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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志编纂过程中，得到自治区金融志办公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桂林市图书馆、档案馆，中国人民银行桂林分行档案室等有关单

位和众多同志的大力支持，借此特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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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桂林是我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又是历史文化名城。古为百越

地；战国属楚，秦属桂林郡；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属始安县，

归零陵郡管辖；三国时期，吴甘露元年(265年)始安郡和始安县均

设于今之桂林市。此后，桂林逐渐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统治广西的政治

中心。与此同时商品经济亦逐渐发达。清代，金融业在桂林兴起；清

末，出现银行业；民国时期，金融业逐渐发达；抗日战争时期，金融

业空前繁荣；抗日战争胜利后币值不稳，金融业衰退。1949年11月桂

林解放后，货币稳定，金融业稳步发展。19179年改革开放以后，金融

业迅速发展，至1990年底，已形成一个较完备的金融体系，银行存放

款成倍甚至数十倍地增长。

货币是商品经济的产物。但是货币对商品经济又产生重大影响。

近代金融业兴起，以后在其机制灵活的作用下．这种影响更显得重要。

货币流通的历史与近代金融业的历史相比，前者比后者长得多。

按道理说，‘在商品经济社会里；凡有居民聚居的地方，不会没有货币

流通。但从桂林出土古钱情况看，“桂林尚未发现西汉末年以前的货

币，只有西汉末年王莽时期的“货泉修。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

桂林(桂州州治)设置钱监铸造代表桂州的桂字铜钱。’此后明清两代

也在桂林铸钱。据临桂县志记载，清代粤西宝桂钱局铸钱的地方，在今

文昌桥南，生产规模甚为宏大。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停铸，断断续

续历时1 90多年。若从王莽时代算起，桂林有铜钱流通，也有近2000年

的历史。历代行使铜钱时期，亦有金银与之混合流通。清末市面流通

的白银仍然以“两’’为计量单位i但其成色和衡重标准，各地极不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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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甚至同一个地方也不使用同一标准。当时桂林市面行使花银，成

色为千分之897．285，而桂林藩库出入的银两并不是花银，而是纹

银，成色为千分之935．374；市面衡重标准用公码平，藩库却用库平。

公码平100两折合库平97．8两。在流通过程中必需反复折算，其手续

之繁琐由此可见。后来银元一出现，这种银两制度就逐渐被淘汰了。

由于商品经济逐渐发展，流通方便的纸币又逐渐取代银元而占领货币

市场。清末民初的广西银行兑换券，信誉甚佳，发行顺当e但自民国

以后，军阀政权更替频繁，其发行的纸币无充分的硬币作准备，流通

的纸币亦随军阀政权的存亡而存亡。民国21年(1 932年)以后的桂

钞，也曾稳定一时，抗日战争初期，广西的桂钞经桂林中央银行整理收

回，此后即改用全国统一的法币。法币是我国首次发行的不兑现纸

币。不久，中央造币厂曾在桂林设立分厂，铸造金属辅币，与昆明、

成都二厂成为全国三大造币厂之一。民国33年(1944年)桂林沦陷前

撤走。抗日战争胜利后，法币贬值加剧，国民政府被迫于民国37年

(1948年)8月实行币制改革，按法币300万元折合金圆券1元，收

回法币，发行金圆券。但前后不到半年，民国38年初金圆券又急剧贬

值，同年4月桂林市面拒用金圆券，自发地行使民间留存的银元，或

以白米计价进行交易。民国38年7月国民政府又被迫实行再一次货币

改革，以金圆券5亿元折合银元券1元，收回金圆券，发行银元兑换

券。按规定桂林为全国9个兑换城市之一，但是由于银元短缺，中央

银行桂林分行的兑现工作时断时续，且兑量日见减少，市面交易几乎

全用银元。至民国38年(1 949年)11月22日桂林解放后，银元券终成

废纸。在发行金圆券初期，由于币制改革事属仓卒，于民国37年10月

间桂林中央银行曾出现轰动一时的镍币舞弊案和黄金收兑压价案，舆

论界认为该行经理有贪污嫌疑，后经监察院派员到桂林调查，找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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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罪证，但在舆论压力下，该行经理吴光明于民国37年底到总行述

