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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线千里》

内容概要

本书从抗战的宏观视角，详细梳理和介绍了在国家命运岌岌可危之际，银行、保险、证券、印钞等各
金融机构，如何实现地理空间上的大转移，以及国家经济命脉如何抵御敌伪之金融破坏，筹措战费、
稳定市场，直至取得抗战胜利。
本书借助对史料的实证研究，致力于第一次分不同阶段系统地勾勒金融机构的迁移布局及其后续影响
。金融机构不同于其他机构之处在于，金融行业本身的运作方式即具有流动性和远程性，所以其迁移
的过程，除了“有形”的人员、设备、设施等的迁移之外，更内在的是“业务重心”的转移，也即金
融机构不同于文化机构和工矿企业，有庞大的迁移与“运输”过程，更多的是自上而下对金融布局的
重新调整。抗战爆发前，主要金融机构，即国家银行和商业银行集中于以北京和上海等东部地区。抗
战爆发后，各类性质与规模不同的金融机构转移的路线、方向、经过、目标也各不相同。国家银行和
商业银行最初主要是向租界内转移，淞沪会战后，国家银行一部分经过国民政府的布局，总体随政府
向南京、武汉、重庆方向内迁，另一部分则向香港转移，还有一部分则迁往上海市租界内继续营业；
商业银行则大部分留在上海，小部分迁往重庆和香港；原省内的各地方银行大部分则随省政府辗转于
省内。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家银行和商业银行才集中迁往重庆，大部分商业银行也开始往大后方
转移，并大力发展在大后方的金融业务。
抗战时期，中国的金融中心最终迁移到重庆，整个的金融空间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以“四行二局”为
核心的国家垄断金融体系迅速在西南、西北地区敷设和构建金融网络，并大力投资工业、农业等各业
，促使大后方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迁，对支持抗战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应的，这些
金融政策的负面效果，诸如对战后通胀的隐患等，也对西部地区影响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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