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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篇

第十九篇金融·1119·

金 融

公元前一百年左右，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货币开始流入今湛江市境域，尔后各

朝的钱币都先后在境内流通。据考古发掘，从西汉的五铢钱到清末的宣统通宝计有

近80种。法国租占的广州湾其区内货币流通颇具殖民地的特色。新中国成立后发

行人民币。作为经营货币信用业务的金融业，在湛江境内起于何时难于查究，但到

了民国时期，湛江的典当业已相当兴旺，先后有当铺20多家。钱庄始建于清光绪

十九年(1893年)，至民国中期已有相当规模，今湛江市境内先后开设共35家。民

国15年(1926年)，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在西营(今霞山)挂牌开业，这是湛江市区

最早出现的银行。民国27年后，广东省银行广州湾办事处、中国银行广州湾办事

处以及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相继在广州湾设立机构。民国32年，

日军占领广州湾，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等悉数撤退，日军投降后，中央银行等又相

继复业。

新中国成立后，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旧中国的银行金融机构，在此基础上，

湛江相继成立了人民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保险公司等多家金融机构。1952

年，银行机构进行调整，不划分系统，各银行作为人民银行内部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50年代中期到1979年，湛江市只有人民银行一家金融机构。从1979年后，湛江

农业银行、保险公司、中国银行相继从人民银行分出，建设银行实行拨改贷。1985

年，人民银行又分设工商银行，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各种信托公司、

城市信用社、发展银行、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也相继成立，到1990年，一

个以中央银行为领导，专业银行为主体，其它的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初步形

成。金融机构(包括营业处、办事处)从1950年的22个发展到1990年的1536个，

从业人员由517人增加到10196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湛江人民银行把稳定货币、稳定物价放在第一位，发行人民

币迅速占领市场，并取代在湛江市场上流通的港币、西贡纸(越南币)等。银行职

能从改革前的国家财政出纳发展成国民经济的总枢纽、调控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银行贷款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只承担企事业部分流动资金，扩展到全部流动资金和固

定资产投资领域。银行存贷业务增长迅速。全市银行各项存款，从1950年的249

万元，增长到1990年的51．63亿元；各项贷款从1950年的15万元，增长到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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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61．95亿元。金融服务水平与服务手段也不断提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银

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银行资金清算和划拨运用电子和卫星通讯，储蓄引

进了自动柜员机和使用电脑通存通兑。金融业运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改造传统业务。

为地方经济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若干年份湛江市银行信贷收支统计表

表l卜l 单位：万元

各项 其 中 各项 其 中

年份 存款 企业 财政性 城镇储 农村 贷款 流动资 工业 商业 乡镇企 农业 固定资

余额 存款 存款 蓄存款 存款 余额 金贷款 贷款 贷款 业贷款 贷款 产贷款

1950 249 38 209 2 15 15

1952 2264 615 1502 133 3 140 63 43 20 77

1957 2399 817 825 645 109 10346 5447 437 50lO 1877 2569

1962 7452 4243 1680 739 523 23154 20027 1675 17565 556 2902

1965 7053 3173 1792 1312 776 19204 18556 1914 16312 648

1970 15475 4550 8137 1743 1045 26745 23345 3565 19780 姗
1975 21361 1蚴 5335 3305 250l 4592l 42377 7555 2763l 267 3544

