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毒；蓥意垒裁惑翁篓誊虽禽辘



中国人民银行孝感市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孝感市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孝感市支行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孝感市支行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孝感市支公司

， J ．m,．mlL ’ 鼍

孝感市信用合作联合社



i～
1

专
‘

剖

，
@。

慧
’

j嚆漆：

甏取’
。
?嚏

心鬻

毋

鼍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I=．=}，。卜、舔≥

呕<酶骠伯蓬删悟趱柑



．序

《孝感市金融志》编纂工作，在中共孝感市委、市政府的领导

下，在市人民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保险公司的密

切配合和大力持支下，由于修志人员的辛勤劳动，现在已经问世，我

首先表示衷心的祝贺!《孝感市金融志》全面地、系统地、科学地记

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的金融活动。根据详近略远

．的要求，以翔实的资料，大量的文字，叙述了新中国诞生后，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孝感市金融事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别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金融工作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使整个金融面貌发

生了深刻的变化，真是令人振奋。

编修地方志，素有资治、教育、存史的功能，编修新方志，必须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要认真总结历史的

经验、教训和失误，扬长避短，以利前进。我相信《孝感市金融志》

的出版，为振兴孝感市的金融事业，促进孝感市的经济腾飞，作出新

贡献。回顾过去，硕果累累，展望未来，无限光明，乐以为序。

常 宜

1988年1月20日



编纂说明

+《孝感市金融志》的编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存

史为宗旨，实事求是地择要记述本市断限以内的金融活动，为读者提

供借鉴、资治、教育之用；兼备《孝感市志、金融篇’》采择取材o

-夸书断限从清光绪元年(．1875)至1985#止，分半封建半殖民地

及社会主义金融上下两篇，再按事类划分章、节，是按时间与按性质

划分的统_。篇EAI-F分章、节：目三层，章为大类，事以类聚；节有

独宴内容，按事划分；．目是节的组成部分，，只列序号，不用目字。各

标题均以事命题，’不加褒贬之词。． - ．，一。·．_

。。编者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大量历史档案、图书报刊和口碑资

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整理考证后择

优取用。涉及全国、全省通用资料，‘只作历史背景，从略交待，通用

制度法规一般不录，除必须引用的资料，一仍其旧，。不作更改外，均

以编者自己的语言记叙。

、建国前采用资料，均载明出处；建国后大多属档案所载，除文内

叙述来源外，一般未注出处。 ． ，

．历史朝代及年号，一律沿用历史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的

朝代纪年，在括号内加注公元年号，省去公元二字，同样的朝代纪年

在每一段中只附注一次。

本县自解放至建国前一段时间称解放后。建国前、建国后，是指

1949午10月r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后的简称．
l：



孝感县于1983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改为孝感市，
，

称孝感县，改名后称孝感市。
一

’4‘

本书除个别地方直书孝感以外，大部分以本市、

共市(县)委、市(县)政府等称呼一如平时。

因此，在改名前

县二字代替，串

本志对人民币的记叙，1955年3月1日发行新人民币以前的人民

币称旧人民币，法定新人民币1元折合旧人民币1万元。解放后所列

各表及文字记叙中的金额，除注明旧币二字外，一律换算为新人民币。

1-984年6月1日成立《孝感市金融志编纂委员会》，由中国人民

银行孝感市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孝感市支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孝感

市支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孝感市支公司，指派李百少l任主任委员，

韩学贤、，叶幼成、王建民、熊季詹、沈天云、胡安慰为委员，下设办

公室。后由于金融机构的改革，人员的调动，1986年8月，编委会决

定对编委会人员进行调整，由周松林任主任委员，韩学贤、徐继祖、

黄贵文、周国平、沈天云为委员，从而保证了编修正作的顺利进行。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省、地金融志办、地方志办、本市人、

工、农、建四行和保险公司等单位领导同志的关切和指导，得到了

省、地、县(市)馆、室、大专院校等单位的大力协助和支持，特别

，是得到了革命老前辈、老银行、老工商界的同志及金融系统各股(室)

负责同志的热心关怀，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提出了不少宝贵的修

改意见，对充实内容，提高志书质量起了作用，谨致谢意。但由于编

纂人员文化水平不高，学识浅薄，尤其对修志工作尚属初学，错漏之

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指正，以便进一步修正。



编纂委员会名录

主任委员：周松林

委 员：(以年龄为序)

