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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金一融志

青岛市《青岛金融志》编纂办公室

1 9 8 8年8月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当此改革、开放，繁荣经济的

年代，1982年6月，青岛金融系统各行(司)，先后展开了编志工

作。1986年6月，根据市史志编纂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以市人民银

行为主，·组织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在各自

编纂《行(司)志》的基础上，按照《青岛市志》总体设计要求，

开始进行《金融志》的编纂工作。几年来，在各级党，政领导的重

视、．关怀下，编志人员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兢兢业业，锲而不

舍，广泛调查、征集资料，精心研究编写，终于在1988年6月胜利

地完成了繁重的编纂任务。

金融是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必然产物，它随着社会经济和商

品、货币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促

进作用。然而，由于多种原因，金融业在我国各地方志中，多缺乏完善

的记述。《青岛金融志》是《青岛市志》的组成部分，也是青岛有

史以来的第一部金融志书。全书共分9篇、28章、15万余言。本着

详今略古的精神，总括地记载了上自1897年，下至1985年青岛金融

的全部历史。它的问世，将为研究青岛经济、特别是青岛金融提供

了一部较完整的金融史料；同时：亦可望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青

岛，，，发挥鉴往知来，古为今用的借鉴作用。

《青岛金融志》在编纂过程中，力求按照社会主义编志原则，

做到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以期“有益当代，惠及后世"。但是，

由于历史资料残缺，加上编写水平所限，漏误之处，在所难免，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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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志在资料征集、编纂、审定中，曾得到总、省行金融研究部

门，青岛市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本市以及兄弟行处近百名同

志的帮助和支持，特别是郑守耀、臧翌、宋志珍、张登民、 张闻

哒，房炳照，‘仲玉兰、张维克、赵辛平、胡炳康、张丽青：谭景等

同志在史料征集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谢

：意。

王 耀 庭

1988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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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沿革1898年，德华银行青岛分行成立，系青岛有史以来

第一家银行o、1905年，山东官银号在胶澳的代理机构谦顺银号成立。

1911年7月，大清银行在青设立分号，1913年5月改组为中国银行

青岛分号，1919年改为支行，1929年改为分行，是为我国在青岛设

置最早、历史最长的一家“官办黟银行。1914年11月，日本取代德国

侵占胶澳后，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日升银行、朝鲜银行、正隆银

行等纷纷在胶澳设立分支机构，取代德华银行控制青岛金融。1918年

2月，东莱银行开业，是青岛开办最早的一家地方商业银行。1922

年12月，我国收回胶澳。翌年7月，交通银行青岛支行成立。1928

年起，著名的“北四行’’、 “南四行矽和“小四行"等纷纷在青’

设立分支机构。1929年9月，中央银行在青岛设立办事处，后改为

支行、分行，开始领导青岛金融o 1938年1月，日本再次侵占青岛，

中央银行青岛分行撤退，日本银行重新操纵了青岛金融，其卵翼下

的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青岛分行、大阜银行等也相继开业。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在青分支机构由日伪银

行接收；商业银行紧缩业务；典当业畸形发展。1945年9月，南京

国民政府接管青岛，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青岛分行复业，

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等官

僚资本金融机构纷纷在青设立办事机构；民族资本金融业也有炙

展。

、1949年6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青岛，北海银行胶东分行

随军入城，开始在市内营业。中国人民解放军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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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接管了官僚资本“四行、。两局、一库矽在青分支机构，改组后的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青岛分行和保险公司成为国，家银行领导下的专

业金融机构。1949年11月1日，北海银行胶东分行改称中国人民银

行青岛分行，由华东区行领导。解放后申请复业的有f上海银行、

金城银行、大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国华银行、山左银行．．东莱

银行等7家商业银行在青分支机构，孚民、，天合、裕昌、义成，福

顺德。福兴祥等6家钱庄；太平、长城、‘大安、永中等4家保险公

司在青分支机构以及英商汇丰银行青岛分行。1950年5月以后，随

着金融、物价的稳定，+山左银行和孚民、天合、裕昌、义成、福顺德、

福兴祥等钱庄，长城、大安、永中等保险公司以及汇丰银行青岛分

行等九口于业务清淡，先后停业。1951年9月，上海、金城、大陆、’

