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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方志，源远流长，著述极丰，是中华民族的优员傅抗。中央’

领导同志早就倡导编纂社会圭义新方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

和国家领导人更热心提倡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编纂社会主义新

方志，使我国悠久的文化更加发拐光大，以帮助我们歆饿过去，总结

现状，规划将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社会主义物资文明和精

神文明建彀服务。

《鄂州市金融志》是《鄂州地方志》粗成部分，同时是个专业性

和系统性比较强的专著，也是史乏先例的。1986年1月，在市地方志

编纂委具会和省金融志编委会领导下，由市人民银行牵头，各专

业银行、保除公司负责同志参加，成立鄂州市金融志编纂领导小姐，

下彀编纂办公室，坚持以焉歹Ij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贯彻改革精

神，走航一领导，联合编志之路。 ．

． ．鄂州市金融业历史悠久，隋朝初期却于本市臼雉山遥炉炼铜鳞

钱，光特年躏典当、钱庄、开业于市，宣统未期钱庄为极戚时期，民

国期固有了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这些旧式金融业，‘因建立在封建

和官僚资本主义控济基础上，成为剥剖劳动人民的工具，：这是阻碍社

会进步的一面。但它通过各种业务活动，在—定范固内起了资助商

人、繁荣市埸的作用；在翘营管理『上的某些做法和涩黢，也是值得批

判继承和借鉴的。

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了国家所有制的、全国统一的人民银行。

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彀的需要，继中国人民银行之后，成立了中国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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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建彀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人民保除公司和农村信用合作

社，成为全国统一的金融体系。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建毅银行、

农业银行和保除公司畲一度相继撤销，业务种类减少。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我市金融业蓬勃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个{；{人民银行为中

心、各专业银行为主体、其他金融机构乡羊存的新型金融格局。他侗坚

持改革开放和宏观控制，微观搞活的方针，积极粗铖资金，适时地调

节信贷规模和货币流通，大力支持有计划商品控济的发展，促进市埸

繁柴，稳定物价，活跃城乡握济，为振兴鄂州市经济发挥着日镒显著

的作用。

《鄂州市金融意》，是以上述金融变化为主线，．以货币，信用及

机构沿革等为，内容，根据详今略古的方针，记欲1873年至1 987年鄂州

市金融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填补了本市历代方志在金融业方面的空

白。

- 《鄂州市金融志》是在具备较翔实资料的基础上以记冰文形式编纂

的。1986年起在市内外钫、抄、收各种金融历来资料150多万字。1988

年1月歪4月‘编写《鄂州地方志，金融篇》，针三万安字。随后编写

《鄂州市金融志》，l 989年4月完成初稿，全稿共分十三章四十九节，·

约十五万字。
。

《鄂州市金融志》，青在为从事鄂州经济、金融研究的同志提供

资料，为鄂州金融工作者提供借鉴，为振兴鄂州服务。

因水平有限，遗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莆指正。

陶伯7春

一九入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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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意采用意，图、表、录形式，以意为圭体，分章节层次，

事以类从，横排门类，依时记冰。

二、。本意断限上起1873年，下至I 987年。个别事例，断限有突

破。

三，本志所称“解放前?或“解放后”，系指1 949年5月1 5B琊

城解放前后。“建国后”是指1949年10>2 1日f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四、本志使用的货币单位，解放前以当时本地域流通货币单位为

难。解放后，以人民币为单位。为便于此较，l 955年2月底以前的旧

人民币，均按1955年3月1日换发新人民币的比率折算为新人民币。

五、本志金融机构称褶，因1960年后的鄂城县、市建置几经变

更，故金融机构仍依各时期的名称。 ．

六、本志采用公元j《；巳年，I 949年以前的年份，在各章节内首玖出

现时，在括号内用汉字加注原纪年，余以类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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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领导小组及编纂人员名单

领导小俎成萁；(按姓氏笔划为序) 、

王汞佳任明福孙志强李森李振甫

严正清周汝栋陶伯春

组 长：陶伯春

副 粗 长。李森局汝栋严正清

总 纂。陶伯春

编 纂：赵兆柴孙希贤余汉平

擒图及葑面彀针。洪楚森

校 、对：袁作雒洪楚森

，、审稿人员名单

李森王汞佳严正清李振甫强忠真 强焱洲黄代发

段境钟袁作雒程远斌王志华强景芳 (原鄂城县人民银

行行长) 强友芳(原鄂城县人民银行西山办事处主任) 裼立才

(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王守彦(‘市地方志办公室蝙纂人具)

