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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者以志为鉴一。盛世修志，服务当代，

益于后世。今《合浦金融志》面世，。吾能为之一序，尤感殊荣．

《合浦金融志》，自1989年4月起，由县人民银行牵头，各专业

银行、保险公司同心协力，先编写各行、司、社专业志，后集中总纂

成为《合浦县金融志》。编写人员从搜集资料写成专业志，到县金融

志脱稿，用两年零二个月时间，潜神励志，呕心沥血，不遗余力。

《合浦金融志》是《合浦县志》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全面、系

统地反映合浦金融历史演变和现状。合浦历史悠久，源远长流，金融

货币自秦汉始即行于世，与古中原相通。1949年12月合浦解放，

1950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湛江专区中心支行合浦办事处成立后，合

浦金融事业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几度兴盛，几度分合。尽管如

此，但历史毕竟还是按照其发展的规律前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国家改革开放，金融为经济服务，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更加充分

体现了金融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本人自1950年进入金融部门工作以后，四十年来，驻足于人民

金融界，目睹其不断变化和发展，深深感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没有人民金融事业的高度发展。在此，唯

望金融干部齐心合力，同为振兴合浦而努力奋斗，无愧于前人和后

人，也无愧于斯世! ∥ ．，

， 矽眨终
一九九一年六月．



凡 例

一、本志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横排直写，重在记事，尊重历

史，反映历史，寓观点于史实记叙之中．
‘

二、本志分上下两篇，上篇为解放前金融．上限起自汉元鼎六年

(公元前111年)，下限止于1949年(民国38年)；下篇为社会主义

金融事业，下限止于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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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是节的组成部分，但不用。目”字，只列次第序号加小题．

四、本志涉及民国以前历史纪年用汉字，民国纪年用阿拉伯字．

叙述中有关数字均采用阿拉伯字．1955年以前的旧人民币值，均已

按l万元折合新人民币1元，文不另赘。 ．

五、为了文字简便，志内有关名称、术语采用简缩写法，如：中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一届第三次全体会议，简称为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一，简称。四化。。在首

次出现时加以括号注明。

六、本志本着生不立传原则，除了正副行级干部任免职记述姓名

外，其余一般不记述。对个人事迹，责任除了特殊需要外，不作评

述。 ’

七、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以文为主，适当加插图、表、照

片，力求图文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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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合浦县位于北部湾北岸，东部与广东省廉江县和广西博白县接

壤，北与浦北、灵山县相邻，西与钦州市交界，南和北海市相连，面

l句东南亚，背靠大西南，总面积3062．8平方公里。为历代岭南政

治、经济、军事和交通要地。 ， 。．

，

· 合浦县历史悠久：素有。还珠古郡、’海角名区如之称。’西汉武帝元

鼎六年(公元前11 1年)平定南越国之乱，重新统一岭南，设合浦等

七郡，合浦郡和合浦县由此而得名。后为历代所沿袭。1949年12月
’ 3日，。合浦县解放，成立人民政府”先后隶属于广东省南路专区、钦

廉专区。．1952年分出北海镇和浦北县，隶属于广西钦州专区。1955

年钦州专区改为合浦专区(专署所在地设在合浦)划归回广东省管

辖。1958年撤销合浦专区，北海、浦北并入合浦县，‘隶属广东省湛

·江专区i 1965年合浦县重新分出北海镇和浦北县，隶属广西钦州地

区．1987年合浦县划归北海市管辖。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合浦县作

为全国沿海地区经济对外开放县之一。1989年合浦县人口loo．5万

人。}?：”÷?。V?。㈠h 。：；：0’、7 ．：

。|、．合浦县气候温暖，：物产资源丰富，可是在旧中国历代反动统治者

和帝国主义的破坏掠夺下，．经济落后，民不聊生。解放后合浦县人民
·‘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济得到恢复并不断发展，‘尤其

r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突飞猛进，各种经济得到开发，国民经

济发展速度加快，’其中：制糖工业为广西重要基地；麻纺织品在海内

外负有盛名；烟花炮竹和罐头畅销国内外又原盐生产在中国南方市场
． 1



占有重要地位。各种海鲜种类繁多。尤其合浦珍珠，居于日本东珠和

欧州西珠之上，为历代国宝。1989年合浦县工农业总产值达7310l

万元，比解放初期(1949年)总产值5000万元，增长14．62倍。合

浦县商业活动已有2000多年历史，早与东南亚诸国贸易往来，是汉

代海上。丝绸之路一的起点，成为对外贸易的大港口之一．解放后经济

贸易扩大，商业兴旺，各种经济成份全面发展。l 989年，全县社会

商品零售总额达42874万元，外贸出口总额达5072．4万元，出口创

汇额达1127万元。 ’，

I 货币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合浦县货币的发行，以汉代五铢钱，流’

