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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80年代初期，我们曾经想把全县金融系统儿十年来的光辉业绩编撰成书。
但霾种种原霉，没有如愿以偿九现在《大薪县金融志》终于出版发行了，着实

可喜可贺。
‘I

。，：，
。、。，- ?，’·1·

从唐置羁縻州开始大新县境内就有商业活动，、市场上出现以物易物，或以

银锭、铜钱作交易媒介。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又先后蠹琉铜伍、银元以及

桂币、圜币、镍币、关金券、金元券和银元券等货币在市面上流通。抗日战争

嚣襄，溺民党政麝实行速货膨胀政策，纸币不断贬值，成为制约生产力的障碍

物。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人民政权，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人民币，成为国家．

的法定货币，从而稳定了货币市场，人民银行也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资金运
j动的枢纽，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重要的杠杆椎用。 j 一

大新，过去是广西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新中国成立40多年来i‘经济建设

突飞猛进，无论是农韭、工韭、商监、交通运输韭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1

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基中全会以后，’推行经济体制改革；．金融部门大力筹集

资金，1992年各项存款、贷款余额分别比1951年增加2643倍和5470倍，支持

．‘ 生产和流通的发展；经济变仡曼大：1992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比王95王年增4．32

倍，工业总产值增202．41倍。， ：．
一一

-
一．

盛世修志是袒毽文化鲢优良传统，志书具有“资滚当前t惠及螽世’’的铭

用。编修《金融志》我们责呒旁贷。因此i 1992年4月，由县人行牵头成立了

，《大新县金融志》编纂领导小组，下设编辑室。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数易其

．稿，终于编成《大新县金融志》；编纂过程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秀
指导，坚持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遵循实事

求是的原茭{l，。按照薪观点、薪方法；耪材料和新体例的要求，如实地记载了大

新县金融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及其专业特点，’这是全县金融系统广大职工智

慧的结荔，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希望金融系统的广大职工珍惜它、研究它，

从中熟悉情况，寻找规律，获得教益，把全县金融事娩推向前进。’

《金融志》在编撰过程中，得到自治区、南宁人民银行和各专业行耐的领导、

专家学者的关注，热情指导、帮助；得到大新县地方患办公室鲢大力支持；得
到全星金融系统广大职工的诚挚协作，提供资料，以及金融志编辑室全体同志

的辛勤劳动，在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

许有权’

199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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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概述·1·

t-． 大新，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山区边境县，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县境

内山青水秀，岩溶独特；风景秀丽，物产丰富。有占全国锰矿藏量四分之一的

大矿山，有5．9万千瓦可供开发的天然落差水能，山上山下，村前屋后，果树

茂密，素有“龙眼之乡∥的美称。全县总面积2755平方公里，东、南、。北面分

别与崇左、隆安、龙州、天等、靖西县接邻，西面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毗连，国

’界线长40余公里，是广西的边陲要地。
一

秦汉时期，大新属骆越地i唐代设置5个羁縻州，宋代成立8个土州(土

司)}民国时期是养利、雷平、万承三县建置，1951年3月合并成立大新县，县

治在桃城镇，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1992年，全县有17个乡镇，145个行

政村，总人口344998人，其中壮族占97％。 ，．． ．．

宋代的土司虽奉宋王朝正朔，向其纳税进贡，但宋王期仍依唐制，“树其酋

长!使自镇抚"，“地方水土，一并归附"．全茗土官的祠堂贴有这样一副对联：

0“六坡八甲任吾驾驭，一街四方由我管理"；。土司完全占有全部土地，对百姓进

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国家不拨给俸禄，土司的公私费用完全向百姓榨取，除

征收辖地内的实物地租外，还有力役和布．帛等，如同先秦诸侯。在土司统治的

年代里，全县耕作原始，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 。．
二

．，货币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产物，从大新县出土的文物证实，尽管边境

交通不甚方便，经济发展缓慢，但从唐代起就有了商业活动，陶釜、陶罐及各

种瓷器不少，市场上“多以盐、米、布交易，俱不用钱”，说明大新的社会经济、

文化与全国各地已互有往来。五代十国时期，农业、商业进一步发展。据《壮

’族通史》(1988年版)记载：唐代开元年间，县境内已有铜钱流通。宋代祥符至

宣和的100多年间，．县境内先后出现祥符、景{右元宝，熙宁、元丰通宝，绍圣

元宝，政和、宣和通宝等铜钱流通。清代，市面上增加顺治、，康熙、乾隆等11

种通宝，以及大清、光绪等银元。当时清王朝为了促进各民族政治、经济和文

化的交流，巩固国家统一，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大新的土司制度便土崩瓦

●

、

●
》

_●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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