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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

背面

此图是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副主席

敏I蚋惠宁同志同忆描绘的丁_迹



裂强



舌音 士
嗣 百

《丹徒县金融志》的编纂工作，自1986年

12月至1990年12月止，历时4个春秋。目的

是为了认识与掌握县情，探索金融工作的规
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一项

专业性、资料性的文献编纂工作。它不仅是继

承金融业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前有所稽，后有

所鉴，开拓未来。

金融业以货币与信用活动为范畴，司调剂

融通资金之职责。而金融业与丹徒县的生产建

设、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的改善均攸息相关，
故金融业之状况，为一般人所关注。

本志的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地、实事求是地

反映金融业的兴衰起伏，体现思想性、科学性

和资料性的统一，具有地方性和专业性的特

点，所述金融机构、货币流通、信贷业务等各

章、节，以详今略古为原则，较多记述新中国成

立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发展



史实。 ．

《丹徒县金融志》旨在总结经验，吸取教

训，古为今用，兴利除弊，不断完善金融体制的

改革，更好地为振兴中华繁荣丹徒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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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丹徒县金融志》记述丹徒县金融业的

发展，本着“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反映
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1911年，下限1985年，部份

章节作适当追溯和延伸。

三、本志结构为章、节、目。共11章，43
节，旧金融业典当、钱庄、银行、信用合作社，仅

述其概况，社会主义银行、保险、信用合作社按

机构、业务及管理等作较详的记述。

四、本志的概述，概括全貌，以冠志首，各

类章、节，据事直书，以时系事，顺年记载。
五、本志大事记，记载金融业的重大事件

和重大成就。

六、本志为语体文，使用文字、数字均按国

家规定的统一规范书写。以述、志、记、图、表、
录为主要表述形式，各表随文插附，力求达到

图文并茂。

七、本志资料录于各行、司、社和有关地

区、单位的文件、档案、报表、图书、报刊以及调

查记录等，均已整理校核，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八、各种称谓，均按记事年代称谓记述。如

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人民币
前的人民币称旧人民币，新人民币称人民币。

在统计表中，按旧人民币1万元等于人民币l
元计算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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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述

丹徒置县始于秦(公元前210年)，位于镇

江周围，地处长江中下游，境内有沪宁铁路东
西穿过，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

全县总面积868平方公里，其中：陆地占
92．5％，水域占7．5％。

全县辖10个镇，9个乡，291个行政村，总

人口(至1985年底)为459629人，总户数为

125715芦。

丹徒县金融机构出现的次序为典当、钱

庄、银行、信用合作社。从清朝创建而进入民国

时期的典当有16家，以李记典当为最早，建于

清咸丰辛亥(1851)，钱庄有25家，以晋源钱庄

为最早，建于清同治五年(1866)。银行有9家

以香港汇丰、华俄道胜银行设立的代理处和代
理行，建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信用合作社

3家，以黄墟改进试验区信用合作社为最早，

建于民国十七年(1928)。

民国十七年(1928)丹徒县改称镇江县。

1937年本县沦陷后，金融业日渐萎缩，至1948

年底仅有镇江县银行宝堰办事处。1949年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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