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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按现行行政区域名称定名《湛江金融志》，列入“湛江市地

方志丛书矽，是湛江市第一部金融志书。文中所称湛江市，即现行湛江的

五县四区(吴川县，徐闻县、海康县、遂溪县、廉江县，赤坎区、霞山
区、坡头区、郊区)o

；、本志所称湛江市区，是指原广州湾租借地及现行的赤坎区、霞山

区、．坡头区、郊区。

三、本志采取横排竖写，按机构、货币，业务、科研与职工队伍、附

录等门类，综述各个时期湛江金融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建国前的金融业务

状况在机构中一并叙述。全书共分12篇48章120节及若干细目约40万字。

四、本志用语体文记述。忠于史实，用事实说话，一般不加评论。

五、本志编写时限。所载事物发端清末，下限为1990年，以“略古详

今”“略远详近"“略同详异”为原则，叙述湛江市近百年的金融史实。

重点反映建国以来的金融活动。对1990年后的一些突出情况则有所延述。

对建国前的一些突出事件，建国后金融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些典型及银

行信贷收支表则在附录中续记o

六、本志使用的货币名称及金额。建国前均按当时通用货币编列。建

国后通用的人民币，1955年2月底前为旧人民币，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

人民币，为便于计算和比较，统一折算为新人民币“元黟。

七、本志所称“建国前”指1949年10月1日前，建国后指1949年10月1

日后o “广州湾时期"指1899年至1945年8月。

八，名词简称：志文中所述“党’’是指中国共产党，． “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是指“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黟。文中所述“人，工，

农，中、建、保"是指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

国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或简称为人行，工行，

农行、中行、建行，保险公司。农村信用社简称信社，城市信用社简称城

信社。在1983卑9月未撤销地区建制前，湛江人行(或人行中支)是指专

(地)区人行，简称人行中支，市人行、市农行，市建行是指湛江市人民

银行、湛江市农业银行、湛江市建设银行。

九，彩页从第10页起至76页是该书出版赞助单位，不受写作下限时问
限制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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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的雷州半岛上，背靠大西南，东出南海通太

平洋，南隔琼州海峡与海南岛为邻，西临北部湾与中南半岛相望。地跨东

经109度31分至110度55分，北纬20度12分至北纬21度35分≮间，

总面积12471平方公里，人口546万，是闻名全国的海港城市。

湛江市下辖吴JIl、徐闻、海康、遂溪、廉江五县。早在新石器时代中

晚期，雷州半岛上已有先民在此栖息、繁衍。由于酋然环境恶劣，先民们

刀耕火种，尽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然只能勉强维持生计。随着生产

力的进一步发展，到了秦汉时，剩余产品开始出现，公元前100年左右，

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货币开始流入本土。汉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朝

代更换，各朝的钱币都先后在此流通。根据考古发掘，湛江市流通过的各

朝各代钱币，从西汉的五铢钱到清末的宣统通宝计有近80种。晚清时候，

湛江货币流通沿清制，实行钱银平行本位，最早以制钱为主，1889年广东

开铸银元以后，以银元为主；辛亥革命以后以毫银为本位货币，1 935年国

民政府废止银本位，实行法币制度直到1949年。1899年广州湾沦为法国

租借地，湛江市区的货币流通也具有殖民地特色。在广州湾租借地范围内

与法国殖民地当局发生的一切财政税收、罚没收入、经济往泰、银行收付，

一律使用东方汇理银行发行的越南币(又称法纸、西贡纸或安南纸)。但

民间商民交收基本与四邻各县相同，实行银本位制。1935年国民政府废止

银本位制，实行纸币制度，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也还渐流入广州湾，市民

交收以法币为主，同时也有银币、港币流通争日占广州湾时期(1943年2

月～1945年8月)，日军威逼市民接受军用票及汪伪政权发行的中储券，

均遭市民抵制，仍以法币、港币或毫银计价流通。由于国民政府实行恶性

通货膨胀政策，1948年珐币彻底崩溃。同年8月国民政府推出全元券，不

．1 D1



到一年，金元券又急剧贬值，物价暴涨。至此，国民政府的货币再不能取

信于民。商民纷纷以银元、港币甚至大米为本位，计价流通。到1949年

湛江解放前夕，市面上交易已基本不使用金元券，而是以银元及港币为主

要流通手段。

我国早在唐代就出现了经营货币信用业务的金融业，由于湛江市地处

边陲，在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较迟，加上法占广州湾后，不事生产经营，

只耽于娱乐消费，重视抽烟、赌、娼税，经济发展缓慢，工业基础全无，

商业也不发这。为此，金融事业发展特迟。金融机构的出现则是清代中期

的事。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顺德人李锡丰在海康县雷城镇开设

“同丰"当铺，这是湛江市有史可考的最早金融机构。如到了清末民国时

期，湛江典当业已相当兴盛，先后有当铺20多家。赤坎有发信宏泰典当，

德昌典当；西营有正隆典当等。典当业的内部组织十分严谨，尤其是大的

当铺分工明细、职贵分明，经营通过质押放款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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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湛江的钱庄始建于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至民国中期已有相当

