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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市金融系统的修志同仁十多年广集史

料，辛勤笔耕，终于编纂出了第一部反映芜湖市

金融发展史的专业志——《芜湖市金融志》，这是

芜湖金融界一件盛事，对芜湖金融的体制改革有

深远的影响。 ． ，

叶． 历史是连续不歇的长剧。芜湖金融业曾经历

过潮起潮落兴衰荣辱，创下了辉煌业绩，构建过

往昔的市场模式，造就了几代金融英才，留下轰

轰烈烈的历史画面，在安徽近代史上写下了不朽

篇章。 ．

历史是连续不歇的交响乐。前人谱写了序曲，

拉开了序幕，后人继往开来谱写出一部部乐章，在

文明主旋律中将文明由一个高潮推向又一个高

潮。

唯物主义地直书史实，是史家的天职。“千秋

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

金融在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历史上得

到淋漓尽致地证实。改革在进行，经济在发展，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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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机制在形成。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改革大潮中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

得更加突出。历史赋予金融的使命如此之大，反

映金融史的专业志金融志在史志之林中应有一席

之地。

《芜湖市金融志》多方位反映金融业历史变

迁，为芜湖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积累了丰富的历史

经验。值该志书出版之际，向为芜湖金融事业作

过贡献的同志们深表谢意。祝愿芜湖市金融业在

新的历史时期，沿着新的发展轨道，作出新的更

大的成就。

范德福

1997年8月



序 言

‘

《芜湖市金融志》，从1986年至1997年，在

广大金融工作者的关心支持下，经过编纂人员的
辛勤耕耘，今天终于成书问世了，这是芜湖修志

史上的丰硕成果，值得庆贺。
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盛世修志，已成为各

界的共识和迫切需要，《芜湖市金融志》就是在日
益增强的社会金融发展中，适应对历史的追溯、辩

思、借鉴而编纂。它记述了芜湖金融业发展变化

的轨迹，反映了芜湖广大金融工作者为金融事业

振兴和繁荣而苦苦追求的奋斗业绩，为启发后人
提供了教材。 ，

《芜湖市金融志》时间跨度大，内容十分丰富，

上自清朝嘉庆年间，下至公元1990年。它纵贯几

个朝代历史，不仅可为当代服务，而且具有长久

的历史文化价值。

金融伴随着商业的荣枯而起落。芜湖商业是

以大米生意为先导的，由于米业的兴盛，芜湖便
逐渐成为全国著名的米市，随之产生金融工具为

之服务，于是又涌现了大量的票号和钱庄。在现

代银行设立之前，票号、钱庄是金融业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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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大清银行筹建成立及

商业银行的崛起，钱庄与银行相伴，各垒半壁河

山。

芜湖金融，到了民国年间有一定发展，不仅

有安徽地方银行，而且有官僚资本中、中、交、农

银行，中共苏维埃政府也于1928—1931年间将中

央金库秘密设在芜湖。

新中国的成立，为芜湖金融业开辟了广阔的

前景。首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新型的金融

体系，金融业得到了蓬勃发展。特别是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

政策，金融改革随之展开，并逐步深化，形成了

以中央银行为领导，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其

他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格局。新的金融机构和新

的业务种类的不断增加，使芜湖金融业呈现出一

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正为芜湖经济稳定、快速、健

康发展贡献力量。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让我们借鉴金融史志，

支持经济发展，促进金融繁荣，革旧布新，搏击

未来，努力开创芜湖市金融事业的新天地。

2

蒋维旺7．

1997年9月12日于芜湖



凡 例

一、《芜湖市金融志》记述芜湖市近、现代金融业的

历史及现状，是地方性、专业性历史文献。

二、本志上限清末，下限1990年，对需要溯源浚流

的史实适当延伸。

三、本志体例采用志、史、记、表、传，以志为主体，

其中<通用货币>破例使用史的形式。

四、本志依现行社会业务分工设置篇章，各章甚至节

都具有相对独立性，偶有交叉。

五、本志资料来源于南京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

图书馆、上海市人民银行档案库、．上海市图书馆、安徽省

档案馆、安徽省图书馆、芜湖市档案馆及芜湖各银行档

案、调查采访实录。不注明出处、不作注释。鉴于多种因

素，有的资料无法搜集完备、考证而难免缺漏，则保持本
7

来面目，以待后来续修时补正。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使用文字、标点、数字、

计量均按国家规定的统一规范书写。历史朝代称号采用

通称，如清朝称“清"，中华民国称“民国"。涉及日伪傀

儡政权机构，则冠以“伪”字。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

中国”或“共和国”。记叙时间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

成立前、后称共和国成立前、后。

七、有影响的事件采用专记，对社会有影响的人物，

不受籍属限制立传略。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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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芜湖向来为皖南商品集散中心，号称全国四大米市

之一，商贸发达，金融活跃。
。 。

清嘉庆(1796m1820)年间，芜湖有数家典当，山西

的日升昌、三晋源几家票号来芜开张营业。道光(1821—
1850)年间，票号钱庄各有十余家，经营业务由单一兑换

扩展到存、放款。同治及光绪(1862—1882)初年，芜湖
商业兴起，米市由镇江移入，广(州)、潮(州)、烟

(台)、宁(波)各路米帮云集江城，沪、汉各埠商往愈频，

皖南最大的商业都市业已形成。泊来的外币洋元流入芜

湖，通用货币由单一的银两更为两、元并用。光绪二十年

(1894)后，米市兴旺，钱庄有二十多家，业务延伸到埠

际汇划，以米款为大宗，年进出达1300余万两。光绪三

十四年，芜湖最早的银行裕皖官钱局设立分局，结束了旧

式钱庄业八十余年的“一统"历史。宣统元年(1909)，皖7

省首设的大清银行在芜开业，发行大清银币及钞券。清

末，随着以米市为龙头的商业经过三十年迅速发展，钱庄

业的发展步入它的第一高峰期，营业达三十多家。

民国初年，战事迭起，金融颇受打击，芜湖钱庄停歇

殆尽，仅存一家。1914年，中国银行在芜开业，次年交通

银行接踵设立，1919年邮政储金局在芜设立营业。从此，

现代金融机构以其雄厚的资本、先进的经营方式及优越

的地位，在银钱业中取得长足发展。基础稳固的旧式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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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