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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钦州市第一部金融史书《钦州市金融志》终于

与读者见面了，这是全市金融界值得庆贺和很有意义的一件大事。

钦州历史悠久，其货币流通的历史也源远流长。但由于解放后钦

州行政区域的多次变动及十年动乱，造成不少资料流失，给全市金融志

的编修工作增加了很大的困难，所以一直未有一部比较系统和完整的

金融志。这次编修得以完成，是全市金融单位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

特向付出了艰辛努力的全体同志和给予大力支持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

心感谢!

《钦州市金融志》是钦州市地方志的组成部分。它所收集的资料，

上可追溯到汉朝，下限为2002年，有的章节内容略有后延。按详今略

古原则，采用记事体裁，重点记述了钦州市辖区解放后的金融史实。全

书共分为12章64节，约41万字。综观全书，虽然仍感到有不足之处，

但也确是一部主题突出、结构严谨、内容丰富、专业性强、客观实在的钦

州金融发展历史的史料珍贵之佳作，有着重要的“存史"、“资治”、“教

化”作用。对于我们了解过去，展望未来，承前启后，增强信心和历史责

任感，指导和帮助我们做好今后的各项金融工作，都具有重大和深远的

意义。我坚信：只要我们能坚持以史为鉴，与时俱进，在党中央领导下，

坚持邓小平理论，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围绕市委、市政府提

出的“323”工作思路，不断努力进取，一定能够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为我们钦州这座新兴的海滨城市和全市金融事业的更快发展作

出更大的贡献。

钦州市金融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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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编辑说明

一、《钦州市金融志》是钦州市金融业的行业志，上限为汉朝，下限公元2002

年，有的章节或其中内容略有后延。

二、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市内各金融机构、钦州地区金融统计资料(1950—

1978)、本市及各县(区)档案局，并走访或电话联系当事人；参考了广西壮族自治

区、广东省湛江市和区内南宁、百色、柳州、北海、防城港、合浦等市、县金融志，以及

地方史志资料《广西的改革开放·钦州市卷》、近年部分钦州年鉴、县级钦州市志、灵

山县志、浦北县志、合浦县志等。

三、本志以概述开篇，继以大事记，以下以章为大点，节为独立内容，以时间为

顺序，重在记事，尊重历史。

四、因现钦州市管辖范围与原钦州地区管辖范围不同，为明确区分，本志中

1993年前“原辖区域”是指原钦州地区管辖范围；“钦州辖区”、“现辖区域”，是指钦

州市现辖区域；本志“钦州、灵山、浦北”区域划分中，“钦州”统括了“钦州城区、钦州

港区、钦南区、钦北区”情况。

五、本志的货币单位为人民币新币制，1955年前的旧人民币已按1万元折合新

人民币1元计算。

矢、为文字简便，本志对金融机构等一些名称的称谓，一般第一次用金称，以后

多用简称，如：中国人民银行钦州市中心支行简称人行钦州中支，“20世纪×x年

代”一般简称“×x年代”。

七、本志计量单位，解放前使用当时计量单位，解放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定计量单位；历史纪年，清代以前用汉字，括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文，民国纪年及解

放后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文；文字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已公布的简化汉字，行

文使用现代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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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广西钦州市位于祖国西南沿海，北

纬21。35 7～22。41 7、东经107。27 7‘~109。

56 7之间，北与南宁市和南宁地区接壤，

东与北海市和玉林市相连，西与防城港

市毗邻，南临北部湾。全市总面积1．08

万平方公里，2003年底总人口336．74

万人，其中汉族301．04万人，壮族

35．01万人，瑶、苗、仫佬、毛南、侗、回、

京、水等20个少数民族O．69万人。市

治钦州，得名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从

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起就一直是

州府以上治所重地，经过改革开放尤其

是近十多年来的开发建设，已经成为一

座新兴的海滨城市，成为“临海工业新

城”，围绕着“大港口、大工业、大旅游”

的新一轮开发建设又正如火如荼。展

望明天，钦州将会是我国西南沿海一颗

璀璨夺目的明珠。

这里区位优势和自然条件得天独

厚。背靠祖国大西南，面向东南亚，是

中国大西南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大

陆海岸线长达520公里，有大小港址21

处，特别是钦州港的建港条件十分优

越，可开挖t10万-20万吨级航道，可建

万吨级以上泊位140多个，其中10万
至20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35个，现已

