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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1．本志按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要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

坚持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基本路线，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记述

苏州市近、现代金融业的发展、变化与地位、作用。 ．

2．记述内容，一般上限从清代晚期起，下限至1990年止，有些章节为阐明渊

源，上溯至先秦。 ．

，3．内容分章、节、目三个层次，以横排竖写为主，按时序记述，部分内容，为

有利于较好地反映史实，横排与竖写适当交叉。

4．在清代苏州为府，吴县为苏州府所属各县之一，县治亦驻苏州。进入民国

以后，废苏州府，从此。地名苏州，建置称吴县’’。由于以上原因，在引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国前资料时，有称。吴县一的即为苏州，不作改写。 ．

5．行文中的历史纪年，先写朝代年号，注明公元纪年，加注时不加。公元"二

字。辛亥革命后一般用民国纪元，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

元纪年。在同一章、节中，多次出现时间较近的纪年，不逐一加注。

6．记述人民币时，除在行文中适当注明新、旧人民币者外，按1955年3月1

日以前为旧人民币，以后为新人民币。关于历年存、贷款统计表，均统一折合成

新人民币计算。
?

j

‘。

r 7．记述范围，以市区为主，实行市管县(市)新体制后，自1983年起兼及县

(市)区，情况与数字涉及县(市)的i加以说明。 、，n

8．对社会主义金融业务部份，如工商信贷，系按人民银行、工商银行的存、贷

业务记述；农业信贷，系按农业银行的存、贷款记述等等。这是因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在较长时间内是按专业分设银行的，这样分开记述，能较好地反映

实际情况。．。。
。

，

9．19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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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4月27日苏州解放前后简称。解放前"、。解放后一，但一般都用实际年、月。

10．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在适当部分使用少量文言语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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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苏州金融业历史悠久，在战国时代已有金属币郢爰和蚁鼻钱流通；典当可上

溯至南朝的“质库"；清道光七年(1827)山西票号即在苏州设立分号；钱庄发轫

于明代而盛于晚清；民国初年始出现银行。·

清代，东南财富甲于全国，苏州为江苏首府，大量田赋税收，地方收支，丝

绸、布匹、大米和土特产的大宗贸易，均以苏州金融业为出纳之渠道。

清代在苏州设铸币机构和官银钱局。清康熙六年(1667)在苏州设立江苏省

钱局，后称“宝苏局’’，这是清代江苏规模最大，铸币时间最长的造币厂。光绪二

十九年(1903)裕苏官银钱局在苏州德馨里成立；隶属苏州巡抚衙门，同年在盘

门内购地建立铜元厂。光绪三十年在胥I'1)l-枣市街华利砖瓦公司旧址组建新铜元

厂，铸造铜元。

苏州的典当业很发达。乾隆年间，苏州即有典铺124所，苏州有谚语“一读

书、二学医、三开典当、四织机"之说。到光绪年间，资力雄厚者，。资本多的达

二、三十万银两，除一般质押放款外，还投资于苏经丝厂、苏纶纱厂达三十万银

两，兴办民族工业。
‘

苏州的钱庄业，道光、咸丰年间，都设于阊门外渡僧桥一带，后迁至城东平

江路，光绪年间又西移至阊门内西中市，光绪三十四年(1908)苏州共有钱庄24

家、典当66家、票号11家，其户数和规模列全省之冠，各家钱庄吸收存款多的

有45万银两，少的也有30万余银两。苏州在晚清及民国初年，素有“存款码

头"之称，钱庄吸收的存款一向大于放款。在本埠难以消纳，放款向周围城市拓

展。邻近的锡、常、虞、太、昆、澄；西边的丹阳、宜兴、溧阳、镇江、南京；长

江以北的扬州、南通、蚌埠；东南的浙江嘉兴、湖州等地钱庄同业或工商大户，都

是苏州钱庄业放款对象，最多年份，放款给外地的占总额40％。因此，苏州金融

业在近代对江浙两省大部份地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与振兴具有重要作用。

清末及辛亥革命后，时局动荡，内战频仍，市面萧条，金融停滞。苏州典当

更由于时尚更新，亏蚀严重，申请报歇者日多。特别是1937年日军侵占苏州，城

厢典当20余家均被洗劫一空，全行业被迫关闭，从此趋于衰落。钱庄业于1916年

以后逐渐复苏，1926年增至30余家。存款总额达3000余万元。1928年各钱庄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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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总数达40万余元。1933年，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1935年又实行法币政