国华等银行和太平保险公司分别被批准为公私合营。1953年1

月，新华、上海、金城、大陆，国华，中国实业、东莱等7家银行

青岛分行合并为公私合营银行青岛分行。同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

青岛分行由华东区行改归山东省行领导。交通银行青岛分行与青岛

保险公司于1952年6月划归青岛市财政局领导。1954年10月，中国

人民建设银行青岛支行成立，接办了交通银行青岛分行业务。1955

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分行改为青岛市分行。1957年1月，中

国银行青岛分行改为人民银行青岛市分行国外业务部。1958年4月，

公私合营银行并入人民银行。同年10月，胶县、胶南、即墨3县行

划归青岛市分行领导，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青岛支行并入青岛市财政

局。1959年4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青岛分公司撤销，涉外保险业

务移交人民银行青岛市分行国外部办理。1961年，即墨、胶县、胶

南3县行又分别划回烟台、昌潍专区领导o 1962年1月，建设银行

青岛支行恢复机构，1969年4月并入人民银行青岛市分行，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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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又恢复机构。1976年7月，人行青岛市分行国外部又改称中

国银行青岛分行，1975年5月改为市属处级单位口1979年1月，即

墨、胶县，胶南3县行和黄岛区办事处划归青岛领导。1980年2月，

中国银行青岛分行升格为厅局级单位c 1983年10月，平度、莱西县

行划归青岛领导o

建国后至1978年，我国金融体系基本上是中国人民银行“大一

统刀的格局，中国人民银行不仅是国家管理金融的行政机关，而且

又是办理信用业务的经济组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社

会经济结构的调整，从1979年开始，金融体制逐步改革。中国人民

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再兼办一般业务。青岛市除原有的中

国银行青岛分行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青岛市分行两个专业银行外，

1980年4月，办理农村金融的专业银行一中国农业银行青岛市分行

成立；同年4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青岛市分公司复业；1984年10月；

中国工雨银行青岛市分行成立，经办原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企业存

款、放款、结算和城镇储蓄业务；1985年起，试办城市信用社，1987

年，重新组建的交通银行青岛分行筹备组成立，准备于1988年试行

营业。至此，一个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各专业银行、保险公司为主

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

体系在青岛初步形成。1987年，全市有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分行，』

中国银行青岛分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青岛市分行、中国农业银行

青岛市分行、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市分行、交通银行青岛分行和中国

人民保险公司青岛市分公司等7个管理部门，及其下属572个分支机

构，其中县行(司)30个，城市办事处20个。1987年末+，全民职工7，435

人，内4，919人(占职工总人数66％)获得专业技术职称，其中高级经

济师、会计师87人，中级专业技术人员1，060人，分别占职工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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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2％和14．3％。全市城乡信用合作社165个，集体职工2，Q玉。人y

其中农村信用合作社2，566人(不包括信用站2，916人)，．城市信用合

作社44人。 ，，，： ．：：．。·． ．：

，事业发展青岛建置前，银行、钱庄虽未出现，但高利贷‘典

当等生息资本已经产生。1898年德华银行青岛分行成立，成为德国

侵略山东的经济工具，嗣后出现了以货币兑换为营业的钱铺。德华

银行青岛分行垄断胶澳金融，谦顺银号、大清银行这两家银行(号)，

业务范围狭小，对市面影响不大。 ·

日本取代德国侵占胶澳后，日本诸家银行也取代德华银行垄断

．了胶澳金融。德、日侵占胶澳期间，其金融资本恃仗政治特权，发行

货币，组织存款，发放贷款，积极支持本国侨商在山东、胶澳倾销

商品?掠取资源，进行经济侵略。‘ ．。 ．。 ：!。，，o：-o以

1922年12月，我国收回胶澳，民族工商业开始发展。但由于军阀

混战，地方当局滥发钱钞，强制流通，。乱派税捐，横征暴敛，同时

金融实权仍把持在日本银行手中，因而使金融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1929年，青岛被列为全国九大都市之一，．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发

展，金融业开始振兴；青岛银钱业在中国银行青岛分行领导下，联

合青岛市商会，通过废除“胶平银"，打破了一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

垄断，比1933年全国“废两改元炒的时间提早了4年。随后，中央

银行在青设立机构，开始控制青岛金融市场；南北各地的商业银行

纷纷在青设立分支行处，青岛逐步成为山东的金融中心。1933年4

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废两改元’’，实行统一的银本位制。1935

年春“白银风潮"中，青岛部分商业银行发生挤提，‘官办银行趁机

扩大业务口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禁止银

元流通；抗日战争前夕，实行纯纸币本位，．为后来的恶性通货膨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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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下祸根。

1938年1月，日本再次侵占青岛，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

行及日伪政权卵翼下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大阜银行等又操纵青岛 ，

金融，大量印发联银券，支持侵略者掠夺战略物资， “以战养战"，
‘ ’

