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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编史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历来是统治者借以兴邦治国的良策。编纂具有当代特

点，行业特点的新方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需要。编纂《保定工

商银行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央议》为镜子，根据客观资料，以新观点、新方法编辑保定金融的历史和现状，本

着“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彦的原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并突出地方

性和本系统的特点，以发挥资政、存史和教化作用。

金融业是伴随着商品生产的出现而产生，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因而无不

带有时代的色彩，保定也不例外。保定水陆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典当、票号，钱铺、

钱庄、银号、银行等金融业出现较早，并有了一定的发展。它们通过货币、信贷等手段，投机

钻营，巧取豪夺，集中大量财富，为维护其本身的利益服务。但其注重人才开发，研究

经济活动、洞悉市场信息、办理票据贴现，灵活融通资金等都是值得借鉴的。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为我所用，无不受益。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揭开了人民金融事业的新篇章。本志书除撰写部分解

放前金融活动外，主要记述了保定解放三十八年来，我行按照自身的职能进行的业务活

动，其中包括建国初期的加强现金管理，广泛吸收存款，制止通货膨胀，运用信贷和利

率杠杆，支持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支持工业生产和商品流通，促进国民经济

的恢复和发展等。1984年10月人、工两行分设。我行由中国人民银行保定市支行组建

为中国工商银行保定中心支行，统管保定市和22个县(市)工商银行的业务，以城市

为中心，形成以市带县，市县结合，共同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通过编纂行志，从大量的、系统的金融活动资料中找出固有的规律，可以总结经验，

吸取教训，做到古为今用，兴利除弊，有利于不断探索金融体制改革的新路子，开拓新

的领域，为党的金融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

中国工商银行保定中心支行行长 张锡竹

1988年12月



凡 例

一，保定工商银行志(以下简称本志)为行业志。体例以事分类，以时叙事，横排

竖写，既按照志书体例，又反映我行的特点，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内容以志为主，

兼用图、表，录等形式。

二，本志上起自春秋战国(货币部分)，下限到1986年。保定解放前内容，着重叙述

典当业，票号、钱庄，银号，银行等。由于搜集资料的局限性，解放前年代不大衔接，

记述较简。解放后则着重记述人民银行至工商银行的建制与沿革以及主要业务活动。

三，本志为章、节、目三个层次，计十章四十三节，全书共约三十一万字。

四、1949年一1956年2月，货币为旧人民币，为便于阅读，统折合成新人民币。

五，自本行成立以来，随着归属变化，六易行名，所以在叙述每个阶段的情况时，

亦映现出当时行名的简称，如z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营业部，称河北省分行营业部，

中国人民银行保定支行，保定市支行，统称保定市人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保定中心支

行，称保定工商银行。



概 述

保定市位子广阔富饶的冀中平原。南距省会石家庄市124．8公里。北与北京，天津

两市呈三足鼎立之势，东临华北明珠白洋淀，西倚逶迤千里的太行山脉，是一座历史悠久

的文化古城。自1669年(清康熙八年)至1968年，曾先后六次共299年为河北省会所

在地。

保定铁路．公路、水路等网络纵横交错，密切了城乡和外埠的联系，促进了经济的繁

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及金融业应运而生，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消长，演变。

在战国kJ．期保定为燕赵之地，刀币、布币曾在此广为流通。郑家相在《中国古代货币发

展史》中写道j“尖首刀多出于河间、保定、聊城等地刀。秦代的秦半两、汉代的五铢钱、

一两重的小金饼等，都曾在保定流通使用过。清代雍正九年(1732年)，又开直隶保定

鼓铸局(后称宝直局)设炉六座，钱幕镌满文“宝直彦二字，年铸青钱72800串。清末

民国初年，银两、银元，制钱，铜元、纸币混用。1933年4月6日，国民党政府废两改

元后，定银元为本位币。尔后，保定流通的货币有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官僚资

本银行发行的法币和河北银行发行的“河北票黟及日伪时期发行的“联银券打。1945年

9月保定恢复流通法币，关金券，继而又发行了金圆券。因国民党政府滥印滥发纸币，

货币急剧贬值，导致经济崩溃。

早在宋代，保定民间就经营典当业，清乾隆末嘉庆初，出现了票号。随之钱铺，

钱庄、银号相继产生和发展。中国最早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在上海成立不

久，即在保定建立了分支机构。1908年大清银行在保定设立分号，同年交通银行保定办

事处成立。辛亥革命时期，因受时局影响，银钱业一度萧条，特别是1912年3月1日的

“正月十三兵变劳(该日为民国元年阴历正月十三)，给商户造成的损失十倍于庚子八国联

军入侵保定之灾难，全市工商业及市民损失共计10，114，266元。保定金融业大伤元

气。此后，金融业稍有恢复和发展。1937年9月保定沦为日伪统治，物价飞涨，通货膨

涨，经济萧条，金融业发展缓慢。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官僚资本银行及商办银

号先后复业，但因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没落，通货恶性膨涨，金融业受挫。到1948年仅余

银行5家，银号15家，当铺两家。

1948年11月22日保定解放，冀中分行、冀中出入口银行派几十名银行干部随部

队进城，接管官僚资本银行，组建了华北银行保定市办事处。同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发

行人民币，为全国统一的货币，办事处陆续收兑边区币等十余种货币。打击倒卖金银活

动，并采取一系歹|J稳定经济、稳定物价的有力措施，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三十八年来改

造了私营银钱业。r实行货币管理调节货币流通，开展信用活动，吸收存款，发放贷款，



办理结算，发挥了金融枢纽的作用，促进了当地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解放初三年恢复

