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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修志留史，历来被称为“功在当代，泽被后人"的善事义举。古人认为，

编史修志可以“资政明俗"、。经世致用"，就是今天，我们研读“二十五史"，

亦可廊清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脉络，察识世事的沧桑变迁。

银行是百业之首，万本之源，素有国民经济的“寒暑表"之称。但是，长
期以来由于多方面原因，沧州的方志史籍中涉及金融的内容却为数戋戋，金融

数据资料多有散佚，更没能形成全面、系统地反映区域性金融史迹和发展概貌

的专业志书，这就为地方党政和部门领导决策以及广大金融职工了解沧州货
币、金融发展史和日常工作引鉴带来了困难。

所幸的是，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经过沧州各行(司)共同努力，今天终

于看到了沧州有史以来第一部《沧州金融志》的问世，这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
的喜事。

为了编纂好这部志书，《沧州金融志》编办室的同志们，做了大量艰苦细

致的工作，全书字里行间浸透着各行(司)编志人员的心血和汗水。
《沧州金融志》是一部体例完备、内涵丰实的行业志书。全书上溯夏商，下

及当世，从货币衍变、机构沿革、建国以来金融保险业务以及金融科教的发展

诸方面做了精要的记述。《沧州金融志》主要有以下特点：一、资料翔实，评
析得当。全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真实、准确地记录、

反映历史事件，科学、认真地总结分析经验得失，不饰美，不隐恶，令人信服。

二、详今略古，重在现实教益。沧州货币金融历史跨度三千七百年，本书却着

重墨于建国后四十余年，条分缕析，备极详致，旨在教化后人，资政当今。三、
纲目清楚，结构严谨。书中“货币"部分按政权性质分章记述，“金融机构刀一

编划行分写，建国以后业务及金融科教按业类分层次阐述，所以全书能够做到
纲举目张，虽广博而不杂乱。

历史已跨进“九五艿阶段，社会主义的经济和建设又将进入一个持续、快

速、健康发展的崭新时代。在此之前，沧州被国家化工部命名为全国仅有的三

个化工城市之一。《沧州金融志》的出版适逢其时，相信她能够给沧州广大金
融工作者增加裨益，并进而为开拓金融工作新局面，促进沧州经济发展发挥作

用。
我做为沧州市市长，对《沧州金融志》编办室同志们表示感谢，对《沧州

金融志》的出版发行表示祝贺。

沧州市市长：薄绍铨

。一九九五年十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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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罱

方志著述，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它撰述宏富，历代不绝，保存了大量史

实，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主义

第一代修志工作在全国陆续展开。1989年4月：在沧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和上

级行的指导帮助下，沧州人行、工商行、农行、建行、中行、保险公司联合成

立了《沧州金融志》编纂委员会及其领导下的办公室。经过几年来的努力，现

在终于完成了这部沧州金融系统的行业志——《沧州金融志》。

《沧州金融志》的编纂工作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力求反映沧州金融业的特点，努力做到思想性、科

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发挥“资政、存史、教化"的作用。

《沧州金融志》共6编47章140节，另有概述、大事记、附录等，全书共

计50余万字。该志除简要记述了沧州悠久的货币史和旧金融业外，着重记述

了沧州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建立、发展及其对经济建设起到的积极作用。从记

述过程中，反映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为进一步促进沧州金融业的发展提

供借鉴。同时，也希望该志能对社会各界了解金融提供一个便利条件。

《沧州金融志》的编纂工作，各行(司)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提

供了丰富的资料，为总纂奠定了基础。

．，。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

地记述沧州金融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记述范围为沧州市及所辖十四个县(市)。

三、本志上限追溯到夏商时期，下限到1989年底。为保证事件的完整性。

个别章节延到1991年底。

四、本志为中编结构，分设六编，编下设章、节、目。采用志、述、图、

表、录等体裁，以志体为主。

五、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述而不论，褒贬寓于史实之中。

六、本志入选人物为沧州金融界历年获省级以上荣誉称号的先进个人和

历届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七、本志纪年，建国前采用传统纪年法，加注公元纪年；建国后采用公元

