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余杭县金融志

1912年一1985年

余杭县金融志编纂组



：}：禹全甓豪雾黍蓑量妻雾外貌1 11I司工商银行糸抗县支仃⋯。

r”周农业银行余杭县支行外貌



Z．为IllIEl^、ltmI瑜j?

余抗县芷公州讣札

～I⋯1日人lt建没银fj

采机珏芷仃外貌



娶1。商lR行脒薷所外貌t雕嚣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临平区双林乡信H|社外虢(杭县最早连立的信J}1往

7f为帆窑‘z滞}I乏每慵I|】}l：仆，：l：

‘奈托只最早迮立’j信J}1杜)



：ltl钱 (县收业银行栽吏舟收藏)

霪癸

铜 元 (县农业银行杨松荫收藏)

豫簿

毂



厂—’————————————～————————————、

楚f厅“殊前i当钎”、“蚁鼻钱”稿I出‘俐品密l¨敛悴(县之物管J￡丢城会。jt^美)

金融志编繁领导小自【f【f‰辑J、b1 i一；
"ij非左匙；徐桂龄、邬善明、禾!碴云、j‘家约．二￡氏仙
后排左起：赖而专，蝴威在，：k 伟，曾孟浩，畅枷两、表学．!

移孥

毋孥懋
謦誊管謦



～
-

■一．。，t，



序

粼余杭县金融志》经一年多时间的资料搜集、整理和编纂，三易文

． 稿，于一九八八年三月付印成志。这是余杭县有志以来的第一部金融
·§- ’

：
土士’ }

≈J心0 }
． ．

， ’

。． 金融业以货币、信用为经营特色，是调剂、融通资金最灵活的机。

一 构。随着现代化经济的发展，金融业越来越显得重要。胄与国家振兴，7．j‘、

经济腾飞，人民富裕息息相关。故研究金融之开拓，探索金融之改革，

已为各级领导和经济界、金融界人士所挚求。余杭县山河绵绣≯入杰 。

地灵i气候温润；物产丰富，商品经济发达，金融历史悠久。早在四
。

千多年以前，良渚一带已有人类居住和劳动，被称为《良渚文化》。溯出。≥黧
， ·。!土货．币中，最早的有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间)流通的 ?

‘

二 ： “殊布当锈．”和“蚁鼻钱”等货币，距今已有二千四百多年历史。清咸丰

七年(公元1857年)，瓶窑镇就设有典当。抗日战争前，典当、钱庄、

， 银行、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已具有一定规模。因此，对研究金融之

发展，开拓金融之未来，具有重要价值。 ；‘
‘

《余杭县金融志》共分八章，约十四万字。上起民国晃年，下迄一

九八五年，凡余杭县金融机构、货币流通、信贷结算、保险债券等，．

均择要入志。秉详今略古，尊重历史，考证事实，述而不议之准则，

严谨编纂。较多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金融发展；特别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余杭经济开始起飞，金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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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事业蓬勃芳起的巨大变化情况，’进行了较详尽的记述。本志旨在为
关心余杭金融事业和金融工作者提供必要的资料，为振兴余杭经济，

开拓余杭金融服务。
‘

《余杭县金融志》的编纂，是在中共余杭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县志编

。纂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的，并得到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金融研究所， ⋯

，

．杭州市分行；：萧山、建德、临安县支行和各兄弟部门、单位的犬力支；’·

持，也获得全体金融战线同志们的关怀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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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余杭县金融志》编纂领导小组
，

郭家钧

． 一一九八八年三月 ?

一2一 -

，，

。

，．，，

●

毫

，

、

。

^

．．

+

●

‘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一‘ 7
‘

’

： ．。

，；

：，‘ ，一、本志记事年限，．上起1912年民国建元，下迄19s5年，．有的筒．

． 溯其始创。 ．
-’

‘

t● j ，⋯二、本志所称“县人行”系指中国人民银行余杭县支行；“县农行”

．。系指中国农业银行余杭县吏行；“县王行，J系指中国工旃银行余杭县支‘

。行；‘“县建行i’系指。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余杭县支行．o述及省、市分行时。
· ：亦同一如“省人行”系指中国入民银行浙江省分行，“市农行”泵指中国

’农业银行杭州市分行等。’
‘

．

． ‘! ．

：。
。 三、本志使用的货币名称及金额，解放前均按当时通用货币名称

“‘’及金额单位。解放后通用人民币，在1955年3月1日前为1日人民币，。一
、。 3月1曰起为新人民币，为便于计算和比较，除注明者外j，己统一折。．

． 算为新人民币。‘ 《-

● t 四、本志所称“解敦前”，系指1912年至1949年5月本县解放前。

i“抗日战．前”系指1937年12月·本县沦陷以前。“沦陷时期’I系指1937年12
t 月至1945年8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本县时期。“战后”或打抗战胜利后”系‘

