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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金融志》反映了明末、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民间借贷和官办

金融活动，记载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货币斗争情节，详述了

建国后的金融演进状况，是如皋有史以来的第一部金融史书。现在正

式同广大读者见面，这是如皋金融界的一件大事。

在如皋撤县建市之际，以银行为主体的如皋金融业，回顾其走过

的光辉而曲折的历史进程，予以谱写篇章，提供借鉴，增进人们了解，

无疑是有益的。如皋银行运用货币、信贷、结算、利率、汇率等经济杠

杆，筹集融通资金，支持工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稳定金融物价，促进

国民经济协调健康发展等方面，曾起到积极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要求，按照邓小平

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必须把银行办成真正

的银行的指导思想，正确贯彻执行货币、信贷和利率政策，发展了社

会主义金融体系，扩大了金融业务范围，加强和改善了金融宏观调

控，促进了微观搞活，开拓了金融市场，恢复和发展了国内保险业务，

加强了外汇外债管理，广泛开展了打击和取缔金融投机活动，并初步

进行了有关资金管理和金融体制改革，适时地整顿了金融纪律，基本

奠定了良好的金融秩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如皋金融事业在各级党、政和上级银行的领导下，在不同时期，

通过遍布城乡的机构和广大金融战线上的全体员工，长期的艰苦奋

斗，日以继夜的辛勤劳动，努力探索，终于走过了50个春秋的战斗历

程。尤其是45位离休老干部和50年代就入行工作，至今仍服务于金

融系统的87名老银行工作者，他们呕心沥血，勤奋工作，廉洁奉公。

从1953年至1990年，先后涌现出劳动模范、金融红旗手、先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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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72人次，以其出色的成绩，告慰战争年代在如皋金融战线上牺牲

的邓白、蔡焰两烈士的英灵。我们相信，现在如皋金融战线上2200多

名战士，一定会继承前辈的金融事业，肩负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金融事业的历史使命，迈出新的改革开放的步伐，让如皋金融

工作走向世界!

中国人民银行：羹；妻雾雾羹呈荨裹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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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着重编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如皋金融业情况，建

国以前则根据资料所及适当上溯，下限为1990年。

二、本志一律以公元纪年，涉及民国前的则在括号中注明当时年

号。
’

三、币值除括号有注明的一律以新人民币为准。

四、本志以专业分章，先分类，后分期，纵向叙述，共分十六章。

五、本志对共性较强的资料从略，着重于记述如皋地区的金融活

动。

六、本志系集体编纂，由各专业行分章编写，编写文体各异，对资

料取舍各有不同，虽经主持人审改，亦很难统一口径。

七、本志资料大部分为如皋人民银行档案，参考各专业银行和保

险公司建立后的档案，数字则以银行历年帐表为据。

八、对在如皋牺牲的金融界烈士以及具有名望的人士，省、市级

的金融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离体老干部等均以附件录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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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撤县建市的前一年，正是完成国民经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

一年，又是如皋正式列入对外开放城市的第三年。在深化改革的新的

历史关键时刻，为了满足全市广大金融工作者和钱币爱好者以及有

关经济部门的同志，研究了解如皋1990年以前金融历史的需要，做

到温故而知新，发挥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同时，藉此向如皋县

志和省、市金融志提供系统的完整资料，我们将搜集的3000年左右

通用货币史料和350年金融史料，编撰了‘如皋金融志>。

本志按照编纂新志的要求，坚持实事求是地按照历史本来面目，

如实地记述金融历史状况，继承我国编纂志书的优良传统，着重记述

史实，不加评议，是非曲直、成败得失寓于记述经过，发展规律寓于记

载始末，为如皋经济建设和金融事业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本志根据详今略古的原则，运用文字记述和数字表达的方法，重

点记述建国后40多年来，如皋金融部门在各个历史时期通过货币发

行、信贷管理、结算管理、现金收付、储蓄存款、外汇、保险业务等工

作，贯彻党和国家的金融方针、政策，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本志主要资料来源于如皋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

银行、建设银行及保险公司的文书和会计档案．并向市文管会、博物

馆、档案局、财政局、统计局、劳动局、计经委、再生资源公司、市地方

志办公室、组织史编写组、如城镇志办公室等卷宗、资料、报刊摘录，

共约150万字，装订13本，计2880页，建立资料卡片1519张。在收

集资料过程中，召开了知情者桂问清、陈寿华、马益民、王浙六、冯培

元等人座谈会，为我们提供了1844年至1894年250年民办金融业



概况和1894年至1948年55年官办金融业活动情况；调查了在革命

战争时期，曾在如皋工作过的老同志：曾寿松、姚盛祥、施圣祥、田西

畴、郑镇、胡锦奎、卢其平、张同生、戴文忠等，为我们提供了1941年

至1948年货币斗争史料；走访了前任县财粮局长贲义士、前任县人

行行长孙明、陈培、黄桂林，前任县人行副行长朱洪达、王跃庭等老同

志，为我们提供了1949年以后金融演进状况。在此期间，承蒙中国人

民银行江苏省分行行长、高级经济师马志飞，原上海中国新闻专科学

校教授、中国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鬈金融时报》顾问、《中国金融》杂志

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冒舒湮(如皋籍人，明末才子冒辟疆的后

代)，为本志题词、题写志名。所有这些单位和同志，为编纂本志，都给

了很大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诚挚谢意。

。 本志选用资料，经过反复筛选、挑剔、修改、校订，除文内注明出

处外，主要参考资料不一一加注。在编纂过程中，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1981年10月至1983年10月，完成了至1980年第一稿；1986年4

