

亏。④ 因此,清政府只能多次举借外债。据统计,1901—1911年,中国六项借款本

息偿还合计产生镑亏27646175两。⑤

除了镑亏引发的财政危机外,汇率问题也导致中国对外贸易出现逆差。近代中

国 “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造成无论是洋货内销还是土货出口,均要进行银钱换

算。1870年以后,中国国内进口物价的升降以金银比价的变动为依据。银价下跌会

刺激以银计价的国内进出口物价上升。但绝大部分进口的货物出售给使用铜钱的民

众,出口货物也多来自农村,因此银价下跌的影响被铜钱上涨的作用抵消了。⑥

金银比价以及银钱比价变动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可从1870—1900年间外

汇指数、用银 (钱)计进出口物价与内地土货物价的变动中加以观察 (见下表)。

1870—1900年间银计、钱计进出口物价与内地土货物价比较表 (指数基期:1870—1872=100)

时期 1 2 (金计)3 (银计)4 (银计) 5 6 (钱计)7 (钱计)8 (钱计) 9 (钱计)

各年平均
中国对外

汇价指数

英、美、德
三国批

发价指数

进口商品

物价指数

出口商品

物价指数

银钱

比价

进口物

价指数
(3*5)

出口物

价指数
(4*5)

内地土货

物价指数

进出口物价

与内地物价

进口 出口

1870—1875 97.91 101.2 97.9 98.8 100.0 97.9 98.8 93.1 +5.8 +5.7

1876—1880 88.86 88.3 80.7 88.4 94.2 76.0 83.3 86.6 -10.6 -3.3

1881—1885 84.15 82.3 76.0 80.3 95.5 72.6 76.7 77.5 -4.9 -0.8

1886—1890 74.29 77.4 75.8 82.9 89.1 67.5 73.9 75.7 -8.2 -1.8

1891—1895 59.72 71.9 83.7 90.0 86.5 72.4 77.9 73.5 -1.1 +4.4

1896—1900 96.0 125.3 76.3 73.2 95.6 92.1 -18.9 +3.5

   资料来源:郑友揆:《十九世纪后期银价、钱价的变动与我国物价及对外贸易的关系》, 《中国经济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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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1986年第2期;周广远:《1870年—1894年中国对外贸易平衡和金银进出口的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

1986年第4期。

由上表可见,自1876年后,进口物价指数始终低于内地土货物价指数,这有利

于洋货在中国的倾销,进口商品货值和数量有较高增长。从统计数据来看,自1879
年起,中国对外贸易长期处于入超阶段;1879—1889年间,对外贸易入超额为

490.4万海关两;到1890—1894年间,入超额高达3856.3万海关两,每年平均入

超771.3万海关两。①
对外金银比价、对内银钱比价的双重汇率结构,对不同阶层的影响存在较大差

异。少数商人可通过两种汇率之间的波动套利。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民众多

使用铜钱,汇率贬值使得以外币衡量的物价上涨,以致中下层民众更加贫困。
此种 “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不仅使中国在偿付外债、赔款中承受巨额镑亏,

对外贸易也遭受巨大逆差,清政府财政陷入窘境。因此清政府酝酿币制改革,试图

解决双重汇率影响下的贸易逆差和国际收支不平衡,以缓解财政危机。此外,由于

货币体系的混乱和关税单位换算带来的额外费用,也影响到欧美等国在华贸易。金

银比价的剧烈波动给外国企业在华投资带来了更多风险,为中外贸易增加了不稳定

性。② 因此庚子事变后,为了巩固及扩大对华贸易,减少国际贸易中的关税摩擦,英

国、美国、日本等国均强烈要求中国进行币制改革,实现币制统一。

二、各国迫使中国开展币制改革及中国的应对

庚子事变后,依据 《辛丑条约》中关于各国可与中国商议更改通商行船条约及

其他通商事宜,英国、美国、日本、葡萄牙等国要求与中国修订商约。各国所提修

订商约条款中,均要求中国及时整顿圜法、统一货币。中国希望借助外部势力统一

币制,收归地方货币发行权,重塑国家信用。同时希望在满足各国整顿币制、裁撤

厘金等要求的前提下,实现关税加税的目的。
清末以后,中国海关税银的征纳存在倾镕等手续费,以及银两、银货与面额不

符或贴现等情况,多次引发摩擦与纠纷,甚至引发外交交涉。③ 新式海关设立后,
清政府要求严格实行报关程序,按货值征收关税。中英 《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
规定:“准用洋钱输征,惟此等洋钱,色有不足,即应随时随地由该口英官及海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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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某类洋钱应加纳补水若干。”① 为建立不同货币与关平两之间的稳定比价,中英

两国于1843年7月确认了印度卢比及秘鲁、墨西哥、智利等国银元与足色纹银间的

补水差额。② 1858年,中英 《天津条约》再次确认了这一原则,即 “税课银两由英

商交官设银号,或纹银,或洋钱,按照道光二十三年在广东所定各样成色交纳”。③
但关税缴纳过程中汇兑、折纳等手续烦琐,严重影响了中外贸易的正常开展,因此,
在中英修订商约谈判过程中,英使要求中国明确关税结算货币及单位。

英国公使马凯 (JamesLyleMackay)在第一次中英会谈时提出:“因中国圜法

不能一律,以致华、洋贸易均多不便。中国允将国家圜法整顿,银元平色,均归一

律。凡纳税、付捐,合中国,均可流通行用。”④ 盛宣怀建议接受此款,认为既可借

此统一银币,又可禁止广泛流通的外国银元。⑤ 张之洞认为中国可利用币制改革之

机,推广中国银元。刘坤一则反对外国干预,认为币制应由中国自行整顿。⑥
中英第三次会谈时,马凯要求统一银币单位,“(币制)于洋商有不便,是以请

为整顿,如两数圆数均可,但须一律”,⑦ 但并未规定具体式样和单位。盛宣怀希望

通过中国通商银行铸造一两银币,而刘坤一、张之洞主张沿袭原有货币,反对铸造

一两银币。外务部认可刘坤一、张之洞的意见,认为银币分量系中国内政,无须载

入条约。⑧ 中英第十次会谈时,双方就条款内容进行了修订,“中国允愿设法立定国

家一律通用之银式,应以此为合例之银式。将来中、英两国人民,在中国各处即用

以完纳各项税饷”。⑨ 张之洞担心外商拒绝使用中国通行货币,要求在 “各项税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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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增加 “及付一切用款”的说明。①
在新定国币以关平还是库平为单位的问题上,因关平较库平为重,刘坤一主张

