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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士
刖’7 青

《泰州市金融志》(下称本篇)，主要记叙了泰州从清代至民国金

融业的兴衰演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各个时期金融方针政策的贯

彻执行情况，、重点记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金融体制改革和金

融事业取得的重要成就及其经验教训，体现了泰州地方特色。本篇总

体结构是按泰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颁发的篇日结合金融业的实际情

况进行编纂的，共列6章38节[10ll目，全书共约i2al万字·本篇上限自

1840年，下限至1987年。其中有关章节最远追溯到公元前。

本篇在编写过程中查阅了有关档案，文献，报刊，地方志等书，

并向知情者进行了采访和征集各行、司，社的有关资料加以总纂而成。

但由于时过境迁，物换星移，资料不全，加之编写人员水平有限，

体例不尽完善，内容或有疏漏，敬请金融界人士予以校正。

本篇的成稿得到泰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和泰州市人民银

行及各行、司、社领导的关怀，并蒙金融界前辈俞铁中、周少文、顾明

哉，翁馨仲、吴绍宗、陈师郑等同志的热情帮助，提供书面和口头资

科，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感谢l

泰州市金融志编写组

一九九O年十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泰州市金融志》(以下简称本志)系一部专志，列入《泰州市地

方志丛书》。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求真求实，

秉笔直书，力求全面系统地记述泰州金融业的历史和现状，旨在借鉴

历史，服务现实，总结经验，教化后人。

一，本志断限起自1840年截止1987年末。分近代金融与现代金融

两大部分，原则是略古详今，以今为主。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对于归

之无类的有益资料，贝l】专辑专记，附录记述，下限时间适当延伸。

二，本志记述范围按行政区划为界以市区为主。 ．

三，本志为条目体，以条目为记述基本单元，分章，节，日三个

层次，有志-纪、图，表、录等，以志为主体。

四、本志除援引资料外一律采用语体文，使用文字，标点，计量

等均按国家规定的规范书写。

五，本志为记述体。历史朝代称号用通称，如明、清、中华民国

(简称民国)，涉及日伪政权，军队，贝13加“伪"字。1949年1月21日

泰州解放前后，简称“解放前矽、“解放后"。

六、本志资料来源于各类档案、图书，报刊，旧志，专著及调查

采访实录，一般不注明出处不作注释。

七，本志鉴于历史原因，缺漏资料尚待续修时补正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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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述

， 金融是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产物，只要存在商品货币经济，就必

然会有金融活动，而且商品经济愈发展，金融活动就会愈繁荣。

泰州位于长江、淮河两大水系交会处，南临长江，北接水乡，是

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和商业中心。早在汉唐时代泰州经济即已相当发

达，曾以搿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糟之富，搿屯田煮海一之饶闻名于

世。宋仁宗天圣6年(1028)范仲淹修筑捍海堰，堤外煮盐，堤内耕种，

泰州成为淮南地区以盐、粮集散为主的内河港口城市。明武宗正德十

年(1518)判官简铺拓东西坝，北门外客商云集，金融业渐趋兴起。明

崇祯6年(1633)泰州衙署设立便民典库。清咸丰3年(1853)扬州被太
、 平军攻克后，藩，臬，道，运司等衙署先后移驻泰州。外地伊斯兰教徒数

十户亦来泰落户经商，此后商业更加繁荣。泰州凭藉优越的地理条

件，奠定了区域经济优势，成为苏北里下河商品和物资的集散中心。

清光绪年间至民国初典当、钱庄、因利局等金融业应运而生。光绪8

年(1882)；|k门外衡泰典开业。嗣后泰州城内有钱庄9家，银楼9家，
‘

城乡因利局6家。清末民初曾设立过官办裕宁官钱局，经理华善卿。

民国20年6月，泰州设立第一家银行一一中国银行泰县办事处，同

年7月又设交通银行泰县支行。以后陆续增设中国实业银行，上海商业

储蓄银行，江苏银行，江苏省农民银行等分支机构。抗日战争前币值较

为稳定，经营典当业有利可图，泰州先后曾设有10家当铺。民国22年

．曩废两改元一，钱庄一度衰落只剩6家。民国25年宝丰保险公司设

泰州代理处，委托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泰县办事处代理。民国26年安平



险公司增设泰州代理处及姜堰代理处。

民国30年2月至34年8月伪政权统治期间，由于通货膨胀，商

～。业投机盛行，出现典当业萧条，保险业停办而银钱业畸形发展的格

局。泰州沦陷后伪政权先后接管了中国，交通，江苏、江苏农民等泰州

分支机构。江苏银行更名为江苏地方银行继续营业。民国31年4月设中

央储备银行泰县办事处。被称为江阴巨子华逢春来泰开设永诚商业银

行，，后又增设浦西商业银行，此时泰州共有银行7家。钱庄又有南京

永丰、信余，益康及新浦盐业公司的祥隆等在泰设立分支机构，其时

钱庄猛增至50余家，银楼30家。银行与钱庄竞相以贴现、信用透支、

质押放款等形式扩大银行信用，加剧了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而典当

～业则因货币贬值，架本随之贬值，被迫止当放赎趋于凋敝，仅剩同泰

典一家。
’

民国34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之初，币值尚较稳定，’典当业又蒙复

苏，保险亦开始复业o’民国35年设丰盛保险公司泰县代理处和姜埝

代理处，同年寺巷乡设合作社信用部办理存款，放款，汇兑储押及代

理收付等业务。民国37年增设太平、安平保险公司代理处均由交通银

行代理。民国35年领得内政部、经济部营业执照的新典铺有同兴、益

生、同德，万鸿、福泰，公记代客典等6家。及至民国36年通货膨胀

日趋加剧，典当业又纷纷闭歇，最后仅存同泰典一家。而银钱业仍较

活跃，银行设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江苏银行、江苏农民银行、中

⋯‘。国农民银行、中央合作金库及泰县县银行等七家。经财政厅批准领有

营业执照的钱庄仅有福康、增泰、鑫泰恒三家，无营业执照的不合

法钱庄合并成七个信用合作社。．另又设立“团员一、 F猪筻”，和搿城

区糟3个信用合作社，银楼增加到69家，当时泰州堪称区域性金融中

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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