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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金融志》编纂委员会

广东科技出版社



内容介绍

本志翔实地记述了上自清末(1911年)，下

至现今(1990年)中山金融业的历史与现状。内

容包括有中山的金融机构、金融业务、保险业务

及中山金融系统历年的先进人物，人员的文化

素质等。对各时期发生的重大事情在最后一章

还作了重点记录。

本志图文并茂，除文字记载外，还选印了

30多版彩页，形象突出地反映了中山金融的面

貌，以及近百年在中山地区流通的货币图片。

本志适合金融、财政人员，以及有关领导阅

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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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发展，经过了多少代人洒满汗水与流血牺牲，生产斗争、阶

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类社会

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勤劳人民的双手中出现了无数的奇迹。

编史修志，是对过去的是非功过的记述，给后人以借鉴与启迪。

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级政府决定编修地方志，正是为了

系统地、全面地、科学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这是一项有益于全民族

的伟大社会工程。

《中山市金融志》翔实地反映了上自清末，下至现今中山金融业的

历史和现状，是《中山市志》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给子孙后代留

下的宝贵财产。既往矣，鉴古道今，我相信《中山市金融志》对于今后研

究中山金融事业，将提供有益的借鉴。它的意义和作用，将被人们所认

识。

值此《中山市金融志》脱稿成书之际，欣然命笔，是以为序。

简庆华

一九九一年六月五日



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百业兴旺、国

泰民安的盛世年代，《中山市金融志》得以编纂成功，是中山金融系统的

一件大喜事。

中山市是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故乡，位于广东省南部珠

江出口处，与顺德、番禺、斗门、新会、珠海、江门等县市接壤，毗邻港澳，

是著名侨乡，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对外贸易基地，商品经济一向比较发

达，为金融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新中国成立以后，金融业纳入国家

统一管理，银行成为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调

节、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有机联系的纽带。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断

深入和发展，中山的金融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逐渐形成一个以中国人

民银行(中央银行)为领导，国家专业银行为主体，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

机构并存及分工协作的社会主义金融体制，在筹集组织资金，管理运用

资金，支持生产建设，搞活流通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国民经济

各项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山市金融志》本着“详今略古，求实存真”的原则，坚持历史唯物

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以忠于历史史实，

秉笔直书的严谨态度编写而成。内容包括自清末以来各个历史时期中

山的当押、钱庄、银号、银行、保险等金融业务活动，并附有大事记，货币

的图片等，是中山有史以来的第一部金融专业志，它的面世，将有助于

人们了解、研究中山金融业的变革与发展情况，为把握现在，建设将来

提供有益的借鉴，对今后振兴中山的金融和经济定有裨益，可起存史、

资治、教化的作用。

麦庆光

一九九一年三月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精神，以反映金融行业的历史和现

状的本来面目为准则进行编写。

二、本志断限结合中山的金融实际情况记事，上限为1911年，下限

至1990年12月止。

三、本志的体例按照章、节、目层次排列，事以类同，横排纵写，分五

章，约16万字；以志为主体，随文附表；采用语体文记述体，重点记述解

放前民间、官方金融活动情况，以及解放后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开展金融

工作状况为主。

四、本志的“金额”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以“元’’为单位，币

制改革前的金额均已折算成现在人民币的货币单位。

五、本志内机构名称，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历届会议名

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名称，以及中山解放前后各专业银行的

名称等的称谓，在行文中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多次出现则沿习简称

[如中国人民银行中山分行简称为中山人行或人行中山分(支)行]。

六、本志资料大部分来源于各行、司的档案室，部分来源于知情人、

当事人的回忆记录，有的则通过座谈会形式取得，故行文时不赘注出

处。

七、本志纪年方法：民国前用当时的纪年，并加注公元纪年。民国时

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采用公元纪年方法。

●：；●I；f_J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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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位于珠江三角洲南部，农副产品资源丰富，且毗邻港澳，商业发

