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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国编纂志书，卣来己久。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

上有赖手志书的连绵不断。为亍继承修悬传统，．更好地为社会圭义建设

事业服务，中央领导同志早即倡导编纂新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胡乔木同恙倡导用’新观点、．新方法和新材料编写社会主义新方志．

1980年以来，．全国各地掀起了修志热潮，·广济编修金融志的工作，

正是在这种大好形势下蓬勃开展起来的i．《广济县金融志》，·既是行业

专志，．又为《’广济县悬·釜巅卷》提供资料。在县志中占有重要地位．

上篇记述了清末至解放前的本县金融事业酌状况；‘下篇较为详尽地记述

了解放后金融事业在运用信贷和刑’率杠杆，t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

建设服务，．加强货币管理，．促进国民经济稳步发展等方面所取得的重

大成就。同时，．对长期以来经济i作中。左芹的干扰，·工作中某些失

误，．以及后来纠正和处理的经过也作了如实地记载。-

考广济从唐武德四年(公元晓1’年)建县起，·到清代共修县志五

次。然而历代修志，．均偏重人文，·忽视经济，·不仅没有一金融一这个门

类，．而且连经济活动也很少记载．。金融是货币资金的融通，一在国民经济

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广济县金融志》的问世，·填补了广济历代方志

的空白，．它将发挥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值此志书付梓之’际，-应编

纂同志之约，．挥毫作序，．为乏祝贺．。+

程青云
r●

． 1#87年1’11月．1p日



凡 ．例

一，本志属于行业专志，记述断限以内的全县金融的活动，为金融

工作提供历史借鉴，存史和教育的作用，又为《广济县志·金融卷》

采择取材。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实事求是地记述1 840年鸦片战争时起，到1985年为止，1 45年间全县金

融业的历史与现状。但为了记述原委，前后有时略有浮动。．

三。本志篇目的确定，力求符合科学性和现代性，并体现地方特。

色。全志分上、下篇，解放前为上篇，解放后为下篇。篇以下事以类。

从，横排纵叙，按照具体内容分别运用志，记、图(照片)表，录等体

裁。结构形式设章、节、目三个层次。

四，时间表述，清代和民国时期除按当时年代纪年外，并附公元纪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in,4以公元纪年。

五、为了节省文字，对某些全称进行了简化。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

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简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抗日战

争，简称“抗战一。1949年5月1 2日全县解放， 在这以前简称搿解放

前一，以后简称群解放后一。1 949年1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在

这以前简称“建国前一，以后简称“建国后，．

中国人民银行广济县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广济县支行、中国人民建

设银行广济县支行，中国工商银行广济县支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济

县支公司、乡镇信用合作社，分别简称县人行、农行、建行、工行、保．



险公司、信用‘社．

六、建国后各级行政机构名称多次变更，记述机关名称，均以当时

启用印鉴的全称为准．
’

七、本志行文，除引用文外，一律用语体文记述，

八、1955．年3月1日，国：家进行了币村改革j法定新人民币一元合

1日’人民币一万元。为了阅读方便，本志对于建国初的人民币均换算为新

人民币．

九、．本志所采用的资料，来自各级档案倍档案、、图书馆藏籍、．清代

旧’意、、历史文物和有关专业部‘门．或知情人、当事人提供的材料；所采用：

的数据，主要采用县统计局和j县各金融单位以及，有关．单位的统计数』字，，

编写时—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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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广济位于鄂东，交通便利，物产富饶，县治武穴，濒临长江， 为

