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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欣逢盛世，河清海晏。《铜山县金融志》杀青付梓，可喜可

贺。

铜山，历史悠久，地处要津。自古水陆交通便利，向为。五

省通衢”，商贾云集，是重要的商品物资集散地。近代。县内金

融业颇为发达，当铺，钱庄、银号，不下数十家，对当时的经济

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后来，由于兵燹水患，灾害频仍，百

业凋零，经济日衰，特别是解放前夕，物价暴涨，民生凋敝，金

融业亦日渐衰败。建国后，金融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命脉统为国

有，县，乡金融机构积极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作出了

历史性的贡献。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金融业务日益扩大，专业银行，公司相继恢复建立，基

层金融机构遍及乡镇、集市，形成了以县人民银行为领导，专业

银行为主体，保险公司、信用社等其他金融机构并存的社会主义

金融网络，对促进全县城乡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铜山县金融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贯

通古今，详今略古，全面记述了铜山七十余年金融业的成败兴

衰。该书谋篇合理，资料翔实，观点正确，文字精炼，是铜山有

史以来的第一部金融专业志，具有重要的存史资治价值。 ．

历史在前进，经济在发展，金融业将顺应潮流，为改革开放

服务，不断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体制，为振兴铜

山经济开拓进取，再展宏图。赘弁数言，是为序。

铜山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刘忠达

一九九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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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断限，上起子1840年，下至1988年，大事记延至

1990年。 ，

二、本志采用记、志、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图表

为辅。

三、本志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力求文风严谨、朴实、简

明、通俗。 ．

四、本志结构设章、节，部分节下设目。大事记以时为经。

以事为纬，顺年记载。其他章节，以业务分类，顺时记载，详近

略远。 ．

五，本志行文，按《江苏省志编写行文通则》规定，书中用

的“解放后“系指1948年11月以后，。建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系指1949年lO月1日以后，。上级行”系指人民银行和

各专业银行的总行、江苏省分行，徐州市(地区)支行(中心支

行)等系统领导行。

六、本志采用资料主要来自县内外统计、档案、文史、图书

和有关部门的文字资料及部分口碑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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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铜山县货币信用历史悠久，早在四千多年前流通的原始货币

