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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清，西汉初年即设县的建制，被联合国教科义组织命名为千年古县”，

“临清傍运河，富庶甲齐郡”。历史上，由于大运河南通苏杭、北抵津京，优越的

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京'J币fl户，南北要冲”o明清时期，临清成为闻名全国的漕

运要塞、商业都会、军事重镇，抗日英雄张自忠。国学大师季羡林就是临清众多

优秀儿女中的杰出代表。改革开放以来，临清市金融系统在市委市政府和上级

单位的领导下，坚持以科学发展为己任，促进辖区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截止

2007年9月末，全市各项存款87．08亿元，其中储蓄存款6S．9亿元，对公存款

21．18亿元，各项贷款71．76亿元。

近年来。人行临清市支行坚持热爱T作、珍惜生活、相互理解、共创和谐”

的核心价值观，以人为本，积极开展央行文化建设，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为修好

这部志，他们本着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组织拿门人员，开展有关资料的发

掘整理丁作。先后邀请南解放前后参加人民银行I丁作的离退休老同志、商业银

行离退休的老领导、各金融机构一把手参加的座谈会，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和建议。自2006年开始，历时两载，几修篇目，数易其稿，方成此篇。

盛世修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修志可以存史、资治、教化”，非示观

美，讲求其实用也。国家有史，部门有志，方能借鉴得失，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科学依据。修志补史是一

项系统工程，工作量大，涵盖面广，要求甚高。历时两年编纂瞧临清金融志》，

乃临清金融史上的—件大事．它必将为振兴临清金融事业、启迪后人起到积极

的作用。

中国人民银行聊城市中心支行行长徐小林

2I)(J7年lI)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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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述

临清地处鲁曲北平原，东0高店、往平州县为邻，两隔漳儿河与}l，『北省临

西县辑f望，南-o东H府Ⅸ干¨冠县接壤．北与德卅l rlS夏津县毗邻

坍史【临清饯、lP就鞍为发达，据K周二十年《经济忠》址载，私人钱业‘一相·

清光绪年j1_i】就已必起，先后丌业的银号就有i f‘一家之多，二卜世纪i¨“t

初曾经秆所发腱它们丰要豁f￥存款．贷款、tl兑和兑换零钱等金融、啦务．以适

』扯r1时纶济发腮的需一挺19：懈年II危仪11i临清。⋯于战乱频仍，通货膨胀，业务

||鼯褒巡，私人钺哆牛¨继戈闭足{}二，沦陷Jx停止使川法l币，流通伪联银券，物

价蟮涨．人I屯小衍动荡小’奠

1039年．临，f『f业●r机|1联合政府，根坪；党·I，火指H<，临消人陀深入"展

r抵制伪ln的：|_廿，刮l州5年斛放K涩步-iJ“人 为保“农丰J根据地的牛产建

醍相l物资交fJ；c，发定人}e乍活，r⋯川』E J恤党领导的边K歧Hf先肝建●：r择边K

铋{r．”发i r货ln llii,i h々境内流jm j-人【心f|L的货l币一一越南、件叫,fliJ￡拇J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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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1945年8月临清城解放，1946年1月冀南银行在临清设立了第一分行

隶属于冀南银行冀南区行管理)，后改为冀南银行临清市分行．办公地址在临

清市马市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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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新成●：的锹{r通过发放低乜贷款，Jf：展反伪钞反似币制止金银外流mlk

j}活zm．迅速t11领r农村阶地．蚶0翻H农K搞好乍广：．芷援个lH的斛放l伐个

为近心J眵铅发肥jlj蜉．1t川u印{JJ成●?r巾IH人lt银}r临}II『{ll史}r，川叫发i r人

|tl币(⋯币)．收见地h I可 从此，⋯的金触体系彻底j扪溃．朴会}：义的11,I宋银{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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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清市金融志

迅速成妊起来。1955年3月，人民银行义发行了新人民币．同时收回l}1人民币。

本市的人民银行即是国家管理金融的行政机咒，又是办理信用业务的经济组

织．从建国起，本行通过组织存款，发放贷款，办理会计结算，吏行现金管理，经

办货币发行，管理金银，举办保险事业和代理财政金库等，在各个历史时期都

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足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