洋货买卖使用关平,洋商缴纳关税亦用关平;若英国要求改为库平,关税单位也应

照改。② 其后,他又指出各关收税秤码照粤海关定式载明约章,系照约办理。英领

事欲借整齐平色以减关税。③ 马凯反驳称关平、库平的差异导致英商纳税受亏,因

此必须加以改变。④ 刘坤一担心统一后的货币价值低于关平两,而外商纳税使用新

的货币,将减少关税收入。此外,各关口不能开销款项,皆依赖关平与库平汇兑带

来的额外收益。⑤ 因此,刘坤一反对改用库平,以维持关税和财政收益。
经过长达十九次会谈的争论和交涉,中英两国正式签订 《续议通商行船条约》,

其中第二款规定:“中国允愿设法立定国家一律之国币,即以此定为合例之国币,将

来中英两国人民应在中国境内遵用,以完纳各项税课及付一切用款。”条款正文满足

了英国的要求,即设立统一国币,用于完纳各项税项,附件甲第一的声明则满足了

刘坤一所提的要求,即维持既有的关平银制度,以保障中国各口岸的关税收入。附

件甲第二列出了英国的照会,⑥ 这一照会声明中国铸造通用银币,完成货币统一,
保证英商不必缴纳额外费用。同时规定外债、赔款以金银时价进行折算,从而保障

了英商和英国的双重利益。
日本也要求中国整顿币制、统一货币,这与日本在华贸易急剧增长、希望进一

步扩大在华势力范围有关。进入20世纪,日本对华贸易额不断增加。1904年、

1905年中国的出口贸易中,日本超过英国本土 (不包括香港中转贸易)所占比重,
而在进口贸易中日本虽不及英国,但已接近英国所占的份额。⑦ 同时,日本不再满

足于在中国东北获得的权益,而是希望将势力范围扩展至华北及其他地区。
日本代表在提交的修约草案中要求:“中国国家允改现行货币制度,在此约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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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英 《续议通商行船条约》,1902年9月5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
册,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102、110—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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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后五年以内,定将全国货币办理归一”,① 同时强调无论中国如何进行币制改

革,都应确保中国所欠日本外债、赔款不能减少。中日双方经过多次商谈,最终签

订的商约规定:“中国国家允愿自行从速改定一律通用之国币,将全国货币俱归画

一,即以此为合例之国币,将来中日两国人民即在中国境内遵用,以完纳各项税课

及别项往来用款,毫无窒碍。惟彼此商明,凡纳关税,仍以关平核计为准。”② 最初

日本要求中国五年内完成币制改革,后在双方交涉下改为 “从速”,在 “改定一律通

用之国币”后,须将 “全国货币俱归画一”。同时,条约声明此后完纳关税及其他款

项亦用新定国币,关税单位仍采用关平两。
美国也要求中国统一币制,美国国际汇兑委员会 (CommissiononInternational

Exchange)的报告指出,中国货币汇兑的不断变动对于外国在华贸易甚为不利,阻

碍了物资进入中国。假如中国有稳定的货币基础,将为欧美制造商提供更广阔的市

场。③ 美国代理国务卿楼密斯 (FrancisB Loomis)认为在金银本位国家之间形成

固定汇率,对促进美国对外贸易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应参与中国的币制改革工作,
确保中国建立新币制。④ 1901年3月,美国驻华使馆秘书司快尔 (Squiers)要求美

国驻华各地领事报告关于修改商约的意见。烟台、营口等八处领事提出的裁厘加税、
统一货币等建议成为中美商约谈判的主要内容。⑤

美国最初递交的和约草案要求:“按照单一价值标准立定之稳定一律之国币,对

于扩展贸易至关重要,中国因现尚无此项国币,因此允愿尽早立定国家一律之国币,
并以谕旨或其他办法以此定为合例之国币。”⑥ 美国要求参照中英 《续议通商行船条

约》及完税关平附件改定商约内容,并提出用新式银币完纳关平银税项、偿付外债

及赔款。⑦ 经过多轮会谈,美国代表提交新草案,要求在中国境内使用新定国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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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用其缴纳各项税课及偿付一切用款。① 其后,美国货币专家精琪 (JeremiahW 
Jenks)建议要求中国实行金本位制并写入条约。美国公使康格 (E H Conger)据

此指出,美国政府希望中国确立金本位,以建立固定的金银比价汇率。②
清政府回应称币制改革应由中国自行整顿,美国不能强制要求中国改定金本

位。③ 最终中美签订的 《通商行船续订条约》规定:“中国允愿设法立定国家一律之

国币,即以此定为合例之国币,将来中、美两国人民应在中国境内遵用,以完纳各项

税课及付一切用款。惟彼此商明,凡纳关税,仍以关平核计为准。”④ 从文本来看,中

美 《通商行船续订条约》仅增加关税采用关平两的内容,未将改定金本位写入条约。
在与英国、日本、美国等各国签订的条约中,清政府均表示同意整顿币制,但

要求银式、单位由中国自主决定。清政府此举意在借助条约及外国干预,将流通甚

广的外国银元驱逐出中国并收回各省的货币发行权,进而统一货币,增强对地方财

政的掌控力。中国承诺进行币制改革还有一个重要意图,即希望在答允英国、美国、
日本等国改革币制以及裁撤厘金的前提下,使各国同意增加关税。⑤ 出使美国大臣

唐绍仪奏称:“币制未定之弊……非但与圜法内政有关,亦与目前之提议加税牵涉极

大。我国关税悉数指抵赔款……倘加税之约早定,则每年税收骤增二三千万。”⑥ 英

国、美国赞同中国的意见,但要求中国在完成币制改革的基础上再加税,提出 “中
国改良划一币制最为急务,而关系加税前途,尤为重要……币制未定,则银价涨落

无常,货价因之牵动,是以欲望加税之成功,全在改良币制为信券”。⑦ 因此,在中

国宣布将铸造新式统一银币后,英国、美国公使均表示赞成,并称 “币制实为中国

最益,即通商亦甚便,将来关税可无庸更议”。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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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清政府意欲通过币制改革控制货币的发行和管理。晚清货币发行权的地

