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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金融志
濒巍卷金融卷编蘩委城念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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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行在会子库钞版拓印

浙江省银行银元兑换券伍元

江南银行伍元

中华民国浙军政府爱国公债券壹元

浙江兴业银行通用银元拾元

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金库兑换券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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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钱业会馆旧址 宁波钱业会馆石刻碑记

u45年4月在余姚梁弄镇成立的抗日根据地浙东银行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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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

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

＼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



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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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簿謦声。二

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于1997年

7月实现私人业务全省大联网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994年-投人运行的m＼

rs un0(卜3ll大型计算机主机房。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金穗卡宣传咨询吸引了广大市民

1995年5月!l目．浙

江省暨杭州市庆祝全省储蓄

存款超千亿元和“中国人民

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大

型宣传咨询活动在杭州武林

广场举行



全省农业银行系统积极支持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稳步发展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

分行贷款支持建成投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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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年代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贷款支持 中萤银行浙江省分行积极向“希望工程”捐款

项目 衢化公司氟化工项目

人保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坚持“主动、迅速，及

时．合理’的原则开展保

险理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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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保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大力开拓以个

人缴费为主的寿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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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在历史上被称为“方志之乡”，有编纂方志的优良传统，有“中国地方志之祖”

之称的《越绝书》就问世于浙江的绍兴。千百年来，浙江的修志事业绵延相续，佳志迭

出，代有名家，饮誉海内外。

新中国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和社会的蓬勃发展，使修志事业焕发

了新的生机。编纂浙江省志历经十余载，期间虽人事数迁，然修志工作始终不辍。耕耘

者勤奋劳作，孜孜不倦，硕果累累，成绩斐然。

浙江省志采用《省志丛书》和《省志精编本》两种形式。丛书为多卷本，涵盖全省，体

例完备；统贯古今，详今明古；分则独立，合则系列；以详见长，蔚为大观。精编本概述全

省历史和现状的重要方面，以精取胜，详特略同，充分显示浙江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

两套书各有千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构成有机的方志体系。

浙江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新编浙江省志全面、系统、真实地记录了浙江七千年文

明史。有着丰富、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浙江人，既要通过读志、用志，认清省情，扬长避

短，发挥优势，把浙江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经济强省；又要通过省志的宣传发行，让浙江

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对外交流、促进祖国统一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
‘

。。

时代正处于世纪之交。浙江的昨天已载入史册，浙江的明天有待我们去创造。勤劳

智慧的4400万浙江人民，正在努力拼搏，开拓创新。我们相信，载入未来浙江方志的，

必将是更加灿烂辉煌的新篇章。
2

浙’江省省长祭松岳
一九九八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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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是一个富饶又充满生机的地方，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经济发达，金融活动

活跃。然而，浙江历史上从未有专门的金融志。现在，欣逢盛世，政通人和，在浙江省人

民政府领导下，由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牵头，会同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中国

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中保财产保险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等单位组成浙江省金融

志编纂委员会，从1994年6月起，怀着光荣和负重的心情，谨慎从事，历时5年有余，

编成了这本浙江第一部金融专业省志——《浙江省金融志》，它也是浙江省志丛书中的

一卷。

方志是“存史、资政、教化”的实用书，非示观美。我们遵循“实事求是，贵在致用”的

编纂原则，辛勤耕耘，以保证金融志的质量。

首先，把好资料关，在广采博取的基础上，以严谨的态度认真剔理，去粗取精，去伪

存真。充分发挥银行的传统优势，保证资料翔实，观点正确，事实无误，记述有据，经得

起检验。 ．

其次，志是史体，着力记述浙江省金融事业发展的全过程。浙江金融业的发展历程

和全国各地有许多共性，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在同一跑道上奔驰。不仅如此，浙江金融史

上有许多耀眼的闪光点，南宋时期发行的纸币——会子，在当时“世界上最美的华贵的

天城’’临安(-4-杭州市)广泛流通，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之一；近代钱庄的发祥地就在浙