策，过去为苏州钱庄所垄断的洋厘、规元、银拆市场顿告消失，从此钱庄业亦日

渐衰落，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苏州钱庄仅存7家。

1912年，苏州首设江苏银行，继设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营业机构。1917至1928

年的十年问，各类银行增至13家。苏州本地金融资本设立的苏州储蓄银行、典业

银行、田业银行也成立于这一时期，但这时的金融市场，仍多操于苏州本地的钱

庄业之手。北伐战争胜利后，形势发生变化，新兴的银行业务蒸蒸日上，除了官

办银行在苏州设机构以外，全国有影响的金融集团，都纷纷在苏州增设机构。北

方金融集团——膏北四行’’，除盐业银行外，金城、大陆、中南皆在苏州设立分行；

南方金融集团——。南四行’’，除浙江实业银行外，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

银行、新华商业储蓄银行在苏皆设有支行；还有。小四行"，即中国通商、四明、

中国实业、中国国货银行在苏均设营业机构。1937年，苏州的银行机构增至19家，

并在市内分设服务处所10余处，更因。废两改元’’，钱庄业根基动摇，银行业务

迅速超出钱庄之上，成为苏州金融之枢纽。

：- 抗日战争苏州沦陷初期，全部金融活动均暂告停顿。稍后，少数钱庄在日伪

控制下开业，继而出现畸形发展，大批钱庄、银行多参与商业投机买卖，或高利

贷活动、。 ’-， 一

· ．，

， 抗日战争胜利后，银行、钱庄相继复业或新设，但因工农业生产停滞，经济

困顿，市场萧条，国民政府因内战滥发纸币，导致通货恶性膨胀，金融业务倍受

破坏。．
’ ，

苏州传统的银钱业比较发达，由于清代至民国苏州曾长期作为江苏首府，官

僚、地主集中，有较多的资金来源；苏州地处长江三角洲，盛产大米、蚕丝、棉

花、茶叶、茶花等农副产品，轻纺工业丝绸、布匹以及刺绣、花边等手工艺品运

销全国、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京沪铁路和大运河横贯全境，水陆交通便利，商

贾云集，。经济繁荣。但当时苏州封建、保守思想仍占优势，投资于工业还不如食

利者保验，这就形成了晚清及民国初年苏州成为。存款码头’’，吸引了全国各大银

行来苏设立机构，招揽存款；抗日战争以后，通货急剧膨胀，资金成为投机者的

筹码，促使了银钱业的虚假繁荣。 。

1949年4月27日苏州解放，金融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国人民

银行苏州支行成立后，随即接管全市所有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对私人资本的银行、

钱庄、典当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先后通过重新登记、增资i统一

利率、联合放款和公私合营等方式，使私营金融业率先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从而较早地实现全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一

解放初期，由于受长期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苏州物价、金融仍不稳定。1949

年5月，市人民银行在苏州发行人民币，收兑金圆券。1949年6月，开办按折实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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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计算的“折实储蓄’’，从而迅速稳定了广大储户和市民的紧张心理。1950年3

月，政务院作出统一财经工作决定后，苏州人民银行利用货币、信贷和利率的杠

杆作用，严格金银管理、实施现金管理办法，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同时，支持城

乡工农业生产的恢复，支持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壮大，以扩大收购，增加

供应。1951年初，苏州市场物价完全得到控制，金融市场也日趋稳定。

1953年开始，国家进入有计划发展国民经济时期，银行利用信贷和利率杠杆，

继续以大量资金支持和巩固各国营企业，帮助他们确立领导地位。同时，大力促

进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帮助贫下中农解决入社股金不足

的困难；对农业互助组、合作社发放大量生产费用贷款和基本建设贷款，以增施

肥料增添畜力、增加新式农具和兴修水利等，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和巩固集体经

济；对私营工商业则采取有收有放，时紧时松，区别对待的信贷方针，按照不同

的经济性质，执行不同的利率档次，先后开办了公私合营工商业贷款和集体工商

业贷款，从而有力地推动全市私营和个体工商业迅速走上公私合营和集体化的道

路。 ，

1956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继而进入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时期，银行对支持社会主义建设作了很大努力，各项业务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在六十年代初，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银行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