胡茂方(市地方志办公室蝙纂人员)

湮。

为了广泛收集修改意见，审稿采取个别和集中两种形式，张庆洲、黄代发，段晓钟同

志还作了修改，孙浩同志也补充了一些资料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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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概况⋯o⋯⋯⋯⋯⋯⋯⋯⋯⋯⋯⋯⋯⋯⋯⋯⋯⋯⋯⋯(81)

储蓄种类⋯⋯⋯⋯⋯⋯⋯··：⋯⋯⋯⋯⋯⋯⋯⋯⋯⋯⋯⋯⋯(84)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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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贷款一川一一”⋯⋯”e qo．．．e*⋯一，．．⋯．．．⋯⋯⋯．．．一⋯⋯?(：95)

j第一节．农业贷款一⋯．．．⋯Ⅲ⋯⋯⋯⋯”⋯⋯⋯⋯．，．一⋯⋯一。(95)

_般农贷⋯，⋯，一，⋯川⋯，t⋯⋯⋯⋯⋯⋯⋯Ⅷ¨⋯⋯⋯⋯-．．一f(95)

专顶农贷Ⅲ⋯ⅢmⅢ．．．．，，⋯⋯⋯t”m，．-⋯一．，．⋯．．，”⋯”i(jloo)

支持信用社贷款⋯．■㈧，”⋯⋯．．．∽，．．⋯，t⋯¨¨川⋯⋯⋯：(卸3)

．第二节工业贷款⋯⋯一⋯⋯．，．．，．⋯⋯⋯⋯⋯⋯⋯⋯⋯⋯(丑邸)

第三节⋯商业贷款．，．⋯．⋯．t．⋯⋯．，．．．．⋯，⋯．．．．，．．t．．⋯⋯⋯⋯：(。ii?2)

第四节．越藿工商业贷款．t．⋯⋯．⋯中一⋯⋯⋯．，．一¨吩．，．Ⅲ?(；115)

第五节固定资产贷款⋯．．．⋯ⅢⅢj⋯州⋯⋯，．．⋯，·．e e o,et·‘*ee<扭16)

第六节。国营，坡埸萤嗽Ⅲ，⋯⋯⋯⋯．t．，⋯⋯。叩，⋯．．．⋯⋯⋯⋯<118)

。第七节乡镇企业贷款⋯。⋯．⋯，⋯川⋯⋯⋯⋯：．．一o⋯⋯．．．，一<121)

。附钯，汀祖银行营业所支持社队发展企业．．．．．．⋯⋯叫．·?·<．125)

第八节预驹定金贷款⋯．．．．．．ⅢⅢ⋯一⋯⋯。．，．⋯一·∥一∽⋯；(7127)

第九节外贸贷款．t．叩．．．⋯⋯⋯⋯-．．⋯·eS e。e Je
e ee⋯⋯⋯⋯⋯<。128)

人民币贷款．，．，．，．．，．．．，⋯¨，．．⋯川．．．一．．．．．，．，．，．．一．．，．．．．⋯·、．，．⋯⋯。(：129)

外汇贷散．．．。．．．一一一．．．，⋯．．．．．．．．．．⋯⋯⋯．．．⋯．⋯，⋯⋯⋯*e。4t⋯·≤(4131)

．第十节-．贷款清理、．豁免与，核销．，．一．-．一．，．一一，．．“⋯⋯i⋯．．i(：132)

。农业贷款清理与豁免⋯。⋯．⋯．⋯．．．一一⋯一¨一⋯。⋯⋯．⋯⋯⋯(．1：3,2)

工商贷款清理与，核销⋯，⋯．．．．，⋯．⋯+一．⋯．⋯，⋯。⋯．⋯⋯．⋯、⋯⋯(．133)

附录：各项贷款利率变动情况⋯．⋯。一．．．．．⋯⋯．．．．。⋯⋯⋯⋯⋯(237)

第七章+，基本建彀搔款与信用⋯。⋯⋯⋯．⋯⋯．c o o．e o e ePo．．．⋯⋯、⋯(?143)

第一节，搔款管理⋯，-⋯”⋯·⋯⋯．．r⋯．．．⋯⋯．t-⋯一t．r“⋯⋯·’(．143)

