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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的 话

《怀德县金融志》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以及党和国家的各项政

策法令和方针的指引下，坚持略古详今的原则，按横排竖写的体例，历经三年时间而今

问世。全书共分七五章六十四节，钧十六万字。本志上限一八七七年，下限一九八四

年，个别处延伸至一九八五年。
}

本志出版的目的，是为了给各行(司)及有关部门察古知今，研究和探索金融事

业发展规律，搞好金融工作提供准确详实的资料，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服务。

本志资料来源，一是公主岭市档案馆(原怀德县档案馆)和吉林省金融志编委会存

档资料，二是知情人口述记录以及各行(司)计划部门统计资料·

本志历史部份资料，多数是从日文翻译而来。名称术语等皆用原来名称。其中一些

不易懂的“协和语"，因为我们水平有限，没有做变动，希望读者见谅。

本志自编写以来，承蒙公主岭市史志工作委员会、公主岭市档案馆、吉林省金融志

编委会、公主岭市各银行(司)以及公主岭金融社的领导和同志们的指导和支持。这里

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在选材，编辑、文字等方面，．错误，漏洞难免，热切希望读者

谅解和多加指正。

编 者

一九八六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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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怀德县建立于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隶属奉天，县城设在八家子(今怀德
镇)。1931年“9．18”事变后县城迁至公主岭，改属伪吉林省。1945年“8．15"以后

，经过三年解放战争，1948年4月怀德全县解放，先属辽北省后归吉林省。怀德解放

以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发展很快，到1984年末怀德县有人口899．459入，其中

城镇187．605人，农村711．854人，耕地面积为220．840公顷j主要粮食作物有玉米，大

豆、水稻、高粮、谷子等，工业有l重工业、机械工业、化工工业、燃料工业，轻纺

工业等共圣t129家，产值26．500万元，社会商品零售额达33．246万元。

‘(怀德县金融志》经公主岭市史志工作委员会同意出版内部发行。

金融的含意是指货币，货币流通，信用及有关的经济活动，如货币发行，金银和

外汇收兑，保险、信托、有价证券妁发行与交易，国内外的货币结算都属于金融业务
的范畴，而金融的核心则是银行。因此。金融志主要编写的是银行史，当然也包括信

用社，保险、信托、租赁，货币兑换、抵押、典当，民间信贷活动以及有价证券交易

的历史。

怀德县的金融事业在1896年中俄在莫斯科’签订密约修筑东清铁路(1920年改为中

东铁路)，1899年修建中东路南部段，公主岭成为铁路车站。1904年日俄战争俄国

战败，签订了“朴次茅斯条约刀将长春以南到大连的铁路让给日本，公主岭改为日本

南满铁道附属地后。1908年1月，日本正隆银行首先在公主岭建立支店，以后有东三省宫

银号公主岭二等支号、范家屯分号，日本的株式会社范家屯银行，中国银行公主岭分

行，株式会社满洲商业银行公主岭支店、范家屯支店，审日私人合办龙口银行公主岭

支店，II本的满洲银行公主岭支店、范家屯出张所。此外，日本横宾正金银行也在公

主岭建立过支店。这些银行先后在公主岭、范家屯建立机构，开展业务，为日本帝国主

义在金融方面侵略整个东北三省服务。当时还有公主岭地理位置等经济方面的原因，

怀德县公主岭地理位置在东径124．4度，北伟43．3度，气温适宜，是南北满分水岭，

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铁路公路交通方便、工商业发达，是怀德、伊通，梨树三县物

资集中和分散的地方。1928年公主岭车站全年货物发出为272．145吨，到站为16．658

吨，合计为288．807吨。据满铁经济调查会调查， “满洲经济统计”昭和五年(1930

年)末，正隆、满洲两家银行在公主岭、范家屯两地贷款余额达到3．575．325元，

到伪康德五年(公元1938年)统计公主岭工商企业资本金5万元(伪满币)以上的就有
～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18家，共有资本金3．276．ooo元： (伪满币)，最多盼是大同电气株式会社有资本龛
驾5万元(伪满币)。

但是由于当时货币不统一，种类繁多，各银行争相发行自已的货币，金融市场极

度混乱，货币不断贬值，迭价，给人民群众造成很大的痛苦。从1931年“9·1§"事变

后、到1945年8月东北光复止，怀德县金融事业几乎全部被日伪所统治，控制金融业，

还不断增加货币发行量，强迫人民购买公债和储蓄。1942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暴发

后，日本馒咯者，利用东北三省作为他们侵珞战争的后方基地，就采取战时增税的荔

法，实行财力总动员，为其侵略战争服务，使人民生活进一步处于极端痛苦之中。三

年解放战争时期，怀德县没有金融机构，但货币种类较多，．有伪币、红军券，国民党

本北银行发行的东北九省流通券等。这些货币不断贬值，特别是国民党东北银行发行

韵东北九省流通券的贬值，使人民群众遭受的损失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大。

从1948年4月怀德县全境解放后到1949年4月1日成立了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银