展开、金融体制也相应地进行了改革，1979年围务院决定恢复中国农业银行，

1980年10月中国农、【p银行临清市支行与人民银行分离正式恢复成立。

(图为1980年人、农分设时人行全体中层以上干部合影)

同年，恢复保险业务，成立保险机构，与人民银行合属办公，至1984年2

保险公司与人民银行分离。

4一



图为1 984年人、保分设时人行领导与保险人员合影)

网务院决定巾同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

概述

商银行临清市支行成立，办理工商信贷和城镇储蓄等

业务．同时全面代理中国人民银行的业务。

1985年11月中困人民建设银行临清市支行的全部信贷收支纳入国家信

贷汁划。

1986年4月人民银行与工商银行正式分设。

图为1 986年人、工分设前全体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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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清市金融志

1986年9月临清市邮电局开办邮政储蓄业务。

1987年7月，临清市人民银行组织成立了临清市城市信用合作社，至

2000年12月该信用社与农村信用社合并。

1987年12月29日，中国银行临清支行恢复成立。

1994年国务院决定对农村金融体制进行改革．农村信用社从农业银行代

管的管理模式中独立出来，成立了临清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履行对农村

信用社的管理职能．2006年实行了联社一级法人制。

1996年4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拆分力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和中

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财产保险与人寿保险业务分开．由于人寿保险公司在

本市尚未成立正式机构，中保人寿保险公司聊城分公司在本市设立临清营业

室，办理人寿保险业务，该营业室2004年9月升格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临清市支公司”。

同年11月30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清市支行成立．专门承担本市的政

策性农业信贷业务。

20_1)3年12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聊城银监分局临清办事处成立．

专司银行监管之职。
t

(图为2003年银监办成立时人行、银监办全体人员合影)

至此，临清市建立起了较为完备齐全的现代金融体系，为当地经济发展发

挥着极大的助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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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货 币

第一章货币

1848年清朝后期，本市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有金属币和纸币两种，．清朝后期

和民国前期以金属币为主要货币．1935年以后以纸币流通为主。至解放日寸，金

属币则完全废除。全以纸币流通。

一、货币的种类及演变

铜币，俗称制钱”。清朝实行银钱平行本位，1848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

清朝内外交闲，于18．54年清咸丰帝开始铸币，即咸丰元宝”，当500文在我市

曾小量流通，相继流通的还有咸丰重宝”：太平天国圣宝”，末期有光绪通

宝”：宣统通宝”等制钱。

1901年制钱改铸铜板”，有十文、廿文大清铜元，宣统时曾铸五厘、一分、

二分、十文等铜币，百文和银币一圆。 、

银币。1911年宣统三年铸大清银币壹元，在我市广泛流通。1914年铸袁世

凯头像币，俗称袁大头”。1927年北伐胜利，禁止袁大头”流通，改铸孙巾山头

像银元．在我市流通。1935年国民党政府禁止银元流通。由于国民党统治Ⅸ滥

发货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纸币形如废纸，中山像币：袁大头”等银币又活跃

市场。直到解放银铸币方停止流通。

纸币。纸币始于宋朝天盛元年(1{)23年)，俗称“交子”、“会子”等。清朝咸

丰三年(1853年)开始发行以银两为单位的“户部官票”和以铜钱为单位的“大

清宝钞”．1892年因通货膨胀，停止流通。民国初年我国流通的纸币，除通济银

票外．其余是地方印发的纸币。一是钱贴，自一千至十千，商店所发，全市总额

在200万以上：二是财政处银元流通券，始于民国十四年，至民同十八．年收回

销缴；三是商会铜元流通券，先后发行32万，民国二十一年收销。后又流通银

元钞票，l元、5元、10元；省库券角票，1角、2角、5角。还有与外埠投兑者汇票，

百元起点。以上各种流通券，在民国六年至二十一年可兼用。由于市官钱局发

行最多。中央次之，民国二十一年冬各种流通券相继取缔，只剩银元钞票、角票

为流通货币。

民国初期至民国二十二年，由于时事瞬变，所发纸币此兴彼衰。民同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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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清市金融志

(1917年)，中国银行分设于临清，其银元钞票逐步推行，而商家钱票逐渐消歇。

民国十四年。山东省银行钞票及军用票滥发，于是商会与地方财政处筹印各项

流通券，以资周转。此时金融最为混乱。民国十六年，中央角票充斥全区。民国

十一年，两j匕银行元票风行一时。民国十九年，南北构兵，晋冀两省钞票又乘机
侵入．此时我市金融最为杂乱。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采取通货膨胀政策，大量发行法币。当时，在我