建成天然深水良港和设立了国家一类

口岸。交通四通八达，已形成高等级公

路、铁路、海运、航运相互衔接的综合运

输网络，南北高速公路、南防铁路、钦北

铁路、黎钦铁路在钦州交会，已成为广

西南部沿海的交通枢纽。这里属南亚

热带季风气候，热量充足1，雨量充沛。

优越的气候条件，对发展热带亚热带作

物和养殖业十分有利。已享有全国著

名的“荔枝之乡”、“香蕉之乡”、“茶叶之

乡”、“大蚝之乡”、“奶水牛之乡”等美

誉。盛产水稻、甘蔗、花生、蚕丝、香菇、

松香、玉桂、八角等农作物。水果除荔

枝、香蕉外，还盛产龙眼、市亡果、菠萝、柑

橙、杨梅、酸梅、三华李、黄榄等种类繁

多的热带亚热带水果，水果总产量和人

均产量都位居广西之首。这里沿海有

大小岛屿303个，滩涂61万多亩，对发

展海产养殖十分有利。海产品资源极

为丰富，有鱼贝类品种500多种，其中

名贵特产珍珠、青蟹、对虾、石斑鱼、大

蚝等畅销国内外市场。主要经济鱼类

有60多种，虾类有30多种，蟹类有10

多种，贝类有30多种；藻类137种，主

要经济藻类近10种。钦州湾海水含盐

率较高，是发展盐业和海洋化学工业的

良好场所。这里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

源；有石英矿、石膏、煤、锰、钛铁、铅锌、

陶土、矿泉水等50多种矿产。这里旅

游资源十分丰富。是中国海豚之乡，在

天然美丽的三娘湾海域，常能观赏到中

华白海豚的戏游翻跃，这一自然景观，

属世界罕见；龙门“七十二泾”享有“南

国蓬莱”声誉；还有茅尾海、麻蓝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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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市金融志

环半岛等，也属各具特色的亚热带滨海

旅游景观。还有灵山大芦村和苏村古

建筑群、灵山六峰山、钦北八寨沟、浦北

五黄岭等名胜景点；有一批以民族英雄

刘永福、冯子材故居、古墓等为主的历

史名胜古迹。

货币是商品经济的产物。从史料

分析，现钦州市境货币流通的历史也源

远流长。秦朝，钦州市境属象郡地，秦

末汉初属南越国地，西汉元鼎六年(公

元前111年)至晋末(公元420年)，属

合浦郡合浦县地。合浦县治所在今浦

北县泉水镇旧州古城头，县境最初曾包

括现今广东省廉江县和广西的钦州、北

海、防城港、横县、邕宁、博白、北流、容

县、陆川j玉林等市县的全部或一部。

从汉朝开始，不仅合浦沿海已成为华南

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是“海上丝绸之

路”的始发港之一，合浦县境地与发达

的中原经济往来也开始密切，有“岭南

佳果源源北运，之说。东汉建武十九年

(公元43年)，合浦郡治所又从广东徐

闻县迁徙合浦县，与县治所同在今浦北

县泉水镇旧州古城头。因此此地远在

汉朝时代就已经是合浦县、郡境地的政

治和经济中心。从此地沿合浦县地古

代最大的内运河南流江向西南至海门

(今合浦县城)不外几十公里。解放后

浦北县和合浦县地都曾发现大量两汉

古墓，从合浦县已发掘的两汉古墓中曾

出土不少汉代五铢钱、圆饼状麟趾金、

半两钱金锭等，说明远自汉朝时代开

始，今浦北县南部至合浦一带就已经是

货币经济盛行。

从史料分析，钦州经济开发比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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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但自汉朝开始，现钦州市境的货币

