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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志》，记载着自1949年以来，人民银行安徽省分

行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它以翔实的资料，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编纂而成。我深

信。志书一的问世，必将引起广大金融理论研究工作者和金融实际工作者的浓厚

兴趣。 ，

●

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与全国其他分行一样，过去的金融体制和政策，适合

过去的经济基础，它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

用。但是，在以产品经济为主的历史条件下，银行的职能是得不到充足发挥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体制，从过去高度集中的传统模式

逐步转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在实现这种经济模式的转变中，中国人民银行

作为中央银行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加强，金融事业在改革和开放中奋勇前进，出现

了崭新面貌。遵循邓小平同志指出的“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刀的指导思想，人

民银行调整了货币政策，发展了金融体系，扩大了业务范围，开拓了金融市场，加

强了外汇、外债管理。加强和改善了金融宏观控制。安徽的金融事业正焕发着青

春的活力。 ．

，

安徽的经济，与沿海省份相比，差距颇大。为振兴安徽经济，我省金融工作者

任重而道远。为了继往开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事业，我们要以

历史的经验为借鉴。坚持从我省实际出发，不断开拓前进，努力探索，走出自己的

新路子。历史经验的可贵，在于提供给人们继续前进的力量，在于给人们研究和

解决新问题的智慧。不懂得历史就不懂得未来。我殷切地希望《中国人民银行安

徽省分行志》的出版，能为有志于建设安徽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人们提供有益的

启示，在促进安徽金融事业蓬勃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我在安徽省人民政府工作时，曾接触过金融工作，但只是初浅认识，自1990

年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行长后，通过学习，观察、实践，对安徽金融事业

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我自鞭策，迎头赶上，以期有所建树。值此《中国人民银行

安徽省分行志》付印之时，行志编委会嘱余作序，籍此数语，与同事共勉．

．． 宋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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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志》是安徽省人民银行系统较

它以史实再现安徽省人民银行四十多年经验丰富的光辉历程，

在省地方志编委会指导下，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于

编委会开始修志。具体工作由金融研究所代管，并且聘请了离

者组成编写组，撰写《安徽省志·金融志》兼指导、推动各地(市

作和资料搜集、整理工作。根据省地方志编委会关于“干什么，

管，历史就归谁写"的原则，统一制定篇目，各行、司分工负责编写本部门志书或

资料汇编。省人民银行在完成解放前安徽金融史料的收集整理后，于1988年4

月，将金融志编写组改称为编辑室，继续完成《安徽省志·金融志》前三篇志稿的

撰写，同时着重组织各处室编写《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志》。一俟资料完备，

再会同各专业行、司总纂《安徽省志·金融志》。由于时间跨度大，内容浩繁，编辑

室全体同志艰苦奋战，不辞辛劳，查档案、走访知情者，四处搜集资料，分类制卡

或写单篇。至1989年底，共查阅历史档案2400余卷，摘录卡片25000余页，约

300万余字。并协助清理屯溪“124”战备库金融资料74箱。同时，先后组织50余

人次，深入16个地、市和40多个县(nV)组织、推动和协调各地的金融志编纂工

作。并利用《安徽金融研究》增刊和《金融志动态》为各地(市)县金融志提供参考

资料，进行信息和经验交流。
’

本志时限上自建国初的1949年，下至1990年底。其范畴包括建国后安徽省

金融机构沿革以及金融业务的发展。为了联系历史，内容亦涉及建国前安徽省金

融业的兴衰、演变梗概。
‘

j
’

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尊重史实，详

近略远，寓褒贬于史实之中，客观地反映安徽省人民银行系统在各个历史时期，

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对国民经济所起的作用。它具备了金融志的特

点，旨在珍存资料，为后世借鉴，为编写《安徽省志·金融志》打好基础。

本志是经过几年时间的酝酿、探索、反复研讨而成的。编修过程中，得到省志

办的热情指导，分行各处、室的协作，大家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特别是几位老同

志，专心修志，默默奉献，令人敬佩，谨表谢意。．

本志工程浩大，难免有疏漏与失当之处，敬请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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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机构，在安徽省制未建前，是根据皖北、皖南行政区划建立的。
， 、1949年初，华中银行江淮分行随解放大军进驻蚌埠，合肥分行也于2月10日成

t：。 立开业。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在合肥成立后，人民银行皖北分行在华中银行合肥分

