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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在国家，利在自己”：
新中国初期的保本保值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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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１９５０年３月，国家统一财经工作之后，物价趋稳，人民币币值进一步稳定。为消除民众对物价
能否长期稳定的顾虑，国家银行在折实储蓄的基础上开办了保本保值储蓄。保本保值储蓄的适宜举办，对

民众来说，改善了生活，增强了储蓄兴趣，初步建立了储蓄习惯；对于国家来说，聚集了社会闲散资金，支援

了新中国国家建设。同时，保本保值储蓄的实施，为货币储蓄奠定了基础，也扩大了人民政府的政治影响，

体现了新制度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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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恢复国民经济，支援国家建设，金融行业大力推动城乡储蓄的开展，折实储
蓄①成为当时人民币币值不稳时期吸引民众储蓄的有效手段。② １９５０年３月以后，物价趋向稳落，币
值进一步稳定，折实储蓄“折实”③的意义逐渐失去。继续举办折实存款，难以收到吸收储蓄的效

果④，但民众仍有对物价“是否能长期稳定下去”的思想顾虑⑤，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在折实储蓄的基

础上推出了兼具折实储蓄和货币储蓄性质的保本保值储蓄。保本保值储蓄存款以折实储蓄为基础，

但与其不同。折实储蓄主要是稳定物价，让民众树立对人民币的信心，主要在大中城市推行；保本保

值储蓄是在物价稳定，折实储蓄吸储功能降低的情况下，继续吸引民众进行储蓄。其在引导民众养成

储蓄习惯、沟通城乡经济、聚集闲散资金、促进国家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一些论著中对

此有简单概述外⑥，学界尚未进行充分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新中国初期保本保值储蓄的实施及

其功效进行分析，以此来深刻认识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管理能力，以及新中国政治制度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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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实储蓄是将货币以规定的实物数量，按存入当天的价格折价存入银行，提取时仍以支取日期的原实物量折

价支付现金。参见《新中国若干物价专题史料》编写组编：《新中国若干物价专题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第６５页。

关于折实储蓄的详细论述，可参见丁芮：《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折实储蓄述论》，《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折实单位是折实储蓄的记账单位。一个折实单位包括一定种类一定数量实物的价格总和。

《新中国若干物价专题史料》编写组编：《新中国若干物价专题史料》，第６６页。
王静然：《人民储蓄事业的成长》，《人民日报》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７日，第５版。
参见吴承明、董志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１９４９—１９５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５８７

页；赵学军：《中国金融业发展研究（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８４页；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私人
业务管理局：《新中国的人民储蓄》，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版，第２３页；赵学军：《国家银行的三次保值储蓄业务》，
《中国金融》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等。



越性。

一、适宜的过渡：保本保值储蓄的实施

解放初期，政治尚未稳定，人民币刚刚发行，金融、物价秩序较混乱，银行举办折实储蓄，深受民众

欢迎。但至１９５０年３月，物价初步稳定的新局面比预想提前出现，折实储蓄随之剧减，到５月中旬，
折实储蓄仅占储蓄总额的８．２５％。① 面对民众既欢迎稳定，又对人民币币值、市场物价存有疑虑的新
情况，银行适时推出“双保”（取时物价涨，折实付本息；物价落，货币付本息）的储蓄，很快就被群众接

受，激起大的储蓄热潮。

１９５０年３月１８日，“为了适应与便利物价平疲时期的吸收存款”，中国人民银行颁发《保本保值
定期储蓄存款章程》，在全国举办保本保值定期储蓄存款，并准许原有折实储户可转存保本保值或提

前支取。除机关、公营企业、合作社外，保本保值储蓄不限对象，其种类为整存整付、零存整付、整存零

付、存本付息４种。存取办法为存入时按当日折实单位牌价折实收存，到期支取时，可按折实单位数
折实付给本息，也可本息均按货币储蓄存款办法付给，听凭存户意愿。②

以湖南为例，保本保值储蓄存款利息的计算方法是：１９５１年２月２８日龙头细布每尺价为３０００元
（旧人民币，下同），大米每斤为１０００元，食盐每斤为１０００元，煤炭每百斤为８０００元，将３０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８０００＝１３０００元，即为一个折实单位的牌价。某储户于当日拿１３０万元上柜存定期３个月的
保本保值储蓄，存单上即注明存入１００个折实单位。至５月２８日到期储户来取款时，如折实单位牌
价上升为１５０万元时，即应支付给储户本金１５０万元（即升值２０万元），利息另计；如果支取日牌价下
浮为１２０万元，则储户的本金照原存１３０万元支给（保本），利息另计。③