纪年。 ，。
．

八、本志简化字以国家语言文学委员会1986年10月重新公布的“简化汉

字总表"及文化部异体字整理表为准。数字书写以1987年2月国家语言文字

委员会、中宣部“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艿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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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沧州古属燕境，始建于北魏熙平二年(公元517年)，至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

它位于河北省中南部，东临渤海，南靠山东，北倚天津，西与保、衡两专接壤。现辖黄

骅市、泊头市、河间市、任邱市、青县、沧县、海兴、盐山、孟村、东光、吴桥、南皮、

肃宁、献县及沧州市区十四个县(市)，总面积为14033平方公里，总人口620万人，有

汉族i回族等15个民族。京杭大运河纵穿沧境，京沪铁路、京福、京九公路贯通南北。

沧州：泊头、莫5州、河问、献县自古均为南北水旱交通要塞，是京、津、冀、鲁、豫地区

商品经济流通的必经之地和商品集散中心。自燕国至明清，多代王朝建都于幽燕，沧州

多为畿辅之地，是重要的战略要地。

(一)

沧州人民很早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并进行着原始的农业生活。公元前三千年

——前二千年间，农业与手工业开始分离，产生了商品交换。到夏商时期，便出现了交

换媒介物——海贝，’商代后期的铜仿贝，春秋战国时期的布币、刀币、环钱、泰、汉的

半两、五铢钱，唐朝的通宝，宋代的交子，以及元朝的宝钞，明代的银两制，清朝的铜

元等货币都在沧州一带流通过。

北宋以后，民间典当逐渐萌芽，钱庄、票号相继出现。

19世纪后半叶，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银行业逐渐兴隆。河北省银行曾在沧县、

泊镇、东光、连镇等铁路沿线城镇设有办事机构，经营存、放、汇兑业务。

1933年4月国民党政府废两改元，确定以银元为货币单位。1935年以后，在沧州流

通的货币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行发行的法币和河北省银行发

行的河北票，及日伪时期发行的联银券。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支援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展经济，保障战争供给，中

国共产党于1938年3月建立晋察冀边区银行，先后设立冀中、冀晋、冀察、冀东分行，

并发行晋察冀边币，开展对敌货币斗争。1946年冀中分行在河问、泊头、大城等地设有

办事机构。抗日根据地银行的建立和发展，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为

解放后迅速开展各项金融工作创造了条件。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7年11月，华北重镇石家庄解放。冀南银行(晋冀鲁

豫边区银行)与晋察冀边区银行于1948年4月迁入石家庄联合办公，1948年7月，两行

奉命合并改称华北银行。1948年12月，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山东根据地银行)、西北

农民银行(晋绥根据地银行)合并组成中国人民银行。．

1947年6月，沧州解放。1949年8月，在冀中分行第八办事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

国人民银行沧县办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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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当时，财政、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中共中央提出用三年

时间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在这一时期，沧州银行积极响应中央号召，配

合有关部门，巩固人民币市场，稳定金融物价，制止通货膨胀，支持国营经济发展和私

营工商业改造。

新中国建立初期，投机商利用国营经济力量相当薄弱的机会，扰乱金融j囤积居奇，

哄抬物价，严重扰乱了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和人民币值的稳定。对此，人民政府采取了必

要的行政手段和有力的经济措施，同资本主义投机势力展开斗争。贸易、财政、银行共

同平抑市场物价。国营贸易公司抛售物资，暂减收购，保证市场供应。财政部门抓紧征

税，暂停支付工矿投资和收购资金，募集公债，弥补财政赤字，减少货币发行。银行对

私营企业暂停贷款，并收回到期贷款，以抽紧银根。使昔fl由不法商人操纵市场物价，开

始由国家掌握起来，到1950年3月市场物价趋于稳定，用经济力量稳住市场，是当时工

商界预料不到的。

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作出了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在贯彻这个决定中，银

行通过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资金，做了大量地工作。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到1950

