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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地区金融志

统一货币政策，一切交易纳税等，皆以中国、中

央、交通三银行纸币(后加中国农民银行纸币)

为法币。凡持有银毫的，须准时到银行兑换。起

初每银毫l元兑广西币1．2元，至民国26年

(1937年)，每银毫1元兑广西纸币2元，作法

币1元。民国30年(1941年)春，市面又通行

中国、中央、交通、农民、中国农工、中国农商、中

国通商、中国实业等银行的货币。1949年，国

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元券、银元券由于通货膨胀，

形同废纸，市面用铜钱、银元、外币计价交易。

解放后，人民币是法定货币。中国人民银

行发行第一至第四套人民币，都在南宁地区流

通使用。

金融机构发展多样化

在南宁地区各县，最早出现的金融机构是

典当行；后来出现银号，清道光三年(1823年)

成立的元记银号是商办的；官办银号则是在光

绪三十二年(1906年)成立的广西官银钱号南

宁分号。

民国时期，广西省银行分阶段在南宁地区

各县(市)设立分支机构；全国性的金融机构：中

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邮

政储汇局也在南宁设立了分支机构；以及外省

银行(如广东银行)也在南宁设分支机构；南宁

地区各县(市)还成立了县银行、农民借贷所、合

作金库、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

解放后，金融机构经过不断调整，南宁地区

到1997年形成以人民银行为核心的、国有商业

银行为主体的、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

国有商业银行有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在南宁地区及所辖县

(市)设立的分支机构；其他金融机构则是中保

集团财产保险公司、中保集团人寿保险公司、中

国太平洋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在南宁

地区各县(市)所设的分支机构，以及各县(市)

的城市、农村信用社、典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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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务快速增长