方化和分散性是阻碍全国建立统一货币制度的重要原因。① 自1890年后,各省先后

设局铸造银元、铜元。但各省铸造的银元、铜元式样不一,使得货币体系更加混乱。

1903年3月,清政府尝试在北京设立银钱总厂,铸造统一银币,“俟新式银钱铸成

足敷颁行后,所有完纳钱粮关税厘捐一切公款,均专用此项银钱,使补平薪水等弊,
扫除净尽”。② 但由于自行铸币带来的巨额收益,各省造币厂并未停止铸币。地方势

力的抵制,也造成币制改革迟迟未能取得进展。
中国统一货币的计划迟滞,通货混乱的局面并未改变,各国因此催促中国尽快实

现货币统一。1905年4月,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 (SirErnestSatow)称铜元泛滥,扰

乱通货,造成商业危机,要求中国政府加以解决。③ 英商也批评中国通货混乱,违背

了中英修约时达成的统一货币的规定。④ 在华外商联合会 (ChinaAssociation)更是

抨击中国货币体系紊乱对贸易造成巨大冲击,严重损害外商利益。⑤

上述来自国内外的种种压力促使清政府决意从根本上改变货币混乱的局面,然

而货币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需要妥善的币制改革方案及经验。为此,清政府向美国

寻求帮助,同时希望借助美国平衡日本、俄国在东北的势力。而日本在改定金本位

后国力日渐增强,因此清政府也就币制改革问题向日本取经。不过,在引入美国、

日本等外国势力后,中国的币制改革丧失了部分独立性与自主性。美国、日本也在

向中国提供币制改革方案或建议时,试图施加更多影响,以扩大本国在华利益。

三、美国、日本的币制改革建议与中国的抉择

19世纪后期,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意图扩大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力。与

此同时,美国越发重视金融货币在全球经济和对外扩张中的作用。麦金莱 (William
Mckinley)当选美国总统后颁布金本位法案,并试图向各国推行金本位制,以此稳

定国际汇率,便利贸易和投资。⑥ 而市场广阔的中国自然成为美国关注的重点。为

瓜分在华利益,1899年,美国向英、法、德、俄、日等国提出在华实行 “门户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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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贸易机会均等的照会。清政府认为,美国提出的 “门户开放”政策有助于平衡

各国在华势力,同时也可借助美国稳定银价。1902年12月,清政府授意驻美代办

公使沈桐就稳定银价寻求美国政府帮助。① 1903年1月,沈桐照会美国国务院,提

出中国、墨西哥两国希望会同美国政府商讨币制改革事宜。
美国认为帮助中国、墨西哥稳定银价,符合美国利益。随后,美国委派尔罕纳

(HughH Hanna)、高兰 (CharlesA Conant)、精琪三人,与英国、法国、俄国、
德国等国商议维持中国、墨西哥用银制度。同时,美国派出精琪与高兰前往欧洲各

国调查银币,并与中国商量具体币制改革方案。② 美国乐于促成中国币制改革,但

希望由其主导。美国国务卿海约翰 (JohnHay)要求中国政府在收到美国与欧洲诸

国商讨的方案之前,不能答允其他国家提供的币制改革计划。③
美国积极回应中国,是担忧英国影响中国币制改革方向。海关总税务司赫德

(RobertHart)建议清政府首先统一全国银币,确定新银币与金价的固定比率,使

银币成为名义货币。赫德的方案为 “改虚金本位制,定立银钱准价”,以 “新币八

两,常等英金一镑”,亦即一两为30便士。换言之,此后中国新币的币值与英镑相

始终,随时受英镑涨落影响。④ 新币既与英镑挂钩,则中国的金融势必受到英国影

响。美国认为帮助中国改革币制,不仅可以同英国争夺主导权,也是美国谋取利权

的良机。如美国可通过主导中国的币制改革 “包揽圜法之出纳、农政之赋税、商政

之营运独一无二之全权”,进而获得财政利益,“包括一切银行承揽公私官款并及内

地销流外国兑汇,垄断钱业利息”。⑤ 英国反对美国提出在中国铸造统一流通的银钱

并实现金银挂钩的建议,同时对美国提议限制各国每年购银及铸币数量持有异议,
认为应视各国的实际情形办理。⑥

精琪自欧洲返回美国后,美国政府任命其为 “会议货币专使”,协助中国完成币

制改革。⑦ 1904年初,精琪提交 《中国新圜法条议》及 《中国新圜法案诠解》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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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 “精琪方案”),其核心是建立金汇兑本位,即虚金本位。① 采用虚金本位,既

可免去大量的黄金储备,又可减少镑亏。② 不过,“精琪方案”提出,中国应委任洋

员担任司泉官 (ControllerofCurrency)总理圜法事务;中国应在伦敦及别处通商

大埠置备信用借贷款 (CreditAccount),以便出售金汇票,而此汇兑归司泉官专

理。③ 上述条款遭到张之洞、袁世凯等官员的反对。张之洞认为财政不能由外人主

持,更不能任由外国干预。他同时驳斥了精琪 “中国设立圜法,其措置以赔款国之

多数能满意为准”的说法,认为币制改革应符合本国利益。④ 直隶总督袁世凯也称,
此时改定金本位时机并不成熟,一方面是中国黄金储备不足,另一方面是本国财政

不能由外人主持。⑤ 清政府认可张之洞、袁世凯的意见,认为改定金本位并无把握。
美国此时迫切希望进入中国,也与美国希望通过 “门户开放”政策扩大在中国

和亚洲的影响力有关。海关副总税务司裴式楷 (RobertBredon)称,“以前日俄开

战之始,早预料各国有形兵战无形商战之会同……归于明攘中国之利权,而分执其

理财之政柄”。⑥ 因此,在日俄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积极斡旋,日、俄两国在美国

的调停下签署了 《朴茨茅斯条约》,结束了在中国东北的战争。美国的强势介入,使

得列强在中国形成了一种新的均势格局。
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以及日本国力的迅速增强,使中国朝野对日本有了全新