年10月基本实现了财政收支、物资调拨和现金收支的三个平衡，终于制止了国民党政府

遗留下来的长达12年之久的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建立了人民币的信誉。这是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战线上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在稳定金融物价的同时，银行积极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

流”的经济建设方针，集中资金发放贷款，支持公、私营经济，促进沧州国民经济的恢

复和发展。

从全区解放到1950年3月这段时间里，银行在资金上着重支持国营经济，以增强领

导和稳定市场的力量。同时，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也发放贷款予以扶植，按照

当时市场物价和私营企业资信不同的情况，分别采取折实定货贷款、折实抵押贷款和信

用贷款等多种方式，帮助私营企业解决资金上的困难。

1950年6月，配合工商业调整，活跃物资交流，银行发放以数量较大、利率较低、条

件较宽的贷款，大力支持国营贸易部门扩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收购的规模。支持

其在农村大量收购农产品、土特产品和出口物资，以增加市场供应和出口。同时，本着

公私兼顾的精神，银行对私营工商业适量增加贷款、举办押汇业务、降低放款利率，扶

持私营工商业发展生产和扩大经销、代销业务。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和其它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禁运，市场

商品供应趋于紧张，私营工商业争购工业品，投机分子则乘机哄抬物价，一部分居民提

取存款购存商品，有些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也大量提取存款，导致银行存款

下降贷款上升，刚刚稳定下来的金融物价又开始发生新的波动。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根

据中央“边抗、边稳、边建”的三边方针和经济形势的发展，金融工作先是采取冻结现

金和紧缩信用，以后又采取松动金融和扩大私人业务的政策。1950年11月，银行冻结国

营企业、事业和机关团体单位的存款，缓购农产品和土产品，紧缩私营工商业的贷款，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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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保本保值和有奖储蓄，放宽私营工商业在银行的开户条件。通过贯彻这些措施，市场

物价开始下降，金融形势迅速好转。但是，由于冻结现金和减缓收购农副产品，又出现

了农村货币缺乏、部分农产品跌价、城乡交流不畅的问题。在继续保持金融物价稳定前

提下，松动政策，扩大信用，增加投放。通过商业贷款、合作贷款、农业贷款等，在农

村适当投放货币，促进农副产品的收购与输出。1951年6月，对私营企业贯彻“广泛开

展，深入联系，大出大进，公私两利”的原则，争取私营企业的大部收支通过银行办理。

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偏面强调对私贷款做法，导致对私贷款“大出”，而私营企业存款只

是“小进”，甚至用贷款搞些非法活动，引起市场混乱．1951年底，为纠正偏差，把对私

营企业的。大出大进”改为“以存定贷”，一直到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1年7月，积极贯彻落实全国第一届农村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地、县银行以主要

力量开展农村金融工作，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一方面大力支持

贸易部门和供销社的购销工作，一方面在农村开展存款、放款、储蓄、保险等业务。到

1952年底吸收储蓄存款89383万元，银行运用这些存款发放贷款，调剂解决农民生产、生

活和产品运销上的一部分资金需要。广大农民由于有银行贷款的扶助，农业生产得到较

快的恢复和发展。

在1951年和1952年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中，不少私营企业受到冲击，资

金力量大大削弱，生产萎缩，市场交易冷落，物价骤降，城乡经济呆滞。为支持私营工

商业恢复生产，再次对私营企业放松贷款政策，鼓励合法经营。这次银行扩大对私营工

商业的贷款数额大，行动快，对象广泛，照顾面宽，使私营工商业者普遍加强了经营信

心，提高了投资热情。1952年8月以后，私营工商业有了发展，市场活跃，经济趋于繁

荣。为以后私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创造了条件。

从1950年到1952年，沧州银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放款，有过三次收缩、三次放

宽，每次放宽和收缩，都紧紧围绕各个时期党的方针政策，作为党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

商业进行经济斗争的一个环节来进行的。在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积极性上，适当放宽

银行信贷曾经发挥过一定作用，而在打击投机、稳定市场、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利于

国计民生的作用时，收缩银行放款又成为有效的措施之一。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金融

工作在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在为实现财经状况根本好转的斗争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也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金融事业的稳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

