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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需要，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于1986年部署了编纂7

’0金融志的工作(要求1988年完成)。同时欣闻《热河革命史》将于1987年定稿，需要补充
金融志部分，故在地市党政的领导和支持下经行长联席会议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承德分’

行牵头．．中国工商银行承德中心支行，中国农业银行承德中心支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承德中心支行、中国银行承德支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德支公司共同合写《热河金融一

志》并成立了热河金融志编纂领导小组及其编辑室，于1986年7月开始工作。银行是国

民经济活动的中枢，是经济杠杆之一．它肩负着融通货币和资金的任务．货币对战争的

胜负t’民族的强弱．国家的盛衰，国民的贫富，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不同社会，不同

的阶级都在运用这一工具．热河在军阀混战时期．都统们利用热河兴业银行筹集军费甚
’

至中饱私囊；日本侵占承德的当天，就建起伪满中央银行承德支店；蒋军在进犯承德之
‘

1猗就任命了中央银行热河分行的经理．1949年解放前统治者们都在利用货币和银行的

职能，巩固他的统治。我党中央领导也很早就注意发挥货币和银行的作用．彭德怀同志早。

于1940年11月在中华北方最高级干部会议上报告时就强调：。耍了鼹敌伪货币政策”，

并指出我们的货币政策基本原则和做法，彭真同志于1941年秋对边区金融政策和问题．分． !

价段作了阐述；解放战争时期冀察热辽办事处和热河省政府数次发布有关货币和信贷的 +。，

指示．今后随着党的重心向经济工作转移．党政领导将更加重视和运用银行这一经济杠 ，．

秆．具有概述中六个特点的<热河金融志》，将发挥其鉴往知来的作用． 、

． 热河金融志编纂领导小组在组长程文甫同志(人行二级分行行长)顾问赵锡廷同志

(原热河省分行副行长．承德行政公署顾问)的亲目主持下先后召开四次会议，对编志

工作中舶'问题和困难及时做出指导，成为编辑室坚强的后盾．编辑室于J986年12月份配．． ，．

备到五名编辑人员．为了全面、系统、真实地反映热河清末以来特别是。九三”日本帝国

主义投降之后，热河省一带的金融面貌，编辑人员傲了艰苦努力．曾克服了种种困难在有 。，

． 关单位的协助下，找老领导．老同志座谈。广阅博采，重点问题反复核实，做了深入细

致的广搜集深挖掘．t从零起步，‘散珠成串，聚腋成裘．先后查阅了所能罗致的有关旧，

志，报刊．档案、帐册．报表，录制了上百万字资料，分门别类加以整理后，写出送审
‘

，稿．又经过广泛征求意见，认真核实修改．最后定稿付梓．本志共分12章37节30万

字，并附图124张，照片7幅，票样122张，基本达到为四化建设和两个文明建设提供 ，

”

金融方面的翔实资料，以资服务现实的目的。这部<热河金融志》虽尚有某些不足，但仍

不失为是初具规模的一部整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翔实性．文献性j比较全面真实的1。
反映了热河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金融活动的历史面貌．

’

、 在搜集，核实资料过程中l曾得到后记单位及个人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使这一

项工作得以有效地进行，送审稿发出后‘又得到一些老领导和知情者的关注，收到一些i



r

朴充修改意见，经过多方核实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使这项工作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j
仅对这些单位和同志致以衷心靓谢意! ．

．
，·

由于编写新方志是一项新的工作，时间短，人员少．任务重，加之我们的政治水乎 。

不高，写作能力有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希读者及时提出修改意见，以便进一步

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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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志属于专业志，摘要记述断限以内的全辖货币、金融活动．以存史为主旨，·

提供读者借鉴，资治和教育之用，兼备作<热河革命史》和《河北省志·金融志》采择’

．? 取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 ’．
’

’一

，．

=。本志按编纂社会主义新志书的要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

!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按照历史的 。

．

。

本来面目，记述了当时热河全辖及以热河为指挥中心的冀察热辽解放区的金融业的状

’况。‘ Ⅲ，
，’