通时间最长。及至清代，有银两银块流通，后有铜元、银元行使。清

末民初继之以毫银为本位混合使用银元、铜元和制钱，制钱逐步退出

市面。由于与香港澳门、安南等地通商，流入港洋、鹰洋、法光和纸

币港币、西贡纸等。民国中期，纸币流通渐多，抗战后i禁用银币，

以法币流通为主。‘民国35年，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滥发钞票，：通

货膨胀，物价暴涨，合浦人民深受其害，破产者极多。解放前夕市场

出现物物交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行人民币，为中国统一了

货币市场，从而促进经济不断发展。

解放前合浦县当铺行业较多，尤其清代中页，遍及城乡，．是1日社

会对人民高利贷剥削的经营形式。标会是民间的一种资金互助组织很

活跃。在县城有金融兑换台，兑换银元、钞票收取银水，也有代买代

卖，从中索取佣金；还有金铺业加工金银首饰出售，进行炒买炒卖活

动。此外农村中的借贷形式繁多，有借物还物、生圩利、买青苗等，

均为农村高利贷剥削。民国时期近代银行产生，合浦县城设有交通银

行合浦办事处，主要经营盐业运输贷款业务；农民银行合浦办事处除

同交行业务外，兼营农业贷款；广东省银行合浦办事处代理金库、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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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团体经费收付，办理私商存、贷款和举办汇兑业务；合浦县银行属

官商集股的地方银行。．这些银行，，除广东省银行维持到解放初被接管

接收外，‘其余三家银行都因受战争影响而撤销．』．， ，一 。‘

‘新中国成立后，11950年2月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合浦办事处，同

年3月改为中国人民银行合浦县支行．’嗣后相继建立县建设银行、：保

险公司、县农业银行、县工商银行和县中国银行等国家金融机构：集

体金融组织有1954年建立的农村信用合作社；80年代成立的城市信

用社和常乐金融服务站、信托投资公司等。形成以人民银行为领导，

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组织并存的、多层次的社会主义金融体

系：．．√。，‘ ．．
’

。 一，。 ： j’·． ．’‘

解放40年来，合浦县各项存款、贷款、拨款、保险、结算和信

托等业务不断发展，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年间，进行了金融改革，进一

步开拓业务．1989年末，全县银行现金收入累计82875万元，付出

累计82742万元；各项存款总余额25850万元，其中储蓄存款余额

15642万元，按全县人口平均每人储蓄1 55．6元。各项存款的增长，

有效地增强了银行信贷资金实力，银行资金自给率逐年提高，各项贷

款逐年增加。1989年各项贷款总余额达48682万元。保险业务也在

不断发展扩大，1989年各种保费收入620万元，理赔支出227．4万

元。金融事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但是在金融事业

的发展过程中也经历过挫折，有过经验教训，金融机构分分并并，特

’别是。大跃进一年代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极。左”思想指导下，削弱

了银行职能作用，银行成了收收付付的会计出纳部门，长期处于从属

财政的地位，甚至与财政合并；在信贷资金管理上多年来沿袭50年

代的苏联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统存统贷，形成资金供给制。曾一度
一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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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敞开口子。。片面强调支持，不讲经济效益，银行缺乏自主权，缺

乏活力；金融业务单一信用方式，业务范围、经营规模受到束缚，信

贷，结算、’利率的杠杆作用受到压抑，影响了银行职能的发挥．1979

年以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合浦进行金

融改革．在信贷资金管理上实行了存贷挂钩和实存实贷管理体制；对

信贷、结算、利率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银行内部实行经济核

算制度．·通过改革，扩大了自主权，增强了活力，开拓业务领域，冲

破过去只发放流动资金贷款不办固定资产贷款的。禁区一，增办了固定

资产贷款和专项贷款．贷款的范围和对象不断扩大，’朝着开放式、多

手段、多领域，高效益的方向发展，为支持生产流通开拓新路子新格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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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汉朝(公元前111年)

+’合浦汉墓出土五铢钱，说明汉武帝时铸造的五铢钱从中原流入合

浦．一 4、

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

清代铸造银元、银锭、银块．清光绪后又铸造铜元，均在合浦市

面流通．但农村仍以制钱为主． ，

宣统元年(公元19凹年)
～

合浦市面银元、铜元和制钱同时流通。

民国3年(公元1914年)
。

北洋军阀袁世凯发行袁头大洋。合浦市面流通．

民国11年(公元1922年)

制钱逐渐退出合浦市面，但由于流通时间较长、习俗较深，人们

对财富继续称钱。

民国13年(公元1924年)

广东省铸造的单、双毫(称东毫)。合浦市面流通．’