1953年，我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在这一时期，沧州银行广泛聚集社会

资金，支持国营经济发展，促进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加

强货币信贷管理，稳定市场物价，为“一五”时期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1950年实行国家机关现金管理后，对统一财经工作起了重要作用。进入。一五”时

期，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货币支付数额急剧扩大。银行一方面继续加强现金管

理，运用行政手段来管理和集中资金。一方面宣传储蓄政策，发展储蓄，增设网点，吸

收社会闲散资金。1952年全区城镇储蓄存款余额达262万元，1953年到1957年持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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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到381万元，五年储蓄增长了119万元。不仅为国家建设积累了资金，而且在积蓄人

民购买力、调剂商品供应、稳定市场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开展保险业务也是积聚资金

的一条重要渠道。“一五”时期，全区开办国家财产及运输工具强制保险、人身保险、农

村养殖、种植业保险，保险业务的开展，为国家、集体和个人财产提供了经济补偿，也

减轻了财政负担。在“一五”时期的五年间，全区各项存款余额，从1952年末的1290万

元增加到1957年末的3700万元，及时有效地解决了经济建设资金的需要。

“一五”时期，银行支持国营经济的发展，重点是支持国营和供销合作商业的发展。

1953年配合商业部门“建站核资”，对商业企业按其财务收支差额发放贷款，促其扩大购

销。为支持国营商业部门落实粮、棉、布、油的统购统销政策，对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

社统购统销物资的收购，采取了充分供应资金的信贷方针。“一五”时期，商业贷款总额

增加了8930万元，商业贷款所占的比重达到71．3％。由于银行在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

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扩大了对国营工业产品的包销，同时有计划地扩大了对私营工业

的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这样不仅使国营商业掌握了重要工业产品的货源，增强了市场

供应能力，也促进了对私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支持国营工业发展方面，沧州银行

有计划地增加了对工业特别是国营工业的贷款，积极支持国营工业的流动资金需要，在

五年中，银行工业贷款增加了172万元。银行在及时解决国营工商企业发展生产、扩大

流通所需资金的同时，还通过信贷活动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

金使用的经济效益。1953年取消贸易金库制后，实行按企业财务收支差额发放贷款的办

法，在推行中存在资金供给制的弊端。1954--1955年先后推行了新的“国营商业短期贷

款办法”和“国营工业生产企业短期放款办法。取消按企业财务收支差额发放贷款的做

法，实行贷款按计划发放，有适销对路物资作保证、按期归还的贷款三原则，对不同的

商品、不同的经营环节和贷款的不同投向区别对待。为改善企业流动资金管理，。一五”

计划实施初期，国营企业流动资金定额的85％由财政拨款，其余15％由银行发放定额贷

款；企业超定额的资金需要由银行贷款解决。1954年，重又确定了财政拨款与银行贷款

的分工，取消银行对国营企业流动资金的定额贷款，实行银行对企业季节性资金、超定

额资金、结算资金进行贷款的做法。为及时解决实行新的流动资金管理体制中出现的问

题，银行还采取了限制商业信用、合理核定资金定额、协助企业处理积压物资等一些管

理措施。总的看，“一五”时期，银行为国营经济的发展筹集了大量的资金，对壮大国民

经济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银行通过加强信贷管理和改造贷款办法，促进国营工

商企业，加强经济核算，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益。但是，由于有些计划管理要求过高、过

严，有些制度办法过细、过死、过于机械繁杂，不利于灵活有效地调度资金，使资金对

生产、流通的促进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

1953年，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精神，沧州银行农业信贷工

作的重点逐步转向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支持。1955年6月银行举办了贫农基金贷款，

1955年10月举办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基本建设投资贷款。1953年到1957年，银行累计发

放各项农业贷款6025万元，1957年底农村社队贷款余额达2936万元，比1952年底增加

8．5倍。农村社队贷款在银行贷款总额中所占比重，也由1952年的4％上升到1957年的

7．5％。除此以外，。一五”时期银行对农业生产合作社贷款的利率降低了40—52％，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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