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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津战役胜利中走来的中国人民银行北平分行（北京分

行），在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中国人民银

行总行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接收接管官僚资本，整顿

金融秩序，建立货币制度，治理通货膨胀，筹集信贷资金，为

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红色金融史上

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是我们新时代央行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接管“四行二局一库”，建立新民主主义金融体系

大中城市的接管工作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是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移的中心环节，是新中国

各项建设事业奠定基础的核心工作。

1948 年 11 月，在北平和平解放曙光开始浮现的时候，中

共中央就开始考虑接管北平工作，1948 年 11 月 8 日，毛泽东

主席函告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真：“北平、天津、

唐山、张家口解放在即，即须准备接管干部及党政机构的配备，

务于一个月至多一个半月内准备完毕”。12月13日，毛泽东电令：

“荣臻、彭真、剑英、黄敬应时刻准备率领接收人员及工作干

部乘车出发驰赴平、津”“此次接收平、津影响中外，你们务

必办到如同沈阳、济南那样的接收及管理成绩，不要落在沈阳、

济南之后”。

军事包围北平与和平谈判的同时，接

管北平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在紧张而迅速地

进行着。1948 年 12 月 13 日，中共中央任

命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市委副

书记、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

赵振声（李葆华）为第二副书记。12 月 14

日，赵振声以华北人民政府党委会的名义

开出了一份介绍信，内容是“兹介绍高文明、

秦炎等四十六名同志均系我党党员，由银

行到北平做接收工作”。

1月 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 2日，

物资管理委员会入城，2 月 3 日，其下设

的金融处正式开始接管各银行。接收清理

工作的总方针是分别清查应没收的四大家

族官僚金融资本与应保护的正当金融资本，

从

新中国成立前后北平金融市场的稳定

杨伟中

迅速恢复社会金融秩序，建立新民主主义金融体系。

当时北平的官僚资本金融机构有国民党的中央银行北平分

行、中国银行北平分行、交通银行北平分行、中国农民银行北

平分行、中央信托局北平分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北平分局、中

央合作金库北平分库（下称“四行二局一库”）共 11 个行局，

加上河北省银行、北平市银行及绥远、热河、山西三个省银行

驻北平的办事机构等共计 43 个单位。军管会制定了《北平金融

接管手册》，从 2 月 3 日起，派出军代表或联络员，分别进驻

这些银行机构，开展接管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中国人民

银行北平分行。

依据《北平金融接管手册》，当时的接管主要采取以下步

骤进行：第一，迅速全面掌握库房、账册、人员房屋及档案文

件及重点接收，被接管的银行均停止营业办理移交。中国人民

银行北平分行进城后第二天即开业取而代之。第二，先接收基

本的东西（现金、账册、报表、人员、财务等），把主要问题

弄清，手续办妥后，即基本完成接收。第三，责成原有职员

负责办理移交一切手续，编造具体表册。接收人员主要负责

监督审核，防避弊端。第四，对一般债务只进行清理，不负

责偿还。敌伪对人民的负债，为了照顾群众利益视具体情况

酌量偿还。第五，对旧职员，执行愿留者欢迎、愿去者欢送、

量才录用的政策。有技术者尽量留用，一

般文书总务人员则酌情录用。第六，对

私营银行和钱庄、票号，有官僚资本的，

要求清理股权上报，经核实后予以接管，

同时要求一切私营金融部门必须服从国家

的金融法令，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进

行业务活动。

因为北平是和平解放，金融接管工作

是在旧金融机构的配合下有序进行的，总

体来讲开展得非常顺利，在较短的时间内

掌握了主要的金融机构，基本上控制了北

平的金融货币市场。1949 年 3 月 1 日，中

国人民银行北平分行开始进行存放款及汇

兑业务，3 月 15 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营业，新民主主

义金融体系基本建立。北平接管准备阶段华北人民政府开具的介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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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兑金圆券，整治金融秩序