1978 23503 10739 6470 4033 2261 6934l 50819 9414 40424 703 526l 12512

1980 47916 259102 8090 7761 4077 92890 64545 1绷 48003 4064 10289 12710

1983 73902 31348 8374 20937 8081 1377l 1049I吣 32188 67448 4834 12211 17119

1985 164566 68256 1432l 44403 15762 303859 206752 61456 136374 8869 23737 2604l

1990 516304 137227 43404 277269 41121 619472 465805 177873 261052 1965l 铋l 73746

注：1969年数字不详。

若干年份湛江市农村信用社存贷业务统计表

表19__2 单位：万元

其中 其中 其中 其中
年份 存款合计 贷款合计 年份 存款合计 贷款合计

社员存款 社员存款 社员存款 社员存款

19印 874 460 1027 220 1978 4009 2385 2728 660

1 9162 9912 178 796 2914 1980 8213 5铝8 7893 2456

1965 751 314 519 364 1983 1713l 14823 l佣 8669

19r70 1152 524 1119 636 1985 33667 29458 30333 18815

1975 3246 1713 1823 590 1990 ll猁 10苎i4s暇 95912 52512



第一章金融经营机构

第一节清末民国时期金融经营机构

一、典当、钱庄、金铺

(一)典当

俗称当铺，以收取衣物等动产作为抵押，向人民群众进行放款的机构。清末民

初，典当业已相当繁盛，仅法国租占的广州湾先后有当铺20多家。赤坎有妥信、

宏泰典当，西营(今霞山)有正隆典当等。

湛江的典当业，以门店规模、资本大小和当期长短划分为当、按、押、小押

等。当铺规模较大，按店规模较小，押和小押规模更小。湛江市区内开设的多为当

铺，偏远乡镇多属押店。

典当业的内部组织形式。典当业的内部组织十分严谨，尤其是大的当铺分工明

细，职责分明。当铺的当主一般是达官巨商。管理人员按职务设有经理、坐柜、帐

房、票房、衣房、楼头、学徒、栈司。大的当铺一般10余人，押店一般2。3人。

典当业的经营办法。典当业经营是通过质押放款进行。质押物一般是金银首

饰、绸缎布匹、衣物棉被、铜锡铁器等有价值的物品。质押放款一般是质押物价值

的5～6成不等，有的高至8成，低至3成。利率一般为月息2分，期限1个月至3

年不等。双方协商同意，拍当成交，付之以据，称为“当票”。“当票”字如卷绳，

外行难于辨认，防止冒假，到期交还本息，认票赎物；若逾期无钱赎物即算“断

当”，质押物则由当铺拍卖。质押放款利息计算最低起点为1个月，1个月超1天

的按2个月计息。当票可转让流通。

湛江的当铺资本一般在1万元(银元)以上，营业额一般2万元(银元)以

上。普遍都能盈利。

(二)钱庄

或称银号，是清末民国时期的一种信用机构，主要经营存款放款和汇总业务。

湛江的钱庄，始建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至民国中期已发展初具规模，先后

开设共35家，其中开设最早的是赤坎的大丰钱庄。当时的钱庄，一般资力比较薄

弱。

业务范围。钱庄经营业务比较广泛，除开办存款、放款、汇兑业务外，还经营

金银找换、买卖国内外公债，有的还兼营花纱、布匹、土产洋杂。

存款。钱庄的存款分有浮存、长存、同业存款3种。广州湾的钱庄，存款不是

很多，但相互竞争激烈，有的钱庄主动上门兜揽存款，对大的商号每逢农历年初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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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自上门拜访，送上帐号或支票，允许透支额度。一个商号往往同时接受几家钱庄

