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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市有悠久的历史，是广西经济发展较早的城市之一，金融业

又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修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编写

《梧州市金融志》是为了反映本地金融行业的历史和现状，通过系统

翔实地记述了货币、信用、金融的产生、沿革和发展，使本地的金融

史不致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湮没，从而达到“资治、教化、存史”的目

的，为社会主义搿两个"文明建设提供资料。

1 986年底，人民银行梧州分行，市工商银行、市农业银行、中国银行

梧州分行、建设银行梧州中心支行，保险公司梧州分公司共6家行司的

主要领导商定，由人民银行牵头，成立《梧州市金融志》编纂委员会，

人民银行行长彭志坚任主任，工商银行行长梁肇昌任副主任，农业银行

行长文字枚，建设银行行长林振福．中国银行行长李文鑫，保险公司

副经理何善裕任委员。1988年8月．彭志坚调广西区分行任副行长后，

由人民银行黄福国行长任主任组成现任编委会。编委会下设编志

’办公室。1987年3月，上述6家行、司抽调魏士达、叶向华、匾智华!，

易扬生、陈世鸿(后调李立)、朱耀球、梁明(后调黎净天)等同

志，参加编志工作，由魏士达同志任编志办公室主任。

经编委会议定，《梧州市金融志》的编写分工是，建国前部份为

上篇，由人民银行负责，建国后的部份为下篇，按现在的业务分工，

谁搞的业务，由谁负责。为了保持业务的连贯性和承前启后的要求，

由各行，司负责编写业务的全部经历。



《梧州市金融志》分上、下两篇出版。上篇由人民银行负责编

写，为10万字；下篇由各行、司共同负责编写，人民银行负责总纂，

为20万字，上下两篇合计为30万字。

《梧州市金融志》上篇，从1987年3月开始，经搜集资料，登记

卡片，整理汇总，试写长编，编辑成志历经3年时间。翻阅、抄写和

复印了近100万字的史料，还召开了金融界老前辈坐谈会，走访了金

融界无领导、老职工。为力求做到史料翔实、观点正确、体裁完整、

文风端正、对各种史料经筛舍，精选，最后浓缩为12万字。

《梧州市金融志》是梧州市金融史上编写的第一部专业志书，由

于编志是一项新的工作，没有经验借鉴，加上档案资料不齐，寻找困

难，写作水平不高，因此，纰漏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

指正。 ，

：
’

梧州市金融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彭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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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银行将全省划分为7个营业区域，梧州营业区管辖苍梧、蒙

山、昭平、信都、藤县、岑溪、平南、容县、桂平9个县。

民国25年(1 954年)

4月，梧州发现由香港伪造的广西省金库毫币券，面额有5元、

1 o元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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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梧州地处广西东部，与广东省毗邻，浔江与桂江汇集于此，扼两