月至12月间，完成了至1985年第二稿；1989年10月至1992年12

月，重新拟定篇目，补充收集资料和核实资料，试写专题，打印第二稿

和大事记草稿，广泛征求意见，完成至1990年稿件。前后历经五年多

时间，始成此志。

本志主要篇目内容，纯属金融业务工作，建国后的政治运动、职

工教育培训、劳动竞赛、党团工会工作等，载入大事记，不另列章节。

本志审稿会议讨论修改，征得现任各行(司)负责人同意。由于编

写人员经验不足，水平和资料所限，遗漏、差错一定不少，敬请读者批

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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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如皋是一座古老的县城，又是江海平原最早成陆的地

区之一。全境地处长江三角洲北翼，人类在此定居已有5800

年左右。东晋时建县，已有1580年。由于人民辛勤劳动，土

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方便，经济发达，历史上博得“金如

皋一的赞誉。在漫长的岁月中，随着人们生产、生活资料交换

范围的扩大和商品经济日益兴起，作为商品交换之一般等

价物的货币，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如皋就有各种形状

的金、银、铜、铁铸币和形态各异的货币，在此流通使用。

如皋是革命老根据地，又是苏中三分区，苏皖一分区首

脑机关驻地。1940年8月，新四军东进后，曾有。江南币力、

。南通流通券"、“东台县流通券一、“东南流通券一等纸币流

入。还有本县各镇私商自制的流通券。1942年12月至1945

年8月有江淮币和如泰靖地方流通券及本票，1945年9月

至1949年5月有华中币。1949年6月以人民币为本位币。

1955年3月发行新人民币，以新人民币1元折合旧人民币

1万元的比价，收兑旧人民币。提高了币值。改制后的人民

币，是如皋市场流通使用的统一货币。

如皋经济过去一直以适应、利用为主体的种植业与其

配套的手工业加工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粮食除直接消费外，

还以部分进行酿酒、榨油、磨粉等再加工，其主产品进入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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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销售，副产品饲养畜禽，再以粪肥还田，开始种植业的再

生产，成为江苏地区有名的“猪、油、酒一商品生产基地，随着

农副业的兴旺发达，如皋元代商业就开始繁荣昌盛，商铺多

系酱园、酒店、药铺、布庄、京货店之类。清代中叶，已有商铺

700户，另有粮、油、饼行、水产(八鲜)行、禽畜、土产市场等。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沙元炳创如皋商会，各大集镇均

