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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扬州金融志》编纂工作，是在1990年12月完成《扬州市志·

金融篇》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修志人员的
努力，一部记叙扬州市金融业历史和现状的志书，现在正式出版和广

大读者见面了。这是扬州金融系统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

纵观扬州历史上从未编修过金融志，解放前编修的扬州府志及

各县县志均无金融专篇，即使偶有金融的记载，也是星星点点，不能

系统地反映扬州地区的金融历史面貌。《扬州金融志》(以下简称本

志)的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对“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

有益后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志以类系事，贯通古今，总揽全市，详记市区，客观地、全面
地记载了扬州全市金融业的状况，特别是建国四十余年来金融业所

走过的光辉历程和曲折道路。在搜集资料和编纂过程中，编纂人员历

尽艰辛，广征博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千万字的资料中，精选

了60余万字汇编入志。同时对资料鉴别做到孤证不立，保证翔实可

靠。经过多方查证，否定和更正了如清末在扬州鼓铸铜元及扬州立昌

钱庄资本额记载错误等一些历史性问题。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曾召开了两次评审会，广泛听取意见。特别

是在扬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召开的《扬州市志》评审会上，与会专家学

者对《扬州市志·金融篇》资料丰富、横排门类，有较好的评价。对

会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及时采纳，认真研究，对继续写好本志

帮助很大。为了真实记述历史，我们对本志各章内容基本都追溯到起

始发端。扬州流通最早的货币，始于殷商时代的贝币；典当始于唐代；

钱庄始于明代中期；银行和保险公司始于清末等。为了正确反映历史

演变过程，本志采取横排纵写，古今合一的方法，即将各项金融业务

不分建国前后，按类归并在同一章内记述。这样，既可进行新旧社会

对比，也可看出兴衰起伏的全过程。



扬州金融志

历史上的扬州，是国际贸易的一大都会，又是两淮盐运的咽喉。

盐业资本雄厚，晋商在扬投资甚巨。自清末直到民国抗战前，银钱业

的大宗存、放款，均以盐商为主要对象。“钱庄赖盐务为出路，盐帮

赖钱庄为周转之机关。"钱业兴衰与盐业息息相关，扬州历史上就有

“钱随盐走’’说法，本志充分体现了这一地方特色。本志还以浓墨重

彩记叙了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体制改革的时代特色。在逐步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全市金融部门把支持重点转向农业和

国有大中型企业，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全市规模经济有了新的突

破，为扬州市的综合经济实力进入全国50强之列作出了贡献。

志书具有“资政、存史、教化"三大功能。本志中记叙了扬州

金融业的历史经验教训。如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胜利后，恶性通货膨

胀的后果；山西票号“酌盈济虚、抽疲转快”的资金调度办法；解放

前银行对贷款风险性的管理和金融稽核以及组织银团贷款支持大型

项目生产的做法。解放后特别是50年代初期，治理通货膨胀，推行

现金管理，严格财经纪律，严惩经济犯罪等。所有这些，至今仍有较

高的借鉴参考价值。

本志出版于1 995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金融重要大法颁布之时，我们将遵

循这些基本大法，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强金融业经营管理，

提高金融运行水平，维护良好的金融秩序，为贯彻国家金融方针、政

策，促进扬州经济再上新台阶而努力。

本志蒙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李葆华同志题写书名，各总行及保

险总公司领导和本市党政领导为本志题词，使我们深受鼓舞。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蒙银行老领导、老前辈关怀支持和帮助。北

京、上海、南京等地和本市图书、档案等部门，对我们查阅资料提供

方便。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

?电·n污
1995年9月



凡 例

一、《扬州金融志》(以下简称本志)是根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制定的

《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的要求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

