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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吉金融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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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纂志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的方志卷帙浩繁，源远

流长，有2 000多年的悠久历史。从春秋战国到清王朝，历朝历代封．

建统治阶级都把志书看成“辅治之书"，所谓“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

郡国者以志为鉴"。从中央到地方都很重视志书。据《中国地方志联

合目录》记载，历代留下的全国各地的方志总数达8 500余种，近12

7万卷，占中国古籍的1／1 O。这些志书无疑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十

分珍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历代志书，均以方志为主，编纂金融专志，属今El之首创。编纂

一部具有新时代风貌、富有地方特色和专业特点的《延吉金融志》，

是全市近2 000名金融干部和职工的共同愿望，也是为金融工作者

和社会各界人士及千秋后代，察古循今、研究和探索延吉金融业的

起源、兴衰、发展和变革提供准确详实的借鉴资料。《延吉金融志》的

问世，在延吉金融史上将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件大事。．

延吉这块风土宝地，自从清代末年废除封禁设招垦局后，人烟

汇聚。从民国初年，延吉取代珲春管辖延边起，逐渐成为廷边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延吉金融业是在清末由弱小的钱铺兴起，嗣后又开

设官银钱争、银行、金融会社。经历百余年的社会变迁，如今已经设

有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人民银行、各专业银行、保险公司、城乡信用

社和其他金融机构，成为延边金融网络的中心枢纽。社会主义的延

吉金融业成为全市信贷、结算和现金管理的中心。 。 ．

‘． 《延吉金融志》编纂是经过查考大量的金融史料和口碑资料，综

合记述了清末时期、民国时期、沦陷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及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的金融机构开设、拆并、倒闭、衰落、兴旺、鼎盛的情形。记

述清末民初延吉金融业畸形发展，外国金融势力入侵和强权掠夺；

中国民族金融业为了求生存、求发展，同强大的外国金融势力进行

抗衡：沦陷时期，El伪金融势力强行吞并旧式中国民族地方金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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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傀儡政权的金融势力独霸延吉金融市场。在日伪残酷统治下，延

吉金融业成为日本侵略者扩大侵略战争、镇压人民反抗、疯狂掠夺

中国人民财富提供资金的工具。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吉

东银行及吉林省、东北区银行在延吉的分支机构，为支援解放战争，

恢复地方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起着特殊作用。社会主义时期，延吉

金融业为恢复和建设新延吉仍起重要作用，虽然受政治运动的影

响，走过曲折之路，但为稳定延吉金融市场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和商品经济的发

展，延吉市金融业的体制也在不断改革和完善。改革的1 O年来是延

吉金融业的鼎盛时期。’以中国人民银行为地方中央银行，各专业银

行为主体，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城乡信用社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

工协作的金融体系已经形成，在延吉市的经济建设中发挥越来越大

的作用。

在新时期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中，人民银行加强对宏观金融融资

活动的调控与管理。各专业银行积极组织资金，拓宽存款门路，集中

资金，加强系统调控能力。调整信贷结构，增加有效供给，支持生产、

生活必需品和能大量回笼货币的“拳头”产品，既控制信贷总量，又

防止“一刀切”，做到有压有保。延吉金融业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

济秩序，抑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和币值，稳定市场，安定人心均起

较大作用，全市工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商品流通不断扩大；城乡

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提高。 ．

编纂社会主义的地方金融志，在延吉是史无前例的。按详今略

古的原则，侧重纂写金融业务，记述各历史时期的货币种类、货币流

通、经办各项存贷款及其各项金融业务的概况。详尽记述新中国建

立后各项金融业务的管理原则、执行的方针、政策及其管理办法。同

’时将延吉金融大事记、先进单位、先进人物及业务能手也列入志书

内容。旨在通过志书的传播，激发金融界职工热爱金融事业、热爱本

职工作的热情，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情操，增强热爱祖国、热爱社会

主义的思想。

柳东权
1990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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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说‘明

《延吉金融志》是在当今延吉金融业发展高涨时期，经金融界领’