方针，和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货币政策，严格货币、信贷管理，正确运用货币、

信贷和结算等特有的经济手段，为国家守计划，把口子，较好地发挥了国民经济

调节功能和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苏州广大金融干部，在条件十分困难的

情况下，银行坚持开门营业、忠于职守、保证了各项金融业务的正常进行。

金融部门通过吸收各项存款和储蓄，发展保险事业，加强现金管理和组织结

算，把社会各方面的资金聚集起来，有计划地支持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并支持

了乡镇工业的迅速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

略决策，银行的地位、作用日益重要，金融体制改革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在金融

机构体制、信贷资金管理，业务范围，以及利率政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国家专业银行为主体，包括多种金融机构相辅相成的金

融体系，已初具规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银行业务已向多渠道、多方位

同时开展；各家银行都更加重视吸收存款和储蓄，增加储蓄种类、增设网点、改

进服务I坚持“区别对待，择优扶植”，。以销定贷"的信贷方针，并开办中短期

设备贷款，改变了改革前银行只发放流动资金贷款的状况；基本建设也由改革前

的财政拨款部分改为银行贷款；随着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国际金融业务往来和涉

外保险业务发展迅速；信托投资、信息咨询、企业内部集资、社会集资以及同行

业拆借资金等，得到了较快发展；电子计算机运用于金融业。加快了金融业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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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现代化步伐I银行还多次调整了存贷款利率，促进了银行内部核算，也推动．

了企业合理使用资金，提高了社会经济效益。

随着改革开放方针的深入贯彻，苏州市经济建设蓬勃发展，特别是“七五’’期

间，苏州工业总产值翻了一番以上，银行机构迅速增加，业务范围扩大。国民经

济的发展，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到1990年底，全市辖区内共有各类金融机构843

个I各类存款132．2亿元，比1985年增长163．71％，其中储蓄存款达73．33亿元，
。

比1985年增长398．04％，城乡储蓄余额居江苏十一个省辖市首位；各类放款’

134．1亿元，比1985年增长109．37％I 1990年现金净回笼15．53亿元，比1985．

年增加956．46％。整个苏州金融业呈现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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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吴国(公元前585年至公元前473年)通用货贝、珠玉、谷物、布帛、青铜

块等实物，作为流通和支付手段。

战国时代吴地曾属楚，流通蚁鼻钱(又称鬼脸钱)郢爰金币，这是苏州最早

有固定形态的金属币。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颁布改革令，废除刀、布、贝等货币，规

定黄金为上币，半两钱为下币(称秦半两)，统一了货币。

汉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铸五铢钱，直至唐武德四年(621年)，形成货

币史上一个五铢钱体制时期。确定园形方孔，有内外廓，并发展为大小适度的铜

质钱币。

孙权嘉禾五年(237年)铸大泉一当五百。

吴赤乌元年春(238年)铸大泉当千、大泉二千、大泉五千。

梁代(502--556年)顾炬、吴人，为三国孙吴丞相顾雍裔孙，字信威，为临

贺王记室，知建安令，多善政，著有《钱谱》，被推为中国第一部钱币学著作。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铸造的开元通宝，通行宇内，是通宝钱的创始，同

时废止五铢钱。

唐代苏州经济日益繁荣。大历十三年(778年)苏州升为雄州。当时分天下州

郡为辅、雄、望、紧、上、中、下七等，雄州仅次次于京辅。

南宋时(1127--1279年)苏州曾流通纸币，早期通行关子，后来曾改为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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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通行的是会子。：
’ ’· 一·

。’，．

：
．

元至正十六年(1156年)，农民领袖张士诚攻克平江府，在苏州建都，并改平

江府为隆平府，自立为吴王，毁承天寺铜佛像，铸天佑通宝钱。：．‘√’，．。
。

“一 ’：’一r’I i．’ ．!j

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铸行当十天启钱，平均每枚重5至6钱，约合5

枚小平钱重量，实际是货币贬值。加之当时苏州又发生了宦官魏忠贤遣使逮捕迫害

回籍的吏部官员周顺昌，激起民愤。苏州市民乃拒用天启钱，时间达十个月左右。+j
，一=．： 。。、+

一

清康熙六年(1667年)在苏州设立江苏省钱局，后称宝苏局，是清代江苏省

规模最大，、铸币时间最长的造币厂0’j ‘一L· · 一c i ’：‘

嘉庆年间(1795--1823年)外国银元始盛行于江苏。‘ _J，。’．·o

：’： j。 ，j

‘

i j～ ，+

。1· ．
。 =。，： ‘-，’；：．

道光七年(1827年)，票号已由京、晋发展到秦、豫、鲁、苏等省，山西票号已在

苏州设立分号。北方五省商贾来苏贩货，改过去每年运送数百万两现银为汇兑。

．。．；，． ；，i：4 i√j。： ；：： j

’ 道光八年(1928年)吴县东洞庭山王鎏写成《钞币刍言》一书，并于道光十

一年刻行。道光十七年重新改订刊行，更名《钱币刍言》。玉鎏是一个名目论者，’