订，以后又相继的设立了各专业银行，网点分布于全县各乡，镇。中国人民银行怀德

县支行，它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和国民经济服务。这是怀德县近百年来第·次实现货

币统一、金融市场稳定，呈现出经济繁荣兴旺的景象。

中国人民银行机构没立后，它积极代国家发行、回笼货币、并组织存款，发放贷

款，通过利率、结算等经济杠杆，促进了怀德县的经济不断持续发展。1951年怀德县

现金收入(以现行人民币计算)一千四百三十万元，到1984年上升到三亿六千四百一

十四万元，增长近二十五倍多；现金付出1951年为一千七百三十一万元，到1984年上

升到五，乙八千零四十三万元，增长三十三倍多。城镇储蓄，1949年只有一万元，封

j984年末达刭四千四百三书万元。按城镇人口计算i，1949年平均每人储蓄只有一角三

分六匾，到1984年末达到二酉四十七元五角，增长二千倍以上。按城镇干部，职工计

算，1958年每人平均储蓄额是一百二七无，1984年末达到四百七十二元三角．增长二
点八倍多。农村社员存款，1961年是一百零九万元，每人平均有存款一元九角二分，

1984年末社员存款五千五百六十三万元，平均每人存款七十九元四角七分，上升七十

多倍。城镇工业代款1954年只有十五万元，1984年达到一亿零五百八十四万元j商业

贷款1950年只有十六万元，到1984年末达到兰亿八千零一十六万元。农业贷款1950年

发放一七四万元，珂1984年已经上升到六千五百三十I九万元。农村信用社1913年开始

发放生产费用贷款当年只发放七十一万元，到1984年己经上升到六千三百二十六万元·
． 怀德县在建国以后、经过三十五年的金融业务活动，特另|J：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兰

‘申全会以雷，党的富民政策好，银行的机构又进行了改革，政策进行了调整，促进7

怀总县的国民经济迅速发展，4。到1984年末城镇工业总产值已经达到二亿六千五百万元

，乡村工业企业产值达到二亿元。．．粮豆总产量达到三十一点七亿斤，向国家交售的商

品粮居全国县级首位，社会商品零售额达33．246万元。

当时，中国人民银行怀德县支行i中国工商银行抟德县支行，中国农业银行怀德

县支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怀德县支行，中国保险公司怀德县支公司，．以及农村信甩
合作往，是怀德县金赦业之主体。一它对调节坏德县货币流通，组织信用活动，吸收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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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社会资金，支持现代化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金融业是经济活动中的枢纽，也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三大杠杆之一，如实的写好

本地金融业的产生和发展，既是为后入留下一份宝贵财产的有意义事业，又可给世人以

启谴，有利于察古知今，予示未来，搞好金融业的改革，并利用这一杠杆，更好的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我们在编写《怀德县金融志》过程中，虽然得到各有关方面的指导和支持，做了大

量调查研究，但由于还缺乏经验，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过的同志提出指导意见。

冯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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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银行

第一节、东三省官银号i公主岭二等支号、东三省官银号范家屯

分号

东l三省官银号原名奉天官银号，成立于l 9 0&年(光绪三十一年)，为奉天将
军赵尔巽氏所创办，l 9 0 9年改名为东三省官银号。东三省官银号公主岭二等支号

是东三省官银号的分支机构，1915年5月1日建立，当时经理史书善(乾元)，共有员工
九入，地址设在公主岭镇内。

东三省官银号公主岭二等支号业务经营范围。

l、．代理省库。政府官款由官银号掌握，军、政费用支出由官银号发放。各项税收
及官业收入都存入官银号， 、。

2、发行纸币。共有四种。奉天总行发行的奉大洋汇兑券，二、公济平市钱号钢元
券，三、．啥尔滨分行发行的啥大洋券，四，联合准备库发行的现大洋券。

3、汇兑。官银号的汇兑分境内汇兑与境外汇兑两种。境内指东北三省，境外指关
内各地。

4，买卖生金银也是官银号经营项目之一。

5、贷款。条律为信用贷款，不需抵压品，须有承还保两家，负连带无限承还责任曩

期限由一个月至三个月不等，也有延长至六个月或九个月的。剃息一分三厘至一分五厦。

6、存款。以官款最多，私人存款很少。利息，定章、定期月息八照，活期月息三匿·

7、也投资办一些附属企业，东三省官银号公主岭二等支号在怀德县办的附属企业

商号名永衡达，公主岭，范家屯，，怀德都有商号。经营项目有当铺、烧锅、杂货铺，糗

栈等。

中华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以前，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的各种货币以两为计算单

位。民国七年以后废两改以元为计算单位。

据伪满经济部金融司编<<在满中国银行概要》82—83页记载，东三省官银号公室

岭二等支号营业状况：1929年6月末予金奉大洋三百二十三万七千一百七十一元四角四

分，贷出奉大洋三百。七万四千元。1928年末纯利润为现大洋四千元。当座予金利息

三厘，定期予金利息月六厘。贷出利息，普通月息一分二厘。

东三省官银号范家屯分号，地址在范家屯南大街，也是东三省雷银号的分支机梅t

成立于1927年8月1日，经理毛汝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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