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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愿福清金融业续谱新篇

，福清金融志在编纂领导小组及全体人员辛勤劳动下，终于出版了。

本志详确地纪述了本县一个多世纪来从典当业到现代银行业，从

建国前的金融机构到建国迄今的社会主义国家银行的福清县金融业务

发展的历史进程，为金融界借鉴过去，发展当今，规划将来，为更好

地发展本县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金融事业，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提供
了十分宝贵的历史和实践经验，实在可喜可贺。 ．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业发展程度，通常可以反映他们的商品经

济发达程度。随着我省的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业务同经济发展

的密切关系己越来越被各级高瞻远瞩的领导层所重视，更为各阶层经

济企业界所关心。而且随着商品经济的迸一步发展，金融业与生产流

通和国民生活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因此，关心与希望了解金融业务

知识的人正与日俱增，研究金融历史与理论的人，也随之增多。

福清华侨众多，海外巨商不乏其人，还有些闻名海外的大银行

家，大企业家，他们经营的事业，卓有成效，而且关心家乡建设，自

必同时关心福清的商品经济和金融业的发展情况，加以我省与广东并
为经济适度超前发展的实验省，福清也是沿海开放重点县份之一，如

何从历史和现状中研究总结经验，更好更快地发展本县的金融业，以

适应这一发展的新趋势，为本县的经济建设，为关心家乡建设的侨胞

台胞，提供更多有效的金融服务，至关重要。福清县金融志，在这关

键时刻编成，我认为应该十分感谢全体编辑同志为家乡的经济建设和
金融事业的发展，做了一件大好事。7

我衷心希望于金融志的出版和推动，由于地方领导、经济界，金

融企业界和各界人士以及海内外侨胞的关心，促进，福清县的经济建

设和金融事业，会有—贪空前好快的新发展，因而不久的将来会有金
融的续志，为福清县的经济和金融事业的新发展，谱写了光辉美好的
新诗篇。

吾惠冬
’

l 988年3月30目

(序一作者系中国工商银行福建省分行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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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县金融志(序二)

金融志是货币流通的纪述，从这里可以摸索出当时的国：民经济及

当时的政治情况，吸取经验教训，作为此后改革、开放的借鉴。

福清素称“海滨邹鲁，文献名邦”，早在宋、明、清各朝代，人

才辈出，说明当时文化教育上层建筑的兴盛，也可以看出当年的社会

基础——国民经济的富裕。但是遭受历代封建的统治，战乱的摧残，

社会经济的发展，只能时进时停，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汉文帝时

代的斗米仅值五铢钱，唐代贞观之治，仓禀富足，国泰民安，物值币

值稳定，人民才能过着幸福的生活，都是明证，但是好景不长，一遇

到昏君奸官，或战乱一到，国民经济便受到破坏，人民便受到颠沛流
离的苦难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推翻了新军阀的封建统治，彻底打倒了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和掠夺，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全国人民，建立了

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新中国。解放了生产力，在安定团结，政通人和

的环境里，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1 952年，我国刹住了十多年来通

货膨胀的恶风，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奠定国民经济发展的良好基础。

但在左的路线和特大灾害的冲击下，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在I 959

一l 96 1年间，物缺币贱j民穷财尽、又经三年的调整，国民经济渐复

生机，降值了十多倍的人民币、竞又升复如初，人民生活又渐好转．
1 968一1976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国民经济又受到影

响，直至{1 978年以后，纠正了以往过左的偏向，拨乱反正，在党的领

导下，进行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着重于商品经济的生产、流通⋯⋯等，

九年来全县工农业生产已翻了一番多，人民生活已摆脱贫困进入温饱

阶段，有的已达到小康水晋。循此而往，繁荣富强的前景，指目可待．

我县系全国重点侨乡，华侨爱国爱乡、热心帮助家乡建设，有不

可磨灭的功绩，应予突出纪述。

本志编者水平有限，承县志办及知情人士热诚指导和协助。我仇

谨表万分感谢，但内容仍有讹漏之处，敬恳不吝赐教。

福清县金融志编辑组
1 988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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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金融业沿革