，
。

，

‘

。

’

二+， ．。三．本志采用著述体，着重记述史实，一般不加评议，寓观点于事实记叙之中．但， ．
，’

i
：7

概述。未泥守古例，划地为牢?，而是受《方志编纂要例》的启示j按。有叙有论’一
一“ 。叙论具有客观性和可能性。的改革精神概述的． ．

．

． 四，本志据省、 地有关部门建议定名为《热河金融志》， 以l 8 4 0年为上限， ，

’

? 。 l 9 5 5年末热河省建制撤销为下限．‘ ．．

⋯

． ‘从清朝晚期热河宝德局开始，到热河省建制撤销，记述了一百年热河金融机构的沿。 、一

· 革·金融业兴衰，币制的变化，货币流通，存款，信贷．结算等一系列业务活动的历兜 一j

过程．’ 。一

· ．|‘．‘‘。。 o ．∥ ’．

五，本志资料来自省、地，市档案馆．总分行资料室和有关老干部座谈纪实，但以 。

档案．报刊资料为主，、口碑资料为辅，并经过多方印证，反复分析，去伪存真选用符合’
．‘‘ 实际的内容j 7

：。々‘诲+j
。 o， ．t ‘．一 。一， 二-．

六、选用资料具体来源，随文暗注于原稿括号之内．编撰人员姓名注于该章节文，，。·

后，按整理，改撰先后顺序列名．一
。

，。7

f。 ‘，!-七．夏历和清代以前历史纪年用汉字，。l 9 4 9年以前夹注阿拉伯字公元年号，但，。’
．1

‘省去公元和年字．数字按国家语委等七部门公布之<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
·

． 定》施行．除专用名词，戒语中夹带数词仍用汉字记述外，凡属表达数目均用阿拉伯数
、． 字． ，．-i

，，．， ． 一·一‘ ，+．。。。：
．’

～

，‘八．对全面或全国情况的叙述目的是：用它作为社会背景，有助于较为全面，深瓤 ．．‘F

I。’ 她反映本地的情况；或因本地资料不够完整，或缺乏当时分省记录，用它更好地说清历。．
。

'． 史沿革，但对这些史实都只作简要记述． 一 j+ ．

．。

．

九．本志对名称使用，以当时称谓为准。一但不加褒贬词称． ．

’

十．为便于了解本志各章节内容及其交错的历史背景和不忽视大事记。经一(或 ’1
纲)的作用，+受《方志编纂要例》的启示将大事记置于全志之首．‘

。

．， ．，“．

，’十一：本志对过去书刊误撰和有争议之处着重例举了依据．‘ 一 ．

。

。 (焦理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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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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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垦之用，以采伐森林为屯垦费．0 i i．j⋯‘’：‘：，：：：‘。‘?：．一，。。，～一’．?一’、■’’：：。
．‘．，．，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月八日经都统廷杰奏办，热河官银钱号成立，并设分号子’

“‘’．。赤峰，林西，乌丹各设兑换所-处．_’，．二+_．。i”．，’。：．，．；+．‘j⋯’i4，一：⋯．：。’、。．．
．‘ 。，．次年发行银两票''大洋票j小洋票、银元票．制钱票五种纸币．1 7：I：?j 2’■．¨：“

·， 一t0一，光绪三十三：年(]907)十一月经邮传部奏请设交通银行热河分行(归化_铁岭茫兑．
。：

一“所31和赤峰兑换所．q一-，‘，；，。 ．●1．‘：j．．．，～二⋯‘?。。．，|。：，j”，，‘⋯。、。?，‘，‘一，一
· ⋯。1‘．“宣统羔年(1谚l盖)十二月‘三十日清朝廷准袁世凯等奏请C以库空如洗、．军饷无着L、。

．?。‘、。 将盛京大内，一热河行宫旧存瓷器发出变价充饷．案。～．。：7：～。．‘j．j、# ’一，一．，j一‘?，一．
，．

“’

