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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是整理、保存、继

殍我国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为“四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

据的千秋大业。《胶州金融志》是地方志的组成部份，用新的观

点、新的材料，修一部新型的专业志，既是社会主义建设之所需，

又是后代子孙借鉴之必备。

1984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胶县支行在中共胶县县委，县人民

政府，县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下，组成编纂领导小组，具体布置和

按排本志编修工作。1985年10月各行领导研究决定，由四人组成金

融志编修联合办公室，具体负责草拟题纲，史料搜集和编修工作。在

搜集资料和编修过程中，曾先后邀请从事胶县金融业老同志座谈，

或赴外地走访，收集点滴口碑事实，查阅当地金融历史档案，及参

照人民银行历年来有关数据和总结材料，经反复查对核实，多次考

证修改，集成初稿，再经市志责任编辑撰修，予以订正而成本志。

编纂《胶州金融忑》人员不畏严寒酷署，搜集百余年史料，走

访二百余人次，整理撰稿，辛勤努力，历史两载，编修竣事。内容

以货币、信用、银行等金融史实和数据为主，按照辨证唯物主义观

点，忠于史料，略古详今，志成留传后世，可为金融工作者借鉴，

行将付印，特撰序以志。

高祀章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特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实事求是、存真求实为基本要求进行编纂，

使之成为新型的“一于全书”，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知

识性的统一，具有教育意义和适用价值，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二、本志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iN,4，凡涉及全局性重大历史问题

和事件，均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口径编写，

坚持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着重记述近代、现代的历史和现

状，力求体现当地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全貌及客观规律性，坚持实书

直叙的原则，编者观点寓于事实记叙之中，让事实说话，一般不加

评论褒贬。

三、本志谋章布局，坚持“事以类聚"横排竖写，采用章、

节、目三层结构，部份目下设子目，部份文后设附录，全志正文分

立概述、机构、业务、机关管理等十四章六十二节。

四、本志大事记上限1854年，下限至1988年。

五、本志采用图、记、志、表、等综合体裁，以志为主体．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力求文风严谨、朴实、简明、
通俗。

七、本志历史纪年，均以公元称呼，必要时用括号注明当时的

历史称呼。

八、本志内的统计性数字，习惯用语中的数字和成语中的数

字，一般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并以市统计局《国民经济统计资料》

的数据为准·

九、本志资料大部分录自本行档案资料，也有一部分是通过面

访、信访、社会调查搜集的活资料。

十、本志选用之图片、图表分别附于有关章节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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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胶州历史悠久，远在四千年前，原始氏族社会，即有先民定居，创造了灿烂的古代

文化。胶城在宋代为板桥摸，设市舶司，为当时垒国重要海运贸易商埠之一。1904年德

寇强筑之胶济铁路全线通车，海陆交通发达，经济繁荣。据《胶济铁路沿线资料调查》

记载：胶城大小商号有705家，最高资本囚至八千元，低者也在千元上下，以杂业为最盛，

土产、药材次之。有土布业、油业、药业、洋布业，煤业、酒业、纸业、煤油业、纸烟

业、铁业、毡业、洋广百货，饭馆等，年交易总额243．6万元，素有“金胶州、银潍县”

之称．直至青岛港口建立，才遮渐改变了胶州的政治、经济地位。

胶州商业的兴旺，为金融业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据民国志载s光绪年阅，小桥南头

街设有谦顺银号，宣统元年福祥号线庄开设。辛亥革命后，民国九年县知事设因利局，

民国十八年改为货款局。德和号、德增号、和济号，恒太成、亿利春等十三家钱庄相继

出现。抗日战争爆发后，同利银号，日伪大阜银行叉先后建立。这些钱庄、银号，专为

商号办趟存放、汇凳业务，打凳银缝。凡商号大宗交易，买卖双方老银缝，大多通过钱

庄存放，当时由于交通不利，铸翁笨重，不利携带，通过经庄进行银钱凳换，不仅减少

驮运、清点等手续费用，而且还省时省事，避尧途中抢劫，故深受欢迎．共业兴旺，获

利颇多。但在资本缺乏，兼商为业的情况下，经不起水患灾害，战祸袭击，军响杂税摊

派，币制改革，物价波动，以及官府制约等打击而倒闭停业。同利银号、大阜银行虽靠

地方官府之势，±豪±绅之助，终因币制改革，蚀尽资本，业务难维而停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国家金融机构相继建立。随着

工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商品流通随之扩大，金

融事业相应的发展。

胶县人民银行自建立以来，．认其执行党的各项政策，统一了货币，对民族工商业发

放了贷款，大力扶助贸易合作，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有计划发展地方企业，更好地为经

济建设服务。但是，建国初期，我国经济处于恢复时期，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还跟不上需

要，因而物价不稳。党和政府为了稳定金融物价，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创造有利条件，

予1950年3月，中央颁发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银行在贯彻这项决

定中，坚决执行了现金管理办法，把国家分散在企业、机关、团体、部队等单位韵大量

现金，集中到银行里用来支持国营商业掌握物资，加强国营经济领导市埸的物资力量，

有效地打击了市埸投机，金融物价得到迅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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