自1948年 8月 20日起，国民党反动政府开始发行金圆券，

截至 8 月 31 日，金圆券发行量为 5.44 亿元，到 1949 年 5 月上

海解放时，发行量为 679458 亿元。短短不到 9 个月时间，金圆

券发行量激增 12 万倍，最大面值的金圆券纸币竟然高达 60 亿

元，金圆券狂跌，物价暴涨，人民群众对纸币毫不信任。加上

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我进入北平前抛出大量金圆券（约9亿元），

并传播谣言，北平物价极为混乱。金圆券的崩溃牵连到人民币，

为保证人民币法定货币地位，减少人民损失，安定人民生活，

华北财政委员会决定，“新解放区乡村与城市之伪金圆券，贬

低比价收兑金圆券，一面排挤一面收兑，迅速肃清”。

为尽快统一人民币的货币市场，加快完成收兑金圆券的工

作，北平市军管会发布“金字第一号”布告，宣布伪金圆券自

公告之日起继续流通 20 天，确定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之钞票为

本市本位币，按照比价收兑伪金圆券。1949 年 2 月 4 日，中国

人民银行北平分行在人民日报第二版以《本市人民银行规定比

价开始兑换伪金圆券》发布兑换通告。宣布兑换办法，对工人、

学生、教职员、劳动者、城市贫民按照 1 ∶ 3 比例优待兑换，

每人限额伪金圆券 500 元。其他群众按照 1∶ 10 兑换。

北平的金圆券收兑工作吸取了其他地区的经验教训，在政

策宣传、场所设置和人员配备上做了充分准备，共设立发行、

调拨人民币的分库 13 个，收兑点（所）247 个，参加发行和收

兑工作的人员达 5000 余人。收兑金圆券的工作在 18 天内迅速

完成，期间共兑进金圆券 8.32 亿元，兑出人民币 1.98 亿元。

打击金银黑市交易，维护人民币法定地位

在北平解放前后两个月内，由于恶性通货膨胀，群众为防

止吃亏，多以实物和金银作为交易手段，在王府井、前门、朝

阳门等地逐渐形成了公开的银元买卖市场，金银黑市交易十分

猖獗，严重破坏市场秩序、影响人民币的稳固地位。为使人民

币完全统治市场，在收兑金圆券基本完成之后，经请示中央，

北平市委将集中力量打击银元作为金融斗争的下一个步骤。人

民银行北平分行和市公安局合作，对黑市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摸

底，为打击取缔工作做好准备。2 月 28 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

员会发布“金字第二号”布告，禁止银元在北平市流通和买卖。

在禁止银元流通买卖后，中国人民银行北平分行自 3 月 5

日开始挂牌收兑银元，至 17 日止，在 13 天内计有 761 人前往

兑换，兑入各种银元总数 8147 枚。17 日调整了收兑牌价，因

定价合理，前往兑换者极为踊跃，至 28 日止，12 天内共收兑

各种银元16396枚。严厉打击与挂牌收兑双管齐下，到4月底，

街头小额公开买卖银元者已经绝迹，商品已脱离银元计价而走

向本币计价。

推出折实储蓄，巩固民众对人民币的信心

在收兑金圆券和打击金银黑市交易之后，人民币的法定货

币地位基本稳固，但是由于之前国民党政府疯狂印制狂抛金圆

券，引起物价上涨，百姓饱受货币贬值之苦，不愿意将手中钱

存入银行。如果不采取坚决有效措施，听任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经济形势必会进一步恶化，影响人民群众生活和国家政治局面

的稳定。

为此，人民银行推出货币购买力与消费品实物数量直接挂

钩的折实储蓄制度，以稳定币值，安定民心，吸引百姓存款。

折实储蓄，就是按“折实单位牌价”，把货币折成以实物为单

位来存取的一种储蓄。具体是指储户将人民币存入银行，银行

将人民币按当日公布的折实单位价格牌价，折算成单位份数存

入；支取时，以原存单位份数及利息，再按当日的牌价将折实

单位换算成人民币付给储户。储户存单上以实物单位多少表示，

不记载人民币数额，这样一来，人民币涨跌只表现为折实单位

牌价的升降，物价上涨引起的储户存款损失，由银行承担，从

而保证了老百姓名下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解除了因物价上涨

而生活受损之忧。

当时的折实单位是以实物为基础折算出来的综合的货币记账

单位，即一个折实单位等于一定种类、一定数量实物的价格综合。

其种类主要根据各地区人们的生活消费品确定，其数量主要参照

当地群众对这些必需品的消费比例而定。在北京，一般市民习惯

吃面粉，当时由于经济还未恢复，不少居民还吃玉米面，所以规

定一个折实单位为通粉 1市斤、玉米面 1市斤、五福白布 1尺，

以三种定量实物的批发价五日平均数作为当天的牌价。

1949 年 4 月 1 日，中国人民银行北平分行储蓄部正式对外

营业，并试办折实储蓄，折实单位牌价每日在人民日报上挂牌

公布。服务对象限于“有组织之工人职员教员学生”。其中，

工人、职员、教员的存储额限于一个月工资，学生限于本人一

个月伙食费。开办当日，前来办理的百姓络绎不绝。同时，人

民银行北平分行储蓄部派流动小组到工厂直接办理折实储蓄。

截至 1949 年 11 月，储蓄部及各代办处共吸收存户近 5 万户，

5630 万个单位。

新中国成立前后，折实储蓄作为一种因陋就简的金融创新，

在人民币问世初期的抗击通胀过程中，发挥了稳定人心的作用。

折实储蓄的开办，让百姓对人民币由怀疑转为信任，甚至在有些

地区，不少人将家中储存的黄金、银元兑换成人民币存入银行，

对人民币的推广与流通起到了积极作用。自1950年 3月实行全国

财经统一，物价基本稳定以后，折实储蓄全部转化为货币储蓄，完

成了在混乱状态下货币过渡的历史使命，同年年底宣布废止。■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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