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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百色地区金融志》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地区的一部地方性、部门

性专志，全书约95万字。

二、本志上限从清朝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银两和制钱在百色市场流

通开始，下限至1992年底止。

三、本志共分上下两篇，篇以下分章节。按事类横排，按时间纵述。

四、本志是在统一篇目要求下，由地区和各县人民银行、地区和县各专业

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资料，编辑人员还到南京、上海、广州、

贵州兴义、桂林、梧州、桂平、凭祥等地图书馆、档案馆搜集有关百色地区的

金融材料。然后由《百色地区金融志》办公室按照志书体例的要求进行编写。

五、本志各章节对于新中国建立后金融机构名称第1次记述时用全称，以

后用简称。

六、本志书所列货币单位：民国时期的金融统计数字使用国币(法币)计

算；新中国建立后一律以人民币(新币)计算，1955年以前使用旧人民币计算

者，另用括号加以说明。

七、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从1971年起将百色专区改称百色

地区的规定，本志采取两段称谓的方法记述之，即1971年以前统称百色专区，

1971年起，一律改称百色地区。



序

{：百色地区金融志》的出版发行，是百色地区各族人民在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中的一件大喜事，它对振兴百色地区的经济将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

百色地区从自然经济进入货币经济约肇于汉朝末年。直至清代各县货币市

场均以制钱为主要交换媒介，少许兼用铜元和银币，货币经济才有了较大发

展。民国初年，旧桂系陆荣廷当政，开始发行纸币，部分流通于百色地区。民

国15年，新桂系李、黄、白统一广西后，以广西银行发行的桂币占领了全广西

的货币市场，银质货币同时并行使用。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

币逐渐代替桂币在百色专区广为流通。

解放后，人民币成为我国的唯一合法货币，全地区统一以人民币为交易媒

介，严禁银元和外国货币在市场上流通。统一的货币市场，为发展全地区经济

提供了良好的金融环境。

百色地区解放后，迎来了金融事业大发展的新时期。国家银行和集体金融

机构遍布全地区12个市、县的城镇和农村，形成了新型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网

络，融资活动异常活跃。1992年底各家银行组织了各种闲散资金余额达17．9亿

元，为发展经济提供了大量资金，年末工商贷款余额达11．25亿元，农业贷款余

额6．7亿元。重点支持了平果铝、南昆铁路、天生桥水电站、田东炼油厂、右江

矿务局、田林高龙金矿、各县糖厂以及小型水电站等一大批大中型企业建设和

经营的资金需求，解决了发展农村多种经营和农业开发项目资金不足的困难，

为促进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

展，金融业将会在百色地区经济建设中显示出越来越大的特殊功能。

为了把全地区的货币金融历史发展轨迹和现实状况完整地整理保存下来，

使之作为存史、资治和教育后代的教材：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和项目投资

者作决策提供可靠资料和准确数据的依据，由中国人民银行百色分行牵头，联

合地区各级金融机构组成百色地区金融志编纂委员会，领导志书的编写工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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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下设办公室，负责推进资料收集、整理和具体编写进程。

编写百色地区金融志还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作用不可估量。百色地区具

有很多特点和优势：它是邓小平领导和建立的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权的革命

根据地；矿藏丰富，尤以铝矿特著，藏量名列全国前茅；红水河的水电资源，

举世瞩目；土特产品种繁多；南昆铁路贯穿其中，为大西南出海通道和重要走

廊。但由于历史上的诸多原因，特别是缺乏资金的制约，致使这些丰盛资源得

不到很好开发，至今全地区经济仍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金融事业还很不发

达。为了提高百色地区的知名度，大力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加快开发步

伐，促进经济迅速发展，各行各业均须加强宣传力度，以显示百色地区是海内

外投资者向往的一块开发宝地。金融机构是组织和引进资金的重要部门，囚

此，介绍地区金融的历史状况和展望未来，编写好地区金融志是一项责无旁贷

的工作，为促使百色地区引进资金发展经济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志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理论为总方针，坚持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按照志书体例的要

求，拟定篇目，进行编纂，是一部较为完整的地区性金融志。

本志书编写工作在自治区、地区编志部门的指导下，全地区各级金融机构

的大力支持下，特别是自始至终得到自治区广西金融志编纂委员会编辑室的支

持并参与部分章节的执笔编写和审稿；修志人员克服重重困难，昼夜辛劳，经

历7个春秋的努力，使编纂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较快地完成了编写任务，并保

证了志书较高的质量水平。

由于志书编纂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历史年限跨度长，内容范围广，而编

辑人员水平有限，遗误之处，谅所难免，现值出版之时，乃略述其经过，并就

正于读者，是为序。

中国人民银行百色分行行长

～

滩乐
1998年5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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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地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西北与云南、贵州毗邻，西南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接壤，

东南与河地、南宁地区相连，总面积36276平方公里，聚居着壮、汉、苗、瑶、彝、仡佬、回

等7个民族，辖属12个县(市)，1994年共354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占87％)。1929年12月11

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组织发动百色起义，建立右江工农民

主政府，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使百色成为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这

