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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阜宁县委、县政府的部署，经1995年12月7日阜宁县金

融联席会议研究，决定编纂<阜宁县金融志》o由中国人民银行阜

宁县支行全面负责编纂工作，参编的单位有：中国工商银行阜宁县

支行、中国农业银行阜宁县支行、中国银行阜宁支行、中国建设银

行阜宁县支行(1996年前为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阜宁县支行)、中国

农业发展银行阜宁县支行(1996年前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阜宁县代

理小组)、阜宁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阜宁县支公司和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阜宁县支公司(1996年前为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阜宁县支公司)、阜宁县邮政局(1998年10月前

为阜宁县邮电局)o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修志人员三年时

间的努力，一部记叙阜宁县金融业历史和现状的志书，现正式出

版，并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阜宁县金融系统两个文明建设的一

项重大成果。

阜宁历史上从未编修过金融志，一些史料偶有金融方面的记

载，也是星星点点，不能系统地反映阜宁县的金融历史面貌o<阜

宁县金融志》的编纂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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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阜宁县金融志>是由阜宁县金融志编纂委员会主持编纂的，

是阜宁县建立以来的第一部金融志书。全志共分15章，75节、151

个条目，约30万字。采取以事分类，以时叙事，横排竖写的方法，

详细记述了我县上起清雍正九年(1731年)下至1995年，共计

264年问的金融业历史，资料丰富，内容翔实，并收集有大量鲜为

人知的珍贵史料，全面地反映了我县金融事业发展的状况，具有一

定的存史、资政和教化的作用o

<阜宁县金融志>工程浩大，牵涉面广，编修实属不易。在编

纂过程中，修志人员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兢兢业业，锲而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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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历经艰辛，广征博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搜集、查阅、

整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精选了30万字汇编入志。编委会还两次

召开评审会，广泛听取意见，对会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都认真研

究，及时采纳，为写好本志提供了很大帮助。可以说，这部《阜宁

县金融志》倾注了修志人员的大量心血，是辛勤笔耕的科学结晶o

《阜宁县金融志》记述的史料迄于1995年底止，而19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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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金融

重大法规的颁布实施，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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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阜宁县经

济新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本志时限锁定，其作用始显端

倪。本志在编纂过程中，蒙各位老领导、老前辈关心和帮助。还得

到了省、市、兄弟县金融部门的指导和县有关部门的支持。在此，

谨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潮荡。
1998年12月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按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要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为指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按

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记述阜宁县金融事业发展的状况。

二、本志以金融业为主体，系统记述阜宁县通用货币、金融机构沿革、货币

流通、金融事业发展和金融管理等诸方面的全貌，以达存史、资政和教化作用。

三、本志时间断限，一般上限从清雍正九年(1731)置阜宁县起，下限至1995

年底止。仅通用货币一章中为阐明渊源，上溯至殷商时代。

四、本志记述的阜宁县金融业以当时历史县域范围为准。

五、本志遵循厚今薄古、远略近详、立足当代的原则，内容分章、节、目三个

层次，以事分类，以时叙事，横排竖写。

六、本志文体采用语体文，论述体，以志为主，图表为辅。

七、本志采用历史纪年，辛亥革命后用民国纪元，先写朝代年号，注明公元

纪年，加注时省去“公元”、“年”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在同

一章、节中，多次出现时间相同或较近的纪年，不逐一加注。

八、本志记述的人民币数额，1949年至1955年期间均按旧人民币10000：l

折成新人民币计算。

九、本志资料采自历史文献、档案、图书、内部资料和口碑等，均已整理核

实，为节省篇幅，不一一注明出处。数据资料以县统计局的统计数字入志，统计

局没有的，以各金融部门的统计数字入志。

十、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十一、本志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不设人物章，但辑录县级金融机构领导