规模，全市先后开设共35家。钱庄业务经营比较广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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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还兼营花纱土

产洋杂。

1926年，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在西营(今霞山)教．堂街4号挂牌开业，

这是湛江最早出现的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金融业务主要有货币发行、

存款、放款、汇兑和国际结算，法国政府授予东方汇理银行在法属印度支

那殖民地发行纸币的特权，其在湛江开办到停业关闭，历时23年，向湛

江输入大量越南纸币——西贡纸，掠夺了大量财富。1938年10月及1941

年底，广州、香港先后沦陷，唯独广州湾尚能囱由贸易。，一跃而成为我国

西南沿海正常出入的商业重镇和航运中心，沦陷区的居民来此避难，上海、

广州等地的大商号，纷纷来此开办钱庄、银号、商启、酒楼，广州湾一时

商贾云集，盛极一方，全驻业进入空前的繁荣时期。1938年7月广东省银

行广州湾办事处成立；11月，中国银行广州湾办事处挂牌；其后，中央银

行、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均在广州湾设立机构。1943年2月日军占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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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湾，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悉数撤退。日军投降后，中央银

行等又相继复业，稍后，中央合作金库、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等

又相继建立。

各金融机构成立初期，由于正值广州湾的黄金时代，几年阍业务都颇

有发展。1946年以后，由于战时来湛避难的外地客商纷纷离去，加上国民

政府滥发纸币，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各行业务难于开展。1949年湛江解

放前夕，’各家银行业务已基本停办。
‘

1949年12月19日，湛江解放。同年12月，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

了旧中国的中央银行湛江分行、中国银行湛江办事处等金融机构，在此基

础上，湛江相继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交

通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1952年全国各大区银行行长会议作出《关于各级

银行机构调整问题钓决定》，强调银行不划分系统，各银行都作为人民银

行内部的一个组成部分，湛江市多家金融机构并存的局面逐步改变。特别

是随着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农村实现合作化

和人民公社化，与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金融业向大一统

的国家银行体系过渡。从50年代中期到1979年以前，湛江市只有人民银

行一寐金融机构。1979年以后，国家经济体制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有

计划的商品经济过渡，’湛江市大一统的国家银行体制又有了改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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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改贷"，成

为真正的银行；人民银行和工商银行分设，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

湛江发展银行及信托投资公司、城市信用合作社、湛江证券公司等非银行

金融机构相继建立。到1990年，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以中

央银行为领导，国家专业银行为主体，其他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金

融体系初步形成。金融机构从1950年的22个发展到1990年的1420个，

从业人员由507人增加到10745人。

人民银行在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之前，既开展一般的银行业务，又

担负宏观调控的使命，代理国家全库，负责货币发行等。1950年1月，人
3

l l



民银行湛江支行正式在湛江发行第一套人民币。人民币的发行迅速地占领

了市场，驱适了建国前在湛江市场上流通的银元、毫银、港币、西贡纸等，

从而统一了货币流通，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金融物价，支持了湛江市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

． 1953年到1965年，是湛江金融业第一个黄金发展时期。金融机构从

中心城市还步往下延伸到农村集镇，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社会闲散资金，支

持工农业生产、商品流通和人民生活的资金需要，支挣了港口、机场、铁t

路、公路、水利等一大批重点工程的建设，为湛江市经济街进一步发展奠

定了基础。1965年，湛江市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4083万元，比1952年增

长1．3倍，同期银行各项存款余额和各项贷款余额分别增长2倍和136

倍。 ．

“文化大革命"时期，湛江市经济与金融发展都遭到极大的破坏。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湛江市金融业进入第二个黄金发展时期，主要表

现为：各个国有专业银行、保险公司相继从人民银行分出，还步恢复其传

统业务并拓展新的业务领域；银行改革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更有效地支持

湛江经济的发展。

1 984年以后，金融业步入高速发展时期：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

职能，管理、监督和协调湛江金融业的发展；各家专业银行普遍设立县级

支行，围绕网点建设和业务拓展开展竞争；金融业务开展了交叉，金融服

务水平和服务手段不断提高；金融市场特别是同业拆借市场日趋活跃，证

券市场开始起步；电子联行清算、电脑储蓄通存通兑、雷动柜员机的引进，

．金融业运用最新科学技术改造传统业务；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发展银行、

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先后开办了外汇业务，中国银行独家经营外汇业务的局

面被打破。保险业务也迅速发展，保险种类及保险金额不断扩大，至1990

年，已开办的各类保险险种速50多种、保费收入1亿元，保险巳成为国

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重要保障。

1979年到1990年，全市各项存款增长17．8倍，各项贷款增长7．4

倍；同期，湛江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2倍，对外贸易创汇增长’2倍。金

融事业．的高速发展，保证了湛江市国民经济高速稳定发展的资金需要。
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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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湛江分公司⋯⋯⋯⋯⋯⋯⋯⋯⋯⋯(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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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广东发展银行湛江分行⋯。⋯⋯⋯⋯⋯⋯⋯⋯⋯⋯⋯⋯(51)

