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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at implement of national government was reformed in 1935, at the same time, 
Guangdong’s government was implementing the local currency. After the June 1st Incident of 1936,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was adjusting Guangdong’s policy by sending financial staff to rectify 
financial ,to consolidate the currency credit, to establish currency reserves gradually, and to 
recovery the local money system. The nat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 have controversy on the 
problem of the exchange rate between local currency and fiat. The fate of fait currency in 
Guangdong was the result of policys and also reflecting the complexity of fiat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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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国民政府1935年实行法币改革，全国推行统一的货币，广东推出本地纸币。两广事

变，广东还政于中央，国民政府对广东人事进行改组，派人到广东整顿金融，巩固广东倾向

的信用，逐渐建立货币发行准备金，收回广东地方纸币。围绕广东银毫券与法币之间的汇率，

中央政府与广东当局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法币在广东的遭遇反映了政局变动，显示了货币改

革的复杂性。 

1．引言 

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在金融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实现了从金属货币到纸币

转变，解决了金属货币因成色、重量不一而难以结算的问题。货币改革不只是经济方面的问

题，与政治、军事、文化等交织在一起，从而更加复杂。有关法币改革的研究比较深入1，至

于广东法币改革的研究，目前还是比较薄弱。2本文试图从中央与地方两者的互动来考察1935
年广东法币改革进程以及所遇到的问题，探讨法币改革在地方上的推行情况。 

                                                           
1 代表论著有：卓遵宏的《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史1887—1937》（台北：国史馆2009年）、姚会元的《论法币改

革》（《学术月刊》1997年第5期）、尹全洲的《论中国的法币改革》（《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吴

景平的《蒋介石与1935年法币政策的决策与实施》（《江海学刊》2011年第2期）等。 
2 张连红的《整合与互动：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1927-1937 》（南京师范大学1999年版）、张晓辉主编的《民

国时期广东财政政策变迁》（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在研究财政问题时研究了广东法币改革问题。曾涛《三十年代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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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央控制弱化下的广东货币 

广东政局变动频繁，历届政府发行的货币不一，以致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多种多样，既有

金属货币又有纸币。金属货币有银元、毫银，毫银为流通的主要货币，特别是双毫（即2角银

币）一度作为广东的主要通货。当时各银行发行的纸币，亦以毫银为单位，称银毫券。3法币

改革之前，广东发行纸币的主要有两家银行：广东省银行、广州市立银行。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统一货币而做出努力，广东的半独立状态的存在使得中央政府

推行的政策效果甚微。1927年11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另立中央银行，要求广东的中央银行改

为广东分行。广东当局不愿放弃财政权，以该行为孙中山所创，拒不改名。1924年8月15日，

孙中山在广州创立中央银行，宋子文担任银行行长。宋子文为了维护该行的信用，不滥发纸

币，反对随意垫借军费。4这一政策很快被现实的革命需要打破，无论是东征还是北伐都需要

大量经费。随着北伐节节胜利，其货币的发行也随之到长江流域，身价比大洋券还高，钞票

回笼，广东的负担很重。5货币发行过多，以致影响货币信用。 
1928年7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就货币统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审议了《地

方银行案》、《国币条例及实行细则案》等有关货币问题提案，提出地方银行无发行纸币之

权，国币应统一，速办国家银行。6会议通过后，经行政院颁布，要求各地政府执行。广东当

局以在广东的中央银行为招牌，继续发行货币。南京另立中央银行之后，在广东的中央银行

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中央银行的作用，但其毕竟仍以中央银行的面目继续存在，广东当局仍以

此为由漠视中央的政策。 
1929年1月25日，财政部呈行政院，地方银行不得发行钞券。除了在广东的中央银行外，

其他银行仍我行我素，继续发行纸币，把中央的政策当成耳边风。1929年7月23日，财政部就

华南各银行发行钞票一事发文，印制钞票需呈财政部核准后方可。7实际上，此发文和以前的

一样，根本没有起什么效果。同年3月1日，在广东的中央银行改组为广东中央银行。 
1932年1月1日，在广东中央银行基础上改组，成立广东省银行。1932年9月27日，陈济棠