流通已是跟随朝代更换，尤其是随着岭

南、“两广”的货币变化而变迁。三国两

晋时期，曾流通吴、蜀制钱。南北朝时

期，史料记载岭南诸州多以盐米布作交

易，俱不用钱(浦北博物馆现馆藏古钱

币，自西汉开始大致每个朝代的都有，

就南北朝时代的没有)。到了唐武德四

年(公元621年)，开铸“开元通宝”。宋

代货币以铜钱、铁钱为主，白银也被大

量用作支付手段，并产生了纸币“交

子”。此时钦州因对外贸易的发展，也

开始有了外来货币在本地流通。至宋

代元丰七年(1079年)，钦州已经发展成

为广西对外贸易三大博易场之一。有

史料记载，大约公元960年开始，已有

越南丁朝的太平兴宝和天福镇宝钱流

人中国；政和一年(1111’年)后，交趾(今

越南)一带除渔民常拿一些海产品到钦

州博易场换取“斗米尺布”外，还有一些

官员和商人亦常带来金银’、铜钱和沉

香、象牙、犀角等交换丝绸、药材、纸笔

等。元代(公元1271年至1368年)，民

间用银广泛，钦州辖区货币流通仍以制

钱为主。明代(公元1368年至1644

年)，实行钱银并行制度。清代继续实

行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但以银为主。

明清时代，钦州内外贸易渐趋昌盛。到

了清代中叶，钦州商业已处鼎盛时期，

但外埠和外国商品充斥城乡市场，外国

货币银元流人日益增多。因辖区东邻

粤、港，西近安南(今越南)，货币市场受

到英属香港货币(港币)和法属安南货

币(法光和法纸)的严重侵扰，甚至反客

为主。到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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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制钱种类繁杂，成色参差，价格不稳， 经济互助较为普遍主要的是“月会”等

铜元广泛流通，制钱作为辅币。宣统二 形式。私人当铺也较多，据市、县志记

年(1910年)制定《币制则例》，实行银本 载，到民国中期全市境内已多达80多

位制；以元为国币单位，名义上废除银 间，可谓遍及城乡。到民国后期，较大

两制度，但银两仍继续流通。辛亥革命 的圩镇还设有私人钱庄(银台)。明清

推翻了清朝统治后，中国实行银本位 年间，钦州州署设有钱库，储藏钱财。

制，交易往来一律使用银元。民国建立 从民国28年(1939年)至民国37年，在

后，所铸的孙中山头像、袁世凯头像银 灵山县城和钦县县城设立的银行主要

元，俗称大洋，广为流通。而“两广”则 有：广东省银行灵山办事处、钦县办事

自成一体，以小洋(2角、1角毫银的通 处、由浙江人合股经营(属国民党四大

称)为本位，考究原因，主要是鸦片战争 家族之一的陈立夫家族)的钦县“光裕

后流通英帝国大量铸造的2角、1角毫 银行”、交通银行钦县办事处和由地方

银已成习惯。民国12年(1923年)，广官商合股经营的“灵山县银行”等。民

东军阀陈炯明的死党邓本殷在钦县县 国31年(1942年)，广西银行为方便与

城占鳌街和防城竹山村两地设立铸币 香港及内地的物资运输结算，在钦县和

厂铸造民国双毫，铸造总额约300’万 灵山分别设立了“广西银行钦县通讯

元。因成色含银只有三成，被称为“八 处”和“广西银行沙坪通讯处”。民国24

属低毫”，人多拒用。民国24年(1935 年(1935年)，灵山境内开始设立信用合

年)，国民政府改行法币政策，规定中央 作社，民国30年(1941年)，全县共有信

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 用合作社19个。上述金融机构除广东

行四大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定货币，禁 省银行钦县办事处和灵山县银行在解

止银元流通，法币曾稳定过一段时期。 放时由军管会接管外，其余都在解放前

民国时期，政府银行包括地方银行发行 夕自动搬迁或解体。民国时期，钦州邮

的钞票纸币名目繁多，尤其是抗日战争 政储蓄称邮政储金，经营项目有：存薄

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军费激 储金、定期储金、小额储金等，业务发展

增；财政赤字，法币发行数以几何级数 甚微，解放前停办。

增加，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币值急速贬 解放后至1965年，跟随行政区域

值，法币政策随之破产。到了民国37 变动，辖区金融机构隶属关系曾先后两

年(1948年)，人们已不愿存“纸币”过 次出入广东广西。

夜，市场自发出现以黄金、银元、越南西 解放后至1979年，按照全国，大统

贡纸等作交易，或是直接以物易物。 一”的银行管理体制，辖区人民银行自

解放前，钦州市辖区民间借贷中高 1950年建立后，一直担负既是国家金融

利贷盛行，劳苦大众受尽了高利贷的盘 管理机关，又是经营货币信用业务的经

剥。高利贷的形式主要有燕子息、青黄 济组织的双重职能。到1980年农业银

不接借贷、放禾花、实物借贷等。民间、 行第三次从人民银行分出，1981年人民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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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开始恢复，1984年人民银行开

始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和建设银行

开始作为国家专业银行，1985年人民银

行与工商银行分设，以后接着陆续恢复

开办邮政储蓄，设立中国银行、太平洋

保险公司、农业发展银行、国海证券等

机构，2003年设立银监分局。目前钦州

市的金融机构已同全国-_样，形成了以

人民银行为核心、国有商业银行为主

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分工协作的组

织体系。截至2002年底，全市共有金

融机构313个，3460名员工，本外币合

计资产总额达到112．26亿元。

解放50多年来，钦州市金融事业

随着辖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在各个时

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解放初期，根

据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实际，人民银行

首先大力组织推广发行人民币，在当地

党政领导下积极开展整顿金融黑市，使

人民币迅速占领了城乡市场；同时积极

着手开始组织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

理结算、开展现金管理、保险等业务。

从解放到改革开放初期，辖区银行和农

村信用社都认真贯彻和正确执行国家

金融方针政策，促进各项业务先是从无

到有，接着又都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尤

其是在全国信贷资金实行“统存统贷”