保本保值的“保本”，就是存户向银行存款，能够保住原存的货币本金；“保值”是存户的存款能够

保持货币原有购买力的价值。保本保值使存户的存款，既不受货币下跌影响使原有的本金减少，更不

会因物价上涨而遭货币贬值的损失。这种存款充分照顾到了储户的利益，对于储户来说，把钱存到银

行不受物价上涨与下跌的影响，可以高枕无忧，稳可保本、稳可保值，“是再好也没有了”。④

中国人民银行提出，保本保值是新的存款方式，各地在执行过程中“应尽量发现问题，及时总结

报总，以作改进参考”。⑤如人民银行北京分行自１９５０年４月１４日开始举办保本保值储蓄存款⑥，但
原办法仅限于整存整付１种。为适应各界需要，自当年５月１０日起，增办零存整付、整存零付、存本
付息３种。并在整存整付内，增办７天期存款，但对象以有组织的公私营企业职工、机关公务员、学校
教职员与学生及群众团体为限；⑦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同年５月２２日也开办保本保值储蓄存款，存款
额度至少人民币５万元，多则不限。不限对象，任何人均可存储，存期分１个月、２个月、３个月、６个
月、１年５种。⑧ 同年８月，经华东区行准许，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修正之前的保本保值存款简章。存期
由之前的５种变为６种。⑨ 同年１２月，又将所办保本保值存款方式进行修正，将开户存额由５万元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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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飞等主编、杨希天等编著：《中国金融通史》第６卷，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４７页。
⑤《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为颁发保本保值定期储蓄统一章程并指示内部处理手续有关各点的通知（１９５０年４月

２０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１９４９—１９５２）》“金融卷”，中国物资出
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５４—２５５、２５３—２５４页。

汤烫主编：《湖南金融百年》，岳麓书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２５—２２６页。
皇：《保本保值储款问题———答武进同志》，《苏北日报》１９５０年５月７日，第３版。
《京市人民银行举办保本保值定期存款 依物价涨落按折实或货币计算》，《人民日报》１９５０年４月１４日，第４

版；《人民银行北京分行举办保本保值储蓄》，《文汇报》１９５０年４月１６日，第１版。
《人民银行北京分行 增办三种保本保值储蓄》，《人民日报》１９５０年５月１４日，第３版。
《奖励储蓄彻底保障存户利益 人行举办新保本保值存款》，《文汇报》１９５０年５月２１日，第２版；《保本保值定

期储蓄存款 人民银行规定计息办法》，《文汇报》１９５０年５月２４日，第４版。
《保本保值存款简章 人民银行予以修正》，《文汇报》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１日，第２版。



低为２万元，存期由６种增加至１３种。① １９５２年，由于物价已基本稳定，储户存储该项存款大部份都
是长期的，对于１５天期已很少需要，该行决定从１９５３年元旦起，将保本保值定期存款的存期，改为１
个月起到１年计１２种。②

人民银行总行为适应民众储蓄需求，１９５１年３月对《保本保值定期储蓄存款章程》进行了补充，
增办零存整付、整存零付、存本付息，并对计息办法、存款期限进行了调整。③ １９５１年８月，人民银行
总行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存款章程》中，对保本保值存款期限又进行了调整，确定为７天、１５天、１
月、２月、３月、４月、５月、６月、７月、８月、９月、１０月、１１月及１年计１４种。对提前提取、逾期提取的
利息也进行了调整。④

保本保值储蓄业务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存款业务，“只有在人民政府坚决保证物价稳定的条件下