导和同事们热忱地支持编纂成书。在编纂中，尊重历史事实，按详今

略古的记述原则和横排竖写的纂志体例，纵写详述，沿着金融业发

展的轨迹，真实地记述了延吉百余年金融业全貌。 ＼

本志设1 6章、6l节、181个条目：金融机构按历史年代和专业

分工及称谓设章、分节、立目，较完整地记述了各时期开设的金融机

构沿革、职能及内设机构。金融业务活动均接业务性质分章、设节、

立目，详实地记述了各时期金融业务开办、发展、变化的状况。．记述

年限，上限清光绪七年(1 831年)，下限1988年，部分章节目记述年
限略有上溯或下延，全志书各章节目记述午限基本一致。

编纂本志，搜集各类金融资料近800余万字。在整理运用资料

方面，均以文字、数字记载为主，口碑资料为辅。在志、记、图、表、录

的配置上，均以志、记为主，图、表、录为辅。各种称谓．，均按记事年代

记述。全书所采用的资料，经缜密筛选，反复考证，探本求源，去伪存

真，力求言之有据，使之成为千年信史。

本志总括资料来源与出处，主要是东北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博

物馆存藏的金融史料和当今金融系统的各门类文字及数字资料。
金融史料，主要出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档案馆、图书馆，吉林省

图书馆、档案馆，辽宁省图书馆、档案馆，黑龙江省图书馆、档案馆，

长春市图书馆、档案馆，吉林市档案馆、图书馆，大连市图书馆、档案

馆，沈阳市图书馆、挡案馆，哈尔滨市图书馆、挡案馆，丹东市图书

馆，吉林省博物馆和延边博物馆。在大量的金融史料中，还有部分资

料来自吉林市金融志编纂办公室，延边金融志编纂办公室和延吉市

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在搜集金融史料中，走访了早期金融界的几位

知情人，他们为纂志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口碑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金融资料，主要搜集了延吉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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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城乡侈用社及其他代理金融业务的机构，现存

的大量文字及数字资料。1989年8—1 o月，延吉各专业银行曾设专

人配合本志编纂者，提供了1986--1988年部分专业资料。参与提供

资料的人员有人民银行的姜权虎、农业银行的姜舜。此外，还有一些

热心的同事们，为纂志提供了部分文字和数字资料。他们是：工商银

行的孟宪有、张卫成、金华、玄海洙、郑太奎、徐连臣、张毅‘、洪明玉、

韩红光，农业银行的姜正甫、玄松，人民银行的金正一，中国银行的

金福，建设银行的池锡载，保险公司的姜丢鹏，城市信用社的崔昌

赫、赵延华等。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经过三年时间的不懈努力，《延吉金融志》终于问世。在编纂过

程中，由于本人水平所限，在搜集资料、选材、编辑等方面的失误、疏

漏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同仁及各方人士指正。．

编纂者
1990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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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延吉属“龙兴之地”地域范围，被清王朝封禁200余年。19世纪末叶，清政府废除封禁

后，人烟逐渐稠密，农工商各业兴起，农商贸易交换中的货币由外地流入。随着商品经济的

发展，延吉商埠出现了规模很小的钱铺、典当，经营各种货币兑换、保管、放贷，还发行私帖

等项金融业务，以适应萌芽状态的商品经济的需要。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2年)，吉林永衡官帖局派设延吉分局，发行官帖、管理地方金

库、办理存款、放款、汇兑业务。清末民初，延吉金融业有较大发展，有官办的永衡官银钱号

延吉分号，东三省官银号延吉分号，中国银行延吉市支行，殖边银行延吉支行等。这些派设

的金融机构，均在延吉发行货币，办理存款、贷款、汇兑业务。此外，还开设一些官办、民办、

官民合办的钱庄、当铺、金融会社，主要办理货币兑换、存款、汇兑业务。在此时期，日本侵

占朝鲜后，开始把侵略魔爪伸向延边。民国9年10月2日(1920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

