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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者以志为鉴”。盛世修志，服务当

代，益于后世。今《番禺金融志》面世，、本人能为之一序，至感荣

幸。

1986年冬，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各部门编写有关志稿，

12月由财委牵头，各银行和保险公司先后成立了编志领导组，并指

定专人各自编写，为《番禺县志》(金融篇)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后于1992年3月正式成立了《番禺金融志》编纂组，并特聘原《中

国金融》专刊创刊时主要工作人员之一的李勉同志担任主编。由于

编写人员潜神励志，精心策划，～不遗余力，历时二年半，终成本
士
Jt全o

《番禺金融志》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番禺金融的历史演变和现

状。1949年番禺解放，1950年3月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市桥办事处，

后改称番禺支行。番禺金融事业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战斗在

金融战线上的全体干部职工，各尽所职、骏业宏通，迭创佳绩。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央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金融为

发展经济服务，有力地促进了我市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为繁荣市

场，稳定物价，取得了良好的效益，充分反映了金融在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本人从事财贸工作四十余年，目睹金融界不断变化和发展，深

深感到s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没有人

民金融事业的高速发展。当前，加快改革开放，加速经济发展，是

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在此，希望金融战线的干部职工，继续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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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更新观念，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在未来的岁月里，华堂集

瑞，鸿业永昌，相期与祖国的繁荣昌盛同步迈进。

值《番禺金融志》出版之际，向编纂人员和番禺县编志办公室

以及提供情况资料的同志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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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一，本志以公元纪年，内容从1912年起，下限至1991年，个

别资料延至1993年。书内建国前(后)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后)，民国期间指1912年1月至1949年9月30日。

二、番禺县的境域、政区在1953年，1958年有过较大变动。书

内涉及不同年代的金融状况，‘均以当时的政区范围为准。1959年以

后的状况即指现在番禺境域、政区的情况。

三、一番禺的金融部门，不同时期有一些变动。1992年5月番禺

撤县设市以前，中国人民银行和各个国家专业银行均全称为中国人

民银行番禺县支行，或中国工商银行番禺县支行等等。撤县设市

后，．各金融机构均全称为中国人民银行番禺市支行，或中国工商银

行番禺市支行等等。在书内有关各金融机构的记述中，往往在第一

次用全称后，在其余地方用简称来称谓各金融机构，例如：全称

“中国人民银行番禺县(市)支行"简称“番禺人民银行”(或

；“番禺人行")。其余类推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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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番禺原是南粤古县，历史上大都是地方一、二，三级政权所在‘

地。1921年广州正式设市，番禺县署于1934年迁至禺南新造。建国

后，1953年及1958年政区调整，。‘把原来属于番禺的禺东、禺北等划

属广州市。番禺与广州在地理环境，经济等方面一向关系密切。．

番禺地处珠江口，由于水陆交通方便，历史上一直是我国对外

贸易的重要商港。18世纪中叶，清政府甚至规定只准广州一地作

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还规定以广州银两作为对外贸易征收关税的

唯一货币单位，通称广州银两或海关两。当时，中外商人用各种中

外银两在中国海关交税，都必须按含银成色和银块重量折合成广州

银两计量。许多外国商人带着现银来广州(番禺)采购中国各地的

商品，在贸易活动和日常开支中，都要有一个金融服务机构，为他

们保管，兑换、收付和汇兑现银，一种从事货币经营业务的钱庄就

应运而生并发展起来。因而广州(番禺)就成为近代史上银钱业较

早兴起和颇为发达的地区。、1887年，清朝的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东

设银元局自铸银元，这是中国用机器铸造银币的开始。这个造币厂

就设在番禺境内的广州大东门外。番禺曾是我国历史上用机器铸造

银元和铜币的发源地。

从民国初年到1949年，番禺的金融史是旧中国的货币信用制度

对番禺人民为害深重，导致民穷财尽、经济崩溃的金融灾难史。

在旧的金融制度下，货币制度十分混乱。1935年以前，本国和

外国的银两、银元，铜币和纸币同时在市面流通，既使商品交易在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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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价和付款、清算方面发生许多不便，又使持有各种货币的商户稆

