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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今鉴古，继往开来，编纂史志是我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当今盛世，编写新志，是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客观要求。7

1985年初，黄冈地区行政公署决定编纂《黄冈。地区地方

志》，并要求各部门、各系统编写各自的部门志或专业志，以

为地方志之组成。黄冈地区金融系统(人民银行，农业银行、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负责人聚会协商，确定j1

联合修志，成立了黄冈地区金融志编纂领导小组， 下设由

“四行一司力派员组成的金融志编纂办公室o．在指导各县

(市)编写县(市)金融志的同时，],火1985年6月开始编写《黄冈

地区金融简志》o时经2年又10个月，对初稿和送审稿先后3次。

邀请省地有关领导同志和各县(市)金融志主编进行评审，四

易其稿，于1988年4月经领导小组审定付印。全书共1 o纲，57

目，约17万余字，简要记叙了黄冈地区的金融史迹，填补了

历代《黄州府志》在金融方面的空白。因此，《黄冈地区金融简

志》的问世，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事。

古往今来，纵观黄冈地区金融历史，自战国以来即有货

币流通，南宋乾道六年(1170)为解决“江南钱不得到江北刀

的矛盾，在蕲州．．黄州两地设置监铸“二折"铁钱，通行于

两淮9清道光年间(1821)，武穴开设有当铺9随着经济的发



展，当铺、钱庄逐渐增多。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

、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金融业虽有较大发展，但都为帝国

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所把持。 1931年，上海银

行在武穴设立“上海银行武穴ll盏时办事处" ，继而湖北省银

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先后在武穴设立分支机构；国民

政府县银行也都在各县先后成立。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鄂东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早在1927年的农民革命运动中，就成立了“黄冈县农民

协会信用合作社"。1930年后，又先后创建了鄂豫皖区苏维

埃银行和豫鄂边区建设银行。从而形成了所有制性质不同的

两种金融机构o 1938年秋，日军入侵境内后，他们出于经济

掠夺的目的，发行了日伪货币强行在市场上流通。在共产党

领导下的豫鄂边区建设银行黄冈分行，与日伪货币展开了针

锋相对的斗争，从而打破了日伪和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的经

济封锁o

1949年5月，黄冈地区全境解放，随之境内各县人民政府

接管了旧银行，建立了国家所有制的、全国统一的各地人民

银行。从此，社会主义金融事业，就以崭新的姿态渗透国民

经济各个领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境内金融

事业蓬勃发展，金融工作围绕改革开放，在“宏观控制，微

观搞活”的原则指导下，积极组织资金，有计划地调节信贷

规模和货币流通，大力支持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促进市场繁

荣，稳定金融物价，活跃城乡经济，为振兴鄂东经济发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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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显著的作用o·

《黄冈地区金融简志》，正是以上述金融变化为主线，以货

币、信用及机构沿革为内容，客观地记叙黄冈地区金融事业

的兴衰变化，寓褒贬、论成败于事实之中，详近略远地反映

了境内具有地方特点的金融活动。同时按照新志要求，严格

区分新旧社会的金融性质，资料翔实，结构严谨。值此金融

志付印之际，谨为荐介，期能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

作用，是以为序o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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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恒才

