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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西支行办公楼南大门

莱西支行接待室

莱西支行办公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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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西支行储蓄所 支行储蓄所营业室

莱西支行水集储蓄所 水集储蓄所营业室



莱西支行火车站办事处 办事处营业室

莱西支行南墅办事处 南墅办事处营业室

莱西支行火车站储蓄所 储蓄所营业室



《莱西县人民、工商银行志》编纂成书了。它反映了我县国民收

入和社会产品进行分配和再分配的过程，强烈地体现着国家的社会

性质和经济政策。修志的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工农业生产蓬勃发展，商品流通日趋繁荣，国民收入的分

配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银行工作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越来越重要，已成为国家聚集分配资金的一条重要渠道，正沿着邓

小平指出的“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的方向发

展。当前银行面临着一项重要任务是搞好金融体制改革，以适应经

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形势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了解我县

金融事业发展的历史现状和规律，掌握反映金融情况的翔实资料，

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全面地分析现实情况，从而制定切合实际的

规划和措施，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事业。《莱西县人

民、工商银行志》的问世，为我们解决了这方面的资料和借鉴问题。

它系统、详尽地记述了莱西县金融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为建设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

《莱西县人民、工商银行志》是在莱西县志办公室的领导帮助

下，经过《莱西县人民、工商银行志》编辑组的全体同志努力的结

晶。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坚持“立足当代、反映历史经验、体现客观规律”的

原则，全面地、系统地、真实地反映了我县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

建国以来金融事业的发展和变革情况，具有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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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相统一的优点，是一本较好的金融资料书。综观全志， 图文并

茂，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记述较全面。不但记述了金融机构，货

币、信贷、结算的演变和发展，而且还记载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先

进人物，并记载建行以来各个时期银行工作的方针政策。文字简明

朴实，通俗易懂，是金融方面为四化建设服务的一部好资料书，也

是进行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教育的好教材。望我行全

体干部职工都能将此书全面的、系统的进行阅读，以了解和熟悉我

县银行发展历史，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好工作，为四化建设做出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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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西县人民、工商银行志》在县志办公室的领导和帮助下，

经过全体编纂同志近两年的努力，终于刊印了。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是整理、保存、继

承我国主要历史文化遗产，为四化建设提供借鉴和现实依据的千秋

大业。《莱西县人民、工商银行志》是地方志的组成部分，对于研

究我县金融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尊重历史原貌和实

事求是的原则，搜集整理有关历史资料和档案资料编纂而成。它对我

县建国前金融事业概况的介绍，原则上起自有据可依的历史时期；

对于货币资料的搜集，勘验历史上最早的贝壳时代；对于货币沿

革的基本概述，从鸦片战争开始，而比较详细的情况是从解放战争

进行的；对于金融机构的沿革，是从1942年开始的。它着重突出了

建国后三十六年来我县金融事业的发展过程，详细介绍了莱西县人

民、工商银行在各个历史时期中通过货币发行、信贷管理、结算制

度、储蓄存款、保险金融等各项业务的开展，在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

政策，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所进行的工作，借以反映在各个历史时

期金融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也记述了机构、人员及其它业务发展情

况。本志包括了工商银行的全部情况，并把工商银行的性质做了具

体的叙述。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由于水平所限，加之我县与莱阳几次分合，

给资料搜集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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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指导和帮助我们完成纂写本志的县志办公室的领导及其他与

之有关的同志谨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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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事记

1 938年

、8月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北海银行”成立，发行地方流通

券：北海银行币。北海银行起初为公私合营有限公司性质。在25万

元的总资本中，有17万5千元民股，占总资本的70 070。总行设在胶

东北海地区的掖县，并在黄县设有分股。

北海币进入市场，打击了伪钞，杜绝了法币外流， 保护了法

币，对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40年
●

9月 发表《彭德怀关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政策的论

述》。(详见附录一)

是年 “山东省战事工作推动委员会”成立，北海银行在渤

海、胶东、鲁中、滨海、鲁南等地相继建立了分行，发还了民股。这

时，北海银行组织机构尚未健全，大部分县未设办事机构。但银行

在发行货币、保障供应、发放农、牧、盐等业贷款方面发挥了很大

作用。日军投降后，北海银行将主要工作转向城市，重点扶持工商

一 业的发展，稳定金融物价。

1943年

7月 发表《邓小平关于货币政策的论述》。 (详见附录二)

t947年

i 1 o月24日 中共中央批准华北财经会议报请的各解放区货币兑

换比价。(详见附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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