是一个专门研究货币问题的学者。一 ·．
．‘·÷一‘。‘：j。

。

．

^ ，

．‘

‘’道光十年(1830年)吉林参商牟纯儒贩运官参至苏州销售，得银三万余两，在

苏州与各绸缎商拨兑至盛京、吉林，并立有会票。。 ，o， j’ ，：：
：

一^
一

，

●

●

道光十六年(1836年)苏州金箔铺户在刘家浜捐建了丽泽公局。 -’，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蔚泰厚票号苏州分号，全年收进汇款21．1793万银

两i交付汇款31．4192万银两。通汇地区为平遥、京都、汉口；常德、沙市、奉

天：：年终放款实绩为8．0873万银两，存款实绩3．6053万银两0：：一．‘。‘ ■

。 咸丰四年(1854年)苏州铸当十大钱，每文始重六钱，后重四钱六分，嗣于

咸丰五年停铸。，。。 ’，7。y⋯ ·

-；。’；，，， it：j
●

j：j一7：‘i‘|．一：，：：．，√。+一‘。!⋯：j√’一 ：：^。：．i

同治七年(1868年)银楼业在紫兰巷捐资创建安怀公所。。
’

‘

一
。 ’

，
． ；：一．，‘ ． ¨‘，．：．i‘．， ：j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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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七年(1891年)，沪、杭、苏等地钱庄，都插手汇兑京饷，开始打破汇

兑由票号垄断的局面。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苏州盘门内购地建铜元厂，自光绪三十年-yj起

开铸铜元，光绪三十二年停铸。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三日，裕苏官银钱局成立，隶属苏州巡抚衙门，苏州布

政司藩库拨给资本15万两白银，地址设NI'-J内德馨里，发行钱票，银元票是江苏

官发纸币之始。

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胥I'-J夕l-枣市街华利砖瓦公司旧址组建新铜元厂。

民国元年(1912年)十月，苏州最早的一家银行江苏银行成立，设于西中市

德馨里裕苏官银钱局原址，是全国省级地方银行中最早成立的银行。

民国三年(1914年)一月中国银行苏州分号成立，地址在西中市德馨里。于

1918年改称为中国银行苏州支行。

．民国四年(1915年)一月，苏州交通银行成立，隶属上海交通银行管辖，行

址在西中市德馨里。

民国九年(1920年)四月，苏州第一家私营银行苏州储蓄银行开业，行址设

古市巷83号洪宅，同年十一月迁至观前街。

R N---十年(1931年)九月，江苏省农民银行苏州分行成立，行址设观前街

52号。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七月三日，中国银行苏州支行迁至观前街太监弄新

屋营业，德馨里原址建立阊门办事处，照常办理业务，同年九月四日，迁至西中

市大街营业。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I匹lYJ五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废两改元布告》规

定从四月六日起实施。苏州钱业公会决议于五月一日起。废两改元’’。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一月十九日苏州沦陷，中国银行苏州支行行屋被



民国二十九年(1904年)春，新四军发行“江南商业货币券≯，流通于苏南东

路抗日根据地，也流入苏州市。‘
‘

一‘ I 。
，

民国三十年(1941年)一月，伪江苏地方银行成立，行址设观前街。 ．，i

。●

‘

，

‘：民国三十年(1941年)二月，伪中央储备银行苏州支行成立，行址设观前街。

●

．

·
．

}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三月三十一日，汪伪政府公布《修改整理货币暂行

办法》，中央储备银行自六月一日起施行。首先在苏、浙、皖三省及上海、南京市

实行新旧法币全面调换。：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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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一月，交通银行苏州支行回苏复业，行址设观前街。
。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七月，中国农民银行苏州办事处成立，行址设观前街。
．．

。 ．_，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十一月，邮政储金汇业局苏州办事处成立，隶属南

京分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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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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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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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十一月，吴县县银行成立，行址设观前街。
．

．，

： ：

。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八月，吴县合作金库成立，行址设观前街大成坊南首。
，：

’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八月十九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总统名义，用紧急

命令方式，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同时，国民政府公布《金圆券发行办

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等法令，宣布货币改革，发行金圆券，按1：

300万的比率收兑法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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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二月一日，中央银行苏州分行成立，行址设观前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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