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扬州金融事业的历史

和现状，体现了扬州在金融方面的地方特色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时代

特色。

二、本志记叙范围以历代为扬州治所的管辖区域。明清时期的扬州府，民

国时期的江都县及原扬八属，新中国成立后的扬州地区，1983年扬州市改为省

辖市的所辖区域。在志书称谓方面，1983年3月1日市管县以前称“全区”，市

管县以后称“全市"。

三、本志上限不限，追溯到起始发端，下限1990年。“大事记”延伸至1993

年。

四、本志体裁，设章、节、目三个层次，章下设序。总揽全市，详记市区。

以志为主，兼及记、传、图、表、录等。

五、本志历史纪年，中华民国成立前，以朝代年号纪年，加括号注公元年

号；民国时期以民国纪年；解放后以公元纪年。

． 六、本志中所称“解放前”、“解放后”是指1949年1月25日扬州城区解

放前后；“建国前”、“建国后"是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七、本志各类统计金额数字，凡是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人

民币前的旧人民币数字，一律以旧人民币10 000：1折成新人民币计算。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内外、市内外各种地方志、档案、图书、报刊、统

计资料和调查采访实录以及向各银行、保险公司采集的业务活动资料，为节约

篇幅不另注明出处。



概 述

扬州襟江带淮，民殷物富，商业繁荣，交通发达，自古为东南一大都会。1982

年2月被国务院首批公布为全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扬州从春秋末年(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筑邗城起，迄今已有2470余年。

扬州最早的名称是邗城，其后几经变更。隋开皇九年改吴州为扬州，设总管府，

这是扬州地名的开始。隋、唐时代扬州代替了六朝建康的地位，成为长江下游

最大的政治中心。唐置都督府，以后置淮南节度使，领江淮诸州。宋为淮南东

路，元为扬州路，明清为扬州府治，民国废府改为江都县。1949年1月扬州城

区解放，置扬州市，另设江都县，苏北行署和扬州专署先后驻此。1983年3月，

撤销扬州地区行政公署，扬州市改由省管辖，实行市管县新体制，管辖广陵区、

郊区、泰州、兴化、高邮、宝应、靖江、泰兴、江都、邗江、泰县、仪征12个

县(市)区。 。

自吴王夫差开凿邗沟以通江淮，扬州交通自此逐步发展。汉吴王刘濞立国

广陵，开运盐河，隋代开凿了大运河。与此同时，陆路交通亦相应发展，沿邗

沟有南北交通孔道，明清时代分别称为“通京大道"和“官马大道"。从此，扬

州成为沟通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 ，

由于扬州水陆交通的发达，带来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吴王濞煮海为盐，置

海陵仓，两淮盐利自此始。鲍照《芜城赋》对魏晋以来扬州城市“廛闱扑地，歌

吹沸天"的鼎盛景象，曾作了生动的描写。唐代，扬州是国际贸易的大都会，扬

州港恃临海、滨江、通运的优越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加上

造船业的发展，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兴盛。当时的扬州是我国沿海的四大古港之

一，又是全国最大的物资转运站和集散地，胡商多至数千人，盐铁转运使和司

舶使均驻扬州，当时有“扬一益二”之称。唐末，因连续六年遭受兵祸，“庐舍

焚荡，民户丧亡”。五代十国时期，杨行密统治扬州，渐复旧观。自北宋直至元

末，扬州屡经兵患，隋唐之盛况已成陈迹。明清二代，扬州成为南漕北运和两

淮盐运的咽喉。清代，康熙、乾隆多次“巡幸"扬州，使扬州出现了唐以后的

再次繁荣。19世纪中叶以后，漕粮改由海运，津浦铁路通车，扬州经济逐渐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扬州金融志