认识。日本于1897年改定金本位,由此完成了币制和财政制度的改革。⑦ 清政府认

为要实现包括币制改革在内的 “新政”,有必要向日本学习货币和财政制度。对于日

本而言,参与中国币制改革并施加影响,一方面有助于影响中国的货币与金融;另

一方面日本有意同美国争夺中国币制改革的话语权。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与日本关

于币制改革的双向互动应运而生。

1901年,清政府派遣户部侍郎那桐等人赴日考察币制改革等事项,并向日本银

行家涩泽荣一等人请教改革币制、设立银行等问题。⑧ 1903年1月,清政府再次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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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陈度:《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上海:瑞华印务局,1932年,第46—49页。

Bordoand Kydland TheGoldStandardasaRule AnEssayinExploration  
ExplorationsinEconomicHistory vol 32 1995 pp 423-464 
CommissiononInternationalExchange GoldStandardinInternationalTrade pp 80-81 
参见 《虚定金价改用金币不合情势折》, 《张文襄公全集》卷63,北平:北平出版社,

1928年,第7页。
参见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2册,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
第114页。
裴式楷:《拟复美国圜法议》,1904年,盛宣怀档案,档案号:011512,上海图书馆藏。
参见 「日本現行貨幣制度及沿革大要」,『明治大正財政史編纂資料·勝田家文書』(第100號),請

求番吖:平23財務00911100,件名番吖:005,𥆧 ▲ ア 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参见北京市档案馆编: 《那桐日记》 (上),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395、397、

399页。



遣贝子载振、那桐以及海关副总税务司裴式楷等人赴日考察币制和中央银行制度,
并就货币发行、本位制度等问题进行咨询。大藏省对此提出三方面意见:一是论述

了财政国币制度,二是建议设立国家银行进行币制改革,三是建议采用金本位暨与

金本位相符的币制体系。① 裴式楷根据日方提供的意见,就如何办理国币、设立中

央银行、改定金银本位等事项,提出了十九条币制改革建议,供清政府参酌。②

1903年3月,清政府再次派员向日本大藏次官阪谷芳郎、大藏省主税局长目贺

田种太郎征询币制改革意见,主要包括:(1)创设金本位,对于国家财政及商务发

展有何利益? (2)国家创设金本位之国币,如是办法能否成功? (3)倘创设金本位,
是否必须预购金货若干用作准备金? (4)日本改设金本位,政府及民间已收成效何

在? (5)倘中国改设金本位,金银兑换比价,以何率为宜?③ 日本大藏省官员对这

些问题进行了一一回应,建议中国在采用金本位之前先建立统筹币制和银行业务的

中央银行,并详细列出创设中央银行和采用金本位应注意的要点。④

1905年,清政府委派海关副总税务司裴式楷征询日本大藏省的意见,大藏省的

回复仍是建议中国采用金本位,设立中央银行负责币制改革事宜。⑤ 同年,按照日

方建议,清政府设立户部银行作为事实上的中央银行,以整顿币制、推行纸币。中

国采纳了日方设立中央银行的建议,但并未接受改定金本位的意见。此外,日本也

利用向中国输出币制改革方案的契机,试图影响中国币制改革方向。

1908年,中国即将实行银本位之际,清政府试图了解日本的贸易银及其与金币

和纸币的兑换,⑥ 以作为采用银本位的参考。1909年2月,受载泽委派,盛宣怀前

往日本与日本财政学者松方侯商谈。松方侯建议中国扩充中央银行通行全国纸币,
预备改定金本位。同时认为中国应仿照日本,在度支部中设立币制调查局。⑦ 清政

府同意载泽所请,于同年设立度支部币制调查局,负责调查、整顿币制事宜。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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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裴式楷:《政财论略》,1903年5月,盛宣怀档案,档案号:032535,上海图书馆藏。
参见裴式楷:《上那桐圜法刍议》,1903年,盛宣怀档案,档案号:023188—20,上海

图书馆藏。
参见 《裴式楷致日本阪谷芳郎、目贺田种太郎圜法刍议》,1903年,盛宣怀档案,档案

号:023188—21,上海图书馆藏。
参见 《阪 谷 芳 郎、目 贺 田 种 太 郎 答 裴 式 楷 问》,1904年,盛 宣 怀 档 案,档 案 号:

023188—6,上海图书馆藏。
参见 《日本大藏省答裴式楷问国币记略》,1905年,盛宣怀档案,档案号:032587,上

海图书馆藏。
参见 《日本贸易银通用沿革》,1908年,盛宣怀档案,档案号:023050,上海图书馆藏。
参见 《盛宣怀致载泽密函》,1909年闰2月3日,盛宣怀档案,档案号:023953,上海

图书馆藏。
参见载泽:《奏为遵设币制调查局并请暂铸通用银币由》,1909年4月6日,军机处档

折件,文献编号:177684,台北 “故宫博物院”藏。



1910年,清政府颁布 《币制则例》,宣布暂行银本位,但希望将来能过渡到金本

位,为此向日方征询改定金本位的建议。1911年2月,大藏省向清政府提供的 《日本

现行货币制度及沿革大要》介绍了日本改定金本位的五点要项,并对明治时期货币体

制的五个阶段进行了说明。① 同年,清政府向大藏省征询改定金本位的意见,大藏省回

复称中国每年须向各国偿还金货,但时下银价低落,中国隐受其亏,宜早日采用金本位,

定不动价格之标准。② 其后,日本大藏省又对中国采用金本位提出22条要领,包括设立

金本位币;设立银、铜辅助币;创建圜政局;收购马蹄银等内容。③ 《币制则例》中确

立了以银为主币、以铜为辅币的货币体系,这也受到了日本货币体系的影响。④

值得一提的是,既有研究过于强调 “精琪方案”在晚清币制改革中的作用,但

从币制改革过程来看,“精琪方案”中的币制改革措施多未施行,而日本大藏省和财

政界的诸多建议却被清政府采用,对中国的币制改革产生了直接影响,比如日本的

主、辅币铸造方案以及设立币制调查局、中央银行推进币制改革的建议均被清政府

接受。《币制则例》采用七钱二分银币为主币,也是盛宣怀根据松方侯等人的意见向

载泽提出并得以实现。不过也应看到,清政府并非全盘接受日本大藏省及财政界的

建议。一方面固然受中国 “国力未充”之影响,另一方面也担心完全接受日本的意

见,将便于日本控制中国的贸易、财政。

当然,日本帮助中国进行币制改革也有自身考量,即谋求扩大在华利益和进一

步增强在华影响力。甲午战争后,日本扩大在华势力范围的野心随之膨胀。而从当

时的国际格局来看,中国是美、日在亚洲布局的重要一环。1902年美国击败西班牙

占领菲律宾后,在亚洲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美国尤其看重拥有广大市场的中国。日

本也要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扩大经营,美国、日本在中国的利益争夺日益激烈。

中国也试图在美国、日本等国的激烈争夺中争取回旋空间,希望借力美国、日

本完成币制改革的同时,又能保障中国的金融主权。但由于缺乏币制改革资金,清

政府不得不向国际银行团借款。各国银行团认为提供币制借款可为本国带来巨大经

济、政治利益,因此不仅愿意提供借款,更要求延长借款期限,从清末延至民国时

期。各国积极提供借款的背后,乃是意图通过币制借款的附加条件及派遣币制顾问

等方式,将中国的币制纳入本国货币体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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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参见 「日本現行貨幣制度及沿革大要」,『明治大正財政史編纂資料·勝田家文書』(第100號),請

