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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源、金融志

。在人类社会商品交换范围逐渐扩大的过程中
货币应运而生，专用货币资金通融的金融业亦髓

之产生。，贷币经营是金融业的先驱b货币信用成
为金融业的主要业务之时便产生了银行。在金融
活动中，货币与货币运动是基础；信用是其发
展，银行则是综合运用两者的精巧机关。

从唐代开始，典当业、柜坊业、。飞钱业，巳
相继出现，j明朝中叶，出现钱庄的雏形，坍柬清
初已有了比较完备的钱庄和银号。

浑源县的金融业在清朝康乾盛世之时，由于
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已有典当业的存在，而清
末民初特别在民国十年至民国二十年期间，为浑
源工商各业鼎威时期。此期恫，典当业、银号、

钱庄在浑源城乡到处可见，据统计资料和人们回
忆，'-3时有最大的钱庄5家，街上的钱摊60多
处，最大的银号有3处，典当铺约有19处。民国

十九年由于蒋、阎、冯中原大战，战败的阎锡山
导致晋钞大幅度贬值，银钱业纷纷倒闭。以后随
着日寇入侵，浑源银钱业受创深重。日伪统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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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虽有蒙疆银行从事金融业务，但战火连年、
经济萎顿，民生凋弊。1945年1D月日伪投降后，
人民当家作主≯但由于战争影响，金融业仍难取

得长足发展。直到1948年，浑源金融事业才步入
i．正鼽{。解放以后，浑源金融事业进入了恢复发展
j拙大时期，对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起到
瘟煮妁僬用。文革十年广金融业未有发展。改革
。：j开放以后旷．蘸故鼎新，特别是踟眸代以履，随着
、致革开放的扩大，浑源金融机梅日盆完备了，i挫农
行、保险公司、建行成立，对经济发展影响较大，
覆盖面广的工商银行也于84年来成立，各家金融

机构竞相发展，对经济、社会等服务功能日盆完
备。

·，2。



第一章金融机构

第一节 当 铺

当铺亦称’搿典当”、“当质业"、“抵押"

等。宅是用物品作抵押以代替信用的一种借贷形
式。据《山西通志》、《浑源州意》等书记
载。早在l清朝“康乾盛世”之时已有典当业存

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据《晋政辑要》载：
雁平道浑源州总共有当铺19座，征貌银95两。

民国初年，：由于社会变革、兵匪横行，经济动荡

。不定，典当业受到很大冲击。据民国十年同业公

会的数字显示，全县当铺仅剩8家，其中，乡里

当铺有5家， 、城内仅余3家。 民国十九年阎锡

山、冯玉祥倒蒋中原大战，阎冯失败，由于晋钞
大幅度贬值，甚而形同废纸，浑源当铺业蒙受严
重的打击。民国二十一年据省建设厅数字显示，

全县当铺只剩2家。以后，经济虽有恢复，但受
创深重的当铺亦从此一蹶不振。据民国二十二

年、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山西省建设厅和财政厅数

字记载：全县当铺倚存6家，其中乡里1家，城

内共5家。城内当铺分别是：浑源首富李延皓的
·3’·



“德庆当"、薛国仁的“裕开泰"，李绍和的“四
合荣，，，张官的“德丰当"(时人称三个眼当
铺)，穆郇的“东享臧”。1939年洪水冲淹浑

源城，3家倒闭。解放以后，另两家也被取消。

浑源的典当业有当铺、小押当和代当三种。

裁一当镱资本较厚，按当金额较大，零星小押
，；沭慝徽≯当期较长，剩息较小。开设时，须向政
．-：府领珉’a当骷!黔菇每牟交纳擘营业貌矽五两，蓝

、器加入当行公会≯当罐；离谩掌牾、辨席≯内缺、
舛缺、’中缺、中缺相公等业务分工。据民国二

十四年+(1935年)《中国实业意》记载的浑源

5家当铺的资料，5家当铺共有5户40余人， 股

东为9人，其中商人股3750元，富户股16500元．
资本金额为20250元，架本金额为14500元。这些
当铺都系独资或合资开设。

小押当和代当都是独资经营，分布在各大衬

庄中，资本较薄，收押以零星小件为主，当期较
短，’利率较高。

浑源典当业经营范围非常广泛爹不仅对农

民，也对小手工业者、城镇居民和小资产者开展

业务。典当业典当物品种类较多，以衣服，首

饰、铜器、木器、磁器、农具、古董等物为主，
衣服最多，金银首饰次之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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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铺以抵押放债为主，以赚取高额利息。放
债多叶“上架"，放债少单I卜“下架"，放债总额
pI；卜“架本"，未收回的款项叶“存架"。当票是

当铺开给当户的凭证，凭票赎当。在“当票’’上

写明押当金额，当物种类和数量(件数)利率
等，但不记当户姓名；。如果当户遗失当票可申请
挂失，经查明确实没有被别人取赎时，可讨保挂
失，另换当票。存当期限一般有5种，分别为2

