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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尽三年手墨，拂去百年尘埃。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具有民族特色的金融

史画——《延边金融志》。

编纂地方志，造福后来人，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春秋战国，到清政王朝。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志书当作“辅治之良药”o“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

志为鉴。”可见志书之重要。编纂《延边金融志》，是延边州金融系统11503名干部职

工盼望已久的心愿。为了实现这一心愿，1999年4月13日，由中国人民银行延边中

心支行牵头，召开州级金融机构行长、经理和主任、办公室主任参加的全州编修金融

志工作动员大会。会议通过了编修金融志工作方案，部署了州级各金融机构撰写

《延边金融志》任务。经过编撰人员的不懈努力，于2001年3月首先完成了编撰《延

吉市志》(续志)金融、保险篇的任务。为了加强对编志工作的组织领导，由中国人民

银行延边中心支行牵头，成立了编委会，中国人民银行延边中心支行行长任编委会主

任，编委会下设《金融志》编辑办公室，各家金融机构相继成立了《金融志》领导小组，

并设立了《金融志》办公室，安排专人负责撰写志稿。由此，编纂《延边金融志》的一

个浩繁系统工程拉开了帷幕。

《延边金融志》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年代，共分为8篇，36章，120节，撰写了

60万字o’

本志断限为，上限1894年(清朝光绪二十年)，下限为2000年。在这断限内记

述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从清朝光绪二十年钱庄业开始，至2000年的106年间，金融

业的发祥、演变和中国人民为抵制外国的金融入侵而斗争的艰难曲折的进程。同时

也反映了货币及金融活动在社会生活中作为交换、流通、信用的主要手段，及在发展

商品经济，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封建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和落后的农业经济向现

代化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影响和作用。本志重点记述了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中国共

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金融系统干部职工在改革开放搞活的二十多年的过程中，

通过综合信贷计划、金融政策、外汇管理和信贷、利率、汇率、准备金等各种调节手段，

对于控制货币发行、贷款总规模和通货膨胀，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所起的

重要作用。它不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而且为子孙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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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留下一部，“前有所瞻，后有所鉴”的民族地方金融历史画卷。

在编纂《延边金融志》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主线，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切入点，

详今略古，古今衔接，力求达到其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本志的资料来源是多方面的，一是通过社会调查，搜集资料；二是查阅旧志、档

案、书刊、文献等，广泛征集文字资料，积累素材三千余万字。本志所用资料均经过缜

密筛选，多方考证，探本溯源，去伪存真，力求做到言之有据。本志是在延边金融系统

七行七司(含州信托公司)二社一局(邮政储汇局)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在此，我代

表编委会全体成员及编撰人员表示衷心的谢意!

由于我们的编撰水平有限，编撰过程中难免有疏漏和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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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延边中心支行行长

《延边金融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2004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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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银行是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产物。延边地区因生产力水平比吉林省内其它地区

低，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缓慢，19世纪末，被清王朝封禁200余年的地域范围开始废除

封禁，农工商各业兴起，交换中的货币由外地流入。延边金融业一方面伴随着本地区

商品货币交换的发展而发展，另一方面，又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金

融势力的压迫与控制，使发展受到扼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延边金融业的发

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

清朝光绪年间，延边山峦叠障，交通闭塞，大多居民以农为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

缓慢，商品交换不发达，金融业起步较晚。延边开发较早的商品交换地域县在珲春，

初无制钱，交易以银以布，民入市抱布易物。同治、光绪以来，商市通，民初见制钱，珲

春城有27家大小铺户，铺商之间开始发生借贷行为，但还没有专营的金融机构。

延边的早期金融业，是以钱庄开始的。清朝光绪二十年(1894年)七月，由史福

堂、封屏武以银大洋2．5万元作为资本，在局子街(今延吉)设立天和兴钱庄。这在

延边是较早的民间金融信用机构。延边地处边隅，中外杂居。数年以来，在延吉、珲

春日商开设质库甚多，侵夺利权较之他种营业尤为更甚j为抵制和免使利权尽被外

人所得，我国绅商纷纷设立当铺，使典当业较快地发展。民国三年(1914年)由杨鸿

勋、萧义精合资而设珲春保利当，由孙静一等人合资而设延吉公益质当，由万茂桂等

四人合资而设敦化德元当o 1935年时，仅延吉县(包括延吉、龙井、图们)有23处当

铺。除钱庄、当铺外，还有有限股份公司、贮金契、贮金组合以及各种会、社等数十个

民间金融机构。民营金融机构，因资本薄弱，而只能经办少量存、放、汇等业务。

民间金融得到发展的同时，清政府也在延边开设官办金融机构。清朝光绪二十

八年(1902年)，在局子街和珲春设立了吉林永衡官帖分局。同年，在局子街又设立

东三省官银号分号。这是在延边最早成立的官办金融机构。宣统元年(1909年)整

顿和改良官帖局，先后在延吉厅、龙井村和珲春设立吉林永衡官银钱号分号，民国六

年(1917年)在敦化设立分号。这些清末民初时期的旧式银行的主要职能是代理省

库，经营存款、放款、；12兑和帖现等业务。他们的资本金不多，在延边的四家分号的资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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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金为官帖100万吊。

