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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 19 35年中国的币制改革

吴 景 平

5 9 3 1年 1 1月 4日起
,
南京国民政府开始推行以白银国有

、

采

用法币
、

统制外汇交易为主要内容的币叙改革
。

较长一个时期以

来
,
我国史学界流行着如下观点

, 即把币制改革视作英国同美国

争夺中国货币控制权的产物
。

笔者以为
,
这种

·

观点并不确切
。

就

美国而言
,
同这次币制改革固然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多 但从某种

意义上来看
,
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的币制改革方案

, 正是美国对中

国货币金融问题持
“

不介入
”

的消极的结果
。

进而言之
,
美国对

中国币制改革的态度
,
有着较为曲折的变化过程

:
在币制改革的

酝酿阶段
,
美国起初屡次拒绝 中国提出的修改白银政策

、

援助中

国进行币制改革的要求 , 继而又拒绝派遣经济专家赴华
, 听凭英

国在币改方案的谋划上起了重要作用 , 只是到了中国宣布币制改

革方案之际
,
美国才一改单纯消极观望的立场

,

开始以从中国购

买自银 的方式
,
向中国提供用来稳定法币汇价的外汇储蓄

,
并企

图阻止法币与英镑建立契约性
、

依附性联系
。

本文对美国和 1 9 3 5
·

年中国币制改革的关系作一述评
, 以就正于诸同仁

。

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放弃银本位
、

采用外汇汇价本位的法币
,

与美国当时的白银政策直接相关
`

从 19 34 年初起
,
美国颁行了一系列关于白银政策的法令

,
其



中 6月份通过的购银法案规定
.

美国政府购银数量须达到货币准

备的四分之一
,

或俊世界市场银价由每盎斯 45 美分涨到 1 美 元 29

美分为止
。

据统计
,
从 1 9 3 4年 6月到次年 7月

,
美国政 府 共 购银

4 7 2 0。万盎斯
,

其中约 3 2 6 0 0万盎斯购自国外①
。

美国的白银政策导

致了世界市场银价腾涨
,
而采用银本位币制的中国则陷入白银大

量外流的局面
: 1 9 3 3年中国白银外流出口为 1 4 0 0万元② ,

但 1 9 3 4

年 1月至 7月单从上海出口的白银便达 50 00 万元
,
而 8月份的进 出

口竟达 8 3 0 0万元⑧ 。

到年底
, 上海存银总额已由一年前的 3

.

9 3亿

盎斯降至 2
.

53 亿盎斯④
。

严重的金融恐慌
,
随时可能引发全面的

经济危机
。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
,
南京国民政府曾多次要求美国修改白银

政策
,
并帮助中国实行脱离单一银本位的币制改革

。 1 9 3 4年 8月 20

日 ,
财政部长孔祥熙曾通过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克宁翰 ( E

·

S
·

C o n in n g h a m ) 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
,
指出

:
中国代表曾在 1 9 3 3

年 7月的伦敦白银协定上签字
,
该协定的主要目的是 维 持 银 价

的稳定 , 但是
, “

在 ( 美国的 ) 1 9 3 4年购银法案之下
,
银价的稳

定和中国的利益
,
都受到了来自抛银者们的重大威胁

。

中国银币

的外流己经达到 了有害的程度
。

为 了维护其货币
,
中国希望获知

美国今后的购银政策
。 ” ⑤ 在这里

,
孔祥熙已委婉但又十分明确

地表示了对美国自银政策的不满
。

由于中国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

而美国方面又迟迟未作答复
,
孔祥熙便于 9月 24 日再度致电美国

政府
。

他强调了白银间题对中国这样的银本位国家所具有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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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指出了银价上涨给中国带来的的危害性

,
要求美国停止大规

模从国外购银的行动
,

以使银价稳定在低于 目前的水平
,

并且提出

了有关币制改革的设想
: “

中国将不再保持银本位
, 正在考虑采

用金本位币制
, 这就需要获得黄金

。

既然美国政府打算提高货币

准备中白银 的比例
, 国民政府希望知道

,
美 国是否愿意以黄金同

中国政府换取白银
。 ” ① 这是白银风潮 以来中国政府首次向美国

政府告知将实行以金本位取代银本位的币制改革
,
并希望美国以

交换白银的方式提供黄金
,
支持中国的币制改革

。

直到 1 9 3 4年 10 月 1日 ,
孔祥熙才收到了美国政府的第一次答

复
。

这份以美 国财政部长摩根索 ( H
·

M or g en t h a u

) 名义
、

9月

1 9日的复函称
:
美国政府要提高货币准备中银的比重

,
使之达到

并保持在 四分之一
,
因此将继续购入白银 , 如果中国政府准备采

取限制白银 出口的政策
,
请告知美国方面② 。

显然
,
美国并不打

算修改其白银政策
, 10 月 2 日 ,

美国国务卿赫尔 ( C
·

H lu l )

在会见中国公使施肇基时
,
拒绝了孔祥熙 9月 24 日电文中以白银

换取黄金的建议 , 对中国拟采用金本位币制
, 则未作评论⑧ 。

与

此同时
,
中国方面继续要求美国采取措施

,
缓解中国面临的严重

局势
。

10 月 1日 , 孔祥熙在一份电文中要求美国政府 目前仅从国

内购银
,

以免中国白银进一步外流
,

并称美国的合作对中国尤为重

要④ 。

10 月 5日 ,
孔祥熙在一份备忘录中

,
又向美国方面详细告

知 了有关中国白银外流及存银的情况
,
说明了引起白银外流 的原

因及严重后果
,
表明中国不愿意宣布禁止 白银出口

, 因为这会导
-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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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小
` 可见