时期，对工商企业、机关、团体实行现金管理，制止通货膨涨，调剂资金，支持了生产的恢

复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广泛筹集资金，支持工商企业日益增长的流动资金需

要，促进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发挥了重

要作用，畎跃进力和调整时期，银行工作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敞开口子给钱，在资金
管理方面出现了严重失误。1960年以后，银行坚决执行守计划、把口子的任务，信贷工

作重新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合理运用信贷杠杆，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文化大

革命彦使银行工作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银行的职能不能得以充分发挥，1978年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银行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为核心，确立了“区别对待，择优扶

植弦的信贷原则，使贷款的投向更好地与发展国民经济和提高经济效益的要求相适应。

改革了流动资金管理体制，国营企业流动资金交由银行统一管理，从而支持了经济的迅

速发展。

1984年10月中国工商银行保定中心支行成立，行使专业银行职能，管辖保定市区

和地区各县工商银行业务。1986年底，各项存款余额119669万元，比1984年增长

160．9％(市辖62619万元，比1984年增长164．7％)，其中城镇储蓄74089万元，比

1984年增长170．4％(市辖33818万元，比1984年增长165．6％)，各项贷款余额

177762万元，比1984年增长1470A(市辖96114万元，比1984年增长150．5％)。

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我们将以志为鉴，勇于开拓，创新务实，深化金融改

革，充分发挥银行宏观调节作用，为促进生产力发展作出新的贡献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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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保定市金融业建置与沿革

保定历史悠久，经济发展源远流长。金融业是伴随着经济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典

当、票号、钱庄、银号到十九世纪末银行业问世，都和当时的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并

受经济的兴衰所制约，本志也充分体现了这一规律。

第一节典当业

典当业在我国南齐时由寺院创办。唐代由贵族经营，至宋代逐渐转为民间经营。清顺

治九年(1652年)、清康熙三年(1664)年两次规定各省当铺每年纳税银五两，清政府仅此

项收入每年便达十一万两。民国时期，废两改元后，典当又改为交归费12元。

一、抗日战争以前的保定典当业

保定当业历史悠久，清中叶已有当铺营业。至清朝宋年有当铺七家，押当四家。开

当铺者均是豪门巨富，资本雄厚。

1912年2月袁世凯密使北洋第三镇统制曹锟在北京，天津发动兵变，3月1日延及

保定，该日正是民国元年农历正月十三，故人们又称“闹正月十三黟或“壬子之变力。这次兵

变，商户所受损失十倍于庚子八国联军入侵保定之灾难，为前二百年未有的大浩劫。据解

放前商会资料统计，全市工商业及市民损失共计10，114266元，其中当商遭受损失为

767．422元(保和当损失159243元I同泰当损失133220元，定和当损失101678元，庆

兴当损失102308元，元吉当损失90290元，瑞兴当损失74500元’押当业德成号损失

550吊，九合成号损失280吊，庆丰号损失260吊)。经此沉重打击，保定当业大伤元

气，全部倒闭。
’

后来，保定经济逐步恢复，湖北督军王占元出资在保定红关帝庙开了一座规模较大

的当铺，名为“济世质库彦。到1925年，保定共有当业七家。如下表。 一

1931年，保定的当铺又发展到十六户，即源生当，德庆当、德庆分当、聚和当、益

丰当、玉丰当、玉丰分当、本利生当、利成当，万玉当、福顺当．同茂当、永顺成当，庆

丰玉当，义和当，永和成当。从业人员达230余人。 。

1936年成立典当业同业公会，推举段茂之(义和当经理)为会长，又选常委二人，

为益丰当经理景海川及源生当余记经理梁余三。 ．：

2，移



表1—1 1 925年保定当业情况表

东大街 西大街 南大街 北大街 红关帝庙街 秀水胡同
当铺名称

福顺当 必士业 义和当 裕丰当 聚和当 源生当 源生当余记

经理 史慧普 景海川 何幼岩 田化南 王民斋 王子靖 梁余三

二、业务经营

1．当期与当息

保定当商典当期限，清中期一个月至三年，候当期一至五个月，利率三分，民国后

期当期为一个月至十个月，候当两个月。

当商对当期“明一暗二彦掌握(即当期按法定期限届满后，明着保留～个月，实际

保留两个月)。对计息按“过五不过六一推算，即三十五天以内按～个月计息，三十六天

按两个月计息。此两项规定，当商大都严格执行，毫不通融。

2．当价，又称当本，当行对当品估价，一般按当物值十当五估算(即价值十元当五

元)。

3．例当

当期将要届满，当者无力回赎，可先交几个月的利息，另开新当票，以延长当期。

4．顶当

又名抽当；如原当单衣五件，到需时无力取赎，可把棉衣送入当铺，抽换两件单

衣，即俗称“当当赎当，当顶当"。

5．照当

当户因为用款，可将当票出卖，在成交之前，买主蓟当铺看当物，即为照当。当商

规定，凡为照当者，须多付一个月的利息。

9．年终减息

当行规定：每届农历年终，从腊月初一到除夕夜，减息～个月。入民国后．照原息

减五厘，各当户纷纷赎当或转期，此为当行收入的旺季。

7．打当

又名处理“死当弦(即把逾当期而又无力取赎的当物作价处理掉)。从前有二√＼月打当

之说，至民国时期，人民生活日趋困窘，到期无力回赎的当户巳占总额的30％以上，

致使资金积压，货架积累，因而改为每月清理一次。当商处理当物分别到估衣店，首饰

店处理。当商除收回当本外，至少能得三成利，多的能得六成利。

三、人员组织

保定当铺一般有人员十至二、三十人。小的当铺有经理一人，站柜三入，写票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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