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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 当
丽 舌

在党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方针指引下；在县委、县人民

政府的领导和县志办公室的指导、协助下，《垦利县金融志》问世

了。这是本县有史以来，第一部记述金融系统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

著述。尽管它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对鉴往知来和两个文明建

设，将有一定的现实和历史的意义。

《垦利县金融志》的着手编著，是从1 9 8 3年9月始。先后

经过1 9 8 4、1 9 8 6、l 9 8 8年三个年度，断续17个月之

久。曾两次组建、调整领导、编写班子。克服了人员少、资料缺、

查核难的重重阻碍，逐步掌握起了近百万字的原始资料。基本做蓟

z纵不断线，横不缺项，系统完整，翔实可信。
’

在搜集、核实资料的过程中，多次得到县党史、县志办公室和

地、市、县档案局、各金融部门以及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

助。’特别是金融系统，在当地和外地的老同志们，为我们提供了若

干从档案中难以查到的口述或书面宝贵资料，使编纂工作得以顺利

进展，并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在此，谨对以上单位和同志们致以衷

心的谢意o ．，

编纂小组1 9 8 4年完成了大部分资料的搜集工作， 1 9 8 6

年秋和1 9 8 8年夏，

进行了编纂工作，先后

实资料的基础上，分两段

8 8年7月定稿付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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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编纂人员花了不少心血，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垦$1-县-志办公室的

同志们也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弓l

下，本着“详近略远，立足当代，反映历史经验，体现客观规律"

的编写原则，除纂写了本县历史上有记载、可查考的金融史实外，

主要突出了垦剩县建制以来的金融工作。

全志共分1 0章和4 0节近8万字，并附表3 6张，照片9幅

及图6张。基本达到以提供金融方面翔实资料，为垦利县的四化建

设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要求。

历史在前进，国家金融体制改革在深入。为客观地反映历史原

貌，本志对有关金融部门的职能和任务，概按当时实际情况记述，

编写。因所存资料不完整，垦利县等一次建制期间金融系统的会计

档案未查到。因此，附麦所列历年数据?大部从1 9 5 9年开始。

由于编写新方志是一项新的工作，加之我们的水平不高，写作

能力有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我们诚恳欢迎各级领导和广大读

者予以批评指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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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领导小组组长

一九八八年七月



凡 例

一、本志主要按业务分门别类，以横为主，纵横结合。上限时

间起自建县初期(1 9 4 1年)，下限时间止于l 9 8 5年底，个

别部分有所延伸。

二、本志纲目结构为章、节、目层次。

三、本志以语体文记述，力求做到追溯历史有根有据，记载现

状实事求是。

四、本志为了突出部门特点，凡属本县相同的内容，如自然、

经济、政治等未作赘述。

五、本志资料来源于惠民地区和利津、垦利两县档案局、本县

金融系统文书档案、报表，以及部分口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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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建国前的金融情况
’

第一节货币流通

我国自金银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一一货币以来，已有3 0 0

0多年的历史，远远超过垦利县的历史。在清朝中期，十九世纪末

叶，垦利县的货币流通和全国一样，是银本位制。以银为主币，铜

钱为辅币。货币的计量单位为两、钱、分；有碎银与铸银(银锭)

之分。银锭又分为“元宝”与“元锞"，5 0两(每斤1 6两计)

以上者为元宝，5两以下者为元锞。

辅币铜钱，通称“制钱秒，园形薄板，直径在2 0一一2 5毫

米之间，因铸造时间不同，规格也参差不齐(总的来说是越来越

小)中间有小方孔，故称方孔钱。方孔钱的四周铸有“××通宝”，

“××元宝"字样(××均为年号)，每枚为一文，每千枚为一吊。

钱业惯例，．每一吊为9 8 0文，或9 7 0文，或9 6 0文不等。其

中扣去2 0文、3 0文、或4 0文作为串钱绳索之费用。习惯称：

足千文者为“满钱"，不足千文者为“九八钱"、 “九七钱"不

等。
．

清康熙元年(1 6 6 2)，中国开始铸造银元， “康熙宝藏”

三种。重量分别为一钱五分、一钱×分，一钱×分。以后乾隆、嘉

庆、道光也铸造多种，有三钱、二钱等等。因数量少，未流通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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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lI．⋯

