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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十分重视修志

工作，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和关怀下，全国上下掀起子。太平盛

世修志一的喜人景象，。江苏中国银行志”就是在此情况下，为适应金融

改革形势的需要，借鉴历史经验，在江苏省金融志编纂委员会的关怀

和领导下编写的。

中国银行是我国现有专业银行中历史最悠久的银行，它是辛亥革

命后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批准，于1 9 1 2年2月5日在上海成

立。南京，中国银行于．1 9 1 2年2月1 4日成立。中国银行在旧中国内

忧外患、天灾人祸、动荡不定的状态下走过了37年的历程，先是作

为中央银行，后为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以后又改为发展国际贸易的

外汇银行。在37年历史中，中国银行走过的是一条崎岖曲折的道

路，它的产生和发展，兴衰和演变都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

交息息相关。它的历史不单是一家专业银行的历史，而是我国金融业

发展的缩影。无论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还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

国银行坚持为社会服务，重视经营管理，开拓发展，稳健经营各项业

务，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

新中国成立后，原为国民政府官僚资本的中国银行，经过接管和

改组，成为新中国的外汇专业银行。

，中国银行南京分行在解放后的四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大体可分为

两大阶段，前三十年中，作为人民银行国外业务部，受当地人民银行

和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的双重领导，机构与业务发展比较缓慢，业务主

要集中在国际结算、非贸易结算、侨汇和外贸信贷等。

1 979年1 1月1 7日，中国银行南京分行从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i ． ．分行分设出来，成为全省中国银行的管辖分行。改革开放政策给江苏

中国银行带来了蓬勃生机，进入了崭进的发展阶段，注入了新的活力，

全省机构网点从1979年的3个发展蓟1990年的308个，职工总人数从

155人发展至J]4053人。1990年末，全行人民币贷款余额已达到118亿元，

． 增长10倍，外汇贷款余额8亿美元，增长23倍，利润增长20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江苏中国银行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坚

持贯彻执行国家的经济和金融政策，充分发挥外汇外贸专业银行的职

能，：．大力组织筹集本外币资金，积极支持地方出口创汇、发展外向型

，、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积极运用外汇贷款、出口买方信贷、外国政府贷

款、：商业贷款、国际银团贷款等，重点支持轻纺、化工、电子等我省

。主导产业和旅游、电讯、交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7积极利用外资，，支

持我省发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扩大劳务出口和促进外商投资企业的

发展，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振兴江苏、发展外向型经

济作出了贡献· t
， ．一

’．，。《江苏中国银行志》是经过全体编、审人员共同努力，集体创作

椭成果。是江苏中国银行史上的第一部专业志书。；《江苏中国银行

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比较客观、系统地展示了江苏中国银行的

●‘ 发展过程，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起到“存史、教化、资政"的作

用，不仅有益于当代，而且惠及于后世：学习：研究中国银行史可以

．， 加深对中国近代金融发展史的了解，继承和发扬中国银行的优良传

、 统、弘扬中行精神，增强中行意识，进一步激励全行干部职工立足中

行、为中行建设和发展努力工作，．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
∥

．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行长 昊痨硅’
，‘

。 金融志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
一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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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江苏中国银行志"是“江苏省金融志"的组成部分，是中国银

行江苏省分行(原名中国银行南京分行)金融志编委会领导下按照省

金融志编委会的统一部署和要求组织编写的。在完成省金融志初稿内

容的基础上经过修改补充，编辑成册，作为我行专业志和行史资料长

期保存。省志没有要求撰写的其他业务和党、政、工、团、行政等方

面内容未列入。全书共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建国前部分，从1912年

南京中国银行的成立起军_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下编为建国

后部分，从1949年至1990年底。全书共17章约26．8万字。

“江苏中国银行志”是由省行主要业务部门抽调专人组成金融志

编写室具体组织编写。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各业务处室领导和全体同志

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各处处长对本部门的志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审

核，王友恭、周达仁等高级经济师审核了部分初稿’。经编委会讨论通

过后，国际金融研究所又指定专人进行了编辑和审校。最后由，高级经

济师张忠如所长，副研究员王根华副所长审核后定稿。

在金融志编写过程中得到省人民银行金融志编写室、省级各专业

银行和交通银行金融志编写室，南京市人民银行金融志编写室、江苏

省档案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大学图书馆等

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深表谢意。

由于编写该书时间跨度大，资料不足，加上编写水平有限，错误

和不当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金融志编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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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中国银行是我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最早办理外汇业务的专

。业银行，、它的前身是清朝政府国家银行二一大清银行。1911年10}2辛

-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后，次年i月由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批准

于1912年2月5日在上海大清银行旧址改设中国银行，履行国家银行
‘

的职能。 ’|，f -一j一 ．
·．

J，’ ，，

-。：南京中国银行成立于1912年2月14日。行址在南京市珠宝廊，经

理邹呈桂，．以后为许仲衡。南京中国银行成立时就发行了中国银行第

：二张通用钞票一一南京券。1912年8月1日北京中国银行开业，简称

京行，其地位相当于总行，。此后南京的中国银行就称为中国银行南京

‘分行，’简称宁行。是年12}2，奉命撤销。‘～一’ ，。

：一 ，’