鄂，皖，赣三省七县毗邻的通衢和物资集散地，是湖北省内河七大商埠

之一。清康熙年问就有“小汉口一之誉，素有“鄂东金融中心一之称。

早在明末清初，我县就有旧式金融业．光绪二年(1 876)，增设武

穴为开放港口，金融业日见兴盛。光绪三年至三十三年(1 877一I 90 7)，

有典当2家，钱庄4家，官钱分局l家，流通货币是金属货币与纸币交

错流通，融通资金金赖于这些公私金融业和民间借贷。

辛亥革命爆发，官钱分局废置，钱庄很快得到发展，民国9年到民

国I 6年，．增至11家(内钱铺两家)，经营存放业务，并与汉口、九江、

上海等大中城市有通汇往来，本省黄枚、安徽省的宿松、太湖、望江等县商

人也常来武穴向钱庄活动。头寸一，当时是以武纹为往来结算的虚银两，

国内银行兴起后，部份银行在武穴设立了分支机构。民国20年，上海

银行在武穴设立了临时办事处。接着，湖北省银行，中国，江西等银行

相继在武穴设立办事处或寄庄，由于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占了主导地位，

钱庄失去了竞争能力，相继关闭。

民Nz7年7月，日军侵占广济前夕，武穴各家银行机构停办，典当

歇业。沦陷初期，市场使用法币，后与日本军用券，伪中储币按比价

混合流通。后来， 日军施行强制手段，推行日本军用票，排斥法币。

这时，武穴仅设兑换日钞的钱庄5家， 沦陷八年， 金融业濒于绝
且堇 ．

乞九。

抗战胜利后，我县金融业一度复苏，但远未恢复战前的状况。民国
l

。1‘lI；-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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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年，法币恶性膨胀，到民国37年6月止的一年半的时间， 法币贬值

500倍。8月发行金圆券。随着国民政府的濒临崩溃，更加速了货币贬

值，在抗战前，一元法币可买二十斤大米，到了实行金圆券前夕，一元法

币连一粒大米也买不到了。

1 94 9年5月l 2日，广济金境解放，人民政府接管了旧的金融机构。

7月20日，在武穴成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银行机构一中国人民银行广济
县支行。从此，金融事业揭开了新的一页，结束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

长期垄断金融市场的历史。 ．

社会主义金融事业，通过货币、结算、信贷、利率等各种经济手

段，与国民经济紧密配合，在资金支持和监督等方面发挥了杠杆作用。

建国初期，县人行首先配合行政机关平抑物价，严禁金银外币流 J

通，迅速以人民币占领城乡金融市场。1 950年统一全国财经工作以后，

实行货币管理，办理储蓄存款，开展信贷业务，扩大保险事业，特别是

集中信贷资金，重点用于国营贸易和工农业生产，以增加市场物资供

应，打击投机倒把，银行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现金出纳、信贷和结算中

心。

1 95 3一I 954年，县人行对私营工商业，采取适时松紧，区别对待的 ：

信贷方针和有高有低的利率政策，以促进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1 955年农村进入合作化时期，全县发放贫农合作基金贷款 ．I

48．89万元，帮助22，879户贫农、下中农解决入社时交不出股金困难，

促进了农业合作化的发展。
。

I 958年， “大跃进”时期，根据“两放、三统、一包”的财贸体

制，区营业所与信用社合并改为公社银行，贷款由公社自行掌握使

用，信贷资金出现了“只顾投放，不问效果”的偏向， 致使无效益工 一

商贷款达819．8；5元，储蓄工作受“浮夸风”的影响，出现了虚增余额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3．05万元，而银行内部又搞“大破大立”，会计出纳取消专柜‘复核

钱账分管制度，造成了财务混乱。 ，‘

．．，

1 962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錾颚、提

高”的方针和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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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行在贷款管理上，制订了。五不准”、(即不准挪用流动资金搞

基本建设；不准随意赊销预付；不准抽用流动资金垫付非生产和其他财政

性开支；不准随便汇款进行计划外采购；不准随便增加贷款。)“六不贷”

(即未经国家批准赔钱的企业发生了亏损；允许暂时赔钱的企业，由财

政部门拨补而没有拨补的；超过批准计划亏损数的；企业挪用流动资金到

期没有弥补归还；长期积压物资不予处理；不按期清理归还挪用贷款。)