，⋯，。· ．， ．．． 一一 一；-：+ ·÷·一．·～+r“·-+，，’、。t+一-一■。，。+
’

。

j ． ． ．．‘+， ， ^ ．‘．． ．． ，’ ‘．

．。’．．’．．’毛：：‘t·．1、皇■ ’=，中华民国时期；： t。‘ √H o、，‘‘；．
一 。” r+

．。二’-，’‘：。：一．．-·i·：一，- -．·，‘

。 民国2年(1913)4月，设立承德公益钱局．．：‘_’ 。一．． ．’ i一⋯
‘

二‘- 民国3年(1914)1月19日热河道改为热河特别区．辖承德等14县及卓索图：照乌。

，．’达二盟． ’_。一， ．，t ，。：。。} ．～

、民国6年(1917)热河官银钱号和公益钱局合并改为热河兴业银行．一，。一：：I
民国8年(1919]}‘”热河发行了一次七厘的公债r¨．。．j!’}．|L；一．、b．。 ／·

，，民国10年(1921)5月30日，北京政府任张作霖为蒙疆经略史，辖热察绥；区．※／ 二

．．民国10年(1921)11月，热河都统汲金纯与日本朝鲜银行签订《日金一百万元借款1．。 ‘：。

’合同》以热河烟酒税作担保，作为整理热河兴业银行及财政用，※：．：。。⋯j ，．j：：．

，：民国11年(1922)热河兴业银行发行公债60万霾一．÷，．：．一．： ，j；一j”．，

一．民国IJ1年(1925)12月2日宋哲元率部向热河进发．、4日被任命热河都统，-．7日就
。

4．一

任。※，：。+”。‘一’：1，：：j-■!，+c一'。：一 ’．j。’~；’r。-：：：．-7·⋯：：!．。1、。：，j一
。

· ‘

：■∥’2

。．民国14年(1925)在中共北方区委韩麟符、子树德帮助．下，建立热河jt察哈尔．绥

。远，包头等中共四个工作委员会．热河工委的负责人陈印潭(又名李铁然)．，※，、

、民国15年(1926>3月26日，。国民军宋哲元部自承德退往察哈尔多伦●带，、热河为 ，

‘

。

．奉军占领． ”’一 '、 ～
。。

’’‘
4：‘

、-‘

．，：一，‘：：，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_-。’’。。’一
④(河北近代大事记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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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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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一

， 民国15年(1926)．汤玉麟来热河任督统． 。|．一．。。 -一- ， ·．

一民鼠le年(192T)．热河兴业银行发行公债250万元．?。 一：． ～二。+·
·

’民鼠蟹年092s)7,q 19 H：热河保安司令汤玉麟宣布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鼓．国
’

民国17年_c1928)9月17日，国民党政府将热河，7察哈尔、绥远三特别区改建为
。

-

。

’，省．蒋介莓派员委任汤玉麟为热河省主席，梁国堂，，李元著为委员．，，．。
～+

，◆

·。 民国17年(1928)12月29日，奉系张学良发表通电宣布_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
，

。，，，政府，改旗易帜。．．※ ．．

‘一J
’，。”．。1一：．‘ ． ： ，，∥．． ． 。√

．’’ ：， 民国20车(1931)热河当局为了维护其财政支出，提出 。挖肉补疮办法7．大开烟·- ，

，，一 ，禁．这年全省种植鸦片面积百万余亩，征烟税达4万余元．． j，
一 一

’一．，‘ 7．“．同年。(．1931)≥月21日．，，热河省政府发出快邮代电，‘．：现查兴业本钞益见毛荒，
’

物价愈形昂贵⋯⋯限于圣2日起将该行本钞定为每五元扣现银-二元，各项收款准其以法价 ．

．五元抵现洋一元交纳·半，其余一半照收银洋．．，j‘，。，一 。。，：一．’ ．一 ．

， 民国21年、(1932)4月4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所谓《热河政策》，其中规 j。