设有办事处。民国初，全县已形成相当规模的商业体系，8个

主要集镇，共有1074户商号。抗日战争前夕，全县共有商号

1257家。至1949年如皋第二次解放前夕，全县8个主要集

镇，共有商号2446户。由于农、商两业并发，如皋清朝晚期，

丝线加工业和火腿制造业颇负盛名。当时，如城丝线作坊最

多，产品质地优异，远销南洋各地。清朝宫中结发。辫子绳一

即为如皋贡品。咸丰初年，如皋第一家火腿栈——同和泰制

腿栈于如皋北门诞生，后相继办有广丰、王裕昌等制腿栈。

民国初年，如皋城乡已有制腿栈28家，成为全国三大火腿

制造中心之一。1914年创建贫民工厂。1918年于如皋东门

建如皋电灯公司。1923年更名皋明电气公司。1924年于丁

堰建阜昌染织股份有限公司。1929年建中国制腿公司如皋

毛猪厂，以及裕民油米厂和各种手工作坊80多家。建国后，

如皋国民经济恢复不久，对农业、商业、工业实行社会主义

改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使工农业生产

得到长足发展。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401816万元，

等于1949年的27倍，已经成为农业稳产高收，商业兴旺发

达，工业门类齐全的新如皋。

如皋金融业始于明末清初，徽州人在如皋开设16家典

当。到清末如皋已有钱庄、钱店20多家。1945年(民国34
2



年)，如皋钱庄已发展到34家(不含钱店数)。抗战胜利后，

1947年经国民党财政部批准，仅“源大成一(源大)、。鼎裕劳两

家钱庄复业。其余钱庄均先后改为。信用合作社力。清乾隆年

问，如皋就有了银楼，至清末已有银楼10多家，全县发展最

多时有近100家银楼，解放前夕尚有51家。解放后仍有56

个银饰品加工个体户，组织了7个银饰品加工合作组。1894

年(清光绪二十年)，裕宁官钱局在如皋设立分局，专营收纳

地方税款，兼营兑换银钱，调节银价、熔铸银锭和汇划业务。

1910年闭歇。1930年后，相继有江苏省农民银行、交通银

行、江苏省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在如皋设立分支机构。至

1942年日军建立敌伪政权后，如皋有恒济、容大等13家钱

庄开业，办理金融业务。1946年秋，苏农、交通、江苏省银行、

中农等银行先后恢复在如皋的分支机构。同年11月，如皋

薛仰之、俞时中等22人发起组织如皋县银行代理县金库，

并办理贷款、汇划业务。1948年底，上述各银行均撤离或撤

销。

1940年建立如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后，于1942年12月

创建江淮银行如西县办事处兼金库。1945年9月，新四军收

复如皋城，华中银行一分行进驻，下设营业部和张黄港、郭

园两个兑换所，兼管全县金融业务。1949年1月，如皋解放

后，全县金融业务由华中银行如皋县办事处统一经营。同年

6月，华中银行如皋县办事处改称中国人民银行如皋县办事

处，1950年5月，改名中国人民银行如皋县支行后，具体领

导和管理全县金融事业，办理以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其他

企事业单位、个人为对象的存款、贷款、结算、货币投放与回

笼、代理国库等货币信用业务，运用货币、信贷、利率、汇率
3



等经济杠杆手段行使管理职能。1955—1979年，三次分设了

农业银行，专门管理农村金融业务。1986年12月，中国人民

银行如皋县支行列为县人民政府工作部门，行使管理职能，

不再直接办理对企业、个人存贷业务。全县设有中国工商银

行如皋县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如皋县支行、中国银行如皋县

支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如皋县支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如

皋县支公司、国家外汇管理局如皋支局、如皋县信用合作

联社、南通市如皋稀贵金属冶炼厂、如皋县金银饰品商店、

如皋县信托投资公司筹建组、县邮电局储蓄机构、证券市

场、金融咨询公司。至1990年末，全县共有金融机构314

个，职工人数1622人，等于1950年的40倍。各专业银行及

其他金融机构，接受人民银行的领导、管理、协调、监督、稽

核。
“

1979年以来，全县金融系统在机构改革的同时进行了

多种改革。首先，在筹集、组织资金方面，县人民银行和各专

业银行，都普遍运用经济方法组织各项存款，扩大信贷资金

来源。主要是开办企事业机关团体定期存款，7次调高储蓄

利率，增加储蓄种类和增设储蓄网点，开办邮政储蓄和外币

个人储蓄。1990年末，外币个人存款余额达76万美元。其次

在信贷管理体制方面，实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

存，相互融通”的管理办法，改变了过去信贷资金“吃大锅

饭"的局面，允许同业之间开展资金余缺调剂。专业银行资

金周转发生困难时，可向人民银行申请临时贷款。1987年以

来，县人民银行对各专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发生

额96483万元，1990年末余额1230万元。各专业银行实行

新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后，资金运用与资金来源均明显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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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并逐步缩小了借差，1989年前均为借差，1990年已实现

·存差的有建行、农行和信用社。1983年国营工商业的国拨流

动资金由县人民银行统一管理，这是流动资金管理体制的

一项重大改革。原由国家财政以无偿拨款方式供应的一部

分资金，改由银行以有偿贷款方式供应。银行核定企业的流

动资金和计划，同时建立企业自有流动资金的补充制度，不

少企业建立了资金使用责任制。1985年县建设银行将基建

拨款改为贷款，变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1990年基建贷款发

放数5903万元，等于1980年基建贷款发放数111．01万元

的53．19倍。1979年开始，银行贷款范围，从只发放流动资

金贷款扩大到技术改造贷款和基本建设贷款，从只对生产

流通领域发放贷款，发展到服务业和科技事业发放贷款。

1990年末，全县各银行技术改造贷款余额2650万元，有力

地支持了工业企业进行挖潜、革新、改造。同时还举办开发

性贷款130万元，并发放购买外汇额度人民币配套贷款

1336．12万元，支持10个工业企业国内配套设备使用。为了

运用多种方式筹集和融通资金，相互调剂资金余缺，先后在

县内各专业银行之间调剂金额累计9012万元，向各市行调

入资金113267万元。县外拆入资金82071万元，拆出资金

34934万元。为了适应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贷款结构

发生了变化。1981年至1990年，农行和信用社向联合体农

户及多种经营贷款累计10244万元，比前10年发放社队集

体贷款增长6．7倍。1987年至1989年第一季度，全县推行

了增量股份制集资，计有615户企业集资，集资总金额为

7356．21万元。县人民银行还批准21户企业发行企业短期

融资券2410万元，3户发行企业二年期债券300万元。这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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