行的基础上建立。人民银行皖南分行亦于同年5月在屯溪建立，7月随皖南人民

， 行政公署迁入芜湖。1951年，皖北、皖南两行政区合并，皖南分行随之迁合肥与

皖北分行合署办公。继而，安徽省人民政府建立，并以合肥为省会，中国人民银行

安徽省分行，在合并皖北、皖南两分行的基础上，于1952年9月在合肥正式成 。

。。

‘立。

人民银行皖北、皖南两分行建立之初，主要任务是接收官僚资本银行，在专

区、市、县普设人民银行机构；建立人民币单一流通市场，严禁黄金、银元、外币在

市场上流通，不准私人买卖，打击奸商囤积居奇；发放贷款，支持工农业生产和商

品流通，稳定金融物价，安定民生。银行业务除沿袭解放区银行的业务范围和做

法，也保留了一些旧金融业的种类。在此期间，安徽全省人民银行机构林立，农村

信用合作社随之先后建立。

1953年，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

任务相继提出。银行工作借鉴苏联经验，建立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业务章则办

法总行统一制定，业务计划由总行统管。“一五刀期间，安徽银行工作通过各项业

，， 务活动，调节市场货币流通，稳定金融，支持工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支持国营与

合作经济壮大，扶植有益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和手工业。对发展生产，保证供给，

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逐步走上为。一化、三改’’、为计划经济服务的轨道，

打下了社会主义银行工作的初步基础。但是在前进过程中也有曲折，有经验也有

。 教训。
．

’

’

1954年，安徽省遭遇百年罕见的水灾，省人民银行根据总行、中共安徽省委
l! 及省人民政府的指示，大力支援灾区，帮助灾区人民生产自救，重建家园。

1958年。大跃进"，银行章则、制度的执行受到影响，信贷不强调效益，货币+
『 投放过多。

f 1961年，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接着国务院发布银行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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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条决定．重整业务规范，加强银行监督，在促进生产，支持流通方面，

作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银行员工和工作秩序搅乱，业务遭冲击。

1970年5月，银行与财政合并为安徽省财政金融局，银行人员减少，业务削弱。

直至1973年10月，银行与财政分设后，才逐步名正业顺。

1978年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拔乱反正，银行业务转入新的历史

时期。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各专业银行相继分设，金融体制改革深入展

开，一个较为完善的金融网络，逐步形成．安徽金融事业蓬勃向前发展，银行真正

起到经济杠杆作用。 ．’

现在，《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志》脱稿了，它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记叙着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安徽金融业的演变和发展，是一本有益于后世的史料书

刊，值得庆幸!

我白1949年由华北解放区银行转入安徽，在金融界忙忙碌碌数十年，贡献

微薄，今日喜看安徽金融业生气勃勃，蒸蒸El上，至堪欣慰，特为之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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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本志定名为《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志》，记述该行机构、业务发展的

史和现状，起自1949年2月，止于1990年末，上溯至该行前身——华中银行

肥分行。 ．

一-，，‘
．

二、本志遵循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程式，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和中共中央提出

四项基本原则，直书史实，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三者的有机统一。

三、本志借鉴旧方志的传统形式，结合现实需要，按照横排门类、纵述史实的
， 志书文体，采用卷章节体例，述、记、志、传、图、表、录各体裁有机配合。全书为一

卷，卷首以《序言》、《概述》宏观叙论该行总情，《大事记》编年系事，纵述该行建设
一 发展历程，横纵结合显示该行全貌。主体分设17章、54节，随节设目，不立次第，

按该行现设内部职能部门划分业务归属，分类纪事。图表不单列章节．，分附有关
簟 业务后排列。对分行领导人，于卷首按任职先后顺序排列历任行长和现任正副行

长照片，紧随主体之后排列两位已故行长小传和分行领导人简介。卷末附录重要

文献辑存，并附录安徽解放前金融史料——《历史货币》和《金融业历史沿革》。以

鬈编后》记载本书编纂经过。

．， 四、鉴于省人民银行从1985年起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前此经办过的存、

。 ． 放、汇业务已分别由各专业银行承办，并由各专业行志详加记述，本志对这些业

：j’ 务记述从简，而着重于体现人民银行机体的连续性和金融事业管理机关的特色。

。’。 五、分行机构调整变动，有时先执行后行文公布；干部任职也有先到职后行

i。t 文任命的情况，各种史料文卷时间记载不一。本志一律按行文时间记述。

六、货币、金银计量。本志断限内，人民币有新旧之别，旧人民币行用至1955

，。 年3月为止，此后行用新人民币；新旧币比值为1：1万。本志货币计量统一折算

为新人民币，有必要保持旧人民币数额之处，括号夹注“旧’’字。金银计量单位，历

。 史上沿用市两(16两为1斤)，1960年1月改为以。克"计量。本志为照顾前后记

一。 载一致，一律用市两计量。

j 七、本志各种统计资料，主要引用省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省统计局未公布统

、，。。 计数字者，用本行统计数字。

八、本志行文规范： ． ．

： 《一>、采用语体文、记述体，用国务院公布的简化汉字书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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噬 ．

