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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序 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十余年来，是我国建国以来政治、经济形势最好

的历史时期之一，徐州市的金融工作迈入了蓬勃发展、日新月异的新阶段。“盛

世修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存史资政的重

要作用。编纂社会主义新志书，是我国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徐州市金融志》是徐州市第一部金融专业志书，它如实地记载了徐州金融

业的历史和现状，叙述了徐州金融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地位、作用、问题和局

限。在本志中，我们没有条件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也不可能探索以往的金融演

变规律，只是竭尽所能提供一些有关的历史资料，供研究参考，以期达到前有所

稽、后有所鉴之目的。

《徐州市金融志》的编写，是在市地方志办公室和省金融志编纂委员会的直

接领导下进行的。在编写过程中，我市金融系统许多同志参与编写，提供资料，

对编志工作给予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徐州市金融志》编辑室的全体同志，经过6

年多的辛勤工作，执笔编纂。值此志书编成之际，对上述有关同志致以诚挚的感

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资料不全，难免疏漏，错误之处，恳请指正。

王林

1994年8月．



2 凡例

凡． 例

一、《徐州市金融志》(下称本志)为行业志。以“详今略古’’的写法，实事求是

地记述徐州市金融业的历史状况。重点记述徐州解放后的金融业务状况。

二、本志记述的区域范围，以现行行政区划为准，少数特殊情况例外。

三、本志的时限，上限货币一章起自商周，其它章节多起自近现代，下限至

1987年。组织机构等个别章节，有的延伸至1990年。

四、本志以类系事，按类横排；每类事项，按时间先后，纵向记述。既按照志

书体例编排，又兼顾各类金融机构不同业务的特点。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

以文字记载为主，辅以照片、图表等资料。

五、本志分章、节、目三个层次，章系大类，节为类中的独立内容，目是节的

组成部分，列顺序数。全志有14章，约45万字，并设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附·

录和后记。

六、本书中所列的人民币，除另有注明者外，均系1955年3月1日发行的

新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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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徐州是我国重要的交通枢纽，自春秋战国时期，发展为商业都会。随着商品

交换的兴起，最早在徐州流通的海贝于铜山县高皇庙古遗址中出土。宋朝之前，

流通金属币，元代始发行交钞纸币。明末，徐州已有典当。清嘉庆年间建立钱庄，

清末，市区锦丰庆、祥顺永两家钱庄开业，经营货币兑换、银钱保管、发行钱票

(类似货币的兑换券及汇票)、办理借贷等项业务。明清时期，徐州市场上银、银

元及纸币伴流。

清末民初，津浦陇海两大铁路相继开通，徐州为这两大铁路交会之地，交通

促流通，商贸业日盛，津沪的工业品及苏、鲁、豫、皖四省毗邻各县的农副土特产

品在徐集散量大增。1919年，徐州市区的钱庄、银号扩展到13家。另有发行钱票

的商号20余家。这时，旧式金融业(钱庄、银号等)占据徐州市场，金融业已初具

规模。1932年，徐州市区的10家钱庄、银号的资本达16．2万元，年营业额为

57．8万元。

民国初年，徐州流通银元、铜元及纸币，同时，钱庄、银号及一些商号发行的

钱票、兑换券也混迹市场。由于币制没有统一管理，纸币、钱票、兑换券种类繁

杂，发行过量，面值不一，其间也不断出现钱庄、银号倒闭，发生挤兑，市民深受

其害。

徐州市现代金融业的兴起，始于民国元年(1911年)11月，交通银行在徐设

立机构。继而民国4年(1915年)中国银行在徐设立汇兑处。民国7年(1918

年)英商华隆洋行保险部在徐首创保险代理业务。到抗战前徐州共有7家银行。

在徐银行除国民银行系总行外，其它各行均属分支机构。此时，官僚资本银行控

制徐州金融市场的局面开始形成，并掌握徐州经济命脉。民国22年(1933年)币

制改革，民国24年起(1935年)由政府集中发行法定货币，全市流通货币趋于统

一。

抗战前，金融业对徐州工业生产、商品流通、交通运输给予了一定支持，但

条件荷刻，盘剥较重，使徐州经济的发展步履艰难。

抗日战争爆发后，民国27年(1938年)5月徐州沦陷。日伪初期，徐州隶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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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伪政权，到民国31年(1942年)又划归南京汪伪政权。日伪时期先后设立银行