了“珲春事件”借机出兵侵入延边。继军事入侵后，在延边开设金融机构，发行货币，办理存

贷款等金融业务。中国民族金融机构为了求生存、求发展，与外国金融势力进行抗衡，终因

经营不活，资本不足，机制脆弱，竞争不过对手。民国时期延告金融业呈现十分紊乱状态。

清末民初，由于没有统一的币制，加之外国货币侵入，货币种类繁多：金本位的2种，

有羌帖、金票；银本位为12种，有宝银、银元票、小银元，大银元、永大洋票、永小洋票、奉大

洋票、奉小洋票、哈大洋票、现大洋票、天津大洋票、钞票；铜本位有4种，有制钱、官帖、铜

元、铜元票。由于滥发货币而造成钱法不一，货币比价朝夕数变，货币秩序紊乱。在此期间，

延吉金融业在剧烈竞争中发展，存款对象和种数增多，贷款领域扩大。但是，贷款制度和办

法各自制订、实旌，各行号自行开办业务。存款、贷款种类名目繁多，用款户与多家金融机

构发生信用关系，存、放款利率极不统一，促使金融市场更加混乱。 ．

沦陷时期，延吉的金融业完全被日本侵略者所操纵。日伪政权建立起以满洲中央银行

为核心，以满洲兴业银行，兴农金库，大兴公司为主体，以城乡金融合作社，金融会为辅助

力量的比较完备的殖民地金融体系。日本在延吉经办的金融机构逐渐增多，业务经营范围

逐步扩大，殖民地金融势力与日本金融侵略势力溶为一体，强行统一币制，独霸金融市场，

实行金融统制，控制信用，对中国民族金融资本(银行、钱庄)打击、摧残，有的被关闭、吞

并。迄至民国34年(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殖民地金融体系土崩瓦解。

抗日战争胜利后，延吉解放区政府建立吉东银行，发行货币，流通吉林省及东北解放

区货币，为稳定金融市场，支援解放战争，发展生产起着积极作用。同时还开展同国民党货

币的斗争，排挤驱逐东北沦陷时期留下来的伪币；清理收兑苏联红军票，开办实业，掌握物

资，打击扰乱市场的投机活动；扩大业务，积聚资金，支援解放战争所需经费，支持工商农

业发展。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银行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金融工作主要是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秩序，恢复国民

·1·



经济，统一货币市场。从1950年起：推行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资金管理制度，人民银行成

为信贷、现金、结算工作的三大中心。在相当长的_段时间里，金融活动受“左”的影响，走

过曲折道路。但是，各个时期金融机构按照职能要求，在统一货币发行，开展各种结算，加

强现金和资金管理，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化，延吉市的金融体制也迈开了改革

的步伐。在金融机构方面，逐步建立起以人民银行为领导，各专业银行为主体，保险公司、

信托公司和城市、农村信用社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金融体系。人民银行专门行

使地方中央银行职能后，与各专业银行一起，在宏观控制、微观搞活、发挥经济杠杆作用方

面，进行了有效的实践。在信贷业务方面，改变只能发展流动资金贷款的原有规定，发放了

中短期设备贷款、技术改造贷款，并对文化、旅游、公用服务、科技等事业以及个体经济也

发放贷款；在资金管理体制方面，变“统收统支，控制指标”为“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

存，互相融通”的资金管理办法，允许开展同业拆借、调节资金余缺；基本建设投资拨款改

为贷款；破除以往把一切信用集中于银行的旧框框，举办商业承兑汇票及贴现；办理委托

存放款、租赁、咨询、代理收付等多种信用业务；多次调整贷款利率，试行浮动利率。I司时，

加强了同各地区的横向联系，开放金融市场，搞活资金融通，发展延边金融中心的地位。这

些改革对于发展生产，扩大流通，服务与支持延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都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 ．

1988年全市各项存款总额为37 231万元，比1949年增长l 095倍；其中储蓄存

款】8 936万元，比1949年增长63 120倍f人均储蓄存款额由1949年的0．06元增加到

733．72元；户均存款由0．28元已增加到2 794．94元。工商企业贷款、农业贷款等各种

形式的贷款不断增长，1988年全市各种贷款总额为86 313万元，比1949年增长8 631

秸。有力地支持了全市工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发展的需要。同时通过银行转帐结算的金

额也成倍增长。对基本建设拨款和贷款加强监督管理，促进降低工程成本，加快工程进度，

起到了良好作用。城乡信用社不断壮大，已成为城乡金融工作的有力助手。1980年保险业

务恢复后，发展很快。延吉市为延边重点货币回笼城市，1988年货币回笼为2 406万元，比

1951年增长80．2倍。金融业在全市各项经济建设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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