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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 的 话

丁卯仲夏，遵领导命，再缉《郊区金融志》，史要详实，时要加速。余以垂暮之年，指

日即逾花甲，深感报党之志难尽，服务之日若短，今受此重任，不胜雀跃。

《郊区金融志》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以及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法令和

方针的指引下毒坚持略古详今之原则，横排竖写的体例，于今问世，又值百花吐艳，经济腾

飞，举国为庆祝社会主义新中国三十八周年而欢呼之际，为不负盛世，余更望奋笔疾书，以

此为国庆献礼。 ’

趁公间隙，着手搜集资料，微别整理，作辍历时半载，始完成初稿。

余写本志之目的，为给区史志及各银行与有关部门察古知今，研究和探索金融事业发展

规律，搞好金融工作提供准确详实的资料，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而服务。

初稿约十万字有余，经再次删改审阅，犹觉文粗质陋，详略不当。

本志资料来源，一是本行历史资料和吉林省金融编委会存档资料，二是知情人口述记录

以及各行计划部门统计资料。 · ·

．

本志历史部份资料，多数是从日文翻译而来名称术语皆用原来名称。其中一些不易懂

的“协和语”，因吾水平所限，没有更多变动，望诸者见谅。 ．

余以不违使命，志成上达，有取材失实之处，留待史家补正，在选材，编辑，文字等方

面的错误漏洞难免，‘热切希望读者谅解，多加指正。

本志在调查、书写、校对中还凝聚“省银史志办”专家、学者市农行史志办领导和同志

们协助以及在郊区支行行长张亦农同志主持下，由付行长马凤兰同志亲自参与研究史志章

节，制订计划，审稿等工作，郊区一些老同志提供了多方面情况，加之副编王耀国同志整理

和收集了大量资料，此书凝聚诸同志之精力，一并书此，以志不忘。

一九八七年

主编： 张文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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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事业是社会经济枢扭‘，是信贷、现金结算、中

心，而农村金融在整个金融事业巾占着重要地位。

银行是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而萌发和发展起来的。我国是一个古老而又文明的农业大

国，农村金融活动的历史源远流长。

作为农村金融机构的农业银行，原属人民银行的组成部分。解放后，为了适应农村经济

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合作化的需要，根据上级指示，长春市一九五五年开始，成立了农业银

行，但不久既和人民银行合并，之后，经过多次合并与撤销， “三起两落”。在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的一九七九年，按国务院指示，恢复了农业银行机构。

农业银行是农业再生产的中介，它是通过农村货币，信用的资金融通，参与农业生产，

为农业生产服务。

金融事业是随着商品生产而产生和发展的，农业生产与农村金融是息息相关的，其实质

是生产与分配，交换的关系。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农业生产的产生与发展同样决定

着农村金融的产生与发展，同时，分配、交换也影响生产。从一个事物发生的两个方面来

看，农村金融的发展也有反作用，既能促进或阻碍，延缓农业生产发展。哒就是农村经济存

在与发展中的客观规律。

在历史上，没有农村金融机构的时候，实际上也存在着农村金融的活动。早在公元九九

蹦年的北宋时期，就出现了专门经营银钱的“钱铺"“钱庄。
‘

在解放前的统治者，为了在农民身上攫取更多的财富，十分重视金融业务活动，不仅在

官办金融机构中设有这方面的业务，在民间，社会上也大力组织和倡导农村金融业务活动。

编器目的，为了通过对本区农村金融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现状的反映，以掌握了

解我区农村金融事业的全貌，为科学地总结经验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为早日实现“四

个现代化矽建设而服务。 ．

政治安定，经济活跃，人心振奋，正是盛世修盏的大好时机，前事不忘，后事之表，观

今鉴古，继往开来，才能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

《长春市郊区金融蒜))比较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记述了郊区自成立金融体系以来的发展

史实。

由于历史资料残缺不全，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三十多年来人事更选频繁，对早年

情况收集较困难熟知甚少，特别是编写人员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政治水平较低，条件所限，

本懿虽已成稿，偏漏之处．，在所难免，请知情者，诸者提出可贵意见，以在续编时写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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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国家银行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银行是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而萌发和发展起来

的。而农村金融机构的农业银行原属人民银行的组成都份。解放后，为了适应农村经济的发

腠罚i农业合作化的需要，中国农业银行最早成立予一九五五年三月，一九五七年四月撤销，

其业务归并到中国人民银行，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恢复，一九六五年又撤销并入中国人民银

