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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冈县于隋开皇十八年(599)建置以来，迄今已有1 386年。自明

万历三十六年(1609)至清光绪七年(1881)先后编修方志七次，历届

修志，注重了赋税、传记、名人遗著的记叙和收录，对金融历史撰叙甚

少。本届修志，中共黄冈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县史志编委会十分重视经

济门类专志的编修，《黄冈县金融志》遂得以问世。这部志书记叙了黄

冈县近百年来的金融历史，填补了黄冈县方志的空白，这是时代前进给

编修方志所带来的一大特征，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事。

， 金融是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产物，而银行则是从事金融活动的专业

机构。清末、民国时期的各式金融业，都是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

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服务的，他们都不能循序社会的发

展而前进，最终一齐被前进的历史车轮所抛弃。列宁指出“大银行是我

’们为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须的国家机关一、是“全国统一核算机构和调节

机构。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的银行、保险和信用合作社

组成了黄冈县新的金融体系，成为国民经济中资金活动枢纽，运用金融

政策筹集和融通资金，引导资金流向，提高资金效率，调节社会需求，

使国民经济保持稳定、协调地发展，对繁荣经济，丰富人民物质文化生

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在国民经济建

设中有着至为重要的地位。

方今盛世，编修方志是历史赋予我们一代的光荣使命。在编修《黄

冈县金融志》中，编撰人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的金

融历史资料，遵循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历史唯物史观，以中共中央《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详今略古，按时经事



纬，事以类从，横分竖写的方法进行编撰，遵重历史，如实记叙，保持

了历史故有的面貌。行文中记叙翔实，详略得宜，是一部具有资治，教

育，存史作用的教材。 ，

《黄冈县金融志》脱稿后，编撰同志约余作序，虽自觉才疏，难以

复命，赖深感金融志遂百世功业，义不容辞，乃欣然命笔，草成数语，

藉祝志书之成，未敢言序。

周宗昌

1 986．1 1．



凡 例

～本志以时为经，以事为纬，设篇、章、节，横分竖写。

一本志所写的建国前、建国后，即1949年1 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国前后的简称。 ，

一本志上限为清朝光绪八年(1882)，下限为1985年，必须追溯

者，则超出上限。‘

一 本志记年，清朝和民国时期，以清朝和民国纪元记，附以公

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iN,4以公元记年。

一 凡1 949年5月黄冈县解放后划属鄂城、新洲、罗田、麻城。浠

水等县地域的金融历史，未涉及现属黄冈县的本志未记。

一 人民币的记叙，1955年3月1日国家发行新人民币，回收旧人民

币，法定新人民币1元合旧人民币1万元。发行新人民币前，银行各账

表均以旧人民币记，本志的附表及行文，一律换算为新人民币。

一 “四化一即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简称。

一人民公社，各时隶属不一，1958年撤销区公所，设立县辖人民

公社，1961年又设区公所，设区辖人民公社。1975年春，撤销区公所，

将金县55个区辖人民公社合并为15个县辖人民公社。1984年春，撤销人

民公社，设区公所，建立乡(镇)政权，本志行文中的人民公社，按各

时隶属叙述。

一 1978年1 2月1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

会，本志简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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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黄冈县位于大别山南麓，东北与罗田、麻城接壤，西北和新洲田兜

连，东南抵巴河，西南临长江。山地、丘陵、平原各约三分之一，主产

水稻、棉花，菸叶为本地著名特产。黄州、团风两镇，滨临长江北岸：

上接武汉，下联九江。黄州历为府、县治所，团风为东北邻近诸县选出

· 物资集散地，水陆交通便利，邮电通及全国，商业往来频繁，金融业较

为活跃。，
‘

境内金融业始于何时，古代融通资金为何形式，迄今无据稽考。仅就

所悉，清末、民初城乡融通资金，唯赖于典当，钱庄和民间互借：，故金

融业有所发展。清同治六年(1 867)，邑人刘维祯先后在团风、黄州j

杨鹰岭、阳逻和浠水下巴河等地开设当铺五座。光绪六年(1 8sO)全

j 县典当有17家。民国二十五年(1 936)增至22家，还有钱庄4家。民国

：’ 二十七年日军侵入，典当，钱庄停业。
”

。

4清末民初，境内流通的货币有制钱、银两，银元、铜元，湖北官钱局

发行的钞票、地方民团、商民自行印发的市票；汉口对外开埠后，’又有

英国、墨西哥．．西班牙和日本等外国银元。这就构成了境内货币和价值

尺度多元化的一个历史阶段。

民国十六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兴起，黄网县农民协

会信用合作社在团风成立，没收土豪资财，吸收股金，印发钞票，。给贫

民、小商发放贷款。同年七月，黄冈县农民运动遭到夏斗寅所率-t一四
· 师一部和地方民团镇压，信用合作社被迫解散。 ‘，

民国二十二年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废两改元，实行银本位制。
．

，

． 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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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年实行法币制，禁止金银请价使用和银元流通，以期统一币