达。鸦片战争之后，出国华侨众多，是著名的侨乡，每年侨汇很多，因此石岐

银业经营在当时的各行业中跃居前列。

民国时期，经营典当业、钱银业、侨批业者为数不少。据统计，中山已有

典当铺24家、钱银号96家。在中山首设的民办“香山银行"是由归国华侨郭

泗泉于1924年开设的，随后中山县地方政府于1929年开设“中山民众实业

银行"。1930年法国商人在上海设立的“万国储蓄会”广州南华总会在石岐

设立了支会，专营储蓄业务。1945—1946年，广东省银行在中山设立。中山

县支行"(后降格为办事处)；中国农民银行设立“中山办事处”。解放前夕，中

山县政府曾筹建“中山县支行"，后因中山解放，未及开业。

建国后，中山金融业务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山支行统一管理与经营。50

年代，先后建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山支公司、中国银行中山支行、交通银

行石岐支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山支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山支行等金融机

构。这些机构都几经撤销、合并、重建，1979年又相继恢复和发展。至1990

年中山共设有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

行、发展银行和人民保险公司等八间分(支)行(公司)。此外，还有中山外汇

管理分局(与人民银行合署办公)、信托投资公司、资金市场、信用实业投资

公司、城市信用社，基层乡镇银行营业所、办事处、分理处、储蓄所(站)和农

村信用合作社(站)等共659个金融机构，从业人员4 020人。

建国初期，中山金融部门的工作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国民政府撤退

时中山物价高涨，币值狂泻，外币充斥市场，金融动荡，给金融工作带来极大

的困难。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国家人民银行首要是发行人民币，禁止

外币流通，在极短的期间内，人民币占领了城乡市场。在中央“发展经济，保

障供给"经济总方针指导下，农村以区镇为主，组建基层银行办事处、营业

所。组织城乡闲散资金支持国营企业，支持农村供销合作社收购农、副产品

所需要的资金，沟通城乡物资交流。在贯彻统购统销政策的同时，促进。三

大"合作的健康发展，帮助农民组织起一批又一批信用合作社，使之相互融
1



通资金，取代高利贷。对农业生产上所需的种籽、种苗、肥料、农药、小农具等

所欠缺的资金，都给予支持。对部分贫困农民欠缺的入社股金，发放长期无

息的专款接济农民，促进了互助合作和集体农渔业生产的发展。对互助组、

合作社欠缺农田基本建设资金，都热情给予贷款。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积

极扶助区乡社办企业的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增加社员收入。1978年12月

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金融部门按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

原则，紧跟形势，大胆改革。从过去单纯支持工商企业建设扩大为支持运输、

服务、旅游、“三资企业’’、“三来一补”联营企业等行业的全面发展；从过去单

纯在生产流通环节上支持，扩大为在生产、分配、流通、交换、消费全过程的

支持。贷款投量大幅度增加，投向更趋合理，经济效益更好。各项存款、城乡

储蓄直线上升。据统计，1990年与1979年相比，1979年全市城乡储蓄余额

为6 929万元，人均69．01元，至1990年底则分别达到366 384万元和

3 189．42元，11年各增359 455万元和3 120．40元，增长51．8倍和45．2

倍。资金来源的增长，支持生产、建设的各项贷款亦相对增加，1979年底各

项贷款余额为20 537万元，1990年底达619 458万元，增加598 931万元，

增加29倍。

在货币流通方面，从清末至建国前夕，在中山流通的各种货币先后有十

种，建国后，只有两种，且均属全国性货币。货币投放自1979年后出现大幅

度增长，1979年现金净投放为1 654万元，至1990年高达81 779万元，11

年来现金投放总额为292 362万元，年均为26 578万元。

中国银行于1979年恢复后，外汇业务发展迅速，增加了“向外借款”、

“担保”、“发行债券”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在国际贸易中提供了“定期结

汇”、“出口押汇"、“代客买卖外汇"、“出口打包放款”、“远期票据承兑”和“贴

现”、“保函”、“见证"等，多种结算融资服务，并积极向现代化科技方向迈进，

年创汇额，1979年仅有几千万美元，1990年达4．2亿美元，增幅居广东省前

茅，外贸贷款余额从1979年的4 133万美元增至1990年的36 941万美元，

增长9倍。中山建设银行担负着管理固定资产、财务拨款并实施财务监督，

从1981至1990年共审查工程预决算1 726份，定案总价值56 249万元，净

核减价值2 798万元，平均核减率为5．3％，为国家节约了资金。中山人民保

险公司险种从过去的3种增加到22个险种服务，保费收入增长115倍，理

“赔余额2 863万元，不仅为国家经济建设积累了一笔可观的后备基金，同时

在组织补偿造福社会方面都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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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银 行

