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圉为中国银行恩平县支行新建的金,t1】k厦，楼

十七层。大厦址位于恩城镇新平中路。(落成行
迁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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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笔 郯成

酎主笔 郑灼朗

资料员 晃植新

摄影 陈力行 吴汝发

封面设计县志办 任健雇

封面题字梁鼎光



序

《恩平县金融志》的编写工作，先由县工商银行着乎准
备，于i 9 8 4年由县工商银行搜集和编写过一部分金融资
料。i 9 8 4年l 2月，县委县府召开了恩平县志编纂工作

会议，提出了各行各业要编写专业志的要求。1 9 8 6年8

月，县金融系统组成了《恩平县金融志》编纂领导小组和编

写小组。9月，全面开展征集金融史科和编写工作。i 9 8 7

年l 2月形成初稿，再经领导小组审阅．修改，最后由恩

平县志编纂办公室终审定稿，成为本县有史以来第一部全面

反映金融的历史和现状、体例完钎、内容翔实的金融“小百

科全书”。

《思平县金融志》的编写，以事实为主，兼及其他。在

编写中，尽力反映时代特点和行业特点，避免千篇一律。拄

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详

今略古．古为今Ⅲ的原则。采用的资料，以档案和有关的原

始记录为主，辅以州盘搜集并经核对和考证的资科，力求使

志书真实地、全面地、系统地．概括地记述和反映垒县金融工

作的基本面貌，阻适应金融改革的需要，使金融工作更好地

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涟服务，起到资政，教

育、存史的作JH。

本志能在两年内写戚，是因为各行领导刈这项工作高度

重视，不论在人力、物力、财力以及资料的搜集和编写各方

面，都给予大力丘持桷l指导，各行的专业股为木志提供和核



实大量的统计赍科。此外，思平县志办公室的同毒在业务上

作了具体的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谨致谢意。

编写‘恩平县金融衷，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编写人员

水平有限，加上史料久远，又残缺不全，错蒲在所难免。恳

望热心修志之±惠赐勘校．订正，谨致谢忱。

《恩平县金融志'编写组

1 9 8 8年7月



凡例

一，《恩平县金融志》上朔自公元l 6 4 4年，下限至
i 9 8 5年，记述了三个不同社会，3 4 0年的金融历史。

在编目安排上，采取了“分期分类横排竖写，条块结合”的

方法，即将全志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和成立后的两个大

时期，后按专业，分n剐类，再按时间顺序竖写。对建国前

的金融历史进行简要的概述，着重记述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全县广大金融干部职工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和银行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JTl。

对某些类目既揭示经验，也恰如其分地记取历史教训。

二．在内容安排上，突出建国后社会主义时期的思平金

融，除盒融体系放在下编的首章记述各专业银行的建立、

性质、职能和任务外，从第七章到第十五章，记述了各项金

融业务及{}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和经济效益，第十六职

反映金融职工队伍的建设，最后一章是附录。

三，根据县志办的统一要求，本志采用编、章，节、r1

的表述_lf；式，同时-粟丌1“第三人称”写法。

』驾．文巾数字的也朋，是按照l 9 8 6年2月3 1日

《人【tH报》刊载Ⅲ客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单位公布

的《关于㈣扳物上数‘声刚法的试行规定》的要求书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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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清顺治元年(I 6 4 4年) ．

是年，在北京设它铸钱局，铸顺治通宝钱，圆形方孔，

每文重一钱二分。成色为红铜七成，白铅三成，背文二字都

用满文，分列左右。以后陆续在一些省设立铸钱局，同铸制

钱。顺治以后的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遭光、成丰、同

治，光绪、宣统等历代皇帝都仿顺治通宝铸本朝的制钱。这

些制钱曾长期在本县流通。

清光绪十五年(1 8 8 9年)

5月，广东钱局开铸银币。所铸银币共分五种·七钱二

分，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三分六厘。七钱

二分为主币(相当于一元)，其余四种为辅币。由于七钱二

分银币铸有蟠龙纹，故人称为“龙洋"。此币曾长期在本县

流通。 ．

清光绪廿六年(1 9 O 0年)

6月，广东钱局停止铸制钱，开铸铜元(即铜仙)，铜

元1 0 0枚换银元I元，每枚当制钱1 0文。此币曾长期在

本县流通。 ·

民国元年(1 9 l 2年)

1月，中华民幽成立。所有前清银、铜各币旧模一律销

l



毁，改用新模，银元式样一面镌“贰毫"字样(俗叫“双毫

弦)，上列中华民国年号，下列“广东省造’’字样，一面镌

阿拉伯“2 0’’字样，旁镌英文，译日“广东二十仙"。铜

币一面镌一仙铜币，上碉j中华民l雪年号，一面镌阿拉伯“1’’

字，旁列英文，译日“广东一仙"。上列银币、钢币曾长期

在本县流通。

‘

民国4年(1 9 1 5年)
’ 2月，北洋政府颁布《币制条例》，铸袁世凯头像银元

‘(每枚1元)作为国币发行。此币俗称“袁头大洋’’，曾在

本县流通。
‘

民国6年(1 9 l 7年)

2月2 3日，(农历二月初二日)，省军与龙(济光)
‘

军战于思城地区，龙军入城，大肆抢掠，火烧当铺(祥年当

和合隆当)，城内商店及居民损失惨亟。

。

民国8年(1 9 1 9年)

是年，恩平城广益押开业，经理昊能喜。资本白银3000

元，系恩城最大的当铺。

民国l 2年(1 9 2 3年)

是年，恩平城联昌当开业，当物定期三年。经理冯环波

(莲塘村人)。 ．

民国2 1年(1 9 3 2年)

1月1日，广东中央银行撤销，成立广东省银行，发行

2



广东省银行银毫券(俗称“金鱼黄’’纸币)。此币曾长期在

本县流通。

是年，恩平城联和押开业，押物定期一年，经理吴英灼

(岭南乡山塘村入)。’ ．

民国2 2年(1 9 3 3年)

． 4月，国民党政府宣布“废两设元"，规定所有的公私款

项收付交易，一律以“元"为单位，不再以“两"作单位．

本县官方首先执行，民间则仍然以“两”为单位，直至民国
2 7年全部改用“元”为单位。

‘

民国2 4年(1 9 3 5年)

l 1月，南京政府实行币翩改革，宣布自银国有，发行

纸币兑换银元。广东陈济棠政府为了对付南京政府，也立即

宣布白银收归国有，银毫、大洋由政府全数收回。规定银毫

I元兑换银窀券1．2元，大洋l元兑换银毫券1．4 4元。

本县于民国2 5年2月开始以纸币兑换白银。
‘

民国2 5年(1 9 3 6年) “．

是年，由于币箭l改革，自银禁止流通，所有白银都要兑

换纸币，全县当铺先后关门停业。

民国2 6年(1 9 3 7年)

6月，全国统一币制，国民政府宣布中央银行、中国银

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国币’’。一切公私

款项的收付，均以国币为单位。．广尔省银行所发行的银毫

券，以一四四为法定比率(Il|J银毫券1．44元兑换国币l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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