求番吖:平23財務00911100,件名番吖:005,𥆧 ▲ ア 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参见 「清 関金本位之採用玦中央銀行之設立意見書」,『明治大正財政史編纂資料·勝田家文書』(第

100號),請求番吖:平23財務00911100,件名番吖:007,𥆧 ▲ ア 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参见 「清 関金本位之新設要項」,『明治大正財政史編纂資料·勝田家文書』(第100號),請求番

吖:平23財務00911100,件名番吖:002,𥆧 ▲ ア 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日本改定的币制中,金币为本位币,银币和铜币均是辅币。参见 《日本现行货币制度

及沿革大要》,1911年,盛宣怀档案,档案号:023188—10,上海图书馆藏。



四、中外围绕币制借款及币制顾问的博弈

晚清以后,中国需向各国偿付巨额赔款及外债,导致财政入不敷出。加之币制

改革所需资金不菲,因此清政府只能向各国借款。晚清政府向各国借款整顿币制可

追溯至1908年。是年,奉天巡抚唐绍仪奉命前往美国,并向美国提出借款请求。美

国国务院复函表示:“美外部以中国议行改良划一币制,于加税之事当大有效力。宜

先遍访各国著名圜法专家聘为顾问……似宜先定以金为本位,订划一完善币制。中

国果能实行,美政府甚愿协助。”①
中国提出向美国借款,除了出于完成币制改革的目的外,还企图利用美国制约

俄国、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争夺。日俄战争后,日本企图独占东北,这将妨碍美国在

华利益,因此乐意帮助中国调和日本、俄国在东北的矛盾。此外,美国总统塔夫脱

(WilliamHowardTaft)上台后,积极推行 “金元外交”,试图通过资本的力量扩大

在中国和远东的影响力,而通过借款参与中国事务即是重要途径。在此背景下,美

国以帮助中国改革币制、振兴东北实业的名义与中国商定币制借款。

1910年9月22日,中国正式向美国提出借款5000万两,作为币制改革和振兴

东北实业的资金。② 美国提出两个要求:一是中国要聘请外国专家监督币制改革的

过程;二是允许其他国家银行参与此次贷款。③ 美国不满足于此次借款的利息以及

相应的物质担保,而是要干预甚至控制币制改革过程。清政府担心币制顾问干预币

制改革进程,拒绝聘请外国币制顾问,但同意其他国家参与借款。对于币制改革和

东北实业借款,美国银行团要发售一笔数量颇巨的债券,这笔债券有赖于欧洲市场。
而英、法、德三国银行团则表示,要以正式成员的身份参加此次借款。④ 随后,美

国国务院将拟定的借款条约知会英、法、德等国,三国均同意向中国提供币制

借款。⑤

9月25日,清政府度支部与美国花旗银行、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法

国东方汇理银行商讨币制借款方案。⑥ 在借款合同签订之际,日本、俄国两国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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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美张大臣致信外务部》,1910年7月28日,件:《述美政府赞成加入口税及改良币

制事》,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22—001—08—001, “中研院”近代史研

究所档案馆藏。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GovernmentPrintingOffice 1912 pp 89-90 
DepartmentofState 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 pp 89-91 
参见张振鹍:《清末十年间的币制问题》,《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

DepartmentofState 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 pp 91-92 
参见 《度支部借款正合同草稿》,1910年9月25日,盛宣怀档案,档案号:004551,
上海图书馆藏。



反对部分内容,如第十六款 “大清政府欲请外国资本家与中国合办东三省以此借款

兴办之事,或与其有关联者,应先请 (四国)银行等承办”。① 日本驻英大使抗议

称,上述规定表明四国银行团将取得在东北的独占优先权,有损日本、俄国两国在

东北的权益。② 日本、俄国以四国银行团妨碍两国利益为借口极力破坏借款合同,
并怂恿法国退出四国银行团,实际是对四国参与东北事务的抵制。

美国并未因日本、俄国的反对而退出,而是积极促成借款合同,甚至要求委派

币制顾问深度参与中国币制改革。美国公使嘉乐恒 (WilliamJamesCalhoun)要求

中国延聘美国专家充当财政顾问官,帮助中国进行币制改革。③ 清政府担心其他几

国反对,拒绝聘请美籍顾问,但同意由美国政府举荐。④ 美国政府推荐荷兰爪哇银

行经理卫斯林 (G Vissering)为币制顾问,并要求币制一切事宜与卫斯林酌商。
清政府回应称,币制顾问须尽到相关责任,且不得随意干预币制改革事宜。⑤ 其后,
美国担心币制顾问有名无实,故要求中国声明 “凡其有尽顾问职司之处,中国政府

或于币制借款有关之银行等不可稍有牵制”。⑥

1911年4月15日,中国与四国银行团正式签订 《币制实业借款合同》,借款金

额为1000万镑。⑦ 四国银行团要求清政府上交有关币制改革和振兴东北实业的文

件,包括计划和用款清单等。如此一来,币制改革过程始终处于四国银行团的监视

之下。虽然大部分的借款并未落实,但借款合同规定四国银行团有续借款的优先权。
辛亥革命爆发后,四国银行团与民国政府商议将借款延期至1913年4月。⑧ 民国政

府因无力承受各国施加的外交压力,全盘接受了借款合同中规定的条款。

1912年底,美国政府要求中国聘请的币制顾问卫斯林入华。卫斯林建议中国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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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大臣奕劻等折———拟定美英德法四国银行整顿币制与东三省实业借款合同》,《中
国近代货币史资料 (1822—1911)》,第1212页。
参见 「幣制借款関係書類」, 『明治大正財政史編纂資料·目賀田家文書』 (第13號),件名番吖:

036,𥆧 ▲ ア 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参见 《美嘉使照会外务部》,1910年11月4日,件:《愿荐美员襄助改良币制事》,北洋

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22—001—08—010,“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参见 《载 泽、盛 宣 怀 等 致 嘉 乐 恒 函》,1911年3月2日,盛 宣 怀 档 案,档 案 号:

022372,上海图书馆藏。
参见 《载泽与卫理往来函》,1911年9月1日,盛宣怀档案,档案号:004593,上海图

书馆藏。
《照译美 国 驻 京 署 理 钦 使 卫 理 来 函》,1911年10月2日,盛 宣 怀 档 案,档 案 号:

022159,上海图书馆藏。
参见 《附清单一:会拟四国银行借款合同》,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 (1822—1911)》,
第1206页。
参见 《美馆致外交部节略》,1912年10月19日,件:《中国改良币制垫还期展限已由

双方签字由》,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20—067—01—016, “中研院”近

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先采用银本位与金汇兑本位并行的货币制度,将来再改定金汇兑本位。不过由于民

国初建,财政困窘,卫斯林的建议只能搁置。① 1913年,北洋政府与四国银行团再

次商谈善后大借款,四国银行团要求将1911年支付的40万镑本金及利息,在善后

大借款的先期款项中扣还。② 北洋政府起初并未同意,而后被迫妥协。

1913年3月,美国与英、法、德三国的矛盾无法调和退出四国银行团。随后,
英、法、德三国银行通过决议,要求中国在借款债券发行后,立即将币制借款并入

善后借款计划。③ 在商讨借款合同细节时,中国政府向三国银行代表表示,要以东

北税收作为借款担保,同时要求三国 “暂时不要拉入俄、日银行代表”。④

中方的要求引起了日本的警觉,日本外相声称以东北税收作为借款担保,严重

危害日本利益。⑤ 同时,日本威胁将保留此前根据条约获得的单独向中国借款的权

利。⑥ 日本外相表态后,俄国公使库朋斯齐 (BasilN Kroupensky)会晤中国财政

总长孙宝琦,抗议币制借款以东北税收为抵押。⑦ 日本、俄国的强硬态度迫使英、

法、德三国作出妥协,邀请日本、俄国银行团加入,组成五国银行团。⑧

1913年9月,熊希龄内阁组成币制委员会,并于1914年2月公布 《国币条

例》。《国币条例》基本沿袭1910年颁布的 《币制则例》,继续实行银本位。⑨ 北洋

政府并未改定金本位或金汇兑本位,虽然银价的变动可能带来更多的贸易和财政损

失,但此时军阀割据,中央政府既无资金,也缺乏强有力的国家能力推行金本位。
因此,沿用银本位为维系民初的金融、财政体系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为了摆脱日本的控制,北洋政府要求将借款额减至800万镑,用于偿还内外短

期债款。但日本和其他四国均拒绝这一提议,各国认为中国既已将善后借款与币制

借款合并,即承担了与五国银行团缔结币制借款的义务。随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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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卓遵宏:《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史 (一八八七—一九三七)》,第114—119页。
参见崔晓岑:《四十年来之中国币制问题》,《经济学季刊》1936年第4期。
参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1986年,第73页。
参见 《德国外交文件中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孙瑞芹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1960年,第387页。
参见 《日本外相牧野致日驻华公使山座密电》,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 《中华民

国货币史资料》第1辑,第75页。
参见 《德国外交文件中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388页。
参见 《俄库使偕同柯参赞来署会晤孙总长》,1913年11月,件:《币制借款以满洲入款

为抵押事》,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11—016—02—014, “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参见 《汇丰银行熙立尔致财政总长熊希龄函———已邀请俄、日银团参加谈判》,中国人

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1辑,第78页。
参见陈度:《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第494—495页。



发,欧洲各国无暇顾及,五国银行团活动暂时中断。日本为了扩大在华利益,借机

提出 “二十一条”,并先后与英国、法国、俄国等国缔结了秘密条约。美国意识到日

本对其 “门户开放”政策造成了严重挑战。因此,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迫使日本

放弃独占中国山东和部分权益。同时,美国意图重返国际银行团。

1917年7月,梁启超担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后,拟以缓付庚子赔款和向各国借

款进行币制改革。此次币制改革分为两步,首先统一银币,其后发行金券,作为采

用金汇兑本位制的预备。① 北洋政府拟借款2000万英镑,日本率先行动,派遣其驻

华公使林权助与梁启超就币制借款进行商谈。英国、法国等国不愿日本捷足先登,
坚持要求中国履行1911年的借款协议,即四国银行团享有借款优先权。② 其后,中

国向四国银行团商议借款,并由日本银行团先行垫借日金1000万元,③ 但此次借款

只用了币制借款的名义。因四国银行团中,英国、法国占据主导地位,日本表示强烈

不满,要求中国将此次借款分作二途,一为币制改革所需,二为行政费用。④ 英、法

与日本在银行团内部的矛盾及争夺,为美国重返国际银行团提供了机遇。
四国银行团本由美国倡建,但新的银行团并不包括美国,因此美国提出重新加

入五国银行团。1917年10月,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 (PaulSamuelReinsch)称,
美国从未放弃向中国借款改革币制的权益,中国政府自1903年开始求助美国,其后

美国派遣精琪入华帮助中国进行币制改革;1910年,中国单独向美国提出币制借

款,这些事例均表明美国政府有权过问任何有关中国币制改革的方案。⑤ 美国加入

新的五国银行团旨在与日本争夺国际银行团的话语权,“因为日本正在极力剥夺中国

财政上的独立自主……中国政府必须保证美国在中国领土上有同等的经济和商业机

会”。⑥ 同时,芮恩施认为美国应帮助中国摆脱日本在财政方面的引诱,但形式上美

国不再坚持单独行动。⑦
由于银行团内部矛盾重重,1917年底,北洋政府拟单独向日本借款,遭到美国

反对。芮恩施称中国尚未与日本达成币制借款协议之前,其询问中国财政总长梁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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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梁启超:《一千万元借款问题稿》,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44—845页。
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45页。
参见 《美芮使致函外交部》,1917年10月20日,件:《币制借款事》,北洋政府外交部