人员名单，获市级以上金融机关和省政府、市政府及县委、县政府奖励的先进个

人名单。



概述

概 述

阜宁县于清雍正九年(1731)由山阳县、盐城县各划部分辖地和海滩淤

涨陆地设县，总面积6175平方公里，辖今阜宁、滨海县全部，射阳县大部分，

建湖、响水、淮安、涟水县(市)各一部分直至民国30年(1941)未有变更，

后经过盐阜区行政公署和建国后几次区域调整，至1956年县域辖地成为现状。

总面积1438平方公里，东与射阳县接壤，南同建湖县毗邻，北与滨海县相连，

西与淮安市、涟水县交界o 1995年，全县有9个镇，16个乡，村民委员会

663个，村民小组4861个，居民委员会25个，总户数26．83万户。总人口

107．99万人。

古阜宁境域，距今约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人群活动。殷商时代

起，在商品交换中，沿用历代货币作媒介。随着渔业、盐业、农业、副业和

手工业作坊的逐步兴起，至清代，县境民间金融业——典当铺应运而生，民
国后开设有钱庄，直至民国22年(1933)后，国民政府的官商银行江苏省农

民银行、徐州平市官钱局和中国银行相继在阜宁县建立机构，典当、钱庄业

务日渐萎缩。

民国29年(1940)10月，阜宁县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后，中共中央华中

局、新四军军部于民国30年6月至31年12月底迁驻在阜宁县境内，民国30

年9月又在阜宁县境内成立盐阜区行政公署，阜宁县一度成为华中、盐阜根据

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金融中心。先后设有江淮银行分行、盐阜银

行、华中银行五分行等机构，通过发行货币，组织发放贷款，发展了阜宁县

的工农业生产，稳定了群众生活，巩固了革命根据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县委、县政府和上级金融机关的领导下，阜

宁县的金融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经过46年的历程，全县建立起以中国人民

银行阜宁县支行，为国家银行职能领导，中国工商银行阜宁县支行、中国农

业银行阜宁县支行、中国银行阜宁支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阜宁县支行等商

业银行为主体，阜宁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阜宁县支

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并存的社会主义金融组织体系o 46年来，特别是在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阜宁县的金融部门稳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发挥

其职能作用，大力提高服务水平，全力支持阜宁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

会事业的迅速发展，使阜宁县不再是全省的贫困县，奠定了今后经济快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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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再建一个新阜宁”、实现小康县的坚实基础。1995年，全县实现国内生

产总值(当年价格)27．57亿元，社会总产值80．87亿元，工农业总产值

(1990年不变价)55．71亿元，1981--1995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9．36％、

21．1l％、14．96％。全县银行、信用社各项存款余额15．25亿元，其中城乡居

民储蓄余额12．79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3．37亿元，1981--1995年平均增长

速度分别为32．19％、35．95％、21．04％o 1995年，全县金融保险业总产出

1．60亿元，国内生产总值0．8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营业盈余1．31亿

元，生产税净额688万元，均居于阜宁县第三产业的前茅。

在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全国统一财政金融工作，县辖银行积

极组织资金，逐步扩大对公信贷，及时发放农业贷款，帮助私营工商业解决

资金困难，1950--1952年，全县银行累计发放贷款100万元，1952年末，全

县银行各项存款余额85．15万元，各项贷款余额37．68万元。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适应全县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县辖银行在

机构设置、货币管理、资金运用、会计核算、内部建设等方面日臻完善，按

照“统收统支”的要求，以大量的信贷资金，支持农业互助合作化，支持农

业大面积旱改水，支持国营、公私合营经济的发展，配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

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末，全县银行、信用社各项存款余额

113．3万元，比1952年增长33．06％；各项贷款余额l 614．93万元，比1952

年增长42倍。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大跃进”，全县工业企业猛增，县辖银行

实行“全额信贷”，加之商业企业扩大收购，银行大量放款，忽视监管，造成

资金积压，货币投放逐年增多。1962年末，全县银行、信用社各项存款余额

403．65万元，比1957年增长2．6倍，贷款余额3 433．27万元，比1957年增

长1．1倍。

在三年调整时期，县辖银行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

针，执行“银行六条”和“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措施，加强信贷、现金

和结算管理，改变了货币净投放逐年增多的局面。1965年末，全县银行、信

用社各项存款余额428．07万元，比1962年增长1％；各项货款余额4 312．54

万元，比1962年增长1．3％。

在第三、四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县辖银行机

构几度撤并，业务人员精简下放，规章制度遭到废弃，会计核算质量下降。

尽管如此，县辖银行坚持发挥职能作用，积极组织资金，及时发放贷款，支

持全县工农业生产和商业、交通业、供电业的发展。1975年末，银行、信用

社各项存款余额增加到1 804．4万元，各项贷款余额增加到6 005．34万元，分

别比1965年增长了4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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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指引下，重

新确立银行工作方向，阜宁县金融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银行对流

动资金进行统一管理，贷款范围扩大到固定资产领域，基建投资实行拨改贷，

保险业务不断开拓创新。至1980年末，全县银行、信用社各项存款余额

2 319．4万元，各项贷款余额7 620万元，分别比1975年增长72．3％和26．9％。

“六五”期间，特别是在1984年第四季度，因扩大信贷基数，突击放款，导致信贷

失控，市场票子偏多，为通货膨胀带来隐患。1985年又抽紧银根，加强宏观调

控，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和货币投放，实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

融通”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1985年末，全县银行、信用社各项存款余额9

955．8万元，各项贷款余额数21 006．5万元，分别比1980年增长3．3倍和1．8

倍。

在第七、八个五年计划期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从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要求出发，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促进了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形

