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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序

’适逢中国人民银行成立50周年之际，喜闻《中国人民银

行文登市支行志》即将定稿付梓，这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创

建金融文化的又一成果。翻阅志稿，感慨良多，欣然作序。

’文登的人民金融事业发端于抗日战争时期，最早成立的

人民金融机构是北海银行东海支行，其后文登办事处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北海银行改为人民银行，当时文登境内先后

有人民银行文登办事处、大水泊支行、文登县支行、昆嵛县

支行等。五六十年代，随着行政区划的变动，。文登境内的金

融机构也变动频繁。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人民银行独立行

使中央银行职能以来，文登市的金融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

展。到1998年7月底，全市各项存款达53．92亿元，各项贷

款达39．16亿元，比1 978年底增长83．2倍和37．8倍。文登

市金融系统积极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生产、流通、消费等

各个领域提供了全方位服务。中央银行的职能得到进一步的

+加强和发挥，一个以人民银行监管为核心的多层次大监管体

系已经形成。可以说，文登金融系统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金融事业呈现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50年来，文登金融的历史可以说

主要反映在人民银行的历史中，要把这半个世纪人民银行在

文登的活动详细地记载下来，特别是在人员少、监管任务较

重、。一无经验二无先例的情况下，完成这一浩繁的文化工程

谈何容易。但文登市支行的领导和同志们以高度的历史责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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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和事业心，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多方搜集资料，在较短的

时间内写出了一部比较详实完善的志书，特别值得庆贺。这

部志书，坚持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

事求是，运用大量的资料、数据、照片和图表，反映了人民

银行文登市支行50年来的历史。尽管在资料上可能还有需

要补充的地方，但这部志书对了解文登金融史，特别是了解

文登人民银行历史，有着极为重要的资料价值，它必将起到

“资政、存史、教育"的作用，我相信这也是他们修志的目的

所在。

在过去50年里，金融事业取得了党和政府满意的成就，

在促进经济发展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展望未来，金融改革开

放任重道远，十四大、十五大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宏伟目标，使金融系统面临机遇与挑战，经济中的结构性

问题使金融业负担沉重。要实现金融体制改革的成功，一方

面要千方百计筹集融通更多的资金，为国民经济登上新台阶

服务；另一方面，要加强对货币信贷的宏观调控，维护货币

稳定，强化金融监督管理，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营造一个

良好的环境。“鉴古而知今”，要完成金融体制改革的长远目

标，了解过去的经验教训是非常有益的，这样方能把握今天、

着眼明天。希望文登市金融系统的同志们能从《中国人民银

行文登市支行志》中汲取有益的东西，结合实际，搞好金融

工作，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祝愿人行文登市支行在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续写文

登金融史上更加辉煌的新篇章。

饬，j1他
I

1998年9月

。

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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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上限始于1942年，个别章节追述到清朝末年；下限止于1997年，

个别章节延续至1998年。

二、本志主要以1997年文登市境域为记载的地域范围，包括1941年12月

至1956年3月文登与昆嵛两县期间若干史料。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等表现形式，以志为主。

四、本志以图照、序、概述冠前，大事记、附录殿后，中间设志12章45节，

约43万字。若干业务涉及到多个章节，一处详记，其它简述。

五、对先进人物的收录标准为获得县级及以上劳模、地(市)级及以上先

进和上级行授予各种荣誉称号的正式职工。集体荣誉收录标准为荣获上级行授

予的各种称号。

六、本志采用公元纪年，计量单位以国家标准为准，个别采用旧的计量单

位。币种和券别以中文大写为准，如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万亿元角分等。

金额、数量、阳历纪年等采用阿拉伯数字记载。

七、中国人民银行文登县支行、文登市支行简称支行，个别地方为避免混

淆，简称人行文登县(市)支行。涉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名称时，采用金融机构

简称加上文登县(市)支行或支公司等形式，如中国工商银行文登县(市)支

行简称工行文登县(市)支行；中保财产保险公司文登市支公司简称财险文登

市支公司I文登市城市信用合作社简称文登城信。

八、本志编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

人行文登市支行50年来的发展历史，力求做到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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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

(一)