第九节湛江国际信托投资公司⋯⋯⋯⋯⋯⋯⋯⋯⋯⋯⋯⋯⋯(53)

第十节投资银行湛江市分行⋯⋯⋯⋯⋯⋯⋯⋯⋯⋯⋯⋯⋯⋯(56)

第十一节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发展公司⋯⋯⋯⋯⋯⋯⋯⋯⋯(57)

第十二节湛江证券(有限)公司⋯⋯⋯⋯⋯⋯·⋯⋯一⋯⋯一(60R)
第十三节湛江农村信用合作社⋯⋯⋯⋯⋯⋯⋯⋯⋯⋯⋯⋯⋯(62)

第十四节湛江城市信用合作社00000 0⋯⋯⋯⋯⋯⋯⋯⋯⋯⋯⋯(68)

第十五节邮政储蓄⋯⋯⋯⋯⋯⋯⋯⋯⋯⋯⋯⋯⋯⋯⋯⋯⋯⋯(71)

第十六节湛江市赤坎典当公司⋯⋯⋯⋯⋯⋯⋯⋯⋯⋯⋯⋯⋯(73)

第二篇货币及货币流通

第一章货． 币⋯⋯⋯⋯⋯⋯⋯⋯⋯⋯⋯⋯⋯⋯⋯⋯⋯⋯⋯⋯⋯(76)

· 第一节金属货币⋯⋯⋯⋯⋯⋯000 000⋯⋯⋯D o o⋯⋯⋯⋯⋯⋯(76)

一、银两⋯OQI⋯000⋯⋯⋯⋯⋯⋯⋯⋯⋯⋯⋯⋯⋯⋯⋯⋯⋯OOO(76)

二、银元⋯⋯⋯⋯⋯⋯⋯⋯⋯⋯⋯⋯⋯⋯⋯⋯⋯⋯⋯⋯⋯⋯(76)

三、铜仙⋯⋯⋯⋯⋯⋯⋯⋯⋯⋯⋯⋯⋯⋯⋯⋯⋯⋯⋯⋯⋯⋯(77)

。第二节清末及民国时期的纸币⋯⋯⋯⋯⋯⋯⋯⋯⋯⋯⋯⋯⋯(77)

一、法币关金券⋯⋯⋯⋯⋯⋯⋯⋯⋯⋯⋯⋯⋯⋯⋯⋯⋯⋯(77)

二、金圆券银圆券⋯⋯⋯⋯⋯⋯⋯⋯⋯⋯⋯⋯⋯⋯⋯⋯⋯(78)

三、大洋票Q O⋯⋯⋯⋯⋯⋯⋯⋯⋯⋯⋯⋯⋯⋯⋯⋯⋯⋯⋯⋯(79)

四、港元⋯⋯⋯⋯⋯⋯⋯⋯·⋯·⋯⋯⋯⋯⋯⋯．⋯⋯···⋯·⋯(79)

五、西贡纸⋯⋯⋯⋯⋯⋯⋯⋯⋯⋯⋯⋯⋯⋯⋯⋯⋯⋯⋯⋯⋯(80)

六、军用票⋯⋯⋯⋯⋯⋯⋯⋯⋯⋯O⋯⋯⋯⋯⋯⋯⋯⋯⋯⋯“(80)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货币⋯⋯⋯⋯⋯⋯⋯⋯⋯⋯⋯⋯⋯⋯(80)

一、人民币⋯⋯⋯⋯⋯⋯⋯⋯⋯⋯⋯⋯⋯⋯⋯⋯⋯⋯⋯⋯⋯(80)

二、外汇兑换券⋯⋯⋯⋯⋯⋯⋯⋯⋯⋯⋯⋯⋯⋯·⋯⋯一OQI O OQ(91)

三、本票⋯⋯⋯⋯⋯··ill 00·⋯⋯⋯⋯⋯⋯⋯⋯⋯⋯⋯⋯⋯⋯(92)

第二章货币流通⋯⋯⋯⋯⋯⋯⋯⋯⋯⋯⋯o·O⋯⋯⋯⋯⋯⋯⋯⋯·(93)

第一节建国前货币流通⋯⋯⋯⋯⋯⋯⋯⋯⋯⋯⋯⋯⋯⋯⋯⋯(93)

第二节1978年前货币流通情况⋯⋯⋯⋯⋯⋯⋯⋯⋯⋯⋯⋯(98)

