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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位于绍兴市城南开发区的

中国人民银行绍兴县支行。

2．位于绍兴市解放南路655号的中国工商银行绍兴县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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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工商银行绍兴县支行营业大厅

4 1987年时座落在

绍兴市上大路97号的

中国农业银行绍兴县

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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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位于绍兴市人民西路297号的中国农业银行绍兴县支行

6．中国农业银行绍兴县支行营业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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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位于绍兴市延安

路251号的中国人民

建设银行绍兴县支行

9】988年时座落在绍兴市府河街77号的绍兴县信用台作联
社。



伸位于绍兴市人民中路i号的绍兴县信用合作联社。



11．1 988年2月27日，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

视察绍兴县信用台作联社时与营业部职工亲切交谈，

l 2 l 988年6月20日．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

视察绍兴县信用台作联社时为联社题写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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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绍兴县金融志》，随县志编纂起步，由中国人民银行绍兴县支

行牵头，各金融单位参与，组织力量，几经寒署编纂而成。现在付梓

问世，成为绍兴县金融史上第一部专志，堪称绍兴县的一件盛事。

在绍兴县历史上，以存贷为业务之行业，首推典当。宋已有之，

至解放前夕，趋子消失。继而为钱庄，据光绪十二年(1886年)落成

之绍兴钱业公所石碑记载：“绍兴地非孔通，市风朴像，以渐而开，

至乾隆朝而始有钱肆之业”。至1951年，绍兴钱庄全部停业。银行

之始，是在清末。大清银行原为户部银行成立于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三十四年改为大清银行。浙江银行前身为浙江官银号，

宣统元年改为浙江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初称浙江铁路银行，光绪三

十三年正式独立开业。宣统二年(1910年)，大清、浙江、兴业三银

行次第在绍兴分设经理处。民国3年(1914年)中国银行设绍兴分

号，履行国家银行职能。以后，地方性和商业性银行相继开设。解

放之后，各类银行或已闭歇，或受接管，由中国人民银行一家，统管

金融业务。其闻，农业银行几次与人民银行合并分设，保险公司作

为人民银行的一个部门，农村信用社委托农业银行代管。改革开放

之后，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保险公司先后从人民银行中分设出来；

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组建成信用合作联社；中国银行、交通银

行、建设银行相继重建，金融事业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综观历史，金融事业与社会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忠患相

关．它既随工商各业之发展而兴起，又对工商各业之发展起着促进

和制约作用，其兴衰起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之面貌。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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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绍兴银钱业已有相当发展。后因政局多变，曾一度衰退。抗

日战争以前，则为兴盛时期。其时，存款来源多是富户。窖藏”现金，

或游幕归来出其所蓄；放款对象则以商业为主，酒、茶、锡箔、丝绸

等特产之生产经营者为大宗。抗日战争起，百业萧条，金融事业也

随之衰落。之后，通货恶性膨胀，更陷子瘫痪状态。新中国成立后，

金融事业随计划经济起伏，随改革开放发展，城乡居民储蓄日益成

为存款之主要来源，乡镇工业日益成为贷款之主要对象。金融单位

素称“百业之首”，对经济之发展确有其不可忽视之作用；但金融业

之兴旺与发展也有赖于百业之兴旺而兴旺，人民群众富裕程度提

高而发展。

绍兴这块地方，县域几经变迁。自秦至清，时山时会，时分时

合，山阴会稽两县．同城而治，垂千余年。至民国时，山会合并为绍

兴县。建国以后，变动频频，1983年撤地建市，恢复绍兴县建制，遂

成今日县城环境。为较完整地反映绍兴县金融事业发展历史，《绍

兴县金融志》清及以前按山会两县地域记载；民国及新中国建立后

至1983年按绍兴县(含县级绍兴市)地域记载；以后则按现境记

载，下限至1993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绍兴县金融志》记载史料，反映现状，以

供今后发展参考借鉴。愿绍兴县之金融界，在促进绍兴县社会和经

济发展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并在支持各项事业发展中，不断

发展和壮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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