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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齐齐哈尔市志·金融志》按编社会主义新方志的要求，以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实事求是地、全面地、系统地记述了齐齐哈尔市金融业的历史与现状，

力争突出专业特点、地方特点和时代特点。

．二、本志从宏观上记述齐齐哈尔金融事业，上溯清朝嘉庆年间齐齐

哈尔最早出现的金融业——典当，下限断至公元1985年末。对于需要

溯源的史实，记述时适当延伸。

三、本志记述范围，以齐齐哈尔市区为记述主体，不包括市辖县

(市辖各县另修县志)。但为了反映齐齐哈尔市金融业全貌，记述下限

1 985年的数字时，一般包括了市辖县。

四、本志篇目层次采用条目式结构。金融志为志目，下设金融业、

货币等13个类目，类目下设97个条目。条目为记述主体。部分条目依

据需要设子目，以黑体字标之。

五、本志在体例结构、书写规范等方面，均按《齐齐哈尔市志编纂

工作规定》执行，书稿中记述历史上的流通货币和统计数字均以当时的

币制为准。书稿中的纪年，清代以前历史纪年用汉字，并用括号以阿拉

伯数字加注公元纪年；民国以后历史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书稿中的

数字和百分比均采用阿拉伯数字。

六、本志以文字记述为主，根据内容需要，宜图则图，宜表则表。

图、表、照分别附在各类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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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祖国北疆重镇。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不仅是黑龙江西部地区军

事要塞，交通枢纽、物资集散地，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还留下一部灿

烂的金融文化史。

齐齐哈尔金融业始于清朝嘉庆年间最早出现的典当业。但是，做为商品交换

媒介的货币，在齐齐哈尔流通却早于金融业1 800年左右。居住在齐齐哈尔地区的

古人类，多以游牧为生，后伴随历史的延续、经济发展而渐进于耕稼，剩余产品

增多而出现商品交换。交易往来，最初通常以牲畜为媒介，东汉期间流入货币后，

逐步走上了牲畜、粮食。布帛、金银和钱币并行之路。到金贞元二年(1154年)国

家设交钞库，发行_交钞一(纸币)，开始纸币与铸币兼用。

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齐齐哈尔建城。当时此城只为边防要塞，建城初期

的当局只注重军事防务，忽视振兴其他事业，故经济发展缓慢，市面流通的货币

靠外部流入。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黑龙江将军移驻齐齐哈尔后，齐齐哈尔

成为黑龙江省会所在地，逐步发展成地域性物资集散地。至清嘉庆年间，齐齐哈

尔城内各种手工业作坊逐渐增多，吸引大量南北商贾来此经商。这个地区的南部

粮食、j匕部金砂、西部牲畜大量集聚于此，交易量剧增。人们深感以物易物，或

物币并行交易方式之不便，急需建立专门从事钱币交易的金融业。齐齐哈尔城的

典当业遂应运而生，紧随其后的钱庄、钱桌子及民间高利贷等金融业面肆。然而，

因受地理条件所限，当时金融业的各项业务活动很不规范，大多数因经营不善而

亏空，长时间处于不稳定状态。

清同治年间，齐齐胎尔地区有了较快开发，吸引直隶、山西、山东等地移民

来齐齐哈尔城谋生。伴之商业资本也大量渗入，城市手工业、农牧业、商业日渐

繁荣。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以后，城内的典当、钱庄、贷庄、银号、银楼等

金融业多了起来，经营也逐渐规范，获利颇丰。借贷庄专事高利、短期、小额放

款；钱庄、银号则由钱钞兑换发展为兼营存款、放款、汇兑等综合性金融业务。到

二十世纪末，齐齐哈尔的典当业就有10家。正当民族金融业有了较快发展的时候，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沙俄军队攻陷齐齐哈尔。沙俄以修建中东铁路