概 述

文登位于胶东半岛东部，地处北

纬36052’～37。23’、东经121043’～122。

19'之间，北、东、西南分别与威海市

的环翠区、荣成市、乳山市为邻，南

临黄海，西北与烟台市的牟平区接壤。

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在此

居住，繁衍生息，北齐天统四年(公

元568年)置县，以文登山而得县名。

据史料记载，秦始皇东巡曾路经文登，

召文人登文登山歌功颂德，“文登学"

的美誉广为流传。境内的昆嵛山，史

称“海上仙山之祖”，是道教全真派的

发祥地，古代文化源远流长。武德元

年(公元618年)，登州州治设于文登

城。20世纪30年代后，文登成为中国

共产党胶东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

之一。1940年6月，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文登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1941年

12月，析文登县置文西县和文登县，

后文西县改称昆嵛县。抗日战争胜利

后，东海专署移驻文城。1950年6月，

东海专区改为文登专区。1956年3

月，文登专区撤销，昆嵛县与文登县

合并称文登县。1988年10月24目，

国务院批准撤县改市，为省辖县级市，

由威海市代管。

新中国成立后，文登人民结束了

封建统治，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由

于受“左"的路线干扰破坏，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走过了曲折的发展道路。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登人

民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坚定不移

地实行改革、开放，掀起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新高潮。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两手抓，两手硬，取得了世人瞩

目的成就，跃居全国经济综合势力百

强市和山东省经济强市的行列，并成

为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典型

单位。文登人民创造了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辉煌业绩，文登成为风光秀

丽，经济发达，政治稳定，人民安居

乐业的现代化沿海开放城市。

}8—-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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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历史悠久的文登，境内金融业的

诞生和发展，随着历史的沧桑，经历

了纷繁复杂的演变历程。至清代，通

行银钱复本位制。典当、银号、代理

钱庄日渐兴盛。乾隆年间，仅大小当

铺即有200余家。清末，流通的货币

主要有银两、制钱、铜元、银元和纸

钞等。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英国

强租县辖威海卫，设于威海卫的泰茂、

和记两家外商，分别代理英国汇丰、麦

加利银行的业务，外国的金融资本侵

入境内，直至1930年民国政府收回领

土主权，设立威海卫独立行政区为止。

民国初期，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

党政府分别发行袁世凯像银币和孙中

山像开国纪念银币，境内均有流通。

1933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宣

布“废两改元"。1935年11月，国民

政府又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

(后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

定货币。但由于军阀混战，地方势力

割据，政令不一，兵祸不息，驻威海

的国民党第七区专员郑维屏和文登县

政府、地方武装趁战乱之机，大量印

发各种名目的钞券，强制摊派流通，金

融风潮迭起，市场混乱。多如牛毛的

土杂钞，使百姓深受其害。1940年，日

军侵占文城后，伪华北临时政府的联

合银行兑换券(联银券)在境内日伪

占领区内流通。在军事侵略的同时，进

行经济掠夺，并对抗日民主政府领导

的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企图扼

杀抗日斗争。

(三)

1941年3月和1942年8月，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北海银行东海支行和

文登办事处，相继在境内成立，人民

金融机构从此诞生。在艰难困苦的斗

争环境中，支行和办事处，随抗日民

主政府转战抗日根据地内，发行北海

币，支持民主政府的财政支出，针锋

相对地对敌伪开展货币斗争。经过禁

伪币、保法币、禁法币和抑制法币、伪

币及土杂钞的复杂斗争，巩固扩大北

海币的货币阵地，粉碎日本侵略军和

国民党地方武装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

和金融秩序的破坏，通过发放低息、无

息货币和实物贷款，扶助生产、救灾，

为克服解放区的经济困难，稳定物价，

巩固民主政权，壮大革命斗争力量，赢

得文登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

1949年11月，北海银行文登办．

事处改为中国人民银行文登办事处。

1951年3月，办事处改为支行，同时

履行金融管理和业务经营的双重职

能，直至1986年7月人、工两行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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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文登支行在这一时期的创业奋斗