成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其他金融机构并存的多元化

金融组织体系，且结构合理、功能齐全、竞争适度、讲求效益。在阜宁县境内设

立的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

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均实行垂直领导的体制；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

合社恢复“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业务上的灵活性”，1995年底实行

“上挂下脱”，归中国农业银行盐城分行领导和管理；并成立城中城市信用合作

社，开办25个邮政储蓄点，设立9个保险专职服务所，良友典当行，作为国家银

行和保险公司的补充o 1995年末，阜宁县共有金融机构111个，比1985年增加

40个；职工l 036人，比1985年增加480人。在此期间，全县各金融部门认真贯

彻执行“继续整顿金融秩序，稳步推进金融改革，严格控制信贷总量，切实加强

金融监管”的金融工作方针和“稳中求松，紧中求活”、“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

贷挂钩、差额控制”的信贷政策，突破条块分割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开展县内

外同业资金拆借；突破信用贷款的单一形式，开展商业票据承兑贴现、专项贷款

和抵押贷款等多种形式；突破储蓄业务分工界限，增设储蓄网点，引入竞争机

制，促进优质服务；突破保险的承保责任范围，开辟了11个新险种；突破银行单

纯业务经营，大力组织资金，优化信贷投向，实行贷款风险制，同企业建立信贷

执行情况分析报告制度，对企业资信程度进行评定等级，并做到依法收贷，全力

支持企业清资挖潜改造，对农副产品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保证现金供应；提

供国库服务，搞好会计结算等。因而，较好地解决了阜宁县生产、流通领域对资

金的合理要求，有力地促进了阜宁县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至1995年末，

10年间累计发放工业贷款16．59亿元，向省内外拆入资金4．16亿元，搞活企业

资金0．82亿元，注入清欠资金0．23亿元，帮促企业清欠债务0．75亿元，使阜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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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工业企业扩大了生产规模，提高了技术装备水平，增加了经济效益，1995年工

业总产值达到38．69亿元，在全县国民经济中发挥工业为主体经济的作用。至

1995年末，10年间累计发放农业贷款5．9亿元，使阜宁县农业持续稳产高产；发

放再贷款5．2亿元，用于农副产品收购，使阜宁县没有发生向农民打“自条”的现

象，在全县国民经济中巩固了农业为基础的地位，并进入全国产粮大县、全国猪

牛羊肉类产量十强县行列。1995年农业总产值达到17．02亿元，粮食总产57．3

万吨，棉花总产1．1万吨，油料总产1．7万吨，生猪出栏123．66万头，水产品总

产2万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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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852年(清咸丰二年)

羊寨北沙出土金代大定通宝一窖。

1875年(清光绪一年)

阜城李振兴当铺、东沟恒裕当铺开设。

1883年(清光绪九年)

县署立“减典息碑记”。

1912年(民国1年)

阜城李振兴当铺，改称为“振兴公记”o

阜城开设裕东钱庄。

阜城开设泰成公典。

1920年(民国9年)

1921年(民国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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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民国22年)

徐州平市官钱局于秋季开设东沟办事处。

1934年(国民23年)

江苏省农民银行设立阜宁办事处，于7月份开业。

上海各银行组团来阜宁视察，拟投资开垦滩涂。

江苏省农民银行9月份在阜宁新建省级农业仓库。

阜城开设通济典。

1936年(民国25年)

1月 中国银行扬州支行在阜宁开设办事处，东坎分理处。

1937年(民国26年)

阜城有同源、裕东、鼎生、同顺祥钱庄4家。

江苏省农民银行阜宁办事处改称阜宁支行，开设益林办事处。

1938年(民国27年)

年初 中国银行阜宁办事处撤离。

江苏省农民银行在阜宁设立苏北各行业务整理委员会。

1940年(民国29年)

10月 八路军五纵队解放阜宁，接管江苏省农民银行阜宁支行部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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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民国30年)

4月 阜宁县政府发行建设公债券。

4月 江淮银行设立益林分行。

4月 经刘少奇、陈毅同志批示，江淮银行贷款2．8万元给阜宁农救会。

1942年(民国31年)

3月 县政府财政科和益林商会合资开设惠商钱号，并发行辅币竹筹子o

4月10日 盐阜区行政公署和新四军三师在陈集乡岔头庄成立盐阜银行o

4月16日 盐阜银行在益林正式对外营业，并发行盐阜银行流通券。阜宁

县设立益林办事处和羊寨、陈集代理处。

4月 盐阜印钞厂在阜宁县东辛庄成立，印制盐阜币。

7月 江淮印钞厂迁移羊寨镇洪武庙，正式印制江淮币，陈毅、黄克诚、张爱

萍、张云逸等到厂视察o

1943年(民国32年)

