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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志书是中华文化的珍贵遗产。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作为●代文献纪录，我们根据中央、昝

地指示精神，用了五年的时问，编写了这部具有行业特色和时1气

面貌的《商丘地区金融志》，为商丘地区金融专业做出了绵薄的

贡献。 ．⋯，， ～

‘

我们编志的宗旨是为本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为当代金融事业的发展提供资料参考。我们修志的原则是按照实，

亭求是精神，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

做到观点正确，资料翔实，数据准确。在编写过程中，立足当代，

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主次分明，以期写成一部科学性、思想性、

真实性与资料性相统一的新金融志。既能总结过去，又能启迪未

来，对我们子孙后代有教益的一部志书。 ，

商丘地区金融志编辑室于1984年8月成立后，为了编好这。

部志书我们曾广泛深入地搜集资料，从内到外，从近到远，先

易后难，采取内查外调，座谈访问，笔录、录音等方法，共汇集资-

科五百多万字，尔后又经过认真地筛选，去伪存真，在占有丰富资一

料的基础上，五易寒暑，笔耕墨耘，费了大量的精力，才编写出这。

部三十五万多字的《商丘地区金融志》。编辑室的同志可谓劳矣、

疫矣，今付梓有期，亦可谓有所慰矣。
’

这部金融志，是我们商丘地区金融史上第一部资料比较系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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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志书。在编写中根据《商丘地区志》总

编规划，从篇目设置，初稿撰写，全书统纂，评议定稿，都得到了商

丘地区金融系统领导和广大职工的重视与支持。中国人民银行总

彳亍顾问尚明同志还给本志亲笔题辞，商丘地区艺术馆副研究馆员

康锐同志对此志的标点符号及文字的运用进行了校正、润饰。在

此即将付梓之际，谨向以上诸位同志致以衷心的谢忱。

这部志书，虽然与广大读者见面了，但因经验不足，水平有

恨，资料的或简或繁，文字的错讹疏漏在所难免，诚望广大读者

批评指正，不胜感谢。

· 2 ·

《商丘地区金融志》编辑室

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五IEI



一：
+

． 凡 例
7一

’ 、
，

一，本志是一部综合介绍商丘地区金融系统业务资料性专业． ，

志书。力求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辩更映全区金融业的基本酉

貌，专业特点，以求得出本区金融业的发展规律。

二、按照横排篇日，纵贯时间，详今略古的原则，贯通与分

述相结合的方法。概述、大事记，货币、民问借贷、解放前的金。

融业等五章，重点反映新中国成立前的金融历史。从第六章到第 ．

。二十二章记述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金融业发展面貌。行文采取先机

构，后业务的顺序编写。全书共计22章92节，约35万字。

三、本志上限，除大事记追溯至远古外，一般尽可能追溯到‘

有文字可考的最早年代。下限一般截至1985年底，但为了全面反 ，

，映金融体制改革面貌，在第七和第二十一章部分记述到1987年。

四，概述一篇列于全志之首，总括全志的内容，使读者以较一

． 少的时间，能窥见全区金融概貌。t，

五，大事记为本志之经，其他各章为本志之纬，经纬搭配I如

清眉目。至于建国后金融机构内进行的历次政治运动未设专章， 一

各于有关章节中，略加记述。’ 一

．。’ 六、全书采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行文中，除词汇、成语、专用名词和表述性语言中睁

数字一般采用汉文数字外，凡有关统计数字(含表格)一律采雕，

阿拉伯数字。五位以上整数和约数用万元代替相应零的符号。 1，



八、文中的有关1955年3月以前的人民币数字，除注明有旧

币者外，均指1955年发行新币后调整过的数字。

九、本志采用语体文编写。字体，标点符号均以《新华字典》

为准。

十、本志以文字记述为主。兼采用图，表，照片等资料以助

行文清晰，便于观览详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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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地区位于豫东平原，黄河故道南侧，河南省之东陲，与

鲁西南，皖北接壤，毗邻江苏徐州地区。全区地势平坦，交通便

利，气候温和，农业，贸易发达。原始社会就是商族人的居住中

心，是商朝初期都城所在地，也是我国最早形成货币的地区之一。

‘但因地处中原，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乱频繁，加之黄河多次泛滥，

使经济发展坎坷起伏兴衰交替。金融业自秦至清，既无货币铸造
。’

机构，亦无大金融机关设置，秦以后货币均从外地流入。城乡资

金融通，有赖民间借贷、典当藉以互通有无。：
。

i 1914年(民国三年)，中国银行在商丘县城内设立营业机构，

。，． 揭开了商丘地区现代金融史的序幕。1916年(民国五年)，东西

，横贯区内的陇海铁路通车以后，在交通“先行"的带动下，金融

。 业发展迅猛，到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日寇侵占前，辖区内先后设

’有交通银行，信昌银号、同和裕银号，西北银行，徐州国民银行，

河南农工银行的分支机构。它们通过发行货币，办理存，放、汇

业务，对经济开发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 ’‘

．、在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八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
’

量活跃在永，夏、虞三县广大游击区内，他们一面以枪杆子抗击、

消灭敌人，一面发行自己的货币，在经济方面开展对敌人的斗争。

而侵略者出于经济掠夺和长期控制的目的，在占领区内也牢牢地

把金融业抓在手中，在方圆不足两公里的朱集车站集市内就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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