的管理体制下，积极组织存款，并积极

争取信贷指标发放贷款，有效保证了地

方经济发展和建设对资金的需要。到

1978年，辖区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各项存

款和各项贷款余额分别为5025万元和

18825万元，贷差多达13800万元。通

过加强现金、工资基金管理和按计划控

制固定资产投资等，有效维护了辖区正
·4 ·

常的货币流通，从解放初到1978年，多

数年份实现了货币净回笼或只是略有

投放。从解放初期至改革开放前，辖区

金融工作虽然也受到“大跃进”错误的

影响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不同程度

地出现了视规章制度为“管、卡、压”等

一些挫折和混乱，但通过广大金融职工

的积极抵抗和斗争，不仅保护了国家和

人民财产的安全，还促进了各项金融业

务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在70年代“四

人帮”横行时，辖区人民银行还敢于顶

住歪风，开展了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全

面整顿，促进了农村信用事业的健康和

更快发展。

改革开放后，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辖区金融机构认真

贯彻国家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各项方针

政策，努力加快各项金融业务的发展步

伐，为辖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

的服务。到2002年，辖区全社会金融

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比。1978年增，长

169．1倍，其中储蓄存款增长412．13

倍；各项贷款余额比1978一年增长30．25

倍。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开始，各

商业银行均先后陆续开办了涉外金融

业务，2002年末合计外汇存、贷款余额

分别达到1351万美元和729万美元，

全年累计结售汇收入和支出分别达到

3243万美元和1405万美元，为辖区外

向型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保险业

务自80年代初恢复以来，也得到了迅

猛发展，业务险种不断创新和增多，保

费收入逐年明显增长，对保险理赔历来

都被当作发展保险业务的重要一环，为

辖区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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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靠保障。银行结算支付手段、方式