,
中国方面仍然寄希望于美国修改

白银政策
,
帮助中国摆脱危机

。

10 月 1 2 日 ,
赫尔在给施肇基 的一份书面答复中

,
称美国将继

续从国外购银
,
但答应在安排购银的时间

、

地点
、

数量时
,
尽可能

考虑到中国政府的意见 , 并表示
:
任何国家在世界市场上都可随

意购得金或银
, 因此美国不考虑进行政府之间的这种交换② 。

这

就是说
,

美国在白银政策上不愿作出根本性改变
,
对中国的币制

改革方案及有关建议
,
则不肯介入

。

由于美国没有作出任何实质

性承诺
,
中国方面不得不在 10 月 15 日开征 白银出口 税及平衡税

,

企图遏止白
·

银外流
。

在中美之间上述交涉中
,
美国对中国的金融货币问题采取 了

不合作
、

不介入的立场
。

但实际上美国政府内部对这些问题有不

同意见
。

财政部长摩根索倾向于帮助中国改革币制
,
并提供相应

必需的贷款
,
他认为

,
如果把远东事务都让与日本和英国

,
美国

将丧失在这一地区的影响
。

1

国务院方面则反对介入中国的币制改

革
, 认为这将使美国单独对中国金融困境承担责任

夕
并与日本对

峙 , 在他们看来
,
向中国币制提供财政援助应是一个

“

国际性项

目
” ,

而 不 能 由美国单独进行
。

国务院方面还主张考虑中国要

美国修改白银政策的请求
。

当时在华盛顿的美国驻华 大使 詹 森
( N

`
·

oJ h n s 。
厅) 同国务院经济顾问费斯 ( H

·

F e i 、 ) 曾联合向

财政部提出一个备忘录
,
认为美国白银政策已受到中国各界人士

广泛指责
,

美国即使不可能全面改变购银步骤
,

也应该将银价限制

在每盎斯 45 美分⑧ 。

罗斯福总统是对华政策的最高决定者
,

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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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要想在各部门之间达成折衷性的方案
,

这是颇费周折的
。

1 9 3 4

年 1 2月 9日 ,
孔祥熙曾再度致电美国政府

,
要求美国把银价限制

在每盎斯 45 美分以下
,
并明确请求美国对中国币制改 革 予 以 合

作
, 因为 中国如采用金本位

, 需要大笔外国借款①
。

12 月 17 马
罗斯福与财政部

、

国务院共同磋商后
, 准备把银价控制在每盎斯

5 5美分以下
,
在中国则只 向中央银行购银② 。

但由于美国国会白

银派议员的反对
,

这种对白银政策的象征性调整也难以实行
,

尽管

已将上述方案通知 了中国方面
。

关于支持中国币制改革
,

摩根索曾

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派一名代表赴美讨论
,
中方一度打算由宋子文

在 1 9 3 5年 1月前往美国
。

但这一安排又遭到国会和国务院方面的

阻挠
。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毕特门 ( K
.

iP t t m a
) 称

:
宋子文

没有必要来美国
,
除非他明白

,
他不能提及我们的白银政策

,
他

只能来谈谈外汇问题 ⑧ 。

赫尔则就宋子文访美之事告知施肇基
:

,

中国在白银问题上如有具体方案
,

可以通过电报告知美国政府④
。

赫尔的意思很清楚
:

宋子文不宜在此时来美
。

应当看到
,
南京国民政府 成 立 后

,
在币制问题上 曾数度考

虑过以金本位取代银本位
。

1 92 8年的全国经济会议和全国财政会

议
,

都曾通过相应的提案和决议
。 19 2 9年财政部聘请美国货币间

_

题专家甘末尔 ( E
.

W
.

K e m m er er ) 来华研究币改问题
,
并于次

年 3月公布了甘末尔关于逐步采用金本位的币制改革方案
。

基于

当时国内国际种种因素
,
这一改革始终未能实施

。

到了 1 9 3 4年下

半年
,

中国放弃银本位的币制改革已势在必行
。

主要问题是如何获
_

得币改所需要的外汇储备
,

以及同哪一种外币相联
。

英国己在 19 31

① 《 美 国对外关系文件 》 19 34 年第 3卷第 45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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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
d

l
ō

年放弃了金本位
,

之后美国虽然一度也放弃了金本位
,

但不久又在

较低的汇价水平上恢复了金本位
。

因此
,
中国方面向美国谈到将

采用金本位
,
实际上是表示将与美元相联

,
密切两国 货 币 的关

系
。

但是
,
从 1 9 3 4年末起

,
南京当局也向英国政府提出借款 2 0 0 0

万英镑
,
为此准备接受中国币制与英镑相联等条件① 。

可见
,
当

时国民政府急于获得币制改革所需的外国借款
, 至于究竞同哪一

种外币相联系
,
则视能从哪国获得借款而定

。

由于英国方面没有

对 中国的借款要求作出肯定的答复
,
也因美 国白银政策 依 然 故

我
、

中国金融局势日趋严重
, 国民政府继续就修改白银政策与援

助中国币制改革向美国交涉
。

其中主要有
: 19 3 4年 12 月 19 日孔祥

熙 由 美 籍 顾何杨格 ( A
.

N
.

Y 。 。 n g ) 出面
,
建议美国当局提供

合作
,
使世界市场银价稳定在每盎斯 45 美分的水平上 , 为中国币

制改革提供建设性的合作
,
如美国以换银方式提供贷款

,
或者通

过进出口银行及其他方式②
。

1 9 3 5年 1月 21 日和 2月 1日
,

孔祥熙又

两次致电美国政府
,
重申上述意见

。 1月 31 日 ,
宋子文托美国驻

苏联大使布列特 ( w
·

C
·

B u

ill t t ) 转告罗斯福及国务院远东司司

长贺百克 ( S
·

K
.

H or
n b e 。 k ) , 希望美国对华贷款

,
中国将其

币制与美元相联并向美国出售白银
。

宋并向美方指出
:

中国在

数月之内必将因货币问题而引发危机
,
将不得不接受 日本方面

条件苛刻的贷款
,
甚至出现币制分裂 ③

。
2月 5日 ,

孔祥熙又急

电美国当局
,
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

:

中国除改革币制 外
, 已 别

无选择 , 将放弃银本位
,
使币制与美国货币相联 , 中国 打算在

一年内向美国售银 2亿盎斯
,
美国至少对华贷款 1亿美 元

,

并提

供另一笔 同样数额的备用信贷
。

孔并强调
:

中国上述 建 议 之 目

① 驻华公使贾 德干致外交部长西门 ( 1 9 3 5年 1月 9日 )
, 《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
》

( D o e u m
e n t s o n

B r s t i s h F o r e i g n p o l i
e y ) 第 2辑 2 0卷 1 第 3 0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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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 19 34 年第 3卷第4 57 一4 5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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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是为 了适应美国 的货币金融政策与计划