≯

妻



(---、>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历、阿拉伯数字书写。此前各

朝代用历史正称，汉字书写(民国用阿拉伯数字)，并在每节第一次出现时括号夹

注公历年号；但革命根据地纪年用公历。 。

<三>、数字的书写，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关于出版物上数

字用法的暂行规定》。 ‘

<四>、机关单位名称，第一次出现用全称，继续出现时酌用简称。如中国人民

银行安徽省分行，简称‘‘省人民银行"、“省分行"、“省人行艿；“省分行’’用于区别系

统内各级行处，。省人行’’用于区别全省各行司。

<五>、统计表中遇有某项数字空缺，以“～’’表示无此项资料，以。⋯”表示应

该有资料但未查到，表格内不留空白。

九、本志资料主要来源：安徽省档案馆、省人行档案室和各处室及有关专业

行、司。历史资料主要来源于：国家第二档案馆(南京)，安徽省档案馆、图书馆，上

海市人民银行资料室，上海市图书馆，安庆市图书馆、安庆师范学院图书馆。书中

不一一列注出处。

十、本志系集体编成，每篇文稿均按照编纂程序，各司其职，各尽其责，集体

研究，层层修改，故文末不加作者署名，于卷末集中排列参与撰稿和搜集资料人

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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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是在地区性银行基础上于1949年组建成立的。建

行四十二年来，在总行和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历了从统一管

理、经营全省金融事业，到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发展过程，在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加快步伐，不断前进，为促进安徽的经济发

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1979年以来，安徽金融业认真贯彻中共

中央十一届三次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机构与业务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和不断完善，目前已初步形

成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国家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基本适

应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

_、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

1949年1月，皖北先获解放，老解放区的华中银行分别在蚌埠、合肥设立分

行，接管民国政府的中央和地方金融机构，开展城市金融业务。同年4月，安徽全

境解放，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安徽也分为皖北、皖南两个行政公署．

同属华东军政委员会领导。在两行署领导下，分别组建人民银行皖北分行、皖南

分行，均直属华东区行管辖。皖北分行承接境内华中银行机构与业务，行址设于

合肥，5月1日宣告成立。皖南分行以华北解放区南下金融干部为骨干，边接管

境内民国政府各级金融机构，边开展建行工作和金融业务，5月12日在屯溪宣

告成立(后迁芜湖)。新成立的人民银行，从民国政府金融机构接收到的仅属其不

动产部分和营业器具，至于营运资金，则主要依靠老解放区的全力支援。

民国政府长期以来实行“无限制的通货膨胀和无限制的物价高涨一政策，导

致经济全面崩溃。安徽全境解放时，工业仅有3800多家小矿山、小工厂和手工作

坊，年产值只有4．4亿元；钢、钢材、焦炭、大型机械设备、水泥、化肥、农药等重工

业产品都是空白。农业因农田水利失修，地力脊薄，产量很低，主要农产品产量仅

为粮食639万吨，棉花34．7万担，油料作物298．6万担。1949年全省工农业总

产值只有42亿元。解放前夕，通货恶性膨胀，物价一日数涨，货币急剧贬值，商民

重物轻币，货币到手急忙抢购物资，市场混乱，投机盛行。面对民国政府留下的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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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子，百废待兴，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国发出号召，争取从1949年到1952年的三

