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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议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q这个建议于1912年1月28日得到孙

中山先生的批准。从此，官商合办的中国银行成为中华民国的国家银

行。

1912年2月5日，中国银行在上海正式开业。袁世凯窃取大总统

职位后，中国银行总行又于1912年8月1日迁址北京，并在1914年

将中国银行总行改称为“中国银行总管理处”。

中国银行在北海市的机构有着悠久的历史。

1 915年10月设立的中国银行北海汇兑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前，广西乃至广东湛江地区一带最早的中国银行派出机构。以后在

1916年至1936年间，中国银行北海汇兑所虽然断断续续在北海出现，

但是它在整个东南亚，尤其是在港澳地区颇有名声，一直称之为“北

海中国银行”。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银行在北海的机构随着北海市对外贸易的兴

盛而逐步发展。

1950年——1953年，北海市没设有中国银行的正式机构，中国银

行的业务由中国人民银行北海市支行代理。办理的业务主要是北海、合

浦、钦州、东兴、防城、灵山等地的侨汇解付和私营进出口商对外贸

易结算。此外，还配合组织收兑金银、外币，促进人民币占领市场。同

时又负责对私营出口行、庄的社会主义改造，及对国营外贸企业的信

贷管理。这些都在海内外树立了良好的信誉。

北海市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中国银行在北海市设立机构提供了条

件。1966年9月，中国银行在北海正式设立支行机构，对外称“中国

银行北海支行”(内部仍属中国人民银行北海市支行管理)。从此以后，

中国人民银行北海市支行的外贸贷款、侨汇解付、出口结算等涉外业

务的上报口径统一以中国银行北海支行的名义上报。1981年1月，中

国银行北海支行正式从中国人民银行北海市支行分出，独立行使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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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并和日本台湾银行达成协议，以水泥厂及有关官产作保，向日

借金300万元，用作恢复粤行基金(日本台湾银行扣回粤府前欠，实

得数只不过160万元)。但如此少许基金，对粤行复业势必造成极大的

压力。为此，粤行决定举办定期存款150万元，为复业开兑作准备。

1917年4月10日，粤行重新开门迎客，并在香港设分号。粤行复业之

后，5月18日，便派人前往东莞、顺德、肇庆等地开设兑换业务，筹

备各汇兑所的复业。1917年9月10日，北海汇兑所亦复业，并将汇兑

所更名为兑换所。设管事1人(李庚星)、所员2人(龙炳炯、黄永

华)和收税员2人(苏召材、黄毓琛)。

1918年5月13日，粤行因受政府提款的影响，被逼第二次停业。

在粤行停业之前，辖内各支行款项也有被当地政府强行提取的事件发

生。7月，粤行行长冯嘉锡辞职，由贝祖诏兼代。此时，广东军政府讨

伐龙济光(时任两广巡抚)。琼州岛混乱。琼州支行改为汇兑所，并将

库存现金密运香港。鉴于广东时势以及琼岛战事，1918年9月10日，

粤行命琼所(即琼州汇兑所)裁撤北海汇兑所，但仍留人代北海关税

务司收汇关税。

1932年底，北海关税务司主动与中国银行联系，要求恢复设立北

海关收税处。为统筹全盘，中国银行同意在北海恢复设立收税处(对

外称北海中国银行)。特在香港中行调马廷瑞、广东中行调连登厚、汕

头中行调梁列五、龙季生和工友张九等五人，由香港中行襄理卢宝贤

率领到北海与海关商谈恢复收税处事宜。北海海关指定郭枝开和苏×

×负责与收税处联络日常业务，并商定收税处办公地点暂设在海关楼

一隅，所内人员住“邓公馆”侧面。1933年4月12日，北海收税处重

新开业之后，卢宝贤离开北海，由马廷瑞留任所主任一职。可是，因

受穗、汕等地战事的影响，人员也逐渐离去，先是梁列五于1934年初

调离，接着所主任也调走，以后上级行又委派王荫(又名王违廷)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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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所主任之职。不久，所内人员也因其他原因全部调离，收税处被其