,
解除中国在白银

问题上的困境
,
并促进贸易发展①

。

可见
,
如果这时美国对中

国货币金融事务采取较为积极的方针
,
接受中方的要求

,
支持

中国改革币制
,
那么 中国币制便将挪入美元集团 的体系

,
币制

改革的实施也将大为提前
。

但是
,
在介入中国币制改革间题上

,
美国国务院与财政部再

度发生意见分歧
。

贺百克反对美国单独对华贷款
,

认为该方案无法

在国会通过
,
而且会引起 日本的反对这一

“

政治因素
” ; 正确的

途径
,

是由各有关大国联合对华提供币制改革所需要的贷款
。

摩根

索则认为
,
这一间题根本不可能由各国联合予以解决

,
而应由美

国单独处理 , 同时这又是一个纯粹的通货间题
, 应让财政部来着

手解决② 。

正是因为这两种意见相持不下
,
上述中国的多次请求

迟迟得不到美方的明确答复
。

最后
, 国务院的意见得到了罗斯福

的支持
。 2月 26 日

,
赫尔就中方上述各次电函答复施肇基

:

由美

国来推行中国的币制改革方案
,
是不可行的 , 中国不妨将此方案

或类似方案
,
征求其他对中国币制改革有兴趣的国家之意见③ 。

美国政府这一期间始终在中国货币金融问题上持
“ 不介入

”

的消极态度
,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

当时美国推行购银法案不久
,

如按中国的要求修改白银政策
,
无疑承认这一政策是引起中国金

融恐慌的直接因素
。

这必然触犯国会白银集团
,
也是罗斯福要加

以避免的
。

此外
,

自从 1 9 3 4年4月日本发出
“天羽声明

”
以来

,

美国

在对华问题上极为谨慎
,

不愿因介入中国事务而与日本发生冲突
,

这尤以国务院方面为甚
。

另一方面
, 国务院与财政部之间意见相

左
、

无法协调
, 这也使美国政府最终除了拒绝中方的要求外

, 不

① 施 肇基致赫尔 ( 19 3 5年 2月 5日 )
, 《 美 国对外关 系文件 》 1 9 3 5年第 3卷第

5 3 3一5 34页
。

② 贺百克所作会谈备忘录 ( 19 3 5年 2月 “ 日 )
, 《 美国对外关 系文件

》 19 35年

第 3卷第 5 35一5 37页
。

③ 《 美国 对 外关 系文件 》 19 3 5年第 3卷
,

第“ 3页
.



侧

潺
可能提出任何积极措施

。

美国的消极态度
, 日益引起中国方面的焦虑和不满

。

在此期

间 ,
英国政府虽然没有正式答应向中国提供贷款以支 持 币 制改

革
,
但并未加以拒绝

,
双方仍在进行有关的交涉

。

这 就 使 南 京

国民政府逐步把获得外援来进行币制改革的希望
, 主要寄托于英

国方面
。

1 9 3 5年 2月下旬起
,
英国提出了各大国联合参与解决 中 国货

币金融问题的建议
,
但受到了美国的冷遇

。

起初
,
英国向美

、

日
、

法提议召开国际会议
,
专门讨论中国

的货币金融局势
。

3月 1日 ,
美副国务卿菲力浦斯 ( W

.

P ih ill sP )

向英大使林德赛 ( R
.

iL
n
ds

a y ) 表 示
:

美 国在援华问题上尚无具

体方案
, 国务院还没有同财政部及总统商议过① 。

以后 ,
美国也

没有明确答复英方
。

3月下旬
,
英国又建议由英

、

美
、

日
、

法四国派遣经济 专 家

赴华
。

英国财政部副部长费希 ( W
.

F i s h e r
) 向美方提出

:

英 国

已经决定向驻华使团派遣一名经济专家
,
希望美国

、

日本
、

法国

政府也采取相应的行动 ; 这些专家可同中国的中央银行磋商
,

各

自研究中国的经济和货币局势
,

并向各自
」

的公使提出建议②
。

赫尔

获知英国的建议后颇感兴趣
,

认为这同国务院原先的设想很相近
,

.

曾指示驻英使馆进一步了解英国的方案
。

但是
,
财政部长摩根索

却不以为然
。

他认为
,

不应使美国的白银政策成为国际性讨论的题

目 , 同时对英方这个建议的真实动机十分怀疑
。

经罗斯福同意
,

摩根索拒绝 了英方的建议
。

他只是指派南京金 陵大学的美籍教授

林德 赛致西 门电 ( 1 0 35年 s月 l日 )

页
。

赫尔致詹森 电 ( 一。 3 5年 4月 3日 )
,

页
。

《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
》
第 2辑20 卷第 4 41

《 美 国对外关 系文件 》 19 3 5年第 3卷第 56 了



卜凯 ( J
.

L
.

Bu o k)为财政部驻华观察员
,
但无权参 加 任 何 谈

判
。

他并特意要国务院转告英方
:
卜凯的任命同英国的建议完全

无关① 。

6月 4日 ,
英国政府决定派遣首席经济顾间李滋罗斯 ( F

.

W
.

L e it 五一 R os s
) 赴华

,
这表 明英国在介入中国币制改革问题 上 迈

出了具体的一步
。

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打算独自参与中国的币制

改革
。

7日 ,
英驻美大使馆把这个决定通知美国务院

,
再次希望

美 国相应派出一名专家
,

并把具体人选 尽早通知英方②
。

14 日
,
美

国务院作出答复
:
美国政府正在考虑这一间题

,

一旦考虑成熟
,

将

立即通知英国政府⑧ 。

当时
,
赫尔

、

菲丸浦斯和贺百克都主张派

遣经济专家赴华
,
他们向财政部提出

:

既然英
、

法驻华使团中将

有这样一名经济顾间
,
那么美国也应当有

,
同英国在远东进行合

作
,
是符各美国历来昭示的远东政策的

,
美国可用这一行动来表

明愿意帮助中国摆脱困境
。

美国务院更为深层的考虑
,
则是担心

如果没有美国参预
,
英国会同日本在 限制海军军备和经济间题上

达成对美国不利的谅解
。

摩根索则坚决反对派遣经济专家赴华
,

认为凡有日本参加的援华方案
,
都没有成功的可能

,
美国没有必

要介入由英国一手谋划的纠葛中 , 他还担心各国经济专家抵华考

察后
,

会和中国一起指责美国的白银政策
。

国务院和财政部的争

论甚至发展到该由哪个部仃来处理这一间题
:

摩根索认为这属于

货币和经济间题
’

,

应由财政部来解决 ; 国务院则表示
,

这一间题涉

及到美 国同中国以及其他大国的关系
,
国务院作为总统在国际事

赫 尔致驻英 大使宾厄姆 ( 1 9 3 5年 4月 2 0日 )
,

第 3卷第 5 了4页
.