落。

扬州货币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殷商时代，曾流通过贝币。周代，开始出现

了金属铸币，以空首布流通最多最广。公元前241年扬州地区即使用楚国的

“郢爰’’金币，同时还流通楚国的蚁鼻钱。以后有秦“半两"、西汉五铢钱和隋、

唐、宋、元、明、清的铜钱。清光绪年间开始流通铜元，民国十年，铜钱开始

为铜元所取代。银两盛行于明清两代，形式有元宝、银锭和碎银等，清末开始

流通银元。

扬州铸钱有悠久的历史。汉吴王刘濞、隋晋王杨广都曾在扬州铸钱。唐天

宝十一年(752)，扬州设有十炉铸钱。自此以后，一直到宋代，扬州都设有铸

钱机构。元至元年间，丞相伯颜铸造的“扬州元宝"，是最具有地方特色的秤量

货币。市区的“元宝巷"即因此得名。元朝末年，张士诚据高邮，铸“天佑通

宝"钱，流通于扬泰地区以及苏南、浙江、皖北和山东等地。

扬州最早流通的纸币，是宋代的“交子”和“会子’’。元朝自中统元年至大

德八年(1260一1304)以使用钞票为主。明初，推行“大明宝钞"，商民重钱轻

钞，钞价下跌，钞法不行，银两取代了“宝钞”。明、清年间，扬州城区有古钞

库巷，钞库后巷，可见当时扬州曾保管过大量的元、明钞票。清宣统元年，扬

州和大商业银行奉准发行钞票，历时较短。清末及民国初年，扬州钱庄曾发行

制钱票在市面流通。民国元年至二十六年抗战前，扬州曾先后流通中国、交通、

中央、中农以及中南、中实等银行的钞票。民国十六年，扬州商会因军阀逼筹

军饷，曾发行“江北临时有期兑换券"100万元。扬州沦陷期间使用伪中储券。

抗战胜利后，扬州流通法币和金圆券。

扬州所属县的根据地、解放区，民国三十年以后流通的有江淮、盐阜、淮

南、华中等地方银行币，并在宝应农村设有江淮印钞厂，在靖江一度设有分厂。

1949年1月扬州城区解放后市场流通华中币，不久，人民币进入市场与华中币

同时流通，华中币100元折合人民币1元。6月，国家规定以人民币为本位货币，

华中币逐步退出流通领域。1955年3月，发行新人民币，以新人民币1元折合

旧人民币10 000元的比值收兑旧人民币。人民币成为我国的统一货币。

扬州最早的信用机构是典当业。唐代，就有“质肆’’，明清两代典当业最为

发达。清雍正时扬州城乡(包括今江都、邗江县)计有大小典当72家。民国元

年以前，扬州城区资金雄厚的典当，有朱长龄、元和、济源等7家。朱长龄典

当位于埂子街中段，“当典巷”即因此而得名。民国二十年以后，典当业逐步衰

落。扬州地区各城镇解放前夕，质当全部闭歇。唐代，随着贸易的不断扩大，扬

州出现了“柜坊"(钱庄的雏形)，明代中期以后，以经营货币兑换为主的钱铺

在扬州出现，以后逐步发展为经营存、放、汇业务的钱庄业。



概述 3

自汉代直至清末，两淮盐政均驻扬州，历十数朝而未变。明清以来，扬州

是我国中部各省食盐的供应基地，又是南漕北运的咽喉，商业繁盛，甲于全省。

“彼时盐业集中在维扬，全国金融几可操纵。?扬州因拥有巨额的盐业资本，促

进了地方经济的繁荣，金融业亦随之兴旺发达。早在明末，扬州城区就有钱业

公所。清代，有票号活动场所的山西会馆。乾嘉年间，扬州有不少大钱铺。道

光年间，山西日升昌票号在扬州即设有分号。号称“红顶商人”的胡雪岩，于

同治初年在扬州设立阜康票号分号。清末民初，因淮南各场盐产不敷销，由扬

州盐商集资创办七个制盐公司，在淮北灌河两岸铺设新圩，定名为“济南场"，

淮南产额赖以济销．o七公司因有金融界知名人士投资，故资金雄厚，规模宏大，

，大源、公济等盐公司，资本高达三四十万元。七公司总号均设扬州，资金调拨

亦以扬州为枢纽。运、食商总号及场、运、食商办事机构亦设扬州。扬州大钱

庄及银行的业务，均以盐商为大宗，故向有“钱随盐走一的说法。扬州地区盛

产米、麦、生猪、蚕茧、家禽等农副产品，每逢旺季，沪、津、锡等地客商纷

纷在产区设庄收购，市场活跃，经济繁荣，大大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

自清同治至光、宣年间，40余年来扬州商业始终以盐业为中心，盐商多投

股于钱庄，钱庄业甚为发达，盈余之丰，有时跃居百业之首。辛亥革命后，钱

庄多数闭歇。民国二年至三年，扬州商业元气稍复，钱庄又纷纷开业。民国五

年至八年，岸税改向扬州缴纳，盐商纷向钱庄求助，金融活跃，放款总额年达

千万元以上，各庄盈余均甚丰，称为极盛时代。民国十年至十二年，钱庄卣22

家增至31家。民国二十二年以后，逐渐凋零，至二十六年仅有3家，扬州城区

沦陷前宣告停业。道、咸年间，票号业务以盐商与钱庄为大宗，尤以日升昌与

三晋源票号在扬影响为最大，民国初年相继闭歇。扬州设有新式银行始于光绪

二十三年(1897)中国通商银行在扬州设立的分行，以后裕宁官银钱局，镇江

