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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志》

以后的1980年。

会主义建设的规

这是一项基础性

国中部的一座中

民共和国的发展

发展的轨迹是国

了继承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更重要的是适应时代和社

会的需要。
’

武汉在解放前分设为汉口特别市、武昌省会市和汉阳县，

历代的建制也不同，从未编纂过一部统一的城市志，这就增加

了工作的难度。本志记述内容起自1840年，截至1985年，力

求全面、系统、完整地记述整个城市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

状的全貌，并反映其发展的规律。但由于时间跨度之长，包罗

内容之广，为历代修志所未见，更由于历史资料残缺不全，散

失损毁又多，各门类的记述都难免有缺漏，尚有待于今后之补

充。

，本志的编纂，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坚持

I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

料性的统一，使之成为一部科学的地方文献。但由于编纂者



学识水平的限制和经验的不足，在指导思想、编纂体例、资料

撰著等方面，仍会有诸多缺陷，这是需要海内外专家学者和广．

大读者给予指正的。

本书是一部完整的城市志，力求科学地反映本城市在近

现代发展变化的整体面貌。为了便于社会多方面、多层次的

广泛应用，按专志分卷出版。在统一指导思想、统一体例、统

一规范的制约下，各卷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以便于体现各专

业的科学性。

本志的编纂出版工作，在编纂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自始

至终坚持群策群力的方针。武汉地区各系统、各部门、各民主

党派、各社会团体，不问隶属关系如何，都参加了编纂工作。

在搜集资料阶段有2 000余人参加，在编写阶段有400余人

参加，在总纂阶段有200余人参加。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都

给予了大力支持。档案、图书、文史部门和大专院校等通力合

作，提供方便。《武汉市志》是集体努力的科学成果，我们特向

每一位为编纂出版本志付出了劳动的同志表示深切的谢意。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黎智
， 1989年3月20日



坚持历

地区近

溯源的

．市辖县概况。记述中涉及各县的，注明含县。

四、本志根据现行社会分工，结合科学分类原则划分门

类。全志在统一指导思想、统一设计、统一体例、统一规范的

原则下，设28个分卷。全志既是统一的整体，各分卷又具有

相对独立性。内容记述力求反映各门类间的联系、影响和制

约关系，允许各分卷作适当和必要的交叉记述。

五、本志体例采用志、记、图、表、传，以志为主体。

． 六、本志为条目体。各分卷一般设篇、类目、条目，以条目

为记述的基本单元。

七、本志在有关部类中设概述，概括全貌；设综述，反映各

行(事)业的综合内容；分述以记述行(事)业为主，兼及典型实

体。 ’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各地及各类档案、图书、报刊、旧志、

政府公报、文件，以及调查采访实录，一般不注明出处，不作注



_________--___————

’

解。鉴于历史原因，有的资料无法搜集、考核而难免缺漏时，

则保持本来面貌，以待续修时补正充实。

九、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使用文字、标点、数字、计

量均按国家规定的统一规范书写。 ，

历史朝代称号用通称，如明、清、中华民国(简称民国)。

涉及日伪傀儡政权、军队，则加“伪’’字。 ‘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1949年10月1日新中

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建国后珍。1949年5月16日武

汉解放前后简称“解放前”、“解放后”。一般都记实际年月。

十、自1840年以来对武汉社会发展具有影响的人物，不

受武汉籍属限制，凡应入志的分别予以记述、立传、立表。人．

物传只收已故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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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志·金融志》编写说明