的邀请立户。

放款。放款分浮放、长放、同业拆放、往来透支4种，钱庄的放款以能否收回

为前提，以盈利为目标，但总的还是以支持商业活动为主，以及工业品、农副产品

的收购，也有的支持囤积投机，甚至连贷款赌博者亦放。

汇款。钱庄的汇款有信汇、票汇、电汇3种，也有经营押汇的。汇款一般以附

近的梅摹、吴川、电白、高州等县市为主，有的钱庄也可通汇香港、澳门、广州、

佛山、上海等地。如澳湾大丰银号可与香港、澳门、上海、广州等地通汇。

经营。钱庄的经营比较灵活，从组织形式上有独资经营，也有合资经营，但广

州湾的钱庄大多数是合资经营，以董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设经理、外助、内勤、

会计、出纳、业务、栈司等。从经营手段上，钱庄为了盈利，有的采取暗帐的办

法，不对外公开自己的真正帐目。钱庄的信用工具是自出的本票，亦称庄票，庄票

供商人在倾销进口商品和收购土产品时大量使用，庄票成为多种贸易交割的媒介

物，实际上视同现金。由于钱庄资力薄弱，往往以发行庄票来扩大营业额，发行额

有时超出资本数倍。

盈利分配。广州湾的钱庄每年约可取得占资本额15％的净利，其分配比例约

为股东66．7％，经理10％，协理6．6％，职工16．7％。

随着新设银行的增多，钱庄、银号的业务日趋衰退，其地位逐渐被银行所代

替，在民国38年前相继倒闭。

(三)金铺

民国时期，法国租占的广州湾，计有金铺10余家。其中赤坎有大盛、天宝、

祥盛、良丰、永源兴、天成、周生生金铺等；西营有柯东盛、柯西盛、大信、南盛

金铺等。金铺的资本金以民国34年为例，一般是5—7万元(金圆券)不等。

业务范围。金铺一般的主要经营珠宝、玉器、金饰、玉石、钻石、银器、首饰、

自炼金等，有的兼营钟表、美术、徽章和钱银汇兑找换，还接受来料加工和修理。

饰品品种。金饰铺经营的饰品有金银戒子、手镯、项链、耳环；有的还兼制白

银器皿，如碗、筷、杯、盘、碟等各式用器。有的饰品加工艺术较高，或刻有龙凤

花鸟，或刻有山水人物，小巧玲珑，不失为艺术上品。

经营办法。金铺多注重收买内地出口金钞，及各种金器，改炼金饰。金饰品的

买卖，以重量计值，其成色也大致一律，无需计算，为了招徕顾客，扩大经营，有

的金铺还特设礼券，顾客持礼券可在联号通用。大的金铺在外地还设有联号，如大

盛金铺，老铺在香港，其礼券可在香港联号通用。

二、银． 行

中央银行广州湾分行 中央银行湛江分行 民国28年(1939年)，中央银行广

州湾办事处成立。内部机构设有会计、出纳、文书等课。民国29年，中央银行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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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湾办事处升格为中央银行广州湾分行(三等分行)。民国32年3月，日军占领广

州湾，中央银行广州湾分行裁撤。民国34年12月，中央银行广州湾分行恢复，改

名中国银行湛江分行，当时有职工25人，内设国库、发行、营业、会计、出纳、

文书等课。

业务经营。早期开办的业务主要是货币发行、定期存款、活期存款、同业存

款、公库存款、甲种质押贷款、同业放款、同业拆借和建立同业银行向中央银行缴

存存款准备金制度等。

在缴存准备金制度方面，中央银行广州湾分行开办后，即以核定辖内银行的缴

存准备金额，规定各家银行必须向中央银行缴存一定数额的存款准备金。

在存放款方面，民国31年(1942年)后，中央银行仅接受军政机关和银行同

业存款，其它商业存款、私人存款概不收受，放款也限于军政经费、慈善救济、国

家教育事业和民食有关的押借、同业拆放、重贴现、转抵押等。中央银行广州湾分

行建立的第一年(即民国28年)在中央银行开户的只有2家银行和3家银号，开

户单位157户，存款总余额仅18万元；民国30年在中央银行开户行增至8家，存

款户增到212户，同业存款增到79．3万元。民国30年后，广州湾金融业发展的全

盛时期，大小金融机构均在中央银行开户。民国35年，中央银行湛江分行的同业

存款36092万元，同业拆借13500万元，公库存款17324万元，银行缴存存款准备

金976万元。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中，由于通货膨胀和货币的不断贬值，存款多为活