的掌握办法，帮助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合理运用资金。同时，认真贯彻

“当年平衡， 略有回笼一的方针，促进了国民经济调整、恢复和健全银

行各项规章制度，扭转了账务混乱的局面，恢复了银行的“铁账”声誉。

“文化大革命”时期，银行业务陷于半停滞状态，1967、1968年，

银行库存遭到群众组织抢劫达2．59万元，损失2．34万元，非法提取现

金2 1万元，企业损失1 7．2 1万元。1 9 7 3年，县人行贯彻了《关于切实加

强流动资金管理的通知》，开展了对企业的清仓查库，清产核资，降低

了流动资金占用水平。

1977年11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整顿和加强银行工作的几项规定》，

坚持银行工作集中统一，金融事业转入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广济金融系统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纠正

了‘搿十年动乱”中及其以前的“左一的错误，切实加强金融“宏观控制，

微观搞活一，实行了“指标管理一、 “差额控制"、 “实贷实存一的信

贷管理体制，使银行按经济规律办事，为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服务，为

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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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79年1 1月以后，先后恢复和建立了县级农业银行、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和保险公司，各专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内部机构日臻完善配套，流

动资金改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基本建设投资改拨为贷，银行的规章制

度也作了相应的改革和不断完善，根据“区别对待，择优扶持’’的贷款

原则，工商贷款把轻纺工业放在优先支持的地位，实行“以销定贷一的

办法；农业贷款本着“因地制宜一的原则，宜种则种，宜养则养，积极

支持商品生产的发展。贷款对象除继续支持集体生产单位外，重点支持

个体承包户，重点户、联合体以及个体工商户，大力支持乡镇企业的发

展。同时，加强了基建投资和贷款的管理，注意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统一。在聚积资金上，扩大宣传，增设网点，调整利率，增加种类，大

力开展储蓄工作。保险业务，不断增加险种，及时提供经济补偿，安定

人民生活，保证国家经济建设顺利进行。

1 984年末，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下，各专业银行为争贷款基数， 出

现了贷款失控，市场货币投放过多的现象。l985年，金融系统认真贯彻

一两改、四控、一防止一的精神，紧缩银根，组织存款，加强信贷现金

管理，严格执行结算纪律，信贷失控得到控制，现金投差变回差，全年现

金投放额为224．，265万元，回笼额为24，786万元，分别比上年增加I 9．7％

和37．1％，投回相抵，净回笼52 l万元。至此，全县金融事业沿着健康

的轨道向前发展。



大 事 记 、

道光年间，安徽省歙县人江立辈来武穴开设当铺。二十八、二十九

年(1 848、1 849)广济大水，江倡捐篇蓬、稠粥、棉衣，帮助灾民渡

荒。成丰三年(1853)，太平军激战广济，死者甚众，江买地下户人为之

埋葬。

同治十二年(1 87 3)，湖南人蔡宗世在武穴正街，开设当铺，牌号

“允泰”。

光绪二年(1 876)，中英签订《烟台条约》，增武穴为开放港口。

自此，武穴成为原料输出、洋货输入的商埠。

光绪三年，江西人刘筱山在武穴正街开设爿寿康”钱庄。

光绪三十二年(1906)，湖北省官钱局在武穴设立官钱分局，推行

铜元兑换官票，并经营存、放、汇业务，民国15年宣告停业。

民国7年(1 9 1 8)2月，义成钱庄经理黄文植为驻扎武穴的北洋军

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筹集军饷4万元。后冯调任常德镇守使如

数偿还。 ．，’

民国8年(191 9)．浙江人何春寿在武穴正街开设“庆和银楼”。

民国20年，上海银行在武穴正街闸口设立临时办事处。

民国22年4月1 5日，湖北省银行武穴办事处成立。同时成立省金库

武穴支库，该库受县政府委托代理县金库。 t

民国23年，中国银行武穴寄庄在武穴上正街设立．
‘

民国25年，县政府设合作指导员办事处， 组织预备社1 3个， 社员

708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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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26年1月1日，湖北省银行武穴办事处改为武穴支行，简称刊