一、《武汉市志·金融志》是《武汉市志》的组成部分，按

《武汉市志》的总体设计编纂。
。

二、《武汉市志·金融志》记述武汉百余年来金融业的基

本面貌以及1985年前金融体制改革的情况。

三、《武汉市志·金融志》分3篇，设15类目，112条目。

‘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金融业”篇的“机构和业务”类目下，按

典当、钱庄、银行等行业设条目，记述其沿革和业务概况；“社

会主义时期金融业”篇的“机构”类目下，除信用社外，均按机

构逐个立条目，记述其沿革、职能、内部结构等。金融业务按

业务设类立目，作较详的记述。另设。专记”，记述武汉金融业

重大事件。 ·

四、各种称谓，均按记事年代的称谓记述。如1955年3

月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人民币前的人民币，称旧人民币，新人

民币称人民币。在统计表中，按旧人民币1万元等于人民币

1元计算列入。

五、《武汉市志·金融志》编纂过程中，得到有关图书馆、

档案馆、大专院校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上级单位及专家学者给

予了指导和帮助，谨致谢忱，尚请指正。



‘武汉市志>分卷目录

1．总类志

2．大事记

3j政党志

4．社会团体志

5．政权政协志

6．民政志

7．政法志 ．

8．军事志

9．外事志

10．城市建设志

11．工业志

12．交通邮电志

13．农业志

14．商业志

15．对外经济贸易志

16．金融志

17．财政志

18．税务志

19．经济管理志

20．教育志

21．科学志

22．文化志

23．新闻志

24．文物志

25．卫生志 ．

26．体育志

27．社会志

28．人物志

’i

f。
· ‘’·

‘

●1 ●-

j j
：

1．．f。．：·：套
’．。～

：
．，’



目 录

概j苤⋯⋯一⋯⋯⋯⋯⋯⋯⋯⋯⋯⋯⋯⋯⋯⋯⋯⋯⋯⋯⋯⋯(1)

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金融业⋯⋯⋯．．．⋯⋯⋯⋯(4)
通用货币⋯⋯⋯⋯⋯⋯⋯⋯⋯⋯⋯⋯⋯⋯⋯⋯；⋯⋯⋯”(4)

制钱⋯⋯⋯⋯⋯⋯⋯⋯⋯⋯⋯⋯⋯⋯⋯⋯⋯⋯⋯⋯⋯“(4)

银两⋯⋯⋯⋯⋯⋯⋯⋯⋯⋯⋯⋯⋯⋯⋯⋯⋯⋯⋯⋯⋯··(5)

宝银⋯⋯⋯⋯⋯⋯⋯⋯⋯⋯⋯⋯⋯⋯⋯⋯⋯⋯⋯⋯··(5)
’

汉口洋例银⋯⋯⋯⋯⋯⋯⋯⋯⋯⋯⋯⋯⋯⋯⋯⋯⋯“(6)

铜元⋯⋯⋯⋯⋯⋯⋯⋯⋯⋯⋯⋯⋯⋯⋯⋯⋯⋯⋯⋯⋯··(8)

银元⋯⋯⋯⋯⋯⋯⋯⋯⋯⋯⋯⋯⋯⋯⋯⋯⋯⋯⋯⋯⋯”(10)

花票⋯⋯⋯⋯⋯⋯⋯⋯⋯⋯⋯⋯⋯⋯⋯⋯⋯⋯⋯⋯⋯⋯(13)

·湖北官票⋯⋯⋯⋯⋯⋯⋯⋯⋯⋯⋯⋯⋯⋯⋯⋯⋯⋯⋯”(13)

外国银行纸币⋯⋯⋯⋯⋯⋯⋯⋯⋯⋯⋯⋯⋯⋯⋯⋯⋯一(16)

汉钞⋯⋯⋯⋯⋯⋯⋯⋯⋯⋯⋯⋯⋯⋯⋯⋯⋯⋯⋯⋯⋯”(19)

武汉国民政府发行的国库券⋯⋯⋯⋯⋯⋯⋯⋯⋯⋯⋯“(26)

申钞⋯⋯⋯⋯⋯⋯⋯⋯⋯⋯⋯⋯⋯⋯⋯⋯⋯⋯⋯⋯⋯“(27)
‘

法币⋯⋯⋯⋯⋯⋯⋯⋯⋯⋯⋯⋯⋯⋯⋯·-⋯⋯⋯⋯⋯”(28)

伪中央储备银行券⋯⋯⋯⋯⋯⋯⋯⋯⋯⋯⋯⋯⋯⋯⋯··(29)

金元券⋯⋯⋯⋯⋯⋯⋯⋯⋯⋯⋯⋯⋯⋯⋯⋯⋯⋯⋯⋯”(31)