11家。其中，日本经营的4家，伪政权经营的3家，私营的4家。另外尚有钱庄3

家。金融业一时畸形发展，开设银行较多。

日伪初期徐州流通的货币有“日本军用手票"、“朝鲜银行票’’、华北伪政权

的“联银票”。后期改为流通南京汪伪政权的“中央储备票"直至抗战胜利。徐州

沦陷期间，金融业的经营活动依附于日伪政权，属殖民地性质银行，多为日军侵

略而效力。此一期间，伪政权贪污成风、投机倒把盛行，市场混乱，货币贬值，严

重摧残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使人民生活陷于困苦灾难之中。

抗战胜利后，原有日伪官办银行，被国民党政府接收，商业银行大多自动停

办，仅有大中银行一家继续营业。不久，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相继复

业。同时中央信托局、中央合作金库、地方官办银行及私营商业银行等陆续开

业。到1948年11月徐州解放前夕，徐州市公私银行共有19家。

除以上较大银行外，各种形式的信用社兴极一时，市区有信用社联社及5个

基层信用社，包括徐属各县最多时曾有信用社460家，人社者达到14937人。信

用社原为互助合作性质的金融机构，放款只限于社员，但管理不严，各种金融活

动不受限制，因其经营灵活，有利可图，所以发展极快。

抗日胜利后到徐州解放前，徐州金融业呈现一时的虚假繁荣。主要是解放

战争时期徐州是军事战略要地，国民党驻军特多，银行靠巨额军费作支柱，不少

军官贪污军款，扣压军资存人银行生息；同时官办银行与军政要员勾结，大搞投

机倒把活动，买卖金银，屯积物资，牟取暴利，金融业获利较大。当时金融业不正

当地经营活动，对市场混乱、物价暴涨推波助澜。

民国37年(1948年)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在徐发行金元券，同时对主

要物资实行限价限购政策，企图稳定市场物价，安定社会秩序。但由于军费浩

大，货币发行过量，通货迅速恶性膨胀，改革仅两个月，即引起抢购风潮，市场物

价如决堤之水，一发不可收拾，物价一日数涨，金元券失去信誉，市场交易又多

以银元计价，金银黑市猖獗，利率急剧上浮，银行无法正常营业，在混乱中金融

业已失去职能作用。据统计，1948年徐州市区10家银行存款余额高达2 500多

亿元(金元券)，放款余额超过1 000亿元，如此庞大的数额，足见当时通货膨胀

之严重。

徐州解放前夕，在通货膨胀、百业凋零情况下，本市民族保险业也陷入困

境，它既无政府的保护与扶植，又缺乏竞争能力，各办理保险业务的机构均陷于

停顿、半停顿状态。

1948年12月1日徐州解放，市军管会金融都接管了旧金融机构。同年12

月15日北海银行徐州支行成立，于次年元旦对外正式开业。1949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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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物产保险公司在徐州北海银行内设立代理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1月1日北海银行徐州支行改组为中国

人民银行徐州支行。1950年1月3日徐州保险代理处改组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徐州办事处。

