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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德寿

在南通市人民政府领导下，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省金融志

编纂委员会具体指导下，在各金融单位共同努力下，《南通市金融

志》历时七年，数易其稿，终于问世。这是南通市金融界的一件大事，

也是金融系统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

金融业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着金

融业的发展程度；而金融业的发展，又促进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南通

临江濒海，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盛产粮、棉、鱼、盐，土布南销浙、

闽，北销辽、鲁。古时交通工具简陋，南通又僻处江北，商品流通受

到一定限制。19世纪末叶，近代实业家张謇在南通创办实业。随着工、

农、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日益发展，钱庄、银行也纷纷设立，金融业

曾几度繁荣。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日新月异，工农业产

值成倍增长，南通市的金融业得到相应的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特别是1984年南通市进一步对外开放以后，南通市的现代化

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南通市金融系统认真贯彻党的改

革开放政策，正确发挥金融宏观调控作用，积极组织资金，相互融通，

适时发放各项贷款，为南通市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南通市区作为六县(市)、二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着改

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金融业必将得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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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发展，金融的宏观调控作用也将得到进一步加强。为此，编纂一

本相对完整的金融志，借以发挥其存史、资政、教化作用，不仅益于

当代，亦且泽及后世。《南通市金融志》的问世，其意义即在于此。

南通修志，有数百年历史，前后有14部州志和乡土、场、山等

9部专志，但历代志书，均未涉及金融。《南通市金融志》如实记述了

南通160余年来金融业发展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但
由于历史的原因，资料残缺，故疏漏难免。尚祈金融专家、广大读者
有以教正。 譬誓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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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南通市金融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

想，力求全面、准确、实事求是地记述南通市金融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上限以发端为始，下限1990年。

三、本志设章、节、目，记述范围以市区为主，兼及各县。

四、1955年3月1日前的旧人民币，一律按10000比1折成新人

民币计算。

五、统计数据以南通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准；统计局未公布的

数据，以银行会计年报、计划报表数字为依据。

六、本志所涉年代，1949年2月南通解放以前采用朝代及民国纪

年，公元纪年注在括号内(只限第一次出现)，南通解放后，采用公

元纪年。

七、本志资料来源于金融系统档案、书刊以及南通市档案馆、图

书馆、博物苑等馆藏旧报刊；少数资料来源于当事人回忆。



概

、‘一 南通(辛亥革命前称通州)从唐朝末叶到清代中叶，一直是淮南

主要盐产地。宋末元初，开始引种棉花，清初得到普遍推广。19世纪

末，近代实业家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投产。到20世纪初，花纱布行

业已经成为通州工商业的重要支柱。经济的日益发展，促进了南通金

．融业的振兴与繁荣，而金融业的繁荣，又促进了南通经济的发展。’

通州市面流通的货币，从唐宋至清朝中叶，为银两与铜钱。第一

次鸦片战争后，“九八规元"成为记帐货币，流通货币则以银两、银

元为主，银毫、铜钱、铜元为辅。在这期间，出现了专门从事货币兑

换的钱铺。20世纪初，随着大生企业集团的形成和市面货币流通量增

大，原来的钱铺逐步发展为较能适应兑换、汇划和融通资金需要的钱

庄。清光绪三十年(1 904)，官办裕宁官银钱局通州分局成立，代理

：国家金库，经营存放业务，直到辛亥革命后停业。， ‘-|
。

。民国2年(1913)，江苏银行到南通设立机构，成为南通有史以

来第一家银行。随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t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也相

继在南通设立分支机构。民国9年，大生集团建立了淮海实业银行。7

至此，南通共有银行5家，钱庄20多家，典当20余家。’各银行‘钱

．庄除吸收存款外，还向工商企业发放信贷，放款对象以大生系统企业

为重点。 、．
，

民国10年秋，南通棉纱业、证券、杂粮联合交易所开业，‘掀起

投机热潮。翌年1月27日，交易所奉命停业。短短4个多月，因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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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投机失败而破产的企业有几百家，钱庄倒闭近10家，造成南通历

史上第一次金融风潮。民国11年以后，由于遭受水灾，棉花失收，加

上资本主义国家“洋纱弦倾销，市场棉贵纱贱，使南通大生纺织企业

陷入困境，淮海实业银行于民国13年逐步收缩业务。同年，由于大

生一厂无力偿还南通张得记等9家钱庄的贷款，钱庄组成“维持会"

接管了大生一厂，经营3个月，获利27万元，开创了金融业直接经

营管理工厂企业的先例。

民国20年，因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一些钱庄从事黄金美棉

投机失败，加上连遭水灾，城乡市场凋敝，先后倒闭钱庄20多家，使

存款户受到很大损失，造成南通历史上第二次金融风潮。

在此前后，银行来南通设立分支机构的有中国实业、金城、中南、

盐业、通商等多家，主要业务就是发行纸币。

民国26年，“七·七力事变后，南通金融业逐步收缩。翌年3月，

南通城沦陷，银行、钱庄或撤出，或停业。民国30年，南京伪国民

政府成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储券，凭借El本侵略者的支持，强行

取代法币。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由于上海依赖从南通得

到棉花、生猪、家禽等农副产品，南通城区市面一度繁荣，钱庄业也

乘机复苏，从民国29年的6家，发展到民国31年的15家。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南通城，恢复法币为本位币。