，：定：’。暂时以支持汤玉麟，使之从速服从满洲国的统治为首要措施”．※一。。 一
，。

．。～．‘。民国22年(1e33。)2月14日，热河省政府财政厅公函： 。自2月25日起，规定汇兑 。

一 券法价每50，元折现洋l元。‘ ．一 ’，． ： ‘．

’“．一‘’’． ． ．．囊 ．‘

。

．同年(1933)2且下旬，日本于进攻热河的同时，由日伪财政部派金融工作组着手
。⋯ i

。、 回收当时流通的汇兑券和辅币汇兑券，定为1伪满币。■元兑换汇兑券五十元： 一。 ’，。，

．7 同年(1933)中共河北省委发布《反对帝国主义进攻热河与河北紧急宣言》※。4’+‘ ’_
，

，‘ 同年(1933)3月2日国民党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在凌源失陷后，扣留军用汽车240

余辆，装载私人财物，由承德运往天津．※ 一一

：

，．翌日汤玉麟率特务队、工辎营千佘人放弃承德西逃。※：，：I．．。 、‘，’ ，、 ．．

’

一

’。
‘-

’ ’

一 ． } ， 4⋯‘．。 5：’ 1：
。

。．

j
‘+’ 三．日 伪时期 ， ， ，，。一。

《
，

、一

，

民国22年．媚和8年(1933)3月4日上午：日侵略军占领承德。一 一 r：’
i’

。

4同年(1933)3月4日满洲中央银行承德办事处开设。”．9月1日改为承德支店．
7

。

同年(1933)4t月6日起，‘国民党政府宣布全国施行废两改元．国民党政府在银行
’

‘·

：7， ．公会和江浙财阀支持下；·1928年6月就决定废两改元-但遭到外国银行和钱业反对，争 、

’

，以银元兑成银两，时造成。，。废元改两。的局面，1933年3月3日颁布。银本位铸造条。
’

例。lo日取消洋厘行市，按七、_五固定比例两、“元并用，而以元为记帐单位：4月5

日突然宣布，从4月6日起全国实行废两改元，以后的银两交易无法律效力．。因这项措
’

静

施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立即在全国实行． 从此结束了流行四百多年的银两制。② ，

I -t，民国22年(1933)4月19FI，．日伪财政部训令一百号称，，关于热河兴业银行不与本

行(指满洲中央银行)合并j决意急速进行清理：．⋯ ．；．j ：：‘_j
‘．。

!it同年(1933、)4月，伪满中央银行发行百元纸币，·6月发行5元纸币：8月1日发‘
-’’’。—。。。。—’—。’’‘。—————‘’’。。——。——。—。。————‘‘——————————————————。。——‘●，●●_ 9

一，．①(引自东北大事记) ，．

‘

．1

-②(引自《中国货币史纲要》) 一 ：⋯0·。 ．：’： 。

7

’．

‘ ”
·。

·，，
：。

-． ．2． j． ． ‘。

’

～

．

’

。

，



“。，!I嚣25墨孝1骱935 j‘4夤一23’溉二二毒≥茹矗附≤各毒磊赫毒矗：
’，‘：’。 ：．’ ⋯’二’’ ．?，。． ’、 。t：．t‘ ‘：，． “f：，{j，，。；⋯；’。．■‘I，

。-。康德年( ) 月 日．伪热河鸦片专署强迫长城附近各村种植鸦片，’每商预。

，缴税8元．※ o，7／。．．。 ，‘．1，_j0，．，I j一--。一：，j‘i：，。孓‘：_。．。

、，一。康德2年(1935)7月15日，。日满签订<’关于设置臼蒲经济联合委员会的协定l其 一一“j
一 。宗旨是。⋯⋯为永远巩固现存于日满两国之向的经济上互相依存的关系，希望实现合理 j