中国用机器大量铸造银元，始于1 8 8 9年。当时铸有五种，

只有一种大号的“光绪元宝”曾流通垦刹县。 “光绪元宝刀因背面

铸有盘龙图案，又称龙洋。规定为枚重京库平(即户部银库所用之

平)七钱二厘。

1 9 0 0年，我国始铸发园形无孔铜币一一铜元，俗称铜板或

铜子。正面有“光绪元宝"四字，背面有盘龙文，每枚重库平二

钱，当“铜钱”十文。后又增制较十文稍大者，每枚当二十文。开

始银元与银两通用，铜钱与制钱并行。自1 9 0 4年后由于铜钱大

量倾入市场，制钱自行引退。1 9 1 1年又开始铸“大清银币"银

元。

民国元年(1 9 l 2)国民政府铸造有孙辛山头像的“开国纪

念币"银元。俗称“小头"银元，曾在垦利县流通。

民国三年二月(1 9 1 4)，北洋军阀颁布币制条例，宣布铸

造袁世凯头像(袁大头)的银元为法定银币，在垦利县流通。．

民国二十二年(1 9 3 3)，又开铸正面是孙中山半身像，背

面是帆船图案的银元，俗称“孙头”或“船洋”。此外，还有外国

流入的银元也少量流入垦利县相杂流通。同年，国民政府“废两改

元"。规定以银元为本位币。每一枚银元含纯银2 3．4 9 3 4 4 8

公分(克)。

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1 9 3 5)，国民党政府进行币制

改革，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简称四大银

行)发行的纸币作为法定货币，禁止硬币流通。但后有实业银行印

发的纸币俗称“飞马票”也在市场流通。开始时法币与银元的兑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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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是1：1，法币与铜元的兑换比率是l：4 0 0，以后因滥发

纸币，纸币迭次贬值，兑换比率改不胜改，难以详记。到四十年代

初，法币在垦利县市场“币贱于纸"。

在此期间，垦利县市场流通的货币还有山东省地方银行一一民

生银行发行的“民生票”、何思源部出的“利津地方流通券’’以及大

小官员所出的杂牌币等不下十余种。1 9 3 8年以后，日本“联合

准备银行”的货币也暗暗地浸入垦利县市场。这些杂钞，以后几乎

全部变成废纸，使人民群众蒙受了巨大损失。

随着抗日战争的节节胜利，每开辟一个地方，就在那里发行自

己的货币，取缔伪币及土杂钞，与敌人争夺金融市场。到1 9 4 4

年夏陈庄(现利津县)解放后，北海币，冀南币，晋察冀边币就占领

了垦利县整个市场，彻底结束了垦利县数十年币券混乱的局面。在

此期间，还采取了保护法币、收兑法币的政策。这样做，一方面用

法币到敌占区购进我们的急需物资；另一方面稳定了金融，平抑了

物价，保护了解放区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

贡献。

1 9 4 5年8月2 9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北海银行本

币通用的“布告"指出： “过去发行的北海银行本币，今后不分地

区统一流通"。

第二节民间借贷

垦利县解放前既无银行，又无钱庄，也没有信用合作组织。借

贷关系只是在民间存在，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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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借户多是地主富农。殷实镝商，也有兼营放债者。民间借贷的4

