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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斌
‘

‘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江苏省金融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全

市各金融单位编修人员的努力下，《连云港市金融志》现已正式出版，这是连云

港市金融系统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

连云港境内金融业始于清末，渐兴于20世纪30年代，解放前的主要业务是

为淮盐产销服务。新中国成立后，全市金融系统坚决执行国家金融方针、政策，

制止通货膨胀，支持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继而支持农业、手工业和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扶持国营经济的发展，促进地方经济逐步走

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1984年连云港市被列为

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以后，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全市金融系统认真贯

彻执行货币、信贷和利率政策，扩大了金融业务范围，发挥了宏观经济调控作

用，促进微观经济搞活，在发展地方经济建设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盛世修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早在明代，连云港境内即开始了地
方志的编修．现有三部州志和一些山志、县志和行业志等，但志书已断修近200

年，且历代各类志书基本未涉及金融，更无金融专篇。《连云港市金融志》是连云

港市第一部金融志书，根据社会主义新志书的编纂要求，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

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如实地记述了1875"-．-1990年连云港境内货币流通和金融业

的发展历程，力求做到观点明确，资料翔实，俾能发挥其存史、资政、教化的作

用，以期益于当代，惠及后世，有利于连云港市的金融事业在深化金融改革、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加快发展。

在《连云港市金融志》编纂过程中，全市金融系统很多同志积极提供资料，

编修志稿，一些老领导也提出了有益的建议，这部志书是各方面努力的结果，凝

聚着集体的智慧。值本志书出版之际，谨向为编纂本志作出艰辛劳动的同志们
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资料残缺，难免疏漏、错误，恳请读者教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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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按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要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

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详今略

古，记述连云港市金融机构和业务状况。 ，

。

二、本志由述、志、记、图、表组成，以志为主体。

三、本志载述事物尽量追溯起始发端，下限至1990年，图照延至2000年。

。 四、本志以类系事，横排纵述，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只述不论。

五、本志使用文字．标点、数字、计量均按国务院公布的有关规定书写。

六、本志分章、节、目、子目四个层次，并设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附录和

后记。

七本志纪年建国前先写朝代年号、年代(民国纪年)，后在括号内加注公元

纪年，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八、本志行文中全市指所辖赣榆、东海、灌云三县及新浦、海州、云台、连云

四区，市区指新浦等四区；地名、机构、单位名称从历史。 ．．

九、本志记述范围以市区为主，各项统计数字凡含县的，注明含县。。

十、本志行文中的建国前(后)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解放前

(后)是指1948年11月7日连云港市解放前(后)。
。

‘十一、本志中人民币币值，除另有注明者外，统一换算成新人民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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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旧称朐县、海州、新海连市。临海靠港，交通便利，盐业生产得天独

厚。光绪年间，盐商聚居，商业兴旺。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开始较为活跃的时期

可上溯到二千一百多年前，市辖境内多次出土过数量较大的“四铢半两"钱。清

光绪元年(1875年)，连云港市最早的礼和当铺在板浦开设。民国3年(1914年)

12月中国银行板浦收税处在灌云县板浦建立，民国16年(1927年)河南裕民钱

庄来新浦建立分号。嗣后，又陆续有钱庄和银行在新浦、板浦、港口等地设立机

构，民国21年(1932年)有各类银行14家，典当2家，钱庄21家。业务活动主要

围绕盐业进行，办理银钱兑换、存款、放款、汇兑等业务，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以银

元和纸币为主，物价较为稳定，银行、钱庄业务正常，保险业也开始兴起。金融业
’

对盐业产销的发展、工商企业的兴起、地方经济的繁荣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民国16年(1927年)以后，由于受苏北水灾和国民政府“废两改元’’以及国民政

府对盐运销业的限制等影响：钱庄无利可得，业务不断下降，纷纷停业，民国25

年(1936年)仅剩3家钱庄勉强维持。 、’

。

民国26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银行陆续撤离，典当、钱庄纷纷倒闭。

民国28年(1939年)2月，连云港市沦陷，生产衰退，市场凋蔽，货币流通杂乱，严

重通货膨胀，消费行业增多，社会经济畸形发展。沦陷期间，市区的日伪银行8家

从事高利盘剥，投机囤积，为日本侵略者控制连云港市经济服务。 。

抗战胜利后，金融业陆续复业、开业，民国37年(1948年)上半年有银行19

家，其中，新浦8家、板浦4家、连云5家、青口2家。银行信用扩大到工、农、商各

个经济领域，金融业务比较完善，已能适应竞争性市场的需要。同时，国民政府

为了官僚资本家的利益，通过颁布各种金融法规和组织国家行局开展业务，力

图垄断金融业。商业银行则以经营商业、囤积物资、保存金银以求生存。金融业

在虚假繁荣地方经济的同时，也为通货膨胀推波助澜，最终走向崩溃。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赣榆、东海、灌云三县革命根’

据地均设立了金融机构，为发展生产，支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起到了重要作

’、 民国37年(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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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时期。北海银行新海连支行成立后，参与接收官僚资本银行，设立分支机

构，组织成立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其他金融机构，初步建立了统一的社会主义金

融体系。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统一货币制度，开办“折实储蓄"，打击投机买

卖，为稳定金融、稳定物价奠定了基础。1950"-'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人民

银行通过现金管理，组织货币投放与回笼，调节货币流通，办理转账结算，发展

人民储蓄和人民保险，积聚资金，开展工商信贷，发放农业贷款，重点支持国营

商业的金融活动使之逐步发挥市场主导作用，配合其他经济政策的实施，迅速

制止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稳定金融物价，发展壮大了社会主义

经济成分，成为全市的信贷、结算和现金中心。

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发放贫民合作基金贷款，帮助农民解

决入社股金不足的困难，发放农业生产费用贷款和基本建设贷款，发展农业生

产，巩固集体经济。对私营和工商业采取区别对待的信贷方针，并确定不同的利

率档次，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适应计划经济的需要，进行

了一系列金融改革，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体制，支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发展地方经济。
’