扩大侵略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于1945年9月接收青岛，一官僚 ‘◆

资本银行相继复业。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青岛处于“孤

岛炒状态，交通梗塞，工业瘫痪，进出口业一落千丈，通货恶性膨胀，

物价飞涨，市场混乱，金融业多靠囤积、投机以及经营副业苟延残

喘。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北海银行胶东分行随军入城，青

岛市军管会金融部接管了官僚资本银行在青岛的分支机构，迅速、 、

彻底地肃清金元券、银元券，禁止外币和金银在市场流通，建立了

统一的货币制度和金融体系。对14家私营银行，钱庄实行“利用，

限制：改造"的政策，通过组织联合放款和公私合营方式，逐步纳

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最后胜利地完成了对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实现银行国有化。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青岛金融部门充分发挥货币、信用．．利率

等经济杠杆作用，运用国家赋予的金融行政管理权利，采取多种措 件

施，大力组织货币回笼，严格控制货币投放，灵活发放贷款，重点

支持国营贸易扩大收购，增加市场供应，打击投机活动，在制止通

货膨胀、稳定金融：物价等方面，发挥了有力作用。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青岛银行业按照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

重点支持国营经济，以巩固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1957年，

国营工业贷款比1952年增加15倍。对私营工商业，．根据誓利用、限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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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改造"政策，实行“有松有紧，区别对待黟的政策，：笥效地促

进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

。h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逐步实现。在银行内部，通过建立-9健全

规章制度，经营管理日臻完善。 ． 。

1958年“大跃进”中，在翟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下，一些行之

扣 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废弃了，对信贷计划不讲综合平衡，对信贷资金敞

口供应，对货币发行放松了管理o 1960年工商贷款比1957年增加7

亿元，其中用于赊销、预付，超交税利、亏损垫款以及积压物资等不

合理资金占用，约占贷款增加额的40％；流通中货币增加1．6倍，由于．

市场票子偏多，导致物价上涨，助长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1962年，

通过贯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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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发行由逐年增加而转趋下降，当

年货币回笼是建国13年来最好的一个年度。 ，

’“文化大革命’’导致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银行工作也遭

到严重破坏。1976年青岛市工业贷款比1966年增加3倍，而同期工

业总产值仅增长70％， “三五矽计划期间，储蓄存款年均增加额由
一

“调整时期"的734百元下降为142万元，增长额占工资性支出的比，

重由3．5％下降为1．7％o

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全国金融体制的改革，青岛市 一

金融系统逐步地进行了改革。

改革信贷管理体制o 1985年起，在信贷管理体制上实行“统一
’

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刀的办法，改变了存贷两条

线，各行同吃一个“大锅饭刀的状况，既有利于中央银行加强宏观

控制，也调动了各行挖掘资金潜力的积极性。1987年，中国人民银

行青岛‘市分行根据“紧中有活矽的信贷政策和‘锚制货币投放，紧

I亨
7



缩信贷"精神，通过调剂银根松紧，控制宏观经济，促进各专业行

扩大资金来源，坚持“扶优限劣矽。同时加强中央银行对短期贷款

管理，既严格控制额度，又灵活进行调剂，金年共发放贷款416笔

23．2亿元，收回392笔22．3亿元，年末余额10．33{7,元，比1986年增

长9％，满足了生产和收购资金的临时需要。

大力组织存款。1979年以来，在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提高人民收

入水平的同时，重视存款工作，先后7次调整存款莉率，增加利率

档次，对机关、团体和企业单位开办了定期存款；各专业行普遍开

展储蓄业务，举办名优产品、房屋有奖储蓄及外币储蓄；．邮电部门

也于1986年恢复了1953年停办的邮政储蓄。1987年底，全市储蓄所

达188个，部分储蓄所试行了集体承包经营责任制，大大调动了储蓄

干部的积极性，提高了工作质量和效率。1987年底，银行存款比1952

年和1978年分别增加629．6倍和8．17倍。1987年末，全市储蓄存款

余额18．4亿元。，储蓄存款占银行存款的比重，由1952年的20．2％，

1978年的23．2％，上升到1987年的31．6％，人均储蓄存款由1952

年的28元，1978年的136元，上升到1987年的1，176元(城镇储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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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贷款范围。银行贷款范围，从流动资金扩大到固定资产；