职后，就悄然离开了桂林。民国38年初，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政权

岌岌可危，金圆券随之迅速贬值，物价飞涨。4月中旬桂林中央银行

库存空虚，当时应支付广西省政府经费200亿元，无款支付。该行曾

多次向总行告急，但至4月1 6日和19日总行两次空运来桂共50亿元，

均属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在货币贬值期间，其他银行特别是地方银

行为了自己的生存，有的暗中买卖金银外汇，有的设立商店囤积日用

品，中央银行已无力顾及。广西自民国以来，历次货币崩溃给人民群

众带来的经济损失，就更难估量了。
、

桂林解放后，由于人民政府措施得力，人民币迅速取代银元地位

占领了市场。1950年3月全国物价下跌，币值日益稳定。1955年8月

1日全国发行新人民币收回旧人民币，至今40多年来， 虽然有些年

份货币发行偏多，造成物价上涨，但中央及时采取控制措施，币值仍

保持了基本稳定，国民经济继续快速发展。

至于金融机构，清代的桂林只有少数典当业即当铺，还有一些私

营票号和银钱号，经营存款，放款和汇兑。当时西方国家的金融业已

相当发达，一些金融资本开始入侵我国。光绪年间，不少省份相继设

立官银钱号，影响所及，广西官银钱总号亦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设立于桂林，经营官款收支、汇兑和发行兑换券。宣统二年(1910年)

广西官银钱总号改组为广西银行总行。这是广西有银行之始。民国2

年(1 913年)广西银行总行随省会由桂林迁往南宁，桂林即改为分

行。此后至民国21年(1932年)，其间政局多变，桂林广西银行亦屡

次倒闭。民国21年以后，广西政局比较稳定，银行业务取得一些进

展，地方经济也获得些发展。抗日战争前夕的民国25年(193 6年)广

西银行总行又随省会由南宁迁来桂林。至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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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的银行只有广西银行一家。民国27年，祖国半壁河山和沿海城市相

继沦陷，全国不少大银行纷纷后撤。当时所有后撤的银行，大部分集

中于重庆、昆明和桂林3地。至民国33年(1 944年)上半年，即桂林

沦陷前半年，银行机构空前增多。国家4大银行以中央银行来桂设立

机构为最早。民国27年5月设办事处，不久连续升格为一等分行。此

后中国、交通、中国农民3家银行亦相继设立分(支)行。民国28年以

后，湖南、广东、福建3省银行亦在桂林设立分支机构。商业银行以

上海银行来桂设立分行为最早，于民国27年11月成立。此后，金城、

中国实业、云南兴文、中国工矿、昆明、新华、华侨兴业、云南实业、

大同、中国通商等1o家商业银行亦相继开业。市一级的地方银行即桂

林市银行亦于民国32年(1 943年)创立c至此，桂林的银行有国家银

行、省市地方银行和商业银行，加上中央储蓄会和其他一些金融管理

机构，共有20余家之多，金融行业盛极一时。抗日战争胜利后，因工

商业不振，银行机构锐减，商业银行没有1家回桂复业，至民国38年

上半年，银行正常营业的有中、’中、交、农4行和广西、桂林市2家

地方银行，业务清淡。民国38年9月桂林行将解放，有的银行撤至南

宁，其中以中央银行撤走最晚，于11月21日深夜即解放前一天的晚上

才撤走；有的银行缩小编制；有的提前结束业务。解放后由中国人民

银行广西省分行完整接收财产和人员的只有中国银行1家。

解放后，中国人民银行广西省分行于1949年12月1日在桂林成

立，年底省分行随省政府迁往南宁。1950年1月1日成立桂林支行。

1 953年2月桂林专区和桂林市的银行机构分开设置，专区银行管县，不

对外营业；市银行专营市内业务。由1949年至1 980年基本上只有中国

人民银行1家。1980年起桂林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

险公司相继分设。1 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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