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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政通人和，太平盛世，《温岭县金融志》在深化改革、

开放的大好形势下问世了。

‘本县金融业，解放前，以典当、钱庄、。银行为主的借贷信用活

动，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金融业

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相继设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信用合作

社，并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中心，以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

构并存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金融活动的内容和性质，都发生了根

本的变化。通过金融活动，有计划地组织、调节货币流通，，动员、

积聚和分配社会资金，支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效地促进了国

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新编《温岭县金融志》，，本着贯串I耳今、详今略古的原则，把

断限内的温岭县金融发展历史概况，尤其是解放后的史料，以辨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载了我们工作中的

胜利和曲折，以利于总结经验，开拓未来。广大金融战线的同志，’

要做好金融工作，不仅要认真学习．研究党在不同时期的方针、政

策，认识社会现状，而且，还要弄清历史脉络，使之前有所稽，后t

有所鉴。温岭县金融志的成j协，就为我们认识温岭金融、研究温岭

金融，发展温岭金融，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史实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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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咸丰二年(1．852)，本县琛山人金傅川于新河开设“金’泰

丰”当(有称山西当)，独资经营当押业务，资本额一万元(银

◆ 元)年营业额在四万元以上。 ．

清光绪二十年(1 894)，本县东乡陈子鹗在浦南开设“陈裕

泰”当，资本额四万元(银元)。 一

清光绪三十年(1 904)，本县麻车桥开设有“阮有谦一当，资 。

本额一万元(银元)。

清宣统二年(1910)，清政府颁布“币制则例”，规定银元为

本位币，库秤银元重七钱二分，(现代衡制约27克)，1成色为九

成，含银量六钱四分八厘。

民国元年(1 91 2)，本县桥下陈连荪在桥下开设?陈泰盛7

．◆ 当，资本额四万元(银元)。

民国三年(1 914)，北洋政府公布“国币条例”，基本沿袭清

制，规定银元为国币，库秤重七钱二分，成色改为89％铸银元正面

， 图案以袁世凯头像，俗称“大头洋一。 ．

一

． 民国十一年(1 922)，本县松门开设有“豫源”当，资本额一．．

。万五千元(银元)。 0’+：。

，民国十三年(1 924)十二月五日，奉命通用中山国币(即孙中

山半身侧像之纪念币)与袁“大头”洋同值流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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