在西南政务委员会上提出《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提议书》，提出“发展省立银行，使能为全

省金融之重心，并藉省立银行之资力，发展种种建设事业。”8陈济棠对广东省银行的发展寄

予了厚望。1933年，广东省政府、广东省银行、广州市立银行共同担保广东省建设厅借用庚

款。9广东省银行成立之后，确实为广东经济做出了贡献，仍旧是广东当局控制财政的工具。 
广东当局以广东省银行、广东市立银行作为载体，滥发纸币。1934年，第二次全国财政

会议再次讨论了各省私设银行及擅自发纸币问题。南京国民政府对地方银行进行了整顿，但

各地擅自发行纸币的问题仍旧是一个顽疾。1935年1月28日，财政部长孔祥熙提出取消各银行

发行权的提案，“经旧财政部核准迄未开始发行各行号之发行权，概以取消。其已停业清理

                                                                                                                                                                                                 
统一币制前后》（《广东金融》1990年第10期）、王丽《走向“统一”的广东省货币金融—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的区域性案例

分析》（《暨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10期）专门研究了广东法币。 
3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金融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4 张晓辉主编：《民国时期广东财政政策变迁》，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4页。 
5 李毓澍访问、周道瞻记录、郭廷以校阅：《余汉谋先生访问录》，《“口述历史”第7期：军系与民国政局》，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第214页。 
6 金融组：《审查银行币制各案报告书》，全国财政会议秘书处编：《全国财政会议汇编》（1），台北：文海

出版社1987年版，第137-138页。 
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卷（4），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年版，第575页。 
8 陈济棠：《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提议书》，广东省档案馆编印：《陈济棠研究史料（1928-1936）》，1985年，

第138页。 
9 《广东省政府、广东银行、广州市立银行会同担保广东省建设厅借用庚款证书》（1933年），广东省档案馆

藏，广东省建设厅档案，006-002-06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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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号，嗣后虽呈准复业，亦不得再有发行”。10提案经行政院第197次会议决议通过，并于

1月30日以行政院指令财政部遵照执行。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多次命令地方银行不得发行

纸币，此种命令只在南京政府控制的地区有效。广东处于半独立状态，仍自行发行纸币，发

行量还不受准备金的限制，随意发行，以致纸币泛滥，金融市场不稳。1935年1月22日，广州

市立银行出现挤兑现象。为了稳定市面，第1集团军总部拨出20万元、广东省政府拨20万元、

广州市政府拨30万元，并向外国银行借款130万元作为维持广州市立银行凭票的基金。11此做

法固然能解燃眉之急，然滥发纸币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广东的金融市场难以稳定。1935年8
月 ，广东省银行发行总额达4000万元左右，广州市立银行发行额为150万元左右，其所发行

的5元、10元刚恢复兑换不久，市价尚低于币面价值。12广东当局滥发纸币导致纸币贬值，金

融市场混乱。 
广东政局动荡，各届政府发行的货币不一，这不仅是广东传统、经济水平、人们的使用

习惯导致，更为深层的原因是改革不彻底引发的劣币驱逐良币。13改革不彻底又是政局造成

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只是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广东仍维持着半独立的状态。中央

政府的在广东推行的政策要以不损害广东当局的利益为前提，一旦有损广东当局利益，就遭

到广东军政当局的强烈抵抗。广东当局正是通过把持广东地方的财政，掌控地方财政命脉，

与中央争权。 

3. 中央与广东的法币政策 

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更是加剧了国内金融危机。国外白银价格上涨，白银外流，汇价上

升，物价低落。1934年10月15日，国民政府征收白银出口税和平衡税。征收白银出口税目的

是防止白银外流、限制银价汇率上涨，从而使出口白银无利可图。“此种举措，因能收效于

一时，究非根本安定金融之方案。”自征收白银出口税后，世界银价继续上涨，“汇率与银

平价之差额高达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六十不等”。14巨大的利润空间，一些不分商人铤而走