期，定期很少，如民国34年，活期存款25763万元，定期存款仅有87万元。

在货币发行方面，中央银行广州湾分行根据其总行的政策和要求，调节货币供

给、管理货币流通。民国34年(1945年)，中央银行湛江分行恢复，时值通货恶性

膨胀，货币发行量以数十位、数百倍递增，以民国35年、民国36年、民国37年

为例，中央银行湛江分行法币发行额分别为56．4亿元、412．8亿元、3100亿元；从

民国35—37年，3年间净发行数由7．4亿元，上升至3405．3亿元。民国37年8月

19日，国民政府宣布“币制改革”废除法币，发行金圆券，以金圆券为本位币，

黄金每市两兑给金圆券200元，白银每市两兑给金圆券3元，银元每市两兑给金圆

券2元。币制改革初期，由于牌价高于市价，中央银行收入不少金银，但国民政府

采取的是通货膨胀政策，金圆券发行不久又急剧贬值，如同废纸。

中国银行广州湾办事处 中国银行湛江办事处民国27年(1938年)11月28

日，中国银行广州湾办事处成立。行址设在赤坎麦那街(今兴汉路)。民国29年，

为扩展业务在麻章设分处。民国32年2月，日军入侵广州湾，该处奉令撤退到广

西柳州。民国34年9月湛江市成立。是年12月广州湾办事处复业，改称湛江办事

处。行址设在赤坎民族路33号。民国35年该处在西营(今霞山)京华酒店设立出

入口外汇结购处。

业务。主要是办理国际结算、外贸信贷、华侨汇款及外币兑换等。该处成立正

值广州湾的“黄金时代”，西南各省出人口货运均取道广州湾，进出口业务量大，

几年间中国银行业务颇有发展。民国34年工农业生产开始复苏，商业转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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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的存、放、汇业务也不断发展。民国36年后，恶性通货膨胀，金融动荡，业

务每况愈下，民国38年，基本陷于停顿。

存款。该处设储蓄部，同时经营本币和外币存款。在本币存款方面，种类有：

活期储蓄存款、定期储蓄存款、通知储蓄存款、人寿保险储蓄存款、集体储蓄存

款、教育养老储蓄存款和特种储蓄存款，还发售节约建国储蓄券。为鼓励群众参

储，还采取各种优惠储户办法：如外币储存者结汇价从优，旅游侨胞可通讯存款

等。因此，存款逐年上升，民国29年特种活期存款27万元(法币，下同)，民国

31年上升到1029万元。定期存款民国29年8万元，民国31年31万元。在外币存

款方面，广州湾不实行外汇管制。该处开办了港币及越币(即西贡纸)的往来存

款，定期存款和暂时存款。民国29年港币往来存款1．7万元，民国31年9．2万元；

西贡纸往来存款民国29年1．1万元，民国30年0．8万元。抗日战争胜利后，该处

停办了外币存款。

贷款。该处开办初期，本币贷款对象主要是私营进出121商，贷款种类以抵押透

支和押租为主，有时也办理同业透支和同业拆放。民国34年后，为促进战后经济

恢复，该处放款以短期(最长3个月)质押贷款、出口押汇和打包放款为主，帮助

进出口商解决l临时资金周转困难。民国37年，中国银行为扩大本币资金来源，利

用外汇掉期，向中央银行取得资金，办理出口物资押汇、打包放款、出口押汇，对

当时的出口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交通银行广州湾支行交通银行湛江支行 民国29年(1940年)12月，交通

银行广州湾支行成立。民国32年2月，日军人侵广州湾，交通银行广州湾支行撤

销。抗日战争胜利后，民国36年5月1日恢复，名为交通银行湛江办事处，后升

格为支行，行址分别在赤坎南京路和西营(今霞山)逸仙北路，支行隶属交通银行

广州分行领导，营运资金也由广州分行调运。

业务经营。在业务上除经营一般商业银行的业务外，还办理侨汇，代理信托总

局的保险业务。开办初期，经办糖、油、麻等土特产品出口押汇和棉纱、棉布、纸

张、燃料等进口押汇和放款，业务开展较为活跃。自民国37年“币制改革”，同时

实施汇兑限额，停止押汇，限制物价等财经法令后，市场贸易停滞，交通公共事业

与工厂几乎停顿。因而，交通银行的业务也随之萎缩不振，存款余额在9万元(金

圆券)之间徘徊。民国37年后，湛江交通银行的贷款已基本停止，只办理少许结

算业务。

中国农民银行广州湾办事处 中国农民银行湛江办事处 民国29年(1940年)

9月，中国农民银行广州湾办事处成立。址设赤坎总督街(今和平路)，有职工6—

7人，下设文书、营业、会计、出纳、农贷等业务机构。民国32年2月，日军入侵

广州湾时关闭。民国35年5月复业后，名为中国农民银行湛江办事处，迁址赤坎

中山路136号，职员工增加到13人，内部设置增加农仓，并在海康成立农讯处，

在西营(今霞山)、茂名分别成立分理处。

开办业务。初期主要是办理普通存汇、农渔贷、押汇、抵押放款等。民国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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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946年)复业后，该处业务范围除办理普通存汇及遂溪、廉江、吴川、海康、