年、20个月、15个月、1年和8个月。满期之

后，附本：息取物。由于浑源当铺开设较少，当铺

无须考虑放宽期限以招睐顾客。故浑源满期不能
宽限，到期不能连本带刹来取所当之物，则下号
将所当之物归当铺所有，由当铺自由将'-5物出1实

转换资本，从中取得更多的高刹。当物的当额估
价很低，所谓“买三卖二'-5一元"，最多只能按
当物原值额的百分之四十估价。当铺无日刊，皆

论月刊，．月利息为2．5到3分。当铺内利润分红

以三年为·一期，一般以“本五人五"的方式分

配，皂p无论投资者还是出卖人力者都是各得刹润

总额的一半，未顶生意股者只挣工资。
附；浑源县城当资本来源分析表

·5·



民国二十四年

第二节钱庄。银号

钱庄是封建经济的产物、带有浓厚的封建色
彩，它是适应商业已经发展起来而货币剞度混乱

的情况下产生的。明、清时代，社会上流通的货
币，除历代流通的各种制钱外，还有各种银两

(元宝、银锭、大条、砗银等)。而这些银两都

出自各地官商自铸，其质量、重量各异，行使非

常不便，对日益发展的商品交换有很大的障碍，

尤其是制钱、银两之间的比价，、发生了互相兑换

的要求。因此，有些商号开始经营以钱易银和以

银易钱的业务。另外，曲于制钱种类非常复杂，
而且携带不便，有些信用好的商号之间往往以
一定面额的凭条注明凭票卸付现钱，代替现金支

付，谓之“庄票"。另有一种“钱票”(当时称

钱帖子)，可以直接在市场上流通，以后就逐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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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定型的钞票。

钱庄的前身是银铺和钱铺。银铺亦称银楼．．
炉房或银局，远在明代却已存在。封了清朝又有

了迸一步的发展。当时因为清朝完纳银粮多用臼

银，而银的成色、重量不一，多先交给银铺熔铸
银锭，然后交纳。有时乡村的貌银运到州县鼻必

先交给银铺熔铸成大锭，才能送到布政司去0有
的银铺也兼营银钱兑换业务。钱铺是我国实行银

两与制钱蓝行的货币制度的产物，聩朝时代
“民间遥买房地、粜籴米粟，用银之处少、用钱

之处多’’(!《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需要有货
币兑换业，把银两换为制钱或制钱换为银两毒于

是钱铺便应运而生。钱铺起初没有门面，是摆钱
摊、钱桌营业的，后来逐渐开设铺面。随着商品
交换的日益频繁和经济的发展，在银铺和钱铺的

基础上，钱庄便应运而生。

据史料载：浑源县境内钱庄姑于清光绪年

间、止于民国二十六年(皂P193}7年9月日本占领
浑源县)o民国六年至民国二十年(1917年至
1931年)是浑源钱庄的鼎盛时期，当时钱庄行在

浑源金融界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有操纵市场
之实力。开始，浑源钱庄大多数由商号、钱铺、银

铺兼营，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转化为专营行业，大
·7·



致可分为独资，合资、宫办经营三种。主要经营

存款、贷款和汇兑业务，也印发纸钞流通市场。
当时，从事银钱业者圭要分布在大街繁华地段，、

以沿街摆设钱摊兑换银元和纸币赚取差额和利息

者居参，共有67家。而最大的钱庄有“裕升公”

