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乒嫡跫塾避黪
舅 I：

，

》 ·

上

●

’。吃

●

垂
j_-

潲

1
‘_

j

戳鬣戮
潮

崤麟



b交通雀艮行
南京分行志

江苏地区交通银行志编纂委员会





江苏地区交通银行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主 任李一敬

副主任姚金华王慧生黄可标

孙文华宋修高侯云祥

王文泰赵加宁王志金

委 员 吕从余孟庆宏章子华

潘致熙陆誉

主 编姚金华

副主编陆誉

责任编辑黄庆宝乐华云

李永翠

姚瑞珠

顾迈先

乔瑾瑜

于涛韩延夫

江苏地区交通银行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九二年．-TJ)

主 任李一敬

副主任沈霞晔徐飚姚金华顾迈先黄可标

宋修高侯云祥王文泰姚瑞珠赵加宁

委 员邵高美韩延夫潘致熙祝春友陆誉

主 编姚金华

副主编陆誉

责任编辑黄庆宝乐华云



江苏地区交通银行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主 任李一敬

副主任姚金华王慧生黄可标

孙文华宋修高侯云祥

王文泰赵加宁王志金

委 员 吕从余孟庆宏章子华

潘致熙陆誉

主 编姚金华

副主编陆誉

责任编辑黄庆宝乐华云

李永翠

姚瑞珠

顾迈先

乔瑾瑜

于涛韩延夫

江苏地区交通银行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九二年．-TJ)

主 任李一敬

副主任沈霞晔徐飚姚金华顾迈先黄可标

宋修高侯云祥王文泰姚瑞珠赵加宁

委 员邵高美韩延夫潘致熙祝春友陆誉

主 编姚金华

副主编陆誉

责任编辑黄庆宝乐华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交通银行南京分行志》编纂人员

主 审

主 编

副 主 编

编辑部主任

责任编辑

特约编审

参与编辑人员

李一敬

姚金华

陆誉易宏仁

黄庆宝

黄庆宝乐华云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张寿孙立忠厉以昆刘柱

李国华李建华李碧茹张伯明

张旭陆元鑫郭明秀唐树清

钱邦志钱韵芳徐庆龙顾全

黄恒丰谭曙光

季长佑钱瑞麟王端生姚远声

l卫开元l顾生颜卫卫袁成舒

2■



总 序 1

序

《江苏地区交通银行志丛书》(以下简称《丛书》)，是在江苏省金融志编

纂委员会的指导下，在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与帮助

下，经过全体编撰人员艰苦努力，通力合作编纂成书，从现在起陆续出版问

世了。在此，我谨代表江苏地区交通银行志编纂委员会对支持本书编撰出版

工作的各级领导、有关部门、全体编撰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交通银行成立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至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

它的创立为我国交通邮电事业和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推动我国金融事业的

进步起过积极作用。清宣统二年(1910年)，交通银行在南京马府街设立江

宁试办分行(简称陵行)，截至1948年6月，交通银行南京分行在江苏地区

的分支机构有徐州、镇江、扬州、泰县支行等23个行处，同时，隶属于上海分

行在江苏地区的分支机构还有苏州、无锡、南通、新浦、武进、常熟、江阴支行

等。它们在筹集资金、扶助和支持交通航运事业、促进江苏经济发展方面起

到过积极的作用：但在1949年之前，中国处于内优外患、政局动荡的状态

下，交通银行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它的兴衰成败和发展演变，都和当时

的政治、经济息息相关，其间既有许多需要继承发扬的成功经验，更有不少

需要引以为戒的教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交通银行由人民政府接管，改组为办

理工矿、公用事业投资和长期贷款的专业银行。1958年起，其内地业务分别

并入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1986年，国务院决定重新组建交通银行。重组后的交通银行是在社会

主义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致力于中国商

业银行发展道路的探索，采取股份制形式筹集资本，开展各种业务融通资

金，向社会各界提供优质、高效、多功能的金融服务，成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

政策后第一家按照股份制商业银行模式组建的全国性银行。到1992年末，

交通银行在江苏地区已设有一个管辖分行，即南京分行，辖镇江、徐州、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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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及安徽、江西地区的合肥、南昌、芜湖、蚌埠、淮南、景德镇等分(支)行；在

苏州、无锡、常州、扬州、南通等地设立的分(支)行，隶属于上海分行管辖。江

苏地区交通银行在总行、管辖分行、当地中共党委、政府、人民银行的领导

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坚持社会主义商业银行发展方向，坚持“三个

一流’’(一流的服务质量、一流的工作效率、一流的银行信誉)的办行宗旨，以

实现资产增值、结构优化和提高效益为经营目标，全面加强资产负债管理，

积极稳健地开拓各项金融业务，合理地融通资金，不断提高为客户提供金融

服务的功能，使各项业务迅速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

振兴江苏、发展外向型经济、繁荣江苏的金融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盛世修志，鉴古观今。了解历史，是为了开拓未来。现在，随着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金融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绩。在未来的经济、金融发展进程中，交通银行将肩负着更加重大的