。

： 的经济融合m⋯认为日满两国对于相互间的重大经济问题，有充分面密切地实现共同目 ～．‘，。

+标的必要．”’①7‘，。?：‘’t．⋯¨ j’’4一·．
。_

j．
一

． 康德2年(1935)8月18日，日人集资一千万元开采兴隆金矿．’※。。
～

‘。 ．’，

康德3年(1936)7月20日满洲中央银行在赤峰县设置。赤峰山金收买处。并附设一 。。

黄金精炼厂． 一’。÷一-1 7 7：：一一 ，。j j-．‘， 。‘?～‘：h一． 一一 ，_
．

．．。：

√’．-，，’0同年(1936)12月3日，决定另行设立满洲兴业银行。’ -' ：：0‘h|．．1．一一
- ’、：-一同年(1936)12月28日，!伪满中央银行同日本银行缔结日本银行代理店契约代日本“

‘；办理伪满洲国境内的日本国库的收入．‘一，：：
。

．-
7 。j

-：．．：
·一

，
‘。’，‘ 。I康德4年(1937)1月1日伪满政府废止国内朝鲜银行券之发行．同日满洲兴业银 ．

·

一
5

行建立并正式开业．．7 “一

’ +7’ 7．一 ：1‘一：：’ #≈。
．． 民国26年(1337)．8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根据洛川会议精神，指示河北省·．

‘一． 委，把工作重心和注意力立即转向农村发动游击战争；并派李运昌回冀东任中央冀热边 ’：

●：，。‘i特委书记．※·’： 一。’．～，．
’

”?’ 0¨??’+
’|

’．’·⋯。．．_ ．， ’j．

r．’ ．民国27年(1938)3月20B，’晋察冀边区银行总行在五台山区石嘴村建立，开始发，，一‘．

’。行边区钞票即’。边币。j ”，一， 。 ：√一 。7’· +。。_ ‘

’。同年(1938)Io月，中共河北省委(敌后)奉命由天津迁到冀东，改为冀热察区党

√ 委，领导冀东．平北．平西党的工作。书记马辉之．※“
‘·

’。乞’j．·、。

?7 民国28年(1939)7月，中共冀热察区党委设立冀东分委，书记李楚离，委员有
．。 李运昌．周文彬．李予光等．※

。

·_”。 ．～
。’≯‘7： 一．

+、，康德7年(1940)1月1日满洲中央银行制定实施《满i}i1中央银行职员义务储金规‘

。程》，其中强制该行行员在储蓄部逐月储蓄．
‘

‘

’．：4。。 一：’．卜?

’， 同年(1940)4月26日，伪满政府公布：+《商工金融合作社法》． ．。．j”
_ 同年(1940)5月1日，伪满政府根据《投资事业公债法》发行日币公债五千万

．7 。7元，后又发行两次各五千万元，。公债年息4分．
’

’．’ ：。’

康德8年(1941)7月31日，伪满中央银行为应付战时或突然事变急需，‘在。些特 。

：殊地区设驻在员办事处．只为军队办理出纳事务和对军人及其家属办理存款，汇款业务． ．-．

．

r， 民国30年(1941)12月23日，晋察冀边区银行举办贷款，促进边区经济繁荣．粉碎一．

7敌人经济封锁．。。’。7
—4’ 一。|

“‘ _+、
。． ，

· 康德9年(1942)lo月!日本侵略军在热南山区实行集家并村，并制造了从古北口

’至山海关长达三百五十公里：+宽四十公里的。无入区’和．。人圈“，企图割断长城内外

：钓联系．以图毁灭冀东抗日力量．冀东平原部队转入山区．※ 一 ·。～’¨；
， ‘ ‘ 一

①(引自《日本侵我满蒙供状》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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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32年(1943)2月25FI，晋察冀边区召开经济会议：宋邵文作题为《当前对敌 、’．。

’

