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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武鸣县金融志》问世了，这是武鸣县金融战线广大干部职工
的一件大喜事，也是全县人民的大喜事。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盛世修志，历代皆然。《武鸣县金融

志》汇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记述了武鸣县金融事业的历史和现
状，记载了发展过程中的兴衰起伏，客观地反映了金融事业发展的

内在规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

放，武鸣县金融战线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努力，筹集和融通资金，为

振兴武鸣，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硕面一了谭穗函奶新莸■这将套很卜
地发挥其“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服务于当代．彪炳后入。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金融部门的任务将更加艰巨而繁

杂，任重道远。《武鸣县金融志》提供的历史经验，将会更好地发
挥其借鉴的作用。全县金融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将以志为鉴，’再
接再励，为进一步搞好我县的金融事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作出更大的贡献。在欣喜之际，仅以此为序。’+

‘j．|．：

武鸣县人民政府县长

一韦名节曩
7．_砒专去月



凡 例

一，本志坚持党的鬈四项一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横排门

类，纵写史实，突出时代特点，武鸣特点。

二，本志分上、下两篇，上篇为解放前金融。上限起自唐高祖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下限于民国38年(公元l 949年)，下篇

为社会主义金融事业，下限于1990年，个别事件延伸至1992年。

三，本志以概述开篇，继以历年大事记；以下按篇，章，节次

序记述，‘上篇四章九节，下篇十六章六十三节。

四、本志内的统计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五，货币名称，中华民国为国币(即法币)，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人民币。

六、本志称谓所述的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官职等，均以当时

当地的历史习惯称呼，括号内注明公元、今地名等．：

’七，本志记述用以文为主，适当加插图，表，照片，力求图文
并茂．

八、本志资料来源(1)县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保险公司，信用社历年总结及现金信贷计划执行情况资

料；(2)县档案馆；(3)县统计局；(4)广西农村金融统计

资料，南宁地区金融统计资料；(5)自治区图书馆、桂林图书

馆；(6)社会调查搜集的文物及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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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0年5月，广西银行武鸣办事处成立，乡村也组织了一些
信用合作社开展有限的融资活动，由于其经营范围不广，民间典

当，高利贷盛行。
’

1 949年1 2月4日武鸣解放，l950年4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武鸣
县支行(以下简称县人行)正式成立，5月1日人行武鸣专区办事

处成立。县人行成立后，在各乡，镇设立营业所、组建集体所有制

．的农村信用合作社。随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相继成立中国农

业银行武呜县支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武鸣县支公司。l 984年人民

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后，武鸣增设中国工商银行县支行，中

国人民建设银行武鸣办事处升格为县支行，1 985年在县城成立城市

焦题塾!至1 991年底，全县金融机构70个，遍布全县城乡，‘形成了

以人民银行为领导，各专业银行万至礴■磅啦融～机构并带啪社会—_～
主义金融体系。 ．-

武鸣解放之初，有些地方还有残匪骚乱，加上反革命分子造谣
破坏，老百姓对人民币存着疑虑，集市贸易仍以银元，大米、棉纱

作为交易媒介。随着清匪反霸工作不断深入，县人民政府对货币工

作采取有力措施：一是规定市场交易j律以人民币为计价单位，贸

易公司出售商品只收人民币，不收银元。二是人民银行武鸣县支行

有计划地发行通货，并按国家牌价兑收金银，从而确定了人民币在
货币市场上的主导地位。

‘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银行对私营工商业贷款逐步紧缩，限制不正常的

经营活动；同时积极支持国营企业发展壮大，开展购销业务，控制
市场。

‘

】958年“大跃进”，各行各业工作也随着冒进，商业部门采取
群众运动方法大购大销，将山上长，地下埋、水里游，空中飞的一

切有用资源全部收上来。银行也提出：对商业部门确定收购的农副

产品，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给，资金采取敞

开供应。1959年至1961年贷款增幅迅猛，1961年底工商贷款余额达
到l 760万元，比l 957年贷款余额4l 9．6万元，增幅3．1倍，市场货币
流通量也由1 957年的1 64．4万元到l 961年猛增至503．2万元．由于供