存款业务

解放前各金融机构均经办存款及储蓄业

务。中央银行经办中央财政性存款、军政机关

存款及各专业银行和地方银行按规定缴存的存

款准备金(比例为存款总额的12％)。中国银

行经办外汇存款。交通银行是发展实业的银

行，经办工矿、交通及生产单位存款。南宁是钦

州一带盐场食盐北运集散地，盐业存款是交通

银行存款中的一个重要项目。邮政、电信、公

路、航运、电厂均为交通银行的基本存款户。农

民银行存款对象主要是农场、农仓等农业单位

和个人。广西银行为地方银行，经办地方财政、

地方机关团体及地方企业、事业单位存款。南

宁银号吸收存款的主要对象是持货商及经纪、

盐庄、花纱、山货、土产行等行业；这些行业将销

货后待用款存入银号；其存款分为定期存款、往

来存款及同业存款3类。

解放后。南宁地区的银行存款迅速发展。

1950年年底南宁地区各项存款余额320450万

元(旧人民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其中

公营企业存款45992万元，私营企业存款1500

万元，合作事业存款2015万元，机关团体存款

262990万元，个体工商户存款7953万元。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工

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

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各行各业发展较快，

年底存款余额20713万元。1985年金融体制

改革以后，地区金融机构、人员迅速增加，业务

领域扩大，服务手段不断改进，存款余额迅速上

升，达43084万元。1986年，南宁地区存款总

余额67977万元，比上年度增加24893万元，增

长57．78％。1986年以后，每年各项存款都以

较快的速度递增。到1997年，存款余额已达

900557万元，比1978年的20713万元增加

43．48倍。



概述

贷款业务

民国20．年(1931年)2月，广西银行颁布农

村生产贷款办法。在当时有分支机构的邕宁、

龙州、隆安、宾阳、驮卢等地银行对农场、林场及

合作社和个体农民发放贷款。

1950年3月，广西省人民银行在宾阳、龙

州专区设立人民银行中心支行，各县设支行及

办事处。各县支行、办事处从1950年开始办理

各种贷款业务，以发放农业贷款为重点，支持农

民兴修水利和农田建设、添置农具耕牛、购买种

子、肥料，同时扶植工商企业发展生产，活跃城

乡物资交流。至1976年末，全地区各项贷款余

额为39449万元，仅比1959年的30775万元增

长28％。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南宁地区

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等金融机构相继

恢复和成立。银行贷款扩大到固定资产投资领

域，有效地促进南宁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各

项贷款增长较快，到1997年末，南宁地区各项

贷款余额771324万元。

保险业务

解放前，南宁地区各县曾开办过耕牛保险

和人寿保险，但业务量较少。解放后，在南宁地

区开展业务的保险公司有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

司南宁分公司、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南宁分

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南宁分公司、中国平

安保险公司南宁办事处及其下属各县分支机

构，它们的主要业务分为财险和寿险，各种险种

的业务发展较快。

国际金融业务

民国25年(1936年)以前，广西银行经营

全省外汇业务。南宁地区各分支行经管有关外

汇业务。民国28年(1939年)以后，外汇业务

主要由中国银行办理。

1988年5月3日，成立中国银行南宁分行

邕州办事处。在邕州办事处成立以前，南宁地

市的外汇存、贷款及国际结算业务，均由中国银

行南宁分行负责办理，邕州办事处成立后。才接

收中国银行南宁分行移交的南宁地区的上述业

务。随着南宁地区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1989

年以后，中国银行南宁分行在横县、宾阳、凭祥

相继设立了县(市)支行；1993年6月，农业银

行南宁地区分行营业部及其大新、凭祥、宁明支

行开办了外币储蓄业务；1995年3月，工商银

行南宁地区分行国际部成立并办理国际金融业

务。南宁地区各家银行开办的外汇业务有：外

币存款、汇款、进出口贸易结算、非贸易结算、结

售汇等。由于南宁地区各县外商投资企业较

少，而且普遍效益不理想，因此外汇贷款业务较
少。

代理金库业务

代理财政金库是银行职能之一。解放前，

广西银行在南宁地区各县分别设有分行、支行、

办事所等分支机构，虽经战乱，其职能不变。解

放后，中央各级金库由人民银行代理。1950年

一1951年，人民银行在南宁地区各县陆续设立
了支行、营业所等机构，负责金库的有关会计核

算。1985年，人民银行履行中央银行职责，代

理财政金库亦为其职责之一。1986年，人民银

行南宁分行设立国库科。同年底，南宁地区各

县(市)人民银行设立会计国库股，具体办理国

库业务，国库资金管理得到加强。

发行证券业务

解放后，南宁地区各县人民银行先后代理

财政部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国家经济建设

公债、保值公债、国库券，为国家经济建设积聚

资金。1997年，南宁地区各银行发行国库券

4834万元。

金融管理逐步加强

1950年以后，中国人民银行在发行、现金、

出纳、金银、会计、信贷、利率等方面都制订管理

制度。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各种管理制度不断

完善。1958年，受“左”的干扰，银行管理制度

受到冲击。1962年，中共中央发布银行工作六

条，金融管理工作得到加强。1966年，银行规
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南宁地区金融志