贷款对象由全民和集体企业扩大到工商业个体经济；由工、商、农

生产、流通领域扩大到科技、文教等非物资生产领域；基本建设投资

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1987年底，银行贷款比1952年和1978年

分别增加360倍和3．1倍。固定资产贷款占全部贷款的8％。各行认

真贯彻执行紧缩信贷，紧中有活的方针，按照“区别对待，扶优限

劣，有保有压，有上有下’’的精神，通过调整信贷结构，促进产业、

行业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市分行在对全辖企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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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排队的基础上，确定对短线，紧俏，名优、出口刨汇产品的生产

和市场安排商品的收购优先支持；对长线、积压产品的生产和经营

亏损的企业管紧贷款；1987年内通过紧缩信贷，促使13个企业单位

转亏为盈，6个企业单位并转。中国农业银行青岛市分行根据“优

先-’确保、方便"的要求，大力支持粮食增产，1987年粮食贷款比

1986年增长33．2％，小型水利贷款和中型农具贷款分别增长9倍和

21．2％；1987年有贷款关系的乡镇企业，产值比1986年增长64．8％，

利润增长87．9％，银行贷款增长29．6％，基本实现“多增产、少增

资矽的要求。中国银行青岛分行在对315种出口商品进行排队的基础

上，确定对75种紧俏商品优先支持，52种商品按计划供应资金，28

种商品停止贷款，促进了出口商品结构的交化；1987年外贸收购比

1986年增长36．1％，出口增长39．4％，流动资金贷款增长23．6％，

实现了“少增资、多创汇刀的要求。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青岛市分行

通过对在建和审报基本建设项目的全面审查，压缩计划外和非生产

性项目49个、投资额2，635万元；1987年末，“拨改贷"贷款余额2．6

亿元，支持63个重点项目顺利进行。

大力开展外汇业务。随着开放、改革政策的落实，全市经营外

汇的行处，除中国银行青岛分行外，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市分行、交

通银行青岛分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青岛市分行也先后开展了外汇

业务，已与150个国家、地区的1，170余家国外银行建立了国际金融

网络。中国银行青岛分行在积极开展外币储蓄的同时，还发行人民

币“长城信用卡"。1987年通过开办外币调剂中心，办理外汇调剂

业务310笔6，234万美元，帮助外贸企业平衡了外汇收支，提高了使用

效益。 。

发展资金横向融通。金市金融同业拆借巴初步形成网络，1987
‘ 、lJ

f 6 7；



年累计拆出32．2亿元，拆入28．7亿元。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市分行在

参与本市资金市场的基础上，又参加了上海、新疆和全国计划单列

城市的资金市场；年内还与总、省、县行调拨资金2，093次、56．7亿

元，实现了“少闲置，无在途，调度灵，周转快"的要求。通过资

金融通，改变了过去没有资金就伸手向上“等、靠、要炒的状况。

1987年国家分配青岛重点建设债券3，249万元，各专业行先后发行金

融债券1，000万元。通过债券的发行，引导社会资金合理流动，支持

了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城乡经济建设。

恢复和发展保险业务。1980年恢复了停办21年的国内保险业务，

1987年保险种类由停办前的36种发展为50余种，年保费收入超过建

国后头10年的收入总和。国内保险业务的恢复促进了涉外保险业的

发展，1987年末涉外保险种类由1949午的2种发展为30余种，保费

收入增加100余倍。

改革加强了银行内部管理。中央银行逐步加强和完善了宏观调

控手段；专业银行试行企业化管理，经营管理责任制和利润留成制

度，调动了各级银行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人事管理实行“条条"

管理为主、 “块块"管理为辅，加强了职工队伍建设。发展了金

融教育，加强了理论研究和信息工作，加快了银行系统业务处理电

脑化的步伐。中国农业银行青岛市分行在系统内实行了联环承包制，

对上与总行签订了协议，对下与13个下属单位签订了承包合同，在

计划利润、国家宏观调控指标和资金效益等3大方面，确定承包基

数，通过综合考核与留成资金挂钩的办法，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

性，完善了内部经营管理。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市分行在储蓄专业全

面推行了两级承包经营责任制；8个储蓄所安装了4381电脑终端机，

提高了工作效率，增强了业务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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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至1987每，青岛市的金

金融机构多元亿，々是行经营企业化

会生活中发挥蔷j：泉越大的作用。

强和改善宏观玺资调控中，比较突

一面资金紧张：7、足。一面又大量积

种反常情况虽磊彦j改善，但还没有

在实行业务交叉一，如何做到既有

待合理协调。一笔{0产生，除了客

思供给的矛盾仍专缓解，另方面在

没有彻底清阶：，西：兴银行的调控手

为此，需要广，‘，t-银．亍职工进一步解

更好地完成金■孜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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