民国16年(1927年)
一 ·

南京政府发行。开国纪念”银元、中山大洋、(孙头)．合浦市面以

毫银为本位． ，．

广东省银行合浦办事处成立，行址西华街旧当铺：主任马君荣．

民国18年(公元1929年) ．

合浦市面流通货币主要是中山毫和铜元；流通的大洋有袁头、孙
， ’5



头两种。继之由于合浦与香港、澳门、安南等地商业往来，通过商人

媒介，港洋、鹰洋(墨西哥)、法光(安南法银)、流人合浦；纸币有

港币、西贡纸流入合浦市面。

民国24年(公元1935年)

南京政府颁布统一货币法令，规定以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

银行、中国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币”。从此h合浦市面纸币取代硬

币流通。 ，

民国29年(公元194Q年)r，一．+：i 。；：、。

：．广东省银行合浦金库成立。： 。． ．
。 。。*-．．

5月，农民银行合浦办事处成立，行址中山路，主任林兴发(后

于1 943年1 O月，撤回桂林)。 ．；。。 ，． j、 ：?V

1o月1日，交通银行合浦办事处成立；行址阜民北路93号，主

任王克让(后于1943年1 0月，撤回重庆)，。 ．．¨i』!，，

民国32年(公元1943年)；． ～，．． ．-，’

12月1日，合浦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即合浦县银行)成立，

行址中山路149号，(现果莱公司批发部)，．董事长岑盛轩，经理钟悦

初·
、 。：一 ，+j．?

一民国35年(公元1946年卜．～．!． ．：，i，◆．i

合浦县银行改组，董事长杨启祺，，理事张国元，经理马达卿。

民国37年(1948年)至民国38年(1949年)，．’：

．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各种纸币已完全失信于民，合浦市面以银元、

外币流通为主，农村盛行以物易物。 ：一+，．，．。t

．⋯，：公元1949年，．． ，．．： ⋯。， ，．

。．

‘

1 2月3日，合浦县解放。 ．一，， ，，卜．～．

．公元1950年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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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合浦县军事管理委员会派陈廷接收广东省银行合浦办事

处，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湛江专区中心支行合浦办事处。

，3月1 8日，’中国人民银行合浦县支行(下称县人行)成立．

5月1日，县人行设置合浦县国库经收处。

8月1日，合浦县国库经收处改为中央金库合浦支库。

公元1951年

3月1日，县人行随行政区域变更，归属广西省钦州中心支行领

导．

4月，县人行设立发行支库。省人行第一任行长廖生东到县人行

检查工作，同意县人行迁到阜民北41号办公。

5月，县人行设立公馆、党江、西场、南康等四个营业所，开展

货管工作和开办保险业务。

公元1952年

6月，县人行设立福成、沙岗、山口、常乐等四个营业所。

8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合浦办事处成立，与县人行合署办公。

lO月3日，交通银行合浦办事处成立(建行前身)开始在合浦

办理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拨款业务。

10月20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合浦办事处改为中国人民保险公

司合浦县支公司(下称县保司)。

；公元1953年

4月1日，钦廉专区撤销，成立合浦专区，县人行隶属于合浦专

区中心支行。交通银行合浦办事处升格为县支行。

10月，合浦专区保险中心支公司改为合浦县支公司，并成立公

馆、西场、党江保险营业所。

1 O月，县人行开办优待售粮定额储蓄。
’

1



，
．

公元1954年 ，’|J．‘。o，，，．、_

3月12日，县人行在党江区马头乡试点组建农村信用合作社，．

合浦县第。个农村信用社正式成立。。全县继续铺开，’年底搭好架子。

4月，交通银行合浦县支行改为合浦办事处。一7．； ，

7月，根据中央指示：停止办理农村保险业务。“ ·“

，：

8月，县人行代理发行经济建设公债。 ．j‘㈠。； ．t： 、，

j： 10月1日，，’)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合浦办事处成立：继续办理合浦

县基本建设投资拨款业务。

．一公元1955年‘
’

，。。：。：
十’

o ；．叠

4月1日，中国农业银行合浦县支行(下称县农行)成立，’与县

人行挂两块牌子i合署办公，、一套帐务。 5’’

’：，，，
；’ ／

5月，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合浦办事处迁往北海，。成立中国人民建f

设银行北海办事处。 ’i一∥‘√。=¨

7月1日，。合浦县各家银行随合浦专区划归广东省管辖。。‘一

。8月，县农行开办贫农合作基金贷款；帮助贫下中农解决缴纳入

社股金困难。．?‘ 一 _。，一o∥．-一。j． }
一；

公元1957年 ’。．，

，t ”一

5月8日，县农行并回县人行。。．．-‘{
。

6‘月，建设银行北海办事处撤回合浦，成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合

浦县支行(下称县建行)管辖范围有：合浦(浦北)、北海、钦州、

灵山、防城。．． ，。

：，

公元1958年
‘

8月25日，县人行下设闸口营业所。 ．

9月，整风期间，·合浦建行、税局，财政局、县保司合署办公，

迁往北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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