史中，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金融

政策和上级行的指示，尽管在“文化

大革命"中受到“左”的干扰，但始

终沿着自我发展、自我壮大、自我完

善的路子前进。在城乡普设金融机构，

健全金融网络，扩大金融队伍。曾先

后增挂农行文登县支行、工行文登县

支行的牌子和分设农行文登县支行。

坚持立足文登，以发展地方经济和推

动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为己任，积极

宣传党的金融政策；发放人民币，兑

换旧币；忠于管理职守，打击金融违

法犯罪活动，巩固和提高人民币的声

誉和地位；深入城乡，开办各类存款：

储蓄业务，筹积资金；拓宽服务领域，

扩大信贷规模，为全县的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提供资金保障服务做出了应有

的贡献。从1956年文、昆两县合并至

1985年的29年间，文登县的各项存

款由649万元增至35019万元，增长

53倍；储蓄存款余额由306万元增至

23967万元，增长77．3倍；各项贷款

余额由1104万元增至38334万元，增

长33．7倍。29年间，工农业总产值由

7312万元(按1957年不变价计算)，

增至89837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

算)，按可比口径增长6．6倍；财政总

收入由667万元增至4370万元，增长

5．6倍。

(五)

1986年7月22日，根据国务院

关于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

定，人行文登县支行与工行文登县支

行正式分设。

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来，在

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经过12年的

不懈探索和努力，取得了许多宝贵经

验。一是在原有金融机构的基础上，新

的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

来。相继建立城市信用社、中国银行

文登支行、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中信

文登办事处、农业发展银行文登市支

行、中保财险、寿险支公司和典当行。

文登境内共有13家金融机构及164

个下属机构。开创了以中央银行为领

导，以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

为主体，以政策性银行、城乡信用合

作组织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为补充

的，多种机构并存、分工协作、I相互

支持的金融组织体系的新局面。二是

强化监管职能。按照中央银行的监管

职能、县级支行的权限和国家的金融

法规，尽职尽责地监管。对拟设立的

金融机构及拟任职的高级管理人员进

行初审，维护中央银行审批市场准入

关的权威性；对各金融机构的帐户、结

算、现金、利率、资产负债等日常业

务经营合规性进行有效监督，把金融

法规落到实处；督促金融机构完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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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机制，堵住漏洞，防范金融风险；加

强外汇管理，维护外汇市场秩序；查

处各种金融违规行为，打击各种金融

犯罪活动。金融监督管理工作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三是全力支持地方经济

建设。支行积极指导、支持各金融机

构在政策法规范围内，通过各种渠道

融通汇聚资金，全心全意支持农业、工

业、商贸和交通、邮电等基础产业的

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

推动文登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仅工业

方面，支行及各金融机构贷款培育了

60多个年产值过亿元或利税超千万

元的骨干企业。1986～1997年12年

间，文登县的各项存款余额由3．5亿

元增到49．8亿元，增长13．2倍；储

蓄存款余额由2．4亿元增至42．4亿

元，增长16．7倍；各项贷款余额由

3．8亿元增至38．7亿元，增长9．1

倍；工农业总产值由9亿元(按1980

年不变价计算)增至326亿元(按

1990年不变价计算)，按可比口径增

长20倍；财政收入由0．4亿元增至3

亿元，增长6．5倍。支行及各金融机

构对文登的四化建设所做出的贡献，

受到文登市委、市政府及上级行的高

度称赞及表彰。四是加强自身建设，支

行大力开展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

宗旨、以金融职业道德为核心、以培

养“四有"新人为目标的精神文明和

金融文化建设，树立了中央银行的良

好形象。

半个世纪的奋斗历程，有成功的

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随着金融体

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人行文登市支行

，将以稳健的步伐，迈向21世纪，创造

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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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机构沿革