基本形式有三种：一是放钱，二是放粮，三是亲J{日好友之间的拆

借。

放钱。在金属货币流通时较多，纸币流通时物价暴涨，纸币贬

值，均改为放粮。放钱的方式较多的有两种：①先扣利(也叫抹头

钱)，如放款l 0 0元，月患3分，先扣3元，实放9 7元，一个

月到期还本l 0 0元。②利滚利(也叫驴打滚)，如放款1 0 O

元，月息3分，半年本息2 8 9元。

放粮。多为春借秋还，借粮还粮，利息是以粮食斗，升计算(

俗称吃分子)，一般是春借1斗，秋还1．5斗或2斗，利大者秋

还2．5斗。因当时放粮以放大豆占数较多，故也泛称“放豆帐"。

放豆帐的多数是地主、富农在青黄不接时放给贫困农户。

亲朋好友之间拆借。为了抵制高利贷者的盘剥，同时又渡过难

关，在民间亲朋好友之间互相拆借的现象很多。亲朋好友之间谁有

困难，大家一起凑钱或粮帮助其解决困难。这种借贷关系是不计患

的．o有的十几户或几十户自由结合成一个临时互助组织，议定每户

按时一月、或一集(五天)凑钱轮流使用。至于谁先用，谁詹用，

一般取抽签办法，或根据各户圈难情况议定。

第三：市北海银行及印钞厂

1 9 3 8年1 0月，毛主席在扩大的六中全会报告《论新阶

段》中，曾对战时的财经方针、政策作了阐述，在论及货币金融时

指出：要有计划地与敌人发行伪币及破坏法币的政策作斗争，允许
4



被隔断区域设立地方银行，发行地方货币，由国家银行办理低利借

贷，协助生产事业的发展及商品的流通。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当时

山东货币金融的混乱状态，建立抗日根据地自己的银行，整顿货币

金融，加强抗战的经济力量，已成为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之

一。北海银行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的。

北海银行最初在l 9 3 8年秋，在掖县正式成立。曾发行了1

角、2角、5角、1元四种票面的北海币。

清河区主任公署的北海银行及其印钞厂，始建于1 9 3 9年，

在临清县许家庄地洞里。当时为救济灾荒，补助辅币不足，曾发行

“益寿临广边区流通券力和“清河区流通券"。t 9 4 0年冬，迁

到博兴县北部，正式成立清河区北海银行。

为保护法币，巩固金融、粉碎敌寇“以战养战黟的阴谋， 1 9

4 0年1 1月2 0日，山东省北海银行作出《关于发行北海银行辅

助币的决定》。辅助币即角币。有1角、2角、5角三种。并先后

印“益寿临广边区流通券"和“清河区流通券’’。

1 9 4 1年春北海银行迁至广饶县北部的辛庄子。这时银行、

印钞厂已初具规模，小清河南北所有抗日根据地都统一流通使用清

河区北海银行货币。1 9 4 2年t月，不幸被盘距在三里庄的国民

党土顽成建基部夜袭破坏。
’

辛庄事件发生后，马上将石印厂迁到垦区永安镇以东的惠鲁

村，又重新组建了新的银行印钞厂。初印1角币，后又印5元币。

这时清河分行下设发行科、会计科、出纳科。发行科下设印钞厂。

印钞厂下设保管股、印刷股、会计股、鉴定股和警卫排，共五、六

十人。当时是石印、脚蹬子和三台手摇机。厂内有党员十四、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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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党支部。

印钞厂在惠鲁村，离八大组太近，日本鬼子经常来扫荡，很不

安全。所以，1 9 4 3年4月迁到杨家村北的建设村。银行发行

科、会计科仍在惠鲁村。

1 9 4 3、年夏，清河区奉命与冀鲁边区合并，改称渤海区。银

行亦奉命将两地银行合并，改称“山东省北海银行渤海分行"。渤

海行署财政处处长王泽民(王有山)兼任行长，以后马汉三继任行

长。同时清河区与冀鲁边区两地印钞厂亦合并为渤海银行印钞厂。

合并后，全厂有七、八十人。车间有石印组、铅印组、裁纸组。机

器有平面8页机1架，机刀一架，铅印机8架。这时印的北海币有

1角，2角、5角、1元、5元等五种版面。

同年冬(古历十一月)，在日寇二十一天大扫荡中，印钞厂虽

早有准备，把机器和材料埋藏起来，工人也分散隐蔽，扫荡十余

天，尚未被敌人发现。但因出现了叛徒李云昌，向敌人告密，使我

印钞厂遭受严重损失。机器材料损失一空，全行干杂人员还伤亡被

俘2 0余人。扫荡过后，自己动手，重建工厂，从胶东买来机器，

继续生产。这时党员发展到3 0余人。

1 9 4 4年春，印钞厂迁到毕家嘴，有一部分在老爷庙(该两

村现属河口区)。这时分行仍在惠鲁村。1 9 4 5年8月，银行与

印钞厂迁到蒲台县万家村。同年冬又迁往刹津县城。1 9 4 7年8

月迁往庆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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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金融机构与编制
彩