险，白银走私严重。从1934年7月起，仅3个半月的时间，中国白银流出就达2万万元以上。15

广东邻近香港，白银走私更加严重。1935年，美国抬高白银价格，广州一些银号走私白银到

香港。广东私运出口的白银年达2000多万元。16中国以白银作为货币，白银不足，白银走私

使得中国货币市场更加动荡不安。 
为防止白银外流，实行法币政策，实行白银国有。1935年11月3日，财政部发布实施法币

公告，从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

公私款项的收付使用法币，不得使用现金，违者全数没收。除这三家银行外，经财政部核准

发行的银行钞票，其发行数额以截至11月3日止流通总数为限，不得增发，逐渐以中央钞票换

回，未发之新钞回收的旧钞，悉数交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保管。任何银行、商店、个人等所

持银类自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指定银行汇换。财政部同时公布《发行准备

管理委员会章程》，以巩固法币信用。当天，孔祥熙为发行法币致电省政府主席、各市市长、

                                                           
1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卷（4），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年版，第36页。 
11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金融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12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1924-1949》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
页。 
13 张小杰：《广东“银毫券”的兴亡》，《中国钱币》2014年第3期。 
14 孔祥熙：《十年来的中国金融与财政》，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抗战前十年之中国》（1），台北：文海出

版社1974年，第95页。 
1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卷（4），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年版，第316页。 
16 邵仲池：《收购白银前后忆述》，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

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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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司令、绥靖主任，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给各行营主任、各绥靖

主任、各总司令、各路总指挥、各军长、各师长发表通电，要求切实协助财政部整顿币制，

对各银行严密保护。17蒋介石继孔祥熙之后给各地军事负责人发电，希望这些军事长官支持

政府部门的工作，这是很少见的。政府政策在地方能否得到落实，很大程度上是在各地掌握

军权的人。依靠军权而控制党国的蒋介石自然十分清楚这一点。蒋介石给各地军人电令，足

见蒋介石此次十分重视，希望得到地方军人的支持。 
广东当局并没有因蒋介石的态度而改变。实施法币政策之前，财政部长孔祥熙派人到广

东协调货币统一问题。广东当局并没有表态。然而，一旦国民政府法币政策出台，广东当局

则马上采取对策。1935年11月6日，陈济棠、林云陔、区芳浦等召开紧急经济会议，实施货币

管理办法：“（1）自本年11月7日起，以广东银行之银毫券、大洋券、及广州市立银行之凭

票为法定货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并

不得私藏隐匿，以防白银之偷漏，如有私运出口者，应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处治。（2）法

币准备金之保管及其发行事宜由政府人民共同组织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以示公开，而

昭公信，委员会组织章程另定之。（3）本办法公布后，所有银毫大洋已失其通货之效用，自

应由政府全数收回，交委员会保管。凡银行银号商店，及公私机关，或个人所有之银毫或大

洋，应自11月7日起，交由广东省银行总行，及其所属分支行，办事处，兑换所，暨广州市立

银行，或其他指定机关兑换，毫券银毫加二给值，大洋加四四给值，（银毫1圆换毫券1圆2
毫，大洋1圆换毫券1圆4毫4仙）其行使大洋区域，收换大洋照面额加二，以大洋券付之。（4）
凡属银类，如银条银砖银饼等，自11月7日起，应交由广东省立银行按照成色计值收买，不得

私藏。（5）凡11月6日以前，所有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日，概

以法币结算收付之。（6）凡属人民存有之外币，得自由买卖，以应外汇之需求，但不得直接

行使。”18  
广东当局在法币政策公告之后，制定广东特色的货币管理办法。从这6项货币管理的具体

办法来看，每一项都是针对中央法币政策而制定的，地方保护主义特别严重，目的就是为了

维持广东地方货币。广东当局制定的应对政策，立即引起了广东金融动荡。广东货币管理6
项办法颁布的第2天，银行银业公会、众私盘一律停顿，银号将外币、金元、金业等价格极力