汉口钱业公会发行的维持流通券⋯⋯⋯⋯⋯⋯⋯⋯⋯·?(33)

各种货币的比价⋯⋯⋯⋯⋯⋯⋯⋯⋯⋯⋯⋯⋯⋯⋯⋯”(34)

机构和业务⋯⋯⋯．．．⋯⋯⋯⋯⋯⋯⋯⋯⋯⋯⋯⋯⋯⋯⋯(37)



⋯⋯⋯⋯⋯⋯⋯⋯⋯⋯⋯⋯⋯●⋯⋯⋯●●⋯

．．．⋯⋯⋯⋯⋯⋯⋯⋯⋯⋯⋯⋯⋯⋯⋯⋯⋯

⋯⋯⋯⋯⋯⋯⋯⋯⋯⋯⋯⋯⋯⋯⋯⋯⋯⋯

．．．⋯⋯●⋯⋯⋯⋯⋯⋯⋯⋯⋯⋯⋯⋯⋯⋯●●

●⋯⋯⋯⋯⋯⋯⋯⋯⋯⋯⋯⋯⋯⋯⋯⋯⋯●●

⋯⋯⋯⋯⋯⋯⋯⋯⋯⋯●⋯⋯⋯⋯⋯⋯⋯●●

⋯⋯⋯⋯⋯⋯⋯⋯．．．．．．●⋯⋯⋯⋯⋯⋯⋯●●

⋯⋯⋯⋯⋯⋯⋯⋯⋯⋯⋯⋯．．．．．．⋯●⋯●●’●●

⋯⋯⋯⋯⋯⋯⋯⋯⋯⋯⋯⋯⋯⋯⋯⋯⋯⋯

构⋯⋯⋯⋯⋯⋯⋯⋯⋯⋯⋯⋯⋯⋯”!⋯⋯

●⋯⋯●●●●●●●●●⋯●-●⋯●●●●●⋯●●●●⋯⋯●●●●●●●●●●●

⋯⋯⋯⋯⋯⋯⋯⋯⋯⋯⋯⋯⋯⋯⋯⋯⋯t．．

●●●●⋯⋯●●●●●●●●⋯⋯●●●●⋯●●●●●●●●●●●●●●●⋯●●●●●

⋯⋯●⋯●●●●●●⋯●●●●●●●●⋯●●●⋯⋯●●●●●●⋯⋯●●●

管理局⋯⋯⋯⋯⋯⋯⋯⋯⋯⋯⋯⋯⋯⋯⋯

组织⋯⋯⋯⋯⋯⋯⋯⋯⋯⋯⋯⋯⋯⋯⋯⋯

⋯⋯⋯⋯⋯⋯⋯⋯⋯⋯⋯⋯⋯⋯⋯⋯⋯⋯

倒闭事件⋯⋯⋯⋯⋯⋯⋯⋯⋯⋯⋯⋯⋯⋯

年武汉的金融恐慌⋯⋯⋯⋯⋯⋯⋯⋯⋯”

府“集中现金，，．”⋯⋯⋯⋯⋯⋯⋯⋯⋯⋯⋯

次币制改革中的武汉银钱业⋯⋯⋯⋯⋯⋯

对武汉钱业的影响⋯⋯⋯⋯⋯⋯⋯⋯⋯⋯

理局取缔“地下钱庄”⋯⋯⋯⋯⋯⋯⋯⋯⋯

金元券在汉的发行和崩溃⋯⋯⋯⋯⋯⋯⋯⋯⋯⋯⋯⋯

(37)

(42)

(66)

(68)

(103)

(105)

(108-}

(109)

(110)

(112)

(112)

(112)

(113)

(115)

(116)

(117)

(119)

(129)

(129)

(130)

(131)

(135)

(137)

(139)

(141)

社会主义时期金融业⋯⋯⋯⋯⋯⋯⋯⋯⋯⋯．(144)
机构⋯··：⋯⋯⋯⋯⋯⋯⋯⋯⋯⋯⋯⋯⋯⋯⋯⋯⋯⋯⋯“(144)



、中南区和省级在汉金融机构⋯⋯⋯⋯⋯⋯⋯⋯⋯⋯⋯045)

