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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喜逢香港回归祖国，中国共产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将要胜利召开之

际，《邹城市金融志》出版了。这是全市金融系统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的又一

丰硕成果。《邹城市金融志》的出版填补了邹城金融史从古至今无专志记载的

空白，也为邹城市专业志丛书增添了一部新作，是服务当今，惠及后世的一件

大事。

《邹城市金融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详今略古，实事

求是地记述了邹城市金融业有史以来发展变革、壮大兴盛的曲折历程，反映了一

全市金融队伍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取得的辉煌业绩，并客观

记载了工作中的成功与失误、经验与教训。特别是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邹城市金融实力由弱到强，由机构单一到专业分类齐全，业务处理由简陋

的手工作业到电子化高科技的应用，以及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做出的突出

贡献，作了详细记述。这对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推动和促进全市金融事业的

稳健发展，必将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邹城市金融志》的问世；为我们了解

和研究邹城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翔实资料。一书在手，行情昭然，它是我们进

行爱行敬业教育的良好教材，也为今后进行金融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飞

《邹城市金融志》观点正确、体例完备、资料翔实、特色突出，是邹城市金融

系统的一部百科全书，起着“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我殷切希望全市金融工

作者认真阅读本志书，更全面地了解和掌握邹城金融业的发展历程，以史为

鉴，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为繁荣邹城金融事业和地方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

蚴亍

}；‘-7■■|■■尸



I

例

一、《邹城市金融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记

述境内金融机构沿革、业务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突出地方

特色和时代特点，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时间断限上为公元1840年，下至公元1995年，个别章节的内容

适当向前追溯。 ．

三、全书采用公元纪年，清代以前(含清代)用括号注明帝号纪年，清代以

后一律使用公元纪年。

四、本志采用述、志、录、图、表等形式，以志为主。按照横排竖写、以类系

事、表随志附的原则，翔实记叙境内金融业的史实，前设概述、大事记，中设专

志，专志分章、节、目，共十一章，后设后记。

五、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记叙体。对文字、数字和计量单位的使用按《山

东省新编各级地方志书行文规定》执行。

六、本志史料主要来源于当地档案馆和本市金融系统档案，所列数据来源

于市统计局和本系统统计资料，个别章节中的有关内容系询访金融系统老同

志口碑资料，经考证核实后收编，文中均不注明出处。

七、本志各金融机构、部门等有关名称均用当时名称，首次出现时一般用

全称，后用简称。

八、本志中按时间顺序提到的负责人姓名，系机构单列的正职或主持工作

的副职，其他不再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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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邹城历史悠久，距今六千年前的原始社会，境内就有东夷少吴氏族部落繁

衍生息，伴随着亘古久远的沧桑岁月，创造出了璀璨绚丽的古代文明，孕育出

了灿若星辰的圣贤名士，被誉为“孔孟桑梓之邦，文化发祥之地"。建国以后，这

块美丽富饶的故土又焕发勃勃生机，昔日的礼仪之邦已发展成为新兴的煤炭、

电力能源基地，物产丰富，道路贯通，山水竞秀，碧野万顷，呈现出了经济繁荣，

金融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崭新面貌和时代色彩。1995年

下辖20个乡镇，总面积1613平方公里；人口108万人。

在历史的长河中，境内货币信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原始社会末

期，为适应产品交换的需要，氏族部落的远古先民们已使用实物货币，随着人

类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逐渐演变成贝币、布币、刀币、秦半两、汉五铢、唐开元

通宝、宋元通宝等古代货币。清代流通的货币以白银、铜钱为主，民国初年时兴

私票，建国后，统一使用人民币。在货币演变的进程中，货币兑换、信用借贷应

时而生，明代，境内已出现了当铺，清代，特别是1912年津铺铁路通车以后，境

内的银钱业日渐兴盛。1925—1933年间，已有钱店、钱庄、银号10多家；兼营

存款、放款、兑换等金融活动的商号和在各集镇的银钱桌子计100多家；其中：

规模较大的有恒祥钱庄、汇泉永钱庄、德和钱店、德祥堂钱店j义记钱店和汇兑

乾兴号等。1933年，汇泉永钱庄因滥发私票，竞争对手借机推波助澜，引发一

时轰动邹县的“京钱”暴兑事件，致使汇泉永一败涂地，民众受害者不计其数。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境内领导的农民运动中，由中共邹县工作委员会于邹西

冯庄村组建了全县第一个农民贷款合作社。1942年，邹县抗日民主政府在邹

县东部灰埠村设立“金库，，，是北海银行在境内设立最早的银行机构。后来设立

北海银行邹县办事处，主要办理存款、放款、汇兑等银行业务，并围绕政府和军

事工作的需要支持革命战争，扶助翻身贫苦农民生产自救，促进农业生产，繁

荣城乡经济。

建国后，中国人民银行邹县支行设立，从此，境内的金融事业，在发展史上

揭开了新的篇章。全体金融工作者立足本职，勤奋工作，走过了白手起家，艰苦

{．与／I}-



2 邹城市金融志

创业的坎坷历程，无私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和心血汗水，换来了金融事业的

日益繁荣，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境内百废待兴，中共中央提出三年内实现财政经济状