市流通的有中央银行发行的孙中山头像币500元券、5000元券、10000元券

等。日本占领我市后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勾结汉奸傀儡，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

行”，发行大量纸币，有100元券、500元券等，俗称“黑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府，根据抗日根据地的需要，发行了自己的货

币，本市流通较多的有：1943年北海银行发行的lo元券、50元券，1944年发行

的200元券，1945年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的5元券、1000元券，冀南银行发行

的100元券．北海银行发行的100元券等。

二、人民币发行

1948年12月1日，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成立，

同时发行人民币。自人民银行成立至2007年人民银行先后发行了5套人民

币。

第一套人民币1948年12月1日发行，共12种面额62种版别，其中1元

券2种、5元券4种、10元券4种、20元券7种、so元券7种、100元券lo种、

2()0元券5种、500元券6种、lI)‘m元券6种、洲)o元券5种、100()o元券4种、

5txJt’‘J元券2种(1949年发行的正面万寿山图景1()【'元券和正面列车罔景50

元券各有两种版别)。

第二套人民币是在第一套人民币的基础上于1955年3月1日开始发行

的。由于第一套人民币的面额较大(最大为5IJI×Jll元)，单位价值较低，在流通

中以万元为计价单位。不利于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另外，纸张质量较差，券别

种类繁多(62种)，文字说明单一，票面破损较严重。为了改变第一套人民币的

不足，提高印制质量，进一步健全我国的货币制度，1955年2月21日国务院

发布命令，决定南巾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收

回第一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和第一套人民币折合比率为第二套l元等于

第一套1万元。第二套人民币共11种，1分、2分、3分、l角、2角、5角、l元、2
—8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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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3元和5元，1957年12月1日又发行10元。同时，为便于流通，国务院发
布命令，自1957年12月1日起发行1分、2分、5分三种硬币，与纸分币等值
流通。后来，对l元纸币和5元纸币的图案、花纹又分别进行了调整和更换颜
色。于1961年3月25日和1962年4月20日分别发行了黑色1元券和棕色5
元券．使第二套人民币的版另IJ由开始公布的11种增加到16种。1964年4月
14日，巾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收回第三套人民币票券的通告》，决定从
1964年4月15日开始限期收回苏联代印的1953年版的3元、5元和lo元纸
币。1964年5月1s日停止收兑和流通使用。

第三套人民币是1962年开始发行的。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于
1962年4月15日开始发行第三套人民币。第三套人民币和第二套人民币比价
为1：1，即第三套人民币和第二套人民币票面额等值，并在市场上混合流通。
第三套人民币在第二套人民币的基础上对版另IJ进行了全面调整、更换，取消了
第二套人民币中的3元纸币。增力Ⅱ了1角、2角、5角和1元四种金属币。第三
套人民币自1962年4月20日发行枣红色l角纸币开始到1980年4月15日
发行l角、2角、5角、l元硬币止，经过了18年的逐步调整、更换，共陆续收回
第二套人民币：除6种纸、硬分币夕卜)10种，陆续发行第三套人民币13种，其
中，lo元纸币1种、5元纸币1种、2元纸币1种、l元纸币1种、5角纸币1种、
2角纸币1种、l角纸币3种、l元硬币1种、5角硬币1种、2角硬币1种、1角
硬币1种。1962年4月2【J日公布发行的1956年版棕色5元纸币和1960年
版枣红色1角纸币。其中棕色5元纸币在1955年3月1日开始发行的酱紫色
5元纸币的基础上．对颜色、化纹进行了更换调整，该纸币是第二套人民币的最
后一个品种。同时发行的枣红色l角纸币是第三套人民币的开始。1964年4月
15日．第三套人民币的深绿色2元纸币和墨绿色2角纸币同时发行。1966年1
月10日．发行有天安门水印的1965年版10元纸币和1962年版1角纸币。为
了解决1962年版l角纸币背面颜色与1962年版2角纸币背面颜色相近似。
不易辨认的问题，1967年12月15日调整了1962年版l角纸币背面颜色，重
新发行了1962年版1角纸币o 1969年10月2‘)日，第=三套人民币深棕色5元
纸币和深红色l元纸币开始发行o 1974年1月s日，发行第三套人民币的青莲
色5角纸币。198{)年4月15日开始发行1角、2角、5角和l元四种硬币。这四
种硬币与市场流通的同面额纸币等值流通。至此，第三套人民币13种券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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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齐全。第三套人民币1962年4月15日开始发行，到2(X)O年7月1日停止

