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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无锡分行行长 董 伟

《无锡市金融志》出版了。这是无锡市金融界具有历史意义的一

件大事。 ．

《无锡市金融志》是我市金融业第一部综合性的地方金融史志，

如实记述了无锡地区从1851—1 990年间钱庄、银行、典当、保险以及

钱币发展等各方面的情况，是一部内容翔实，承上启下，适宜于借鉴，

可读性较强的史料工具书。存史资治，继往开来。该书的出版无疑将

有益于当代，惠及后世，有利于无锡市的金融事业在深化金融改革，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扬长避短，加快发展。值此志书出版之

际，谨向为编纂和出版此书作出多年艰辛劳动和历史贡献的同志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

无锡金融业始于晚清，兴衰于三、四十年代，复兴于80年代，历

经百年沧桑，基础较好，历史上金融网点林立，金融资本雄厚，金融交

易活跃，素有“放款码头’’之称。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进入80年代中

期，改革开放的政策为无锡的金融业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和插上了腾，

飞的翅膀，无锡市建立了以人民银行为领导，国有专业银行(保险公

司)为主体，以及城乡信用社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一起发展的金融现代

化体系框架，金融业由此步入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

轨道。“八五”期间金融业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和金融业的蓬勃发展，正

是总结百多年金融历史教训，广泛吸取国内外金融实践成功经验的

最好佐证。

现在，历史已跨进90年代后期，金融业改革的步伐将日益加快，

一个与国际金融接轨的现代金融业很快就会到来，我市金融业将保

持领先的姿态，充满生机和活力，为全市跨世纪宏伟目标的实现提供’



全方位的支持。然而，金融改革是创造性和开拓性的实践，有风险，也

会有教训，善于总结过去，才能准确把握现在，更好地指导未来。《无

锡市金融志》的出版顺应了我市金融改革的历史潮流·希望全市金融

界同仁以史为鉴，立志改革，团结奋斗，共创我市金融的现代化大业，

为无锡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再创辉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按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要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求实存真记述无锡金

融历史状况。并继承我国修志传统，重史实，不评议，是非得失寓于记述之中，发展规律寓于

记载始未。

二、本志上限不限，一般从清末民初起，下限至1990年止，略古详今。民国和民国以前

因资料所限只作概述，1949年无锡解放后，力求大事不漏，原委清楚。

三、无锡，在清代设无锡、金匮两县。民国后并设无锡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分设

无锡市和无锡县。1983年实行市管县新体制，无锡市辖区包括无锡、江阴、宜兴三县(市)。本

志记述范围，以市区为主，1949年4月23日以前即为原无锡县，解放后通称市或市区。市管

县后，涉及三县(市)情况及数字称全市或加注明。

四、本志分章、节、目三个层次，横排纵述，以求切合本市金融实况。

五、记述时期，民国以前用朝代年号，辛亥革命后用民国纪年(注明公元纪年，加注时略

去公元二字)，在同一章节中多次出现时间较近的纪年，不逐一加注。解放后用公元纪年。

六、1949年4月23日无锡解放，其前简称“解放前”，其后简称“解放后”。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前简称“建国前”，其后简称“建国后”。一般均用实际年月。

七、本志所列数字，除习惯用汉字表示外，一般用阿拉伯数字表示。记述人民币时，1955

年3月1日以前为旧人民币，以后为新人民币。历年存、贷款等统计数字，统一换算成新人民

币计算。

八、字体除必要时使用繁体字外，一律用1956年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

化字。

九、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尽量少用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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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无锡自商朝末年，周太王长子泰伯偕弟仲雍由中原南奔，白号“勾吴”，设都梅里(今无锡

县梅村一带)，至今已有3 000多年的历史。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始建无锡县。清