行。民国2 7年， 日军侵入武穴前停办。抗战胜利后， 民国35#5月复

业。

民国32#，．豫鄂边区建设银行黄、广税务第三分局，在龙塔(今花

桥)、大田(今田镇)两地投放边币l万元。

县长胡天翼，挪用农贷2．5万元，在枚川合伙开设椿元豆行。

民国35年9月6日，广济县银行成立，行址设在枚川毛仙庙王氏宗祠。

1 0月1 6日，交通银行在武穴后坝街设立临时办事处。

民国36年1月4日，椿茂协记银号在武穴开业，每股法币1万元，

共2，000万元，经营存、放、汇业务。至民国37年上半年，货币贬值而

倒闭。

1 9 4 9年

4月9日，广济县城(枚川)解放。7月1 4日，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

行(以下简称省人行)派员接收办理湖北省银行武穴支行和广济县银行

的有关事宜。20日，在武穴后坝街成立县人行，同时，开展“拥护人民

币，拒用银元”活动，禁止金银计价流通。

l 9 5 O年

2月3日， “广济县公债劝购委员会”成立，县人行代理发行第一

期胜利折实公债。

3月20日，中央金库广济支库成立。

4月，开始现金管理工作，试行转账结算。

6月1日，我县第一个基层金融机构一中国人民银行广济支行城
关(今枚川)营业所成立，

10月，县人行增设保险代理处。1951年6月改为武穴保险特约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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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1年

2月，武穴改为县级镇，隶属黄冈专署。广济县支行改为，武穴支

行。原城关(枚JlI)营业所升格为广济县支行。

71月，农村试办耕牛保险，1 9 53#6月停办，1956年6月恢复。

10月，举办储棉、储油折实储蓄和保本保值储蓄。

1 9 5 2年

5月24日，人民银行武穴支行在搬运站成立第一个城镇信用合作

社。

7月，县人行先后在松杨、西畈两乡建立信用合作社。

9月1日，武穴支行-9县人行合并，县人行回迁武穴，行址设武穴

后坝街，同时恢复城关(枚川)营业所。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济县支公司成立。‘
、

1 9 5 3年

武穴一金银投机商以包金充纯金，牟取暴利，依法罚税l，728元，

判刑4年。

1 9 5 4年

4月，国家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成立“广济县公债推销委员会”，

委托县人行代理发行。

l 2月，中国人民银行黄冈中心支行派员来广济在盐业公司推行新的

信贷改革办法。

l 9 5 5年

3月1日，发行新人民币，收回现行人民币。

15日，金县召f[=223人的银行、信用社干部会议，贯彻社章，整顿，
7



巩固信用社。

5月14日，配合省、专工作组在武穴专卖批发部推行新的《国营商

业短期贷款暂行办法》。

8月1日，推行苏联银行会计核算办法。

冬，发放贫农合作基金，解决贫下中农入社的股金困难。
J

l 9 5 6年

春，农贷实行固定基金制，指标固定到县。

4月，中国农业银行广济县支行成立。1957年5月，又并入县人行。

10月，推行农村转账结算。

1 9 5 8年

3月1 8日，县保险公司并入县财政局，年底撤销。

4月，会计出纳取消专柜复核、钱账分管制度，实行“个人负责制”

和“一手清”，造成工作混乱。

举办“工业聚资储蓄”，支援工业“大跃进”。

8月，县人行召开首届职工代表大会，成立民主管理委员会，组织

广大职工参加企业管理。

l o月，广济县储蓄委员会成立，杜龙林任主任委员。

12月，银行营业所和信用社合并，改为人民公社银行，实行人民公

社金融管理体制。

1 9 5 9年

3月，国营企业定额流动资金改由银行统一管理。

财政局设基建股，对外称“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广济县办事处"。

4月，县人委批转县人行“关于加强现金和采购资金管理”的规定，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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