行，一九七九年再次恢复。 ·
、

由于我国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农业大国，农村金融活动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公元九九四

年的北宋时期，就出现了专门经营银钱的“钱铺’’“钱庄"、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为了战争的需要，开展了农村金融活动，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的发展，农村金融机构已遍布城乡各地。．

中国农业银行长春市郊区支行是我区主管农村金融的专业银行，因为，中国农业银行，

为国务院直属局级的经济实体，在金融业务上受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特别是当前的郊区支

行是我区唯一的银行。 ’。。·1 ，

长春市郊区农业银行是我区唯一的一家银行，其主要业务是：

1．办理农村国营，集体，个体，联营等企业单位和农户的存款、贷款业务。 ’r

2．。办理驻农村的机关，团体，部队的存款业务。 ’

0．办理农村的现金结算与转帐结算业务。

4．办理农村信托，租赁和咨询业务。

5．监督拨付国家支援农业的资金。

6．领导农村信用合作社。

7办理中国人民银行交办和委托的事项。

8办理郊区财政金库支库统计报解业务。

、为了适应农村经济改革的需要，促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农业银行开办了多’

种类的贷款业务，如农村国营工业，商业、集体工业、商业供销合作社的流动资金贷款，

技术改造贷款、粮食预购定金贷款，国营农业贷款，农业机械乡镇企业贷款，集体农业贷

款，开发性贷款，农户贷款，专业户，个体工商业贷款支持信用社贷款，信托、委托贷款等

等。除此之外，还接受国家及人民银行，发行的国库券，奖券的委托分配、销售业务。‘

农业银行的各项贷款在国家规定的业务范围内，主要用于支持农村商品经济，支持农、

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
’

从贷款的增长幅度看，乡镇企业贷款增长幅度最大，由一九七九年的143万元上升到一

九八五年的624万元，增加481万元为一九七九年的五倍还多。

一九N／k年十月长春解放到一九八五年三十八年来，长春农村金融事业蓬勃发展，已成

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有力工具和支柱。

．．一1-—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安定，经济活跃，人心振奋，正是盛世修志的大好时

机，前事不忘，后事之表，观今鉴古，继续开来，才能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服务。

《长春市郊区金融志》比较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记述了郊区自成立金融体系以来的发展

史实。 一．

由于历史资料残缺不全，“文化大革命黟十年浩劫，三十多年来人事更迭频繁，对早年

情况熟知甚少，特别是编写人员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政治水平较低，条件所限，本志虽已成

稿，偏漏之处，在所难免，请知情者，诸者提出可贵意见，以在续编时写入。

第二章’银 行

第一节：建国前部分。

长春取引所(交易)信托株式会社，株式会社长春实业银行，长春信托株式会社，长春

县兴农金库，满州中央银行资金部。

日本在长春县建立各种银行机构，一方面为其当时侵略整个满蒙政策服务，另方面也是

为其附属地内日本人及机关驻军服务，根据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版的《中国存亡重

要关系世界第二次大战导火线——日本侵略满蒙毒计之大披露))第十七到十九页载， “如以

银大洋为本位者，支那政府可以扩发货币，而反阻我国金票之进展，而我国在满蒙之银行不

能为国家助成之使命"。 “满蒙如何完成施行全本位者，我国金票可以自由扩张，籍我金票

之使用，而广采各地之特产，使支那银票不能高广信用，自然无力可与我经济竞争，则全满

蒙金融自不求而落我国之手黟。 “依以上等等关系，必须打倒其不换银票之假面具，使其政

府无有实力可买占满蒙特产之时，其实权当然属我，我则籍此而扩张金票为本位，以期垄断

满蒙经济及其财政，进而迫使东三省当局聘请我国人为财政顾问，以好操纵其金融及财政，

打灭彼奉票不确实之力，而用我金票为本位以代之’’。日本通过在长春县设立发行货币，支

持其在东北所谓满铁道附属地的各种文化，教育，工业，交通，商业等经营活动以及军事侵

略行为，进行掠夺式的剥削压榨长春县的中国人民群众。

． 一；长春取引所信托株式会社，设在长春东十区，成立于大正五年(一九一六年)三月

二十六日，开始营业，资本金五十万元。

‘拂迅额十二万五千元。

营业科目为：一般银行业务，办理结算，现金存取，支付储蓄以

及存款并办理委托业务。其机构设置及人员安排：

二 取缔役社长。 (理事长)管原省三

。取缔役(经理)，马金堂

取缔役 ∥ 。多贺谷俊吉

取缔役 ∥ ·上田贤象

·-一2．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安定，经济活跃，人心振奋，正是盛世修志的大好时