“四合荣弦、“四合公"、“复成季”、“福裕

厚矽等5家6其各家情现如下： “裕升公"钱庄

系本地大地主薛寿山开设于光绪初年，后由其子

薛国仁承办，资本2万元臼洋，其资金周转率常

年达如万元囱洋。 “四合荣”、 “四合公"两钱

庄系大地主李占司弟兄开设，历时最长，后由其

子孙李富春、李延皓、李绍和继承，其资金周转

率年达40万元臼弹o_“福裕厚力钱庄系大地主
张官开设，年资金周转率为1◇万元臼洋。另外还
有’“广恒隆"、“东愿厚"两家，资本各有5千

元，年资金周转率各有4至5千元囱洋。据《山

西省各县银号民国二十三年营业统计表》载，浑
源钱庄资本及附本额为451．4万元”存款额为120

万元，放款额为170万元，发行额为10万元口清

来民初，浑源县银号兴起。银号此钱庄资本多，
经营范围广。民国十二年前后，浑源县有银号3

家，印“恒裕银号”(以任季民为首的合股，经

理孙玉山)、 “恒兴银号"(以田汝弼、刘海舟
·8·



为首，经理贾子义)、 “恒通银号"(以左恒祥
为首，经理莫英)。其中， “忸裕银号"在浑源

金融界中以资金厚、威信高、牌子亮而最为著
各。

“恒裕银号"有限公司系浑源县全体绅商合

办、6万臼洋资本、全县居首，且可以发行货币

约10万元。民国十一年筹备，民国十二年成立，

原拟三十股集资12万囱洋，后仅达半数，十五股
6万臼洋，经营人员30余人。“恒裕银号"自开

办存款和放款业务以后，每年有私人存款达14万

元。该银号的存款利息较放款利息低3厘j一放款
最大利息为1分2厘。银号对银号贷款均按8厘，

对他人紧时为6厘、8厘、10厘，松时为4厘、6厘、
8厘，但经营的生要对象是殷实工商铺号，既可
多借，时间又长，获利较大。小的工商户虽能借

出、但数额小、时间短。四乡农、民存款必须成宗
成项，小宗小项不收。“恒裕银号"除经营存放

汇兑外，还囤积粮食等，每年赢利在万元以上。
民国十五年以后，阎锡山极力发行省票，抵

抗排挤中央票。蓝拜托本地绅商田致中，让其直

接成立官商合办的银行。阎锡山亲下命令田致中

(北平评议会会长)说： “尊田洛老先生；命勿

庸商议浑源市设省行"。因此， “恒裕银号"变
，9，



成“恒裕银行’’，蓝在中央财政部立案，招收浑
源县'-3时有名的大绅士薛、李、穆、贾、刘、

田、张入股，股金约占总额之半数，其余是小商
号。该行存款多时达20安万元臼洋。

第三节 银 行

一、日伪时期的浑源银行

1938年3月日伪“晋北实业银行"在大同设

立总行，浑源县设立支行，总行资金100万元

(蒙疆币)、浑源支行有资金lO万元左右，主要

业务是发放工商贷款，利率为1分到1分5厘，·贷
款形式有信用担保和抵押两种。随后不久，日伪
蒙疆政府又在张家口设立总行，在浑源设立分

行。总行资金达1200万元(蒙疆币)，浑源分行

资金约有近百万元蒙疆币。

1942年伪蒙疆政府把晋北、察南、内蒙三个
实业银行合蓝为和同实业银行，总行设在张家口

市堡子里，共集资伪蒙币5000万元。下设有大同
分行，大同分行有50处支行，浑源为支行之一。

经营业务有定期、活期存款、零存整付、定期放

款(分信用和抵押放款)、活存透支、汇兑(分
·】0，



信汇、电汇、票汇)，每天收放款约3000元
一10000元蒙币。

=、新中国成立后的浑源县金融系统

浑源县人民银行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平山

成立，晋察冀边区银行随之撤销。同时，华北银

行驻浑源县办事处，改为中国人民银行雁北中心

支行、属察哈尔省管理。1948年秋大同解放后，

雁北中心支行搬迁大同。1949年2月，浑源县人
民银行成立，隶属中国人民银行察哈尔分行察南

中心支行，共有干部职145人，设行长1人，地
址在现工商银行下属的银源公司所在地。首任行

长王元臣，副行长钟自新。行内设秘书股、信贷

股，会计出纳股。1950年4月根据察哈尔分行指

示，在农村成立了金融合作小组，主办农金业
务。1950年6月在水磨町、王庄堡两村各设一个

营业所。N1953年止，农村金融合作小组扩展为

247个，占'-3时全县266个行政村的94％。1953年

浑源人民银行增设农金股、计划股、会计股三个

股，蓝组建起八个营业所，人员扩展到73人。1952

年11月察哈尔省撤销，浑源县人民银行划归山西
·】＼】。·



省分行雁北中心支行领导。1958年下半年为．i配
合大跃进的形势，根据国家“两放三统一包"的
政策和省分行的指示，以人民公社为单位将其辖
区内的信用社和营业所合蓝，原属信用社的人
员，资金、财产全归公社银行管理。全县成立了

15个公社银行，58个分理处，330个服务站，
2440个协储员。1959年，遵照中央关于加强人民
公社信贷管理工作的决定，又撤销公社银行，改
建了营业所、信用社，在人民公社成立信用部。
弛959年年底，浑源县有人行一个，公社营业所
10个，城市储蓄所1个，农村信用分部29个，管
理区服务蝴39个，共计金融机构280个，从事金
融工作的干部共计1562人。1963年6月，人民银

行、．农业银行分家。1965年，由于人民银行、农
业银行机构重叠，工作矛盾重重，又将农行蓝入
人民银行。1979年4月，从人行内部分出农业银
行。19815牟1月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

的职能，成为全县金融业务的中心。主要承担代
理财政金库，掌管货币发行，办理出纳结算，组
织存款、发放贷款等业务。蛰]1990年，浑源人民
银行共有干部职工40人，下设计划科、会计科．

国库科、金融管理科、稽核科、发行科、保卫科
和办公室、监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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