才能取得成效”。全国各地开办此项业务距离物价稳定时间都比较短，“这就可看出当时政府对物价

政策掌握坚定和确具信心。”由于折实储蓄牌价趋势是逐步下降，保本保值存款举办之初，各地牌价

已从最高点回落，并持续保持稳定。从这一走势来看，银行对保本保值业务到期支付时，极大部分是

按保本计算，按保值计算的不多，而所支付的折实损失也不大。“这对存户来说，教育意义是高过于

实际收益的”。⑤ 人民银行对这项业务不但继续办理，而且扩大举办到其他储蓄业务上，如１９５０年１２
月间举办的有奖有息储蓄，１９５１年１月份举办的定额储蓄，均采用了保本保值的原则，同时商业银行
也跟随着举办了此项业务。这说明了人民银行对于金融稳定下物价稳定的信心，也说明了在人民币

币值刚稳定初期，开展保本保值储蓄是吸引民众储蓄的适宜选择。

二、从城到乡：保本保值储蓄促进人民币下乡

折实储蓄主要是在城市推行。随着物价稳定，人民币信用的提高，开展农村金融工作被提上议事

日程。开展农村金融工作，必须要注意照顾农民的接受程度和特殊需要。在开展储蓄方面，要注意到

农民不愿暴露财富和怕受物价影响的心理，多以事实教育农民，说通道理，要多办能够保本保值的储

蓄，消除农民的储蓄顾虑。⑥

“农村储蓄，是农村金融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⑦１９５０年初，物价刚趋于稳定，农民的生活水平
和文化水平尚有待提高，传统的储物思想观念也还根深蒂固。货币刚开始下乡，条件尚未完全具备，

当时储蓄工作的重点主要是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⑧ “广泛向群众进行深入宣传，以解除若干因生疏

而引起的疑虑。因而对开展业务的帮助很大。”⑨“农村储蓄多为保本保值”〇10，所以保本保值储蓄是

银行机构在农村推广与宣传的业务重点之一。在宣传中，银行机关结合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教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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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本保值存款 修订章则实施 今日起，人民银行与全体行庄一致办理》，《文汇报》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１日，第１０版。
《保本保值存款改为一个月起保》，《文汇报》１９５２年１月４日，第３版。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为颁发“关于储蓄存款办法的补充规定”的指示（１９５１年３月７日）》，中国农业银行资金

组织部编：《金融资金组织工作文件汇编（１９４９—１９８９．４）》，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７—２８页。
《中国人民银行存款章程（１９５１年８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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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统一措施后一年来广州经济情况（１９５１年４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中国工业

五十年》第１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工业 １９４９．１０—１９５２”下卷，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版，第１６７８页。

《大力开展农村金融工作》，《人民日报》１９５１年６月７日，第１版。
〇10《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第一届全国农村金融会议的综合记录（１９５１年５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

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１９４９—１９５２）》“金融卷”，第５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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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恭、薛琳：《察哈尔省建立农村金融小组 扶植生产解除困难受到农民热诚欢迎》，《人民日报》１９５１年３月１５

日，第２版。



农民的切身经济利益，着重提出国家银行的储蓄是为农民积小钱办大事，调剂农村资金，帮助农民解

决困难，以达增加生产、改善生活的一种具体措施。针对农民不同的思想顾虑也进行了耐心的解释，

争取让民众真正明白保本保值储蓄与其本身经济利益相结合，以促进农村储蓄工作的开展。①

由于各地政府大力收购土产和特产，人民币逐步地、大量地流入农村，使得农村集镇市场日益活

跃，但物价并未因此而波动。以物易物的交换情形在农村随之减少。各地银行结合本地农村情况展

开宣传，举办了农民保本保值存款，如人民银行湖州支行及各办事处，结合该地收茧工作，仅１９５０年
６月３日到７日，就收进５８７户农民的存款，共计１４１３２万元；②苏南人民银行扬州支行为推动人民币
下乡，配合中国蚕丝公司及合作社收购蚕茧，在乡下分设了两个收茧小组，并举办农村保本保值存款，

蚕农踊跃存款；③中国人民银行察哈尔省宣化支行，１９５１年３月初派出金融工作小组，活动在５个区、
５６个村庄，办理存款业务，并向农民放款，解决农民生产上的困难。截至４月底，共与１５５４４户建立
了存款关系，收到保本保值存款、有奖储蓄等各种存款共３９３４２．９万元。④

在各地银行机构的推广与宣传下，农村保本保值储蓄取得显著成绩。如苏南的吴江人民银行震

泽办事处，至１９５０年６月４日，共收进存款１５０００余万元，严墓服务小组在６月２日收进存款８００余
万元；无锡的夏家边、周新镇也收进很多存款，大多数蚕农都信任人民币的购买力。蚕农们在把蚕茧

