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虚拟货币法币符号

在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危局下，政府决定放弃银本位制，实施法币政策，但苦于货
币准备金不足和外汇短缺，必须取得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币制改革方能顺利进
行。中国最初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美国为了避免与日本冲突，在这一时期对中
国币制改革采取了“不合作”的消极态度。英国是最早入侵中国的老牌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在华有其特殊的经济利益，它的态度较美国显得主动得多。1935年2、3
月间，英国向美、日等政府建议共同商定方案向中国进行集体援助，美、日拒绝了
这一建议。6月10日，英国决定派遣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赴华，以调查中国的经
济情况，同时也邀请美、日等大国共同行动，可各国没有响应。

李滋罗斯赴华之前，与英格兰银行总裁诺曼商议，拟定了对华贷款——币制改革方
案：中国应尽快放弃银本位制；由中央银行专司纸币发行；中国只有采取英镑作为
其币制的基础，英国才可能提供贷款援助；此新纸币与英镑的兑换率，不应超过1
元等于1先令2便士；中国可将其现银向国外出售，获得足够的外汇来防止新币制的
崩溃；在实行币改之前，中国可要求一笔借款作为外汇储备，英国可以提供一项仅
用于币制改革的贷款或信贷。中国方面应接受以下条件：（1）对贷款提供足够的
担保，包括保留英籍总税务司对海关的管理；（2）控制贷款使用，其用途只限于
币制改革；（3）改组中央银行，聘请英国顾问；（4）改革预算。此外还有其它政
治方面的条件。诺曼甚至设想以中国在实际上承认满洲国为条件，由英日联合对华
贷款，这个提议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中国方面也表示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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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币制改革之后，直至抗战爆发，向美国出售的白银总数共达 18700万盎司，
加上在1934年售出但直到1935年12月才交货的200万盎司，以及1936年5月征得
摩根索同意悄悄在伦敦抛售200万盎司，中国政府在这一时期出售白银所得全部收
入差不多有1亿美元。这些钱是进行法币改革所必不可少的后盾和支柱。

英、美在中国法币改革过程中，为了各自利益勾心斗角，展开争斗，其斗争结果对
法币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日本希望中国永远处于贫穷落后状态中，它反对中
国的任何革新举措，对法币政策自始至终抱着破坏和敌视的态度。

币改前夕，日本在白银风潮中推波助澜，采取种种卑鄙的手段，妄图彻底破坏中国
的金融货币体系，同时对南京国民政府打拉兼施，采取“中日提携”与“武力分离
”的两面政策，企图以此来排挤英、美在华势力，进而完成对中国，首先是对华北
的经济控制和侵占。

在帝国主义争夺中国货币权的这场鏖战中，南京国民政府没有倒向日本，相反，倒
是在日本的压力下更加倒向英、美。1935年9月，英国政府派遣首席经济顾问李滋
罗斯访问中国。在孔祥熙、宋子文等国民政府的要人和李滋罗斯经过多次密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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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终于在1935年11月3日，正式宣布实行币制改革。日本对此大为恼火，采
取了所谓“彻底阻止”的办法，主要是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施加压力，逼迫南京国民
政府放弃依靠英、美的意图，同时还禁止白银南运，阻碍现银集中。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相继得到了英国和美国的支持，日本政府感到单凭
自己的金融实力是无法与之抗衡的，因而改变策略，表面上不再阻挠币制改革，暗
中却策划在华发行日钞，建立所谓“自主币制”，就是在名义上与法币联系，实际
上则是以日元作为汇兑本位的一种殖民地货币制度，它的目的仍然是直接针对和破
坏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的。

国际因素对法币改革的影响，可从间接和直接两个方面去考察。间接方面是，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各国先后放弃金本位，竞相贬低币值汇价，展开货币战争
。中国在国际国内市场受各国的压迫，农村破产、工商停滞，经济危机引发金融恐
慌，国民政府不得不考虑从根本上改革币制；直接方面是，美国白银法案的冲击，
引起银价上涨，白银大量外流，财政恐慌，社会危机加深，这种状况成为推动法币
改革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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