第三节1979年后货币流通情况⋯⋯⋯⋯⋯⋯⋯⋯000 00·⋯⋯(104)

第三章货币管理⋯⋯⋯⋯⋯⋯⋯⋯⋯⋯⋯⋯⋯⋯⋯⋯⋯⋯⋯⋯(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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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货币发行管理⋯⋯⋯⋯⋯⋯⋯⋯⋯⋯⋯⋯⋯“‘⋯⋯·

第二节现金管理⋯⋯⋯⋯⋯⋯⋯⋯⋯⋯⋯⋯⋯⋯⋯⋯⋯一·

．第三节工资基金管理⋯⋯⋯⋯⋯⋯⋯⋯⋯⋯⋯⋯⋯⋯⋯⋯

附表：1950"---'1990年湛江市货币投放、回笼情况表⋯⋯⋯

第三篇城镇储蓄及机关团体存款

第一章建国前的储蓄⋯⋯⋯⋯⋯⋯⋯⋯⋯⋯⋯⋯⋯⋯⋯⋯⋯⋯

第一节广州湾、民国时期湛江市储蓄业务概况⋯⋯⋯⋯⋯

第二节开展储蓄的办法⋯⋯⋯⋯⋯⋯⋯o⋯⋯⋯⋯⋯⋯⋯

第三节储蓄的管理⋯⋯⋯⋯⋯⋯⋯⋯⋯⋯⋯⋯⋯⋯⋯⋯⋯

第二章 新中国的人民储蓄事业．．．⋯⋯⋯⋯⋯⋯⋯⋯⋯⋯⋯⋯⋯

第一节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城镇储蓄⋯⋯⋯⋯⋯⋯⋯⋯⋯

第二节第一个五年计划及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储蓄业务⋯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储蓄⋯··⋯⋯⋯⋯⋯⋯⋯⋯·

第四节改革开放后的城镇储蓄⋯⋯⋯⋯⋯⋯⋯⋯⋯⋯⋯⋯

第三章机关团体存款⋯⋯⋯⋯⋯⋯⋯⋯⋯⋯⋯⋯⋯⋯⋯⋯⋯⋯

． 第四篇人民银行的专项贷款及再贷款

第一章专项贷款⋯⋯⋯⋯⋯⋯⋯⋯⋯⋯⋯⋯⋯·：⋯⋯··：⋯⋯·⋯

第一节地方经济开发贷款⋯⋯⋯⋯⋯⋯⋯⋯⋯⋯⋯⋯⋯⋯

第二节购买外汇额度人民币贷款⋯⋯⋯⋯⋯⋯⋯⋯⋯⋯⋯

第三节沿海城市及经济特区开发性贷款⋯⋯⋯⋯⋯⋯⋯⋯

第四节外汇抵押人民币贷款⋯⋯⋯⋯⋯⋯⋯⋯⋯⋯⋯⋯⋯

附：专项贷款统计表⋯⋯⋯⋯”⋯⋯⋯⋯⋯⋯⋯⋯⋯⋯⋯·

专项贷款重点支持项目表一⋯⋯⋯⋯⋯⋯⋯⋯⋯⋯⋯·

第二章再．贷款⋯⋯⋯⋯⋯⋯⋯⋯⋯⋯⋯⋯⋯⋯⋯⋯⋯⋯·”

’第一节人民银行再贷款的形成及其资金来源⋯⋯⋯⋯⋯⋯

，第二节人民银行再贷款的管理⋯⋯⋯⋯⋯⋯⋯⋯⋯⋯⋯⋯

第五篇城市金融
‘

第一章概 况’⋯⋯⋯⋯⋯⋯⋯．-⋯⋯⋯⋯⋯⋯⋯⋯⋯⋯⋯⋯”

第二章工商企业存款⋯．．．⋯⋯⋯⋯⋯⋯⋯⋯⋯⋯⋯⋯⋯⋯⋯⋯

第一节企业存款政策⋯⋯⋯⋯⋯⋯⋯⋯⋯⋯⋯·⋯⋯⋯⋯一

第二节企业存款的发展⋯⋯⋯⋯⋯⋯⋯⋯⋯⋯⋯⋯⋯⋯⋯

(109)

(114)

(115)

(117)

(121)

(121)

(122)

(124)

(126)

(126)

(127)

(129)

(130)

(133)

(136)

(136)
k

(136)

(137)

(137)

(138)

(138)

(140)

(140)

(141)

(146)

(150)

(150)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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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工商企业贷款政策、原则及种类⋯⋯⋯⋯⋯⋯⋯⋯⋯⋯(156)

第一节 工商企业贷款政策⋯⋯⋯⋯⋯⋯⋯⋯⋯⋯⋯⋯⋯⋯(156)

第二节 工商企业贷款原则⋯⋯⋯⋯⋯⋯⋯⋯⋯⋯⋯⋯⋯一(157)
第三节 贷款种类⋯⋯⋯⋯⋯⋯⋯⋯⋯⋯⋯00 0 0·0⋯⋯⋯⋯⋯(158)