责任，应作出更大的贡献。热爱交行、建设交行和发展交行，首先要了解交

行。编写本《丛书》的目的，在于比较客观、系统地记述江苏地区交通银行的

历史发展过程，以求使我们进一步了解江苏地区交通银行的历史和现状，从

中总结经验，把握规律，使之服务当代，惠及后世。

就编纂者而言，在全面地搜集整理历史和现状资料的基础上，侧重记述

江苏地区交通银行重新组建后的新情况、新经验，力求把《丛书》编修成为一

部具有社会主义时代特点、江苏地方特色和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可读性

相统一的志书。《丛书》搜集了大量的资料，编纂者从浩瀚的资料中按照丛书

的编辑构想，对所需资料反复遴选，仔细斟酌，逐篇推敲，认真编撰。《丛书》

作为记载江苏地区交通银行创立、发展、变化的综录，纵溯历史，横陈现状，

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具有长久的认识价值和较高的研究价值。《丛书》融汇

着江苏地区交通银行干部和职工的创业精神和内在情感，记述的行情和经

验教训，对于推动交通银行事业的发展，实现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商业银行

体系的改革目标，定将发挥她的积极作用。

但由于交通银行在江苏各地的分支机构、人事屡经变迁，情况复杂，且

经历的时间久远，一些重要的档案数据资料不易查找到，故在全面反映业务

和数据统计上存在着一些不可弥补的缺陷和不足。加之编纂者受才识和水

平所限，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欢迎领导、专家和同仁不吝指教。

李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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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悠久的编修志书的优良传统。修志是继承历史、承前启后的需

要，也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改革开放给金融事业带来了勃勃生

机。躬逢盛世，我有幸主持编纂《交通银行南京分行志》，赖修志同仁齐心努

力，有关部门团结协作，专家学者热心指导，经多次易稿，反复锤炼，卒得付

梓问世，对此，我深表谢意。

南京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城，自公元前472年越国范蠡在此筑城

开始，历经2400多年，有10个朝代在这里相继建都，多次成为我国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清朝末年南京地区出现了近代银行。清

。宣统二年(1910年)交通银行江宁试办分行开业，它是南京第一家官商合办

的银行，至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本志如实地记述解

放前南京交通银行走过的崎岖曲折道路，侧重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后南京交通银行的发展变化，着力反映1986年至1992年交通银行南京分

行重新组建6年来改革与发展的情况。重新组建后的交通银行南京分行是

一个按商业银行模式组建的区域性银行，管辖苏、皖、赣3省中的10个分支

行。到1992年末，南京分行全辖资产规模121．2亿元，其中分行本部资产规

模58．9亿元，为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编纂《交通银

行南京分行志》，我们可以鉴前世之盛衰，考古今之得失，使前有所稽，后有

所鉴，有助于资政、教化、存史，意义十分深远。

我们编纂《交通银行南京分行志》的着眼点在于加深对交通银行发展史

的了解，继承和发扬交通银行的优良传统，弘扬和开拓交通银行事业，推动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金融业的蓬勃发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服务。我们之所以花这么多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编纂行志，其目的就在

于此。我相信这部专业志出版发行以后，将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积以时

日，它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值此志书问世之际，我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谨以为序。

匆&冬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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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江苏地区交通银行志丛书》的编纂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为指导，遵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记述江苏地区各地交通银行分支机

构的历史状况，详述交通银行重新组建之后的发展、变化。

二、《江苏地区交通银行志丛书》是一套全面、系统地记载交通银行在江

苏地区各分支机构的历史与现状的科学文献，为社会各界了解研究江苏交

行服务。本丛书虽采用丛书编辑形式，但各分行行志单独编修成册，具有独

立使用价值。交通银行南通分行重新组建于1992年12月，根据本丛书断限

时间，因重组时间较短，故暂不列入本丛书。

三、本志记述的江苏地区各地交通银行的分支机构，由于成立时间不

一，其间名称亦几经更迭，故丛书各册以该行所在地地名称谓，取名为《交通

银行××分行志》。

四、本志篇目按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和金融专业特点设置，采用章节体，

设篇、章、节三个层次。

五、本志取事，坚持立足当代，详近略远，横排竖写，秉笔直书。断限时

间，上限自江苏地区各地交通银行分支机构建立之日起，下限断至1992年

末。

六、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诸体，以志为主。概述列全书之首，为

全书之纲；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为全书之经；专业志为全

书之纬；图、表、录分别应用于全书之中。

七、本志记述范围，1986年以后重新组建部分以现今辖属范围为限，建

国前及建国初期改组部分则按当时的辖属范围记述。

八、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力求文风朴实、严谨。

使用文字、标点、数字、计量均按国家有关规定书写。

1955年3月1日前使用的旧人民币，按1万比1折成新人民币计算。

九、志书纪年，辛亥革命前采用朝代年号，加注相应的公元纪年，如“清



凡 例 5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后用公元纪年。“大事纪"中的纪年，为便于

查阅，则先写公元纪年，再加注朝代年号。

1948至1949年江苏各地解放前后(如南京解放是1949年4月23日)

简称“解放前力、“解放后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一、“建国

后一。

十、本志资料来源于各类档案、图书、报刊、旧志、政府公报、文件以及调

查采访实录等，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处，不加注释。

十一、各分行行志根据需要可另作编辑说明。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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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交通银行南京分行志》是《江苏地区交通银行志丛书》的组成部分，

是在江苏地区交通银行志编纂委员会领导下，按照江苏省金融志编纂委员

会的统一部署和要求组织编撰的。

二、《交通银行南京分行志》的范界，以交通银行南京分行本部为主，其

辖属范围延伸至外地部分，则作略记。

三、《交通银行南京分行志》分三篇，第一篇为建国前部分，从1910年南

京交行成立至1949年。第二篇为建国后改组部分，从1949年至1957年。第

三篇为重新组建后部分，从1986年至1992年。

四、本志称谓，交通银行南京分行重新组建之前，因机构迭有变迁，名称

屡有更改，为行文方便，简称“南京交行"；重新组建之后，简称“南京分行"。

五、《交通银行南京分行志》图片资料延伸至1994年，其中总行、分行行

政领导1994年7月1日前称总经理、副总经理，1994年7月1日后改称行

长、副行长。

六、《交通银行南京分行志》编纂过程中，得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

海市博物馆、江苏省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上级

单位及专家学者给予了指导，谨致谢意，尚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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