第一节机构沿革

l

1 9 4 1年1月8日(古历腊月初六)，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旅

九团解放八大组(今永安乡驻地)。清河区党委及三旅瓦令部决

定，行署及部队后勤机关迁往垦区，创建以八大组为中心的垦区抗

日根据地，并组成垦区工作团，于8月2 6日陆续迁入。不久清河

区党委央定，成立中共垦区工作委员会和垦区建设委员会。

随着民主政权的建立，1 9 4 2年春，北海银行清河分行建立

了垦区银行办事处，直辖清河分行领导。同时清河区党委央定发放

贷款5万元，以鼓励垦荒，解决生产中的图I佳。据1 9 4 2年5月

2 6日《群众报》报道： “⋯⋯区党委)夫定贷款5万元，垦民闻

讯，喜形于色，前往开荒者更加踊跃了”。

1 9 4 3年4月垦区行政委员会奉命改称垦利县抗日民主政

府。夏，奉命成立工商局，撤销银行下属机构，原属金库干部仍归

政府，重建金库。其余干部充实配备工商局。农贷工作委托政府贷

放与收回。专区实业处统一计划，县实业科负责贷款，分行直接与

实业科结算帐项。金库设在县财粮科，路新(许新安)兼任金库主

任到1 9 4 5年底。之后由杨英奎继任。当时金库办理的银行业务

主要有三：①货币收支、储运；③金银首，审等硬货的收存、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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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对敌进行货币反假斗争，组织宣传教育群众清查敌人印制的假北

海币。

1 9 4 6年成立了5人贷款所，由房官俊任主管员，各区也相

应地设有贷款助理e

l 9 4 7年8月2 5日，渤海区行政公署财字第6 8号通知决

定，各县普遍建立银行办事处，并接理金库。 “对现有银行(各县

贷款所在内)、金库干部作统一调整。金库原有干部达3人以上的

县份，县财政科可留1人作保管物资，不足3人者，现有金库干部

全部归银行统一组织，但县财政科即增设物资保管科员1人，除此

以外，不得随便调用金库干部，应全数由专署统一充实银行机构。第

同时规定“交接期限，定于9月1日交接完毕’’。垦利县按此精

神，于l 9 4 7年8月2 5日，正式组建了北海银行垦利办事处(

驻今利滓县陈庄镇)，上属渤海分行第四支行一一于t 9 4 9年7

月改称垦利专区支行领导。原金库主任杨英奎任银行办事处主任。

1 9 4 9年1月杨英奎南下，由郝源清任副主任。各区贷款助理亦

归银行领导称贷款员。

1 9 4 9年1 1月1日，山东北海银行改称中国人民银行山东

省分行，与此同时，撤俏渤海分行与垦利专区支行建制，成立了中

国人民银行惠民专区中心支行，北海银行垦利办事处亦改称中国人

民银行垦利县支行，上属惠民专区中心支行领导。

几年来，从金库到银行，从专管货币发行到开办现金、金银收

兑及农户贷款等业务，不仅促进了解放区经济的发展，而且为接收

城市金融工作锻炼了干部队伍。1 9 4 9年办事处随军南下的有杨

英奎和耿盼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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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 5 1年1 0月底，垦利县支行将原有秘书、会计、出纳、

农贷、保险、专职货管干部等6个单位，改组为秘书、会计、农村

金融3个股，并制定了各股工作职掌范围。

秘书股：

1、协助行长处理日常行政工作及办理文书收发；

2、各种制度之掌握与监督执行；

3、掌握行内员工的签到、请假、考勤、考绩及其他有关人员

管理工作，

4、办理机构有关工作，如工作效率表之填报、机构增设计划

之编造，

5、行内财产之管理及费用予算之编造与开支管理；

6．负责掌管机关保卫工作，

7、其他不属他股事项。

农村金融股：

1、各项农村金融工作，如储蓄、保险、发放贷款，信用合作

等工作之宣传教育、组织执行与检查；
、

2、季节性农渔及特产放款、副业放款及组织收回各种到期贷

款等工作之计划布置、领导贯彻执行检查；
‘

3、农村经济情况之调查研究；

4、各农村流动组业务之布置与指导，

5、行长交办事项。

会计股：’”‘

1、办理一切帐务及各种业务处理手续，．并负责备流动组内之

帐务审查与合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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