机，前事不忘，后事之表，观今鉴古，继续开来，才能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服务。

《长春市郊区金融志》比较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记述了郊区自成立金融体系以来的发展

史实。 一．

由于历史资料残缺不全，“文化大革命黟十年浩劫，三十多年来人事更迭频繁，对早年

情况熟知甚少，特别是编写人员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政治水平较低，条件所限，本志虽已成

稿，偏漏之处，在所难免，请知情者，诸者提出可贵意见，以在续编时写入。

第二章’银 行

第一节：建国前部分。

长春取引所(交易)信托株式会社，株式会社长春实业银行，长春信托株式会社，长春

县兴农金库，满州中央银行资金部。

日本在长春县建立各种银行机构，一方面为其当时侵略整个满蒙政策服务，另方面也是

为其附属地内日本人及机关驻军服务，根据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版的《中国存亡重

要关系世界第二次大战导火线——日本侵略满蒙毒计之大披露))第十七到十九页载， “如以

银大洋为本位者，支那政府可以扩发货币，而反阻我国金票之进展，而我国在满蒙之银行不

能为国家助成之使命"。 “满蒙如何完成施行全本位者，我国金票可以自由扩张，籍我金票

之使用，而广采各地之特产，使支那银票不能高广信用，自然无力可与我经济竞争，则全满

蒙金融自不求而落我国之手黟。 “依以上等等关系，必须打倒其不换银票之假面具，使其政

府无有实力可买占满蒙特产之时，其实权当然属我，我则籍此而扩张金票为本位，以期垄断

满蒙经济及其财政，进而迫使东三省当局聘请我国人为财政顾问，以好操纵其金融及财政，

打灭彼奉票不确实之力，而用我金票为本位以代之’’。日本通过在长春县设立发行货币，支

持其在东北所谓满铁道附属地的各种文化，教育，工业，交通，商业等经营活动以及军事侵

略行为，进行掠夺式的剥削压榨长春县的中国人民群众。

． 一；长春取引所信托株式会社，设在长春东十区，成立于大正五年(一九一六年)三月

二十六日，开始营业，资本金五十万元。

‘拂迅额十二万五千元。

营业科目为：一般银行业务，办理结算，现金存取，支付储蓄以

及存款并办理委托业务。其机构设置及人员安排：

二 取缔役社长。 (理事长)管原省三

。取缔役(经理)，马金堂

取缔役 ∥ 。多贺谷俊吉

取缔役 ∥ ·上田贤象

·-一2．一



取缔役 ∥ I王玉堂

取缔役 矿 t李换誊

支配人(主任)l阿久津益三

监查役(董事)。四户友太郎．

监查役 矿 I平岛达夫

监查役 ∥ ：赵子勤

监查役 ，，··韩向阳

二、株式会社长春实业银行，本店设在长春东十二区，成立于大正七年(一九一八年)

一月一日，开始营业，资本金为一百万元，拂达额一百万元。
‘ 营业科目。i．一般银行业务。

2．证券兑换。

3．代fIj款。 ．．

’

4．定期存款。

5．信用证保付以及有价证券兑付业务等。

其机构设置及人员安排· ．

取缔役。 (经理)岛名福十郎

取缔役t 一 片山兴太郎

取缔役· p 上田安太郎

取缔役。 ， 山下藤藏，

． 取缔役t 一 权田虎城

． 监查役。 (董事)高桥屈之助

监查役： 扩 丸山直助

三，长春信托株式会社，本店设在长春东十三区，成立于大正七年(一九--'A年)六月

二十五日，开始营业，资本金为二万元，拂：i厶额五千元。 ．

· 营业科目。1．一般款项存取支付。
’

