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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历代相传。中国志书，卷帙浩繁，它“资政明

俗"， “经世致角”j功用显著，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主义第一代修志在全国

陆续展开。1987年4月，在保定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指导和帮助

下，“五行一司，，联合成立了((保定金融志》编纂委员会及其领

导下的办公室，配备了专职编志人员。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全

体编志人员的努力下，历时二年，在完成部门志的基础上，又完

成了保定金融系统的行业志——《保定金融志》的编纂工作。

《保定金融志))的编纂工作，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坚持中共十一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本着

“详今略古"的原则，力求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记述

保定金融业的历史和现状，反映保定金融业的特点，努力做到思

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发挥“资政、存史、教仡”的作

用。

(《保定金融志》着重记述了保定解放后，社会主义金融体系

的建立与发展；记述了保定金融业在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时期，运

用银行的职能，在支持国民经济中开展的各项业务活动。从记述

的大量业务活动中，反映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从而进一步

促进保定金融事业的发展。

保定是京畿战略要地。解放前，历经战事；建国后，又遭

“文革”十年动乱，历史资料散失严重。加之我们水平有限，错

误之处在所难免，尚望有识之士，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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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保定金融志》为行业志。体例是，横排门类，纵贯时

间，立足当代，详今略古．既按照志书体例，又照顾各专业银行

特点，事近相聚，事同相并，共性从简，个性从繁，以体现地方

特点和行业特点。

二、本志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记文述事，采用现代汉语

的书面语言。

三、本志以文字记述为主，兼用图、表、录等形式。

四、本志编纂年代，上限起自春秋战国，下限到公元1986

年。个别章节也有延至1987年的。

五、本志除前言、凡例、概述外，分为编、章、节、目四个

层次，计4编、27章、69节，并附大事记一篇，全书共40万字。

六、1948年1i月22日保定解放前，着重叙述旧金融业的沿革

和兴衰。保定解放以后着重叙述了三十八年来人民银行，各专业

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业务及其发展过程。



概 述

保定市位手河北省中部，与京，津两市呈三足鼎立之势，素

有“南通九省，北控三关"、“京畿重地"之称，从公元1669
年．(清埭熙八年)至公元1968年，曾六次累计299年为河北(直
隶)省会，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

、保定市交通便利，京广铁路纵贯市区南北，四周公路纵横交

错。便利的交通条件，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已自然形成周围22县

的中心城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保定市的货币和金融业应运

而生，并得到逐步发展0。战冒时皴的舅耀v韶雨≯秦代的“秦半

罩霪黪釜汉代鹩搿五铼钱，，，都曾在保窀流遗。1895年清朝．庚子鼻蓊；鼋隧荠黼镶毙≥光绪至宣统年间流通铜元。公元1855年
(清咸丰五年)直隶省在保定设立官钱局，最早发行纸币(银票、

钱票)。到民国初年，银两、银元、制钱、铜元、纸币在保定混

用。公元1933年4月，国民党政府废两改元，定银元为本位币

后，市场流通货币有中、中、交、农四家官僚资本银行发行的

“法币”和河北省银行发行的“河北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

政府发行了仃关金券，，、“金圆券"。这些纸币都因政府经济崩

溃，滥印滥发，致使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失信于民。解放后，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统一全国货币，并采取了一系列稳定

经济的有利措施，赢得了人民的信任。
早在宋代，保定就有民闯经营“典当业”的。清乾隆末、嘉

庆初，出现了“票号，，，随之，钱铺、钱庄、银号也相继出现：

中国最早的银行一一中国通商银行子公元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

在上海成立后，次年即在保定设立了分行。1908年大清银行和交

通银行相继在保定建立分支机构，民间的钱庄、银号也得到一定

发展。到辛亥革命时期，因受时局影响，保定的银钱业一度萧

条。1937年9月保定沦陷后的日伪统治时期，通货膨胀，物价飞



涨，经济萧条，金融业发展缓慢。抗El战争胜利后，中国、交

通、农民、河北、清苑银行先后在保定恢复和建立，大部分私人

银号也先后复业。到1948年11月22日保定解放，还有银行5家，

银号15家，当铺2家。

保定解放，冀中出入口银行和冀中分行进城接管官僚资本银

行，组建了华北银行保定市办事处，1948年12月改为中国人民银

行。通过发行人民币．统一了全国货币。三年经济恢复时期，通

过实行现金管理．制止通货膨胀，调剂资金，支持了国民经济的

恢复和发展。以后，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各金融机构，

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调节市场货币流通，开展信用活动，办理

信贷、外汇，结算和保险业务，支持了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另q是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唐三中全会后，金融工作认真贯彻改革、

开放的憩方针，坚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实行“区剔对待，

择优挟植”的信贷原则j积极推进金融体制韵改革事、有力地促进

了国民经济奇射寺续，稳定、协调越寰展。、

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保定市的各种金融机构也得到了

相应的发展。到1986年末，已建有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工商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保

险公司，包括其所属基层单位，共有各种金融机构946个．一个

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国家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

协作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已经形成。各项金融业务也得到了迅速

发展。1986年末，全区各项存款余额25．115元(保定市10．2亿

元)，各项贷款余额37．2亿元(保定市15．7亿元)；’各类外汇贷
款余额1008万美元；1952年一一1986年完成基建投资45．7亿元
(其中保定市19亿元)；保险业务险种达到17个，1986年收入保

费1859万元。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保定酌金

融工作，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深化改革，勇于开拓。
稳步前进，为我国酌四化建设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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