第一节 当 铺

从前清到20世纪40年代，典当业遍布全县各乡镇，系本县主要的

金融经营方式。

在旧社会里，贫苦群众多，需要借贷也多。富裕人家多以经营典

当业牟利较为稳当，没有亏损的风险，却有固定的利息收入，有可靠

的物资抵押，有较健全的管理制度，地主、工商业家或个别归侨、侨

眷，有剩余资金的，多投资典当业。

1940年以前的半个多世纪，本县经营典当业者，前后达60余家。

其中：城关有12家，各乡镇有3、5家到8、9家不等。各家竞争营

业，所以规定的利息不高，一般为月息1分8厘到2分。当额在20元

以上者，有的只收月息1分6厘，抵押品以金银首饰布足或被服为

主，金银器估价可当七成，被服可当三四成。在龙高一带，也有以牛

羊或家具作当者，不必入库，称为信当，以金银作当则可当十成。这

只限于信誉较好的并与当铺有交情者的短期借贷。典期一般在一年以

内．非信当则可延至30个月期满，听任当铺发售或留用。

每家当铺，只用五、六人，负责看赃、估价，打票．保管及勤什

等，职责分明，人少利多。当票系以毛边纸木刻刷印好空格左右两

联，面积约20×20公分，内容有当物品名、数号、估价，期问利率
等．以墨笔手写左右两联中间骑缝加编大写字号并加印章，掣右联交
当户，以凭取赎。

兹将1940年以前全县当铺的牌号和老板或经理的姓名列下：(在

《 》内系老板姓名。)
’

城关镇：德远《俞宏瑞》祥光《戴吉云》

福同《陈育生》福铺《吴思唐》

福生《马崇山》资铺《夏必煜》承铺《吴淑彬》

言兴《敖朝杰》其中：言兴号最久，开业达百年以上，尚有翼铺、
源铺．丁铺i相铺等．均系先后接上列当铺继续营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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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田镇：鼎裕《施光斗》德厚《余敷春》

仁通《王洪祥》福远《王命清》

福成《张端秋上祖》厚余《余由开》

盛铺《张亚宋》协通《王亚命》

‘，乾新《何细弟在南西亭村》

高lD镇：厚铺《翁红红》振铺《林银坤》

德铺《翁吓义》瑞铺《翁亦祥》

中和《王贤铿》秀铺《林永焰》

仁通《王康所》

龙、高两镇，开业百年以上者有鼎裕及厚铺两家。他们编号均用

完一本千字文后还继续经营二、三十年(当铺编号，一个月用千字文

一个字，一本千字文可用83年)。

港头乡：王成《王菊花妹》源泰《王命冲》

协通《何吓祥》 源成《何吓昌》

江镜乡：隆泰《何雅善》 裕光《何存有》

乾元《何五四弟》明光《何天庆》

三山乡 诚泰《王钦祥》 诚和《王开礼》

海口镇 禹铺《陈禹田》 广义《陈和荷》
耕铺 《俞幼耕》

东张镇：宏茂《俞宏瑞、何茂良合营》

源和《倪家理》 松铺《陈慕曾》

源隆《傅克若》 珍铺《杨永卿》

渔溪镇：通铺《杨书香》 裕康《郑寿康》

厦门《林民信》 德余

上迳乡：远团《林克福》 北当《林克寿》

饼场铺《林克禄》

5EI'F乡：同春《陈书仁》 和美《莫亚先》

宏源《林宏源》
’

尚有城头乡的“街头当”与“街尾当”以及宏路、江阴、桥尾等

处当铺，总计先后共有六十余家。 一

在1 939一l940年间，因法币大幅度贬值，典当业全部亏本，相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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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业。， 一， 。
’