徐闻、湛江市农渔贷外，还陆续举办保险、信托、押汇、贴现、抵押放款等业务。

存款。农民银行广州湾办事处由于设立在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之后，吸收存款

进展不快。至民国35年7月底止，仅吸收甲种活期存款(余额)3483万元(法

币)，乙种活期存款733万元，定期存款37万元。民国36年后该处采取措施，不

遗余力，积极推进，除普通吸收一般存款外，还争取雷州盐场等大户存款，因此存

款业务有较大进展。余额由月平均6000余万元增至4—5亿元。民国37年初，存

款总余额曾一度高达18亿元。

贷款。该处复业后，民国35年奉国民政府行政院令，办理复员紧急救济农贷，

向遂溪、廉江、海康等3个县共发放救济农贷1600万元(法币，下同)。7月底，

农贷放款(包括普通农贷)余额1800万元。

民国36年(1947年)，推行实贷实收办法，以肥料实贷为中心，同时改善农产

品的收集运销，以促进农村经济复兴。成立农仓，举办保管、押款2种，利用农贷

放款，折收农产实物，推进农仓业务发展。全年农贷总额22．1亿元，其中湛江市

贷出肥料硝酸钙3161担，折价25294万元，受益团社40个，3806户，22836人，

80938亩；年贷出现金55000万元，受惠78户。是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公布紧急金

融经济措施，所有商业放款一律停止。

民国35—37年(1946。1948年)，该处经市政府审核，通过农民社团负责人

(包放包收)，贷放农贷总额91．6亿元(法币)，对发展农渔业起到一定作用。但在

贷款管理上也出现不少问题。民国37年发现有少数农民社团负责人向银行支领贷

款竞挪用贷款，有的挪用一、二个月后，才转放农民。也有截留收回贷款私自运用

渔利者。

中央合作金库湛江分理处于民国38年(1949年)3月17日成立。其业务经

营主要是办理本、外埠同业往来，活期质押放款，定期放款，农业合作放款，生产

投资等。同时也办理甲、乙种活期存款以及汇兑业务。

中央合作金库湛江分理处由于成立正值通货膨胀，加上经营时间不久，所以效

益欠佳。据民国38年上半年决算报表反映，上半年资产现金只有54万元(金圆

券、下同)，甲种活期存款仅7户，余额94万元，库往来53035万元，经营纯损

53409万元。

广东省银行广州湾支行广东省银行湛江支行 民国27年(1938年)7月，

广东省银行广州湾办事处成立，址设赤坎胜利路12号，民国28年7月1日升格为

广东省银行广州湾支行。内设业务、会计、出纳、汇款、文书等职能部门。民国

29年增设农贷部和节约建国储金支部，分别在西营(霞山)、赤坎设营业部、办事

处。民国32年2月，日军入侵，该支行一部分迁广东省银行梅蓑支行，一部分仍

留在广州湾。民国34年12月，广东省银行广州湾支行改为广东省银行湛江支行全

面恢复营业。民国38年秋，自告停办。

广东省银行广州湾支行成立后，先后开办的主要业务有，普通存汇、押汇、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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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放款、受理委托农贷、保险、节约建国储蓄、公债等。其业务情况：(1)公债发