为借口。把罗曼诺夫票、克林斯基票、霍尔瓦特票、鄂木斯特票等羌帖强行推向

齐齐哈尔市场，用一张空纸换走中国大量粮食与土产品，实现了他们的金融侵略。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为了把战争费用转嫁给

中国人民，设在大连的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发行一种不兑换纸币——军用手票和自

I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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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兑换纸币实际在他们国内并不流通的银钞、金票。这三种货币发行不久，就

大量流入齐齐哈尔，冲击金融市场，使刚刚起步的民族金融业受到很大摧残。

沙俄的金融侵略、日本的金融掠夺，唤醒了有志于发展民族金融业的人们，就

在日俄宣战的当年，黑龙江将军达桂、副都统程德全等人在开关设署、大事兴革、

安抚流亡、开发荒地v兴办工商的同时成立黑龙江广信公司，这是齐齐哈尔具有

新式银行性质最早的民族金融业。公司成立第一件事就是发行货币，随后开展存

款、放款、汇兑等业务。它虽属半官半商的股份公司，但是其官股占绝大多数，因

此，广信公司发行的货币很快就被确定为江省的本位货币。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

促进了该公司的发展，经营成果显著，资本日见丰实。公司为了壮大民族金融业

的力量，接着开办典当、油坊、粮栈、烧锅等业务。所有这些无不对沙俄、日本

等国的外币产生排挤作用。沙俄政府为进一步对华实行掠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在齐齐哈尔开办华俄道胜银行分号，大量发行羌帖，同时又开办存、放

款业务，以此扩大羌帖影响。此间，黑龙江督军府为巩固民族货币的地位，满足

地方军政需要，便借鉴开办广信公司经验，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开办了

第一家官办金融机构——黑龙江官银号。从此，广信公司与官银号联合对外，与

在齐齐哈尔的外资金融机构进行竞争，收效甚大。民国元年(1912年)，华俄道胜

银行齐齐哈尔分行终不抵广信公司和官银号排挤而倒闭。然而，广信公司对华俄

道胜银行的吞并，并没有完全动摇外币在流通中的统治地位，到清朝末年，外币

又冲击齐齐哈尔金融市场，形成多种货币同时流通，升值与贬值同在，信誉与毛

荒并存，金融紊乱，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

辛亥革命(1911年)胜利，中华民国诞生，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

制制度，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时期。齐齐哈尔的民族金融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

国银行、交通银行、德泰银行、益发银行等先后开业；典当、钱庄、贷庄等专营

高利贷的金融业户也有较大增加。但是，由于军阀混战，各自分散独立的公司、行、

号都为自己的利益，竞相发行纸币，使货币不断贬值。在银贵钱贱的形势下，加

之受京、津、奉天(今沈阳)挤兑风潮的影响，齐齐哈尔也连续发生挤兑风潮，金

融形势恶化。民国16年(1927年)以后，广信公司货币连续贬值，经营效益日趋

下降，虽经政府当局采取加强监理管制，并加盖监理官印等办法控制广信公司货

币发行，但终因军阀混战，多头发行，广信公司货币信誉难以自振。于是，民国

19年(1930年)，黑龙江省政府改组广信公司为黑龙江省官银号，企图再发新的

货币重振金融声威，终因时局变化，日币侵入，而未能达到振兴民族金融业之目

的。’

民国20年(1931年)儿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后，立即接管了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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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官银号留齐机构，并以它为基础成立伪满洲国中央银行齐齐哈尔分行。按《银