2．委托支付现金。
。

3．委托新旧物品买卖。

4．质屋营业及其他委托事业。
‘

其机构设置及人员安排： 、。
‘

． 取缔役代表者s (代理事长)木村藤吉

取缔役(经理)。和登佐吉

取缔役 ， ：托田常次郎

监查役．(董事)·s尾本留三郎

四，长春市场株式会社，本店设在长春东十区，成立于大正六年(一九一七年)五月十
六日，资本金为五万元，拂迅额金二万五千元。

‘

营业科目t 1．水产物委托贩卖。。、 ，

，2．经营市场一切物资。 ’一

3．零售商品业务。

4．经营一般委托收付现金业务．

一3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其机构设置及人员安排。

取缔役社长t平岛达犬

取缔役(理事长)：藤田兴市郎

取缔役(经理)：和登良吉

取缔役 岢 i丸山直助

取缔役 ∥． ：荒川衔次郎
’

监查役(董事)。下，德直助

监查役 ∥ 。西胁清六

五，满洲中央银行资金部，下设长春县营业所。与满洲中央银行同时成立。

六，长春县兴农金库。根据伪康德十年(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四日兴农金库披号外任

营业所所长为今田益市(兼)

长春县兴农金库于伪康德十年(一九四三年)九月一日成立，是继伪满洲中央银行的建

立，是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力事变以后，日本关东军强制接管东北三省官银号，在日本

关东军的控制下，东三省官银号又重新开业一个阶段。以后，．于『_九三二年二月五日，以关

东军参谋长名议召开会议制定了《货币及金融制度方针纲要》；并正式确定合并三个官银号

和边业银行。六月六日伪满国务院和参议府通过了《满洲中央银行法汾和中央银行组织办法

等伪法令，六月十五日任命了伪满中央银行主要头目。七月二日伪满中央银行总、分、支行

共一百二十八个单位，正式开业，原有东北四行号撤销。 ‘

伪满洲中央银行资金部下设长春县营业部，就是一百二十八个单位之一。 ·

它的主要任务是：根据伪满《中央银行法》规定。

1．票据之买卖。2．生金银外国通货之买卖。3-．各项存款及活存透支。4．生金银

外国通货担保之放款。5．证券担保之放款。6．有确实可靠担保之放款。7．票据托收。

．．8．汇兑及押汇。9．公债及政府指定证券之买入。lO．生金银，外国通货，贵重品并各种

证券额之保管。此外，还办理国库，代理地方团体公债的办理事物，得政府许可办借入款，

对于先经政府许可之银行得办存出款项。并代政府发行货币(摘自国民党清理伪满中央银行

档案资料)。

七、基本情况 ．：

据东三省概况汇篇(黑龙江省图书馆K293，B20034——35)吉林省篇长春县基本情况

记载，一九三四年(伪康德元年)共有户数609000户，自作农户28，804户，自作兼小作农户

13．202户小作农户18，002户。 。

：

农家总人口为426，822人。一户平均耕种面积3．9垧。

本县下之诸商店均以小资本供给日用诸品，粮栈七家，仅在卡伦为主，其资本总额为五

千元，药商、杂货铺，木商比较有大资本，其数亦多。主要商贾为药商四十五家(总资本额

一万一百元)，杂货铺九十一家(总资本额三万七百元)，木商十五家(总资本额一万二千

五百元)，烟草店六家(总资本额九百元)，银店七家(总资本额六百元)，杂货铺十三家

(总资本额一千九百元)，水果店五家(总资本额一千四百元)，饮食店十九家(总资本额

一千四百元)，其外鲜货商三家，金物商二家，皮业五家，酒店三家，鞋铺三家，1日货店一

家、书局四家，书铺四家，．报馆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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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关为长春县农会。 ．

‘国民政府予民国元年六月公布农会规程，次于十二年五月加以修正，更于十六年颁布农

会条例，现今之农会依据同条例者最多，县城有县农会，县下主要镇置乡农会，图农家之福

利增进，且行农业之诸调查，并意见之具陈等执行为农政机关之职务。然其活动不盛，故其

地位不及商会。

长春县农会。

地址l

会长l

成立时间。

职员数t

附t长春县当时钱铺情况表

虿韶裹百? 高春山(张荣五) 网竹Ⅲ

悉型更 孟镜平
(王献臣)

血况’

急耋：，岳 杨春桑(杨春荣) 仞骨不

震黪戈 尹润滋(王东升) 7'”圳碣

是莹煮 牛雨亭(李惠风) T⋯r

惫毽柰 徐敬斋(阚瑞烈) ‘坏峨向

惫霾塞 张徐五(张径武) 孤。娇且

憨雾基 徐泽普(徐双全) 坏汗目

惠孽塞 杨毓圃(李子藩) 仞单m删

甏鋈．矢 张真圃(任柜忱) m是删

憩銎黛 李占鳌(李占鳌) 于口缀

新京市十三道街

张云溪

民国五年四月

八名

资本金

小洋
八一六。元

银
二万元

大洋
五千元

同
五千元

同
三千元

同
二千元

同
五千元

同
五千元．’