1949年市人民银行开展业务的重点是稳定市场物价，支持恢复生产，并严

格金融管理，取缔了金银黑市买卖和金融投机活动，建立了统一的金融体系和

统一的人民币市场。

三年经济恢复时期(1950^--1952)，市人民银行严格执行1950年3月政务院

颁布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积极开展货币管理、组织存款、建

立金库、灵活调拨资金等项工作。适时举办了“保本保值’’储蓄，以广泛吸收社会

闲散资金。在贷款工作上，支持国营企业对私营企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

经销代销等经营活动的资金需要，以保证国营企业对私营企业的领导。

．1953年起i国家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人民银行继续以大量的资

金支持国营企业发展壮大，支持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支持对私营企业实行社会

主义改造。同时，徐州保险公司开办火险、人身险及运输险等险种。1952年10月

交通银行办事处成立，属财政局领导，主要业务是对公私合营企业实行财务监

督和公股管理。1954年10月1日交通银行改组成立建设银行，开始办理基本建

设拨款业务。
‘

1958年“大跃进”期间，全民大炼钢铁，突出支持发展钢铁生产。银行片面为

生产服务，对企业贷款“要多少、给多少”，盲目支持生产，忽视应有的管理和监

督，信贷资金使用效率下降，企业资金周转缓慢，损失浪费严重。银行内部搞规

章制度的“大破大立”，批判“管、卡、压’’，打乱了银行工作秩序，造成银行帐务的

错、乱、慢，金融“三铁”信誉受损。同时，由于市人民银行精减机构，市建设银行

并入财政，市保险公司撤销，因此，金融工作的职能作用受到严重的干扰和破

坏。

1962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集中统一，严

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重申了对银行实行垂直领导，健全规章制度，严格现

金管理和信贷管理。通过清理贷款，搞活资金，人民银行的职能作用有了恢复和

强化。

“文化大革命”中，银行内部闹派性、打派仗，出现了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有

章不循，帐务错乱，信贷管理失控，存贷差进一步扩大，贷款中企业不合理占用

资金大幅度上升，否定银行管理作用，机构精简，人员下放，人民银行与建设银

行合并，银行职能作用又遭受更大地干扰和破坏。

．、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拨乱反正，金融工作逐步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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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徐州金融工作，根据国家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的新形势，步入改革和发展的新阶段。市人民银行从1979年起，实行“区别

对待、择优扶植”的贷款原则，以发挥信贷的经济杠杆作用，发放贷款强调要以

生产、经营适销对路产品为前提，改变以往单纯按计划供应信贷资金的办法，力

求提高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开办“中短期"设备贷款——即设备更新技

术改造贷款，贷款由流动资金领域扩大到固定资产领域，这是信贷体制改革的

一项重大突破，此项贷款开办后，有力地促进本市调整产品结构，大力支持徐州

发展能源、交通、基础原材料工业，从而较好地发挥了银行应有的职能作用。

1980年，市中国农业银行恢复，除继续办理农村传统业务外，积极支持农村

兴办乡镇企业，大力促进农村发展商品经济。市中国银行单设后，扩大信贷业务

范围，支持发展对外贸易，开拓金融涉外业务。市保险公司恢复后，增办多种保

险险种，使保险业务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为开拓资金来源，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各专业银行陆续开办信托、投资、证券、信息咨询等业务，逐步扩大金融服务

范围。

1980年信贷计划管理办法改为“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勾、差额包

干"，彻底改变三十年一贯制统存统贷的老办法。新办法有重大突破，多吸收存

款，可以多发放贷款，以发挥基层银行自求平衡，独立发展的积极性。后于1985

年又进一步完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改为“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存实贷、相互

融通”。从此，打破了银行资金只能在本行系统内纵向调拨的陈规，打开了金融

业行际间资金横向融通的渠道。同时，人民银行对专业银行实行“存贷分户、按

实贷款”的新办法，并建立了存款准备金制度，从而确立了人民银行对专业银行

实行信贷资金管理的新体制。

1985年1月1日，人民银行徐州市支行改组为人民银行徐州分行，专门行

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原人民银行的工商信贷、城镇储蓄等业务，由新建的中国工

商银行徐州市支行接办。至1987年，徐州市组成以人民银行为领导，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为主体，保险公司、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证券

公司、融资公司、信用咨询评估公司等多层次、多样化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

的金融体系。随着金融改革深入发展，各专业银行间业务交叉竞争激烈。各行为

大力吸收存款，竞相增设机构，争办新业务，徐州金融业呈现出空前繁荣发展的

新局面。

1949年至1987年的38年间，徐州人民金融事业，不断地发展和壮大，在调

节货币流通，调剂社会资金余缺，支持生产建设和商品流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至1987年底止，全市各家银行的各项存款(含储蓄)

总余额为438 231万元，较1949年上升3 269倍，平均年增11 529万元，各项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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