和种类不断创新，尤其是实现支付科技

电子联网后，商业银行汇兑结算大多已

实现了全区和全国实时支付。90年代

以来，为适应新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需

要，各商业银行都把发展中间业务视为

新的业务和利润增长点，努力拓展各自

业务品牌，使中间业务也得到了前所未

有的创新和发展。

辖区人民银行历来重视抓好各项

金融管理工作。尤其是自1984年单独

行使央行职能以来，认真履行基层央行

职责，正确贯彻执行国家金融方针政

策，先后根据全国银行在各个时期实行

的“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

额包干”、“划分资金、实贷实存”、“资产

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等信贷计划

资金管理办法，积极运用存款准备金、

中央银行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

具进行调控和引导，促使辖区银行业金

融机构始终坚持把组织存款放在首位，

同时努力拓宽信贷领域，增加信贷业务

品种，合理运用和扩大信贷资金发放，

有力支持了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根

据各个时期国家货币流通态势和辖区

货币流通的具体实际，切实加强现金和

市场货币流通管理，合理调节市场货币

流通量，使市场货币流通量能随着经济

发展的需要而增长，各个时期过多的市

场货币量能及时组织回笼，较好地维护

了市场货币流通的正常和稳定。通过

切实加强金融监管，经常运用稽核等手

段进行检查，开展现场和非现场监管，
纠正了不少金融违规行为，尤其是通过

切实加大对金融风险的处置力度和对

合作金融的监管力度，有效化解了金融

支付和潜在风险，维护了辖区金融稳

定，促进了辖区经济和金融的健康发

展。还特别注重不断改进央行服务，在

货币发行、经理国摩、支付清算等方面

都为辖区金融机构、单位和企业提供了

良好的服务。在人民银行专门行使央

行职能后，在经理国库方面很快就单独

设立了国库科、股，专司国家金库和组

织代理发行及霓衬国家各种债券等工
作；在支付清算方面，不单及时设立了

票据交换所，尔后还投巨资建设了电子

联行卫星小站，使联行资金汇划和清算

达到实时收付。

解放50多年来，辖区金融系统各

级党组织在各个时期都发挥着核心领

导作用，工、青、妇组织对配合抓好职工

政治思想和业务教育、开展劳动竞赛、

关心职工生活、促进业务发展等方面，

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事教育、纪检监

察等工作历来都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有效促进了各个时期干部职工政治思

想和业务素质的提高，有效推进了金融

系统的思想作风和廉政建设。

围绕着适应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更快更好发展的目标，根据全国金

融改革的总体要求，近年来钦州金融的

各项改革都在有序进行，力度也不断加

大。展望明天，钦州金融一定能够为辖

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更大作用，作出

更大贡献，定能放射出更加灿烂夺目的

光彩。

· 5 ·



钦州市金融志

大 事 记

汉朝

自西汉武帝于元狩五年(公元前

118年)铸造“五铢钱”后，本市境内逐步

开始流通汉代“五铢钱”及“货泉”等

货币。

南北朝

本市面多以盐米布交易。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至明朝

本市面主要流通历代制钱。

明、清年问

钦州州署设有钱库，储藏钱财。

清光绪十年(1884年)

因辖区东邻粤、港，西近安南(今越

南)，货币市场流通英属港币和法属安

南货币(法光和法纸)等增多。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

广东总督张之洞奏准设立广东钱

局，用机器开炉铸钱，流通钦州市面。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

本市面银元、铜元、制钱混合流通。

但农村仍以制钱为主。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李鸿章督粤铸造的二等铜元流人

钦州市面。

清朝末年

本市民间开始设立当铺，至民国中

期有当铺80多间。
· 6 ·

民国初年

本市面群众普遍乐用法光、法纸；

还流通墨西哥洋、英国女人头洋和日

本、西班牙银元等。

民国4年(1915年)

本市面开始流通北洋军阀袁世凯

的袁头大洋。

民国8年(1919年)

本市面流通过广东省铸造五仙镍

币，未几绝迹。

民国12年(1923年)

广东军阀陈炯明的死党邓本殷在

钦州县城设立铸币厂铸造民国双毫，人

称“八属低毫”，人多拒用。

民国16年(1927年)

南京国民政府发行“开国纪念”银

元和中山大洋(孙中山头像)。钦州市

面有流通。

民国25年(1936年)

民国政府实行币制统一，中央银

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大

银行印制的纸币统称法币，流通钦州市

面，从此钦州市面以纸币流通为主。

民国28年(1939年)

10月，广东省银行灵山县办事处

成立。

当年冬钦州沦陷，日军以“日本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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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票”强行向群众购买物品，日军退

出后，“鬼票”作废。

民国30年(1941年)

5月，广东省银行钦县办事处成立。

当年，钦县公库成立，附设在广东

省银行钦县办事处。

至当年，灵山县有信用合作社19

个，社员587人，发放贷款13万多元。

当年钦州开始发生长时期通货膨

胀，春夏时1个铜仙能买到的物品，秋

冬则要法币l角才能买到(民国29年，

官方银行法币1角可兑换20个铜仙)o

以后物价继续逐年飞涨。

民国31年(1942年)

钦州设立由浙江人合股的光裕

银行。

广西银行钦县通讯处和灵山沙坪

通讯处成立。

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发行的关金券

流通钦州市面，主币面额初时有1元、5

元、10’元、20元等；嗣后跟随通货膨胀

的加剧陆续出现百元和千元以上的各

种面额。

钦州市面开始流通广东省银行和

广西省银行发行的新券，广西券1元值

广东券7毫2分。

民国35年(1946年)

交通银行钦县办事处成立。

春，钦州市面5元、10元、50元法

币在市场已买不到物品；及冬，100元、

500元法币亦成废纸。

民国37年(1948年)

由地方官僚资本和少数商人合股

的灵山县银行成立。

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发行金圆券，与

关金券比值为1+：100；关金券出现

10000元、50000元等大面额。但钦州

辖区市面同时流通法国东方汇理银行

发行的西贡纸币，人们愿存西纸，不存

金圆券。

民国38年(1949。年)i

因物价暴涨，“纸币”暴跌，钦州辖

区市面交易以黄金、白银、西贡纸为议

价基础和以棉纱i布匹、谷米等作交易。

11月，国民党县政府当局在灵山县

城大南门前焚烧民国纸币金圆券等物，

历时1天1夜。

12月5日，灵山全境和浦北县小江

镇解放，7日钦县全境解放。一

1950年

3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钦县支行

成立。

同月，中国人民银行灵山县办事处

成立，不久改称中国人民银行灵山县

支行o

4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灵山县办

事处接管灵山县银行。

5月和6月，灵山县人民政府和钦

县人民政府分别发布布告，重申禁止外

币、银元、黄金等流通。’

9月-，中国人民银行钦廉专区北海

中心支行(钦州中支前身)成立，隶属广

东省分行。

当年，钦县和灵山两县银行共计代

理发行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142000分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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