。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国民经济发生暂时困难的时期，银行坚持按照“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货币政策，严格货币、信贷

管理，正确运用货币、信贷和结算等经济手段，调节国民经济，发挥国家银行的

职能作用。

“文化大革命’’时期，连云港市的金融业受极“左”思潮的干扰；一些银行机

构被撤并，部分人员精减下放，但是金融部门职工按照银行职能的要求，排除干

扰，坚守岗位，认真履行职责，各项业务仍有一定的发展，基本上适应了连云港

市经济发展的需要。。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进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

时期，连云港市的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等综合指标均以两位数的速度递增。

经济建设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连云港市金融业的发展，银行地位和作用日益重

要。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在金融机构方面，1979

年末，恢复中国农业银行连云港市支行，1984年，市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

职能，分设中国工商银行连云港市支行，1987年，重新组建市交通银行，并陆续

建立了城市信用社和其他金融机构，连同原已建立的市建设银行、市中国银行

。和市保险公司，形成以中国人民银行连云港分行为领导，各专业银行为主体，其

他金融机构并存的较完善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1990年末，全市有各类金融机

构1214个，其中颁发“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的单位403个。 、

在业务方面，允许银行实行基本分工，适当交叉，引入竞争机制。信贷管理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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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互相融通"的办法，打破了银行吃大锅饭

的局面，国营企业流动资金改由银行统一管理，扩大贷款的对象和范围，增加贷

款种类，从单一的流动资金贷款扩大到固定资产贷款，基本建设投资拨款改为

基本建设贷款，信贷资金运用实行扶优限劣的倾斜政策，优化信贷结构，改变企

业吃银行大锅饭的状况。增加储蓄存款种类，改革结算制度，扩大计算机应用范

围，并开办商业承兑汇票、票据贴现、再贴现、信用证等业务。多次提高存、贷款

利率，注意发挥利率杠杆作用。通过这些改革，金融事业迅速发展，信用规模不

断扩大。1990年末全市人民币存款余额27．66亿元，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15

亿元，分别为1980年的6．65倍和18．9倍；外币存款2620．82万美元，为1984

年的4．58倍。全市人民币贷款余额43．2亿元，其中固定资产贷款6．98亿元，分

别为1980年末的7．91倍和6．17倍；外汇贷款1861．2万美元，为1985年的

2．44倍。保险业务也有了较大发展，1980"--'1990年全市国内保险种类发展到58

个，保险业务总收入累计1．4亿元，赔款(给付)支出5128．3万元。国外业务开办

44个险种，保费收入250多万美元，赔款支出164．4万美元。另外，改革外汇管

理体制和外汇信贷制度，搞活外汇市场，满足单位对外汇的需要，扩大对外金融

往来。1990年末与境外20个国家和地区50家银行建立了贸易结算关系。

金融业在改革过程中，不断加强金融管理，加强宏观调控和微观搞活，积极

’为连云港市经济建设服务，多方调剂融通资金，争取扩大信贷规模，为经济开发

区的开放使用奠定基础，加速对外开放进度，促进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为连云港市的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但由

于宏观调控机制不健全，金融法规不完备，1984年前后和1988年前后，两次出

现信贷失控，货币净投放增加过多，给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金融系统在市委、市政府和上级银行的领导下，分别在1985年和1989年强化信

贷管理，在紧缩货币投放的同时，继续推进改革，积累有益的经验，使金融运行

逐步走上正常轨道。 t，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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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8日，江苏省银行设立新浦办事处。

11月，中国银行设立新浦办事处。
’ ‘

民国16年(1927年)

设立裕民钱庄。

民国17年(1928年)

设立裕源永钱庄、袁怡和钱庄、震余钱庄。

‘中国华安合群保寿有限公司设立板浦营业网点。

民国18年(1929年)

设立同和裕钱庄、和泰钱庄、恒余钱庄、汇泰钱庄、元泰钱庄、阜祥钱庄、义

生钱庄。

民国19年(1930年)

设立盛康钱庄、升泰钱庄、谦益钱庄。

太古保险公司设立新浦分理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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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20年(1931年)

大中银行设立新浦办事处。

设立长安银行。

徐州国民银行设立新浦分行。

’6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设立新浦分行。

万国储金会设立新浦分会。
’

设立源润钱庄、源泰钱庄、同和公钱庄、厚康钱庄、同德昌钱庄。
‘

民国21年(1932年) ，

I。

12月，中国银行设立青口办事处。

设立新生永钱庄、联丰钱庄。、
●

民国22年(1933年)

2月，中央银行设立新浦办事处。 ．

3月，执行政府废两改元，以银元为本位币。 ．

4月，浙江兴业银行设立新浦分理处。 。‘

9月，交通银行设立新浦支行。 。

‘

江苏省银行设立板浦办事处。_
。

’

设立实业银行。

“ 民国23年(1934年)

3月，交通银行设立板浦办事处。 一

5月，中国银行设立新浦东街办事处。
‘

9月，交通银行设立青口办事处。

中国银行设立老窑办事处。 、 ，

。

。民国24年(1935年)
．

1月，中央银行设立板浦办事处。

9月，金城银行设立新浦办事处。．

11月4日，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宣布废止银本位制，实行法币制。规定

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后增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禁止白银和银

元在市场上流通，违者全数没收。

。 民国25年(1936年) ，

11月，中国农民银行设立新浦办事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