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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银行史是中国地方政府创办银行的历史。它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是近代中国地方经

济金融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地方银行史主要由地方官银钱号、省市银行和革命政权银行等部分

组成。这三个部分的银行史，虽然具有地方性，然而从总体上肴，它是为近代中国两个不同性质的政

权服务的一部银行史。

地方官银钱号、省市银行和革命政权银行的建立及其从事主要业务活动的时代，恰是中华民族

灾难深重与中国人民进行反抗斗争的历史时期。一部中国近代史，既是贫穷落后、内政腐朽、外患频

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民族解放、

国家独立、社会进步而不屈不挠进行斗争的历史。清末官银钱号和民国以来的省市银行，是为封建

官僚和军阀势力服务的工具。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抗争.自从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开展之后，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了为人民革命利益服务

的革命政权银行。为封建官僚和军阀势力服务的官银钱号和省市银行，已伴随着清王朝、北洋军阀

和国民党政府的覆灭而成为了历史的陈迹。为人民利益服务的革命政权银行，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发

展壮大，最后在中国大地上，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而组成了中国人民银行，并已发展成为全国统一

的社会主义国家银行。

编写中国地方银行史的目的，在于向读者揭示地方银行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以便更好

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事业服务。银行是一种金融工具，谁来运用，如何正确地运用，

需要具备一定的金融管理知识。该书将丰富的历史资料和从中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展示在读者面

前，使他们借鉴过去，思考现在，弃其糟粉，吸其精华，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金融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银行是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为了反映祖国各民族货币经

济发展的概貌，本书将近几年来各地研究人员撰写的民族地区的货币经济史一并提供给读者参阅，

以求对弘扬民族文化、发展民族经济、维护祖国统一作出积极的贡献。

这部多达 200 余万字的《中国地方银行史>>，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历史研究室主任晏宏

业同志组织各省、市、自治区百余位金融史研究人员，对中国各地方银行创建和发展过程的研究成

果的科学总结，因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是我国首部系统地记述中国各地方银行史的大型资料性

工具书，是一部最全面、最真实、最有权威的银行专业史.它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地方银行史的一项

空白，因而具有拓荒意义。该书材料丰富、内容充实、画面广阔，并且以史为主、史论结合、纵横比较、

抓住实质、探求规律，从而熔系统性、开拓性、学术性、权威性于一炉，是一部查阅我国各地方银行

史、各民族货币经济史的必备工具书。

这部巨著的问世，必将给人们特别是金融工作者以不少的知识和教益，使他们从地方金融史这叫

面镜子中看到现在，展望未来，开拓更美好的前景。其社会效益无疑是很好的，故愿在此向读者推

荐，并期待有更多的好书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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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地方官银钱号概述

中国地方官银钱号是中国地方政府官方设立的信用机构。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早的官方信

用机构称"泉府" 0 <<周礼》中有"泉府"的记载，说它是官府向人民除贷的信用机构。隋代政府机

关经营的放款业称"公廓钱"，放债取利以作官府开支，虽是一种政府信用，但还不是真正的信

用机构。宋代为办理汇兑业务，有政府设立的"交子务"和"便钱务"的信用机构。与宋同时的金

朝，因民间质典利息太重，即有政府设置的质典库，称为"流泉也称"公典"。史书记载大定二

十八年十月添设流泉务 28 所，是属官营的信用机构。到了清代，便有官银钱号的产生。

官银钱号是清政府官方设立的信用机构。虽属官方，但也有招商设立或官督商办的。官银

钱号这一名称，在清初叫做官钱铺或官钱局 F后来也有称官银钱局或官银号的。属于地方政府

创办的官银钱号，即在官银钱号之前冠以省市等地方的名称。清代的官银钱号，首创于京城，而

后遍设于全国各地。据史书记载，为平抑钱价，雍正九年(1731 年)在京城设立官钱铺 z乾隆二

年(1 737 年)户部和提督衙门奏请在京师由外开设官钱局 10 所;嘉庆十九年(1814 年)在广东

设立粤海关官银号。为发行钱票，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在京城设立天元、天亨、天利、天贞、

西天元 5 官号。为发行银钱纸票并经营八旗兵饷，威丰三年(1853 年〉在京城开设乾豫、乾恒、

乾益、乾丰 4 官号 p次年叉开设宇升、宇谦、宇丰、宇泰、宇恒 5 官号。

咸丰年间，清政府为推行大钱和纸币，不仅在北京设立官银钱号，并令各省仿照中央政府

和海关的办法设立地方官银钱号。至清末年间，各省官银钱号纷纷设立。依据本书收集的资料，

自咸丰年间至甲午(1894 年)之战前，各省设立的官银钱号有 1.2家，具体情况如下:

官号名称 成立日期 总号地址 停业日期

永丰官钱局 咸丰三年(1853 年〉七月二十四日 福 州 咸丰九年(1859 年)一月

陕西官银钱铺 咸丰四年(1854 年)初 西 安 咸丰十年(1860 年)