经济斗争的方针》报告．※，“。．，，⋯_。．一．． ，，· I．-．。．。，7j+F．i!，一．：“ ，ij

’，‘．。’ 康德lo年(1943)t月，伪满发行?富国债券∥．。”’：、，‘．一?‘．；：二。i．。≥。一。 ．：一?‘

， ，≤．同年‘1943)，8月1日。一．伪满在承德建立兴农金库．?j：：：?j。。jo：_’。．。二．|r．．‘‘： ，，一

_一 0：：回年《'1．943，)：’伪满发行公够6次争T亿．垂；．』q≥j毒．。毒：二!．毒_；．纛+；：’．‘．：．j‘：≥=j：．’．‘‘二
一

4． 一。同年，，伪满锦热银行承德分行开业。．气．、；一。!i、 ；■，．．．，，I．，一．；_。_，．。·^i。’ ，．

‘、

。

--．‘民国33年(1'944)9月30H，晋察冀边委发布命令，。。冀热遗改称冀热辽区行署，辖．， 。，

区不变(仍称一．二，三．四。五专区)主任李运昌．※．+：．‘，+㈠， +。” 一

。”

，：，，，。、．，，j j：．，+。。、、，：民国34年(1945)一，_：⋯?。，．4j．，．7 7。，

， 2月27日晋察冀边委会召开贸易金融会议． 会议决定加强对敌经济斗争，，肃清伪’ ·．

一 钞，管理贸易．发展工业，开展使用土货运动．※． ：， 。 。．；“。’一
：j 7 ．．’．，-

一⋯～”：4月15日，晋察冀边区银行通告，发行新壹百元券一种。．。一，：j。 。．．。：‘ 。。．

‘

。7 ． ⋯． 8月19日，苏军和蒙古人民军进入承德市，在佟山缴了日寇的械、接管监狱，释放在押。 ，

人员。伪满宜吏组织维持会．伪热河省长孙伯芳任会长，商会会长尹锡三及艾克让．．伪承一．一．一。
一德街长李保堂等组成市维持会．维持会夹道欢迎苏军．得到苏军支持，直到11月中旬苏军’：’I

撤出，这个伪政权的化身才告跨台．① ，¨．．。一 ，．． ．。。’。：
’ -

：，卉，。． ．四。承德市1945年解放至1948年=次解放时期⋯ ；．
。

‘

1945年8月19日承德第一次得到解放． 、 ，一 ．w，， ：， 二一。
’

p

．、 一．’ 1945年8月20日，．我挺北第_支队，．．在王文率领下进入围场县城接收了伪政权。 ‘，

8月21 ia．从承德监狱解放出来的八路军与苏军司令部协商，组成了八路军办事处， ．，

。

李清超为主任(不久并入热西办事处¨黄文、李越之为正副书记．郑旭为主任．)．，△’、
。， 8月22日，苏蒙联军进入隆化县城．。．、 -．

·一 。；_． 一一．， 。

。9月2日，。兴隆宣告和平解放．=．：， ．，、，
． 、。、． 。 ，

一
． 9月10日。晋察冀边区银行冀热辽分行成立(地址玉田境内)j委行署石英之为经 。

． 一理，．韩幼林为副经理．② ，．

．。 ．．·．√i ’⋯： 7，

”

9月15日．冀热辽区行署发出打击伪币的命令． 。。． 1

1’

9月17日，晋察冀边区银行举行迁移张家口市开业典礼，总经理关学艾宣布五项业。
● 一．

务t j，一’：．·，，，。．-，t 。一‘乙 ，：，j。‘■一-?。。+
9月18日，冀热辽区行署发出《为贯彻边区货币斗争精神的指示》． *， 、．

9月20日。中共晋察冀中央分硒决定枉承德成立中共冀热辽区党委热河分委及热河

军分区。胡锡奎为分委书记兼笮区政委，段苏权为军区司令，下设热东．热西、热南．

热北．热中五个地委．③ ， ． ．．． √o ．，．。 ．：

’． 。．

9月25日青龙县城的伪讨伐队张金祥等部两三千人向我投降．至此沦亡十三年的承

德，全境解放．④，!． ，
。 、· ．， ，+、 ：

， lo月8日，冀热辽行署发出《关于建立商店：稳定金融，活跃物资》的指示．

●

r

，f 一。

鼍j-r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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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套

●

①(引自《承德地区抗日斗争大事记》以下简示△)②(引自19日《晋察冀日报羧-> ：

。③(引自《民声报》) ④(弓}自《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第三辑5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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