+年时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人民银行皖南、皖北分行分别在

两行署领导下，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配合有关部门稳定金融物价，制止通

货膨胀，建立人民币市场和金融体系，对私营银钱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实现

安徽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作出了积极努力。

(一)整顿币制，稳定金融，平抑物价

解放初期，人民币在安徽发行、流通不广，各地特别是皖北地区存在多种货

币与人民币并行流通。一方面，老解放区发行的货币取代民国政府的金圆券，成

为新的通货，计有华中币、北海币、中州币，以及皖西流通券和江淮四、五分区本

票等，各种货币比价不一，使用极为不便。另一方面，由于民国政府恶性通货膨胀

的影响，人民群众重实物轻货币，黄金、白银计价流通，早已禁用的银元也重新以

货币面目出现，私营商店以银元标价，合肥、蚌埠、安庆、芜湖等主要城市还形成

了公开的银元市场。在农村和小集镇，交易活动则以粮食等实物作为支付手段，

甚至以物易物。这种货币混乱状况，容易被投机者利甩，金银物价风潮曾两次冲

击安徽市场。一次，上海初解放时，潜伏的经济特务和投机商人操纵银元，哄抬物

价，安徽受此影响，银元比价急剧上升。原定收兑价格，银元1元兑换人民币300

元，几日间上升6——7倍，屯溪、芜湖等地上升到1800元，合肥最高价达到

2100元。由此连锁反应，各种物价随之上涨。另一次，安徽沿江、沿淮地区因受水

灾影响货源短缺，一批投机商贩从上海及江苏、浙江、江西等省进货，抬价换取银

元，又引起物价上涨。，

为了统一币制，1949年5月人民银行皖北、皖南两分行成立时，通告宣布以

人民币为本位币，华中币和北海币与人民币100：1作为辅币流通，其他各种地方

货币一律用人民币兑换收圊。同年11月又通告停用并收回华中、北海两种辅币。

同时加强金银管理，银元和黄金白银，只准兑换人民币使用，禁止计价流通，由人

民银行挂牌收兑，禁止黑市买卖。并在有关部门配合下，大力宣传银元流通的危

害，发动商民拒用，打击银元贩子，取缔银元市场。通过收兑地方货币和收兑金

银，人民币的发行得到推广。银行还通过发放工商贷款扩大人民币发行，采取发

放农业贷款、支持商业部门扩大农产品收购，开展城乡物资交流等措施，组织人

民币下乡。人民币迅速占领了城乡市场。至1949年底，除偏远山区仍存在以物

易物交换方式外，人民币已成为全省城乡唯一合法通货。

为吸收社会游资，稳定金融，皖南、北分行于1949年7月开办人民储蓄业

务，并针对当时物价波动情况开办“折实定期储蓄’’，随后又举办了“保本保值储

蓄一。前者以一定数量的柴米油盐布等实物合为一个单位，储户存款时按实物市

价将款额折合成单位，取款时按单位所含实物的市价折付现款，保证储户的存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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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因物价上涨而受到损失。后者对储户的存款注明款额相当某种实物若干，取款

时物价上涨则按实物折付现款，物价下降则照原存款额支付。在特定条件下实行

的这些特殊存款方式(1952年物价稳定后停办)，很受群众欢迎，在物价波动较

大的1949年和1950年上半年，银行储蓄存款仍不断上升。社会游资减少，既有

利于稳定金融，又使银行扩大了信贷资金。同时，对稳定市场物价也起到了积极

作用。 ．，．

‘为了平抑物价，当时，上海等大城市在中央部署下，贸易部门抛售物资，暂减
‘

收购；财政部门加强税收，募集公债；银行吸收存款，收回贷款，形成。三个部门六

路出兵力的统一行动。与此同时，安徽也采取了几个方面紧密配合，回笼货币、抽

紧银根的相应措施。到1950年春末，货币大量回笼，市场物价趋于稳定，基本上

扭转了解放初期金融市场混乱的状况。 ·

”

‘

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发《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皖

南、北分行根据中央决定和人民银行总行、及所在地人民行政公署制定的实施办 ，．

法，开展现金管理工作。工作重心是“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加强机构与业

务建设，配合有关部门争取实现财政收支、现金收付和物资调度平衡。从而，进一

步巩固了稳定金融，平抑物价的成果。‘ ，． ，

’’ 乙

(二)接管官僚资本金融业，加强对私营行庄管理

民国政府“四行两局一库"在安徽的分支机构及省、县地方银行，皖北部分在

解放前已撤离，其行屋及留守人员已被华中银行和各县人民政府接管；皖南部分

基本上留在原地，从皖北撤退的省银行总行和中央银行合肥分行也停留在芜湖 ’

和屯溪两地。根据上级规定，中央信托局移交贸易部门，邮政储金汇业局归邮政

系统接管，人民银行皖南分行接管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及中央合作金库和

省、县银行，共53个机构，791名员工。其机构名称取销，财物并归人民银行，人

+员大部分由人民银行留用，不适宜留用者，依据政策分别作了清洗、给资遣返原

籍或以小本贷款帮助其另谋职业。 j ·。

对私营银行、钱庄，根据华东区行制定的《华东区私营银钱业管理暂行办法》

进行整顿和加强管理。宣传人民政府对私营银钱业的方针、政策，允许他们在遵

守人民政府法令的条件下继续经营金融业务。公布私营银钱业必须具有一定的
· 营运资本方可申请营业，凡提出申请者，经过验资审查合格，批准开业，并对其业

务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未经申请或资本未达到规定标准，一律不准经营金融业

务。私营钱庄一般资力薄弱，经营方式不适应人民金融事业的要求，存在时间很

短。其中，有的因无力按政府规定增加和充实资本而申请歇业I有的因经营不善’

发生亏损而倒闭；也有的搞投机活动，违法经营，被人民政府勒令停业。至1951

。年，省内所有私营钱庄都先后停歇，私营银行解放后继续营业者仅存上海商业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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