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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誊金融

第四十八卷金融

清末民初，道清、京汉两铁路通车后，新乡工商业日趋繁荣，‘为银钱业的发展

创造了条件，“里字号”、银号应运而生，其中同和裕银号经营规模最大，时间最

长，盛极一时。1915年(民国4年)后，官僚资本官办银行和地方银行先后介入新

乡，民族资本的银号和官办银行并存，新乡金融业逐渐兴盛。

1938年，新乡被日军侵占，民族金融业先后停办或倒闭，国民政府官办银行

全部南迁。日本侵略者为从经济上进一步掠夺，在新乡开设了3个银行。

1945年抗战胜利后，部分官办银行在新乡复业。但由于处于战争时期，百业

凋敝，市场萧条，金融业极不景气。

1948年10月，新乡第一个社会主义的金融机构——漠南银行太行区行新乡办

事处在解放区获嘉县三位营村创建，12月，改为中国人民银行新乡办事处。此后

30多年来，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和农村、城市信用社相继

在新乡设立办事机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逐步形成。

社会主义金融机构是国民经济的枢纽，它的一收一支，一存一放，对工农业生

产、商品流通、人民生活有着直接影响。

新乡解放初期，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国家财政困难，通货膨胀严重的时候，

银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它通过货币的投放与回笼，贷款的松紧和利率的调整，有力

地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发展，稳定了物价，制止了通货膨胀，打击了资本主义投机势

力，同时支持了翻身农民发展生产，走合作化道路。

1961年至1964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银行把守关口，在压缩基本建设投资、

严格控制信贷、紧缩银根的同时，对农业和轻工业采取扶持政策，促进了国民经济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金融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扩大了银行经营

自主权，突破了。供给制”框框，运用信贷、利率等经济杠杆，促使企业改善经营管

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聚积资金，是金融业务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储蓄工作不断加强。各专业银行的储蓄网点遍布全

+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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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储蓄种类增加，存款利率多次调整，使存款额大幅度上升，1985年城市储蓄

存款人均达377元。

为促进经济建设发展，加速资金周转，提高票据结算速度，新乡金融系统对异

地结算、同城结算、联行清算等结算方式不断完善改进。1985年，除台湾未通汇

及港澳和西藏转汇外，汇兑、结算业务可与全国各地直接进行。

新乡的保险业务是解放后才真正发展起来的，50年代曾发挥过积极作用，

1958年停办。1980年恢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新乡市支公司，保险种类逐年增多，

保险费收入大幅度增长，保险公司积极、主动向遭受意外灾害、事故的单位和个人

提供经济补偿，保障了工农业的正常生产，安定了人民生活，为国家积累了建设资

金和保险基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6年来，新乡的金融事业虽然受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

命”的干扰，但仍然发展很快，它通过信贷与拨款监督，资金、计划、现金、会

计、结算与出纳发行的管理以及储蓄、保险等业务活动，有效地支持、促进了新乡

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为新乡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第一章私人银钱业

第一节 当 铺

当铺，也称“典当”或“押店”，是以收取衣物等动产作质押，向典当人进行放款

的机构。受押物品成交后，付以收据称为“当票”，载明所当物品及抵押价款，交押

款人收执。质押期限6个月到18个月不等。过期不赎，典当即没收其质押品。质

押放款额一般在抵押品价值的五成以下，利率最高。

清末，新乡城内北大街东西两侧各有一个当铺，东当铺是新乡卫家所办，资本

为2万块银元。

民国初年，南街吕六庚在城里十字开了一个“恒兴长”转当铺，因资金不足，把

典进的物品转押到获嘉县张巨的刘家。

1934年(民国23年)8月29日，由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出资，新乡田仲韬在

城内南街办农民借贷处(实质为当铺)，贷款抵押品主要是农产品、衣物、农具、生

金银、各种首饰等。利率为月息1分6厘，押品赎回期为18个月。凡抵押农产品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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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借贷处还要加收5％的栈租费。该处经营达三年之久，1938年日军侵占新

乡，田仲韬将押品出卖逃跑，押户被骗。

第二节。里字号银号

旧中国，有时多种货币同时流通，各地之间、各种货币之间的比价时有波动，

各种货币之间兑换由商号承担。其中，以商业为主、兼营存放款的称里字号；以存

放汇兑业务为主、兼营工商业的称银号。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银钱业与商业并营，囤

物放帐，囤迟放快，从一兑一出，一存一放中获利，将商业资本转化为生息资本。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乡的商业、手工业较为兴盛，城内北关大街，顺河

沿街颇为繁华。较大商号有50余家，经营里字号者有：道生长i敬慎长、瑞盛

长、祥盛魁、1福裕、天顺长、福茂成、德长魁、同合成、日升恒、义源隆、义隆

长、复生玉，玉太成、大荣玉等15家。道生长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

东家王庆云，经理王杰，资本4万两白银。除办理汇兑、存放款外，还经营粮食、

土杂山货等。里字号的存放款，对资助商人，扩大贸易起了一定作用。。随着商品交

易日益扩大，异地之间货币汇兑业务亟待发展，因此新乡的民族资本纷纷转向借贷

资本，里字号改为银号，工商业转向银号、外地票号在新乡设分号的均有。清末至

。七·七”事变前，新乡银号有振豫、同城、日升，德成、敬慎长、环孚、万兴、巨源、日

升恒，华中，信义恒、福茂成、同和裕等13家。同和裕银号是新乡最大的银号。

第三节同和裕银号

1912年(民国元年)，王晏卿、赵安侯等5人集资9 300串铜钱；折合银洋1．2

万元，在新乡顺河沿街(今北关街)，创建了同和裕银号。王晏卿任总经理，赵安侯

任副总经理，经营存，放、汇业务。最盛时其机构以新乡总管理处为核心，北伸平

津，南延沪宁，东至新浦(今连云港)，西到西安。拥有分号36处，办事处4处，

工商企业55处，银行5处，学校3所，通讯、电话交换处2个以及医院等。职工

店员多达3 000余人，存款总额高达1 000万元以上，吸收股金61．76万元，为新

乡金融界之首，在全国颇有影响，豫北、河南能与之抗衡者甚少。

o同和裕银号能如此兴旺发达，其原因除顺应工商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大力兴办

实业外，，主要的是善于经营货币。
· 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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