1 94 3年，本县国民党政府曾开设公典局，由福清华侨协会会长戴

圣昌负责，供侨眷短期周转性贷款，不数月，便停办了。

第二节钱 庄

福清系老侨区，工商业较发达，工商业家、侨眷及社会上富有

的，除投资购买土地或开设当铺及经营工商业外：还有剩余资金的，

必须找流通渠道，当时本县未设立银行机构，则存入殷实的商铺，钱
庄因此应运而生。

， 工商业户兼营钱庄业务，吸收闲散资金、贷给工商户或其他人

家。存入利息，大约月患8厘到1分，贷出则月息1分3厘到‘1分6

厘，视贷额及贷期而定。一般信贷要立契承保，保证人也要殷实户，

或以田，厝契等不动产作抵押、工商业家需要短期周转资金、或因基

建用款不敷，或临时用款金额较大者，多向钱庄拆借。

城关钱庄有赵维新开的“恒和”、吴贶卿开的“公大”．林吉卿

开的“捷大”、陈春光开的“乾春”及海弟开的“福源”等五家。

高山镇有翁礼昌开的“同益”、林银春开的“振铺”二家。东张

镇有郑积仁开的。东来”、倪长声开的“大东”、倪必礼开的“祥

和”等三家。渔溪镇有郑伯玲开的“厚经”。龙田镇有“龙文”布店
一兼营。全县计有钱庄十二家。

规模最大的1叵和”钱庄，吸收大量存款，并发行纸币，贷款取

利。该庄老板赵维新，阴谋倒闭，先将贷款收回不再贷出，又将所有

．客户存款及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全数购买黄金携逃出国、为数在十万银

元以上。存．户多系归侨及侨眷，也有工商业户，纸币则流通全县，受

一害者遍及县境，为本县的钱庄和票号倒闭的最大事件。

第三节 民间借贷

民国后期，许多当铺和钱庄停业，贫民告货无门．只得忍受严重

剥削，向地主，富豪借月息5分到十分的高利。高利约有七种形式，
分述于下：

5



1．月割：俗称矗孤老利”(即早年向麻疯首领借的高利贷、利率

高且必须如期归还)，以9角当l元贷出、还时还要加息5分以上。

2．番仔利：3日一转，5日一合、系高利贷中的期短而利最高

者，借款100元，经月余要加倍归还。

3．标会：多是一年一期、贫苦人家参加标会，如有急用标回、

月利多在5分以上。

4．买青苗：在青黄不接的初夏季节、农民缺乏口粮、只得忍痛

贱售青苗，收获时归还实物或折现金，还要加给利息。

’5。卖白水田：在岁暮年终、贫苦农民无钱度岁、(多因被人逼，

债)，便将明夏的农作物，预先出卖，到期归还本息，利息总在5分

以上。

6．民间私：当也仿当店方式、要实物抵押，但计息要比正式当

店高达三、四倍。在货币贬值期间，借高利者，多被折成实物、再加

重利。

7．实物高利：也叫做“斗牛角”。例如借谷加息还麦，借麦还．

谷，复利计算，彗实物一年，作两三期翻算，一般一年要翻一番到两

番、有的贫农借本还息，或只得将仅有的土地贱售、促使农村经济更

加萧条。
．

共和国成立后，属于高利的民间借货、贫农报告给农‘民协会处。

理，多数可以免还，因此高贷稍敛迹、有钱的人也不敢放贷、国家银

行配合信用合作社发放大量农业贷款，所以从1 952年到1 958年间，高

利贷几乎绝迹。
1 959—196 1年的严重灾害造成农村极端困难，民间借贷又有所活

动。因币值贬低，所以借、还均以实物计算、为一般因生活团难者盼

借贷，面不广，数额不大。

1962一1978年，币值和物值比较稳定，民间借贷以标会为主，带‘

有互助储金性贸，利息在二分左右。

1978—1687年，因个体、集体可以经营工商业、从事商品经济的’

生产、流通，需要大量资金，国家银行及信用社，虽大量发放贷款，

仍不敷周转，因此城乡的高利贷和标会又有所复活．特别是标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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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普遍组织，本县的海口镇城头乡为最盛，有的标会总金额在百万’

元以上者，甚而从事赌卜滋事，影响治安及民刑事件，也有的会首揍

；款潜逃者，目前政府已注意取缔。

t 第四节建国前官办的金融机构

19 35年、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币制时，福建省政府于1 o月1 5日成
狮 立福建省银行，并于1936年5月1 5日在福清城关官井兜设立办事处。