江宁绍地区，浙帮钱业的势力，涵盖全国；民国时期浙江籍金融家拥有的金融资本遥居

全国首位；新中国成立后，回笼货币，吸纳存款储蓄，金融机构存款贷款占全国的比重

逐渐提高，有力地支持了农工商各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近20年来，浙江省经济

总量在全国的排名不断提升，进入了强省之列，金融业的贡献功不可没。对于浙江金融

史上的闪光点，我们不炫耀，只用平实的笔触叙述金融业艰苦奋斗、稳健经营，在各种

环境中曲折前进的史实，这样的写实更有现实意义，可以帮助人们理解社会变革与经

济发展，促进金融制度演变和金融业务发展，激励金融工作者自觉适应特定的客观环

境，不断创造新的业绩。

再次，立足当代，详近略远，紧贴现实。金融业务内容广，整体性强，很难割裂划分，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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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按照现代金融科学理论、金融业务分工实际和方志横排门类体例三者结合的原

则，安排篇目归属，把金融活动全面清晰地加以反映，既分门别类，便于检阅，又不失系

统性和完整性。在分条目记载中，着重反映建国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巨大变化。志书的下限为1995年，人物适当延伸，体现本书的时代性，真实地反

映改革开放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和浙江省金融业兴旺发达、欣欣向荣的态势，从

而鼓舞人们满怀信心地迈入21世纪。

回顾浙江金融事业发展，既有成功和经验，也有失误和教训，书中作了如实记述。

浙江位居祖国的东南前沿，在金融国际化、全球化的大潮中，面对机遇和挑战，踵

事增华，任重道远!金融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希冀这本平实的记录，能折射经济运行

的轨迹，对读者有所启示。

最后，我们向为浙江金融业作出过贡献的老同志，向正在岗位上辛勤耕耘的浙江

13万金融工作者，向支持和关心浙江金融的朋友和支持编写这本志书的专家学者，致

以诚挚的敬意和谢忱。

浙江省金融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行长

谢庆健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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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遵循“明古详今”原则，记

述浙江境内金融演变历史过程，弘扬浙江悠久金融文化，为现代金融改革发展服务，为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记述断限，上限溯自货币金融之发端，下限至1995年，人物篇等个别特殊

情况逾限记述。

三、本志体例由序、记、述、志、图、表、录、传等组成，以志为主，客观全面展示断限

内全省金融历史和现状。

四、本志历史纪年，凡1949年10月1日前标示朝代、年号、年份，括号内注公元纪

年；1949年10月1日起，一律以公元纪年。文内建国前或建国后，以1949年lo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为界；文内解放前或解放后以1949年5月3日中国人民解

放军解放杭州之日为界。
’

五、本志货币单位，均按当时当地货币单位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人民币

元为单位，凡用旧人民币元单位，均加括号标明。

六、本志数字表示，以1996年6月由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实施的《关于出版物上

数字用法的规定》为规范。 。。

七、本志使用计量单位名称，以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颁布的《关于在我国统一

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为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之旧计量单位，一般照实记

载。

‘八、本志所列金融机构，第一次出现均用全称，以后则用简称。如中国人民银行浙

江省分行，简称人行浙江省分行。 ： 、

九、本志资料、数据源于档案、典籍及统计部门公报。

十、本志采用记述体，语体文，以第三人称书写。

‘t《r}，≈‘瘩，。



概
．j： ≤‘．：“j ；i

!’《，囊，j’j

j’∑一蛰n”j．．!I 70 H．∥¨o，：o，‘(一)吖÷、ji t‘”■⋯√．、¨h；．L．’哇：叠’卜：’}’j
，?。+：，t：、·{∥j；j{：』’．‘j t。≯一。：。∥!．，i．：．’0一!≯“ 沁㈠j0●：≥。．i jj“t’·’j。?j

浙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省份。余姚“河姆渡文化”、嘉兴“马家浜文化”、余

杭“良渚文化’’证明在距今7000年前，浙江先民已能制作陶釜、生产稻米、饲养家蚕和

从事丝织。公元前2000余年，禹巡江南，平定水患成功“上茅山(会稽山)会诸侯，计功

封爵’’，从此古越威名大振。后经六朝(229-己589)，北方先进技术和人口大批南迁，使原

来地广人稀的浙江成为“良田美柘，畦吠相望，连宇高甍，阡陌似绣，民无饥岁’’的强富

之地。隋唐以后，大运河开凿使沿河两岸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获得飞跃发

展。“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浙江成为全国丝织品的重要产地；造纸业仅次于

四川；印刷则以“杭州为上”；造船以明州为全国之最。宋代明州造两艘万斛船，自定海

驶入高丽，岸上出现“倾国耸观，欢呼嘉叹”的景象。’
”