2



求失调，物价飞涨，猪肉每市斤最高达13元，项鸡每市斤15元，
l 962年3月1 o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
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简称银行六条)后，蚕款
有所抑制，各有关单位也相应采取措施，银行支持商业部门组织二二
部份紧缺商品供摩市场。由于采取一系列措施，到1 963年底，货币
回笼l l 4．7万元，市场货币流通量由1 962年567．5万元降到351．7万
元，市场商品价格逐渐回落，猪肉l 963年降至3—4元。由于搿大跃
进”“期间，商业部门盲目收购，银行敝开口子供应资金，到三962年

‘!三清”和处理农村口三项”欠款商业损失200多万元，银行也趣
理核销信贷资金294．9万元。

． -文化大革命"的lo年，银行储蓄工作强调“突出无产阶级政
誓’’，认为利息是剥削，是不劳而获。根据区人行l 966年9月作出
决掌，武呜人行也开办无患储蓄存款，给储户造成思想压力，挫伤
群众存款的积极性。．因此这lo年中储蓄业务发展缓慢，平均每年余
额上升33．7万元。l 967年储蓄存款余额比l 966年，仅上升3．3万
元。

1
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发展社

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形势，根据党中央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
针，政策和邓小平同志关于必须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的指导思

想，我国金融体制陆续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武鸣金融发生了巨
大变化。

． 1、建立了中央银行制度。．通过运用申缩货币供应，调整利

率，存款准备金制度，股票债券市场等有力杠杆：加强宏观金融调
控，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

2，改革统收统支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先后实行∥统一计

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一、 搿统一计划、划分资金，
实贷实存，相互融通”，打破资金大锅饭。

3，扩大了信贷活动的范围，改革了单一银行信用形式，增加

了信用工具，突破了银行只能管放流动资金贷款的传统框框，把贷

款萃围拓展到基本建设和科技、教育．文化，社会服务等行业，增辟
了中短期设备贷款，技术改造贷款，支持武鸣重点经济建设项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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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武鸣工、农、商各业的迅速发展。

4，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开拓了金融市场，积极引进外资．
1 990年止，农行使用世界银行贷款1 52．9万元，支持国营农场及农

村联营(户)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等项目九个。里建华侨
农场五年来大量发展瘦肉型肉猪，出口3．1 5万头，创汇达56．78万

、

美元。

5，．金融系统电子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全县各家银行共配备

了22台小型微型电子计算机，并将电子计算机技术列入日常业务核

算和内部管理，不仅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加快
了资金清算速度。l 991年3月，县工行实现县城电脑微机联网，通

总之，金融改革的1o多年，成效是巨大的，但也存在一些失

误；如银行为了取得上级行多拨信贷资金：人为地增大了l 984年年

底贷款余额，使1985年出现信贷膨胀，年底全县贷款余额为1．139

亿元，比1984年增加1704万元。由于缺乏认真调查研究，某些贷款

项目收不回来，造成呆帐。又1 988年由于基建规模过大，消费基金

膨胀，货币投放过猛，到8月底止，全县贷款余额达2．1 494亿元，

比年初增加了5140万元，超规模发放705万元，存贷差额由年初的

5412．3万元，扩大到7807．8万元，增幅44．2％，出现资金供求矛盾

尖锐化；为了平衡信贷收支，有的行长期占用高额的联行汇差资
金，银行之间通汇不畅，相互拖欠占用资金，人为地加大了企业间

的资金拖欠。在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县人行运用调控功能，促

进汇路畅通，严管信贷资金，到年末，银行各项贷款余额2．ol 3亿

元，与8月份规模相比，压缩贷款规模l 363．5万元，控制在计划规

模2．079亿元之内，金融形势又朝着好的方向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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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

●

唐代(公元7 1 3年)

民间流通唐元宗铸造的开元通宝铜钱。
北宗(公元1 O 7 3年)