信义银行和大清银行也先后在扬州设立分支机构。同时扬州金融界、商界还集

资创办了和大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扬州分行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

国联军入侵京、津后裁撤。信义、和大二家商业银行于宣统年间先后闭歇，大

清银行及裕宁官银钱局于民国元年奉令清理结束。民国元年二月江苏银行率先

在扬州设立分行，民国二年中国、交通二行在扬州设立支行，以后有盐业、淮

海、中国实业、中央、‘上海等银行也在扬州设立分支机构。扬州城区沦陷期间，

有El伪银行及商业银行等17家，钱庄60家。抗战胜利后来扬开业、复业的有

中央、中国、交通、中农、中央信托局、江苏、苏农、中实、江都县银行等行

局9家，中央合作金库1家。领到牌照复业的钱庄13家，城市信用合作社10家。

扬州城区解放前夕，除中实银行外，其余行、局、库全部撤离扬州。解放后，有

中实银行1家(1952年lo月奉令撤销)，私营钱庄9家，1950年全部闭歇。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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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保险业起始于清末的英商小轮公司专保火险。民国元年华安合群保寿险公司

在扬州设立分公司。自此以岳，华商和外商保险公司纷纷在扬州及所属县镇开

办保险业务。抗战前城区的保险公司，以承保盐商水险为大宗。扬城沦陷期间，

保险机构及业务均较战前大为减少。抗战胜利后，太平洋水火保险公司在扬设

立支公司，还有中央信托局保险部及其他保险公司，以办理水、火险为主，其

他险种较少。 ．

近百年来，扬州金融业人才辈出，交通银行董事长、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

江，曾在仙女庙(今江都镇)义善源银号当过职员；毕儒臣、叶翰甫均系清末

民初扬州金融界知名人士，对当时扬州金融业的发展具有一定影响。此外，长

江中下游各主要商埠的钱庄多为扬帮，特别是上海，扬帮居上海钱庄业十二帮

中的第四位。 ．

扬州市所属各县(市)中(现行区域)典当之多及开设之早，以泰兴为最。

清嘉庆以前，泰兴县“开当铺息权子母者，五城门及各镇皆有。"道光六年

(1．826)泰州有当铺26家(含所属集镇)。民国二十二年泰兴有典当11家，泰

州(含今泰县)有10家，兴化3家，靖江、宝应、仪征各1家。民国二十年扬

州所属各县(市)(不含县属集镇及扬州市区)计有钱庄43家，其中泰州14家，

高邮12家。银行设立时间最早的，有民国二十年中国银行在泰州和高邮设立的

寄庄。民国二十年以后泰州计有中国、交通、江苏等银行5家，泰兴、高邮、宝

应等县城及溱潼、黄桥等集镇计有19家。抗战胜利后，中国、交通、中农、苏

农、江苏等银行先后在上述县城复业或开业。民国十六年至二『十六年，宝丰、太

平、安平、丰盛、．中国、天一等保险公司分别在泰州、泰兴、兴化、高邮、宝j，

应、仪征、黄桥、溱潼、汜水、口岸等地设有代理机构，抗战军兴后均宣告停

业。． r
．

民国三十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扬州所属各县的根据地、解放区

先后设有江淮、淮南银行分支机构，民国三十四年八月成立华中银行，江淮、淮

南等银行先后撤销。’．

江淮银行及华中银行所属基层机构，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往往朝驻夕

迁，群众称之为“肩挑银行’’。民国三十二年以后，江淮银行在泰兴、宝应、江

都设立办事处，并在江都县境内的樊川、丁沟、大桥、杨庄设立办事分处。民

国三十五年华中银行二分行领导下的基层机构有宝应、兴化、溱潼、樊川、邵

伯、沙沟、临北等行处。一分行领导下的泰兴、黄桥、泰县、靖江等行处。三

分行领导下的高宝支行和甘泉、仪征办事处。

民国三十五年华中银行二分行行长邓克生委托许振东在上海创办鼎元钱

庄，以沟通上海与解放区之间的金融活动。同年华中银行还在高邮创办益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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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后因通汇中断，宣告停业。