在这以后，外地银行到南通城区复业的有5家，新设分支机构的行、

局、库有6家；志诚、盈泰、东源3家钱庄亦获准复业，另有地下钱

庄36家。民国37年8月，濒于崩溃的国民政府因恶性通货膨胀，以

法币300万比1的比价，发行金元券，大肆掠夺人民财富。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南通金融业，虽然在客观上为南通经济

的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其根本目的却是以融通资金为手

段，为地主和资产阶级牟取最大限度的利润。

与旧钱庄、银行相反，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设于南通抗



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江淮银行和华中银行，在中国共产党和民

主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发行货币、代理金库，对法币、伪币进行抵制

与斗争，保障了党政机关及部队的供给，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发

展了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生产，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i作出了
／

贡献。‘ ‘ ：■
‘

1949年2月2日，南通全境解放。华中银行九分行随军入城，接

管了属于官僚资本的金融机构，并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收兑金元券

的工作。同年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南通支行成立。从此，南通金

融业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它的职能、任务，对国民经济所起的

作用，与旧金融业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

1南通人民银行建立初期，为了稳定金融物价，制止通货膨胀，恢

复国民经济，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有关决定，开展了对国家机

关和国营企业的现金管理，扩大汇兑网，开展储蓄业务，并根据“区

别对待”的原则，发放贷款，扶植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支持国

营商业掌握充足的货源，壮大国营经济，打击投机活动。同时，对私

营金融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根据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及时放松或

紧缩对私营企业的贷款，并加强金融市场的管理，打击黑市金银买卖

和地下高利资金拆借，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人民政权的

巩固。 ，：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南通金融业除继续加强现金管理、吸收

财政和企业存款外，还大力拓展城乡储蓄和保险业务，筹集资金支援

经济建设。在此期间，‘交通银行开展了对私营企业中公股公产的清
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加强了对基本建设拨款的监督和管理。1956

年，城区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银

行在贷款上给予公私合营企业以大力支持。1957年，国营企业和公私

合营企业贷款总额74370万元，为1952年末的26．69倍，手工业贷

款余额581．91万元，为1952年末的近3倍；合作企业贷款余额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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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7万元，为1952年末贷款余额的69．77倍。

在“大跃进"运动中，由于受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风的影响，

片面强调支持生产，银行贷款“大撒手"，致使贷款猛增一倍以上。银

行内部的会计、出纳制度也破而不立，造成帐款混乱。1961年、1962

年，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指示，银行严格了对信贷、现金和结算的

管理，并开展工资基金监督，为国家守计划，把口子。1962年，回笼

货币比1959年增加76．38％，贷款下降22．75％。

“文化大革命"期间，南通金融业在“左"的路线干扰下，各项

规章制度受到破坏，机构被撤并，人员被下放，会计核算质量下降，

银行的职能作用被削弱。在艰难的环境中，大多数职工坚守岗位，认

真履行职责，勇斗“经济主义力歪风。通过努力，南通的金融业在困

境中有所前进。

1978年以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

引下，特别是1984年南通市被列为沿海开放城市之后，南通的金融

业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进行了多方面的金融体制改革。

t从1980年起，先后恢复和重建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1972年8

月恢复建立)、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分支

机构和城市信用社，新设了中国工商银行南通分行和国家外汇管理

局南通分局，并且使人民银行的职能逐步向中央银行的职能转变。各

专业银行扭转了“重贷轻存’’的观念，重视用经济方法积极组织各项

存款，增设储蓄网点，改善服务态度，创新吸储工具，广泛筹集社会

资金，1扩大信贷资金来源。在贷款方面h打破了30多年来银行只发

放流动资金贷款这一常规，把贷款投向固定资产领域，支持企业进行

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促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为推动资金

横向融通，1987年4月，工商银行系统“沿海八城市(大连、秦皇岛、

青岛、宁波、温州、南通、扬州、连云港)联合资金市场"在南通开

业；与此同时，市人民银行牵头建立了由各专业银行参加的有形资金



市场。1979年至1990年末的11年中，先后11次调整存贷利率，并

改革了信贷管理体制，变单一的指标管理为。实存实贷，互相融通一

的办法。为适应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改革了外汇管理体制，建立了外

汇调剂中心，采取“统一收汇，集中供汇刀的方式，开展外汇调剂业

务。 ，

经过几年来的改革和发展，一个以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为

领导，各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分工协作的社会主义

金融体系，已经在全市初步形成。由于兴办了各种涉外业务，南通金

融业实现了从封闭型向开放型的转变。南通金融业在壮大自身资金

实力，促使社会消费资金向生产资金转化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日

益明显。仅以1990年末市区为例，全民工业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余额

达79786万元，占当年企业流动资金总额的81．83％，而1978年仅占

47．13％；各项存款余额达247157万元，是1978年末的18．5倍，其

中储蓄余额达79524万元，是1978年末的34．．4倍。

回顾过去，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南通旧金融体系，已经

随着反动政权的覆灭而成为历史的陈迹。新中国成立后，南通金融业

虽然也曾因受“左力的路线干扰，出现过某些失误和曲折，但它对南

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起的积极作用，毕竟是主流。展望未来，人们

有理由相信：只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一个中心，两

个基本点力的基本路线，不断深化金融体制的改革，进一步发挥金融

业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南通的金融业，必将有一个更加光辉

灿烂的明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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