他行代管。

由于中国银行是国家银行，在中央银行未建立之前，还作为国家

中央银行。集发行货币、代理政府金库、税收三权于一身，被政府视

为资金来源与理财部门。自中央银行成立之后，曾多次提出关税应由

指定转托银行代收，“以图剥夺中国银行代收关税的特权。加之海关所

给经费过低，在粤行内部也有移交之意向”。因此，当粤海关委托广处

(广州办事处)收石龙、新塘、太平分关税款时，“粤行认为海关所给

经费过低，恐不敷开支，且人手也难于抽调，故函请中国银行总管理

处婉拒接收”。为此，中国银行总管理处陈翰藻于1934年3月13日复

函粤行副经理兼广州办事处主任陈玉潜，力陈接受代收关税的理由。函

中指出“⋯⋯经费不敷自当要求增加，人手不敷系本行内部之事，籍

此婉拒不成理由。况属各关税款，中央一时无法接收。本行无论如何

应尽力维持⋯⋯”。还函告粤行“如有消息，并恳知示，以便与税务司

商谈早日接收九龙、北海、梧州等关。”

1 934年3月29日，陈翰藻又致函戴志骞(粤行副经理)，早日接

收北海等地关税。

为维护中国银行代理各地关税之特权，中行尽了最大努力，但终

因它故而移交。1936年12月，粤行接海关税务司通知，将收税处收款

事项移交中央银行接管。并于1937年1月1日正式办理移交手续。至

此，粤行代理海关收税业务正式结束。从此北海汇兑所也消声匿迹。

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银行在北海设立的机构也随着各时期形势

的发展而演变。1950年1月15日，北海战事甫停，华南区对外贸易管

理局曾致函北海中国银行，为防备敌人捣乱和破坏，将结构外汇情况

与各地外贸机构采取保密联系。实际上北海市当时并没有中国银行的正

式机构，办理外汇业务一直是由北海市人行负责。到了1966年9月，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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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北海口岸对外贸易的发展，北海市人民银行办理的国外业务也日益

增多，上级才同意在北海市设置中国银行专门机构，办公地址设在中

国人民银行北海市支行的所在地(现中山东路39号)。

但是，中国银行北海支行设立时，正值“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

之时。特别是在1966年第二、三季度，北海市发生了“两派”武斗，

全市绝大部分机关、企业单位处于半瘫痪和瘫痪状态，j匕海中国银行

的大部分业务也陷于半停顿之中。

1968年4月，北海市人行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北海中国银行的业

务列入了革委会业务组的管辖范围。

1970年3月，北海市人行与北海市财政、税务、工商系统合并，成

立“北海市革命委员会银行财税服务站”，实行统一领导，分别管理。

1972年10月北海市恢复人民银行建制，北海人行以中国银行北海支

行缺少办公用房为由，征得广西区人民银行同意，兴建中国人民银行

北海市支行海角办事处办公楼。海角办事处办公楼竣工后，中国银行

北海支行从原中山东39号搬迁至该处办公。对外挂“中国银行北海支

’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北海支公司"两块牌子。

1974年10月21日至11月11日，财政部在北京召开了银行、保

险对外工作会议，北海市人民银行派出行长以中国银行北海支行、北

海市保险公司的双重代理身份到北京参加这次会议会议结束不久，以中

国人民银行总行国外业务局一处处长方莹为首的一行3人，于12月

14日到北海市调查北海口岸和银行对外业务情况。他们在听了中国银

行北海支行汇报后，认为“北海口岸很重要，有发展国外业务的条件

和前景。"此时，中国银行北海支行实际上已同世界五大洲25个国家

的135家银行有着业务往来。

1976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北海市支行办公楼落成(即现在位于

四川北路的市人行旧址)。市人民银行搬迁到新址办公营业。随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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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银行也从海角办事处搬迁到人民银行新址办公。

．随着中国银行对外业务的迅速发展，人员也迅速增加。到1977年

底止，由刚设立中国银行北海支行时的2人增加到7人，且大部分是

大中专毕业生，具有专业外语知识和银行业务知识。中国银行办理涉

外业务更臻完善。尤其是在这时期开办的出口远洋中转业务结算取得了

较好的成绩。1978年11月14日召开的全国中国银行系统财会工作会

议，中国银行北海支行派出了代表参加，在会上还专题介绍了办理出

口远洋中转业务的经验。在会议期间，出席会议的中国银行北海支行

和其他兄弟行的代表一起受到当时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79年3月13日，国务院批转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革中国银