Ⅲ式：正面钱文真书，“邕”上三点大部连

廓，直径约为24—25毫米，宽为7～8毫米，厚

为1．1～1．5毫米，重3．8～4．5克。

Ⅳ式：正面钱文真书，文体笨拙，“乾”字连

轮，“亨”字接廓，“重”宝”两字狭长，缺笔少画，

大小不一。背穿上“邑”字。直径为24毫米，宽

为8～8．5毫米，厚为1．1—13毫米，重4．5～5

克。

V式：正面钱文真书，背穿上“邑”，字略大。

钱体厚实。直径24～25毫米，穿宽8毫米，厚

为1．6一1．9毫米，重为5克左右。

Ⅵ式：正面钱文真书，背穿上“邑”，缘边较

阔，直径为5毫米，穿宽7～7．5毫米，厚为1．3

～1．6毫米。

在南宁地区铸的银锭

在清代，南宁地区与全广西一样，以银为货

币比较活跃。以银锭为最高货币值，主要形态

呈长方形，平面印字。其平面上宽下狭。中部内

收；立面，中高两头低，呈馒头形。南宁地区(在

清代包括南宁府、太平府与思恩府部分县)不少

县，铸有官库银。官库银，一般官府库存的银锭

在清代广西各州、府县每年把各种赋税收得的

杂银，指定专门的银号，铸成银锭库存。银锭的

平面上打印州、府、县名，以及纪年与经办银号、

经办人等。清代属南宁地区州、府、县铸造的若

干银锭有：

(1)思恩府宾州(现南宁地区宾阳县)银锭

铸于清光绪二十一年九月(1895年)，经办人李

亨利，锭重379克，成色O．97。

(2)宾阳县银锭铸于1903年(清光绪二十

九年)，经办人万永有，库银。锭重374克，成色

0．970

在南宁铜元局发行的铜元

民国7年(1918年)10月初，广西都督陆荣

廷决定在南宁设立广西铜元局，成立之初先利

用旧宝桂鼓铸局厂址(地址在桂林府城文昌门

外铸局门口街)和早年留下的人力机及铜铅等

材料铸造“广西铜仙”、“当十”铜元，并于次年发

6

行、流通。

民国时期在南宁生产的银币

民国8年(1919年)陆荣廷将广西铜元局

改称为广西造币厂，择定南宁中府街旧中府署

为厂址(现为南宁市明德街西一里，邕江宾馆旁

边)。韦怀瑜、陆福祥先后任厂长。从广东购进

火力机l部、银块等，生产民国8年壹仙铜元、

民国8年、9年贰毫银币、壹毫银币。

民国13年(1924年)，北洋政府任张其煌

为广西省长。期间，张其煌指派陆福祥为广西

造币厂总办，生产民国13年贰毫银币，币正面

中心有“桂”字。

同年(1924年)4月，李宗仁、黄绍螗、白崇

禧乘陆荣廷被沈鸿英战败之机，直取南宁，接管

一切军政大权。为满足军需，于8月指派田钟

祥为广西造币厂总办，梁启天为该厂总经理，为

示区别，把张其煌时期的中心“桂”贰毫银币的

“桂”字剔除，继续生产民国13年贰毫银币(图

三)。

同年(1924年)10月，南宁商人黄万常等人

集合资本40万元，于同年12月接办广西造币

厂。也生产有少量民国13年贰毫银币。

在南宁印刷的纸币

民国7年(1918年)8月，陆荣廷密令广西

银行派人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将印钞机运回南

宁，在南宁市南门街(今中山路)警察传习所旧

址印刷纸币，限年底印出860万元，并陆续发

行。所印纸币为伍角券。

民国10年(1921年)7月，旧桂系陆荣廷下

野后，广州革命政府任命马君武为广西省长，为

解决财政困难，马君武与省财政厅长吕一夔磋

商，着手筹建银行。同年lO月24日经马君武

批准成立的“省立银行”原本想从日本订印大量

纸币，因资金短缺，无法支付，印币之事告吹。

为应急，马君武就在南宁用报刊纸就地印刷广

西军用钞票壹元券30万张，还有部分伍角券。

钞票面印有“每张一元，作银毫计，纳税交易，一

律行使，限用三月，换回桂币，临时发行，藉资救



第一章货 币

济”。伍角面额钞票的，票面印有“每张五角，作

为辅币，纳税交易，十足行使”。

民国11年(1922年)6月，自封总司令的林

俊廷、自封广西省长的蒙仁潜和自封财政厅长

的陆云高发行1毫、l元面额通用票，以充军

需。

民国11年(1922年)9月12日，陆荣廷在

龙州任广西边防督办职务，印发1元、5元面额

钞票300万元，名为“边防票”。

印有“南宁一、“龙州”标记的纸币

在民国时期，广西银行有时采取分区发行

的办法发行纸币。在印刷纸币时，有的不印发

行地地名，到正式发行时再加盖发行地地名。

有多种有发行地“南宁”、“龙州”标记的民国广

西地方纸币。

民国1年(1912年)，广西银行发行的l元

券、5元券纸币，币背印有“广西都督陆荣廷布

铜钱

硬 币

告”。币正面下沿正中印有红色或黑色等“南

宁”、“龙州”发行地标记(图四)。

民国10年(1921年)，广西银行发行的l

元券、5元券纸币，币背印有“广西边防督办陆

荣廷布告”。币正面下沿正中印有红色等“南

宁”、“龙州”发行地标记(图五)。

民国15年(1926年)，广西省银行发行的1

元券、5元券、10元券纸币，币正面下沿印有黑

色等“南宁”、“龙州”发行地标记(图六)。

民国18年(1929年)，广西省银行发行的l

元券、5元券、10元券纸币，币正面下沿印有红

色等“南宁”、“龙州”发行地标记(图七)。

民国20年(1931年)，广西省金库发行的1

元券，币正中下沿印有“南宁”发行标记。

民国23年(1934年)，广西省金库发行的

国币库券1元，币正中下沿印有“南宁”发行标

记(图八)。

第二节解放前的货币

铜钱名目繁多，都铸有某个朝代的名称、年

号等，但优劣交错，重量、成色不一。其形状为

外圆形内方孔，均有定制。在京所铸者叫京钱，

地方所铸者叫官钱。

南宁的金属货币出现较晚，是在秦朝末期、

西汉初期由中原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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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喜用。每串重6斤4两，可兑换时用银8钱