雍正四年(1726)，无锡分为无锡、金匮两县。民国元年(1912)，锡、金两县合并，复称无锡县。

1949年，无锡解放后，分设无锡市和无锡县。1949--1950年、1958--1962年，无锡县曾两度

划归无锡市领导。1983年实行市管县，江阴、无锡、宜兴三县划归无锡市管辖。

无锡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地理位置优越，西南濒临太湖，北滨长

江，沪宁铁路、京杭大运河横贯全境，公路、内河四通八达，为无锡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无锡金融业起源较早，明隆庆年间(1570年前后)，即有经营货币兑换的钱铺萌芽。清咸

丰元年(1851)，设有公记钱庄。同治八年(1869)，单松坡开设恒德钱庄，经营存、放款和汇划

等信用业务。同时，盛宣怀开设济通典当。无锡的典当、钱庄即初具规模。光绪二十二年

(1896)，荣熙春在上海开设广生钱庄，在无锡设分庄，由荣德生任经理。其时，无锡大小钱庄

已设有十数家，同业间业务往来频繁，光绪二十七年(1901)，钱庄业与土丝业联合组建锡金

钱丝两业公所，创办同业汇划市场，其是国内早期票据交换所之雏型。光绪三十三年(1907)，

周舜卿在上海开设信成商业储蓄银行，在无锡设分行，为无锡第一家银行。翌年，裕苏、裕宁

两官钱局分别在无锡设分局。宣统元年(1909)，英商永年寿险公司通过无锡代理人开办人寿

保险，其乃无锡保险业的开端。宣统三年(1911)，清政府在无锡筹设大清银行，因适值武昌起

义而未开业。
’

无锡农副产品丰富，工商业繁荣发达，素有鱼米之乡和“小上海”之称，手工业在明代已

有制砖、冶炼、织布、缫丝等行业。至清代，土丝生产已由简单缫丝工具逐步改为脚踏木机。砖

窑业亦盛极一时。粮食运销特盛，南供民食，北输漕米，年交易量达六七百万石，四乡和邻县

自织土布亦汇集无锡转销。无锡历史上即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并被称为“丝市”、“布码头”。

商贸繁荣带动工业兴办，工商业者纷纷兴办起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近代工业。经济发展

促使金融业蓬勃发展，上海、南京银行看准无锡，纷纷来锡设立分支机构。从民国初期起，先

后有：江苏、交通、中国、上海、大陆、中南等银行。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已有银行10家、

钱庄7家、典当33家。正式建立银行同业公会和票据交换所。

无锡市场四季皆旺，春夏麦茧、秋冬粮棉，采购资金需求量大。兴办工业，借贷建厂，仰赖

金融业支持，使无锡银钱业历来放款大于存款，终年资金短缺，旺季头寸更紧，钱庄大多向苏

州、上海等外埠拆借补缺，仅苏州一地做“开期”，多时达千万元，银行则靠联行调剂。据1947

年南京中央银行调查统计，无锡各行庄存款总额为302亿元，放款总额为528亿元。故无锡

． 被称为‘‘放款码头”，

抗日战争日伪盘踞时期，原金融机构全部内迁或关闭，金融业为El伪统治。伪币泛滥，物

价飞涨，投机盛行，金融业畸形发展，公开挂牌的银行钱庄达90余家；保险公司华商21家、



日资7家；典当60余家；地下钱庄和私营拆借者不计其数，金融市场混乱。抗战胜利后，战前

原有行庄陆续复业，官僚资本金融机构除中央银行迟至1948年8月来锡设分行外，其余6

行局，省、县办银行3家、商业银行11家、钱庄7家，共达27家。时代虽易，但通货膨胀情况

未变，物价涨势日剧。1948年8月，国民政府不得已废法币改发金圆券，妄图支撑残局，历时

数月，物价狂涨不已，金圆券发行时每石米限价20．40元，到1949年解放前夕，暴涨达每石

米185万元，8个月上涨9万倍。物价一路飞涨，金圆券又告破产，工商业遭到极大损害，整

个经济陷于崩溃，金融秩序大乱，黑市拆借猖獗，利率月息高达30—60％，金融资金大量转

入投机市场，正常存放业务寥寥，金融业尽失其职能走向末路。
‘

1949年4月，无锡解放，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采取一系列经济政策措施，打

击投机，稳定物价，建立新秩序，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期间，接收清理官僚资本金

融机构，建立中国人民银行无锡支行，改造私营银行和典当。随着人民币的发行及收兑金圆

券，统一了人民币市场，逐步形成高度集中的以人民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制。保险业在解放