宣统三年五月(1911年)，龙井村发生火灾，日本领事馆趁机以救济为名，在馆内

设立龙井村救济会，向灾民发放贷款o 1924年“救济会”摇身一变就成为东洋拓殖会

社间岛出张所，是专门以掠夺土地为目的设立的金融机构。1928年出张所的贷款额

达到127．3万日元，掠夺土地5万多亩(旧亩)o日本人为了加紧全面的金融渗透，

于民国六年三月在龙井村设立了朝鲜银行龙井出张所。它发行的金元券流通额不断

增多，到1926年金元券流通额达到300万日元，几乎占领整个延边货币流通市场。

吉林省公署为了抗衡朝鲜银行龙井出张所，于民国六年三月和七月，先后设立殖

边银行延吉派办处和中国银行延吉支行。但是，这两个机构因赚钱心切，盲目扩大信

用贷款，俄币和官帖的跃价而带来的损失颇大，于民国十一年被迫停止。同年，日本

人由陆军省拔专款10万日元，在龙井、头道沟、局子街、珲春设立朝鲜人民会金融部

(后改称金融会)，受其领事馆的领导，办理农民的存贷业务。1939年末，金融会发展

到12个，资本金达到123．5万元，资金运用总额为870．5万元。

1932年6月，吉林永衡官银钱号和东三省官银号在延边的分号机构均被吞并为

伪满洲中央银行。日伪中央银行在延边先后设立延吉支行、珲春支行、龙井支行、图

们支行和敦化支行o 1936年末，又设立伪满洲兴业银行龙井支店和图们支店，填补

了在工矿金融业务方面的空白。此外，还有日本人经营的东兴银行、商工金融合作

社、兴农合作社、间岛无尽本店、大同金融株式会社、间岛银行等十多个金融机构。

清朝、民国、沦陷时期，正值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摇摇欲

坠，延边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延边金融业呈现十分紊乱的状态。在金融机构

中，既有中国的银行，又有外国的银行，既有官办的机构，又有民办的机构。这些金融

机构，各自为政，滥发货币，造成钱法不一，货币比价朝夕数变，货币秩序紊乱。贷款

制度和办法各自制定、实施，存贷利率极不统一，使金融市场更加混乱。尤其日本在

延边经办金融机构增多，业务经营范围扩大，殖民地金融势力与日本金融侵略势力融

为一体，强行统一币制，垄断货币发行，实4-i-金融统制，控制信用。这种殖民地金融体

系，以1945年8月日本投降而告终。

1945年末根据吉东地委的指示，成立吉东银行筹备处。1946年4月25日，吉东

银行在延吉成立，在敦化、龙井、图们设分行。从此，延边有了人民自己的银行o 1946

年8月将吉东银行划归吉林省银行，又于1947年10月将吉林省银行并入东北银行o

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国家金融迅速发展，1950年底，东北银行在延边的机

构有一个支行、6个办事处、5个营业所，职工人数为332人，其中朝鲜族职工211人，

占职工总数的63．5％。

1951年4月1日，将东北银行改为中国人民银行东北区行，延边支行改为中国
·2·



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延边中心支行o 1952年9月3日成立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翌

年7月省行确定区中心支行为自治区一级领导行o 1955年12月，延边朝鲜民族自

治区中心支行改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心支行。

在人民银行机构建立与发展的同时，先后建立中国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保险公

司等国家金融机构。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历经建立、撤销、恢复、

合并等沿革过程。
‘

地方性的合作金融同国家金融一起得到发展o 1947年在汪清县鸡冠拉子(今鸡

冠乡)供销社内部建立第一家信用部o 1954年底，延边农村信用合作社为107个、信

用部6个，入股社员102788人，股金为22亿元(旧人民币)o

从建国至1957年，我国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金融工作主要

是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秩序。此间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组建银行机构，组织农村信用合