。

浙江经济的发展，是金融发展的基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浙江已有金属货币流

通。唐宋时，以质库、典当为主的金融机构，已经遍及全省府、州、郡、县。在唐代的“飞

钱”和北宋的“交子”之后，完整意义上的纸币二一会子于绍兴三十年(1160)在南宋都

城临安发行j当时的会子，不仅具有流通职能，而且还当作工资支付。浙江货币经济发

展虽早，但它时盛时衰。明中叶后，出现了作为信用中介的经营存放款业务的钱庄j钱

庄的产生和发展，是推动传统金融业向现代化银行演变迈出的重要一步。繁华一时的

钱庄，以及后来完善的银行体系、发达的金融业务都极大地促进浙江经济的增长·：
，

·{’，浙江是中国农村实行信贷改革的发源地’中国农村第·次大规模信贷改革是宋

代王安石实行的青苗法。青苗法最早试行于浙江鄞县。时间是在宋庆历七年(1047)。全

省除绍、嵊、奉三地外，普遍推行，时间比宋全面推行新政、实行青苗法要早22年。。王安

石的青苗法是从发展经济的观点出发，调整国家、地方和农民三者利益关系的一项新

政。青苗法改革典当质押信用为“十户联保”的担保信用；强调“有借有还"，对确有困难

的农户，允许展期。次，把利率限制在“十分之二”的水平上，最高“十不过三’’，体现了

与高利贷的经济斗争；在发放时间上，每年在备耕(夏历正月底、，五月初)时发放，收获

时(夏历六月‘、十二月)归还，反映出强烈的生产观点，如此等等。后来青苗法虽然由于

种种原因，尤其是保守派的攻击而作罢，但在浙江金融事业发展上的影响是深刻的，其

作用是不可磨灭的。j=‘j矗j、，?i．√o、．7‘．，．’：：^_，一≯，‘i⋯：一；j；曩：。√：：；’!’。；’．·’≯ ㈦j ．i!j

浙江是中国钱庄的发祥地，过账制则是宁波钱庄业的一大创造i’钱庄在北方称银

号，前身是钱铺或叫钱肆、钱桌、钱店。浙江的绍兴、宁波是钱庄的发祥地。明末清初绍

兴人已在京城开设银号(钱庄){，建立强大的同业组织南银局会馆。晚清时。垄断京城金

融的是东四大街上宁波慈溪人开的“四恒”钱庄：Ⅵ19世纪80年代，杭州最大的钱庄阜

康钱庄倒闭时，暴露出清王朝许多大臣要员在阜康银号钱庄存放的银两，。户就达十

·】’



万两之多。据清末统计，浙江全省有钱庄达889家。在上海的钱庄中宁波帮开设的要占

七八成。浙江尤其是宁、绍一带钱业曾经兴盛一时。宁波历来是对外贸易口岸，朝贡贸

易挟带着民间贸易有悠久历史；远洋贸易带动了造船航运业的发展，上海崛起之前，宁

波的沙船贯通南北贸易，曾是全国的药材、水产、丝茶、棉布、糖烟的主要集散地，发达

的贸易有赖钱庄融通资金。同时，外国银元最早大量流人宁波，也促进钱庄业的蓬勃发

展。

在全国多以现金交易之时，宁波钱庄则使用“过账簿’’进行非现金结算，这是一大

创造。清同治三年(1864)，宁波钱业公所同业庄规和宁波钱业会馆碑刻中可以看出，

“过账制”在19世纪20年代已创立试用。这一时期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在同城金融

业、金融业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使用票据结算，也没有大宗商品交易不使用现金而

用“过账簿”实行结算。宁波钱庄的“过账制”要比西方银行的票据结算早得多。

浙江初创的银行是建立在产业发展基础之上的 自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清

灭亡的十五年时间，我国共建立12家银行，至民国时只剩下9家，这9家中真正建立

在产业发展基础之上的是浙江兴业银行和四明银行。民国元年到民国16年(1912～

1927)，是浙江银行业发展时期。在此期间浙江共新设工厂440家，居全国第二位，另有

手工业作坊2491家。同一时期全省新设银行24家。这些新创立的银行有的以丝绸纺

织业为主要客户，有的以电力、电话公司为主要客户，有的以铁路、公路、交通运输为主

要客户，有的以轻工、造纸、农商为主要客户。银行的经理人员，有的出自钱庄，对老客

户状况熟悉；有的出自产业或在产业中有投资；有的则有专业特长，把握市场行情。因

此，大多数银行都得到巩固发展，取得较好的效益，同时也促进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浙江金融发展顺应商品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水平提高渐次向前推进 例如，因自给