一、建国前银行

(一)香山银行

“香山银行"属民办性质。于1924年由澳大利亚归国华侨郭泗泉开办，

行址设于石岐孙文西路(Up现石岐旅店旧址)。委任李翰辰为行长，开业仅1

年，因业务不佳而歇业，后由华侨李文枢加入资本并接任司理，改名为“华美

银行"，资金约为100万元，经营存贷款业务，兼解付国外侨汇，但经过两年

经营，业务开展困难，随即自行停业。

(二)万国储蓄会中山石岐支会

“万国储蓄会"是由法国商人于1912年在上海设立的。该会广州南华总

会于1930年在中山石岐设立支会，地址设在石岐太平路318号，负责人为

伍国培、郑岐山，专营储蓄业务。其收储办法是：

(1)每月储蓄12元、6元、3元三种，15年期满后可分别作为投入该会

的2 000元、1 000元、500元的资本；

(2)每月将全部存款的25％，用于开奖，奖金分50 000元、2 000元、300

元、200元、lOO元五等，

(3)存款足两年后又可持会单到该会申请贷款；

(4)存款15年期满后可以全数偿还。

该会储蓄章程有多种苛刻条件，如：逾期交存中奖无效；欠交3个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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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单号码注销，要继续存储，除交清欠款外，还要交8％罚息；欠交4个月作

为停交，按退会办理；存满15年的储金及奖金，退会储金3年不领作废；中

途退会要存足2年以上，否则分文不退；退会只能按比例退款，以月储12元

为例，足2年储金是288元，只退102．94元，还从中扣5％的罚金，实得

97．79元，只合原储金的34％。

该会以分红为号召，但要存满15年以后才能分红。分红是按该会存款

准备金营运超过年利率5％以上的部分的一半分发。期满仅付原本2 160

元，如按当时一般银行利率，每月存入12元，15年可得5 716．80元，储户损

失达3 500元以上。开业数年后，群众渐知其骗局，业务无法开展，终于抗战

前歇业。

(三)中山民众实业银行

中山民众实业银行的前身是中山民众实业公司银业部，1929年2月，

国民政府决定将中山县定为全国“模范县"，随着成立中山民众实业公司，内

设银业部。中山县政府将征收田亩款20多万元(按每亩2元征收)，存入该

公司作资本基金，大搞实业，筹建岐江桥等，并拨出广东省双毫银100万元

给中山民众实业公司银业部作资本金。于1929年11月5日开办中山民众

实业银行，行址设在石岐孙文西路，委任县政府会计黄文坚为行长，科员曾

仲棋为出纳主任。实业银行经营按揭、汇兑、存款储蓄等业务，直至抗战期间

才结束。

(四)广东省银行中山办事处

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山石岐曾设立过广东省银行中山支行，中山沦陷前

夕撤销，直至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重建，并降格为办事处，行址设于石岐孙

文西路222号(现市工商银行孙文西路储蓄所)，直属广东省银行总行领导，

主任为欧阳南(中山人氏)，共有职员17人。内设会计、出纳、营业、文书、代

理金库5个系(主办员)及电台。主要业务是代理省、县金库、机关团体存款、

汇兑、商业放款、居民储蓄，兼办侨汇、买汇业务等，每天业务量不多，仅几十

笔。

广东省银行在全省范围内发行一种地方银毫券，和当年的国民政府中

央银行在全国发行的大洋券相抗衡。省银毫券在全省市面上流通的信用颇

好，一直至中山沦陷前夕，与大洋券同时流通于石岐等地。

1949年10月中山解放，该行除安排个别人员留守，其余人员携带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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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款和部分帐册撤往澳门。同年12月，中山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员进驻该