前夕已名存实亡，1949年12月，新建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解放初期，物价尚不稳定，人民

银行举办“拆实储蓄”和“实物贷款”。1950年，随着物价趋稳，又适时办理“保本保值储蓄”，

逐步转向货币储蓄。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人民银行支持国营企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

销等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资金需要，保证国营企业的领导地位。对私营工商业贷款，根据接

管改造程度，采取区别对待、适度松紧原则。当时部分职工尚存在生活困难，社会上还残存高

利贷活动，人民银行办理“职工小额生活贷款”。

1953年，国家进入经济建设时期，人民银行以大量资金支持国营经济发展壮大，按照增

产节约，勤俭办企业精神，加强计划管理和经济核算，配合财政部门协同企业清产核资，实行

定额管理，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等。在农村，人民银行支持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坚持个体农

民、互助组、合作社三者合理安排，发放麦种、蚕种、稻种、肥料等实物贷款，农具设备贷款和

少量生活贷款，支持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1954年，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无锡支行成立，办理

基本建设拨款业务。交通银行专营对公私合营企业财务监督和管理公股股权、股利。1955

年，国务院公布《关于发行新人民币和收回现行人民币的命令》，人民银行自3月1日起发行

新人民币，同时收回旧人民币，从而根本上清除了恶性通货膨胀残留在人民币上的痕迹。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的影响下，人民银行总行强调要紧

跟形势，对企业扩大生产和流通所需资金，要大胆支持，充分供应。市人民银行突击支持大炼

钢铁，大办工业的资金需要，信贷偏重支持，忽视监督。工业盲目生产，商业盲目收购，银行盲

目贷款，造成信贷失控，贷款大量增加，企业资金大量占压。储蓄业务实行全面代办，代办所

发展过猛过多，差错事故严重。会计核算制度只破不立，造成帐务错乱。人民银行机构和信

贷管理权力下放，基层营业所划归人民公社领导，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保险公司均精简停

办。金融机构职能作用大受削弱。

1960年冬开始，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银行加

强信贷计划管理，改进国营企业流动资金供应办法，清理企业间拖欠货款和亏损占款。1962

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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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指出：货币发行过多，部分物价上涨，商品严重不足，是当前国民经济生活中十分

突出的问题。重申对银行实行垂直领导，收回下放的一切权力。严格信贷管理，严格划清信

贷资金和财政资金的界限，加强现金管理，实行工资基金监督、严格结算纪律等一系列规定。

·2·



同时对银行外调干部组织归队并充实人员。1962年6月，建设银行恢复。1963年12月，建

立中国农业银行无锡市支行。

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内乱，全国处于大动荡，极左思潮泛滥。是年冬，市人民银’

行领导和大批中层干部均被“斗倒靠边”，领导机构陷于瘫痪。此时，大批判风行，过去一些正确的

政策、原则被是非颠倒，把总行下达的规章制度斥之为“条条专政”，把信贷结算管理斥之为“管、

卡、压”，批判银行是“管钱不管线”、“业务挂帅”、“专家理财”等等，造成思想上极大混乱，工作上

极大干扰，信贷资金大量增加，结算严重错乱。储蓄利息被指责是不劳而获，任意冻结所谓“十种

人”存款，严重地损坏了银行信誉。在夺权风、无政府主义等泛滥下，矛头指向银行，持械威胁银行

强行提款，银行一度被迫停业。银行广大干部坚守岗位，坚决维护银行安全，期间，中共中央、国务

院连续下达有关保护银行不受冲击的指示，并派解放军进驻银行，实行军管，情况才有所缓解。

1969年，银行、财政、税务等两行两局合并成立“无锡市财贸财税银行革命委员会”，将4个单位．

的业务纳入一个生产指挥组，金融业务处于艰难应付之中。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经过