抬高，金融极混乱。日本银行乘机破坏，派人高价收购白银，以致广州白银飞涨，法币大跃。
19这显然是广东当局没有想到的。 

广东当局继续寻找解决保留广东地方货币的办法。1935年11月9日，陈济棠组织“广东法

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以沈载和、陈佐璇、植子卿等人为筹备委员，进行筹划发行准备

管理工作。2011月15日，广东省颁布了《广东省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组织章程》。法币

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以下：广东省商会联合会代表2人、广州市商会代表1人、汕

头市商会代表1人、海口市商会代表1人、江门市商会代表1人、广州市银行同业会行代表2人、

广州市银业公会及忠信堂代表各1人、广东省银行行长及副行长各1人、广州市立银行行长、

广东省财政厅代表1人、广东省政府选派金融专家或1到3人。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设常务

委员5人，除广东省财政厅代表、广东省银行行长为常务委员外，其余3人由委员选举。21广

                                                           
1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卷（4），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年版，第314-319页。 
18 《财部新币说明书》，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74辑：抗战前国家建设史料—货币金融》，台北：中国国民党

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第43-44页。 
1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百年大事记》（下），广东人民

出版社1984年版，第472页。 
20 邵仲池：《收购白银前后忆述》，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

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5页。 
21 《广东省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章程》，《广东省政府公报》1935年第313期，1935年11月20日，第53-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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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当局拉笼商会、行业协会，以此来结成一个联盟，同时通过广东的商会、行业协会的影响

到提高准备管理委员会的信誉。1935年12月28日，广东省法币管理委员会成立，委员沈载和

熊少康等15名委员宣誓就职。22广东省政府通过成立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把商界中有影响

力的人纳进来，通过各商业团体、领袖的影响来巩固广东本地货币的信用，这使得法币在广

东推行遇到的阻力加大。 

4. 法币在广东确立 

为解决广东的财政问题，中央政府与广东当局就币制改革问题进行了会谈。1936年4月，

财政部派高等顾问兼江海关监督唐海安到广东商谈币制改革的具体问题。在白银移交中央保

管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广东以白银移中央保管难以办到，广东法币委员会派人赴香港建造

大银仓，用以保管广东省存银。唐海安愤气离开广东，广东法币改革因此搁浅，原来计划到

广东整理金融的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中国银行经理贝祖诒两人中止南行。23中央与广东

的法币改革谈判陷入了僵局。国民政府等待解决广东法币问题的时机。 
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因脑溢血突然逝世。蒋介石派王宠惠、居正等8名委员到广东吊

丧，乘机向陈济棠提出解决西南问题的5项条件包括统一币制。24与此同时，孔祥熙再派唐海

安到广东进行商谈。5月18日，唐海安与陈济棠、广东省主席林云陔、财政厅长区芳浦等人见

面，继续商谈币制改革问题。陈济棠、林云陔以广东币制非常复杂，必须找到解决各种难题

之后才能接受法币制度。广东当局对国家统一货币表示赞同，只是时间问题。5月26日，居正

等8人会见了陈济棠、林云陔、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就统一问题进行商谈。255月29日，唐

海安与陈济棠之兄陈维周见面，商量解决广东外汇问题的办法。 
1936年7月9日，唐海安再次与陈济棠详谈。唐海安认为陈济棠对没有得到南京的谅解很

消极，请中央派要员来慰问，希望孔祥熙尽快派唐寿民、贝祖诒等人来广东。广东大致接受

币制改革，具体问题还需要商量。唐海安与区芳浦商谈货币改革具体问题，没有达成一致。

关于改制损失方面，财政部答应拨500万元，广东省则要求拨1000万元。至于白银保管问题方

面，双方分歧很大，广东省不愿移白银中央保管。唐海安见商谈无果便离粤赴港。到香港后，

唐海安在报纸上揭露广东当局的做法。广东法币不受四六准备金约束，广东省所存现金不过

9000余万元，而发行纸币已超过20000万元以上，按照法币应缴六成准备金计算，还差3000
万元。广东法币准备金不足，广东当局将毫券银准备金由杨建平出面销售给外商，广东法币