1988年5月于黄州



。 凡 例

二、本志以货币开篇，历史跨度较长，从南宗乾道六年(1170)境

内设置监铸铁钱起，下限截至1987年止。力求填补历代《黄州府志》对金

融方面的空白。

二，本志采用纲目体，共成一卷，大类从纲，纲下设目及其子目，

以黑字体表示，子目用方括号。纲首的小序，是对旧式金融活动的概述，

不列入目，以区别新1日社会的金融性质。

三、本志所写的建国前后，即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后的简称。 ～ 。 一

四、本志所写的解放前后，即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5月先后解

放黄冈地区境内的简称t ，

五、本志清代以前历史纪年用汉字，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在一

目之内首次出现的附以公元年号，境内解放区和建国以来的纪年均用公

元年，记阿拉伯数字。

六、本志所写“旧人民币”，是指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

立时发行的货币，记述中仍以原币值，未作换算。所写“新人民币力，

是指1955年3月1日起发行的货币。 志书内表列货币数均换算为新人民

币。

七、本志所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

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简称。

八、本志所写“文化大革命时期"，是1966年5月至1976年lo月这

段时间的简称。



九、本志所写“地区人行，，、 “地区农行，，、 “地区工行，，、 “地

区建行"、 “地区保险公司’’，是几经更迭名称之后的中国人民银行黄

冈地区分行、中国农业银行黄冈地区中心支行、中国工商银行黄冈地区

中心支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黄冈地区中心支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黄

冈地区中心支公司的简称。凡未冠以专业行名的“地区银行”即含地区

各专业银行， “全区银行矽即含全区各级专业银行。

／ 十、本志所写“四行一司，，，是指地区人行、农行、工行、建行和

保险公司的简称。

十一、本志所写“地委"或“行署’’是中国共产党黄冈地区委员会

和黄冈专区行政专员公署、黄冈地区行政公署几经更迭名称的简称，亦

或简称为：中共黄冈地委、地区行署。

十二、本志文字后面记有“O"符号中的数字，是注释顺序，均在

各纲目的页末加上“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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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英山4县市。1987年，全区人口总数为619．63万人， 农业人口占

89．14％。工农业总产值43．46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占44．15％。一社会．

商品零售总额15．44a元，银行和信用社贷款25．54亿元，城乡市场比较

繁荣，货币流通基本正常o

回顾历史，黄冈地区从楚国(公元前474年至223年)开始，即有蚁

鼻钱(铜)，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又有半两钱(方孔铜钱，下

同)，汉武帝元狞五年(公元前118年)有五铢钱，唐代铸开元通宝，

．北宋的淳化元宝和元榷通宝等铜钱均先后在境内流通。 南宋乾道六年

(1 1 70)，因“江南钱不得到江北"，蕲，黄两州就设置监铸铁钱，以 、

适应江北的流通需要。清道光年间(1821)，安徽歙县人来武穴开设当

铺，此后当铺业就逐渐增多。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i清同治六年(1867)，境内共有30座当铺，而黄冈县刘维桢

