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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府干预与1865-1935年间的美国经济转型》内容简介：美国内战到“新政”时期的美利坚实现了从
传统经济社会向现代经济社会的大转型，其间联邦政府的“有形之手”推动了经济巨变。该书共分18
章，可归纳为四个部分（1～6章、7～10章、11～15章、16～18章），其主要内容如下：
经联邦政府之手为内战融资而重塑的金融体系、高关税壁垒为现代工商企业的出现提供了金融和市场
条件。这促动了资本的全国性流动，为现代工商企业的崛起、经济的腾飞、工业社会的来临创设了制
度性前提。19世纪末随着全国经济一体化的进行，联邦政府通过“州际贸易管理权”的实施，开始对
铁路业、托拉斯进行管理。上个世纪之交的美国完成了从农业国嬗变为工业国，从州经济体的联合转
变为全国性经济体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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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表现　二、同时代人对大萧条的认识及分歧　三、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学界对大萧条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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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86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许银行法》，据此建立起国许银行体系。此后直到20世纪初，周期性金融
恐慌成为美国银行业挥之不去的阴影，此情与美国工业部门结构之调整与组织性变革对金融部门提出
的要求极不适应。1913年联邦储备体系建立，这是为适应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变所构建的一个具有鲜明
美国特色的中央银行系统的雏形，联邦政府开始肩负起通过联储对美国的商业银行系统进行管理的责
任。为解决内战造成的迫在眉睫的财政压力，也为了解决美国金融体制存在的问题，美国国会于1864
年通过《国许银行法》，国许银行制度应运而生。从金融实践上看，1864～1913年美国银行体制是一
种糟糕的制度，它以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和季节性利率波动为典型特征，并危及整个经济的正常运行。
而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期的美利坚恰恰经历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蜕变，
因此，该阶段金融制度的演进不仅对整个经济的顺利转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是总体经济制度
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社会转型凸现了国许银行体系下通货缺乏弹性等诸多弊端。正是为
了解除上述困扰，《1913年联邦储备法》出台，据此建立的联邦储备系统解决了通货缺乏弹性问题，
且联邦政府开始肩负起通过联储对美国的商业银行系统进行管理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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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儿时，长期受父母亲“敬惜字纸”做法的影响，认定了书是“有大学问的人”写的，因而，何曾敢想
过自己会写出一本印在纸上的书。如今，这本书稿要完成了，尽管还有不少的地方需要推敲和充实，
却不容再拖延了。此外，本书部分章节的内容已经在《史学月刊》、《历史教学》、《河北学刊》、
《鲁东大学学报》上发表过，写入本书时已经进行了修改，在此一并致谢。该书得以面世，这得感谢
我们所处的这个特定时代，她给我们提供了如此多的机会。也必须得说，我是多么的幸运。难忘当初
“迈进校园”的时刻，那对我将是永恒的记忆；想起在不同时间引我入门的各位师长，难忘他们的教
导和敦促，这都是鞭策我前行的力量；想起自己“坐了十年的冷板凳”，自然难忘并感念着伴随我成
长的诸多人、诸多事儿。感谢我的导师韩铁先生、李剑鸣先生、杨令侠先生，是他们真正引领我走入
“从学”的大门。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的老师们给了我很多的助益和关爱。在南开的时
光奠定了我为学的基础，坚定了我的信念，打造了我静心看书的习惯。我还得说，我是幸运的！是鲁
东大学给了我三尺讲坛，给了我舞台。那么多可爱的学子啊，他们清澈、渴求知识的眼神，他们发自
内心的期许、他们热切的掌声，这些都是我行动的力量源泉，他们给了我无穷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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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府干预与1865-1935年间的美国经济转型》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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