况的根本好转，中国人民银行邹县支行根据当时全县的生产、生活需要和金融

工作任务，统一货币发行，组织货币回笼，紧松适度发放贷款，全力支持经济复

苏，促进了农民和个体工商业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国民经济进入“一五"计划

时期，县人民银行与县农业银行首次分设，针对当时的旱涝自然灾害，银行工

作的重点是支持农业战胜灾害，发展生产，积极迅速地组办农村信用合作社，

打击和消灭高利贷的剥削；在工商信贷方面主要是支持国营工商业占领经营

阵地，壮大国营经济，促使私营工商业改组并店，完成了“三大改造”任务。

在“大跃进"运动中，由于左的思想路线影响，金融管理松弛，为满足工农

业生产。大跃进"的需要，信贷失控，致使银行大量流动资金被挤占挪用，银行

工作受到了严重影响。1962年，国务院发布了银行工作“六条"，县人民银行认

真总结吸取三年“大跃进"时期的教训，加强了信贷管理与监督，严格守计划、

把口子、堵漏洞，深入企业搞活商品流通，资金由紧转缓，收到了较好效果，使

金融、物价趋于稳定，银行职能作用得到恢复和强化，达到了国民经济调整的

目的。 ‘，

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银行工作受到严重冲击，业务工作处于被动和

停滞状态，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乱，遵章不严，差错时有发生，服务职能削弱。

金融干部职工排除干扰，克服困难，依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用有限

的信贷资金支持“工业学大庆一、“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1975年，邹西农田

基本建设大会战开始后，银行工作的重点放在“三支两保"上，有效支持了湖水

东调工程和洪山口、庄里洼、石南万亩丰产方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此，全县金融工作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县农业银

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人民保险公司相继成立或复设，人民银行的职能作用

得到加强，金融工作立足于为经济建设服务，鼎力支持国家煤炭、电力重点项

目建设工程和地方经济发展，农村信贷工作的重点则以支持全县农村实行家

庭联产承包为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使工农业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大好局面。

1986—1995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10年，全县金融机构增加，队伍迅速壮

大，先后成立了太平路城市信用社、钢山城市信用社、中国银行邹县支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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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山东省兖州矿区专业支行、建设银行山东省邹城市电力专业支行、邹城市

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太平洋保险公司济宁办事处邹城市代办所，邮电局也

开办了邮政储蓄业务，形成了以人民银行为领导，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

行、建设银行为主体；保险公司、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等多层次、多样化金

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各家专业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

分工协作，联手发展，深化改革，务实创新，认真贯彻执行党的金融方针政策，

稳健向国有商业银行转轨过渡，努力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深入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根

据党和国家一系列方针、政策，全市金融工作摆脱了长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体制的束缚，改革了单一银行信用形式，扩大了信贷业务范围，调整了信贷和7

利率政策，加强了信贷和利息的杠杆作用，加大了外汇金融机构和业务的管理

力度，确立了人民银行与专业银行之间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建立了存款准

备金制度，使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的资金往来成为借贷关系。各专业银行充分

发挥自身的优势，增加存款种类，提高经营水平，改善工作环境，开展优质文明

服务，努力吸收存款，不断壮大资金实力。同时，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为中心，

着力调整信贷结构，盘活资金存量，优化贷款投向，防范信贷资产风险，促使企

业生产名优产品，搞活流通和繁荣市场，确保农业增产丰收，有力支持了国家

和地方经济的振兴和发展。

更新服务手段，拓宽业务领域。随着全市金融业务的发展和电子化机具的

推广应用，全市金融系统告别了以往“一把算盘、一支笔’’的传统业务处理方

式，走科技兴行之路，不断加快了电子化建设进程。用微机处理业务由储蓄记

帐，迅速扩展到银行的会计业务处理系统、储蓄业务处理系统、出纳业务处理

系统、业务报表和联行业务处理系统、办公自动化和人事档案管理系统、安全

监控和国库业务处理系统等，并且机型、功能、种类不断更新换代，储蓄网点上

机率达到了100％，部分专业银行实现了微机联网，储蓄业务在市内做到通存

通兑，对公业务通过联行电子汇兑缩短了进帐时间，加快了资金周转速度，提

高了资金使用效益。有的专业银行安装了自动提款机，开通了国内外电传，配

置了全国金融数据网通讯系统，使金融业务逐步跨出市域省界与国内、国际接

轨。银行电子化的广泛应用，提高了工作质量和效率，拓展了业务服务领域，相

继开办了信用卡、代发工资、外币存款、外汇贷款、国际结算、票据承兑贴现、金

融房地产、代企业发行债券、贵重物品代保管、代收水电费等新型业务，增强了

金融服务功能，促进了全市金融事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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