广水上交通要冲，历来是桂东南和粤西的商业重镇。光绪二十三年

(1897年)开放对外通商，成为桂、滇、黔诸省进出口商品转运港，

商业之盛居于广西各城市首位。金融业发展也较早，清末，山西帮已

有日升昌，百川通、协同庆、新厚泰票号设立，到30年代，银钱业有更

大发展。民国22年(1 933年)广西全省有银号99家，而梧州市有55家，

．占全省一半以上，当年全省银号营业额9369万元，梧州市为811 o万元，

占近86．5％，银钱业资本额超过200万元，成为梧州商界的支柱。之后，

因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影响和省政府对银钱商行开业的限制，银

钱业逐渐走下坡路，到民国30年(1941年)全部停止了业务。

清末，梧州虽设立过东方汇理银行、广东官银钱局、但从民初至

抗战前，梧州的金融由广西银行一家垄断。民国26午(1 937年)抗战爆

发，桂军改编为国军，李宗仁、白崇禧、黄绍骇等出任国民政府高级

官员，广西金融也随之开放，中、中、交、农四大银行， 中央信托

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和外省银行、私营商业银行纷纷

来梧州设立机构。一时间，外地资金流入，对发是梧州实业起到了促

进作用，也使梧州金融出现活跃和繁荣。民国33年(1944年)夏秋之

，间，梧州被日军占领，全市银行机构撤迁内地，只有日军设立的台湾

银行营业。民国34年(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外迁银行大部份回

梧复业，一直到解放。



梧州的货币流通极其复杂，金属货币通用银毫(银角)同时为与

广东省取得一致，历来以小洋(银角双毫)为本位。纸币主要通用广

西军政当局每一个时期所发行的钞票，有银两票、银元票和银元辅币

票、制钱票、毫币券、铜元券，军用票、通用货币、金库毫币券、金

库国币券等，除清末发行的银两票、银元票、和第二，三期广西银行

初期发行的通用货币可十足兑现外，其他各种钞票，无论以何种名

称，全都不兑现。当执政者每次倒台，其所发行的钞票也随之成为废

纸，商民损失惨重。

民国24年(1 935年)国民政府施行币制改革后，法币进入梧州，

银币逐渐退出流通。国民政府崩溃前两年，先后发行金元券、银元

券．因这些纸币贬值急剧，商民不甚信任。民国37年(1 948年)后，

梧州市场通用港币和银币，一直延用至解放。．



大事记

宋神宗熙宁四年(1 071年) 、

．梧州因铅锡易得，宋皇朝在梧州设立元丰钱监铸钱。

一 宋徽宗大观年间(1 1 0了一11 1 0年)
●

梧州钱监岁铸钱l 8万缗，是当时江南的衡、舒、严，鄂、·韶、’梧

6个钱监中的较大的钱监。

南宋建炎年间(”Z了一11弓0年)’’

梧州钱监因兵革而废弃，历时50多年，曾铸造崇宁、政和，元

祜、圣宋四种年号铜钱。 ．

●

，，

清顺治三年(1 646年)

明桂王朱由榔在梧州监国，次年在广东肇庆登基，年号永历。八

月，永历帝任命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严起恒在广西平乐开铸永历通

宝。永历帝在位15年，五次流徒梧州，永历通宝仍于梧州地区流通。

． 光绪二十三年(1 897年)
．

，

正月初三日(2月4日)签订《中英缅甸绥约》附款、梧州开辟为

通商口岸。 ．二，

‘

_r ·．～

五月初五日， (6月4日)在虞帝庙上，大东桥下，设立梧州海

关，开始营业。梧州关的关平纹银1两折合库平花银l两1钱3分，，折合



银元1元5角6分9厘4。

光绪二十五年(1 899年)根据中法和约，法国在龙州设立海关。不

久，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在梧州设立分行，发行的纸币，俗称“法纸’’。

本年，梧州市第一家私营均隆银号开业，老板梁颂唐，经理梁仍

伯，开业资本白银3万两。

．光绪二十九年(1 905年)

广西官银钱总号派补用知事徐元瀛来梧州筹备设分号，12月9

日，广西官银钱号梧州分号开业。
。

， 光绪三十年(1 904年) ‘．

8月，梧州官银钱分号开业时的资本白银13000两，全部上缴，另

由广西土膏局(鸦片局)拨给资本为筏平花银634975两8钱8分7厘5
‘●

毫。 一’

光绪三十一年(1 905年) ．

2月3日，广东海防暨善后总局备文通知梧州知府庄守蕴，要在梧

州成立广东官银钱局梧州分局。

2月14日，广东官银钱局梧州分局正式开业，发行面额l元、5元、

10元3种银元兑换券。

广西各地铜元缺乏，省城桂林铜元荒尤为严重，每银毫一角只能

兑换铜元7枚。广西官银钱总号报请两广总督和广西巡抚，由梧州官

银钱分号从广东调入，4月14日首批解调铜元50万枚运挂林济急。

4月30日后，又从广东造币厂先调铜元250万枚，后又调铜元200

万枚，广西铜元缺乏状况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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