3月 江淮印钞厂停产转移，3日被日伪军烧毁大部分厂房。

6月17日 盐阜区行政公署发出通令：辖区禁止“伪币”流通。

11月18日 盐阜银行发行100元、200元本票，完粮纳税，一律通用。

秋 盐阜印钞厂经由八滩迁至阜宁县境小魁庄，后转移至顾小堆，对外名

称“盐阜生产合作社”。

1944年(民国33年)

年初盐阜银行益林办事处发行500元本票，与法币等值，限在益林市场上

流通。

3月25日 盐阜区行政公署发布<为改造本区货币本位告民众书>，明确盐

阜币为本区的唯一通用货币。

春盐阜印钞厂转移至四甲曹庄。

6月4 Et 盐阜区行政公署通令：仅准6种法币流通，即：俗称“小青龙”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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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券、“捷克式”10元券、“小捷克式”5元券、“黑蛋包”10元券、“小黑蛋包”5元

券、“小钢板”10元券。

年底盐阜印钞厂转移至高邱王庄。

年底阜宁县四区居民张志宽伪造盐阜币，被处决。

1945年(民国34年)

8月 盐阜印钞厂转移至淮安与淮南印钞厂合并成立华中印钞二厂。

年底盐阜银行改组为华中银行五分行，设于益林。

年底芦蒲乡出土汉五铢铜钱。

4月11日

投机贩买o

10一12且

1946年(民国35年)

苏皖边区第五行政区专员公署通令禁止银元在市场上流通和

华中印钞二厂转移至阜宁县境大西庄印制华中币o

1947年(民国36年)

1月5日 华中银行五分行奉命裁撤，其业务转交给益林丰民贸易总公司o

2月 成立华中银行五分行益林办事处o

5月 经苏北行政办事处批准，益林丰民公司发行1干元、2干元、5干元3

种面额本票，共计2000万元(华中币)o

11月 华中银行五分行在益林复建，撤销益林办事处。

行。

1948年(民国37年)

华中银行五分行召开金融贸易会议。

华中银行五分行限期收回益林丰民公司本票。

第五分区专署通令，财经处与五分行合并改组为货管局兼夯、＼～

f

日日锕

1

4

1月月月

7

7

9



大事记 5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月1日 华中银行五分行由益林迁往盐城，恢复华中银行五分行益林办

事处。

4月17日 华中银行益林办事处改名为中国人民银行苏北分行益林办事

处。

6月1日 苏北行政公署决定，辖区使用人民币为本位货币。

9月1日 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10月 中国人民银行阜宁办事处成立。

1950年 。

4月24日 中国人民银行阜宁、益林办事处改称为阜宁支行、益林支行。

1951年

1月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盐城支公虱在中国人民银行阜宁支行内设立阜宁

特约代理处。

7月1日 中国人民银行益林支行建立中央金库苏北分库阜宁县支库，阜

宁支行设阜城经收处。

9月7 EI 中国人民银行阜宁支行建立7个乡营业所、1个乡服务组o

1952年

6月1日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阜宁特约代理处移交给县政府财政科。

7月1日 中国人民银行益林支行改为办事处，隶属阜宁支行；中央金库阜

宁县支库也同时移交阜宁支行，阜城经收处撤销，并成立益林经收处。

9月16日 交通银行阜宁县代理处在中国人民银行阜宁支行内设立o

1953年

1月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阜宁特约代理处改为阜宁县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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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 中国人民银行阜宁支行开展清偿解放前银钱业存款的工作。

1954年

1月22日 中国人民银行阜宁支行在东益区三里乡试点，成立全县第一个

乡级农村信用合作社。

10月1日 交通银行阜宁县代理处撤销。

1955年

3月1日 使用新人民币，以新币1元收兑旧币l万元o

6月1日 中国人民银行阜宁县支行启用圆形新印章，停止使用原中国人

民银行阜宁支行方形公章。
’

1956年

6月1日 交通银行苏北分行在阜宁县人民委员会财政科内设特派员。

6月 成立中国农业银行阜宁县支行，与中国人民银行阜宁县支行合署办

公，两块牌子、一套班子o

12月 国家经委副主任络耕漠(曾任盐阜银行行长、盐阜行署财经处长)来

益林等地视察经济工作o

1957年

4月 中国人民银行阜宁县支行在三灶区唐城乡进行贫农合作基金贷款试

点后，在全县推广o

9月 中国农业银行阜宁县支行撤销o

1958年

7月14日 中国人民银行阜宁县支行在全县炼出第一炉“土钢铁”。

12月 全县按11个人民公社合并成立11个人民银行营业所、信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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