一家就开设5座，均以押品当钱获利。清光绪十四到二十七年(1888—

1901)，市面流通货币，又有光绪当10文铜元和光绪银元。清末民初，

境内钱庄兴起，全区共有66座钱庄，经营钱银兑换和存放业务。到民国20

年(1 93 1)银行兴起，逐渐取代了当铺、钱庄业务，先后在武穴开设的就



有上海银行、湖北省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共4个分支机构。尔

后，全区又成立了8个县银行共14个银行机构。民国25年，又由国民政

府在境内组建了659个信用合作预备社。同时国民党军政官吏、大小商

号都以种种名义印发各种市票，竞相流通，牟取暴利。从满清王朝经辛

亥革命到国民党统治时期，直至解放前夕，黄冈地区金融业多为地主和

私人资本家所把持，广大劳动人民深受重利盘剥，即使是由国民政府组

建的县银行和“以经济力量配合各乡镇制度组训农民，，的信用合作社，

贫苦农民和市民，也只能“望洋兴叹"。

i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运

动，在根据地建立金融组织，成立了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发行

面额一串文的流通券5万张，供贫苦农民无息或低息借贷。1 930年，在

黄安县(今红安县)七里坪成立鄂豫皖苏维埃银行， 次年开始发行纸

币、铜币(为数不多)，组织经济公社，发展贸易，支持手工业生产，

对农民发放耕牛、徒具、种子、口粮等贷款，使苏区经济趋向繁荣。

1 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入侵，次年秋，境内沿江各镇沦陷；山区各

县为国民政府统治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在平原、湖泊一带

建立抗日根据地，与日军展开了游击战。此种交错局面，构成了各方金

融货币的针锋相对。日军强行规定，日本军用票与我国银币比价由l：i

抬高到l：I．5，他们只发行，不兑换，搞以战养战，实行经济掠夺。

汪伪政府发行储备券①，强行以储备券按相等比价收兑法币，禁用边

币。为了打破日伪蒋军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

政府，成立了豫鄂边区建谤银行黄冈分行，并在黄r4县张渡湖(现属新

洲县)北岸陈家村建立印钞厂，印有6种券面的边币流通。1 943年，边

区政府法令规定，I元边币折合法币3元(在此以前l：1)，禁止使用日

伪货币，对破坏边币者，予以严惩。边区银行对农民发放农业、渔业等
2 ．



贷款，限制农村高利贷，实行“二五减息”②，组织“评借委员会”，

为贫苦农民排难解纷。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湖北省银行鄂东支行

从三里畈迁至黄州，改称湖北省银行黄冈办事处，后来，由于法币，关

金币贬值，黄州的大米涨价1 20倍，军政职员不得不“按底薪加七十倍

计算”。至民国37年6月，法币，关金信用扫地，取而代之的金元券投

放市场，不到lo个月，金元券急剧贬值，黄州大米价格一夜上涨4倍，

商民拒用金元券，市生出现“票子不过夜，存钱不如存货"， “目下一

言为定，早晚时价不同”的混乱局面。市场交易又以银元、铜币计价流

通。境内各地银行存款提尽，业务难撑，濒于绝境。
’4

1949年5月，黄冈地区全境解放，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金融时代：6

月，中共黄冈地委作出了各县人民政府接管国民政府县银行的决定，同

时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黄冈区支行(以下简称地区人行)。由于

刚解放，黑市银元活动仍一度猖獗，金融物价不稳。在此情况下，全区

银行通过国营贸易公司抛售物资和配合税收工作，开展打击黑市银元的

货币斗争。同时，把货币斗争与组织信用合作社，打击高利贷，发放春

、粮贷款，发行“胜利折实公债"．，国家拨款，以工代赈修复提防，办理

投资和发放小型水利设施贷款，扶持土特产品的贸易运销，举办“保本

、 保值刀储蓄，建立货币发行“中心支库’’等方面结合进行。至1950年6

月止，全区共收兑银元6，832，}k，白银169，817市两，黄金37，302市两。

全区金融工作配合“三反"和“五反’’运动③，打击了资产阶级的违法

活动，人民币统一占领了市场，根治了旧社会通货膨胀的创伤，为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铺平了道路。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53年我国经济建设开始进入第一个

五年计划。在此期间，全区银行工作在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④的指引

下，充分发挥了银行的职能作用。国营商业取消“贸易金库制，，⑤，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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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经济核算， 由各县人民银行对独立核算的国营商业发放流动资金贷

款。全区银行集中信用，加强现金管理，把银行工作重点放在支持国营

经济的发展壮大方面，促进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走公私合营

和集体生产经营的道路。1954年全区遭受百年未有的大水灾，银行和信

用社发放贷款878亿元(旧人民币)，支持灾区人民生产自救，迅速恢

复生产，重建家园。1955年3月，实行币制改革，全区设．--壹--616个兑换

点，顺利完成了发行新人民币回收旧人民币的兑换工作，并通过发放贫

农合作基金贷款774万元支持贫农、下中农交纳入社的股份基金、，促进

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1956年，全区在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

主义改造过程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贷，统购包

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不同方式，金融工作发挥了支持、监督

和管理作用。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1957年1月一1966年4月)。社会主

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全区银行工作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_T-,It为主导

的方针，坚持财政收支平衡、银行信贷平衡和物资供需平衡，基本上做

到了有计划的投资基本建设，促进各部门完成国家建设计划，大力支持

国营工商企业生产和流通的资金需要，支持农副产品收购，满足市场物

资供应。到1957年末，全区完成基本建设投资5，431：6元，较1949,-v1952

年投资1，097万元，增加3．95倍。全区国营工商业贷款8，696万元，农业

贷款2，356万元，分别]：匕1952年增加2俄1倍和6．5倍。同期的工业产值增

加2．1 7倍，粮食总产增加41．3％。1958年实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刀的总路线。在“大跃进"“左刀倾思想影响