行，民国37年6月为广东省国防公债委员会发行公债100万元。民国29年代理全

国勤储总会发行节约建国储蓄量200万元。(2)存款业务。民国29年10月底，该

行定期储蓄余额56万元(法币，下同)，活期储蓄余额91万元，活放1万元，存

放同业91万元，同业存款3万元，往来存款3万元。民国35年后，存款业务有较

大发展。月存款平均余额由4000余万元，增至近8000万元。总余额达15亿元。

(3)贷款业务。放款种类有押汇、银行承兑汇票贴现，质押放款，农业特产贷款，

短期买汇等。但以押汇为最。广州沦陷后，广州湾成为桂、黔、滇进出口中心，该

行业务也有较大发展。民国30年办理押汇5l笔，约30多亿元。质押放款6000万

元，买汇9000万元，其他代理水险、盐险、保费约l万多元。

湛江地方金库又称国库。于民国35年(1946年)4月1日设立。由市政府

委托广东省银行湛江支行代理。于市政府内办公。据湛江市政府委托广东省银行湛

江支行代理金库的合约书规定：湛江地方金库的主要任务是代理地方各项税款以及

市属各机关的现金票据、证券的出纳保管转移及财产契据等之保管事务。规定金库

存款不计利息，其经费存款及特种基金存款利率除定期性质者，由市政府与存款机

关分别与省银行另议外，所有属活期性质的各项存款，一律按周息3厘计算，每半

年结算一次。

湛江市立银行 民国35年(1946年)，湛江市郭寿华市长发起建议设立湛江市

市立银行。经筹备会议议定：股本总额2亿元，分为2万股，每股1万元；行址设

在赤坎笃行路1号(现公安局内)，该址房屋经商会评定价值作为市政府的公股参

股；市政府还通令坡头、通平(今太平)、东山、东简、硇洲区等区长召集当地绅

士商人认股，并派黄华甫、李裕华前往港澳招股；市立银行的筹备经费由市政府拨

借70万元。

成立市立银行的宗旨是：“辅助湛江市财政，调剂金融，发展实业及便利赋税

收纳”。市立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开办存放款业务、代理市库、房地产经营、储蓄、

汇兑、信托等。

市立银行于民国35年(1946年)8月1日正式成立，以后无考。

东方汇理银行广州湾分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是法国的商业银行。清光绪二十

五年(1899年)，法国租占广州湾后，为了达到其掠夺的目的，不久便在广州湾筹

备设立东方汇理银行。民国15年(1926年)，东方汇理银行广州湾分行正式成立，

行址设在西营教堂街4号。这是广州湾最早出现的银行。东方汇理银行设立后，其

开展的金融业务主要有货币发行、存款、放款和汇兑等。法国政府为控制殖民地金

融市场，给予东方汇理银行在法属印度支那发行纸币的特权，在广州湾发行了大量

越南(旧称安南)纸币——西贡币。在结算上，东方汇理银行还办理国际结算业

务，与香港有较多的外汇结算往来。

东方汇理银行在湛江设立期间，以经济侵略为目的，对华职工生活毫不关心，

尤其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更甚，曾出现全部华员总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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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7年(1948年)，东方汇理银行广州湾分行正式停业。该行在湛的23年