恒通字号官钱铺 同治元年(1862 年〉 西 安 光绪十二年(1886 年〉

秦丰宫银钱铺 光绪二十年(18è4 年〉 西 安 宣统三年(1911 年)

大美字号官钱总局 威丰四年(1854 年〉十二月 杭 州

浙海新关官银号 咸丰十一年(1861 年〉 ，丁品， 波 宣统二年(1910 年)

阻海新关宫银号 光绪三年(1877 年)二月 温 州 宣统元年(1909 年)四月

吉林通济宫钱局 威丰六年(1856 年)三月十一日 吉 林 咸丰十年(1860 年〉

迪化宫钱局 光绪十五年(1889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乌鲁木齐 光绪=十四年(1908 年)

喀什官钱局 光绪十四年(1888 年)春 喀 什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

伊犁官钱局 光绪十五年(1889 年)
绥定(霍城县〉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
宁远(伊宁市)

甘肃官钱铺 咸丰四年(1854 年〉 ->.ι 州

清末官银钱号的产生，起源于清代的货币制度。在银钱并用平行的货币制度下，为稳定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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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兑换比率而设立的官银钱号，就成了当时清政府所采取的财政经济措施之一。然而，随着历

史的演变，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为筹措军费和弥补财政亏空，原来从事银钱兑换业

务的官银钱号，此时转向发行银钱纸票，推行大钱，转嫁危机，掠夺人民。

甲午及庚子之战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进一步加深。清政府为了支付"赔款"、偿还外

债，便向各省硬性摊款;而各省为了完成分摊数额，便以各种名目增加税捐，向人民敲骨吸髓，

进行搜刮。正是在这种政治经济形势下，由各省督抚主持，清末时期的官银钱号便在全国各省

较普遍地兴办起来。

自甲午之战后至庚子之战前，各省增设的官银钱号有 8 家，具体情况如下:

官号名称 成立日期 总号地址 停业日期

福建官银号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十月 福州 1911 年 8 月

杭州新关官银号 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八月二十五日 杭州 1910 年

吉林永衡官帖局 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六月 吉林 1909 年 8 月 1 日

阜南钱号官局 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二月十六日 长沙 1899 年 5 月

豫泉官钱局 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五月 开封 1911 年 9 月

蜀通官钱局 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六月 成都 1899 年 11 月

通济官钱局 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八月 济南 1901 年 5 月

湖北官钱局 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一月十二日 汉口 1926 年

自庚子之战后至清政府垮台前，各省增设的官银钱号有 19 家，是官银钱号发展的全盛时

期，具体情况如下:

官号名称 成立日期 总号地址 停业日期

富 秦 钱 局 宣统三年(1911 年) 西 安 1913 年 4 月

浙江官银号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四月 杭 外! 1910 年 12 月

吉林永衡官银钱局 宣统元年(1909 年)八月一日 育 林 1932 年 7 月

阿克苏官钱局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八月 温宿、焉誓 1908 年

新疆官钱总局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 迪化(乌鲁木齐) 1912 年

湖南官钱局 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一月二十日 长 沙 1912 年 4 月

江西宫银钱总号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春 商 昌 1912 年

山西晋泰官钱号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七月 太 原 1912 年

天津官银号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八月 天 津 1910 年 9 月

裕宁官银钱局 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五月二十日 江宁(南京) 1912 年 5 月

裕苏官银钱局 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十一月一日 苏 外| 1910 年 1 月

广东官银钱局 光绪三十年(1904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广 外! 1817 年 5 月 8 日

黑龙江广信公司 光绪三十年(1904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齐齐哈尔 1930 年 9 月 1 日

黑龙江官银号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五月二十六日 齐齐哈尔 192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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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号名称 成立日期 总号地址 停业日期

奉天官银号 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十一月十日 奉天(沈阳) 1909 年 4 月 21 日

东工省官银号 宣统元年(1909 年)四月二十一日 奉天(沈阳) 1931 年 9 月 23 日

裕皖官钱局 光绪=十二年(1906 年〉十一月 安 庆 1911 年 10 月

甘肃官银钱周 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 .u. 州 1913 年

贵州官钱局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三月四日 贵 阳 1911 年

清末时期的官银钱号，无论从组织机构或从业务规模来看，均较前期有所扩大。其业务经

营已不限于发行银钱纸票和兑换银钱两项业务，而是向着经理财政、代理省库公债和经营银行

存放汇的信用业务方向发展。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各省政治经济与财政金融状况发展不平

衡，因而在业务经营上各具津色。如浙江省的官银号，主要任务是收解关税，其具体业务由民营

银号代理 F东北三省的官悦钱号，不仅经营银行业务，而且附设企业，买卖粮食，开办工矿交通

运输等业务;湖南、湖北、天津的官银钱号，为推行维新，大力扶持与兴办实业。各省官银钱号的

资力，相互之间有相当的差距，而且与同期的中外银行相比较，也极为有限 p但是，地方官银钱

号是官办性质的金融机构，在一省范围内享有特权，因而在地方金融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