行，由留守人员交出遗下帐册和全部家具，还有石岐凤鸣等米铺实物贷款借

据数笔，由人民银行中山支行接管。1951年凤鸣等米铺老板已无力偿还实

物，故以房产抵债，由人民银行中山支行接收(即现石岐从善坊21号银行宿

舍)。

(五)中国农民银行中山办事处

1946年，中国农民银行中山办事处在石岐成立，地址设在石岐太平路

405号(现市工商银行石岐办事处)，直属中国农民银行广东省分行领导，主

任为郑海东(中山人氏)，人员编制有主任、会计员、出纳员、农贷员、营业员、

文书、警卫、勤杂等12人。

该办事处的主要业务是农业贷款，兼办商业、机关、团体、个人的存贷

款，但业务量不多，每天约10多笔，金额也不大。农贷业务开始时是以发放

现金，收回现金为主，但在以后时期，为了执行国民政府关于恢复农村经济，

改良农业生产的政策，分别与中美联合总署、广东省粮食增产处配合，办理

了大批化肥及良种贷款。化肥贷款是以实物折价放出，收回现金，良种贷款

也是按实物折价放出，回收以实物折价入帐。化肥贷款已于1948年全部收

回，中山解放后移交人民银行的只有未收回的良种贷款，这笔贷款于1950

年由人民银行收回。

农业贷款的主要对象是国民政府组织的乡、保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县、

乡政府担保还款，其次是乡农会由县政府担保还款。但当年的乡、保生产合

作社和农会均由农村有权有势的土豪把持，化肥、良种都落在他们手中，农

户得益甚少。

1949年12月，中山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出代表进驻该办事处。1950年

4月中山县人民银行将其接收。

(六)中山县银行

该行于1948年筹建，属地方自办，负责人陈某(名字不详)，地址设于石

岐孙文西路106号(现市工商银行营业部)。中山解放时尚未开业，1950年5

月31日由中山县人民银行将其办公设备和房屋接收。

以下附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甲种节约建国储蓄券本息兑付表；民国

三十二年(1943年)乙种节约建国储蓄券购额表；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十

月四日省银行移交财产房产登记表，1950年接收旧农行农贷谷余额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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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民国三十二年0943年)甲种节约建国储蓄券本息兑付表

掩匠 $10．oc $30．0C $50．00 $loo．oc $500．oc $1 ooo．oo $5 ooo．oo $lO 000．oo渊．
一矩 12％ 11．24 33．7l 56．18 112．36 561．80 1 123．60 5 618．00 11 236．oo

一年半 12％ 11．91 35．73 59．55 119．10 595．51 1 191．02 5 955．08 1l 9lO．16

二年 12％ 12．62 37．87 63．12 126．25 631．24 1 262．48 6 312．38 12 624．77

二年半 12％ 13．38 40．15 66．91 133．82 669．11 1 338．22 6 691．12 13 382．25

三年 12％ 14．18 42．55 70．93 141．85 709．26 1 418．52 7 092．59 14 185．19

三年半 12％ 15．04 45．11 75．18 150．36 751．82 1 503．63 7 518．15 15 036．30

四年 12％ 15．94 47．81 79．69 159．38 796．92 1 593．85 7 969．24 15 938．48

四年半 12％ 16．89 50．68 84．47 168．95 844．74 1 689．48 8 447．39 16 894．79

五年 13％ 18．77 56．31 93．86 187．71 938．57 1 877．14 9 385．68 18 771．37

五年半 13％ 19．99 59．97 99．96 199．9l 999．57 1 999．15 9 995．75 19 991．51

六年 13％ 21．29 66．87 106．45 212．91 1 064．55 2 129．10 10 645．48 21 290．96

六年半 13％ 22．67 68．02 113．37 226．75 1 133．74 2 267．49 11 337．43 22 674．87

七年 13％ 24．15 72．45 120．74 241．49 1 207．44 2 414．87 12 074．37 24 148．74

七年半 13％ 25．72 77．15 128．59 257．18 1 285．92 2 571．84 12 859．20 25 718．4l

八年 13％ 27．39 82．17 136．95 273．90 1 369．50 2 739．Ol 13 695．05 27 390．11

八年半 13％ 29．17 87．51 145．85 291．70 1 458．52 2 917．05 14 585．23 29 170．46

九年 13％ 31．07 93．20 155．33 310．66 1 553．33 3 106．65 15 533．27 31 066．54

九年半 13％ 33．08 99．26 165．43 330．86 l 654．29 3 308．59 16 542．93 33 085．87

十年 14％ 38．70 116．09 193．48 386．97 1 934．84 3 869．68 19 348．42 38 69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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