禁而不止，银元仍通行于市。

“黄麻起义”后，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实行绥靖政策，根据南昌“剿

总”行营合作委员会规程，黄冈县被列为金省推行合作组织十县之一，

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在黄州成立“黄冈县合作指导员办事处，”先后组

成信用合作社48个。这些信用社多为乡、镇、保长所把持，农民受益甚少。

后因信用合作社形式与新县制各级合作组织大纲抵触，民国三十六年三

月黄冈县政府报省解散。在此期间，中国农民银行、。合作金库对境内发

放了各项农业贷款。 ，

日寇侵入，县境大部沧陷后，交通阻塞，金融窒息。国民政府的鄂东

行署、黄冈县政府和共产党领导下的豫鄂边区抗日民主政府，从民国二

十九年起先后都在境内各自驻地设立银行，印发钞票，融通瓷金，以打

破日军对抗日地区的经济封锁，进行抗日救国。后国民政府破坏统一抗

战，进犯边区，抗日民主政府设在境内的银行和印钞厂于民国三十三年

春转移境外。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破坏“双十”协定，、内战重开，军政经费浩

繁，各银行滥发钞票，造成通货胀膨，物价飞跃。民国三十七年，发行

金圆券，·实行金本位制，以l：300万元的比价取代法币流通，终因发行

无度，到县境解放前夕完金失去价值交换的媒介作用、故银元、铜元又

通行于市。

l 949午5月黄冈县全境解放，县人民政府接管了黄冈县银行。7月中

国人银行黄冈支行在黄州设立，l 2月设团风银行办事处，次年4月团风办

事处改称中国人民银行黄冈县支行。县人民银行成立后，立即开展以捐 1

护人民币，拒用银元为中心的货币斗争，取缔银元黑市，使人民币统一了 ／

市场流通的货币、结束了境内货币流通混乱的历史状况。中央人民政
．

2 ‘
’。 “ 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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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政务院发币《关于实行国家机关现金管理的决定》，由政务院、中国

人民银行于l 950年4月7目联署命令公布后，县人民银行遵照《决定》对

一切公营企业，机关、团体、。部队．合作社实行现金管理：发放农，

工、商业贷款、支持生产经营，恢复经济。 ’一 ．

一 l 952年县人民银行机构延伸，各区设立营业所，7月县保险公司建

立，信用合作社先后组成，金融网络分布金县，对支持农业生产发展农

村经济，勾通城乡信贷结算渠道，打击高剩贷活动，都发挥了相应的作

用，改交了农村金融封闭型历史局面。同年黄冈县金融业遵循国家过渡

时期的总路线，组织社会闲散资金，发放各项贷款，支持国家对农业、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促进了对私改造的完成f提

高了社会主义生产力。、 ．：
。·

l 955年2月2 1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发行新人民币，回收现行人民币

的命令》，县人民银行在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遵照《命令》组织入力于3

月1日在境内设点44个，以新人民币l比1元万元的比价回收旧人民币

3 86．9 3亿元。新人民币发行后，稳定了金融物价。 ·
·扎

l 95 3午，中国农业银行黄冈县支行，l 95 9年3月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黄冈县办事处，先后在黄州设立，县农业银行管理各项支农资金，县建

设银行办事处管理国家和地方财政援给地方的基建资金。

1,958年在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影响下，境内银行曾一度搞了一些

空存．空放、空收的浮夸活动，出现了以卡代账，以表代账的错误作法，正

常的规章制度遭到破坏，使一部份资金受到损失。从l 959起，黄冈县的

农业连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县人民银行共发放各项贷款503万元，

支持社队生产抗灾，为恢复生产作出了贡献。．，。： ，

1961年1月，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金会通过的。调整，充实，巩固，

提高”的方针，l 962年3月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集中统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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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县人民行在“方针’‘．和“决定一精神

的指导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重申财经纪律，恢复制度，加强现金

管理，控制货币投放，严格管理信贷资金，组织信用回笼，使境内金融

工作恢复正常。 j

1971年财政，银行合并，混淆了信贷、财政资金分口管理，分别使

用的界限，冲淡了贷户对信贷资金的信用观念。1973年财政、银行

分设，恢复银行职能，加强了信贷资金管理，但在“农业学大寨’’中，

有些贷款发放失当，造成部份农业信贷资金沉淀。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金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

