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忘
金融

湖北人民出版社



湖北省志
金融．o厶I训二h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一

蕾



《湖北省志·金融》编纂委员会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 员

编纂顾问

关广富

汪伟

刘振陆

何光昶

龚锋

何幼琦

谭寿清

李福臣

曹国钧

柴寿康

周蔚柏

张稚林

黄伟如

葛秉勤

马能泽

庄果

李崇淮

黄嘉莹

王献猷

童璋

鲍汝贻

厉明安

韦陆聪

王宏森

周 骏

马公瑾

陈安性

兰秩禄

何绍智

高亢

常宜

黄芳泉

赵厚甫

王铮如

向家熄

戴大祝

屈瑞麟

彭梦杰

何应琪

徐雪轩

张克明

江家宝

叶

～．

冉

，

，q

．

}，p，，，

，



主编

副主编

撰稿入

7《湖北省志·金融》，

刘振陆

李振中

夏纲

陈章华

黄德立

徐涛声

李延华

黄伟如

黄德立

张大昕

潘志海

阐立清

熊振环

刘永钊

闻立清孙伯陶

胡绍元

李有孚

王福杰

杨敏秀

孙伯陶

姜乐善

邬耕强

翘意灞耄耋穗I。堪镧幽黑滋"，《霏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j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

-、

? ’

曾任主任委员

，’t 曾任副主任委员

郭树言
4。x i一 -≯

陈明王利滨‘韩宏树王申 韩文卿
吕乃强 陈扶生伍愉凝夏振坤

韩宁夫(首任) 郭振乾(--任)

(以姓氏笔划为序)

J迕重堕I余英李夫全何定华唐振生
密加凡傅庞如

●●

， ：’ ≥ ； ，产： 0

．

、

；+j：．．，t 12：一．：t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j《湖 北’省志》j

总纂韩宁夫

副总纂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奎王峻峰冯天瑜

杨坤泉陈辉陈扶生

●譬●

密加凡

?‘

李冷沈以宏杨中岳

陆天虹赵德馨郝孚逸

’

二

《湖北省志·金融》

责任副总纂沈以宏

责任绾纂陈章华

!

硝
，≤

-穸∥
r霾



，．j《湖 北’省志》j

总纂韩宁夫

副总纂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奎王峻峰冯天瑜

杨坤泉陈辉陈扶生

●譬●

密加凡

?‘

李冷沈以宏杨中岳

陆天虹赵德馨郝孚逸

’

二

《湖北省志·金融》

责任副总纂沈以宏

责任绾纂陈章华

!

硝
，≤

-穸∥
r霾



·士 ．v

昂 “

编纂《湖j匕省志·金融》是一项新的无先例可循的工作。作

为一部专业分类的志书，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本

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力求以翔实可靠的资料，科学合理的编排，全

面反映湖北近现代金融业的历史与现状，反映其兴衰起伏及发展

规律。一 。．。

’·

．，’ 。 ，

．

本书的体例，采用先分期综述历史，后分陈现状的方法。‘其

中晚清民国部分以综述为主，以主要事件为基本发展线索，纵中

有横，着眼于从宏观上反映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金融业全貌，同

时也不放弃有价值的微观材料的记载。为弥补分类记载方面的不

足，在后面附有若干详细表册，俾能详略互见，相得益彰。人民

共和国建立后部分，则以分陈为主，前面冠以综述，叙其大势大

略，以统全局。建国前，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湖北曾建立过八

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都建立了自己的

金融业，它独立于当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金融业之外，属于新民

主主义金融业性质，与半殖民地半封建金融的性质有着根本的区

别，因此将它独立成为一部分，置于民国以后、建国之前。

之所以采用此体例，是基于如下考虑：第一，人民共和国建

立前后的社会性质截然不同，因而其金融的性质也随之不同，为

使两种不同性质的金融不致混为一谈，将其分别记述是必要的。第

二，历史发展都具有一定的阶段性．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是近现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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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历史上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为了保持这两个发展阶

段各自的完整性，便于反映历史的全貌而不致于被割裂，分别记

述亦属必要。第三，建国前断限内跨越晚清、民国两个历史时期，

长达一百余年，其间社会动荡频仍，金融体制、货币体制迭次变

更，混乱纷繁。同时，由于政治制度的频繁更迭，使这段历史呈

现出极明显的阶段性。因此，将这段历史以综述的形式纵写下来，

既可反映其不同发展阶段的全貌，又可高屋建瓴，将纷繁的事物，

特别是政治、经济与金融业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理出一条脉络。而

历史的兴衰起伏、发展规律便不言自明。，· ，j’

实践证明，经济是源，金融是流，金融作为有力的经济杠杆，

连接并调节着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

书的出版，将为本省金融事业的发展和改革提供较系统的历史经

验和借鉴，以利于更好地发挥其经济杠杆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作出自已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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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清宣统三年)6月武昌造币厂铸造的镊币

》．《19一”年黎元洪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改府副总统时
由武昌造纸厂铸造的钷币

荟∞¨年郓、豫、皖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锌造的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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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年武汉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发行的汉钞。

湖北省银行发行的贰角

辅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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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银行l 929年发行的拾圆主币券

张

湖北省银行19¨∞年发行的

壹角辅币券

胡北省银行一。鲁年发行

的壹圆主币券



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

及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贰角

辅币券和伍佰圊主币券．

黄冈县农民协会发行的面新为一串的流通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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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西农民银行成立于

1930年12月，●图为该

行1930年发行的壹圆券

(正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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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东南工农兵银行1 93

年发行的铜元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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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农民银行发行

的中州币拾圆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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