英国大使馆致国务 院备 忘录 ( 1 9 35年 6月 7 日 )
,

年第 3卷第 5叭页
.

国务院致英国大使馆备 忘录 ( 1 9 3 5年6月 14 日 )

年第 3卷第59 3页
.

《 美 国对 外关系文件 》 19 35年

《
美国对 外关系文件

》 19 3 5

,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 19 3 5



务方面的主要助手
,

当然有权过问之。
。

但是在罗斯福的支持下
,

摩根索坚持不刀砂经济专家赴华
。

由于美 国迟迟未对派遣经济专家间题作出明确答复
,
英国又

提议李滋罗斯取道美 国赴华
, 以便同摩根索磋商

。

英国大使林德

赛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了这点
,
当时在美 国的英格兰银行董事长斯

坦帕 ( J
.

S t a m p ) 也向摩根索提出过这个要求
。

国务院方面多次

向摩根索提出
:
美国应借此机会同李滋罗斯建立联系

,
从而了解

英国政府对派遣经济专家以及对中国局势的看法
,
并可在金融之

外的间题上同李滋罗斯合作
。

但摩根索仍以罗斯福的意见为由
,

拒绝在美 国会见李滋罗斯
。

8月 10 日 ,
美国务院得知

:
李滋罗斯

已启程赴华
,
并将在日本停留

、

与日方进行会谈
。

12 日
,
副国务

卿菲力浦斯向摩根索提出
,
他本人打算赴加拿大会见李滋罗斯

,

向他解释未邀请他访问华盛顿的原因
,
并表明美国同英国在远东

合作的传统政策不变
。

摩根索表示反对
,
称美国的副国务卿不应

考虑赴加拿大去会见一位只能算得上四
、

五流的英国官员
。

虽然

菲力浦斯的意见代表了赫尔国务卿
,
但摩根索仍以罗 斯 福 的名

义
, 阻止国务院方面在李滋罗斯赴华途中与他会谈②

。

在此期间
,
中国也曾多次要求美国响应英国的建议

,
向中国

派遣经济专家
,
采取切实措施帮助中国摆脱金融困境

。 1 9 3 5年 4

月 6日 ,
财政部次长徐堪向美国使馆提出

:
中国的金融局势令人

十分不安
,
希望美国采取行动

,
缓解购银法案对中国的影响⑧

。

4

月下旬
,
世界市场银价从 当年 2月份的每盎斯 55 美 分 涨 至 81 美

分
,
中国的币制受到了更大的压力

。
5月 1日 ,

宋子文向詹森公使

① 贺百克所作备忘录 ( 19 35年 7月 9 日 )
,

《 美国对外关 系文件 》 19 3 5年第 3卷
,

第5 9 9一6 0 2页
。

② 菲力浦斯所作备忘录 ( ! 9 3 5年 8月 12 日 )
,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9 35 年第 3卷

第 6 x 4一 6一6页
。

⑧ 驻 华使馆二秘安克森致国务卿电 ( 19 3 5年 4月 16 日 )
,

《美 国对外关 系文 件》
19 3 5年第 3卷第 5 7 2页

。



表示
,
希望美国像英国那样

,
派遣经济专家来华

,
因为这将有助

于达成国际性的财政援华方案① 。

英国宣布李滋萝斯的赴华使命

后 ,
施肇基又多次向美国国务院探寻美方的意向

。
7月

,

蒋介右曾

向美国财政部观察员 卜凯谈到
:
美国的白银政策实际上在鼓励走

私
、

帮助日本人
,
并且使中国币制脱离银本位

,
中国需要美国的

援助以确立金本位
,
打算将其币制与美元相联

。

但这一建议仍受

到罗斯福的怀疑
、

国务院方面的反对②
。

7月 底
,
美方得悉

:

宋子

文在给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的电报中
,
声称美国政府已同意向驻

华使团派遣经济顾何
。

詹森奉国务院的指示
,
要求宋子文澄清此

事
。

宋的解释是
“

我知道美国并没有作出这一决定
,
但我急切希

望美国能适当考虑英国政府的建议
。 ”

他向詹森指出
:

郎使从美

国的立场出发
,
派遣经济专家来华也并无任何不利之处 , 英美在

远东政策上不进行合作
,

将对中
、

日两国都产生影响 , 当初前国务

卿史汀生的
“
不承认

”

方针没有得到英国的响应
,
但现在英国人继

续了这一方针
,
并急于在远东获得美国的合作⑧ 。 1 9 3 5年春夏期

间 ,
除了货币金融方面的严峻局势之外

,
南京国民政 府 还 在 军

事
、

政治等方面受到日本越来越大的压力
,
故而更加迫切希望获

得英
、

美方面的支持
,
不论这种援助是英

、

美单方面进行的还是

合作提供的
。

在帮助中国摆脱金融困境
、

进行币制改革问题上
,

美国既不 愿意独自介入
、

又不肯同英国合作
,
这就使中国更为失

望和不满了
。

作为英国来说
,
当时确实想参与中国币制改革的谋划

,
使中

国币制与英镑相联
。

但英国又想避免因此而与日本直接对峙
,
也

不愿意单独承担中国币制改革失败的风险
。

这就是英国要求美国

②

③

詹森致赫尔电 ( 1 9 3 5年 5月 1日 )
,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 93 5年第 3 卷 第 5 77

页
。

《摩根索 日记摘要
, 1 9 2 8至 1 9 3 8年的危机年代》第2 1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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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参与解决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的原因
。 _

’
、

美国拒绝与英国合作介入中国的金融问题和币制改革
,
其原

因也是颇为复杂的
。

摩根索为首的财政部顾忌来自国会白银集团

的反对
, 当然不愿意提供机会让英

、

法
、 日等国联合中国

,
共同压

美国修改白银政策
。

另一方面
,
从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世界性经济

衰退以来
,
英

、

美在国际经济
、

金融领域中的矛盾逐渐加重
。

英

国于 1 9 31 年秋放弃金本位并实行货币贬值
,
开始倾销贸易

。

美国

为抵制英联邦集团的倾销
,

.