开 股

民国三年

同一二年

同一二年

同六年

同一二年

同五年

同一O年

所在地

东八区

不 详

吉野町

日元出町

富士阳

同

日本桥通

同一三年 日元出盯

同一四年

同一四年

同一二年

驿 前

日元出町

富士町

滗薯I常 吕云峰奎哞元 ．同元年 东三条通

蓦誉雪 黄占元 里千元 同一四年 日元出町

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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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和
(刘昭亭)

同盛祥
(李崇山)，

复升生
(于日明)

德顺堂
(关瑞臣)

宝聚源
(许静轩)

同盛福
(李崇山)

兴隆盛
(臧选文)

同盛源
(王喜臣)

计

刘昭亭 里千竞
．徐占三 蠢啤元
王子誊 大--洋=E元

李玉成 -同E；千竞
许静轩 晕千元
李崇山． 釜千元
臧选文 望千元．
赵子场 奎哞元

同一一年

同七 年

同一O年

同九年

同一三年

同一三年

同一三年

同九年

同

日本桥通

同

祝 町

日本桥通

同

大和通

吉野町

城内 栈铺

商 号．支配人 资本金 开 设 所在地
义合公 刘荣九 哈大洋五万元 光绪三二年。南大门
天．利合‘孟宗周 同 六万元 同 -'A年 同

巨合盛 郭秉乾 同 二万元 民国 五年 同
’

益昌银号 侯呜阁 同· 三万元 同一四年 北大门

万发金 张景会 同 二万元 光绪三二年 同

天合公 盂观九 同 二万元 民国一O年 南大街

会源河 方敬轩 哈大洋五万元 民国一一年 南大街

会合一公 左林书 同二万元 同 一。年 北大街

庆丰栈 杨化方 同 -'TY元 ·同一O年 西三道街

永衡长 王荣昌 同二万元 同。五年 ’同

永衡茂 刘绪五 同三万五千元 同八年 北大街

兴租盛 杨殿五 同一万元 同一一年 同．

增盛长 张振声 同一万元 同。四 年 大马路

福顺德 苏玉成 同一万元 同一二年 北大街

长发栈 万云生 同一万元 同八年 同

德兴钱 孙茂亭 同五千元 同六年 同

裕泰兴 傅东坡 同一万元 同’一四年 同

永衡德 张贯一 同三万五千元 同五年 同

天合栈 崔品三 同 十万元 同元年 南大街

功成玉 吴梦春 现银八百万元 光绪三一年 同

溢客栈 刘梦遵 __哈大-f．洋--万元 同 _---年。西三道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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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大银号

宝隆和

天锡公

源合长

计

张春亭 同七万元

尹乃仓 同十万元

宋佐田 同七万元

曹敬如 同五万元

二五轩

民国一O年

同’六年

宣统元年

民国四年

北大街

同

同

西三道街

量查查堑堡当!垒邈枣2圭至查壅童塞一
第百三十三表 (单位金圆)

年月 朝 鲜 银 行 ．iE 金 银 行
it! 隆 银1一

金 额l％l金 额j％l金 额 ％} 金 额·％
大正

2
12 353，000 39 415，000 46 142，000 15 910，000 100

3
6 502，000 33：872，000 5．7 162，000 lO 1，536，000 100

3
12 392，000 47 365。000 43 85，000 10 842，000 100

4
6 999，000 72} 310，000 22 84，000 6 1，393，000 100

4
12 1，021，000 76i 238。000 18 81，000 6 1，340，000 100

5
6 ． 1，009，000 76： 246，000 18 80，000 6 1，335，000 IOC

5
12 1，582，000 66 641，000 27 174，000 7 2，397，000 IOC

6
6 l，444，000 57 618，000 24 482，000 19 2，544，000 IOC

6
12 2，191，000 69 494，000 16 467，000 15 3，152，000 100

7
6 1，832，000 59： 704，000 23 592，000 18 3，128，000 100

7
12 8，905，000 74． 1，098，000 9 1，963，000 17 11，966，000 10C

8
6 4，960，000 71} 751，000 1l l，261，000 18 6，972，000 10C

12 11，844，OOC 68‘ ‘2，388，000 14 3，079，000 18 17，311，000 10C
8

． 量查查堑亟垒!堡邈塞!．圭至鲞毯量塞
第百三十四表

。

(单位银圆)