行法》、《新银行法》之规定对其它华资银行在齐齐哈尔的分支机构进行登记发证，

逼迫关闭一批、合并一批。民国22年(1933年)，齐齐哈尔被允许继续营业的民

营金融业所剩无几。 一

伪满中央银行齐齐哈尔分行是一个完全依附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地银行，

它经营的主要目的是向日本关东军提供侵华作战军费。从它成立起就发行“满洲

中央银行券’’，强行收兑黑龙江省官银号和其它行号发行的货币，把货币发行权控

制在手，实行金融垄断。兑换时，除对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发行的金票、银钞等价

兑换外，对中国各行号发行的货币均压价兑换，实行公开掠夺。此外，还在齐齐

哈尔发动“国民储蓄运动’’和发行公债，强制中国人民购买各种名目的“储蓄

券力、“公债券"，搜刮民财。民国25年(1936年)，又在齐齐哈尔市成立兴业银行、

兴农金库、商工金融合作社；从而实现其对工、农、商各业资金全面垄断，把有

限的财力集中于军工生产，摧残民族工商业，支持其侵华战争。j

民国30年和33年(1941年和1944年)，伪满政府先后颁布《金融机关稀密

调整纲要》、《金融事业整顿法》，对民营金融业再次兼并，或令其合并，或令其停

业。至民国34年(1945年)日本投降时，齐齐哈尔市所有民族金融业几乎全部破

产歇业。

民国34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齐齐哈尔建

立民主政权，接管了伪满中央银行齐齐哈尔分行。民国35年(1946年)6月，嫩

江省政府组建的嫩江省银行在齐齐哈尔市成立，并设立造币厂。嫩江省银行开业

当天就发行嫩江省银行券，并确定为全省本位货币。为减少人民群众的损失，在

发行嫩江省银行券时，先允许“苏联红军票’’、“伪满币’’在市场上与嫩江券等值

流通，后限期以合理比价收回，此举深受民众欢迎。为建立统一的东北银行体系，

统一东北币制，是年8月，东北银行总行在齐齐哈尔市设立了东北银行嫩江省分

行，发行东北银行地方流通券，与嫩江省银行券等值流通。嫩江省银行除搞好嫩

江券的发行，还积极的组织存款，对工、农、商各业发放贷款，支持恢复生产，支

持土地改革。民国3e年(1947年)3月，嫩江省银行改组为东北银行嫩江省分行，

纳入东北银行序列。随之建立起省级金库和发行库制度，统一财政金库和发行管

理；统一银行营业会计规程和管理企业资金的总会计局制度；逐步建立起联行制

度，与东北解放区各行之间直接通汇结算；对金融业与金银市场进行严格管理，与

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等不法行为进行不懈的斗争。所有这些都对解放

初期恢复与发展生产、解决市场商品不足、稳定金融物价、安定人民生活、支援

解放战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也为以后金融事业蓬勃发展做了组织、人才、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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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齐齐哈尔市的金融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

期。尽管建国初期银行的业务还欠规范，管理也不尽完善；资金能力还很薄弱。但

为了支援经济发展和抗美援朝战争，银行克服种种困难，积极开展吸收存款、发

放贷款业务，并制定出按计划指标管理信贷资金体制，组建联行系统，开展同城、

异地结算业务，对当时恢复国民经济起到了关键性作用。1951年4月，根据中央

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决定，东北银行齐齐哈尔市支行改名为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省

分行营业部，从此正式纳入人民银行管理序列，同时以1元人民币兑9．50元东北

币的比值。发行人民币，为统一全国币制做了大量工作。此间，国家确定了新的

资金管理体制，把国营企业资金需要由财政部门拨款制改为银行贷款制，国营工

业企业所需要的流动资金，实行财政、银行分口管理，分别供应的双轨制。在这

种体制下，银行部门积极扩大存款，集聚资金，除保证了齐齐哈尔市原有企业资

金需要外，还重点支持了华安机械厂、建华机械厂、和平机械厂、第一机床厂、第 。

二机床厂、齐齐哈尔铁路车辆工厂、齐齐哈尔纺织厂等6户“南厂北迁一和1户：

纺织企业的建厂与生产资金的需要。到1952年末，银行对工、农、商各业贷款7 552

亿元(旧人民币)。在这个时期，银行还积极地投入到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和对私营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稳定市场物价等项工作中去，从而制止了通货膨胀，逐