自足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的需要，产生了质押典当信用；因多种货币的出现，产生了货币

兑换业；因商业繁荣和流通扩大，钱庄业应运而生；因工业经济的勃兴，诞生了新式银

行。浙江金融业经历漫长的发展道路，从少到多、从小到大，资本积累达到相当程度。自

本世纪初到30年代中，浙帮钱庄在上海钱业中始终居执牛耳之地位。据浙江兴业银行

民国23年(1934)的调查，上海在民国21年(1932)南北两市钱庄多至72家，资本银规

元达1529万两，其中宁、绍两帮就有52家，资本银规元为1122万两，占73．4％。如果

加上“湖州帮”在上海的钱业势力，则浙帮钱庄的比重还要更大。进入20世纪90年代，

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不断提升，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3524．79

亿元，居全国第5位。与此同时，浙江金融兴旺发达，金融机构星罗棋布，金融业务蒸蒸

日上。1995年，全省金融机构各项存款2623．6亿元，各项贷款2103．60亿元，外汇存

款1．86亿美元，外汇贷款19．09亿元，主要金融指标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浙江金融代有人杰，名流荟萃浙江悠久而光辉灿烂的经济金融文化，是浙江人

民创造的。在漫长的历史中，涌现了许多杰出人物，其中首推古代越国大臣计然(倪)。

《史记》、《越绝书》都载有计然的经济理论。又如嘉兴人陆贽，在《陆宣公奏言》中说“物

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铸而散之则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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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是乃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这个货币数量论观点要

比西方的货币数量论早800余年。再如宋代的王安石，在浙江致力于农村信用改革，又

有理论著述，在著名的《度支副使厅壁题》上说“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

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危

矣"。这种财、法、吏三者辩证关系的论述，既是他在改革实践中的体会，又是理论上的

高度概括。在近代，金融界涌现出来的人才大大超过以往。如胡光墉从当学徒开始，几

十年时间，积资银两3000万，其所开设的银号遍及各大都市，成为19世纪中叶中国资

本最大的金融家。严信厚开始在宁波恒业钱庄当学徒，后来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金融

家。他从办金融到创办实业，在故乡宁波建立中国第一家设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机

器轧花厂，由于他的卓越才能和实力，出任中国通商银行第一任总董。朱葆三、虞洽卿

两人都出身贫寒，从做小生意开始，后任洋行买办从事金融，发展实业，创办航运公司，

成为全国著名金融实业家。民国以后，困扰浙江乃至全国经济金融的一大问题，就是币

制的紊乱。当局欲改革币制，却屡屡受到阻碍，浙江经济金融界著名人士为改革呐喊奔

走。如时任浙江省政府委员、浙江兴业银行顾问马寅初教授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分行

经理、中央银行副总裁兼代总裁徐寄庖，在中国币制改革中坚持革新，排除干扰，在上

海《时事新报》上，多次阐述改革的必要性，促使“废两改元”重大改革的成功实施。建国

后，大批优秀的德才兼备的中共干部，如周济之、储伟修、程志亮等南下浙江接管国民

政府银行和旧的金融机构。他们公而忘私、艰苦奋斗，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领银行工

作人员很快地克服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严重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稳定物价，为社会主义

金融事业的繁荣昌盛鞠躬尽瘁。

(二)

建国前浙江金融事业发展大致可分下列几个时期： 。

第一时期：金融的萌芽浙江金融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其时，原始社会已经解

体，于越族建立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社会上已出现金属货币。此时湖州的乌程县(楚时

称菰城，今南浔镇一带)奴隶主发放高利贷范围已有所扩大。当然，这种借贷大多数仍

是实物形式。

秦统一中国后，统一货币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随着剩余产品的增多，贫富差别扩

大，高利贷获得发展。汉武帝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强化了商业和金融的“官营"政策，并

对商人和高利贷者实行重税。 ．’

‘

隋唐时，浙江的货币信用经济开始发育。尤其是寺院经济的发展，伴生了许多长生

库、质库。这与三国孙吴至南朝的经济开发与隋唐朝统治者和士大夫信佛教，普建寺院

有关。质库典当，以商民、衙役、手工业者和清贫的官吏为借贷对象；佛寺办的长生库，

以农村平民为主要对象；官府办的公廨库以商民、差役、漕运工人、手工业作坊主为主

要对象。举办这些具有金融机构雏形的则是官僚、贵族、大地主、大商人、高利贷者以及
·3·

1侈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