零。

红边钱。红边钱多流通市面，在集市成交

时大多使用这种钱，故又称为正圩钱。每串可

兑银7钱零。

原手钱。取名原手，意思接手得来，彼此可

以通用。此种钱逊于青边钱。购物时必先议

明，否则被挑剔。

牛肉钱。这种钱质量最低，好钱不过2成，

其余掺以劣钱。买卖不行，只买牛肉可用，故亦

叫牛肉钱。此外，欠户常在被追债时用之搪塞，

债主只好收受。

薄皮钱、砂版钱、鹅眼钱。这3种钱都是咸

丰、同治年间的私铸钱。薄皮钱，尚属铜质，但

其薄如纸。砂版钱，全属砂质。鹅眼钱，是砂钱

中的最小者，百文钱没有1寸厚，掷地即碎，入

水不沉。自后铜贵钱贱，被人毁钱为铜，以致圩

钱日少。于是这种劣烂制钱，又流通于市场之

中。

铜元

铜元又称铜仙。清代末年，当制钱难以适

应市场扩大需要的时候，1种圆形无孔铜元随

之进入货币行列。光绪年间所铸的铜元，正面

有“光绪元宝”、“大清铜币”字样，背面为蟠龙

纹，上边为铸造的省名或地名，下边为价格标

度。宣统年间所铸正面有“大清铜币”四字，背

面也是蟠龙纹。民国前，各省所铸的，有“当

十”、“当二十”、“当五”、“当二”及“一文”5种。

至民国元年(1912年)10月后改铸“中华民国”

新币，有“当十”和“当二十”两种。民国所铸的

铜元正面为五族共和旗或军旗或嘉禾等图案。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广东开始铸造铜元，输

入广西后在南宁地区各县流通。

铜元的重量和成色，根据光绪三十一年重

订币法时的规定：“当二十”的重库平四钱，“当

十”的重库平二钱。成色为紫铜95％，白铜

5％。民国3年颁布的国币条例规定：“当二十”

的重二钱八分，“当十”的重一钱八分。成色为

紫铜中95％，锡占4％，铜铅占1％。

8

民国7年(1918年)铜元已逐步代替制钱

在市场流通。在南宁地区市面流通的铜元，仅

有“当十”和“当二十”2种。“当十”铜元大都是

湖北、广东、福建、江西及广西本省所铸。“当二

十”铜元则系由湖南省输入，但在市面作“当十”

使用。其时政府发行货币并以纸币为本位币，

铜元仅用作辅币流通。在扶南县(今扶绥县)，

流通市面的铜元有“当十铜元”和“当二十铜元”

2种。“当二十铜元”等于“当十铜元”2枚，等于

制钱20文。“当十铜元”的比值(按省钞每1元

兑铜元枚数计)：最高时扶南县为245枚，绥渌

县为240枚；最低时扶南县193枚，绥渌县为

200枚；普通情况扶南县为230枚，绥渌县为

220枚。

民国12年(1923年)凭祥每万枚当十铜元

可兑银毫76．92元，民国22年(1933年)降到

55．55元。民国24年(1935年)11月，南京政

府颁发《施行货币管理办法：}，严禁金、银流通的

同时，也禁止当十及当二十铜元流通。广西省

政府也发出相应的禁令，但禁而不止，铜仙照样

在凭祥流通。至民国27年(1938年)市场交易

仍以铜仙为主币。颁布《施行货币管理办法>

后，规定铜质较好的当十铜仙100枚兑换法币

1元。广西当局规定，广西银行钞票兑换铜元

当十或当二十者，最低不得少于200枚，凡广西

银行钞票流通的区域，满1元以上的交易，均不

得使用铜仙。以后，又通令各地以纸币兑换收

回铜仙。但铜仙始终是凭祥市场上主要流通手

段之一。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法币政策日

益破产，铜仙作为流通手段更加活跃起来。

镍币

镍币是一种金属辅币，民国3年(1914年)

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铸造面额5分的镍

币。民国10年(1921年)粤军入境，广西省财

政厅从广东兑回五仙镍币作十仙通用。民国

12年(1923年)，广西铸造一种面值半毫的镍

币，正面有“中华民国十二年，镍币半毫，广西省

造”字样，背面有“5”字并注有英文

“KwAMG—SI”。民国24年(1935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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