行体制的请示报告，将中国银行从人民银行分出，直属国务院领导，并

由人民银行代管。到此时，中国银行北海支行单独分设才成为现实。

1980年7月20日，中国银行总行根据广西区党委关于中国银行南宁

分行的机构编制的意见，请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后，正式通知中国银

行北海支行从当地人民银行分出。

1981年1月1日，中国银行北海支行正式从中国人民银行北海市

支行中分设出来，成为名正言顺的中国银行北海支行。第一任行长由

张子华出任，陈大梅担任副行长。支行内设信贷计划股、贸易结算股、

人秘股、外汇管理股、会计股，分别由陈浚锦、覃美庆、潘能钦、梁

中清、徐小如、岑宗芬等担任各股股长、副股长。同时征得上级分行

的同意，在市区的规划区内(西塘乡火烧床村北面，后名为建设南路，

现名四川南路)征地动工兴建当时北海市独一无二的六层办公楼。

1983年4月，由于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行长回避工作。中国银行

北海支行的全面工作由陈大梅副行长主持。1984年5月1日，中行北

海支行新建的营业大楼落成，中国银行从原营业地点迁至新办公楼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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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营业。从此，北海中国银行的工作开始走上全面发展的轨道。

1984年4月6日，国务院对外宣布，我国进一步开放沿海十四个

港口城市，北海市榜上有名。同年7月16日，中国银行总行在北京召

开全国分行行长座谈会。在会上金德琴行长对外宣布：十四个港口城

市的中国银行，凡是支行的，一律升格为分行，未设信托投资公司的

均可设置。9月10日，中国银行总行正式批准中国银行北海支行升格

为分行，属地市局级编制。为适应这一机构变革的需要，中国银行北

海分行于年底也同时对本分行的二层机构作了相应的调整。设人事保

卫科、信贷科、贸易结算科、行政秘书科、计划科、出纳兑换科和信

托咨询公司，分别由潘能钦、陈浚锦、覃美庆、梁中清、李琼、徐小

如、张晓春、蒋海德等担任各职能科的科长和副科长。同时也着手筹

建中国银行防城港支行。

1985年1月15日，中国银行南宁分行提拔原南宁分行信贷处的

李英才出任北海分行行长。 同年2月6日，任命陈大梅为副行长。

同年3月1日，中国银行北海分行又对全行二层机构作了适当的调整，

设立人事科、秘书科、信贷科、国际结算科、保卫科、财会科、存汇

科、计划科和信托咨询公司。1986年2月，经报上级行批准，提拔陈

浚锦、覃美庆为中国银行北海分行副行长；同年6月，又任命王权才

为副行长(负责防城港支行工作)。1987年1月又任命潘能钦为中国银

行北海分行纪检组组长(副处级)。

1987年2月，李英才调回南宁分行。中国银行北海分行的全面工

作暂由副行长陈浚锦负责。在此期间，为适应金融体制改革的需要，中

国银行北海分行组织了以副行长陈大梅为首的储蓄网点建设规划小

组， 于同年6月2日至3日，在市区塘仔里(文明南路)和郊区侨

港镇设立了两家储蓄所。这两家储蓄所的建立，结束了北海中国银行

设立以来对内不设储蓄网点的历史。此后，中国银行北海分行又于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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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7月21日，在合浦廉州镇西华里设立了“中国银行北海分行廉

州办事处"，并设了车沟底和西华里两家储蓄所。北海分行还委派张子

华、张晓春负责合浦廉州办事处的工作。1987年11月，中国银行南宁

分行任命陈大梅同志为中国银行北海分行行长。

1988年6月，中国银行北海分行除筹备设立了“中国银行防城港

支行”、“中国银行合浦支行”外；还筹建了“中国银行钦州支行"“中

国银行灵山支行"。1 989年6月、7月、10月又分别在北海市区的北部

湾中路、海角路、新中路增设了3家分理处。到1990年底，中国银行

北海分行的二层机构已发展到15个，其中支行2家(防城港支行、钦

州支行已移交南宁分行直接领导)，职能科室13个。各机构的负责人

是：行长陈大梅，副行长陈浚锦、覃美庆，纪检组长兼办公室主任

潘能钦，副主任廖烈钦、工会主席梁中清； 稽核科科长岑宗芬，监

察室主任潘能钦(兼)，人事科科长李建郁，保卫科科长江国兴，信贷

科科长郝伟生，副科长何金兴、卢达，计划科副科长李琼，信托咨询

公司副经理陈为人，国际结算科科长叶正茂，副科长彭羽，财会科副科

长朱文权、石琪，存汇科科长徐小如，副科长梁其明，储蓄科副科长

黄广超、李占芳，电脑科科长梁征，合浦支行副行长蔡润辉、陈永富，

中国银行灵山支行负责人宁理生、杨跃。。—————————————————————————————————一————一^⋯一⋯一一——⋯—了—————1丽羽诓瓣吾14 ≯LJ／码F。’l I#，下p01 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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