居民在交易中经常被拒收、被折价、被贬值而蒙受损失。军阀、日

寇、汉奸和国民党政权又发行含量不足的金属货币或不兑现的纸

币，不断发生信用危机、银行挤兑甚至纸币被停止兑换的货币风

潮，使广大人民常常遭受货币危机造成的重大损失。

当时，在番禺县治所在地的广州有各种性质的银行，包括官办

银行、商业银行、外商银行等等，还有银号，金店和典当业等银钱

业商店。番禺商人在广州市经营银钱业的不少，已经形成一个经营

银钱业的集团，被称为番禺帮。典当业在番禺也发展较早，18世纪

30年代，番禺已有典当业20余家。

1938年10月，番禺为日本侵华军占领后，。日本的军票和日伪政

权的中储券都曾成为强迫番禺人民使用的不兑现纸币，给番禺人民

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实行以通货膨胀为主

要内容的一整套为筹措庞大军费以及增强官僚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

垄断地位的财政经济政策。发行钞票被作为筹措军费和剥削人民的

罪恶手段。货币的发行额由1937年的14亿元，至1]1949年5月，比原

来发行额增加了1400多亿倍。以至番禺的物价逐日飞涨。以白米为

例，1940年，白米每市担为33元，而1949年7月，白米每市担已涨

至6．9亿元金圆券，等于国币2070万亿元，比1940年上涨了677272

亿倍。 、

1949年10月，番禺解放了。中国人民银行番禺支行于1950年8

月29日成立，揭开了番禺金融事业的新的历史篇章。
’

．建国初期，人民银行番禺支行在建行之始，即发行人民币，收

兑黄金外币，制止黄金外币在市场非法流通，制止通货膨胀，做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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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物价、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等一系列金融工

作。并随着中央实行财经统一的决定，对国民经济的公有部分实行

现金管理，推行非现金结算和集中信贷等有关政策法令，及时开展

了存款、储蓄、放款、汇兑、收兑黄金外币、吸纳侨汇、开办保险

业务等工作。到1951年底，人民币已经完全占领市场，物价已经稳

定。人民银行配合政府的各项中心工作，发放了恢复生产、活跃城

乡内外物资交流、改善人民生活的各项贷款，对国民经济的迅速恢

复起了重要作用o

随着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相继展开，人民银

行番禺支行积极开展农村金融工作。1952年，在全县建立了16个人

民银行的农村营业所。同年5月试建农村信用合作社，年底办起了

12个信用社。到1954年底，发展到111个信用机1955年实现了乡
乡建社，共建立了163个信用社。随着人民银行的机构在农村普遍

建立，人员逐年增多，1950年建行时只有干部10一20人，1951年增

至91人，1952年增至206人。一个由单一的人民银行及其农村营业

所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组成的金融网络已经初步形成。它们成为计戈Ij

分配资金的金融杠杆，对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特别

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时期，+

曾在人民银行内部设立保险公司。1956年又曾设立农业银行，但为

时不久，先后都被撤并。只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即1979年实行改

革开放政策以后，才先后成立了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工商银行。各个国家专业银行分支机构的分设

成立，使番禺建立起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金融体

系。到1991年末，全县的金融机构已达到356个，人员已增至2375

人。形成一个以人民银行番禺支行为核心，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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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银行番禺支行为主体，包括股份制的广东发展银行番禺支行，‘