1949年1月扬州城区解放，市军管会接管了旧银行的房屋及器具，同时成

立华中银行扬州市支行。不久，华中银行二分行由高邮迁扬州，市支行并入二

分行。5月二分行奉令改组，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扬州支行，兼管全专区的金融工

作。1950年2月，扬州支行与苏北分行业务科合并，成立苏北分行业务部(后

改称营业部)，直接办理扬州市区的一切金融业务。全专区金融工作划归泰州支

行领导。1953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扬州中心支行成立，接管原泰州中心支行

所管辖的全专区金融工作。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动，1958年8月邗江县支行并入

扬州市支行，1963年3月扬邗分治，又恢复邗江县支行。“文化大革命”期间，

银行的地位和作用受到削弱。1970年，人民银行扬州中心支行并入扬州专区财

政处，大部分县(市)支行也并入当地财政局，严重影响了银行工作的统一管

理。1973年恢复银行原有建制，实行垂直领导。1983年3月实行市管县的新体

制，扬州市改由省管辖，扬州地区中心支行改称扬州市支行，迁至广陵路320号

原市支行内办公。1985年1月，人、工两行正式分设，人民银行扬州市支行改

称扬州分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同时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扬州市支行，接办原

由人民银行经办的工商信贷和城镇储蓄业务。农业银行于1980年3月正式恢

复，农行是办理农村金融业务的专业银行。中国银行专门经营外汇业务，1980

年正式成立。1986年2月，正式成立国家外汇管理局扬州分局，专门办理全市

外汇管理工作。建设银行是国家管理固定资产投资的专业银行，1980年2月改

为局级建制，1985年11月建行的信贷计划纳入人民银行的信贷体系。交通银行

扬州支行，是以公有制为主的股份制银行，1988年9月开始试营业，1990年12

月正式开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是经营国内外保险和再保险的专业机构，扬州

保险机构曾中断21年，1980年4月恢复。扬州交通银行在试营业后兼办保险业

务。此外，还有投资银行、信托公司、城乡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至1990年末，

全市各级金融机构共有1 305个，其中银行机构750个(含储蓄所295个)，其

他金融机构555个(含人保公司15个，农村信用社及分社504个)；职工人数

13 473人，其中银行8 478人。

建国初期，在地区中心支行领导下，各县(市)人民银行逐步成为信贷、结

算、现金出纳的三大中心。通过多层次、多渠道聚集资金，发放各项贷款，办

理货币结算，调节货币流通等业务活动，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发挥了服务

与监督的双重作用。

1949年至1952年，扬州全区金融工作，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主要是根

治解放前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打击金融投机活动，整顿私营金融业，加

强金融管理，大力吸收存款，推行现金管理，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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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了金融物价，促进了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在此期间，通过发放贷款，支

持国营、合作经济恢复生产和开展物资交流。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也

发放贷款予以扶植。与此同时，积极推行人民币下乡，发放多种农业贷款，支

持农业生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53年至1957年，为适应有计划

地发展国民经济，贯彻执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和国家的金融

方针、政策，实行信贷计划管理，运用信贷、利率等经济杠杆，支持国营、合

作社经济，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开展

农村信用合作，扩大农村金融阵地。此一时期，银行还重点支持国营工业的发

展，对扬州城区由过去典型的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1958年至1976年，银行工作是在艰难曲折斗争中前进的。1958年至1960