换成人民币后，到供应站去购买物资（大部分是食米和肥料）：吴江地区４个供应站至６月６日共卖出
物资３５１２００余万元（回笼货币５８．６％），无锡周新镇供应站在一天内售出物资２２３２万元（回笼货币
４０％），丹阳县城区、珥陵两供应站至６月２日回笼货币５０００余万元。这对推行人民币下乡和开展夏
耕夏种，起了极大作用。⑤

１９５１年１月，第二届全国金融会议召开，会议指出：“自通货稳定以来，新的城乡关系建立，农业
生产逐渐恢复，农民逐渐富裕，农村金融工作开展的条件已经具备……由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货

币逐渐下乡，老区农业生产的恢复，新区农民土改或减租以后生活的改善，农村信用工作，已有条件逐

步开展，有了积聚农民闲余及待用资金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可能。”银行应举办各种农民储蓄，“适用当

地人民需要的单一折实双保储蓄（棉花、米、布等方式）大力吸收资金”。⑥ 如为适应农民需要，开展

大米保本保值储蓄等，折实单位的组成仅一种大米，米价涨时可按米价计算，米价跌时可根据货币计

算，二者都有利息，“农民莫不称便”；⑦在产棉区举办了棉花保本保值储蓄，棉花价跌，即按原存人民

币金额支取人民币，棉花价涨，即按存单上开明的棉花斤量照当时上涨的棉价折成人民币金额支取人

民币。⑧“这一储存办法，既保证了棉农不因棉花涨价反而受损失，因而解除了棉农看涨惜售的顾虑，

大量售出棉花，又使国家银行增加了储蓄存款，同时又使人民币在农村中的信用更进一步的巩固。”

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指示，这种储蓄方法“应积极加以推广”。⑨

土地改革后，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希望通过资金的储备和融通，以提高生活水平和生产能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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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第一届全国农村金融会议的综合记录（１９５１年５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１９４９—１９５２）》“金融卷”，第５８９—５９０页。

《浙省大力收购茶茧土产 人民币逐步流入农村 专业公司配合下乡供应农民必需品》，《人民日报》１９５０年６月
３０日，第５版。

《简讯　苏南扬州支行举办农村保本保值存款》，《人民日报》１９５０年６月３０日，第５版。
王韶光：《中国人民银行宣化支行 金融小组深入农村活动》，《人民日报》１９５１年６月５日，第２版。
《人民政府大力扶持 苏南春茧丰收 行署照顾蚕农利益规定高价收购 蚕区举办保本保值存款》，《文汇报》１９５０

年６月１３日，第６版。
《第二届全国金融会议关于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编：《１９５１年国家银行的主要工作》，中国人

民银行总行１９５１年印，第２１—２４页；李恭、薛琳：《察哈尔省建立农村金融小组 扶植生产解除困难受到农民热诚欢
迎》，《人民日报》１９５１年３月１５日，第２版。

《余姚人行举办大米保本储蓄》，《文汇报》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２２日，第３版。
《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棉花保本保值有息两便定额储蓄存款章程》，《文汇报》１９５１年６月６日，第２版。
《人民银行华东区行 华东贸易部 华东合作总社联合发出指示》，《文汇报》１９５１年６月６日，第２版。



乡物资交流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村生活水平与文化水平的逐渐提高，使农村储蓄业务的建立

逐渐具备条件，并有了开展的可能。因在农村开展的各种保本保值储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农村金融

因而得以开展。农民有了货币之后，开展储蓄性存款，“可将农村中分散的零星的资金集中起来用于

扶持生产，并利于组织健全的货币流通”，以解决生产持续与发展中的困难。保本保值储蓄在农村的

推广，推动了人民币下乡，巩固了人民币在农村的信用，沟通了城乡货币流通，活跃了农村经济，提高

了农业生产力。①

三、功在国家：为国家积聚资金，支援社会建设

银行资金的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也是发展国民经济、进行社会建设的重要条件。新中国成

立后，各种经济建设进展迅速，无不需要国家资金。政府着力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和实施货币管