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145)

中国工商银行武汉市分行⋯⋯⋯⋯⋯⋯⋯⋯⋯⋯⋯⋯(148)

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市分行⋯⋯⋯⋯⋯⋯⋯⋯⋯⋯⋯⋯(149)

中国银行汉口分行⋯⋯⋯⋯⋯⋯⋯⋯⋯⋯⋯⋯⋯⋯⋯(151)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武汉市分行⋯⋯⋯⋯⋯⋯⋯⋯⋯⋯(152)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武汉市分公司⋯⋯⋯⋯⋯”：⋯⋯⋯(153)

中国投资银行武汉市分行⋯⋯⋯⋯⋯⋯⋯⋯⋯⋯⋯⋯(154)

’交通银行武汉分行⋯⋯⋯⋯⋯⋯⋯⋯⋯⋯⋯⋯⋯⋯⋯(155)

武汉市金融信托公司⋯⋯⋯⋯⋯⋯⋯⋯⋯⋯⋯⋯⋯一(156)

武汉市农村金融信托公司⋯⋯⋯⋯⋯⋯⋯⋯⋯·．．．⋯⋯(156)

武汉市建业投资公司⋯⋯⋯⋯⋯⋯⋯⋯⋯⋯⋯⋯⋯⋯(157)

城市信用合作社⋯⋯⋯⋯⋯⋯⋯⋯⋯⋯⋯⋯⋯⋯⋯⋯(158)

郊区信用合作社⋯⋯⋯⋯⋯⋯⋯⋯⋯⋯⋯⋯⋯⋯⋯⋯(159)

’其他金融机构⋯⋯⋯⋯⋯⋯⋯⋯⋯⋯⋯⋯⋯⋯⋯⋯⋯(161)

公私合营银行汉口分行⋯⋯⋯⋯⋯o⋯⋯⋯⋯⋯⋯(161)

武汉华侨投资公司⋯⋯⋯⋯⋯⋯⋯⋯⋯⋯⋯⋯⋯一(162)

武汉联合商业银行⋯⋯⋯⋯⋯⋯⋯⋯⋯⋯⋯⋯⋯⋯(163)

私营保险业⋯⋯⋯⋯⋯⋯⋯⋯．，．⋯⋯⋯⋯⋯⋯⋯。⋯(163)

货币流通⋯⋯⋯⋯⋯⋯⋯⋯⋯．．．⋯⋯⋯⋯⋯⋯⋯⋯⋯一(164)

人民币的发行⋯⋯⋯⋯⋯⋯⋯⋯⋯⋯⋯⋯⋯⋯⋯⋯⋯(165)

’投放与回笼⋯⋯⋯⋯⋯⋯⋯⋯⋯⋯⋯⋯⋯⋯⋯⋯⋯⋯(167)

货币流通速度⋯⋯⋯⋯⋯⋯⋯⋯⋯⋯⋯⋯⋯⋯⋯⋯⋯(169)

现金管理⋯⋯⋯⋯⋯⋯⋯⋯⋯⋯⋯⋯⋯⋯⋯⋯⋯⋯·?·(169)

工资基金管理⋯⋯⋯⋯⋯⋯⋯⋯⋯⋯⋯⋯⋯⋯⋯⋯⋯(172)

金银管理⋯⋯⋯⋯⋯⋯⋯⋯⋯⋯⋯⋯⋯⋯⋯⋯⋯⋯⋯(175)

出纳整点操作技术⋯⋯⋯⋯⋯⋯⋯⋯⋯⋯⋯⋯⋯⋯⋯(177)

工商信贷⋯⋯⋯⋯⋯⋯⋯⋯⋯⋯⋯⋯⋯⋯⋯⋯⋯⋯⋯·(178)



⋯⋯⋯⋯⋯⋯

(179)

(183)

(189)

(193)

(195)

(196)

(201)

(204)

(206)

(207)

(208)

(209)

(210)

(212)

(216)

(218)

(22I)

(223)

(223)

(224)

(226)

(227)

(231)

(233)

(235)

(239)

(242)

(24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