里，资源(尤其水力、森林、野生动物、有色金属)丰富，区位优越，山河秀丽，人文风土

民情独特，被誉为镶嵌在祖国南疆的一颗明珠。

百色地区历史悠久，早在七、八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右江河谷就成了古人类的活动

中心，随后各族人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共同创造着具有民族特色的历史文化。但由于几千年

来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资源没有开发，交通闭塞，生产力水平很低，商品经济、货币

经济很难发展，是自然自给的经济社会，人民生活贫困。

解放前，百色地区的工业生产有右江沿岸一些县建立的小火力发电厂，在小范围内提供照

明，还有一些手工业作坊，生产竹木农具、土糖、土布、土纸及砖瓦石灰等。1949年全地区

工业产值只有450万元(以1970年价格计算)，人均只有3元。农业生产方面，农民人均耕地

很少，靠“刀耕火种”，广种薄收，农田缺乏水利设施，没有抗旱能力，加上自然灾害频繁，

粮食平均亩产仅100一130公斤。交通方面，直至民国21年(公元1932年)，百色城至平马公

路(全长83．5公里)建成通车；在此之前，沿江沿河靠木船，山区则靠马驮肩挑，运输速度

慢、效率低，大批农副土特产品运不出去，日用工业消费品运不进来。由于工农业、商业不

发达，货币金融业发展也很缓慢，到宋代始有铜钱流通，比广西东南部地区晚了几百年。明

代，百色地区民间借贷已经出现，至清代有所发展。借贷形式有借钱还钱、借钱还谷、卖青

苗、放猪花等，多带有高利剥削性质，典当业也随之发展。鸦片战争(公元1840年)后，银

两、银元、铜仙、镍币逐步流通市面。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毗邻越南的靖西、那坡等

地，法国的法光、法纸流入逐日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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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由于旧新桂系先后统治广西，百色地区的货币金融业，虽然在发展速度上比

广西东南部慢一些，其推行的货币金融政策与广西其他地区也基本一致，但也有其独特的地

方。

一是畸形的经济——鸦片贸易，制约百色货币金融的发展。百色市场大量鸦片主要从云

南、贵州运入，再转运省内各地以及广东、福建和港澳。百色是运销的最主要通道和集敞地。

据《桂政纪实》记载，1931年，云贵运经百色的鸦片达3000万两以上，一般年份也不少于2000

万两，总值约银元6250万元。由于运销鸦片获利丰厚，百色城180多家商行几乎都参与鸦片经

营。广两省政府对待运销鸦片实行“寓禁于罚”的政策，开始采取将鸦片过境按一定的税率

征收禁烟罚金的办法，后来将罚金改为正税，列入财政预算。全省1932～1935年收征鸦片烟

税桂币4669万元，占总预算收入的39．5％，相当于这几年军费开支的82％。由于烟税是一项特

殊收入来源，因此，广西桂系统治者不但不敢禁，相反却大力支持鸦片运销，设立在鸦片集

散地的广西银行开办一种“活期抵押放款”，允许以鸦片作为抵押品向银行借款和办理押汇。

民国33年，全省广西银行发放的活期抵押放款共2536000元(国币)，比民国22年的112583

元增加20多倍。其中，百色县在民国22年鸦片运入1700万两，占仝省入口鸦片的四分之三，

广西银行百色办事所的抵押放款绝大部分是以鸦片抵押，收入不少。由于以鸦片作放款抵押

品，因而其营运情况对市场资金融通影响很大。商人不脱手销出时，造成资金积压，周转不

灵，市面金融顿形枯竭。而大批鸦片运入时，需要大量现金纳税，又出现银根紧张。由此可

以看出，鸦片的运销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当时市场货币金融的发展与稳定。

二是受地缘影响，’法国货币法光、法纸占领毗邻越南的百色地区边境市场。清光绪十年，

中法战争(1884年)后，由于法国修筑滇越铁路以及边民商贸交往的增多，法光、法纸大量

流入广西，尤其是百色地区。至民国时期，广西鸦片烟帮到云南购买烟土，当地居民只收法

光、法纸，‘不收其他货币，所以法光、法纸在广西边境地区身价很高。旧桂系统治广西时，

法光1元最高值桂钞2．2元，最低也值1．4元。新桂系上台后，曾三令五申，限制法光、法纸的

流通，但成效不大，加上军阀混战，广西银行发行的纸币贬值，法光、法纸更盛行不衰。据

1933年广西省政府对市场货币流通的调查，在广西的99个县中有28个县直接行使法光、法纸，

不仅作交易媒价，也可代当地货币交纳赋税。在市场流通的货币中法光、法纸占的比例田阳

是20％，凌云、思林占10％，百色为30％，靖西最高达60％。天保、西林通用法光及铜仙两种，

西隆通用法光、袁光、铜元3种。

三是大量地使用并依赖硬币(包括银毫、铜元、制钱)。其主要原因：一是自然条件差，

工农业生产不发达，小农经济商品率低，农产品交换少且仅限于小额范围内；二是民国时期，

大小军阀连年混战，社会动荡，上台的军阀滥发纸币充当军费，一下台纸币变成废纸，在这

样的情况下普通老百姓养成怀疑纸币的习惯，宁愿将每日经营所得兑换成银毫、铜元、制饯

等保存，不敢多留纸币。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了当时红七军及右江苏维埃政府的经济决策。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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