正 金 银 行 正 隆 银 行 ．’合 计
年月

金 额 ％ 金 额 95 金 额 ％

大正
307，000 100

2
12 302，000 98 5，000 2

3
6 102，050 86 17，000 14 116，000 100

3
王2 202，000 97 ．7，000 3 209，000 10C

4
6 23，000 51 22，000 49 45．000 lOO

4
12 86，000 98 64，000 42 150，000 IOC

5
6

． 98，000 82 21，000 18 119，000 100

5
12 204，000 100 1，000 205，000 IOC

6
6 341，000 100 1，000 342，000 10C

6
12 328，000 100 ．328，000 100

7
6 658，000 99 4，000 l 662，000 IOC

7
12 924，000 100 924，000 IOC

8
6 945，000 97 31，000 3 976，000 IOC

12 2，158，000 97 62，000 ．3 2．220，000 IOC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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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查查红堡当!堡邀枣2兰至查壅壹塞．
第百三十五表 (单位银圆)

年月 正 金 银 行 正 隆 银 行 合 计
金 额 ％ 金 额 ％ 金 额 ％

大正
．1 2，28l，000 100

644，000 100
‘

697，000 100

443，000 100

1，210，000 100

401，000 100

1，15l，000 100

553，000 100

2，047，000 100

1，022，000 100

1，686，000 lOO

2
12 2，264，000 99： 17．000

；{
。

707，000 100

‘

3
￡ 628，000 98 16．000

3
12 687，000 99j 10，000

4
6 442，000 t00』

’

1，000

4
12 1，043，000 86’ 167，000

5
‘6 391，000 98} 10，000

5
12 1，012，000 9I 142，000

6
6 、 530，000 96 23，000

6
12 1，981，000 ．97， 66，000

7
6 I，009，000 99 13，000

7 12 1，653，000 99；‘ 23．000

8
6 684，000 77i 23，000

12 2，108，000 991 23．000 2．131，000 1008

第百兰十六表

116

年月 朝鲜银行{正金银 行 正 降银 行 合 计

金 额‘％i金 额 ％ 金 额{％ 金 额 ％
大正

2
12 16，000 3； 451，000 79 101，000． 】8 568，000|100

3
6 62，000 15： 233，000 59 107，000 26}402，000 100

3
12 107．000 22l 243，000 49 146，000 29 496，000；100

4
6 142，000 37 104，000：28 135，000’35

，

381，000 100

4
12 ．t32，000 23{ 194，000,34 248，000r’43 574，000{100

5
6 232，000 29’ 323，000 40 241，0001 31 796，000 100

5
12 967，000 4 7：873．000 43 195，000‘10 2，035，000 lOO

6
6 839，000 45 793，000 42 247，000 13 ．1，879，000}100

6
12 1，517，000 50 1，146，000f 37 385，000 13 3，04 8，000．100

7
6 1，733，000 48 1，590，000 44 276，000 8 3，599，000{100

7 12 828，000 23。 2，551，000‘66 445，000 11 3，824，000’】00

8
6 】，37】．000 27{ 3，094，000 62 534，000 1l 4，999，000’100

12 1，583，000 18； 6，432，000{ 74 720，000 8 8，785，000—1008

8



第酉三十七表

年月f～

9
～

～

一O

O

O

O

O

O

O

O

O

O

O

D口

匿m姗Ⅲm

m量量m螂姗瑚m
m

、÷．，～

～^U，^¨v^U^U^U

O^U^U-己5_叭‘=川川∽．1■l刮～一f测叫州酬．㈣蚓测咧吣吲叫．哦l一页一∞∞∞∞∞∞∞∞∞∞∞∞∞一额～门加如加如册如如如如如加门

一

～蛆盯鼹弱跗船鲫如的纰坫∞坞合一金～孔bbb如b钆钆以钆‰踮弘

亍．一％一

1

l

l

l

1

l

l

～

～—W纠d刘叫训引—_叫驯¨—Ⅵ研州]

一

O

O

O

O

O

O

0

O

D

0

D

D

m银一额舢姗舢朋舢舢舢舢舢舢舢舢舢

一

～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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