第四章 工商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一·一一·一⋯⋯一一⋯⋯⋯⋯⋯(159)
第一节工业贷款⋯⋯⋯⋯⋯⋯⋯⋯⋯⋯⋯⋯⋯⋯⋯⋯⋯⋯(159)

第二节商业贷款⋯⋯⋯⋯⋯⋯⋯⋯⋯⋯⋯⋯⋯⋯⋯⋯⋯⋯(171)

第五章 工商企业固定资产贷款一⋯⋯⋯⋯⋯⋯⋯⋯⋯⋯⋯⋯⋯(186)

第一节基建及技改贷款⋯⋯⋯⋯⋯⋯⋯⋯⋯⋯⋯⋯⋯⋯⋯(186)

第二节信托业务⋯⋯⋯⋯⋯⋯⋯⋯⋯-⋯⋯⋯⋯⋯⋯⋯⋯(188)

第六篇农村金融

第一章概况⋯⋯⋯⋯··：⋯⋯⋯⋯⋯⋯⋯⋯⋯⋯⋯⋯⋯⋯⋯⋯(192)

第二章农村存款⋯⋯⋯⋯⋯⋯⋯⋯⋯⋯⋯⋯⋯⋯⋯⋯⋯⋯⋯⋯(195)

第一节农村存款内容及发展概况⋯⋯⋯⋯⋯⋯⋯⋯⋯⋯⋯(195)

第二节农村储蓄存款⋯⋯⋯⋯⋯⋯⋯⋯⋯⋯⋯⋯⋯⋯⋯⋯(195)

第三节农村企事业存款⋯⋯⋯⋯⋯⋯⋯⋯⋯⋯⋯⋯⋯⋯⋯(204)

第三章农村贷款⋯⋯⋯⋯⋯⋯⋯⋯⋯⋯⋯⋯⋯⋯⋯⋯⋯⋯⋯⋯(206)

第一节农业贷款⋯⋯⋯⋯⋯⋯⋯⋯010 0··⋯⋯⋯⋯⋯⋯⋯⋯(206)

第二节农村工商业贷款⋯⋯⋯⋯⋯⋯⋯⋯山⋯⋯⋯⋯⋯⋯(217)

第三节农业贷款的豁免⋯⋯⋯OOO OO Q⋯⋯⋯⋯⋯⋯⋯⋯⋯⋯(222)

第四章企业管理与经济核算⋯⋯⋯⋯⋯⋯··j⋯⋯⋯⋯⋯⋯⋯⋯·(224)

第五章农村社队会计辅导⋯⋯⋯900,O·O⋯⋯⋯⋯⋯⋯⋯⋯⋯⋯⋯(227)

第六章农村信用合作社⋯⋯⋯⋯⋯⋯⋯⋯⋯⋯⋯⋯⋯⋯⋯⋯⋯·(230)

第一节农村信用社的建立与发展⋯⋯⋯⋯⋯⋯⋯⋯⋯⋯⋯(230)

第二节农村信用社的资金组织及运用⋯⋯⋯⋯⋯⋯⋯⋯⋯(234)

第三节农村信用社的体制改革⋯⋯⋯⋯⋯⋯⋯⋯⋯⋯⋯⋯(241)

第七篇国际金融

第一章概 况⋯⋯⋯⋯⋯⋯⋯⋯⋯⋯⋯⋯⋯⋯⋯⋯⋯⋯⋯⋯(245)

第二章存 款⋯⋯⋯⋯⋯⋯⋯“⋯⋯⋯⋯⋯⋯⋯’⋯⋯⋯⋯⋯(247)

第一节本币存款⋯⋯⋯⋯⋯⋯⋯⋯⋯⋯⋯⋯⋯⋯⋯⋯⋯⋯(247)

第二节外币存款⋯⋯⋯⋯⋯⋯⋯⋯⋯⋯⋯⋯⋯⋯⋯⋯⋯⋯(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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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贷 款⋯⋯⋯⋯⋯⋯⋯⋯⋯⋯⋯⋯⋯⋯⋯⋯⋯”⋯⋯·(254)

第一节本币贷款⋯⋯⋯⋯⋯⋯⋯⋯⋯⋯⋯⋯⋯⋯⋯⋯⋯⋯(254)

第二节外汇贷款⋯⋯⋯⋯⋯⋯j⋯⋯；⋯⋯⋯⋯⋯．．．⋯⋯⋯·(262)

第四章 国际结算⋯⋯⋯⋯⋯⋯⋯⋯⋯⋯·⋯⋯⋯⋯⋯⋯000 ooq 000⋯(266)

第一节国际贸易结算⋯⋯⋯⋯⋯⋯⋯⋯⋯⋯”⋯⋯·000-oo ooQ(266)

第二节非贸易外汇结算⋯”-⋯⋯·⋯⋯⋯⋯⋯⋯⋯⋯⋯⋯”(272)

第五章 华侨汇款与华侨服务部⋯⋯⋯⋯⋯⋯⋯0-00 WOt⋯⋯⋯⋯⋯(275)

第一节华侨汇款⋯⋯⋯⋯⋯⋯⋯⋯⋯⋯⋯⋯⋯⋯⋯⋯⋯⋯(276)

第二节华侨服务部⋯⋯⋯⋯⋯⋯⋯⋯⋯⋯⋯⋯．．．⋯⋯⋯”i(280)

第八篇投资金融 ‘!