管委会运10000万元到香港储存。26消息一出，广东纸币大跌。唐海安因此被陈济棠派人监视，

对陈济棠的做法十分恼火，并写信给中央表示对陈济棠的不满。 
随着广东政局的变动，中央调整了广东人事，从而改变了广东财政独立的局面。1936年7

月18日，陈济棠通电下野，蒋介石改组广东军政当局，派人到广东整理财政。7月19日，孔祥

熙对唐海安表示慰问，派宋子良为广东省财政特派员兼财政厅长。7月20日，蒋介石给孔祥熙

电，要求财政部派专员从香港到广东，筹划财政计划，并准备临时接济余汉谋总司令款项，

约再需300万元。7月21日，蒋介石在给孔祥熙的密电中谈到广东财政厅长等职位发表过早，

要叮嘱宋子良等人对广东文武官员要以谦和的态度协调，不要让广东当局觉得中央有争权夺

位的想法。7月22日，广东省财政特派员兼财政厅长宋子良、财政部次长邹琳、粤桂闽区统税

局局长吴健陶、中央银行业务局副局长周守良等人乘飞机到广东。宋子良等人到韶关时，会

见了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就广东财政问题进行了洽谈。到广州后，随行人员郝重光就整理

                                                           
22 《法币管委会成立》，《申报》1935年12月29日，第3版。 
23 《唐海安将北返 粤改大洋制已搁浅》，《申报》1936年7月12日，第15版。 
24 程思远：《我的回忆》：华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刘斐：《两广“六一”事变》，广州市政协文史资

料研究委员会编：《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3页。 
25 《谈商团结办法 宁粤要人赴从化》，《申报》1936年5月27日，第3版。 
26 《财政部某要人谈粤省滥发纸币》，《申报》，1936年7月11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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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财政问题发表了讲话，指出广东法币改革要进行详细调查，制定方案，呈请中央、地

方政府核定后逐步实施。27  
中央财经人员到广东后，逐渐掌握了广东的情况。1936年8月19日，徐堪等金融专家经过

实地调查，广东准备金不足17%，认为广东法币改革要谨慎，不能操之过急。28准备金不足，

仍广东当局之前滥发货币导致，严重影响其实际的价值，广东法币改革缺少大量的资金。 
广东法币改革的第一步便要设立中央银行广东分行，发行大洋币12000万元。29第二步充

足准备金。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运大批法币到广东。30此外，中央通过发行公债的方

式来弥补广东准备金的不足。1936年8月，为整理广东省币制，增发公债12000万元。法币与

毫券的兑换比率由100:150改为100:144，损失约2000万元，由中央补贴。31这是中央充分考虑

到了广东人民的承受能力，由全国人民来为广东当局之前滥发纸币买单。毫券可以与法币之

间的兑换比率是由毫券的价值决定的。 
  汇率之争一直广东法币改革的争议问题。关于中央法币与广东毫券之间的兑换比率，

中央与广东当局有不同的看法，即便广东当局，具体主张也不一，有100元法币可换成130元
毫券、144元毫券、150元毫券、157元毫券、177.3元毫券等观点。余汉谋主张不超过130元。
32余汉谋是考虑广东人民的负担太重，其主张与广东银业公会、广东商会的看法是一致。1936
年8月11日，广州市商会电请蒋介石、孔祥熙大洋与毫券比率不超过3。33大多数广东人主张

加三，其依据是以往国税的情况，都没有考虑到毫券的价值。政府最后的决定是加四八，这

与广东人民的希望有一点差距。政府机关如法院、邮局、粤汉铁路等不遵守法律，自定为加

五，这引起人们的怨恨。34地方当局在中央政府推行法币改革之际，运用手中权力来谋取利

益。广东地方当局从地方的小团体利益出发，尽力主张降低汇率，更为严重的是地方当权者

利用权力，借机私下调高汇率，以谋取个人的利益。1936年8月27日，财政部回复广州市商会，

加三兑换不准，并指出毫券贬值，财政部筹准备金以稳固毫券的信用。35广东当局对中央的

回复并不满意，与广西相比感到不平。1936年11月6日，广东省请求财政部修改法币与毫券的

兑换比率。36汇率之争一直是广东法币改革存在的焦点。中央考虑到了广东的实际，先是稳

定广东纸币的信用，在巩固广东纸币信用的基础上推行法币。广东当局主张越低越好，是从

广东的地方利益出发，没有从毫券的实际价值出发。法币与毫券的汇率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