下，全区经济金融工作一度出现了指山买树，指塘买鱼，高指标，浮夸

风，商业预付赊销，存贷款放“卫星矽；加上大办钢铁，大办煤碳，大

办食堂等，造成盲目拨款，贷款失控，货币投放偏多，物资供应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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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1 961年全区货币流通量与社会商品储备量比例下降到1：2．82，

与社会商品零售额此例下降到1：6．4。经过1961年贯彻国民经济“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和银行，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方针以后，

到1963年国民经济开始好转，货币流通趋向正常。根据国家整顿信用

的政策规定，全区核销豁免农贷、预购定金贷款3，559万元。信贷管理

工作重新走上正轨。银行贷款坚持“资金分口管理，分别使用"的原

则，重点解决企业生产和流通方面的流动资金的不足部分，支持企业

发展生产和扩大商品流通。，满足城乡物资供应，繁荣经济，稳定货币。

1963年末全区各项存款较1960年增加了5l％，各项贷款只增加31％+，净

回笼货币4127／"元，市场上每1元货币拥有商品(按工农业产值计算)20

元，货币流通量与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比例回升到1：9。

“文化大革命"的10年(1966年5月一1976年lo月)． “文化大革

命力运动开始后，全区银行的各级党组织普遍陷于瘫痪，各级银行领导

干部乃至信用社主任大都受到批判和斗争， 银行正常工作秩序受到冲

击，抢劫金库，强行提现之事时有发生。各级银行与同级财政局合并

后，混淆了信贷资金与财政资金的界限，把银行一些好的规章制度当作

“管，卡，压力批判，使基本建设投资和信贷资金管理松驰。1975年全

区基建投资较1965年增加3．24倍，工业贷款增加10倍，轻工业此重下降

23％，一货币流通量与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比例下降到1：6．6。市场货币又

趋于偏多，工商企业资金周转慢，银行贷款使用效益低。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开始。 1976年lo月粉粹江青反革命集团以

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全区金融工作也迅速把重点转到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服务上来，为振兴鄂东经济积极筹集资金，狠抓管好用好资

金。1979年，根据国民经济调整、改革的需要，对工商企业和农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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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五小设备”⑥和中短期设备贷款，采取流动资金与固定资金两条

不同渠道的贷款管理方式，固定资产贷款主要是支持企业以内涵为主扩

大再生产，走技术进步的道路，按照行业规划，。以节能为重点，进行技

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提高经济效益。T979年，全区288个国营工业企业

拥有固定资产6，248万元，年产值}L1949年增加27倍，年递增儿．7％。

到1985年，全区银行存款又比1 979年增加1．35倍，各项贷款增加2．6倍

(其中农业贷款增加1．2倍)，工农业总产值增加1．89倍，社会商品零

售额增加1．36倍，农民纯收入增加4l％，职工平均工资增加20％。从

198G年开始，恢复了停办22年的保险业务，银行又对县城和主要集镇开

办饮食服务，旅游等第三产业贷款，以利于搞活经济，搞活市场和安排

城镇就业人员。1 982年，全区人民银行对35 1户国营，集体工商企业，

支持440个革新，挖潜项目，发放中短期设备贷款和专项贷款3，617万

元，扩大了生产能力。1 983年，在支持农村商品经济中，把农村信贷资

金集中用于农，林、牧，副和农．工、商、运输、服务等各业的发展，对

全区1 20万承包户直接发放贷款，其中支持15万个“两户一联"贷款

5，000万元，有48，906个粮食专业户，年提供商品粮2亿斤d是年6月，

全区遭受严重自然灾害，通过调整农村信贷资金

4，500万元，取得了抗灾夺丰收的效果。年末，净

万元。全区银行还根据国家政策规定，先后处理了

化．机电产品．医药报废削价损失2，520．47Y元，

1，999．1万元。

1984年在改革、开放中，全区金融管理．信贷

建拔贷，保险业务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实

贷管理体制得到加强和完善。人民银行黄冈地区分

职能后，对各专业银行实行了缴存存款准备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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