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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书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瑰宝，阅时两千

余年。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

志为鉴力。古人还认为志可以“补史之缺，参史乏
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o志书的重要性，由此

可见一斑。‘编修《漯河市金融志》，正是为了鉴往

知来，促进金融事业更加健康地发展。 ，‘

《漯河市金融志》，是由市人民银行牵头组

织，市工商银行、市农业银行、市建设银行、市

中国银行、市保险公司、城市信用联社参加编纂

的。从1991年4月开始，在《漯河市志，·金融 。弦

卷》的基础上，增添大量资料，重新设计篇目，魏’歹

至1992年4月完成初稿。之后又广泛征求意见，。、垮'

三易其稿，前后历时两载，始成此书。
‘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

态度，’同时注意保持资料性的特色，力求思想
●

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突出时代特色，地

"k■■__溺．．。孝童∞镶镯鲞荔；T碡|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方特色，行业特色，详今略古，重点记述建国以

来漯河市金融业发展史。

编修《漯河市金融志》是一项严肃而又艰巨

的工作，编写人员一丝不苟，迎难而上，表现了

对历史、对金融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一)开展

扎实调查研究。为进行考证，编志人员四处奔

波，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真可谓。八千里路云和

月”。(二)拟定了周密的编纂提纲，使编写工作

有纲可循，首尾相顾，避免重复累赘和杂乱无

章。(三)尊重史实，秉笔实录，真实反映当时的

历史面目，力求文字朴实活泼，简洁流利，“不虚

美，不隐恶”。

《漯河市金融志》的问世，填补了漯河市金融

史上的一项空白，是我市金融系统的一件大事。

它既是编写人员心血和汗水的结晶，也是金融系

统团结协作的成果。借此，谨向关心支持编纂工

作的领导和同志，向辛勤的耕耘者，致以衷心的

谢意，，并诚恳希望各位行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漯河市金融志编纂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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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突出时代特点，地

方特点、专业特点； 。

。

二、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述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金融事业的发展；

三、断限：上限原则自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

年)京汉铁路通车，下限至1990年，个别叙事适当上

溯，行长任职延至1991年；
‘

’

四、记述地域范围：1985年底前为原漯河市，1986

年始含舞阳、郾城、临颍三县； ，

五、按事以类从，横分竖写原则编排，采用章、节、

目体，用现代汉语记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

用，以志为主； i
．．

～

．，

， 六、数字应用：以1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等七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

准； ?
’

七、人物收录范围：．对金融事业有贡献的已故人物立

传，出席全国性表彰会议的先进人物1986年3月后市行

(司)正副职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写简历；1986年前市行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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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漯河市金融志

·(哥)正副职，各总行(司)，省行(司)评定的先进工

作者、技术比赛前5名者和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列名录；

八、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民国”或

“朝代”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

元纪年； ．

．儿、1955年3月1日前的旧人民币金额一律换算为

新人民币金额；

十，记述的解放前后，指1947年12月19日中国人

民解放军解放漯河之日前后，建国前后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后；

十一、表以千元为单位，文字记述以万元为单位；

十二，称谓：第三人称书写； ．

十三、已故人物延至出版时；

十四、时期：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系指1949年至1952年。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系指1953年至1957年。

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系指1980年至1985年。

“大跃进”时期：系指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

八大二次会议后，在全国范围内，各条战线上掀起以大炼

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高潮，争取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

里，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此时期终

止1960年。 。
·

。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指1966年5月16口《中国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称“五·一六”通知)开始至

1976年10月上旬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止。



凡 ．例 3

十五、十一届三中全会：指1978年12月18日至22

实济

。经来民上国没对建定化确代，，现开义召主京会北社在到会移全转中点三重届作

一

工十把

共

，中整，凋日行



漯河市金融志

概 述

【一)

漯河市地处河南省中部偏南，东邻周口地区、南接驻

马店地区、西连平顶山市、北依许昌市，介于北纬33
o

24’和东经113。27’区间内，东西长78公里，南北宽65

公里，总面积2624平方公里。年平均气温14．6摄氏度，

无霜期21卜225天，年平均降雨量784毫米，年平均日
照为2228小时；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型气候，气候温

和，雨量适中，光照充足，适于农作物生长。盛产小麦、

玉米、大豆、烟叶、芝麻、火蒜等。

全市辖郾城、舞阳、临颍三县和源汇区，44个乡、6

个镇，1214个村民委员会，2500个自然村，533293户，

2178279人。境内沙河、澧河、颍河、清涅河蜿蜒东流入

淮。京广、漯宝、漯阜、漯舞铁路贯通南北，横亘西东。

八条公路连接四面八方。水陆交通便利，历史上曾有“水

旱码头”之称。 ，

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京汉铁路通车，汉

口、周家口部分行栈、钱庄迁漯河营业，漯河新城镇应运

而兴。农产品和牲畜集散于此，农贸市场活动范围辐射

50个县。1947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漯河时，市

区人口5万，工业有一个80千瓦发电厂、几个小烟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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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铁工厂等，从业人员900人。1948年11月漯河设市，