⋯、‘． ．．·指1945年‘§月15日以后。‘“解放后”系指1949年5月2日以后二“建国．‘
t， ‘： 后”系指1949年lO YI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

‘

’。

．： 五、”历史纪年‘。民国及以前历朝沿用原纪年。如明：·清，民国等。．一
， 在重要处加括号注明公元纪年。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

‘’

． ．： 六、‘本志在述及旧政权机构及金融机构时，除汪伪时期外，不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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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杭县地处航州市近郊；杭嘉湖平原和浙西山区丘陵的过渡地带。
’

， 如今的余杭县，是从1961年重建后，划入原杭县的大部分地区组成的。

。· 从历史上看，号誓变迁较多。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爹)，在今余杭
县区域内建余杭、钱唐县，属会稽郡，是为建县之始。东汉建安十六

‘

年(公元211年)j分余杭西部土地另置临水县(今临安县)。唐武德四年

。‘ (公元621年)，为避“唐”国号讳，乃改钱唐为钱塘。后梁龙德二年(公

’、． 元922年)，划钱塘、盐官两县部分土地置钱江县。宋太平兴国四年

， ． (公元979年)，改钱江县为仁和县。自此余杭、钱塘、仁和三县并存

至清末。一
’

i

， 民国元年(1912年)，并钱塘、仁和为．杭县。民国十六年(1927年)，
’。

埘杭县所属城区、西湖、会堡、湖墅，皋塘，江千六区建立杭州市，

- _‘其余仍为杭县。1949年5。月，余杭、杭县相继解放，两县建制未变。t。1
● ’

}．’

’1958年4月，杭县撤销，并入杭州市为郊区。同年lO}2，f余杭县撤销，．

并入临安县。1959年3月，杭州市郊以运河为界，运河东建半山联
r +社，运河西建拱墅联社。1960年1月，半山、拱墅联社合并成立钱

。 · 塘联社。1961年3月，临安县的原余杭县所属余杭、瓶窑，仓前，潘．‘

板、‘黄湖、双溪、石蛤七乡镇划归钱塘联社。同年4月，{钱塘联社的j

上泗、一留下、祥符j康桥等区乡划归杭州市后重建余杭县至今。 ，’

；

。

如今的余杭县，东自海宁、桐乡县起，西至临安县止，南与富阳

县、杭州市、钱塘江相邻，．．北以安吉，德．清县为界，东西长约63公里，
。

}

’

．

‘

。
．．

一
：： ’罩叫谚?，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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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阔约30公里，总面积1402．33平方公里．其中平原面积827．53平方
。 ‘

公里，占总面积的58．99％，丘陵山地面积436．42平方公里，占总面积
。

的31．II％，：江河水面1 38．38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9．9％。金县划分 ，

五个区，十三个镇，四十二个乡，五百七十四个行政村，县人民政府- ，7

一设于临平镇a：：全县总户数20．48万户；其中农业户17．22万户，．：占‘总户‘ 一

’数的84．08嘭；总人口82．69万人；其中农业入口68．14万人，占总人口 毫

的82．4％。耕地面积66．68方亩，人均耕地0．98亩。另有桑、竹、果、茶

园15．51万吾，渔塘7．54万亩。全县有工业企业2207个。其中：．周营 ◆

工业91个，城镇集体工业213个．乡镇(村)f办工业1903个。商业机构
’

2381个。其中：国营商业243个，供销合作社1．050个，合作商店1088
。

个。1985年末职工总人数138254人。其中：全民职工29206人，城镇集‘ ．

体职工3859 71人，乡镇企业职：1：70451人(不包括村办企业职‘工63618
{

’

人)。
‘

一

彳 、

民国时期，生产以农业为主，经济落后。余杭县虽以“鱼米之乡、

丝绸之府、花果之地”著称；但由于广大农民遭受封建地主的严重剥

削，加上赋税苛重，社会动乱不安，+农业生产末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工业更为廖廖，民国时期全县只有油坊、米厂，洗麻厂、酿造、缫丝、， ◆

．照明小火电等十余家私营工业企业，大量的是手工业作坊及个体手工：’．

业者。1949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仅3919万元，人均89元。其中：工

业产值829万’元，占．21．‘15膨，农业产值3Q．90万元，。占78．85％。

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通过社会主义改造

和社会主义建设，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三十六年经济增长率，’

按工农业总产值计算，年平均递增9：2％。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

会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余杭县的国民经济得对了迅

·2．·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