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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宁波江厦

旧宁波钱

行街

左下：宁波钱业会馆石刻碑记 右下：宁波钱业会馆



1·民国25年夏落成的中国通商银行宁波分

行原址(位于江北卑外马路)

2．民国22年落成的中国银行宁波支行原址

(位于江北岸外马路)

3．民国23年10月成立的浙东商业银行原

址(现为宁波中建投资服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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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业的天宝成银楼(当时称

；门瓮城内)。

]的旧宁波棉业公会。民国

}交易所时曾设筹备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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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4年4月在余姚梁弄镇成立的抗日根据地浙

东银行旧址



由宁波商人投资创建的中国通商银行兑换券

原尺寸(公分)

15．5X 9

原尺寸(公分)

13．6×7．5

原尺寸(公分)

15．5X8．2



由宁波商人集资创建的四明银行兑换券

原尺寸(公分)

15．4X8

原尺寸(公分)

16．4×8．8

原尺寸(公分)

13．6×7．5



由宁波商人集资创建的中国垦业银行兑换券

原尺寸(公分)17×9

原尺寸(公分)15·7x8·Z



1·1986年11月在慈溪龙南拓岙山麓

古墓中出土的宋代隆兴通宝金钱

(直径2．05公分，穿径0．6公分，厚

0．09公分，重3．25克)，为国家一

级文物。目前，全国仅发现这一枚。

2．慈溪县浒山区发行的饿质抗币辅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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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四明山区抗日根据地浙东银行发行的本位币(原尺寸15X 8·1公分)。

一———-—————————————一——一一

6．同4，原尺寸

12．6×6．8公分。

5．同4，原尺寸

14×7．5公分。



四明山区抗日根据地浙东银行及地方革命政权发行的货币和临时兑换券

◆原尺寸(公分)

10．4X 6．2

遵簪
手}毒巍1圣行型
，，‘苏换鲢畴

褫
《 57853

●原尺寸(公分)

9．8×6．1

黟{
豁

●原尺寸(公分)

9．6×6

◆原尺寸(公分)

10．5×6．8



●原尺寸(公分)

12．8×7．2

▲原尺寸(公分)6．8X10·5

●原尺寸^公分v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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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宁波金融业起源早，业务发达，很早就形成货币兑换、资金拆借、利率、汇率

等金融市场。清乾隆年间，江厦一带已是钱庄林立，资金汇拨、银钱出纳高度集中

在一起。时有“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之说，充分反映了宁波金融业之盛，它在

中国金融事业发展史上具有一定地位。

金融，伴随商品贸易’而产生和发展。历史上，宁波凭借地理环境和港口优势，

曾是长江流域与沿海一带的水运中心和物资集散地，海上丝绸之路和瓷器之路

就是以宁波为起点而达于世界各地。随着商品流通的拓展，宁波金融业从货币兑

换到全面经营存、放、汇业务；从典当、钱庄等旧式金融机构到银行、保险、信托投

资、证券交易等现代金融业，经历了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在此过程中，由于形势的

变迁，迫使金融业在新情况、新问题面前不断研究对策，提出新的措施和办法，有

过不少创造，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在全国金融界有影响的金融人士。值得重视的是

由宁波籍人士所经营的金融业并不限于宁波本埠，而早就涉足外埠。十八世纪起

他们就在北京、上海等地设立钱庄、银号，源源不断地倾注了大批资金。北京的一

些大钱庄，上海主要的钱业家族集团，多由宁波籍人士创设和组成。清光绪二十

三年(1897)成立的第一家民族资本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无论是投资人还是

董监事、经理人选，宁波人均居主导地位。此后一直到抗日战争前夕的民国24年

(1935)，在全国范围内先后设立了约544家民族银行，嗣后留存下来的仅为147

家。这147家银行中，除中央、中国、交通、农民4家特许银行和43家由地方当局

开设的省、市、县银行外，其余102家商业银行中，由宁波籍人士独资经营的11

家，为主经营的13家，参与经营的28家，也就是说有半数以上的银行与宁波人

有关，所谓“无宁不成市”这句话，在金融业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旧中国内虞外侮，战乱频仍，在无数次风潮的袭击下，金融机构多有停闭，由

宁波人经营的金融业亦未能例外，但在强大的宁波商帮支持下，得以广泛聚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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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灵活调度资金，在经营作风上又抱稳健态度，因而对风潮有较强的应付能力，

纵观各个时期金融机构的存续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平时，宁波金融业不仅对商

品贸易作出贡献，对工矿企业、交通运输等产业经济和城乡建设的支持也是不遗

余力。许多名厂名店、名牌产品的出现，是同宁波金融业的积极支持分不开的。

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历史，而金融正是

时代经济的综合反映，它同国民经济各部门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金融业发达

二与否反映了一地经济的综合实力。经济是金融的基础，高度发达的现代金融业是

以高度发达的产业经济为基础的。而历史则是世代的延续，是前人的实践经过，

我们不能因循守旧，重复过去的东西，也不能离开过去的文明而割断历史。要总

结过去，创造未来，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在前人遗留下来的经验中迈出新步伐，

进行新创造，把社会主义金融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有鉴于此，金融界同仁在八十

年代遂有修纂《宁波金融志》之议，并在编写《宁波市志·金融卷》的基础上付诸

实施。

志书修纂为中国固有历史文化传统，其功能有“存史、资治、教化”之说。《宁

波金融志》编纂成书，总结了历史经验，对金融界各级领导和同仁做好工作，具有

借鉴作用。志书所保存的丰富而翔实的史料，是一份极为珍贵的财富，前人的创

业精神对每一代的金融工作者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如今，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

策，各项事业欣欣向荣，深信《宁波金融志》的出版发行，对加强海内外金融界交

流将起到积极作用，对促进宁波经济发展带来良好影响。

《宁波金融志》第一卷付梓之日，我仅代表全市金融界同仁，对为编修志书而

凝聚心力、呕心沥血的修志人员和关心志书编纂的专家、学者表示深切的谢忱。

同时，希望《宁波金融志》第二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能早日编纂问世，是为

序。

孙茂本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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