于 1 9 3 3年 4月放弃金本位
,

也采取贬值

措施进行反倾销
,

引起英国的不满
。

虽然经过 1 9 3 3年华盛顿会议
、

伦敦会议的协调
,

双方分歧却公开化了
。
1 9 3 4年初美国在贬值的基

础上恢复金本位
,

、

美
、

英在经济
、

金融方面的抗衡依然如故
。

这样 ,

美国对上述英国建议持冷眼旁观的消极态度
,
也就不足为奇 了

,

此外
,
从 1 9 3 5年 2月中旬起

, 罗斯福已决定由财政部来处理对华

经济关系了
。

如前所述
一

,
摩根索是主张美 国单独介入中国货币金融

、

间题的
。

因此
,
通过国务院渠道而来的英国建议

、

中国的呼吁
,

在未得到财政部赞同的情况下
,
最终无法得到美国的积极响应

。
.

英国顾间李滋罗斯于 1 9 3 5年 9月下旬抵华后
,
同孔祥熙

、

宋

子文就英国对华贷款和币制改革问题进行了会谈
。

由于美国的不

合作
、

日本的反对
,
考虑到中国国际银行团在对华贷款问题上的

规定
, 因而直到 10 月下旬

,
英国对于单独对华贷款的间题仍持犹

豫
、

拖宕的态度
。

英方向中方提出
:
中国须 同美国达 成 售 银 协

定
,
并告诉美方

,
中国将采用英镑本位

,
这样英国才能 对 华 贷

款
。① 另外

,

南京国民政府对币制改革方案经较长时间的谋划
,

已

基本拟定
,
但当时外汇储备仅为 3 0 0 0万美元

,
这对于维持新币制

的汇率显然是不够 的
。

在不能立即得到英镑借款的情况下
,
向美

一
、

① 英国外交部长霍尔致驻上 海总领事白利南电 ( 1 9 3 5年 10 月 24 日 )
,

《英 国外

交 政策文件》第2辑 2 。卷
,

第 63 3页
。



国售银是比较稳妥的获得大批外汇的方式
。

于是
,
中美围绕币制

改革问题的售银谈判
,
便在华盛顿开始了

。

10 月 2 8日 ,
施肇基向摩根索提出了售银 1亿盎斯的要求

,
并

表示
:
中国将脱离银本位

,
为获得维持新币制的外汇

, 必须大批

出售白银
,
不是向美国

、

便是在 国际市场出售① 。

中国这次是直

接向美国财政部而不是向国务院提出这一要求的
。

摩根索认为
,

这是一项纯粹的金融事务
,
勿须征得国务院的同意

。

自从李滋罗

斯抵华后
,
摩根索对中英币制可能相联的前景十分关注

,
中方这

次提出售银要求
,
使美 国再次面临介入中国币制问题的机会

。

当

然
,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

,
这一机会实际上也是英国主动提供的

,

而不是美国向英国
“

争
”

来的
。

施肇基和摩根索会谈后
, 于 n 月 2日初步达成有待进 一步 磋

商的几点
:

( 1 ) 美国提出购买 1亿盎斯船货白银
,
如果该项安排令人满

意
,
将考虑继续购买

。

( 2 ) 售银的全部收入将用于稳定中国货币
。

( 3 ) 中国提出建立一个由3位专家组成的平准委员会 , 根据

一项君子协定
,

该委员会成员中
,

美国大通银行
、

花旗银行各占一

名
。

( 4 ) 由售银收入而得的基金
,
将存入中国的中央银行在纽

约 的代理行 , 根据谅解
,
该代理行应是一家美国银行

。

( 5 ) 双方认为
,
如果该协议经双方同意

,
中国元的兑换可

由中国政府从下列方式 中任选
:

( 甲 ) 一定数额的中 国 元 对美

元
,
其兑换率由中国政府在开始时便确定 ,

( 乙 ) 以每盎斯 35 美

元的价格对一定重量的黄金
,
或 以每盎斯 1美元 29 美分的价格

`

对

一定重量的白银② 。

《摩根索 日记摘要
, 1 9 2 8至 19 3 8年的危机年代》第 2 11 页

。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 19 3 5年第 3卷第 6 , 2一的 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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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协议的前 4条
,
美国将可控制中国用于稳定币制的外汇

储备 , 第 5条则使中国货币直接或间接同美元相联
,
建立一种依

附性的联系
。

但是
, 国民政府在未与美国方面最后确定售银条 件 的 情 况

下
, 于 11 月 3日晚匆忙公布了币制改革条例

,
从 次 日 起 正 式 实

施
。

中国方面没有宣布新币制将 以什么为本位
, 只是 称 将 由 中

央
、

中国
、

交通三家政府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

n 月 4 日起
,
由

中央银行公布法币对英镑
、

美元
、

日元的汇价
。

摩根索对中方突然宣布币改方案十分不满
,
并怀疑中英之间

达成了某种谅解
。

n 月 2日 ,
詹森大使曾电告美国政府

:
李滋罗

斯已建议汇丰银行对中国币制改革予以合作
,
英国大使正在准备

发 布 有 关 的规例① 。

n 月 4日 ,
英国驻华大使贾德平 ( A

.

C a 一

d o g a
n) 公布了支持币制改革的 《 英王救令》 ,

李滋罗斯又要求美国

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② 。

这些动向使摩根索认为
,
中国币制即将

被纳入英镑集团
,
这是他所不愿见到的

。

在 11 月 6日的会谈中
,

施肇基告知摩根索
:
中国系由形势所迫

,
才在未与美 国正式达成

协议的情况下宣布币制改革的 , 中国政府接受 11 月 2日五点 协 议

草案中的第 1、 2 、
4条 , 对于第 3条

,
中国认为在平准委员会里美

国银行只能占一冷名额
。

经过交涉
,
摩根索同意了中方对第 3 条

的修正意见
。

但中方对草案第 5条表示不能接受
。

摩根索称这 一

条是整个协议的基础
。

施肇基解释说
,
中国政府同意把货币稳定

在目前汇价的水平上
,

但并未宣布过同任何其他货币相联
,

不管是

美元
、

英镑还是日元
。

摩根索则指责中国在
“

玩牌
” 、

企图利用

美元外汇来建立英镑本位
,
并表示

,
中国必须将其币制同美元相

詹森致游尔电 ( 10 5 5年 x l月 2日 )
,

页
。

唐森致赫尔电 ( 1 . 3 5年一1月 4 日 )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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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
美国才会向中国购银① 。

这样
,
双方在两国币制是否相联阿

题上各执己见
、

无法达成协议
。

如前所述
,
从 1 9 3 4年下半年到 1 9 3 5年夏

,
中国在要求美国修

改白银政策
、

支持中国币改的交涉中
,
多次主动提出将中国币制

:

与美元相联 , 但在宣布币制改革之际
、

与美国进行售银谈判中
,

为什么又不同意美方提出的相同要求呢 ? 这是因为
,
当 时 孔 祥

-

熙
、

宋子文同李滋罗斯已就英国对华贷款的条件基本达成谅解
,

中国已允诺将币制与英镑相联
,
国民政府仍在等待英国政府对贷

款的最后批准 , 另外
,
由于美国推行白银政策并屡次拒绝中国的

要求之后
, 国民政府对美国的货币金融方针乃至远东政策

, 已持

疑惑和不满的态度
,
因而不 想把中国币制同美元结成较密切的联

系
。

中方曾把同美国交涉售银条件的情况告知李滋罗 斯
,
并表

示
:

在大部分金本位国家看来即将脱离金本位
、

黄金的前景以及美

国的政策难以确定的情况下
,
中国再实行金本位是不合适的⑧ 。

何况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
中国还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公开抛售白

银
。

在美国政府内部
,
对是否应压中方同意将币制与美元相联

,

也产生 了重大分歧
。
罗斯福起初支持摩根索的意见

, n 月 6日听

取了摩根索关于中美交涉情况的汇报后
, 罗斯福曾表示

:
从中国

购买 1亿盎斯的白银
, 必须伴之 以中国货币与美元相联的

“

某种

形式的备忘录
” ⑧ 。

但是
,

国务院方面提出了不 同意见
。

经济顾何

费斯提出
,
财政部长 ( 摩根索 ) 可能对局势发展作了 错 误 的判

断
。

中国固然须从大批售银中获得维持币制改革的基金
,
但如果

美 国拒不让步
,
中国会被迫向国际市场抛售

。

因此
,
事 实 上 财

① 菲力捕斯所 作备 忘录 ( 1 9 3 5年 1 1月 6日 )
,

《美 国对 外关系文件》 1 9 3 5年第 3

卷第 6 5 7一 6 3 a页
。

② 李 滋罗斯致 霍尔电 ( 19 3 5年 1 1月 1 1日 )
,

《英 国外文政策文件》第 2辑 20 卷落
6 7 0页

。

⑧ 《康根索 日记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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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部面临如下两种选择
,

即要么直接或间接买下这些白银
,

要么眼

看着国际市场银价从目前的每盎斯 65 美分下跌
,
费斯并指出美国

应支持中国的币制改革
,

如果中国新币制不能为公众接受
,

中国各

主要商业中心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

这只会对日本有利①
。

国务

院方面还向财政部明确指出
:
美国没有必要使中美币制相联

,
否

则中国的财政金融出了什么问题
,
美国将难辞其咎

;
美 国拒不作

出让步
,
会把中国推向英国

、

甚至日本一边②
。

这些意见得到了

财政部其他官员的赞同
,
并进而影响到摩根索本人

。

事情发展的

趋势已经明朗化
:
中国实行币制改革后

, 白银将退出流通领域并

且国有
,
中国已脱离银本位

, 一旦向国际市场大量抛售 白银
,
世

界银价必将因此而下跌
。

这一前景同美国国会白银派 议 员 的 意

愿
、

同美国推行白银政策的初衷恰恰相反
。

因此
,
摩根索不 得不

重新考虑从华购白银的条件
。

n 月 9日 ,
.

摩根索同罗斯福磋商后
,
决定不再以两 国货币相

联作为购银的条件
,
但只打算先从中国购银 2 0 0 0万盎斯

,
而不是

中国要求的 1亿盎斯
。

为此
,
施肇基又向摩根索交涉

,

要求增加售

银数额
。

n 月 13 日
,

摩根索向罗斯福谈到
,

中国已接受了美方提出

的大部分条件
,

日本人继续给中国新币制制造麻烦
,

而中国只拥有

价值 3 5 0 。万至 40 00 万美元的黄金与外汇储备
,

摩根索提议从中国

购买5口00 万盎斯白银
,
罗斯福最后同意了这个数额③

。

当日下午
,

摩根索同施肇基会谈协议的最后条款
。

施肇基代表 中国政府 口头

允诺
,

中国币制将不 同其他货币相联
,

也不 向伦敦市场抛售白银
。

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

( 1 ) 向美国财政部出售白银的全部收入
,
都将用于稳定中

国货币
。

① 费斯致菲力浦斯 ( 1 9 3 5年 1 1月 5 日 )
,

《 美 国对外关 系文件 )) 1 9 3 5年第 3卷第

6 3 3一6 3 4页
。

② 《摩根 索日记摘要
,

19 28 至 19 3 8年的危 机年代 》第 2 12 一 2 13 页 、

③ 《 摩根索 日记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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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向美国财政部出售白银所得之基金
,
将存入中国的中

央银行在纽约的代理行 ( 达成谅解
,
由花旗银行和大通银行作为

此代理行 )
。

( 3 ) 在上海的美国财政部代表 ( 卜凯教授 ) 将撼知该平准

基金储存和使用的全部情况
,
在今后 12 个月中

,
美国财政部将通

过 他了解中国货币发展的全部情况
。

( 4 ) 美国财政部以每盎斯弱 弓/ 8美分的价格
,

购买成色为

.0 99 9 的 白银 50 00 方盎斯
,
扣除运脚日金山美国造币厂途 中 的

所有费用 , 该批 白银在向上海的美国轮船公司交货时 计付购 银

款 , 免去任何出口税
。

中国政府应在 1 9 3己年2月 1 1日或在此之前
交付这批白银

。 ’ ①
、 .