第一节民间金融机构

当铺清代境内有当铺，需钱者

以实物作抵押向当铺借钱。乾隆年间，

境内当业兴隆，大小当铺200余家，资

本2000"-'5000两白银不等。嘉庆七年

(1802年)，黄县富商携银10万两，在

县城东关设当铺3处。后“银价日

昂’’，小本当铺渐渐停业，所剩不足50

家。黄县富商所开办的3家当铺有2

家由文城迁至乡间大集。道光六年

(1826年)，文登县令按籍追派当贴，

小本当铺再次歇业，存留不过20家。

时，外地富商乘机携资来境内开设当

铺，资本均不下万、千两白银。光绪

二十年(1894年)，境内共有当铺30

家，其中资本较大者有县城当铺街

“裕昌"当铺，为黄县富商丁姓开设；

汪疃集的“南当"和“北当”，其“南

当"为黄县富商开设，其。北当’’为

栖霞县牟氏庄园所有。

辛亥革命后，时局动荡，境内当

铺纷纷歇业、迁走、倒闭。至30年代

末，全部消逝。改革开放后，1993年

又出现典当行。

当铺以实物为抵押品向当主放

款，当额一般在实物应值价的5成以

下，质押期限为6个月至1年不等，利

率月息一般为2"3分，过期不赎，抵

押物即被没收，由当铺拍卖。

钱庄钱庄、银号和票号性质基

本相同，以经营存款、放款、汇兑为

主要业务。小本钱庄、银号仅从事兑

换业务，大本钱庄、银号还办理存、放

款业务、开发庄票、‘发行银钱票。据

历史资料记载，文登未有官办钱庄。清

末，仅有烟台、威海卫等地的大钱庄，

委托县内富商在境内县城及较大市集

设5家代办处，办理汇兑业务。至30

年代末相继撤销。 ，

银号境内银号较多，均为商号

兼办。据史料记载，清末境内有商号

兼办银号164家。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县城的绸缎商“协增利"对外经

营放款，开发庄票“青票”，与青岛钱



6 中国人民银行文登市支行志

庄、银号、商号交割汇兑，商人称其

为“钱店’’。有名气的绸缎商“万寿

合"，烟台常有4家钱庄住员，对外放

款。宋村集有5家商号“杂货店’’以

经营杂货做掩护，到烟台、威海卫等

地的钱庄，以8厘的利息贷回，再以

高利3分放出。

1932年(民国21年)，县城有64

家商号兼银号，其中，北壕街的“福

生祥"，城里的“合生栈"、花布绸缎

店“万寿合"、“福生成”、“协增利”，

杂货商“同泰"、“六兴仁”、“洪寿

盛”的资本较大，业务较广，发行庄

票和银钱票；在乡村，宋村集有5家，

葛家、高村、汪疃等集另有5家。其

他市集均有商号兼银号和银钱桌子，

每逢集日存、放款。

第二节北海银行分支机构

东海支行1941年3月，文登境

内设立北海银行东海支行，支行行长

王仁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东海行政

区内设立的第一个人民金融组织。至

1943年，下设营业、会计、出纳、总

务股，干杂人员25人，武装86人，共

111人。

1941～1944年6月底，支行在东

海各县相继成立荣成、文登、文西、牟

海、牟平、海阳6个办事处(威海因

解放区狭小未设办事处，农贷工作由

文登兼办)。1946年3月东海支行移

址威海，改称“北海银行威海支行”，

威海支行下设石岛、文登、乳山3个

办事处。其他办事处撤销。

1946年11月30日，北海银行胶

东分行进行机构调整：威海、烟台两

支行保持不变，恢复增设东、西、北

三个海区支行及滨北支行。

1948年9月，根据北海银行总行

会议决定：银行机构原则定为三级制，

支行一律不兼县之具体工作。

至1949年2月，东海支行共辖昆

嵛、文登、海阳、桃村、威海、荣成、

石岛、乳山、牟平、牟东10个办事处。

文登办事处 文登县1 942年8

月成立北海银行文登办事处，主管员

(主任)吴炳业。主要职能是加强抗日

根据地经济建设，发展农村经济，增

加农业生产，扶助工商业发展，统治

对外贸易，开展对敌经济斗争，巩固

根据地经济基础。至1943年，共有干

杂人员15人，武装人员4人。住址流

动不定。1945年后，随着政治、军事

形势的稳定，住址先后在河西、埠口、

万家庄、高村。1946年5月1日，文

登办事处撤销。11月份，又根据胶东

分行机构调整方案恢复。1949年11

月改称中国人民银行文登办事处，总

人数达4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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