作社，发行人民币，统一货币市场，建立金融新秩序，在恢复经济，制止建国初期的通

货膨胀，促进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o 1952年末，延

边国营工业企业贷款额为1074万元，比1949年末(5万元)增加1069万元。在大规

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按照苏联的银行模式，改革了金融体制和银行信贷、结算、货

币管理制度以及自身的经营管理，将多种机构合并成统一的人民银行；取消商业信

用，信用集中于人民银行；取消多种信用流通工具，实行服务于指令性计划的八种结

算方式，实行统收统支、统存统贷的资金管理制度，形成高度集中统一的以行政办法

管理为主的金融体制。这种体制在当时条件下，在聚集资金，支持社会主义工业体系

迅速发展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集中偏多，统的过死，在一定程度上妨碍

了资金效益的发挥。尤其是1958年以后，在“大跃进”的影响下，取消银行信贷的必

要监督，废弃资金管理原则，破除了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放松了金融管理，导致信贷

失控，市场货币流通量急剧膨胀，加上自然灾害，商品供应严重短缺，物价大幅度上

升，货币贬值o 1960年，全州城乡储蓄存款额为1225万元，1962年滑坡到540万元

的低谷o

1962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

决定》(简称“银行六条”)，守计划，把口子，加强信贷、现金管理，推动了国民经济的

调整。1965年全州国营工业贷款为3227万元，比1962年的5390万元下降40％o

同年，国营工业产值却比1962年增长了31％o

1966年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文革”前十七前的金融工作被全盘否

定，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金融机构被精简，银行并入财政系统，大批业务干部去农

村插队落户或上“五七”干校，金融工作陷入混乱状态o 1968年成立革命委员会后，

银行只留5人应付日常工作，错账、错款不断发生，信贷失控，损失颇大o 1973年财

·3·

1，7
|



政给企业核销1029万元，1983年又核销流动资金728万元，冲减银行贷款1518万

元o 1965年全州工商信贷为14992万元，1975年增加到37978万元。

1976年1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整顿银行工作的几项规定》，规章制度得到恢

复，逐步扭转资金、现金管理混乱局面，金融工作得到复苏。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延边金融进行两项改革：一是进行干部管理

体制的改革，即银行干部实行银行与地方双重领导，以银行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二

是恢复和建立机构，1979年6月恢复了农业银行州中心支行；1981年5月恢复了保

险公司州中心支公司；同年11月成立了中国银行延吉支行，统一经营外汇业务；1984

年9月，成立了工商银行州中心支行，承担原来由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等

项业务。同时人民银行州中心支行改称人民银行州分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作

用。1980年11月，延吉市人民银行为适应改革、开放、搞活时期的经济模式，创办了

集体性质的城市金融合作社(后改称城市金融社)，支持个体经济的发展。1981年

12月，成立了隶属州人民银行的延吉信托投资公司，主要办理资金和财产委托、金融

租赁、代理资金保管、代发行证券、经济咨询等业务。1984年9月开始，延吉信托投

资公司划归州工商银行领导，1988年9月改为延边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同时，

信贷资金管理进行多次改革。1985年起实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

融通”的办法，改变了统存统贷的信贷资金供给制，调动了各金融部门筹集资金，用

好贷款，开展各项业务的积极性。各专业银行按照“区别对待，择优扶植”的信贷资

金供给原则，合理运用资金，促进了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随着改革的深化，恢复

和增设了人民银行机构，建立了资金市场。1987年9月，设立国家外汇管理局延边

分局，在州人民银行内设外汇管理办公室。尤其金融界允许适当的业务交叉与竞争

以来，各专业银行纷纷增设机构。同时，又出现了民间信用机构。截止2000年末，廷

边州共有各种金融机构961个，职工数为11503人，其中，人民银行系统为8个，551

人；工商银行系统157个，1812人；农业银行系统185个，1403人；建设银行系统70

个，1134人；中国银行系统60个，540人；交通银行系统21个，201人；农业发展银行

9个，193人；保险公司系统22个，817人；城市信用社系统189个，1799人；农村信用

社系统106个，2321人；邮政储汇局系统134个，732人，从而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领

导，以国家各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新型社会主义金融体

系。

在改革、开放、搞活方针指导下，延边的金融工作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并有了新的

发展。首先在指导思想上第一次明确地把银行当作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来使

用，在实践上打破了人民银行“大一统”的长期习惯做法，改变单一银行信用形式，改

革了银行体制、外汇管理体制、信贷管理制度等。在贷款对象上冲破了固定资产不贷
·4·



款的禁区，先后开办了技术改造贷款、科技贷款和技术开发贷款。同时加强了同各地

区的横向联系，开放金融市场，搞活资金融通。这些改革，对于发展生产，服务与支持
延边经济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000年，全州各项存款余额为1793306万元，比1949年的101万元，增长了

17754．5倍。各项贷款余额为1962188万元，比1949年的23．5 2r．,L，增长了83496．

4倍。延边的金融业，为延边地区城乡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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