1914年1月3日中国银行南京分行在南京珠宝廊(即白下路23

号)重新成立。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宁行逐步内迁，8月15日南

京分行设立驻扬州临时办事处，10}2 28日设立宁行留守处，11}2 23日

设立驻汉口临时办事处，、宁中行会同中央、交通：农民三行派员随带．

．’库存文件帐册撤退至武汉，1938年1月复由武汉转香港至上海，2月

1日驻汉办事处撤销。2月7日在上海法租界马斯南路52号设立联合

通讯办事处开始对外办公。+ -j
i

1942年涯伪政府策划中、交两行复业。9月1日上海伪中国银行

成立，1943年5月9日在建康路203号中央银行旧址复业。于1945年

， 9月26日伪中国银行南京分行停业，待接收。于10}2 8日在健康路

155号复业直至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 ，·

一一10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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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银行是官商合办的国家银行，1928年以后成为国际汇兑锒 -、

行和外贸银行。无论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银 -’．

行南京分行都坚持为社会服务，重视开拓业务和经营管理j在国内外

享有崇高的信誉，但在1日中日31年历史中所走过的是一条崎岖曲折的
‘。

道路，，在国民党政府垄断统治时期，它成为官僚资本体系中的重要支

柱，‘它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及兴衰都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1外 。

交息息相关，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i， o：■，

，-解放前的南京中国银行管辖范围遍及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在． ，‘，

主要城市都设有分支机构或办事处。主要业务有发行钞票、债券，代 ，

理国库，代收盐税、关税，存款、‘放款、汇款、透支，贴现、押汇、．

汇兑、结算及信托业务等。‘在旧中国中，中、交、农四大银行中，中 一

目银行的规模和业务量是最大的。 ：。‘ 一一i 』I一㈠，【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后，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中国
‘

银行南京分行，经过接收改组后重新开业，’成为新中国的外汇专业银

行。1951年4月29日奉命裁撤，并入当地人民银行。业务上受当地人‘’
·

民银行及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双重领导。 ．‘，． √一‘
一。

’1964年6月1日中国银行南京分行重新成立，归南京市人民银行 ．

领导，行址设在南京市汉中路1号，主要业务有国际清算、』．侨汇、。。票．

据托收、外币兑换及其他外汇业务。 、

，，‘ 。- ，，4

，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机构撤并、人员下放、业务工作

处于停顿、削减状态。
。

+{_

4

1974年以后，由于江苏外贸的发展，成立外贸口岸，发展对资本 一

主义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中国银行南京分行为适应外贸发展需要而逐 ’：

步扩建，同年4月成立连云港分行。 。

r．
．j 1；一 i

‘1977午7月1日原由南京市人民银行’领导的中国银行南京分行划 ．：’

一2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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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省人民银行直接领导，．并与省分行国外业务科合并成为国外业务
●

』

处。， ． ，㈡-．”，|，。：、：’．一．7：‘
f、

，．一 ?“-。 ，’

，

， 』I ’1979年，国务院72号文件批转关于中国银行体制的报告：决定中国

．． 银行从人民银行内部独立分设出来。1979年11月17日，。冲国银行南京

分行从江苏省人民银行内分设出来，于1980年1月1日起分帐独立核

算■从此中国银行南京分行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j，．+，，1、．。o，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银行带来了蓬勃

’生机，中国银行南京分行从此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江苏省的中国

银行机构j人员：’业务都得到全面发展，在中行系统中主要业务量均
：

1名列前茅，成为仅次于广东省分行的有较大影响的省行，业务品种繁

多，。功能齐全。¨ √ ，．j 4’，，! ，7，，：l ，-；．．，?：：_．’|
= “

，，‘ 1979年分设到1990年的十一年中，江苏中国银行的发展可分三个，
^

：．．主要阶段。从1979年到1983年，，设立市级分支机构，为发展奠定基

础。由于历史原因，。分设之初江苏中国银行基础十分薄弱，’。仅有3个

机构网点，。全省中行只有155人，到1983年底发展到10个机构网点，=|

员．T．743入，’各项业务初步发展。从：1．984年到1987年，开始在县(市)

级设立机构网点，从1986年起开办人民币储蓄存款业务，在完善传统

?业务的基础上，．不断推出新业务品种，至,]1987年底全辖机构网点达到‘一

55个，职工总人数1471人，成为本外币并重的外汇外贸专业银行。．o

一 从1988年至1990年是江苏中国银行进入全面稳步发展的时期，各‘

．。：项业务不断完善：到1990年底全省中行机构网点308个，贯x：4053A：；o

。。 至']1990年来，该行人民币贷款余额已达118亿元，十年来累计发放人

民币贷款700亿元，支持了外贸企业出口收购的资金需求，实现全省，t，t

，累计出口创汇19罩亿美元。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该行坚持改 ．|

一 革开放的方针，积极支持地方经济建设，为外贸出1：／创汇，为江苏发

一；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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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外贸进出口企业和生产企业日

发展机构网点，狠抓吸存、广开筹资渠

，国际银团贷款等方式支持了企业的技
”’

‘t

外汇贷款22亿美元，占全省利用外资的 ．

的主渠道。同时还积极支持江苏发展国

口，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迅速发展。

银行的整体优势∥该行积极开办了信托

咨询服务，承办进出口结算业务，十年

总额达177亿美元。通过推广票据承兑

汇、出口押汇、快邮、电索等措施加快 。

’

r，
二‘

r’

●

中国银行重点支持了数以万计的企业和

子等全省主导产业的发展，支持了仪征

干企业的建设和生产，还积极支持了电

发展，对完善全省基础设施建设，改善

作用。回顾历史发展、继承和发扬过去 ·

银行，无论其地位还是作用，．都是过去

展望未来，今后江苏中国银行的发展， ’．

生机的开放型、多功能、综合性的大银 ’。

建设和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中作出新的“。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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