理工作，各地人民银行积极开展吸收存款工作进行配合，在保本保值保息的条件下，开办储蓄存款，集

聚闲散资金，以供建设用途。这些资金的积累，使政府能掌握足够财力，以支付当时局势下的军需民

用。② 国家建设的发展需要人民群众积极而有效地参与其中。城乡民众从实际生活中也体会到储蓄

的好处，深刻地认识到参加储蓄对国家建设有帮助。③

解放后，人民银行在通货不稳时，首先在各大城市举办了折实储蓄，以保障储户的利益。１９５０年
３月间物价稳定后，又立即在城乡开办了保本保值储蓄，解除了民众因物价下落而产生的对折实储蓄
的顾虑，激发了民众的储蓄热情，使得各地人民银行的存款数字显著增加。许多地方１年甚至２年的
定期储蓄也有不少储户。如到１９５０年末，上海人民银行储蓄存款总额已达３１３４亿元，比１９４９年末
的７０１．８亿元增加了３．５倍。④ 浙江省截至１９５０年１１月底，人民银行存款余额较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增加
１２倍以上。天津市，如以１９４９年３月份人民银行的平均存款余额为基数，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１５日的余额
即比之增加７１９％以上，储户也由当时的１５０００余户激增至２０余万户。据人民银行总行统计，截至到
１９５０年４月２１日止，存款总额较１９５０年３月底增加８２．８％，较２月底增加１２７．５％。⑤

开办保本保值储蓄初期，该项储蓄收储余额占全国储蓄总余额的３６．３％。⑥ 在保本保值的保障
下，截至１９５１年２月底，全国储户增加到５００多万户，储存总额较１９５０年初增加了９倍。⑦ 到４月底
止，全国（东北未计在内）储蓄总额较１９５０年底增加了１２０％。⑧ 人民储蓄之所以迅速增加，主要是
由于解放后生产迅速恢复，物价趋于稳定，银行推行了适合民众的储蓄形式，人民的储蓄能力逐渐

滋长。⑨

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恢复时期，我国的储蓄发展很迅速，历年的储蓄数字１９４９年为１００７亿元，
１９５０年为１３１７０亿元，１９５１年为５４３３７亿元，１９５２年８６０８８亿元，１９５３年为１３１９１８亿元。〇10 在全国
的城市储蓄中，从１９５１年起，平均每月增加３０００亿元；户数自１９５１年的３００万户发展到１９５３年底
的１０００万户以上；定期储蓄（包括有奖储蓄）的比重至１９５３年９月已增至５３．１％，为全国储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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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区行行长会议关于几个问题的决定（１９５０年８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
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１９４９—１９５２）》“金融卷”，第５８４页。

季若：《时局·物价·通货》，《光明日报》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１８日，第８版。
《适应城市人民对储蓄的迫切要求 人民银行决进一步开展储蓄工作》，《光明日报》１９５４年４月１９日，第１版。
李飞等主编、杨希天等编著：《中国金融通史》第６卷，第４７页。
《全国各地人民银行储蓄业务迅速发展》，《人民日报》１９５１年１月８日，第２版；《全国人民银行大力推行储蓄

业务 有了很大发展 去年全国储蓄存款总余额较前年底增加了九倍》，《文汇报》１９５１年１月７日，第８版。
尚明主编：《当代中国的储蓄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４２９页。
⑨《物价稳定人民生活上升 储蓄事业迅速发展 目前已有储户五百余万户 储款总额较去年初增加九倍》，《人

民日报》１９５１年３月２８日，第２版。
《中国人民银行储蓄业务迅速发展 全国储额较去年增加一倍以上 为国家提供了巨大数额的建设资金》，《光明

日报》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９日，第２版。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私人业务管理局：《新中国的人民储蓄》，第２４—２５页。



的第一位。① 截至１９５４年２月底，全国城市储蓄额已达１１０３００亿元。这笔资金，如果折算一下，可以
装备１７个十万纱锭的工厂；可以铺设１６００公里的铁路；可以制造５５１５０台拖拉机；可以购买７３５３架
喷气式战斗机。② 随着保本保值储蓄等的推进，人民银行的储蓄业务由大城市逐步发展到中小城市

和农村。中小城市的储蓄比重由１９５０年底的２８％增加到１９５１年５月的４５％。农民们大都愿意将
剩余的资金储蓄起来准备扩大生产。③ 这些储蓄对积聚零散资金，投入经济建设及稳定金融物价都