低，过高则会加重广东人民的负担，过低的话则会给损害法币的统一。这是中央与广东当局

都意识到的问题。汇率之争，实则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 
国民中央政府借助实行法币政策，统一财政，从地方手中收回财政权。1936年8月28日，

广东省财政厅下令广东省立银行、广州市立银行发行的毫券并非法定货币，不得再沿用法币

字样，可称省毫券或市毫券。37在广东的毫券不再是法币，作为纸币仍继续使用。中央政府

在不动摇中央法币的信用之下，逐渐推行法币改革。1937年6月18日，宋子文等人到广州考察，

认为统一货币时机已经成熟。6月20日，财政部颁布了《改革粤省币制令》，规定从即日起，

                                                           
2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卷（4），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年版，第676-684页；《整理粤省财政诸要员宋子良等昨晨赴粤》，《申报》1936年7月23日，第11版；《邹琳

宋子良等抵粤》，《申报》1936年7月23日，第3版。 
28 《孔祥熙谈整理粤省币制 定三办法即将施行》，《申报》1936年8月21日，第3版。 
29 许德光：《改革粤省币制刍议》，《申报》1936年8月24日，第14版。 
30 《中中交三行运法币至粤》，《申报》1936年8月30日，第11版。 
31 颜继金：《本省币制改革成功》，《四路军月刊》第10期，1937年7月1日，第2页。 
3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卷（4），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年版，第691-692页。 
33 《改善粤省币制案》，《申报》1936年8月12日，第9版。 
34 《粤桂最近概况 粤省的财政》，《申报》1936年10月3日，第9版。 
35 《财政部批复粤市高会电呈》，《申报》1936年8月28日，第9版。 
36 《粤省请求修订法币与粤毫券比率》，《申报》1936年11月10日，第8版。 
37 《省市毫券不得称为法币》，《广东省政府公报》第341期，1936年8月30日，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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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银行、广州市银行所发毫券由中国、中央、交通三银行收回，广东省银行按法定比率

兑换成国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广州分会对还没有收回的毫券应随时保持各有比例的现金

准备。从1937年6月21日起，毫券以144为法定比率折合国币，1937年底，按比率照例使用，

但以国币按照比率来交付的，不得拒收，违者严惩。自1938年1月1日起，所有广东省公私款

项及一切买卖交易及契约之收付等各项均以国币为本位，如再以毫券收付或订立，在法律上

无效。38这明确规定一切的交易都离不开法币，法币的主体得以确立。1937年6月30日，广东

省财政厅公布了《广东省促进统一办法》，促进法币流通，以形成国家统一货币。1937年8
月23日，鉴于广东法币改革的已经取得的成效，中央财政人员返回南京。 

在全国推行法币，统一货币的形势之下，广东本地纸币得以存在并发展，源于广东的半

独立状况。法币政策在广东得以实施，是在广东归政中央政府后。中央政府在人事上进行安

排，派人员到广东整顿财政，法币在广东由地方“法币”逐渐改革到广东法币。 
法币改革是一项金融政策，不是独立的经济问题，受到政治的影响。国民政府1935年推

行示法币改革，就受到广东当局的变相抵制，法币在广东困难重重。法币改革在中央政府控

制的地区得以有效推行，在地方军阀控制的地区则遭受不同程度上的抵抗，实际上是利益之

争。不只法币改革这样，其他政策的推行亦如此。1936年两广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对广东当

局进行人事调整，法币改革在广东才得以真正实施。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法币改革在广东稳

步推进时，日本的侵略使得法币在广东的改革中止，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法币改革才实现。

只有国家的统一才有货币统一，而货币的统一巩固上国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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