经营储蓄存款，放款、贴现及代理财政金库等业务。1940年又在渔溪

侨区设有分理处。这时中央储蓄会也在城关产塘街设分会，由薛某担

”任会长、邮政局也兼办邮政储金业务，吸收社会上闲散资金。

1941年4月，日寇侵入福清， 搿省银行福清办事处”迁避永安，

·停业半年，是秋日寇退出，才移回福清，1944午9月，日寇二度侵

融，该行又迁到莆田，日寇退出后，复移回福清。
1 945年初，福州中国银行认为福清系重点侨乡，在城关后埔街设

立办事处，专办侨汇业务，由于法币贬值、侨汇不通，业务清淡，于

嗣年6月2 3日停业，行址移给。中国农民银行福清办事处”使用。农

行业务主要是农村生产合作放款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指导与放款，有

时也贷放化肥、豆饼、种子等。

农民银行的放款、根据各乡保的生产合作社或信用合作社的申

请，政府交县合作指导员办事处审核后移“农民银行”核贷。由于法
币贬值，虽有计还利息，无补于事，农民银行亏损极多，只办了二年

多，于1948年春，便停业了。
’‘

民国25年，(即1 936年)，民国政府实行合作化运动，除已在各

-

‘

乡保普遍成立生产合作社外，又在各保发动组织信用合作社。福清县
_

一各乡镇成立的有里美、墩头，柏渡、牛宅、星桥，斗垣、五龙，城

．．
一头，大厝，后俸，海口，龙左．龙右，港头，江镜，玉桂、玉搭、陈

，厝、岸兜、三山、高山、东瀚．沙埔、渔溪、梧罔，上迳，东张远及

姐阴等乡保。全县设立保信用合作社共1 1 6个。

当时合作社组织，每社有社员40一100人。社员自愿结合，他们

，顾虑贫苦农民还不起贷款，会被株累、所以不肯接纳贫农入社。社员

。，入社每人缴股金2元，入社费1角．，?选出理监事主席、经理、司库各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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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为社干，造列社干、理监事，社员名册各4份，分送县，省合作～

管理机构核转省农民银行存备，入社费及股金也同时上缴，即可申请

贷款。核贷要层层负责，并由银行派人监放。连年有贷有还，有时贷、

给种子、肥料等实物或折价，还本时加月息7厘。但没有向社员吸收‘

存款或筹措信贷资金来放贷。

县农民银行于1 948年停业后，县合作指导员办事处仍代“省农民

银行”贷放种子等实物，还本仍以实物计算，直至I 949年8月止。

第五节 建国后的金融机构

本县于1 949年8月l 6日解放。20日，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派了南下

工作团冯凡、宋钦玉、侯腾汉、刘苏卿等人来接收国民党的“福建省。

银行福清办事处”。当时库存并无实物及有价证券，只剩下不能通用

的纸币金、银圆券。留用旧人员林星北等协办金融业务．成立“中国

人民银行福清办事处”，属于林森支行管辖。
I 950年，国民经济情况日趋好转，币值稳定，银行的存、放、汇

业务日繁，乃报准吸收本县文光商业学校毕业生及旧人员十多人，在

行内分设会计，业务，秘书等股，又在渔溪镇设立营业所，人民银行’

福清办事处改为福清县支行，隶属于闽侯中心支行，对人事调配、干

部任免实行系统垂直领导并代理中国银行业务。
195 1年，人民银行业务迅速发展，报准增员增址、乃移设于城关

后埔街原国民党的农民银行旧址，两次增收人员十多人，行内增设侨

汇，货管，农金三个股及保险业务的专业人员、在龙田增设营业所，．

本年并代理交通，建设两银行业务。
1 952年人民银行又增设海口、东张、高山、桥尾四个营业所，全，

行人数达180人，停止代理保险公司业务，i 955年至1979年人民银行

福清县支行的人事管理调配及任免权下放由地方党政管。
I 956年，本县撤区，保留海口、龙田、高山，渔溪、东张五个营‘

业所，桥尾改为流动组，又增设三山，音西两个流动组，全行人员共+
有I 73人，本年停止代理交通、中国、建设三银行业务。

． 1958年，人民银行撤股，改设营业、办公两个室，在农村增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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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上店、玉林，二都四个营业所(不久裁撤)，公社化五’大结合，，j
公社设财贸部，各营业所人员由公社统·领导，业务则由人民银行指‘
导，’+信用社也归公社领导。 ．，一’

．+。1 960—l 961#-，全县营业所又并为8个，即：海口、‘龙田、高!
， 山一渔溪、东张、桥尾、江阴及城关，增设瑁口储蓄所及城关，渔’

溪、高山三个派送站，1 965年又在龙田设派送站。
一 1 964年1月1日恢复中国农业银行福清县支行。1 965年9月又予

撤销。业务由人民银行及所属机构办理。
1 966年，各乡镇营业所又扩增为14个，即增设城头、江镜、镜

洋、三山、港头、东瀚六个营业所。
1 968年lo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人民银行福清支行实行军事管制。