步地发展了金融事业。 ．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齐齐哈尔市的金融业有了新的发展，除中国人民银行

阵地不断扩大、业务领域不断拓宽外，还陆续成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齐齐哈尔’

市支公司、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齐齐哈尔市支行。人民银行先后在城市建立起办事

处，在农村各乡(镇)设立营业所，金融业覆盖全市城乡各地。1954年几家省行

迁往哈尔滨后，齐齐哈尔市金融业独立承担起支持全市经济发展的重任，紧紧围

绕支持国家重点工程建设这个中心，。积极支持城市建设，支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支持农业合作化运动。至第·个五年计划末期，齐齐哈尔市银

行各项存款达3 888万元(新人民币，下同)，各项贷款达12 945万元，按可比口

径，贷款比1952年增长71．4％。在银行的有力支持下，齐齐哈尔逐步地由消费城

市变成一个以冶金、机械、军工、电力工业为基础的新兴工业城市。1955年3月

1日，齐齐哈尔市按全国统一要求以新版人民币1元兑换旧版人民币1万元的比

价发行新人民币，消除了过去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痕迹，进一步健全了统一、独

立、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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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被动摇，资金流通渠道被打乱。实行了“全额信贷一，企业流动资金由银行包下

来，提出“生产什么支持什么，需要多少贷给多少，哪里需要哪里贷，什么时候

需要什么时候贷一的El号。这种只讲充分供应不讲经济效益，只讲服务不讲监督

的做法，导致生产流通的矛盾和财政收支的矛盾被银行充分供应资金所掩盖，造

成巨大的浪费，货币发行失控。与此同时，又提出大银行_下一小银行，全市铺’

设银行网的口号，把市区8个办事处和农村12个营业所、信用社都下放给人民公

社管理，改称_人民公社办事处劳或“人民公社信用部一，银行的资金管理权、信

贷资金计划管理权也随之下放。一些公社随意调换银行、信用社干部，乱拉银行、

信用社资金，使银行的机构、人员、资金失于管理，造成信贷资金增长过快，不

合格产品增多，市场可供商品减少，物价上涨的恶果。虽然在1959年末，市人民

银行陆续把下放的办事处、营业所、信用社收回，但已造成巨大的损失。

‘1962年，齐齐哈尔市金融系统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劳的方针指引下，

认真地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

币发行的决定》，开始把下放的权力重新调整，。全额信贷一又改为财政、银行分．

口管理；重新实行对办事处、营业所、信用社的人员、业务、财务由市人民银行

，垂直领导；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监督工资支付，加强现金管理，严肃结算1

纪律；实行紧中有活的信贷方针，重点支持工农业生产。这些措施有力地支持了

当时的国民经济调整，对齐齐哈尔市的经济迅速升温，步入良性循环起到了关键

性作用。到1965年全市工业企业每百元产值占用流动资金28．7元，比1961年少

占用63．39元，创历史最好水平I市场货币流通量2 258万元，恢复正常，市场商

品供应接近历史最好水平。在此期间人民银行加强内部管理，提高人员素质方面

也取得显著成效．龙沙办事处首创信贷员。二·四"上岗制，按信贷人员不同工

作岗位相应制定岗位责任制，逐月考核，按季检查，从而把信贷员的工作内容目

标化。随后该办事处又创出“铁帐房力责任制，促进会计人员大练基本工，_五好

帐页一、“会计能手一、。铁算盘力等技术能手大批涌现。使工作效率明显上升，差

错率明显减少，工作质量迅速提高。这两项经验先后被省行和总行确认，并在银

行系统推广。·

。文化大革命修开始后，齐齐哈尔市的金融工作也遭到空前的破坏。大批干部

进学习班、“五七一干校，只有少数人维持日常工作。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

废除，各项业务工作处于混乱状态。1969年，市建设银行撤销。1970年，市人民

银行同市财政局合并成市财政金融革命委员会。这次合并使财政、信贷资金间的

制约关系受到彻底的破坏，又一次造成财政、信贷资金混合使用，经济损失很大。

1971．年。学习抚顺经验，全市把各银行办事处分解成若干个。小银行一下放给企
●

●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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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给银行业务程序、资金管理造成更大混乱。虽然“小银行"建立不久便先后