一贝，于1958年在柳泉乡高皇庙古代遗址中出土，尔后县内多

处古遗址、古墓葬中均发掘出较多的古币。县内金融业在漫长的

历史变迁中缓慢发展。明代末期县城徐州已出现经营质押业务的

当典，清代当典有所发展，晚期经营银钱保管、货币兑换、办理

借贷等项业务的钱庄、银号兴起，到清末有当典2家，钱庄11

家。在货币领域里，清代县内大宗交易使用银两，民间往来，均

以铜钱(制钱)为计算单位，清末民间通用货币银元逐渐代替银

两，铜元代替铜钱(制钱)。 ．

清末民初，随津浦、陇海两大铁路建成，徐州商品物资集散

逐增，铜山县内金融业进一步发展，民国元年(1912年)现代金融

机构一交通银行在县城徐州开业，而后，国内各大银行和保险业

相继来徐设立分支机构或开办代理业务，地方公私银行也先后成

立，同时平民组织的信用合作社及私人开设的钱庄、银号也迅速

发展，从民国元年到民国27年徐州被日军占领前夕，县内先后

开设的官私营银行机构有18家，代理保险机构lO余家，平民组

织的信用合作社10多个，钱庄、银号25家。其问，约从民国

lO年起，县内钱庄、银号已占据金融市场。民国22年，因发生

庄号票挤兑风潮，钱庄、银号均被迫倒闭，继以国民政府设立的

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官僚资本银行逐渐取代旧金融业，

控制了铜山金融市场。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因受其影响县内金

融机构逐渐减少，至徐州沦陷前夕，县内只剩9家，且先后撤离
· 1 ·



或歇业。在货币领域，民国初期铜山仍以银元和铜元为流通币。

军阀割据局面出现以后，市场货币种类日趋增多，以银元为例，

县内流通的中外银元即多达50余种。民国lO年前后，县城的钱

庄，银号及商行纷纷发行纸币兑换券，到民国20年止，先后发

行纸币兑换券的达40多家，另外，乡村集市及一些大村庄的小

商户、小作坊发行纸币兑换券(俗称乡票)的不计其数，各在一定

范围内流通。各种私制纸币兑换券陆续混进货币市场后，不仅造

成货币市场繁杂混乱，且发行量超越市场流量，发行者又多无资

产保证，致使物价不稳，不断发生庄号票挤兑风潮(俗称票号抢

险)。民国22年12月，铜山县长佘念慈呈报江苏省批准，省财

政厅下令，禁止私人印刷票子流通，至此，乱发票子风方告终。

民国24年11月，国民政府开始实施“法币政策”，规定以中央，

中国、交通3家银行(次年2月又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

为法币，同时废止银本位制，禁止白银流通，从此，铜山境内流

通的只有中央、中国、交通、农民4家银行发行的法币。

民国27年5月徐州沦陷后，日本人在徐州直接经营的银行

有横滨、朝鲜、华兴．济南4家，汪伪政权经营的有中国联合准

备银行、中央储备银行、淮海省银行3家，另有5家私营银行、

’l家保险业、l家金融合作社、3家钱庄。抗战胜利后(1945年

8月后)，日伪官办银行被国民政府接收，私营银行，保险、金

融合作社、。钱庄等大都自行停办。与此同时，徐州析出设市，直

至解放前夕(1948年12月初)，县内只设有旧铜山县银行l

家。沦陷期间，县内流通汪伪政权发行的。El本军用手票”、“联银

券”和“中储券”、抗战胜利后复用国民政府规定的法币和关金

券，继而流通金圆券，直至铜山解放。

1948年12月1日铜山解放后，县内流通解放区发行的北海

币、华中币、冀南币等多种货币。1949年2月1日开始流通人

民币。是年铜山境内按当时行政区划先后设立北海银行铜山、铜

北两办事处。不久易名为中国人民银行铜山、铜北办事处。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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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铜山、铜北两县人民银行先后受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委托代理保

险业务。是年人民币已为全县流通的唯一货币．1951年铜山、

铜北两县办事处改称为支行。1952年一季度两县保险代理处撤

销，分别设立保险公司．5月随铜山县建制撤销，铜山支行改称

为徐州市支行贾汪办事处，铜山县保险公司撤销。是年铜山县境

内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一伊庄区牛楼信用合作

社。1953年5月恢复铜山县建制时，撤销铜北、邳睢两县支行

和两县保险公司，合并建立中国人民银行铜山支行、中国人民保

险公司铜山县支公司，同时在全县24个区全都设立银行营业

所。年底农村信用合作组织发展到22个社组，县保险公司撤

销。1955年3月1日，县支行奉令在全县发行新人民币，同时

以新人民币1元收兑旧人民币l万元的比例，收兑旧人民币。是

年底全县192个乡均建立了信用合作组织，入社农户占67％。

1956年为适应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和过渡时期农业生产发展的需

要，中国农业银行设铜山县支行。1957年5月县农业银行并入

县人民银行．1958年根据中央决定。县支行将所属基层营业所

下放给人民公社，各乡信用合作社下放给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改

放给人民公社下属大队)。1959年5月县支行收回下放的营业

所。1962年调整信用合作组织形式，撤部建社。1963年按人民

公社组织形式在全县33个人民公社建立了相应的信用合作社。

1964年3月至1965年底期间，又恢复建立中国农业银行铜山县

支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县人民银行领导班子瘫

痪，由群众组织组成的。革命生产领导小组”维持工作。1969年9

月县支行实行军事管制。1970年12月县支行财政局，税务局合

并为铜山县革命委员会财政局。1972年6月县支行撤销军事管

制。1973年6月恢复县支行机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全县金融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1979年中国人民

建设银行设铜山县支行。尔后专业性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及农村信

用合作社县联社相继恢复和建立，同时增设了一些基层金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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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到1988年底县内有县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保

险公司、农村信用合作社县联社等5家县级金融机构，两个城市

信用合作社，各乡镇有银行营业所45个、分理处1个、保险服

务所36个，农村信用合作社44个，集市有银行储蓄所41个，

信用分社62个，村有信用站272个，形成多层次、多样化金融

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金融体系．
‘

铜山县旧金融业以谋利为目的，实行高利贷信用，是盘剥劳

苦人民的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人民政府设立的金融机

构，在信用业务活动中，以服务于人民的生产生活，发展城乡经

济，建设社会主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宗旨。40年来存款、放

款、汇兑、结算等项信用业务均有很大的发展。各项存款从零开

始，基本呈逐年上升趋势，到1988年底止，各行，社已积聚各项

存款余额89569．0万元。各项放款，由建国初期的范围小、内容

少、额度微、期限短，逐渐发展到范围广、内容多、额度大，期

限分短期、中短期、长期等。农业贷款方面：建国初期主要帮助

农民复苏农业，解决农民恢复生产、发展农业所需简单生产过程

中的季节性、临时性生产资金不足和副业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

在农业合作化时期，积极支持农民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除适时

发放集体农业生产费用贷款，农业生产设备贷款外，并发放贫农

合作基金专项贷款，帮助贫下中农中的困难户，解决交纳人社股

金的困难，人民公社化时期，除积极解决集体农业生产费用资金

不足的困难外，并解决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目标而进行的农田基

本建设、旱改水、水利化、农业机械化、农业科技开发等所需设

备资金不足的困难及社队办企业所需生产资金和设备资金不足的

困难。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业贷款对象扩大到“两

户一体”(专业户、重点户、联合体)、集体农业、乡村企业等，贷

款内容扩展到农林牧副渔、工商建运服等农村各行各业及为实现

农业现代化所需投资建设资金。工商业贷款方面：从建国初期，以

支持国营商业、供销合作商业和集市小手工业、小商户为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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