一
’

、

丫 …

双方商定
,
这一协议的内容不予公布

。

这是中国宣布币制改革后
,
向美国达成的第匕个售银协议

,

国民政府因此可得 3即。余万美元的外汇
。

这在中国外汇储备 拮
据

、

英国拖宕贷款的情况卞
,

客观上有助于币制改革 条 例 中 中

央
、

中国
、

交通三家银行
“

对外汇为无限制之购售
”

条款 的 兑

现
,
从而稳定法币的汇价

。

这个售银协定又使美 国得以控制中国

稳定币制所需外汇的来源
、

保管和使用
,
并有权了解中国货币发

展的情况
;
又由于中国方面口头允诺不同其他外币相联

,

中国货

币同英镑结成紧密联系的可能性大为减少了
。

显然
,
这个售银协

议标志着美 国开始介入中国币制问题
p

一
’

在中国宣布币制改革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
美国一真没有

介入中国货币金融间题 , 但中国实施币制改革后
,
却迅即同中国

达成上述协议
。

究其原因
,
很重要的一点

,
便是英国对中国币制

改革的介入态势已 日益明显
,
美国已感到不能继续持超然旁观的

立场了
。

此外
,
对中国币制改革有较强介入意向的美国财政部独

掌了这次交涉的权限
,

不再受到来自国务院方面的重大掣肘
,

尽管

① 赫尔致詹森电 ( 一。 3 5年 l x月 1 3日

6 4 1一 6 4 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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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索把各次会谈的主要内容都告知了国务院方面
。

此后 , 由财

政部直接处理对华财政金融关系
,
成为相当长时间美 国对华关系

中的特点
。

四

中国实行币制改革后
,
法币实际上是采用外汇汇价本位的纸

币
。

维持法币汇价
,
需要较充足的外汇储备

。

到 1 9 3 5 年 n 月 下

旬
,
英国明确表示暂时不考虑对华贷款① 。

这就使出售白银成为

中国迅速获得大量外汇的最重要的渠道
。

中央
、

中国
、

交通三家

银行原来存银 1
.

3亿盎斯
,
币制改革之际通过集中发行准备

,
又

从其他银行收受了约 2亿盎斯的白银
。

此外
, 正从民间大量收兑

白银
。

这些银储备的大部分需要出售换取外汇
。

因此
,

首批向美

国出售 5。。。万盎斯白银后不久
,
中美之间再度交涉售银事宜

。

1 9 3 5年 12 月中旬
,
施肇基要求美国财政部再从中国购银 5 0 0 0

万盎斯
。

摩根索起初拒绝了中国的要求
。

在此之前
,
他从 卜凯处

获悉中国打算在世界市场抛售 2亿盎斯 白银
。

摩根索对中国未就

此事同美方商议颇为不满
,
进而认为中国在币制改革问题上没把

全部计划告知美方
。

另外
,
财政部已对维持世界市场银价的必要

性产生了怀疑
。

国会白银派议员也声称他们主要 目标是维持国内

银价
。 1 9 3 5年 12 月初美国财政部宣布不 再从国际市场大批购银

,

从而引起银价下跌
, 至 1 9 3 6年初已下降到每盎斯 45 美分左右

。

中

国如再向国际市场抛售
,
势必引起银价再次下跌

。

因此 ,
中国只

能继续力争向美国出售白银
。

在施肇基的多次要求下
,
摩根索提议由宋子文来美 具 体 交

涉
, 以便直接了解中国的财政金融局势与货币政策

。

摩根索的这

个建议得到了罗斯福的同意
。

但中方以宋子文必须在国内处理要

① 粗尔致贾德干 电 ( 19 3 5年 1 1月 25 日 )
,

《英国 外交政策文件 》第2嘴 20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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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为由
,
提出由王世杰赴美

。

摩根索不同意这一安排
,
表示美国

希望接待一位金融家
,
而不是外交家或政治家

。

双方最后商定由

陈光甫代表国民政府财政部赴美谈判① 。

另外
,
摩根索在 1 9 3 6年

2月 1 3日首次向新闻界谈到
,
美国已向中国大批购银

,
将帮助中

国解决货币问题
,
中国法币对美元的汇价将保持长期稳定② 。

这

实际上 已表示出进一步介入中国货币问题的意向
。

陈光甫一行于 1 9 3 6年 4月上旬抵美
。

在此之前孔祥熙 曾致电摩

根索
:
由于进 口减少和日本人在华北大规模走私

,
中国关税收入

锐减 ; 对于共产党威胁和防止 日本入侵却使军费高居不下多 日本

人阻挠中央银行纸币在华北流通
,
并在冀东扶植亲 日分子

,
中国

正准备应付华北及别处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 , 日本控制了中国的

资源和人力后
,
将处于更强的地位

,
对此美国与西方国家应采取

强硬立场 , 希望美国从中国购进更多的白银
,

使中国增加巩固新

币制所需的外汇
。

孔祥熙的这份 电报
,

使摩根索对支持中国币制

的意义有了新的看法
,
他认为孔的 电报使他第一次得到了关于中

国的
“
明确

、

全面的印象
” ⑧

。

此外
,

在中国海关的美籍职员也向摩

根索发来报告
:

日本准备在华北挑起类似 1 9 3 1年满洲事变的事件
,

南京 当局很快就将面临投降或抵抗的选 择
。

从摩根索日记来看
,

他在陈光甫抵美之前便已打算帮助中国解决币制方面 的 难 题
,

从而增强中国抵御 日本的能力④
。

摩根索还想通过这次谈判 切 断

中国法币同英镑的联系
。

币制改革之后
, 法币对英镑 的 比 价 一

直稳 定 在 1 元法币为 1先令 2便士半 , 然而 法 币 对美 元 的 汇

价却有变化
, 1 9 3 6年 2月上旬和中旬

,

中央银行曾两次调整美汇牌

价⑤
。

据此
,

摩根索认为中国币制实际上与英镑相联
,

他打算在与

① 贺百克所作备 忘录 ( 1 9 3 6年 3月 4 日 )
,

《美 国对 外关 系文件》 19 a3 年第 4卷
,

第 4 6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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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36年 2月 ls 日

。

⑧ 《摩根 索 日记摘要
, 19 2 8至 19 38年的危机年代 》第 2 21 一 2 22 互

。

④ 《摩很索日记摘要
, 192 8至 19 38 年的危机年代》第2 22 页

。

⑥ 《中央银行 月报》 5备 3期
, 1 9 36 年 3月

.