流通，历时38年，是我国目前发行、流通时间最长的一套人民币。
第四套人民币是在经济发展、商品零售额增加、货币需求量增加的情况下

发行的。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健全我国的货币制度，方便流通使
用和交易结算，1987年4月25日， 国务院颁布了发行第四套人民币的命令，
责成巾国人民银行自1987年4月27日起，陆续发行第四套人民币。第四套人
民币主币有l元、2元、5元、10元、50元和100元6种，辅币有l角、2角和5
角3种．主辅币共9种。第四套人民币共11种纸币，采取一次公布，分次发
行”的办法o 1987年4月27日首先发行st’元券和5角券，1988年s月l()日
发行了100元、2元、1元和2角纸币，1988年9月22日，发行丁lo元、5元、1
角纸币。为提高人民币防伪台邑力，1992年8月20日发行了1990年版50元、

100元纸币，1992年6月1日发行了第四套人民币l元、s角、l角硬币，使第
四套人民币结构更加完善。

第五套人民币的发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社会
对现金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大。客观上x．-l-人民币的数量与质量、总量与结构都提
出了新要求。第四套人民币的设计、Ep制开始于改革开放之初，囿于当时的条
件，第四套人民币本身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不利于人民币反假、缺少机读性能
等。为适应经济发展和市场货币流通的要求，1999年lo月1日，在中华人民
共和围建国5I)周年之际。中国人民银行陆续发行第五套人民币。第五套人民
币共八种面额：100元、50元、2(J元、10元、S元、l元、5角、l角。第五套人民币
根据市场流通中低面额主币大量承担找零角色的状况，增加了20元面额，取
消了2元面额，使面额结构更力Ⅱ合理。第五套人民币采取一次公布，分次发行”
的方式。1999年lo月1日首先发行了100元纸币：2000年l()月16日发行了
20元纸币、l元和1角硬币；2001年9月1日发行了so元、10元纸币；2002年
11月18 13发行了5元纸币、5角硬币。

由于人民币币值稳定，是我国的法定货币，在人民群众心目中享有崇高威
信，在国际上也是比较稳定、信誉较高的货币。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
勃发展的结果，是祖国繁荣昌盛的结品。

三、纪念币发行

纪念币有贵金属纪念币和流通纪念币之分．贵金属纪念币主要用途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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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本市没有发行。流通纪念币是为纪念重大历史事件、杰出历史人物，或有

特殊意义的事物而发行的普通金属币，它与纸币、贵金属币同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法定货币，并且等值流通。除此之外，纪念币还具有供人们玩赏和收藏的

功能。

1984年10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

年》流通纪念币1套3枚，到2007年II-，已发行流通纪念币(钞)70套。

从已发行的纪念币来看，纪念重大历史事件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5周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40周年》、《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50周年》等；纪念杰出历史人物的有《宋庆龄诞辰100周年》、《毛泽东诞

辰100周年》、《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等；有特殊意义事物的主要是珍稀动物：

《中国珍稀野生动物一大熊猫》、《中国珍稀野生动物一金丝猴》等；此外，还有

中国民俗文化系列纪念币，《羊年贺岁币》、《猴年贺岁币》等。

纪念币发行情况表

面值 发行量
序号 名 称 发行日寸I旬 枚数 备注

(元) (万枚、张)

l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 1984．10．Ol 3 1 1100

2 _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 1985．09．Ol l l 261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三十五周年 1985．10．01 1 l 450

4 国际和平年 1986．09．20 1 1 2704

5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 1987．07．30 1 l 905

6 第六届全国运动会 1987．1 1．20 3 O．1 1053

7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 1988．09．20 1 1 457

8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四十周年 1988．12．01 1 1 215

9 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 1988．12．0l 1 1 407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 1989．09．28 1 1 2101

11 第十一届亚运会 1990．08．22 2 1 256l

12 全民义务植树运动】o周年 】991．03．02 3 l 3000

13 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991．06．18 3 1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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