开始进入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全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

．民政府的领导下，不断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的胜利。1990年底全市粮食产量950133吨，比1949年

增长2．6倍；工业有轻纺、机械、化工、医药、建材、电

力等433个企业；工农业总产值41．2亿元，比1949年增

长18．2倍。
。

’

．

(二) ．

●

漯河历史悠久，据郾城县，舞阳县和源汇区出土钱币

证明，本地区已有2700年的货币流通史。．在漯河出土的

历代钱币有春秋战国称量货币、布币、刀币、郢爰、蚁鼻

钱，秦代铸造的半两钱，汉代的五铢钱，唐代的开元通

宝，宋代的年号钱，元、金的通宝、．元宝，明、清的制钱

等。方孔圆形制钱从秦代开始流通至清末，为机制铜元取

代。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政府始铸银元“光绪通

-宝”，民国时期“袁世凯像银币”、。孙中山像银币”及中央银

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河南省银行发

放的纸币，皆在漯河流通。民国24年(1935年)国民政

府推行法币政策，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

中国农民银行的钞票为法币，银元及其他钞票禁止流通。

日本军队侵占漯河时，流通日伪“联银券”及“中储券”。．解

放战争时期，中州、北海、冀南地方性货币在漯河流通。一

新中国成立到1990年，人民币为漯河唯一流通的货币。，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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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相互借贷应运而生。借贷

分为两种：1．一般借贷：以无息或低息借出，以便解决

用户之急需；2．高利借贷：地主、富农，资本家乘人之

危高利盘剥，借债人往往因之倾家荡产，卖儿卖女，流离

失所，苦不堪言。漯河第一家民间金融机构是清光绪三十

一年(1905年)开业的天德恒钱庄，到民国7年(1918

年)发展有数十家。主要经营存、放款及汇兑业务。民国

20年(1931年)澧河决堤，市区被淹，市场萧条，钱庄

大部分停业。到民国25年(1 936年)钱庄恢复为14

家。民国34年(1945年)钱庄银号关停，为银行所取

代。

清宣统三年(191 1年)，第一家官办金融机构豫泉官

银钱局漯河分局开业，民国元年(1912年)停业。当

年，中国银行在漯河设寄庄，其后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

行、中央银行及河南省农工银行等金融机构相继在漯河设

立分支机构；主要经营存，放款及汇兑业务，有的兼办信

托、票据承兑、贴现、代理国库和保险业务。少数银行发

行钞票及债券。．，1944年日本军队侵占漯河，金融机构西

迁。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中央、农民、交通及河南省

银行在漯河的分支机构相继复业，解放前夕南迁汉口。人

民政权建立后，于1949年2月设中州农民银行漯河市县

行，后改称为中国人民银行漯河市支行。在经济恢复时期

(1949一1952年)，交通银行漯河代理处(后改名为建设
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漯河代理处先后建立。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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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1978年后，银行改革单一体 ·

制。1984年1月市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各专业’

银行，司相继恢复和建立，形成以市人民银行为领导，各

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相互融通资金的金

融体系，到1990年底全市金融机构有中国人民银行漯河

分行、中国工商银行漯河市支行、中国农业银行漯河市支 ／

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漯河市支行、中国银行漯河支行，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漯河市支公司、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

信用合作社及信托投资公司、融资中心、房屋开发公司、 ．．

经济信息咨询公司、固定资产投资咨询公司、金店、典当．

服务商行等其他金融机构。

(四) 。．

．

建国初期，为恢复经济，金融机构开展货币斗争，加

强金融市场管理，打击、取缔黑市金银，统一币制、组织

现金管理、广泛吸取存款、举办折实储蓄和保本保值储

蓄、制止通货膨胀、稳定金融物价、限制商业信用、．发放 ～

贷款、支持生产和流通等项活动。1952年底各项存款余

额220．6万元，各项贷款余额30．3万元。1953年进入经

济建设时期，为适应有计划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实行信

贷计划管理，建立信贷制度，改进会计结算制度，推行转

帐结算，成为信贷、现金、结算中心。配合农业、手工业

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用信贷和利率杠

杆，打山私营经济的投机活动；在农村开展信用合作，打

L旨高利贷，支持国营、合作经济的发展。1957年底各项

存款余额510．4万元，各项贷款余额1384．1万元。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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