撤销，业务均回归各办事处，但这次折腾给已经遭受巨大损失的银行又增添了新

的困难。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银行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或者被批判，或

者被废除，或者名存实亡，使银行工作失去章法，错款、差帐事故不断发生。银

行失去对资金的控制能力，使企业流动资金占用水平猛增，1976年工业企业百元

产值资金率上升到59．24元，比1965年增长30．54元。“文化大革命一期间留下

的资金占用多、周转慢、效益差问题，给齐齐哈尔市的工业生产留下了阴影，后

来多年都未能解决。’
’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齐齐哈尔市金融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

段。金融系统的广大干部积极投身于改革大潮中，一方面积极稳妥地进行金融体

制改革，另一方面给经济体制改革以全力支持，促进齐齐哈尔市由产品经济型向

商品经济型转化。在这个阶段，齐齐哈尔金融业在七个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1、

机构设置上冲破了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形成的银行机制的旧模式，几经撤并的市

农业银行机构在1979年得以恢复，专事农村金融业务；1980年2月恢复国内保险

业务，组建了市保险公司；1983年又分设了中国银行齐齐哈尔支行，专门办理涉

外金融业务；1984年在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同时，分设了中国工商

银行齐齐哈尔市支行，成为办理城市金融业务的专业银行；市建设银行也从执行

财政性职能转变为发挥银行职能，成为专管基本建设资金供应的真正银行；从

1980年起，全市还组建4家信托公司，1家城市信用合作社。从此，齐齐哈尔市

金融业形成了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以专业银行(保险公司)为主体，以农村信用

合作社、城市信用合作社和其他金融组织为补充的新型金融体系。2、改革统收统

支的信贷计划管理体制和单一的银行信用体制与资金“供给制"体制，先后实行

“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

存，相互融通一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企业流动资金也从由财政、银行双I：1供应

改为银行统一管理和供应。3、开放金融市场，银行开始用发行股票、债券等形式

为地方经济建设筹集资金，一些国营、集体企业也向职工发行内部股票、债券，从

而拓宽了筹资渠道，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4、扩大了金融企业自主权，实行存

贷挂钩体制后，各专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逐步从重贷轻存的工作意识转化为存、

贷并重上来，以多存、多收促进多贷。因此，市区储蓄网点由1979年的32个发

展到1985年的84个，储蓄种类由1979年的4个，发展到1985年的7个。特别

是在这个时期国家4次提高储蓄存款利率之后，进一步增强了人民群众的金融意

识，促进了储蓄业务的迅猛发展。1985年末，全市储蓄存款66 782万元。其中，

市区储蓄存款46 333万元，比1979年增长4．8倍。5、实行区别对待、择优扶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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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销定贷一的贷款原则，银行根据企业经营好坏、产品优劣、效益高低决定

贷与不贷、贷多贷少。此外，银行还突破信贷资金只能解决流动资金需要的局限，

对企业技术革新、设备更新改造所需要的资金，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只要符合投

资小、见效快、收益大的条件，均给予贷款支持，取得较好的效果。6、实行外汇

留成制度，发挥银行对外筹资的作用。7、逐步建立起保险经济补偿制度，在发展

国内保险业务的同时，涉外保险业务种类逐步增多。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壮大了

资金力量，而资金的合理流向，又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然而，在经济体制改革、新旧体制相互交替中也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从

1983年开始，齐齐哈尔经济生活中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矛盾加大，导致银行货币