城市信用合作社．．证券公司。金融市场，保险公司和保险合作社，．

农村信用合作社等，这样一个全方位、多形式，多功能、网络化的

社会主义金融体系。 -，

番禺的金融体系是番禺地方党政部门指引和进行经济建设的重

要经济杠杆。1．q79年以前，人民银行番禺支行通过吸收存款，发放

贷款，办理结算，汇兑等业务和金融管理工作，为稳定物价、发展

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做了许多工作。根据地方党政部门的安排，通

过金融活动，使城乡经济得以正常运转，保证各个时期国家计划的

基本实现。1979年以后，就以改革开放为指针，通过各种业务活

动，吸收了大量资金，支持地方经济建设。1980年，番禺的各项存

款年末余额不过16143万元；到1991年，存款余额已高达49．27亿

元。这个通过金融体系从各种渠道积累起来的巨额资金，成为逐年

大幅度增长并且良性循环的有效的资金供给来源。番禺党政部门正

是利用手中的两个杠杆，一手抓方针政策，一手抓金融系统筹集到

的大量资金有效地投入到各项建设中去。1981年开始，番禺金融体

系对工业、农业，贸易、乡镇企业和固定投资的各项贷款逐年增

大，贷款总额由1981年的年末余额24242万元逐年递增至1987年的

166067万元，1988年的214955万元，1989年的251052万元，199C

年的308441万元，1991年的40亿元。在金融系统的信贷资金逐年大

幅度增长，短期资金被转化为长期信贷资源的金融功能的大力支持

下，番禺投入于基本建设、技术改造和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总额也逐

年以大幅度递增。1990年，番禺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为5．9亿

元，1991年为7．68亿元。正是这些金融系统的信贷资金在有目标、

有效益地投入于番禺的经济建设，起了杠杆作用，使番禺的社会总
4



产值由1979年的80316万元，到1991年增至806595万元。1 992年5

月，番禺撤县设市。在这前后，各项经济指标迅速增长。1992年固

’定资产投资完成额26．6亿元，1993年完成59．7亿元，分别比1991年

增长2．46倍和9．77倍。社会总产值1992年增至1348599万元，1993

年增至175亿元，分别比1991年增长62％和1．2倍。正确运用金融这

经济杠杆，促进番禺经济的协调快速发展，正引起人们的进一步重
-

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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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建国前番禺县的金融概况

第一节军阀统治时期的封建金融

民国初年，广东由军阀割据，政局很不稳定。广州是广东政治

经济中心。一方面，它是地方军阀争夺势力范围的地方权力中心I

另一方面，在民国初年以后，在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中，它又是孙中

山的革命活动基地，在讨袁，护法和北伐战争等历史行程中，都起

过革命基地的积极作用。由于北伐战争前后的政局变化，广州就成

为地方军阀你争我夺，统治者频繁易主，战祸频仍的城市。只是到

1929—1936年，陈济棠较长时间统治广东的时候，广东政局才稍许

安定。

军阀统治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政治上与帝国主义和其它军阀

相勾结，进行内战以扩大地盘，二是经济上实行封建性的超经济剥

削，并勾结帝国主义势力，迎合外国资本的需要，进行半殖民地的

经济掠夺，以服务于进行内战以扩大势力范围的目的。从民国初年

到抗日战争以前，番禺人民就生活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

番禺县当时是广东的首县。历史上番禺一直是一个辖区很广的

行政区域一南海郡，交州、广州和广东省的首府。1921年以前，番
禺和南海两县的城区逐渐成为广州市的市区。从1921年广州成立市

政厅、1925年成立市政委员会到后来成为广东省政府的直辖市，都

是以番禺原来的城区和大片辖区划入为市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

1933年以前，番禺县政府也设治广州。形成番禺县与广州市政区重

迭、经济与金融关系交叉综错的特殊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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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2年民国成立到1938年广州被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沦陷，可

以作为番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这一阶段的番禺金融，

即军阀统治下的封建金融，有如下的重要金融史实：

一，货币制度：从民国元年到1934年1月，番禺全境和广州全

市同其它地方一样，市场上流通着多种性质不同的货币。其中金属

货币包括银两、银元(其中有以墨西哥银元，号称鹰洋为最多的各

种外国银元和以袁世凯头像银元为主、还有清宣统元宝在内的中国

银元)，银毫(清朝的龙纹，民国孙中山头像等多种铸币)，铜

元、铜钱(铜钱到1930年才停止流通)；纸币包括广东军政府发行

韵银票，清光绪30年(1904年)广东官钱局发行的毫子票，中国

银行广东省分行的兑换券，广东地方实业银行兑换券，省立广东银

行兑换券，孙中山创立的中央银行兑换券，中央银行为北伐筹措军

饷而发行的临时兑换券，广东省银行的省毫券，大洋券和广州市立

银行的毫券，等等。

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1929年以后，陈济棠的广东政权有

过七年暂时稳定局面。广东省银行的省毫券逐渐成为稳定的地方纸

币。1935年，国民党政府改革币制，把白银收归国有，宣布中央银

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禁止白银、外币流

通。广东当局也同时宣布以广东省银行的毫券，大洋券及广州市立

银行凭票为法币，收兑白银和外币。1938年，国民党政府宣布以中，

中，．交、农钞票收兑广东省毫券及大洋券，从此统一了流通中的货

币。

二、货币危机；各种货币同时在市面流通，中国√。外国不同成

色、重量，单位的银币同时充当货币的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的职

能，使得商品交换在计价和清算上发生许多不便。而真币。伪币的
。 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