由于各省官银钱号是地方官办性质的金融机构，因而与省级财政关系密切。其存款主要来

源于官款。由于拥有发行银钱纸票的权力，各地方银行一般的注重于运用发行银钱纸票的办法

来拓展业务，因而轻视存款业务的经营，其放款业务也具有信用膨胀的特色。

清末各官银钱号的银钱纸票是按照市面流通的金属货币，如银两、银元、制钱和铜元，发行

可兑现的银两票、银元票、制钱票和铜元栗。其具体的货币名称，有的将银两票简称为银票、官

票、官钞、宝钞 F有的将银元票称为大洋票、小洋票、银洋票、银元官帖、大银元票、小银元票、毫

子票;有的将制钱票简称为钱票、钱钞、钱帖;有的称铜元票为信票;新疆地区推行红钱，发行纸

币称花票、老龙票。

随着银钱平行货币制度的崩攒、外国银元的大量流入和以钱贵银贱为特征的通货短锚等

原因，各省先后开铸了银元和铜元，形成了省与省、地区与地区的各有特色、互不相同的地方性

的货币流通区域。各省官银钱号所发行的银钱纸票，作为金属货币的代表，作为兑换券，同样呈

现出繁杂多样的货币流通的局面。银钱纸票的发行与流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解通货短

缩、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作用。然而，对地方政权来说，发行银钱纸票的目的，是为了弥补

省库亏空。随着财政赤字的加大，银钱纸票的发行由初期适应社会的需要，逐步扩大为财政性

的发行。其原因是由宵银钱号被作为省财政外库的性质所决定的。

清末的通货短绵，为外国纸票在中国境内的发行流通提供了条件。外国纸票的乘虚而入，

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加剧了晚清货币紊乱的状况。各省官银钱票的发行和流通，在客观上起到

了抵制外币扩大流通的作用。私票虽有弥补通货不足的一面，但也有加剧货币紊乱的因素。各

省官银钱票的发行和流通，也有抑制私票泛滥的作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信用货币取代金

属货币，发行权由分散过渡到集中统一，这是容观历史发展的必须趋势。然而，当时的清政府不

具备绕一币制的政治经济条件，各省官银钱号发行的银钱纸票所形成的区域性的货币市场，恰

是清末政治上地方割据、经济上各自封闭的真实反映。

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清政府的垮台，各地方的官银钱号，由于政治关系的不同，有的继续保

留，有的清理关闭，还有的改组新设，具体情况如下面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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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之后继续保留清末时期官银钱号的有下列官号:

官号名称 成立日期 总号地址 停业日期

广东官银钱局 光绪二十年(1904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广 州 1917 年 5 月 8 日

黑龙江广信公司 光绪三十年(1904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齐齐哈尔 1930 年 9 月 1 日

黑龙江官银号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五月二十六日 齐齐哈尔 1920 年 5 月

东三省官银号 宣统元年(1909 年)四月二十一日 奉天(沈阳) 1931 年 9 月 23 日

豫泉官银钱局 宣统三年(1911 年)九月 开 封 1923 年

湖北官钱局 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一月十二日 汉 口 1926 年

甘肃官银钱局 光绪=十二年(1906 年) .>L 州 1913 年

富 秦 钱 局 宣统三年(1911 年) 西 安 1913 年 4 月

吉林永衡宫银钱号 宣统元年(1909 年)八月一日 吉 林 1932 年 7 月

泼川源银行 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十月九日 重 庆 1927 年

广 西 银 行 宣统二年(1910 年〉二月十日 桂 林 1921 

辛亥革命之后清理关闭清末时期官银钱号的有以下官号:

官号名称 成立日期 总号地，址 停业日期

秦丰官银钱铺 光绪二十年(1894 年) 西 安 1911 年

新疆官钱总局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 迪化(乌鲁木齐) 1912 年

山西晋泰官钱局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七月 太 原 1912 年

裕宁官银钱局 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五月二十日 江宁(南京) 1912 年 5 月

裕苏官银钱局 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五月 苏 州 1912 年 5 月

裕皖官钱局 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十一月 安 庆 1911 年 10 月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辛亥革命之后改组的清末时期官银钱号及其新名称为:

官号名称 成立日期 总号地址 改组日期及新名称

福建官银行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 福州 1911 年 8 月福建银行

湖南官钱局 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一月二十日 长沙 1912 年 4 月湖南银行

豫泉官钱局 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五月 开封 1911 年 9 月豫泉官银钱局

江西宫银钱总号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春 南昌 1912 年春江西民国银行

贵州官钱局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三月四日 贵阳 1911 年贵州银行

浙江银行 宣统元年(1909 年) 杭州 1912 中华民国浙江银行

至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方银行史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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