投放增加。1984年继续加剧，年底回笼货币2 285万元，比1983年少回笼3 149

万元。工业企业贷款比上年多投1．5亿元，增长29．7％，为历史最多的一年。与

此同时，消费基金也迅速增加，1984年全市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8％，劳动

效率比上年增长6．6％，而职工工资支出却增长14％，奖金支出增长29％。1984

年是货币回笼过少，信贷资金增加过快，消费资金增长过猛的一年。1985年，齐

齐哈尔市金融业对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实行全面改革，按国务院要求，严格控制信

贷规模。在贷款管理上，改变敞I：l供应资金办法，农业贷款实行多存多放，当年

平衡的办法；对农副产品收购，市场适销对路的消费品和外贸出口商品的生产、收

购资金优先保证，增加贷款；对固定资产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按计划从严掌握，

改变盲目发放的现象；控制消费基金增长，重新恢复柜台审查现金制度，使工资

性现金支出逐月下降；对一、二、三年定期储蓄利率，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和基本

建设贷款利率做了调整；对各项贷款进行全面检查，共查出1984年以前有问题资

金6 158万元；暂时停办信托投资公司业务，清理回收被转移的信贷资金。通过一

年的工作，金融失控状况得到改变，经济协调发展，货币发行速度减慢。但失控

的惯性作用仍未消失，投资规模膨胀和消费基金增长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信贷

增长仍高于生产增长速度，这些不利因素在以后的几年里也没得到彻底根除，仍

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支持地方经济发展，齐齐哈尔市各家银行(公司)、信用社积极组织存款，

扩大信贷资金来源。到1985年末，市区各项存款总额达92 965万元，比1978年

增长3．9倍。其中城镇储蓄存款和企业存款分别增长6．9倍和1．7倍。贷款总额

208 301万元，比1978年增长1．7倍。其中工业贷款、农业贷款、外贸贷款和商业

贷款分别增长1．3倍、1．9倍、39倍和96．2％。各项贷款的投放增加，促进了齐

齐哈尔市的经济发展。1985年市区工业产值31．5亿元，农业产值1．65亿元，商

品销售额10．6亿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88．6％、128．6％和171．8％。工业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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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率由1978年的57．43元下降到39．90元，每创百元产值少用资金17．53元。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市场日益繁荣，货币投放不断增

加，市场货币流通量增大。1985年末，齐齐哈尔市区市场货币流通量1．82亿元，

比1978年增长250％．其中，社会集团库存现金、农村居民手持现金和城镇居民

手持现金分别增长332％、280％和218％。货币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例为

1 I 5．86，比1978年的1 l 7．45，下降27．1％。

齐齐哈尔市金融业从解放以来，特别是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依靠

党的领导。广大金融职工充分发挥才智，以改革、探索、开拓、奋进为行业精神，

促进金融业迅速发展。1985年末，全市有金融网点657个，其中有市级人民银行、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保险公司、外汇管理局、信托投资

公司8个，县级人民银行1个，县级专业银行(公司)44个，城市办事处(分理

处)30个，集镇办事处(分理处)4个；城市信用社1个，农村银行营业所192个I

农村信用社192个(其中市区16个)，『储蓄所185个(其中市区84个)。

在金融机构发展的同时，职工队伍也不断扩大。1985年末，有金融职工6 131

人。为把职工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各行、各

公司普遍加强政治教育和业务培训，促进了职工政治、业务素质的提高。1983年

各家银行、保险公司开展了业务职称评聘工作，389名职工被聘为齐齐哈尔市第一

批专业技术人员，其中经济师、会计师39名，助理经济师、助理会计师145名，

经济员、会计员205名。这批专业技术人员既是政治骨干，又是业务中坚j在这

批技术力量带动之下，全行业职工学政治、学业务，大练基本工，增强为人民服

务的本领活动蔚然成风，为金融领域的深层次开发，繁荣金融文化，支持鹤城经

济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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