’1970一1972年，又增设一都、南社、沙埔，阳下4个所，到1 975

年又撤销了。
、

1 968年，人民银行成立革命委员会，归福清县革命委员会生产组

领导，于1973年撤销，仍恢复为中国人民银行福清县支行。

1972年恢复一都营业所． ．

1978年县建设银行单独设立． 、

1980年，县农业银行及县保险公司均单独设立(该公司于1952年

已单独设立，到1958年又并入人民银行)．本年县中国银行亦单独设

立，‘有关侨汇及外汇外资等，均划归县中国银行承办。1984年，工商

银行对外称单独设立，但只挂个牌子，业务仍并在人民银行内。到

1985年，．始正式从人民银行分出来．

j 、． ^。

‘．第二章货币的流通和管理
‘，

～

一’． 第一节 建国以前的货币流通
● 。

“

早在封建社会后期，流通货币以制钱为主，唐玄宗李隆基(公元

720年间)大量铸造。开元”通宝．即流入本县，现在社会上仍有遗

存者，‘(见附图)，’对国外则用玉帛．。宋代仍以制钱作本位、后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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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用，改以金银为主币．元．明二代因钱缺改用官钞，由予不能兑、
巍被群众拒用，1乃以银、哉并用．

一 ‘ ’

，‘

清初也以钱为本位，每千钱重1．25斤值银l两．康熙年间毋铸加

大钱每千个重I．4厅、质好价廉、被民间毁铸作铜器．1727年，雍正

帝下令禁止，并改为每两兑840文钱。钱价提高了，私铸炉也多了·
这时对外贸易限在广州、外商向中国购买丝绸等货，要运进银两，在

1840年以前，我国对外贸易连年都有出超。

鸦片战争失败后，开五口通商，封建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被破坏

了。此时外国银币流入本县，有墨西哥的鹰洋、有英国的杖番及日本
的龙洋，我国改变出超为大量入超，钱700文换银元一杖、清政府于

光绪年初铸铜元当10文钱(也铸有少量当5文及当20文者)。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枯竭、首先是受帝国主义者的掠夺：

(1)输入鸦片，由每年400多箱增至6万多箱；(2)大批洋货输

入，倾销到我县来；(3)清代多次战败的巨额赔款，加重了国民的

负担，尚有不平等条约关于关税等经济特权的掠夺，每年流出大量白

银，银缺价涨，铜元每100文换银1元升为200文换银l元。谷价稳定

在每石600文钱，但国民纳赋则以银两计征，过去完赋每石纳600文一

钱，在1850年以后，本县每石改纳1200文钱，银根奇紧，人民生话，
日趋穷困。 ：

清光绪年间，仿铸。大清龙洋”，到19 14年，北洋政府所铸的

“袁头”银元流通到本县，这时已废用银锭了。另铸“民国铜元”作

辅币(见附图)．以后又有官商合办的“中国银行”纸币流通到本。

县，群众极为欢迎，称为。红鸡公”(红鸡公在民间是象征吉祥与发

财，适中国银行的1 0元券系鲜艳耀眼的红色纸币)。中国银行在福州

和厦门均有充分的准备金备兑，信用昭著。本县侨眷或商民向汇丰银
行领款时，如要带。中国银行”钞票回县、还要倒贴3‰的手续费。

因为中国银行钞票不够流通，所以私商也发行直式的半手写钞

票．如本县的德远、祥光及。恒和”等票号都有发行，各省则铸龙角

作辅币．在我县流通的有福建省铸造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型的l

角，2角及广东银毫，问亦有清光绪龙角者。 。 ．?

从本世纪2 o年代初到3 0年代．中期，因市面头寸过少不够流通，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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谚

商应运而起发行纸币、十多年间达百余家．小商号发行了l角、‘“2甭
至5角、大商号如当铺．钱庄等则印发1元至3元。其中：．本县富侨’