档案,馆藏号:03—22—005—02—004,“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美驻华公使芮恩施致国务卿电》,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

料》第1辑,第398页。
参见保罗·S 芮恩施: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李抱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年,第228页。



超是否有借款计划,梁启超加以否认,但数日之后即签字借款,美国对此表示强烈

不满。① 英国银行团代表也对中国单独向日本借款的举动提出抗议,声称币制借款

属于英法银行团的专有权。② 英、美两国激烈反对,担心日本单独向中国借款后,
两国将失去对中国金融、财政的影响力。

日本不仅谋求单独向中国借款,还意图迫使中国采用金本位,直接与日元挂钩。
在曹汝霖提出币制借款时,日本要求中国发行金券,并由日本朝鲜银行提供8000万

日元借款,作为发行金券的准备金。③ 金券作为可兑换纸币,是一种挂靠日元的金

汇兑本位货币。金券计划甫一出台,即遭到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的集体反对。④

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指出,美国政府与银行均甚注意中国与日本签订的8000万元借

款协议,并询问以日钞充当准备金留存东京,试发金币钞票是否属实。⑤ 美国此时

意识到日本成为币制借款的主要竞争对手,对于日本的举动格外留意,而第一次世

界大战后的英、法等国对于中国事务已显得力不从心,英法银行团已经不再重申两

国自1910年以来一直拥有的币制借款的选择权,日本有了可乘之机。⑥ 此后,有关

币制借款的争议逐渐停息,而美国、日本围绕派遣币制顾问的争夺日渐激烈。

1918年,北洋政府拟聘请日本财政专家阪谷芳郎为币制顾问。美国担心日本主

导中国币制改革方向,以中国政府曾允诺在币制借款未成立之前,不能单独聘请外

国人为币制顾问为由加以反对。美国公使芮恩施提出,早在清末美国已派遣专家帮

助中国进行币制改革,美国不愿此项关系中断,中国应优先聘请美国顾问。⑦ 芮恩

施强调美国政府率先发起借外款进行币制改革的计划,因此美国作为友谊之国享有

共同参与的权益,中国聘请阪谷芳郎为顾问应与美国政府商议。⑧ 因美国激烈反对,
加之借款合同仍具有法律效力,聘请阪谷芳郎之事就此搁置。

1922年,美国要求中国聘请美国人韦罗贝 (WilliamFranklinWilloughby)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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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外交部咨财政部》,1918年1月21日,件:《币制借款事》,北洋政府外交部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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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四国银行团抗议金券条例》,《东方杂志》第15卷第9期,1918年8月16日。
参见 《美使致电外交部》,1918年8月16日,件:《报新币制借款事》,北洋政府外交

部档案,馆藏号:03—22—005—02—013,“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参见保罗·S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31页。
参见 《财政部聘用日美人为币制顾问》,1918年2月1日,件:《聘请阪谷为顾问事是

否由部商定希示知由》,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馆藏号:03—01—021—01—001, “中
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参见 《美芮使致函外交部》,1918年10月23日,件:《币制借款事》,北洋政府外交部

档案,馆藏号:03—22—006—03—020,“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币制顾问,日本公使小幡酉吉提出抗议,声称中国如聘用韦氏,则须聘用日、英、
法等国顾问。小幡酉吉认为,中国整理币制财政,日本不惜加以援助,但中国单采

一国一人之意见,未免偏袒不公。① 由于美国、日本互不妥协,反对中国单独聘请

对方专家作为币制顾问,北洋政府处在夹缝之中进退失据。在两国的激烈争夺之下,
币制改革也难有更大进展。中国政府不得不改变策略,不再坚持单独聘请外国顾问,
避免币制改革受到任何一国的主宰。

自1910年中国向四国银行团借款以来,银行团经过多次调整,各国企图利用借

款影响或主导中国币制改革进程。中国政府也意识到通过向各国借款实现币制改革

难以成功,因此于1925年7月照会美、英、法、日四国公使,要求取消1911年4
月与四国银行团签订的整顿币制及兴办实业借款合同。照会中提到,此项借款合同

屡经展期,仍无确实办法实现币制改革,因此根据合同第十七条规定将原合同作废,
借款合同中的全部内容注销。② 针对中国政府放弃币制借款的计划,日本公使芳泽

谦吉认为中国财政部已与四国银行团代表联名在该合同上签字,中国单方面宣布取

消合同无效。③ 日本坚持延续1910年以来的币制借款及附加条件,这与其试图将中

国纳入 “日元货币圈”、推行 “日满支经济一体化”的政策密切相关。④ 中国坚持取

消借款合同,加之英法等国同意,1925年9月,四国银行团承认原合同注销,而中

国试图通过借款实现币制改革的计划也告失败。
从币制借款的进程来看,参与银行团的英法美日等国始终强调借款的优先权,

美国、日本甚至要求派遣币制顾问,实际上是要争夺对中国币制和金融的控制权。
各国虽表面支持中国完成币制改革,但无意帮助中国解决长期存在的财政、经济问

题。币制借款也日渐异化成各国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在华斗争或合作的外交工具。
美国曾表示:“美国政府作此建议,并无任何具体的贷款打算,但力求为今后各方面

可适合中国的财政需要和机会的活动订下一个一般规则。”⑤
中国自1910年提出币制借款计划后,在各国的干涉下逐渐丧失了币制改革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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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性,加上赔款、外债等问题缠绕,始终难以摆脱欧美各国持续施加的政治、外交

影响。因此中国希望借助外力改革币制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而关税、财政等问题

亦迟迟无法解决。

结  语

清末民初中国的币制改革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国际金本位体系广泛实行的背景

下展开,① 19世纪中后期,国际贸易规模与日俱增,黄金、白银的价格深受世界市

场和货币制度的影响,构成清末民初中国改定金本位或银本位的制度性动因。② 就

清末民初的国内外环境而言,中国面临各国要求整顿币制以疏通对华贸易的吁求,
以及偿付赔款、外债带来的财政压力和对外贸易巨大逆差引发的贸易危机。此外,
农业经济贫弱,手工业破产,加之关税、盐税、路矿等财政收入均已作为外债抵押,
财政来源大减,支出剧增,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币制改革迫在眉睫。