拨乱反正，银行机构恢复，下放干部归队，各项工作逐渐走向正常。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民经济经过调整和改革不断深入，金融工作开始步入新阶

段。1979年，邓小平同志指出：银行要抓经济，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

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给银行工作的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先后恢复农业银行和保险公＼

司，建立中国银行，以及一批非银行金融机构。无锡金融业资金投向实行“区别对待，择优扶

植”的贷款原则。从原来单一的按计划贷款转为按社会、市场需要贷款，发挥信贷、利率的杠

杆作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人民银行开始办理“中短期设备贷款”，从银行贷款只能用于流

动资金扩展到可以用于固定资产，实现信贷体制改革的一大突破。银行普遍重视吸收存款，’

普设储蓄网点，增加储蓄种类，提高存款利率。建设银行确立既管财政拨款，又办信贷结算业

务的双重职能。中国银行举办特种外汇贷款。农业银行和信用社对农村除继续办理农业生

产贷款外，重点支持发展乡镇企业。各行同时开办信托业务，保险公司办理险种不断增多。各

银行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改变统存统贷办法。

1983年实行市管县新体制，江阴、无锡、宜兴3县金融业划归无锡市领导。改革流动资

金管理体制，国营企业流动资金由原归财政、银行两家管理改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改革结

算制度，推行“异地委托收款”及“限额结算”，开办“汇票结算”，建立以银行为主体的多种信

用方式，开放商业信用。

1984年，人民银行实行机构体制改革，划出工商信贷和城镇储蓄业务，成立中国工商银

行无锡市支行。1985年，人民银行市支行组建为中国人民银行无锡分行，行使中央银行职

能，组成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各专业银行为主体以及保险公司、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等

多层次、多样化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金融体系。

1985年，建立国家外汇管理局无锡分局，重新组建了以公有制为主的股份制交通银行

无锡分行，以及在无锡、江阴、宜兴3县(市)增设中国银行、保险公司。各专业银行均开办储

蓄、外汇、信托等业务，实行业务交叉。并普遍使用电脑，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另

外信托投资、信息咨询、企业内部集资、社会集资、同行业、跨地区资金拆借业务亦蓬勃发展。

至1990年底，全市共设金融机构91 5个(其中市区210个)；从业人员8 960人(其中市区

3 604人)。各类存款总额94．67亿元(其中市区45．84亿元)；各类贷款总额103．25亿元(其

中市区59．0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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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清咸丰元年(1851)，冯裕堂开设公记钱庄。主要经营银钱兑换，曾发行钱票和钱筹。

清同治八年(1869)，无锡县署账房单松坡创设恒德钱庄(1875年改名达源钱庄)，开办

存、放、汇业务。
。

．

同年，盛宣怀与汪君合资在无锡吴桥开设济通典当。

清光绪十五年(1889)，清政府正式发行铜元，停止使用钱票。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广生钱庄元锡分庄开业，荣德生任经理。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8月，单松坡倡办钱丝两业公所，同时开办同业汇划市场(俗称

查帐处)。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信成商业储蓄银行在无锡设分行。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裕苏官钱局在无锡设分局，地址前竹场巷，经理张仰楼。同年，