起到积极的作用④，“成为国家经济建设可靠的不断增长的资金来源之一”。⑤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银行业始终把支持工农业生产和商品流动的恢复、发展当作自己的重要任

务。１９５０年２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金融会议强调：银行工作的中心任务是用一切方
法去争取存款，积累尽可能多的资金，支持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

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

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扶助其发展，并给以优待。”⑦在此思路下，

中国人民银行在信贷政策上首先支持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和壮大。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５２年，
银行对国营工业的贷款增长了３倍，对国营商业部门的贷款增长了５．５倍。⑧

由于银行信贷配合人民政府大力支持和优先发展国营经济，国营经济发展很快，到１９５２年底，全
国国营工业企业达到 ９５００多家，职工 ２５１０多万人，国营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
４１．５％，不但在生产资料生产中继续保持优势，在消费资料生产中也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与此同
时，商业领域也形成了以国营商业为领导，以合作商业为助手的全国性社会主义商业网。与１９５０年
相比，１９５２年全国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７０％，国营商业销售额增加３倍以上，合作社商业增加５倍以
上。社会主义商业在整个销售额中所占比重，由１９５０年的１９．４％增长到５１．９％。随着国营经济的
不断发展，国家财政收入逐步转到依靠国营企业提供税利为主，财政的基础日趋稳固。⑨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需要建设但缺乏资金，累积资金成为一桩重大而又艰巨的工作，储蓄是积

累资金的主要手段之一。〇10 １９５０年物价趋稳后，人民银行不断修正保本保值存款章程，引导人民储蓄
以支援抗美援朝，这既是一项爱国行动，又增加了民众收入，符合民众需求。国家银行通过保本保值

储蓄，集中了社会上闲散零星资金，使之服务于生产建设，以免游离市场而变成投机活动，这对市场和

物价的稳定，促进城乡物资交流，繁荣经济等方面都起了应有的作用。〇11 生产发展和国民收入增加的

结果，必然带来就业面的不断扩大，民众货币收入的不断增加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又反过来为储

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基础。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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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若：《巩固经济战线上的胜利》，《光明日报》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２日，第８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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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在自己：改善生活民众，初步建立储蓄习惯

保本保值存款“由于兼有折实存款和货币存款的优点，切合客观需要”①，增加了存户的信心，给

存户带来方便与好处，“因而立即为广大群众所普遍拥护”。②

据统计，在上海，１９５０年５月开办保本保值储蓄业务第１天，各公、私银行机构共收到存款超过
７４亿元；③在北京，保本保值储蓄开办至当月２４日，人民银行北京分行有存户３３４９户，存款总额达
５４．５万余折实单位。许多原有折实储蓄存款储户纷纷要求转为保本保值存款。④ 截止到１９５０年４
月２２日，与３月底相较，户数增加２７倍，存入金额增加６００多倍。⑤ 举办后的半个月，收储金额达
２３３．２亿元，占储蓄存款总额的７０．６％。⑥

人民银行汉口分行举办的保本保值储蓄，自１９５０年４月２０日至５月２０日１个月内，存户达
９４３２户，存款总数达１１９亿元。各种存款平均期限，一般亦较前延长。⑦ 人民银行青岛分行１９５０年４
月２１日开办保本保值储蓄存款，当日吸收存款达１９０００余个折实单位。⑧ 截至４月底，人民银行青
岛分行，保本保值存款金额大大增加。保本保值存款户中，职工占４９．８％，市民占２６．６％，私营工商
业者占２３．６％。存款的期限，自从币值稳定后，各地都逐渐改为１月、２月、３月、６月、１年以至２年为
期的存款。⑨

人民银行扬州支行１９５０年５月５日举办保本保值储蓄以后〇10，至６月２６日，每日余额已达３．５
亿元；南通支行５月１２日开办，至６月２３日，余额高达１２．６亿元。其中长期储蓄日渐增加，扬州支
行储蓄１个月至６个月的存户，占总额数一半以上，１年期的亦有１户；南通支行１个月至６个月的存
户，亦达４０％以上。由于保本保值存款的增加，及存款期限的延长，银行的储蓄存款得到很大增长。
扬州支行的储蓄存款余额，至６月２６日，达到了１１．３亿元，比５月底增加一成半以上。〇11