2 1 ,



陈光甫的会谈中解决这个间题
。

从 1 96 3年 4月 8日到 5月中旬
,
中美 双方进行了多次会谈

。

摩

根索指责中国实际上将法币同英镑相联
,
并要中国考虑像加拿大

那样
,

采用既与美元又 同英镑相联的复本位币制
。

陈光甫反复向

美方解释了这个间题
,

·

并答应今后改变报价体系
,
使外界认识到

中国币制没同任何外币挂钩
。

在购银数额上
,
摩根索起初只同意

在 8个月内每月购入 5 0Q万盎斯
。

中方要求增加这一数额
。

摩根索

的助理怀特 ( H
·

W从 et ) 也建议
:
在 目前的局势下

,

美国如果更

多
、

更快地从中国购银
,

并以现银抵押的方式向中国提供贷款
,

将极大提高中国币制的地位①
。

此外
,
中国方面还同意了美国提

出的放宽工业及主艺用银限额
、

开铸银辅币
、

增加货币发行准备

中银的比例等要求
。

美方提出这些要求的目的
,
是避免外界产生

“
美画的白银政策使得中国脱离银本位

”

的印象
,
并减少来自国

会的阻力
。

在这次购银谈判期间
,
摩根索于 4月 22 日会见了 日本 政府财

政特派员富由洋太郎
,
他还是日本驻英

、

法
、

美大使馆的财政专

员
。

当日方攻击中国币制改革将失败时
,
摩根索明确指出

,
中国

币制改革成效显著
,

并已走上了正轨
。

他还指责了在华日商银行拒

不缴出现银的做法
。

参加会见的贺百克认为
:
摩根索旨在使日本

人明白
,
美国政府财政部长同情中国币制改革的努力

,
对 日本人

给币制改革设置障碍表示不满② 。

显然
,
同一年前相比

,
美 国在

考虑介入中国货币间题时对 日本持反对态度的担心
夕 已大为减少

了
。

这种变化固然同摩根索直接主持了对华财政经济关系有关
,

但主要还在于 日本对中国加紧侵略扩张
, 已对美国在华利益和远

东政策带来威胁
,
美国必须采取某些措施来与之抗衡

。

1 9 3 6年 5月 中旬
,
中美以交换备忘录的形式 达 成 了 售 银 协

① 《摩根索 日记摘要
.

19 28 至 19 38 年的危机年代 》第 22 5页
.

② 贺百克所作备忘录 (
’ 1 93 6年 4 月 2 2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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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通常被称为 《 中美白银协定 》 ,

该协定内容未曾公布
,
据孔祥

熙向李滋罗斯所谈以及摩根索 日记的记载
,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

( l ) 美国财政部在 6月份从华购银 1 2 0 0万盎斯
, 以后 的 7个

月里每月购入 900 万盎斯
,
总共购入 7 5 0 0万盎斯 , ( 2 ) 价格按购

银前两周的平均市价
,
但不低于每盎斯 45 美分

,
中国可要求美方

以黄金支付 ; ( 3 ) 中国须将售银收入存于纽约的美国银行
,
这

些基金只能用于稳定中国币制 , ( 4 ) 美国另向中国提供 2 0 0 0万

美元的外汇
,
中国用 5 0 0 0万盎斯白银作抵押

,
美方保证最终将买

下这批白银
,

( 5 ) 中国在纸币发行准备中保持 25 肠的白银
,
并

开铸银辅币① 。

这个协定是以两国财政部的名义达 成的
,
并且

避免使用
“
信贷

” 、 “

借款
”

的字眼
。 一

5月 1 8日 ,
摩根索发表声明指出

:
我确信

,
中国国民政府 的

货币方案不仅正沿着健全路线进行
,
而且向着世界货币的稳定迈

出了重要的一步 , 为了支持这种努力
,
对中国改革币制

、

稳定货

币的方案进行合作
,
并与购银政策协调一致

,
美国愿在双方都能

接受的条件下
,

从中国的 中央银行购入大批白银
,

并在符合两国利

益的条件下
,
向中国的中央银行提供关元外汇 , 以实现稳定币制

的 目标② 。

中国方面则由孔祥熙宣布
:
中国在法币的 现 金 准 备

中
, 白银至少占发行总额的 2石肠 , 铸造半元和 1元的银元 , 中国

已筹得巨款
,
增加现金准备中的黄金和外汇

。

孔祥熙并表示
: 中

国币制将
“

保持其独立地位
,
而不受任何 国 家 币 制 变 动 之 牵

制
” ③

。

这表明
,
通过这次售银谈判

,
中国币制已不可能与英镑

建立契约性的相联关系和加入英镑集团了
。

美国已在更大程度上

控制 了国民政府稳定币制所需要的外汇
。

此后
,
同英国等其他西

方国家相比
,

美国 同国民政府在货币金融的联系
,

有更密切发展
。

i

①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 2辑 20 卷
,

第 8 52 页 : 《摩 根索 日记摘要
, 1 9乞8至 几。 3 8

年的危机年代》第2 2 6一2 27 页
.

② 《 美国对 外关 系文件》 19 3 6年第 4卷
,

第 4 52 ` 48 3页
。

③ 《申报》 1 9 3 6年 5月 1 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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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这谈判过程中
,

摩根索的主张没受到白银派议员反对
。

参议

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兼白银委员会主席毕特门
、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

麦克纳利 ( C
·

M c N a r y ) 都同意了财政部从华购银计划
。

至于国

务院 , 虽然远东司一度怀疑财政部未将会谈全部情况相告
,
但也

同意继续从华购银
, 只是提出不要公布协定的具体内容

。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
, 以 1 9 3 5年” 月初中国实施币 制 改 革 为

界
,
美对华的货币金融间题的态度

,
由消极观望逐步转为介入

。

这一转变
, 既与美国政府对华决策层内诸种力量间的消长不无联

系
,
又同英

、

日在中国的动向相关
。

从 1 9 3 5年春夏之交起
,
英以

帮助中国进行币制改革的首倡者姿态出现
,
曾试图将中国币制纳

入英镑集团 , 日本则加快了对华侵略扩张的步伐
,
大有排挤英美

在华利益之势
。

这就使美在对华政策上
,
不得不采取较为积极的

态势
,
从经济方面对国民政府进行扶植并加强控制

。

然而
, 当时

在美国的外交格局中
,
中国

、

远东毕竟还不占重要地位 , 美与英

的较爱毕竟只是
“
盟友

”

间的暗争
, 同日本的矛盾也远未激化

。

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政治
、

经济发展前景尚无多大把握
。

美国政府

内部虽有过使中国币制依附于美元的设想
,
但在这问题上各部门

之间 (主要是财政部和国务院之间 )存在重大分歧 , 国民政府则基

于各种条件的变化
,
由原先主张将币制与美元相联

,
变为不愿建

立起这种联系
。

所以
,
中国实施币制改革后

,
美国对中国货币金

融间题的介入
,
只能主要通过分批购银

、

提供美元外汇这一谨慎

而有节制的方式进行
。

通过这样的方式
,
美国既切断了 中国币制

与英镑建立契约性
、

依附性联系的可能性
,
在向国民政府提供援

助方面
,
也是风险不大

、

进退裕如
,
从而避免美国政府内部的重

大歧见
。

当然
,
这也就不会引 起同其他大国的重大冲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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