第一章概 况⋯⋯⋯⋯⋯⋯⋯”“⋯⋯⋯⋯⋯⋯⋯⋯⋯⋯⋯”(282)

第二章 固定资产投资管理⋯000 000000 OQdt,001⋯⋯⋯⋯⋯⋯⋯⋯⋯⋯(285)

第一节预算内基本建设拨款管理⋯000000⋯⋯。⋯⋯⋯⋯⋯(285)

第二节 自筹基建资金管理⋯⋯⋯一··00．0·,0⋯⋯⋯⋯⋯⋯⋯⋯(294)

第三章信贷管理⋯⋯⋯t⋯⋯⋯⋯⋯⋯⋯⋯⋯⋯⋯⋯⋯⋯⋯⋯··(299)

。第一节存 款⋯⋯⋯⋯⋯⋯⋯⋯⋯⋯⋯⋯⋯⋯⋯⋯⋯⋯(299)

第二节贷 款⋯⋯⋯⋯⋯⋯一⋯⋯⋯⋯⋯⋯⋯⋯⋯⋯⋯·(302)

第三节信贷计划管理一00111·4P⋯⋯⋯⋯⋯⋯⋯⋯⋯⋯⋯⋯⋯(305)

第四节贷款利率000000⋯⋯⋯⋯⋯⋯⋯⋯⋯⋯⋯⋯⋯⋯⋯⋯(308)

第四章建筑经济管理⋯⋯⋯⋯⋯⋯⋯⋯⋯⋯”?⋯⋯⋯⋯⋯⋯·0t11(310)

第一节建筑安装工程预结算审查⋯．0 0 00．⋯⋯⋯⋯⋯⋯⋯⋯(310)

第二节施工企业财务管理与监督⋯⋯⋯⋯⋯⋯⋯⋯⋯⋯⋯(314)

第五章信托委托投资业务⋯⋯⋯⋯⋯⋯⋯⋯⋯⋯⋯⋯⋯⋯⋯⋯(319)

第一节机构设置⋯⋯⋯⋯⋯⋯⋯⋯⋯⋯⋯⋯⋯⋯．．．一⋯⋯”(319)

第二节业务发展⋯⋯⋯⋯⋯⋯⋯⋯⋯⋯⋯⋯⋯⋯⋯⋯⋯⋯(319)

附：一、湛江市建设银行历年存贷款年末余额汇总表m(321)

二、贷款利率表⋯⋯⋯⋯t．．⋯⋯⋯⋯⋯⋯⋯⋯⋯⋯·(322)

第九篇保险业务

第一章概 况⋯⋯⋯⋯⋯⋯⋯⋯⋯⋯⋯⋯⋯⋯⋯⋯⋯⋯⋯”(325)
第二章 国内保险业务⋯；⋯⋯⋯．．．⋯⋯⋯⋯⋯⋯⋯⋯⋯⋯⋯⋯··(329)

第一节企业财产保险⋯⋯⋯⋯⋯⋯⋯⋯⋯⋯⋯⋯⋯⋯⋯⋯(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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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家庭财产保险⋯⋯⋯⋯⋯⋯⋯⋯⋯⋯⋯⋯⋯⋯．．．⋯(332)

第三节机动车辆及第三者责任保险⋯⋯⋯⋯⋯⋯⋯⋯⋯⋯(334)

第四节货物运输保险⋯⋯⋯⋯⋯⋯⋯⋯⋯⋯⋯⋯⋯⋯⋯⋯(336)

第五节农村种植保险、养殖保险⋯⋯⋯⋯⋯⋯⋯⋯⋯⋯⋯(339)

第六节船舶保险⋯⋯⋯一⋯⋯·一⋯i⋯⋯一一⋯⋯⋯⋯⋯⋯一(341)
第七节人身保险⋯⋯⋯⋯⋯⋯⋯⋯⋯⋯⋯⋯⋯⋯⋯⋯⋯⋯(343)

第三章涉外保险业务⋯⋯⋯⋯⋯⋯⋯⋯⋯⋯⋯⋯⋯⋯⋯⋯⋯⋯(349)

第一节进出口货物运输保险⋯⋯⋯⋯⋯⋯⋯⋯⋯⋯⋯⋯⋯(349)