武呜流通宋神宗铸造的铜钱元丰通宝。
一

。

光绪十五年(公元1 8 9

广东省铸造银元光绪元宝在武呜市场流通
民国元年(公元1 9 1 2

武呜流通陆荣廷任广西都督后发行的广西
民国7年(公元1 9 1 8

10月，陆荣廷在南宁设造币厂，武鸣人韦

厂长，鼓铸银毫(西毫)在武呜与东毫，龙毫
民国1 O年(公元：I 9 2

7月，陆荣廷下野。他在统治1 o年间，通

面额2800多万元纸币。他下野后成了废纸。
民国1 1年(公元1 9 2

蒙仁潜(武呜府城人)登上广西省长席位
用券”l oo万元。

民国2 2年(公元1 9 3

武鸣全县负债户13084户，借高利贷金额l
借入毫币15元。

民国3 O年(公元1 9 4

5月，广西银行武鸣办事处成立。，

“月1日，武鸣县合作金库成立。 ，

民国3 8年(1 9 4 9年

国民党频临崩溃，群众拒绝使用金元券，

藏的银元，铜毫又重新在市场恢复使用，当时
摊．

’

O年)

o

年)

银行纸币。
年) ’

怀瑜、陆福

同时流通。

1年) 。

过广西银行

祥先后任

发行各种

西银行通

3年)

9．626万元平均每户

1年)

) ，

银元券，武鸣民间收

银钱找换摊计有22

5

o

)发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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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广西银行武鸣办事处奉命撤销，帐务、财产移交南宁分行。
1 9 5 O年

‘

4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武鸣县支行成立，行长郝正峰。
4月11日，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开始发行。

4月2 9日，东区土匪暴乱，该区由武呜支行配发推销的公债

3850分全部遇匪劫。

6月上旬，都安县金库将现金上解武鸣(用竹箩装成l 4担，雇

请人工肩挑来上缴)，当行至离马山县城20多华里的一个山坡
时，遭土匪发现抢击，押解库款的黄开业和两位解放军战士立即叫

民工停止前进，并迅速蹲下路边旱水沟开枪还击，土匪见势不妙，
便往山下逃窜。

1 9 5 1年

3月，人民银行陆斡营业所开业。
． 1 9 5 2年

、l o月1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武鸣县支公司成立(以下简称县

保险公司)。管辖马山营业所和陆斡营业所。
1 9 5 3年

‘

一

7月7日，双桥营业所被犯罪分子扒窗上楼盗窃人民币
5098．84万元。

8月2 6日，武鸣县第一个信用社在平福乡成立。

儿月1日，县保险公司缩编为营业所，马山：陆斡营业所同时
撤销。

1 9 5 4年

县人行开始代理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

12月，全县(除城厢镇外)l 33个乡建立了信用社。
中央决定，银行干部移交地方各级党委统一管理，银行上下级

之间在人事工作上为指导关系。(1959年后银行人员编制由地方政
府负责管理)。

1，9 5 5年

3月，发行新版人民币，收兑旧版人民币，新币1元兑换旧币
l万元。

6







辅导员一并移交人民银行接管。
1 9 6 7年 ．

． ，

1月，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通知，武鸣人行实行
军管。 。

1 9 6 8年

6月6日，县人行_革命委员会”成立。

“月4日，县工宣队进驻武鸣人行。
1 9 6 9年

3月1 9日，县革委生产组、工作组在平稳大队进行贫下中农管
理信用社试点，6月底全县普及。

7月lo日，经县革委整党办公室批准，成立新的人行党支部，
上午开庆祝大会，宣布整党结束。

‘

1 9 7 O年 ，

4月，上级批准县人行农贷豁免人民币1 03．4534万元。

8月，银行，财政税务合并，成立武鸣县银行财税组。
1 9 7 1年

6月8日，区革委转发区财政局报告，确定自治区各专区、市
实行农村信贷包干． +．

， 下半年，

行建制．

1 9 7 2年

银行与财政税务部门分开，恢复中国人民银行武鸣支

1 9 7 3年
． 全县发放生产费用贷款98．7万元，设备性贷款141．3万元，促
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实现了亩产跨“纲要挣，人产千斤粮。

1 9 7 4年 ，

以马头公社小陆信用社为重点，前后进行了四个多月的整社，

查出该社干部贪污挪用公款2000余元。
1 9 7 5年 ，

上半年，对全县153个信用社(还有31个未进行)进行整顿，，
揭发出贪污公款的有l 4个社，贪污金额1．ol 8l万元，挪用公款的有

19个社，金额5656元，乱支的有15个社，金额1．72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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