俞宏瑞与戴祥兹合发5元及Io元。瑞祥”大钞，信誉同一红鸡公。，、
流通到福州辖各县．．。。

‘

未经批准自发的土票、多系准备金不足、一遇挤兑，即关门倒

闭，受害最严重者为广大农民。他们整年辛勤劳动，余些粮食，换几

元土票，常在一夜之间成为废纸，欲哭无泪，莫奈伊何。

本县倒闭的票号，最大者为～叵和”号(己详第一章第二节)；

次为海口镇的仁记号(系星桥人陈国妹在里美开设豆腐店兼发票)，

被倒额在万元以上；城关横街尾的资源票号，倒闭时群众拥入店内抢

取商品，架上的罐头，有的装水，有的空罐，真令人啼笑皆非。

兹将本县从1920一1935年间，各乡镇发行的土票，择要列下： 、

． 城关有：瑞祥，德远，光远，祥光、福同、恒和，义记，资源、

捷大、公大、庆雅珍，瑞春，源和、顺兴、协兴等，其中有当店兼发

行土票者，也有钱庄或布店、什货店兼发行土票者．

龙田镇有：万春，泰兴，合兴，万源，协兴，瑞源等·

高山镇有：福康，兴祥。益康，同益，积余、永春等．t

海口镇有：广义，公诚、福同春、仁记．建远，裕光、同春i三

达，福庆．资信、新平等。

． 东张镇有：融东，宏远，森兴、丰美、先通，源隆，永宁等． ‘

渔溪镇有：公美、胜发、协泰．仁记等．

上迳乡有：兴记、兴盛，泉源、三和，新泰等．

江镜乡有：华盛，标元、连祥，云春、孟康、万顺等。 一
，

．尚有北．南西亭等乡土票号等． ，

．，

。1932年，国民党铸有小头银元(即系孙中山头像)及小银角流通

到本县．1935年，国民党实行法币政策，取缔私商票号，除原有的

_中国银行”加入法币行列并扩大发行外，尚有。中央银行”，．。中

国农民银行一、(前身系闽，粤，淅，赣的四省农民银行)及。交通银

行一等纸币于1934年流通到本县，所发行的纸币，统称为不兑现的法

定货币(简称。法币一)，却也不会倒闭，群众乐于使用． ：

．、? 193"／年，民国政府铸国民党旗的铜元作辅币，规定以100枚换法
I l



币l元·、(清代及民国初年的铜元，则要200枚以上换法币1元)．各
银行发行法币面额为1角、2角，5角、1元、5元、lo元六种。但

是好景不长，1937年抗日战争打响了，国家应付庞大的战费，导致通

货膨胀。到1939年，物价已上升二倍多。幸有大额侨汇(华侨捐款支

援抗战占全部战费三分之一)，国内人民出力出钱，所以在8年抗战

的岁月里，人民还能忍受通货贬值之苦，共御大敌。

1935年，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创办省银行后，在本县发行“福建省

银行”l角，2角、5角等纸币、与中、中、交、农四行的法币同样
流通。

货币贬值与物价指数上升是反比例的。这一阶段的物值和币值
是：1 936年白米100市斤值法币6元j 1939午增至20元，到1 942年2

月为160元，1943年2月为580元，1945年终升为1300元，为抗战初期
的200多倍。

1 944年，因法币贬值，头寸不敷发放，国民党以库存的关金券抵

用(库存有4亿元关金券、抵80亿元法币)，但民间习惯用黄金，白

银、米谷等作为通货，关金券流入本县的为数有限。

这时，法币发行又增加千元、5千元到1946年，又增发万元及5

万元面额的法币。 ．

由于国民党右派发动反人民内战，横征暴敛，物价飞涨，法币迅

速贬值，人民纷纷拒用。到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宣布发行金圆

券，声称只发行20亿元，面额有林森头像的5元与蒋介石头像10元二

种，有严密的监督和审核、有充分的金准备，每元金圆券换法币300

万元，并规定黄金每两兑金圆券200元，与银元对比为2．4：l，与美

金对比为4：l(余类推)。凡存有金银外币，均应向银行兑换，不

得在市上流通，违者以妨害“勘乱"论罪，法币限在1948年1 1月底兑

清，逾期不能兑换。但本县群众，只将手头现有法币到银行兑换无多

的金圆券，并无以金银向银行兑换金圆券，金银，仍巧妙地在市上流

通。民间交易，大笔者带金、带银(例如到福州采购大批货物者)，

小则带米谷一小袋．向市场买肉，鱼、菜类及日用品等。．。 ．I

1949年4月，福建省银行通知福清办事处，员工工资照金圆券

360倍发放，员工持券买不到东西j又通知改发库存的．白银，到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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