年“大跃进”时期，由于“瞎指挥”、“浮夸风"的影响，银行敞开口子给钱，贷

款急剧上升，仅市区1960年底工业贷款余额就达2 733万元，比1957年增加了

40倍，造成资金管理上的失误。在银行内部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也遭到破

坏，产生帐务严重错乱。1962年贯彻中央制定的《银行六条》后，全区各级银

行通过加强信贷、现金、结算和工资基金管理，为国家守计划、把口子，有效

地控制了货币投放，当年组织货币回笼比1959年增加56．24％，各项工作重新

走上正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金融业务又受到强烈冲击，有

些储户的存款被冻结，侨汇中断，工商信贷、农村金融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

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全区金融干部坚守岗位，认真履行职责，使金

融业务在困境中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1975年全区各项存、贷款总余额比1965

年分别增加2．27倍和1．09倍。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上来，强调发挥银行的作用，银行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扬州金融业在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指引下，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从1980年开

始，各专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相继恢复。自此以后，全区银行系统进行了多种改

革。在组织资金方面：各行把组织存款作为首要任务，改进服务，扩大宣传，增

设网点，全员揽储，推行储蓄承包，柜面服务电子化，增办新储种，吸引广大

储户。市工行还依靠企业力量，率先在全省开办了第一个银企联办储蓄所。各

行储蓄余额逐年增长，1990年全市城镇人均储蓄达1 740元，比1978年增长

22．3倍。同时普遍重视对公存款，强化公存管理体制，开办企事业和机关团体

定期存款，使对公存款有了大幅度增长。为了大力筹措、融通资金，1987年扬

州成立了资金市场，1990年改建为金融市场，与上海、武汉、山西、广州等30

多个省市同行和金融单位建立了融资关系，1987年至1990年累计融资203．7

亿元。同时市工行也与全国17个省(市)的金融部门开展融资活动，融资额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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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亿元，为增加资金投入，发展地方经济起了重大作用。在信贷管理方面：实

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管理办法，改变了过去信

贷资金吃“大锅饭"的局面，允许同业之间开展资金余缺调剂。人民银行通过

对专业银行再贷款和临时贷款，按照经济、金融发展规律和变化情况，进行资

金宏观调控。工商、农业银行实行新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后，都是资金运用大

于资金来源，1990年末均为借差。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银行从过去只放流动

资金贷款扩大到技术改造和基本建设贷款；从只对生产流通领域发放贷款，发

展到对服务业、旅游业和科技文化事业也发放贷款。同时还举办了开发性贷款，

支持轻工、电力等行业的技改项目的建设。农村贷款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贷

款投向和投量，以发展多种经营为主，把支持农、林、牧、副、渔的持续、协

调发展放在突出位置；从重点支持集体生产转变为重点支持承包户和专业户。同

时积极支持乡镇工业的发展。1980年至1990年，全市农行、信用社累计发放农

村贷款40．2亿元，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面貌的改变。根据国务院决定，建行

经办的基建拨款改为贷款，变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重点支持能源、交通及轻

纺、机械等项目。随着扬州经济的扩大开放和“三资’’企业的兴起，外汇贷款

相应地大量增加，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此外，还建立了同城票据清算中心，成立外汇调剂交易所，开办证券交易

等，扩大金融业务。

1985年以来，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并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中央银行的地位和作用逐步强化，各项金融

改革不断深入，各专业银行已成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为了扶植和发

展全市规模经济，各行都致力于支持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择优扶植，向支柱

行业倾斜，及时投放了大量贷款，特别是技改贷款，促进企业生产不断发展。仅

1985年至1990年，全市工、农、中、建、交五行就累计发放流动资金贷款534．36

亿元，固定资产贷款52．84亿元，有效地支持了仪征化纤和江苏油田等重点工

程建设和大中型企业的发展。市区大中型企业1985年仅有8家，到1988年已

发展到16家。产、销、利占市直企业比重分别从1985年的10％、‘13％和21％，

到1988年已分别上升到37％、36％和46％。各行通过对大中型企业的支持，为

促进全市规模经济从启动步入跳跃阶段，形成以车、船、机、箱、器、化、特

“七龙齐舞"的局面作出了贡献。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至1990年全市金融业已形成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专

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1990年末，全市各项

存款总额81．73亿元，比1985年增长3．17倍’，比1950年增长1 468倍；各项

贷款总额105．54亿元，比1985年增长1．72倍，比1950年增长11 264倍。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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