裕宁官钱局在无锡设分局，地址布行荠，经理周福坡。

清宣统三年(1911)8月，清政府在无锡筹设大清银行无锡分行，原定8月19日开业，适

值武昌起义，即停办。

民国元年(1912)10月，江苏银行设无锡分行，经理张晋藩。

民国二年(1913)4月，交通银行设无锡支行，经理伍守谦。

民国三年(1914)7月，中国银行设无锡支行，经理邬学韶。

民国五年(1916)，中华福众联保寿险公司在锡成立，经理程晕。

民国六年(1917)4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设无锡分行，经理华少云。

民国十一年(1922)，无锡县钱业公会成立，推薛南溟为董事长。

民国十六年(1927)，钱业公会改组，由董事制改为委员制，并先后制订公会的组织章程、

办事规则、议事规定等各项规章制度，推江焕卿为主席。

民国十八年(1929)3月，中央银行设无锡分行，行长唐纪云。

民国十九年(1930)3月，江苏省农民银行设无锡分行，经理顾倬。

同年，国民政府立法院制订“银行法”，上海、无锡、苏州、常州等地钱庄剧烈反对，纷纷呈

文国民政府财政部，请求另订“钱庄法”。

民国二十年(1931)，丝价暴跌，丝厂损失惨重，无锡银钱业深受影响，形成金融危机。 ，

民国二十一年(1932)，“一·---]k”淞沪战争爆发，工商业萧条，城乡又遭大水灾，银行发

生挤兑。

民国二十二年(1933)3月，执行政府废两改元，以银元为本位币。

7月12日，浙江兴业银行设无锡支行，经理华瑾。

民国二十三年(1934)，新华信托储蓄银行设荡口办事处，主任华垂宇。7月，中南银行设
’

元锡办事处，主任朱菊农。



同年，江苏省财政厅令无锡县实行金库制度。·
’

民国二十四年(1935)中国通商银行设无锡办事处，主任向椒年。 。

3月15日，银行公会正式成立。

11月，国民政府实行货币改革，实施法币制。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后增中国农

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其余各银行所发钞票在锡一律收兑停用。‘

民国二十五年(1936)，锡钟信用社(抗战后改名为无锡县第一信用合作社)成立。

民国二十六年(1937)11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无锡沦陷，银行、钱庄、典当全部停业。无

锡沦陷前，中行和交行的无锡支行迁往上海继续营业。

民国二十八年(1939)8月，日本侵略军搜刮铜元，市面上铜元奇缺，遂以邮票找零，县政

府令城公所制发竹筹2种，分别当铜元l枚、5枚，流通于市。

民国二十九年(1940)2月1日，日本人控制的朝鲜银行无锡派遣员事务所成立。

民国三十年(1941)3月23日，汪伪政府发行储备券。规定以中储券兑换法币，至6月23

日宣布法币停止使用。

9月25日，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无锡办事处成立。

11月15日，华兴商业银行无锡办事处成立。

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勒令沦陷期间所设银行、钱庄全部停业，

规定因抗战停业的银钱业可申请复业。

民国三十五年(1946)1月4日，交通银行率先复业，当月无锡县银行开业，董事长钱孙

卿；中央信托局无锡分局成立，内设再保科，管理民营保险公司。同年中国、中国实业、中国农

民、浙江兴业、金城等银行在无锡的分支机构相继复业。无锡中行于1月28日复业，并代理

国库。，

9月，国民政府规定法币1元收兑中储券200元。

民国三十六年(1947)11月1日，银钱业票据交换所成立。由中国农业银行代办。

同年，江苏省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无锡的分支机构及增大钱庄等相继复业，中央合作

金库、亚洲银行、太仓银行、亿中银行、田业银行、国华银行等在锡设立分支机构。 。

民国三十七年(1948)3月，中央银行恢复设立无锡分行。

6月，行庄滥发本票，发生挤兑，县政府令各行庄限期3天收回焚毁。

8月19日，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规定法币300万元兑换金圆券l元。

1949年

4月23日，无锡解放。

4月26日，无锡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出接管组，接管国民政府官僚资本银行在无锡的

10家分支机构。 一

4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无锡支行成立。无锡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经字第一号布告：自5

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统一收兑金圆券。

5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苏南分行在无锡成立，负责领导苏南地区金融工作。同时，无锡

市人民银行改为苏南分行营业部。6月10日开办存款业务；15日开办放款业务。

5月，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实行公私合营，其在无锡的分支

机构同时实行公私合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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