上来以后，黄冈县的金融工作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一，‘“对外

开放，对内搞活”和“宏观控制，微观搞活”的方针指导下，遵循经济

规律，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机构改革中，

县建设银行办事处改为县支行，．县农业银行和县保险公司先后恢复，新

设县工商银行，恢复了信用合作社集体所有制的管理体制，加强了金融

业务的领导和管理。19856有县级金融机构4个、直辖处：所共26仓，

信用合作社52个，干部职工共计594人、比1949年增加237倍，，文化业

务素质大为提高。

在货币投放与回笼方面‘1 979年以后，为适应经济改革，协调．市

场，放宽了现金管理，扩大了现金流通。除对工资性，少量行政费和

储蓄支取，继续支付现金外，对收购农副产品绝大部份进行现金结算。这

七年中除一年净回笼人民币35万外，其余六年净投放4110万元，虽然货

币投放大于回笼，但就黄冈县经济而言却赢得了史无前例地发展，同时

在市场上呈现着“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新的货币流通局面。

对于信贷资金管理，实行“区别对待，择优扶植”和“以销定贷’’

的原则。同时还按行业，，按企业，+按产品结合经济效益和信用，签订合



， ．同，发放贷款，支持城乡工商企业和专业户、承包户及经济联合体的发

：， 展，同时支持贫困户和经济落后的山区，使他们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和技

术特长，生产致富，摆脱贫困。1985年累放农业贷款4217万元，工商

。贷款余额1 3689万元，分别比l976年增加7．5倍和2．8 3倍，促进了城乡

经济改革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

在。开放搞活?的方针指导下，农村出现了新的民间合作金融组

．织，经营金融业务，但其存放利率过高地超过了国家规定。+影响承借者

的经济承受能力。从而阻碍了自身的发展，有待于党和政府及国家有关

金融部门进行领导和管理，以促其起到真正补充的作用。‘‘ t
j j

l 9 8 5年以后；对信贷资金实行了新的管理体制。在人民银行的

搿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实存实贷，融通资金一的’信贷管理体制的指导

下，县农行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瑶，实借实存，自主经营”的管理

体制；县工商银行实行搿统．-计划，分级管理，，实贷实存．差额控制”

’的管理体制；县建设银行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实借实存，存差上

交”的管理体制。新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为县级金融业实行专业化经

营，奠定了基础，初步解央了以往信贷资金供给削，分配上吃。大锅饭”

的弊端。县保险公司除继续开展城镇业务外，把工作重点推向农村。，信用

合作社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一的经营方针。在各金融部

门的管理体制改革后，使金县金融工作沿着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前进。

一百多年来，黄冈县的金融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不少的曲折。

但最终还是由社会主摹新型的金融业取，代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式金

融业的经营方式，由进步取代了落后。新的社会主义金融业．尤其是各

专业金融机构的设立，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促进了国

民经济比较协调的发展． m-’



月，‘共组成“保{i正责任利用兼营信用社”9个。
!民国二十七年八?月，，日军侵入团风，同福典当铺被劫倒闭。

、民国二十八年八月，国民政府湖北省银行鄂东办事处在黄冈县黄土3

岭(今属罗田县)方氏五广祠成立。。
。

。

， ·，j

民国三十年五月十日，黄词县抗日民主政府，密令所属区，+乡公所对I

市场贬值：收买，贩运、拒用边币的奸商，予以严厉惩罚。 ；． l

：同年九月，黄冈县抗日民主政府，筹建县银行，’并发行纸币。 ．j

，民国；十一年三月，豫鄂边区行署责令黄冈县抗日民主政府，将自i
印的纸币限期收回，停止使用，．银行亦随之撤销： √ ．．一；{

、．同年十月，豫鄂边区建设银行(．以下．简称边区建行．)副行长庄果j

来黄冈县抗日根据地，建立第三印钞厂．(即黄冈印钞厂)． {

民国三十二年初，边区建设行黄冈分行成立．=，十月，．，改称边区建行／
黄冈办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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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三十三年闰四月初三，边区建行黄冈印钞厂指导员吕华山，被

国民政府黄冈县刘家乡情报组长涂祖扇带领的保安团捉去，在罗田三里

畈朱原洞惨遭杀害。
‘

同年五月十二日，国民政府黄冈县银行第一次筹备会议，在县政府

所在地但店召开，并在县财委会内建立筹备处。

民国三十六年，国民政府黄冈县合作指导员办事处奉令将所属信用

社，全部予以解散。
I

1 9 4 9年

8月中旬，人民银行黄冈支行(专区)，，派工作组来黄冈县团风镇，

筹建团风银行办事处。

9—10月，人民银行团风办事处，大力开展“拒银拥币”宣传，并协助

公安部门加强缉私工作，先后破获贩卖银元案40余起，没收银元1 576枚。

1 9 5 o年

1月，人民银行团风办事处，开始代理发行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

债。 ．

4月15日，根据省人民银行指示，团风办事处改设人民银行黄冈县

支行。

5月1日，县人民银行开始在全县开展现金管理工作。

9月，县人民银行增设保险股。

1 9 5 1年

4月，人民银行黄冈县支行改称团风支行。

6月21日，黄冈，新洲分县，银行也随之分设。新洲，阳逻两营业

、所均划归新洲县支行。

I 1月，人民银行黄冈支行(专区)，派工作组在黄冈县路口区建立

新店乡信用合作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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