韩学贤、徐继祖、黄贵文、沈天云、周松林、+

， 周国平。

办公室主任：沈天云

副主任：刘学初

主 编：

副主编：

编 纂：

沈天云．

校对：

编纂人员名录

颜镇域

沈天云

(以年龄为序)

郭继康、杨云汉、范修义、刘学初、颜镇域、赵延昌、

●

刘学初、郭继康、杨云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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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孝感位于长江之北，临近武汉，交通发达，气候温和，物产聿富，，

．金融兴衰，物价起落，伴随武汉而转移。

清末民初，地方政府和军阀竞相滥制滥发货币，形成本县市面流·

通货币庞杂，各种银两、制钱、铜元、银元、银票、钱钞交相并用，．

民间典当、商号竞相牟利，发行钱票，外国银元充斥市场，扰．乱金

融，物价波动，货币贬值，生产凋敝，人民生活动荡不安。民国15年

、(1926)，湖北官钱局发行的官票倒塌，本县商会发行铜元票两万．

串。翌年秋，汉钞惨跌，国库券变成废纸，全县26家当铺倒闭22家，

“协兴公"钱庄停业。民国22年4月6日，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

．本县市场所有一切收付，一．概使用银元，为当时的经济发展起了作

用：后由于世界银价上涨，引起我国通货紧缩，白银大量外流，形成

金融恐慌，于是国民政府在民N24年11月决定废除银本位制，实行

“法币改革”，大量发行法币。本县市场流通的法币，每元合银元l

，元，合铜元6串文。自民国25年起，法币逐渐贬值，人民生活日益贫困，

地主、豪绅、官吏高利放债，名目繁多，剥削极其残酷，迫使许多农

。民j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破产，加速了u贫富两极分化和阶级矛盾。

民国27年lo月，日本侵略军侵占孝感，全县14家当铺全部倒闭。

沦陷初期‘，市场仍以法币计价，后与日本军用票、伪“中储券"混合

流通，但民间交易多．塔银元为主，。农村则以法币。银元流通较多∥其

肘0钱业活跃，’仅城关经营钱业者有24户。民国3、1年5月，日伪禁止
’

l



法币流通，但法币仍在乡村集镇广泛行使。民国32年，伪中江实业银

行，在本县城关设立中江实业银行汉口总行孝感县办事处，并附设“公

典刀当铺1家，大量推行“中储券矽。民国34年，市场流通“中储

券"出现10万元面额巨钞，物价猛涨，钱业倒闭。’是年8月，日本投

降， “中储券”倒塌，人民所受损失，无法估计。
。

抗战胜利初期，县城经营钱业者有26家，以经营银元、。拆放暗息

为主．民国35年，国民政府全面发动内战，加紧了官僚金融垄断，推

行“银行法"，6月，国民政府湖北省银行在花园设立办事处；7

月，湖北省社会处派员来孝感，．通过发放农业贷款、组织信用合作

社，使金融垄断进一步渗透到农村；11月，本县国民政府奉令查缉钱

业，县城钱业转入地下，经营依然活跃；城乡高利贷活动猖獗，一般

月息在3一一5分，高者达10分以上，到期不还，利上加利，利息大

多以银元、实物计算，许多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

之中。民国36年，孝感县银行股份公司正式成立，信用萎缩。是年法

币恶性膨胀，一泻千里，花园物价11月份比抗战前上涨87707倍。民

国37年8月，法币崩溃。国民政府再次实行’币制改革，大量发行金元

券，以1：300万元的比例收兑法币。由于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上的

危机日益激化，金元券泛滥成灾，贬值更快，人心惶急。翌年2月，

物价飞涨，一日数变，金元券已无任何币值而言，人民拒绝使用，钱

业倒闭，市场萧条，从而银元、铜元流通市面，以物易物交换办法盛

行。不久，随着国民政府的彻底垮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金融活动也宣

告结束。

孝感是豫鄂边区的基本区域之一。1942年豫鄂边区建设银行总

行，在本县建立鄂东分行及第二印钞厂。到1945年3月止，第二印

钞厂共印制豫鄂边区建设银行币1。5亿元，对发展革命根据地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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