第二节海上石油开发保险⋯⋯⋯⋯⋯⋯⋯⋯⋯⋯⋯⋯⋯⋯(351)

第三节其它涉外保险⋯⋯⋯⋯⋯⋯⋯⋯⋯⋯⋯⋯⋯⋯⋯⋯(352)

第四章保险防灾防损与理赔⋯⋯⋯⋯⋯⋯⋯⋯⋯⋯⋯⋯⋯⋯⋯(355)

第一节保险防灾防损⋯⋯⋯⋯⋯⋯⋯⋯⋯⋯⋯⋯⋯⋯⋯⋯(355)

第二节保险理赔及其重大赔案选录⋯⋯⋯⋯⋯⋯⋯⋯⋯⋯(358)

附表一、1951年至1958年湛江市国内保险业务统计表⋯⋯(371)

附表二、1980年至1990年湛江市国内保险业务统计表⋯⋯(372)

附表三、1953年至1979年湛江市涉外保险业务统计表⋯⋯(373)

附表四、1980年至1990年湛江市涉外保险业务统计表⋯⋯(374)

． 第十篇会计核算与结算·

第一章核算制度⋯⋯⋯⋯⋯⋯⋯⋯⋯⋯⋯⋯⋯⋯⋯⋯⋯⋯⋯⋯(377)

第一节．会计制度沿革⋯⋯⋯⋯⋯⋯⋯⋯⋯⋯⋯⋯⋯⋯⋯⋯(377)

第二节1979年后的会计制度⋯⋯⋯⋯⋯⋯⋯⋯⋯⋯⋯⋯⋯(380)

第二章银行转帐结算⋯⋯⋯⋯⋯⋯⋯⋯⋯⋯⋯⋯⋯⋯⋯⋯⋯⋯(382)

第一节异地结算⋯⋯⋯⋯⋯⋯⋯⋯⋯⋯⋯⋯⋯⋯⋯“⋯⋯·(383)

第二节同城结算⋯⋯⋯⋯⋯⋯⋯⋯⋯⋯⋯⋯⋯⋯-⋯⋯⋯(384)

第三节同城票据交换清算中心⋯⋯一⋯⋯⋯⋯⋯⋯·0·0⋯⋯(386)

第四节电子区辖往来和电子联行⋯⋯⋯⋯⋯⋯⋯⋯⋯⋯⋯(386)

第三章 国库业务⋯⋯⋯⋯⋯⋯⋯⋯⋯⋯⋯一⋯⋯⋯⋯⋯⋯⋯一(389)

第十一篇金融管理

第一章综合信贷计划与管理⋯⋯⋯⋯⋯⋯⋯⋯⋯⋯⋯⋯⋯⋯⋯(392)

第一节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及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信贷计划管理
=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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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信贷计划管理⋯(395)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信贷计划管理⋯⋯⋯⋯⋯⋯(398)

第四节改革开放后的信贷计划管理⋯⋯⋯⋯⋯⋯⋯⋯⋯⋯(399)

第二章外汇管理·．．⋯··00 00·⋯·。⋯⋯⋯⋯⋯⋯⋯⋯⋯⋯⋯⋯⋯⋯一(404)

第一节概况⋯·‘⋯⋯”‘⋯⋯⋯⋯⋯⋯⋯⋯⋯⋯”⋯⋯⋯⋯·(404)

第二节建国前的外汇管理⋯⋯⋯⋯⋯”⋯⋯⋯⋯⋯⋯⋯⋯·(404)

第三节建国后的外汇管理⋯⋯⋯⋯⋯⋯⋯⋯⋯⋯⋯⋯⋯一·(406)

第三章金银管理⋯⋯⋯⋯⋯⋯··二-．-⋯⋯一⋯·oo,otPo eeo⋯⋯⋯⋯⋯(416)

第一节金银行政管理⋯⋯⋯⋯⋯”“⋯⋯⋯⋯⋯⋯⋯⋯⋯”(416)

第二节金银统一收购⋯⋯⋯⋯⋯⋯⋯⋯⋯⋯⋯⋯⋯⋯⋯⋯(417)

第三节金银牌价的变动⋯⋯⋯⋯⋯⋯⋯⋯⋯⋯⋯．．．⋯⋯⋯·(419)

第四节湛江地区金矿开发⋯⋯⋯⋯⋯⋯⋯⋯⋯⋯⋯⋯⋯⋯(422)

第五节金银市场管理⋯⋯⋯⋯⋯⋯⋯⋯⋯⋯⋯⋯⋯⋯⋯⋯(423)

第四章金融行政管理⋯⋯⋯⋯⋯⋯⋯⋯⋯⋯⋯⋯⋯⋯⋯⋯⋯⋯。(425)

第一节湛江金融管理机构的建立⋯⋯⋯⋯00,4D·"⋯⋯⋯⋯⋯(425)

第二节核发《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425)