清末民初的币制改革由中外各方势力共同促成。赔款、外债引发的财政压力以

及各国修订商约等因素,成为币制改革最初的推动力。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欧美各

国及中国都主张币制改革,但各方对于币制改革的意图不同。英、美、日等国要求

中国统一货币,以便扩大对华贸易、减少交易成本。清政府则希望改变货币发行权

分散和下移的局面,完成对外生性货币的控制以及收回地方货币发行权,实现货币

发行乃至财政权力的集中和统一。进入民国以后,各方立场和利益出发点发生了变

化,美、日等国不再关心中国货币是否统一,而是希望将中国置于其货币体系之下,
进一步攫取在华经济和政治利益。此时正值北洋政府时期,军阀割据局面形成,中

央政府成为弱政府,难以完成全国性的币制改革。
从币制改革结果来看,中国在寻求美、日等国帮助后,逐渐丧失了币制改革的

独立性和自主性。晚清以后巨额的赔款及外债支出,导致中国国力空虚,无力筹集

资金进行币制改革。中国政府意图向各国借款完成币制改革,但各国在提供借款的

同时,提出了诸多附加条件,企图深度参与中国币制改革,获取更大的经济、政治

利益。尤其是要求中国聘请外籍币制顾问,给了美、日等国干预中国内政的空间。
从晚清精琪入华,到民初卫斯林的建议,再到20世纪30年代英籍顾问李滋罗斯

(F W Leith-Ross)、美籍顾问杨格 (ArthurN Young)参与法币改革,无不昭示

着这一点。③ 各国围绕中国币制改革主导权的长时间争夺,也给中国维持银本位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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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一定的转圜余地。尤其是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大萧条”给使用金本

位的国家带来了严重的通货紧缩,而中国仍采用银本位,银价虽严重下降,却未带

来大规模的物价下跌,这使中国避免了 “大萧条”初期带来的剧烈冲击和严重影响。
清末民初的币制改革,对于近代中国经济、政治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明清以

后,中国的货币发行权与主导权逐渐下移,外部提供的白银货币以及各省局铸造的

铜钱形成了 “银钱并行”的货币格局,中央政府极少干预,而是将货币交给市场,
不同地域的货币本位有所差异。19世纪中期,不同货币竞相争取信用的局面开始改

变,政府开始尝试同时控制货币的发行和管理。而控制货币是建设强力政府的重要

一环,货币的发行权由政府主导的中央银行承担,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均试图塑造在

中央权威下政治经济一体的国家。清代的货币体制被民国政府继承,在辛亥革命后

依旧运转,由于严重依赖金本位国家的外债,银本位汇率的下降给中国带来沉重的

财政负担,这也成为清末民初多次币制改革难以成功的重要原因。① 此外,清末民

初的币制改革是要建立货币本位制度,放弃多种货币并行的体系,改革的计划意图

使多种形式的货币 (白银、铜钱、纸钞)相互之间绑定,依托于统一的金/银本位。
这一币制改革方向,也与欧美各国前近代 “多种货币并存”向近代 “一国一货币”
的转变是一致的。②

进而言之,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均意图通过币制改革实现币制、关税乃至财政制

度的现代转型。但从改革过程可以看出,处在列强环伺、国际干预下的中国,无论

是币制、关税还是财政制度的改革均举步维艰,难有所成。由此也可看出,只有具

备强有力的国家能力和国家信誉,才能真正抵御外部因素的影响。只有独立自主地

进行系统的货币、财政体制改革,才能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

〔责任编辑:武雪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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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archforUniversalityinChinesePhilosophyandtheConsciousnessofHuman
Community ZhuCheng·162·

Theconsciousnessofhumancommunityisbasedonthesearchforuniversality 
Accordingtothedifferentpathsofthesearchforuniversality theunderstandingof
humancommunityinChinesephilosophycanbedividedintodifferenttypes suchas
governancecommunity naturalcommunity heaven-humancommunity andmoral
community Intermsofgovernancecommunity Chinesephilosophypursuesakind
ofuniversalgovernanceorder recognizinghumannatureandtheWayofHeaven 
withthesameconsciousness Intermsofnaturalcommunity Chinesephilosophy
pursuestheuniversalityofnaturalconsistency establishesanoverallmodeof
interpretationoftheworldonthebasisofthewayofnature Intermsofheaven-
humancommunity Chinesephilosophybelievesthatthereexistsatranscendent
universalWayofHeaven andthatadherencetotheLawofUnityoftheWayof
Heavenenableshumanlifetotranscendspecificdifferencesand movetowards
harmonyandconsistency Intermsofmoralcommunity Chinesephilosophytakes
thepathofconstructingauniversalmoralmetaphysicalontologyasameansof
debatingtheuniversalityofthemoralontologyanditswayoffunctioning thereby
realizingtheidealstateoftheunityofallthings Creativetransformationand
innovativedevelopmentofthepursuitofuniversalityandtheconsciousnessofhuman
community associat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can highlight the
significanceofChinesephilosophytotheworld 

CoinageReformintheLateQingandEarlyRepublicofChina
XiongChangkun·183·

ThecoinagereforminthelateQingandearlyRepublicofChinawasdrivenby
theglobalizationofcapitalismandtheinternationalgoldstandardsystem andwas
facilitatedbythecomplicityofvariousforces Aftertheestablishmentofthe
internationalgoldstandardsystem Chinahadbeensufferinghugesterlingdeficitsin
therepaymentofforeigndebtsandindemnities andhugedeficitsininternational
trade andChinaintendedtosolveitsfinancialandtradeproblemsthroughcoinage
reform Inordertoeliminatetarifffriction facilitatetradeandexpandtheirinterests
inChina Britain the UnitedStatesandJapandemandedthatChinaunifyits
monetarysystem TheQinggovernmenthopedtoregaintherighttoissuecurrency
throughexternalforces Aftertheofficiallaunchofthecoinagereform Chinasought
helpfromtheUnitedStatesandJapanandborrowedmoneyfromaninternational
bankingsyndicate However aftertheintervention offoreign powers China
graduallylostitsindependenceonthereform Foreignpowersattemptedtodominate
theprocessofreformandinterveneinChinasinternalaffairsbymakinguseof
specialloansandattachingconditions ThecoinagereforminthelateQingandearly
RepublicofChinaattemptedtoestablishacentralizedmonetarysystem butwere
ultimatelyunsuccessfulduetonationalandinternational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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