河北省人民银行１９５０年５月在全省开办保本保值储蓄，７个多月的时间，保本保值储蓄余额即
为其它储蓄存款总余额的一倍多。１９５１年底，全省保本保值储蓄余额达７３２．４亿元。〇12 １９５０年年
底，宜昌市保本保值储蓄存款占储蓄存款总额的７７．５％。〇13

个人的生活和国家建设一样，也需要精打细算，留有后备。储蓄就是计划安排生活，留有后备的

一个很好的方法。新中国成立后，储蓄不仅为国家生产建设提供了资金，也为改善个人生活储蓄了一

定的后备。１９５０年３月，物价稳定后，由于民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要求参加储蓄的人日渐增多。人
民银行举办的保本保值储蓄和定期、活期、有奖等多种储蓄，受到民众热烈欢迎。到１９５４年２月底，
城市民众的储蓄额比１９５０年增加了１０倍。民众把钱存在国家银行，不仅减少资金浪费，而且得到了
一笔优厚的利息。１９５２年，人民银行付出的利息就达７８００亿元。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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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物价普遍稳定 各地银行存款激增》，《光明日报》１９５０年４月２８日，第１版。
陆超祺：《全国金融情况日趋稳定 人民币进入农村信用更加巩固》，《人民日报》１９５０年６月３０日，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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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存款的增加说明民众储蓄能力日益提高，货币有了积余，改善生活也就有了条件。参加储蓄

的民众可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随时取出存款。新中国的民众储蓄，是壮大经济、巩固新生政权的物

质基础，也为不断提高广大民众生活水平服务。它既是国家积聚建设资金，加速新中国建设的工具，

又是广大民众有计划地安排生活的工具。①

“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很大的开支，所以我们在消耗方面不能开支太多。这就需要我们

提倡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传统作风。”②新中国初期，通过银行对保本保值储蓄等广泛深入的宣传，

储蓄的意义家喻户晓，改变了民众过去的储蓄观点。民众都感到参加储蓄是日常生活中一项必要的

活动，并逐渐体验到参加储蓄是一种美德，养成了节约的社会风气；广大民众通过储蓄，也使自己的生

活得到改善和提高。储蓄开始成为习惯，储蓄业务得到更迅速的发展。③ 民众储蓄兴趣的增加，改变

了原有的储蓄观念，更真实地体会了新制度的优越性。④

余　论

随着物价稳定、币值提高，民众生活逐渐改善，其关注点从保本保值转向利率高低、存储是否方便

等方面，因而货币储蓄逐步增多，保本保值储蓄逐渐减少。保本保值存款余额１９５１年第一季度占储
蓄总额的２７％，第二季度降至２４．３％，第三季度降至１８．７％，年底更降至１８．７％。１９５２年再度降低，
第一季度仅占１４．６％。１９５２年４月，上海的保本保值存款比１９５１年底降落了６２％；天津也降落了
５２％，在１９５２年６月以前，已不到 １０％。人民储蓄事业走上了完全以货币储蓄为收储单位的新
阶段。⑤

保本保值储蓄等“本系从物价上涨到物价稳定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过渡存款方式”，在物价趋向

稳定时，“所有各项过渡存款方式已不宜继续发展”。⑥ 随着人民币信用的提高，其计价与储蓄职能得

到正常发挥，以折实为基础的保本保值储蓄必然向货币储蓄转化。物价长期稳定的趋势也逐渐为广

大民众所认同，民众对货币储蓄逐渐重视起来。折实类的储蓄作用已“逐渐消失，结余金额也极有

限，事实上群众自动取消这种存款方式”。⑦ １９５２年７月，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新的储蓄存款章程，停
办折实储蓄、保本保值储蓄、大米单一折实储蓄、棉花双保定额储蓄等储蓄形式，这些储蓄到期后可按

到期日牌价折成货币改存。⑧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银行根据各个时期、各个阶段的不同形势，紧紧围绕国家的中心任务和

政策，首先考虑民众的利益，适时地开展了保本保值储蓄，体现了人民政府对于物价和人民币币值的

信心，也体现了人民政府建立新中国金融体系的整体能力。保本保值储蓄作为过渡性的储蓄形式，为

社会主义货币储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支援社会建设积聚了资金，更为提升人民政府的政治影响起

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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