：搔款程序⋯⋯⋯⋯⋯⋯⋯⋯一⋯⋯⋯⋯⋯t．．．--⋯-，．⋯．．．．(14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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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鄂州市位于长江中游南岸，东遵黄石，西邻武汉，南接大冶，北

靠长江，武大铁路和武黄公路贯穿全境，水陆交通极为便利。矿产资

源较半富，是一个以冶金、轻妨工业为圭的新兴工业城市。农业为

粳、棉、油条作地区。城乡市埸比较繁荣。历史上的资金融通，主要．

是民嗣借贷形式，解放以后，社会主义的金融事业不断发展。

货币是金融的前提。本市早在隋、詹、宋时期，畲于当今市辖区

域内之臼熘山一带遥炉炼铜铸钱，并彀有监钱官掌管铸钱事务。典当

钱庄是旧式金融的主要部分。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有当铺l o家。

清末有钱庄7家。他们从事抵押和信用放款活动。这两个行业在辛亥

革命时期，大部分停业。1912年(民国元年)，市埸上流通的货币，

沿夔清制，金属币与纸币并行。1 9 1 5年，为适应货币流通和银钱兑换

的需要，有3家鳋庄开业，绩有6家代当从事质押借款业务。在北伐战

争和抗日战争前后，各业不振，市面莆条，加之宫票风潮，钱当两业

全部关阴。1933年，豫鄂皖农村金融救济处和湖北省农村合作委员

会，开始在鄂城县农村俎建信用合作社，并发放少量贷款，信用社得

到的贷款，多为土豪劣绅与乡保长所把持，农民得釜甚少。故信用社

实际上有名无实，有贷款划存，无贷款则亡。国民政府为统一货币制

度，推行币制改革。1933年实行“赓两改元”，确立银元为本位币，

银两被禁止流通。攻年又颁布紧急法令，实施“法币政策”，手手禁止

银元在市埸使用。1938年，鄂城被日罩侵占后，市埸货币是法币与日

本罩用票，伪中储券按此价混合流通，且有银元黑市。因货币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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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辅币缺少，以娌营银钱兑换为业的“袖篦钱铺”相继出现。与

此同时，城乡集娱一些较大的商店，以小额角票便于找零为由，私自

印刷发行市票，扩充资本，从中漶剩。抗日战争胜利后，鄂城县政府

第二攻在农村粗建信用合作社，由中国农民银行发放贷款。随后，湖

北省银行鄂城办事处开业，继之由官商合办的鄂城县银行成立。1948

年市埸物价飞渡，法币极剧贬值，这年8月鄂城物价总指数与抗战前

一月比较，上升600安万倍。于是国民政府在8月1 9日又宣布发行“金

元券”，取代法币在市埸流通。由于金元券发行无准备金，发行额度又

无限制，不到lo个月，发行总额就增加65万倍，致使币值猛跌，物价

暴漩，鄂城市埸一片混乱，，人民对金元券失去信心，银元逐渐成了合

法的货币。两家银行也将资金转向买卖金银和做棉花生意。鄂城解放

前夕，县银行宣告关髓，湖北省银行鄂城办事处撤至武昌。

1 949年5月，鄂城县解放，大冶专署彀在鄂城。人民币开始在县境

流通。当时金融市埸混乱，物价波动，金银仍有黑市买卖，在偏僻的

．农村物资交换中，有的以物易物或使用银元。7月1日建立中国人民银

行大冶专署支行和鄂城县支行，合署办公。为稳定市埸，平抑物价，

雒护人民币的合法地位，在荤’众中开展了以拒用银元为中心的货币斗

争，并配合公安部门着手取特金银版子，禁止金银针价在市面流通。

银行干部还深入农村，姐绒人民币与物资下乡，收兑私人持有的黄

．金、囟银，使人民币的使用范圈迅速扩大。l 950年，政务院颁布《关

于统一国家财政短济工作的’夫定》，总精神是力争财政收支、现金收

付和物资胡度的平衡，尽可能集中统一使用全国的财力物力。县人民

．．银行为贯彻这个决定，实施货币管理，抗一信贷资金，粗撼国营企

业、集体企业扣机关团体，编制现金收支计划，核定现金庳存限额，

，推行鞲幔结算，节约使用现金，发行折实公债，举办折实储蓄以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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