间，凭租占特权攫取大量财富。据民国38年湛江《大光报》载：东方汇理银行撤

离湛江时，连本市法商电灯局所存下银条和银元，数约在二万磅左右，分装为111

箱，经法国大使馆向我国当局交涉，于民国38年2月25日用炮舰载运回国。

三、保险、信托和邮政储蓄

中国农业保险公司湛江代理处民国36年(1947年)成立。这是湛江市最早

的保险机构。由中国农民银行湛江办事处代理。民国38年10月裁撤。

中央信托局湛江办事处 民国36年(1947年)8月成立。其主要业务是办理

保险、兼办公教人员与事业单位人员储蓄和国际贸易，开办不久，终因业务清淡，

不能维持。由此，信托局湛江办事处的业务由中央银行代理，经理也由中央银行湛

江分行行长张旭春兼任，县以下的保险业务委托广东省银行湛江支行办理。

湛江邮政储金汇业局于民国34年(1945年)成立，由邮政局代办，采取一

套人员两个牌子的办法，开办业务范围按照总局的规定主要是吸收储金，办理国内

外汇兑及举办简易人寿保险业务。湛江邮政储金汇业局开办后，由于当时湛江各种

银行、银号已相继建立，因此，业务竞争相当激烈。湛江邮政储金汇业局在竞争中

略处劣势，业务发展欠佳，一年一般汇兑总额仅10万元左右，储金也只有几万元。

湛江邮政储金汇业局为了竞争，常以压低汇费以招揽汇款，但终因恶性通货膨胀，

储金者甚少，业务始终没有多大发展。

第二节新中国成立后金融经营机构

一、银 行

中国人民银行湛江分行1950年1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湛江支行成立，址

设赤坎南京路2号。1952年2月10日，人民银行湛江支行改称高雷专区中心支行，

督导全区，西营分理处改为湛江市支行。1952年中心支行改为粤西办事处，1956

年3月1日，粤西办事处改为湛江专区中心支行。1979年10月行址迁大庆6路10

号(今霞赤6路10号)。1984年1月，湛江地区中心支行改称湛江市支行；原湛江

市支行改为湛江市支行营业部。1984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湛江市支行改称

为中国人民银行湛江分行。

职能。1984年前，人民银行行使职能主要是：(1)掌管货币发行，调节货币

流通；(2)办理流动资金和中短期设备贷款；(3)通过现金管理、划拨清算、对国

家机构、国营企业、合作社的财务经营进行统计与监督；(4)管理与经营外汇及贵

金属，办理国际收支与清算；(5)掌握金融行政，监督私营、公私合营及外商金融

业，管理金融市场；(6)经理国库，执行国家预算的出纳事宜；(7)办理国家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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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行事宜；(8)领导专业银行和国营保险公司；(9)掌管其它有关金融事业。

1984年，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分设后，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再兼

办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根据国家规定的金融方针、政策和国家信贷计划，调节全

市信贷资金和市场货币流通，协调、指导、监督、检查专业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的

业务活动。主要职责是：(1)贯彻执行国家统一的金融方针、政策、法令和基本制

度以及省行按照广东实际制定的具体细则和实施办法；(2)管理各专业银行缴存的

存款，调节借贷资金；(3)管理本辖区货币发行和调拨，销毁残钞，调节市场货币

流通；(4)管理外汇、金银；(5)管理金融市场；(6)代理国家财政金库和国库券

发行，办理机关、团体、部队存款；(7)审查、上报本辖区办事处建制以上各金融

机构和审批办事处建制以下金融机构的设置和撤并；(8)协调、指导、监督、检查

本辖区各专业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9)管理票据交换，办理各金融机

构之间的资金结算；(10)开展调查研究，传递金融信息，搞好综合反映，为宏观

经济决策服务。

内部机构设置。1950年设业务、农金、会计、出纳、人事、秘书、发行共7

个股室。1952年增设计划、督导股。1956年改农金科为商业信贷科、地方业务科。

1958年增设国外业务部。1967年设生产办公室、城乡金融组、政治办、发行库、

国外业务部5个科室。1972年增加保险公司，1979年设人事、办公室、计划、工

业信贷、商业信贷、储蓄、会计、出纳、发行8个科室。1981年增设监保科、金

融研究室、工会办、营业部。1984年设人事、计划、会计、监保、发行、金管、

办公室、调查研究室、营业部共9个科室部办。1990年增设保卫、稽核、纪检、

科技、教育、工会、监察共17个科室部办。

分支机构。1950年，人民银行湛江支行辖属分支机构有：徐闻、海康、遂溪、

廉江、化州、茂名、信宜、电白、梅茂、吴川、合浦、灵山、防城、钦县及湛江市

15个县、市支行。1953年，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粤西办事处下辖开平、台山、恩

平、阳江、阳春、徐闻、海康、遂溪、廉江、化州、吴川、茂名、信宜，电白、雷

东、湛江等16县市支行。支行下属办事处、营业所171个。1966年辖属徐闻、海

康、遂溪、廉江、化州、吴川、高州、信宜、阳江、阳春、茂名、电白、湛江市

13个县市支行。支行以下营业所189个，办事处4个、储蓄所30个、工作组2个。

1984年湛江地区中心支行改建为新的湛江支行，辖属徐闻、海康、遂溪、廉江、

吴川5个县支行。1990年辖属6个支行(增设开发区支行)、2个营业部、2个中心

(外汇调剂中心、融资中心)。

国家外汇管理局湛江分局 1982年3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湛江分局正式对外

挂牌办公(分设前是中国银行湛江支行外汇管理科，分设后仍与中国银行湛江分行

合署办公)。址设霞山移山路133号(今洪屋路125号2楼)。1985年6月，国家外

汇管理局湛江分局从中国银行湛江分行分出。1990年3月28日，址迁霞山民享路

23号之一。

职能。(1)贯彻执行和宣传国家外汇管理的方针、政策及法规，结合本地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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