第三节对金融机构的管理⋯⋯⋯⋯⋯⋯⋯⋯⋯⋯⋯⋯⋯⋯(427)·

第四节对专业银行经营的管理⋯⋯⋯⋯一?⋯⋯”⋯⋯⋯⋯·(428)

第五节对金融信托的管理⋯⋯⋯⋯⋯⋯⋯⋯⋯⋯⋯⋯⋯⋯’(430)

第六节对社会集资及金融市场的管理⋯⋯⋯⋯⋯⋯⋯⋯⋯(432)

第五章财务管理⋯⋯⋯⋯⋯⋯⋯⋯⋯⋯⋯⋯⋯⋯⋯·00⋯⋯⋯⋯(434)

第六章，金融稽核⋯⋯⋯⋯⋯⋯⋯⋯⋯⋯⋯⋯⋯⋯⋯⋯⋯⋯⋯⋯(439)

第十二篇金融科研、教育、技术革新与党团组织

第一章学会及金融研究机构的建立与发展⋯⋯⋯⋯⋯⋯⋯⋯⋯(441)

第一节湛江金融学会⋯⋯⋯⋯⋯⋯⋯⋯⋯⋯⋯⋯⋯⋯⋯⋯(44Z)

第二节湛江农村金融学会⋯⋯⋯⋯·,0 4DO,⋯⋯⋯⋯000-'·0⋯⋯(446)

第三节湛江城市金融学会⋯⋯⋯⋯⋯⋯⋯⋯⋯⋯⋯⋯⋯⋯(448)

．第二章学校教育．⋯⋯⋯⋯⋯⋯⋯⋯⋯⋯⋯⋯⋯⋯⋯⋯⋯⋯⋯⋯(450)

第一节中国工商银行湛江干部中等专业学校⋯⋯⋯⋯⋯⋯(450)

第二节中国农业银行湛江市职工中等专业学校。⋯⋯00000．⋯(451)

第三节职工培训⋯⋯⋯⋯⋯一⋯⋯⋯⋯⋯⋯⋯⋯⋯⋯⋯⋯·(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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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党、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团、工会组织⋯⋯⋯⋯⋯⋯⋯⋯⋯⋯⋯⋯⋯⋯⋯⋯

中共基层党组织⋯⋯⋯⋯⋯⋯⋯⋯⋯⋯⋯⋯⋯⋯⋯

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

212t会组织······················································

劳动竞赛⋯⋯⋯⋯⋯⋯⋯⋯⋯⋯⋯⋯⋯⋯⋯⋯⋯⋯

湛江市金融系统省以上先进单位及先进工作者名录

第四章银行技术革新⋯．．．⋯⋯⋯⋯⋯⋯⋯⋯⋯⋯⋯⋯⋯⋯⋯⋯

+第一节银行工具改革⋯⋯⋯⋯⋯⋯o⋯⋯⋯⋯⋯⋯⋯⋯⋯

第二节电脑的应用⋯⋯⋯⋯⋯⋯·⋯⋯⋯⋯⋯⋯⋯⋯⋯⋯”

附录

一、旧中国湛江金融侧记⋯⋯⋯⋯⋯⋯⋯⋯⋯⋯⋯⋯⋯⋯⋯

‘二、1950～1990年湛江市银行信贷收支统计表⋯⋯⋯⋯⋯⋯

三、湛江市重点基本建设项目投资情况⋯⋯⋯⋯⋯⋯⋯⋯⋯

四、湛江市金融系统近年支持发展的重点企业、集团公司
●●●●●●●●●●●●●●●●●●●●●●●●●●●●●●●●■●●●●●●●●●●●●●●●●●●●●●●●●●●●●●●●●●●●●川●●●●●●

五、1950～1990年湛江市金融机构及人员统计⋯⋯⋯⋯⋯⋯

六、湛江市金融系统获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名录⋯⋯⋯⋯

七、1990年湛江金融系统支行(司)、N-、室、部办领导人员名录
●●●●●●●●●●●●●●●●●●●●●●●●●●●●●●●●●●●●●⋯●●●●●●●●●●●●●●●●●●●●●●●●●●●●●●●●●●●●●●

八、大事记⋯⋯⋯⋯⋯⋯⋯⋯⋯⋯⋯⋯⋯⋯⋯⋯⋯小⋯⋯⋯
． 附图

(457)

(457)

(460)

(461)

(462)

(467)

(493)

(494)

(495)

(500)

(508)

(510)

(511)

(522)

(523)

(527)

(540)

附图A、湛江金融系统现任各行(司)领导班子照片
附图B、湛江市历代流通的货币

一、古代流通的金属硬币
二、民国时期流通的金属硬币
三、民国时期流通的纸币
四、建国后的货币

附图C、湛江金融机构照片

一、建国前的银行机构照片
二、建国后金融机构照片

附图D、湛江金融系统近年支持发展的重点企业、集团公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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