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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富锦县金融史志办公室， 现已将我县民国初期金融概

况，至解放后金融事业的发展变化撰写完毕。这些宝贵的经

济历史数据，将为金融战线上的青年职工和后来人了解，研

究我县金融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我从事金融工作的时间较短，虽然没有经历和参加过解

放筒及建国初期的金融【作，但从这本书的字里行问中，仿

佛看到了当时金融界的广大干部和职工， 在党勾正确领导

一F，为摆脱困难，迎接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在前几任行长

的组织下，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繁荣经济，搞活流通而忘我

地工作着．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金融事业发展的较慢，但

经过四十年的努力，我县的金融事业从无到有，从开始的单

一银行，发展到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

和保险公司各负其责，比较完整的金融体系。从开始的十几

人发展壮大到今天的五百多人的庞大队伍。这是党的正确领

导的硕果，也是几十年来从事过金融工作的同志们努力的成

绩．

翻开农书看到了初创时期的我县银行，在第一任行长的

带领下，为巩固政权，摆脱财政困难，同一些不法分子做牛

争，他们筹集了大量的资金，为发展地方生产，搞活市场，

支援解放战争做了大量的工作．也看到了解放后，在历任行

长的带领下，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巩固社会主义经济而

默默地工作，甚至有的同志为保护国家财产．同歹徙英勇搏



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很多同志身在三尺柜台，满腔热忱地

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成绩．为

了充分发挥银行的经卉杠杆作用，广大职工深入企业调查研

究。较好地利用了有限的资金。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建国初期，由于交通不便，战斗在农村营业所的同志不辞辛

苦，无沦刮风下雨，还是严冬酷暑，为支援：发业生产，走在

乡间的小路上，谱写了一篇篇乐章．这些可歌可泣的事迹

都将成为金融战线上后来人的学习榜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县的金融发展较快，为完

善地方经济体系做出了贡献，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较快．

特别是近几年来的全行上下共同努力做出了很大贡献．人民

银行先后被命名为地，省，全国级金融红旗单位，很多同志

被评为省级金融红旗手．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不足和差

距，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发扬成绩，克服不足，为在本世纪

末把我国建成世界强国而奋斗l

亲爱的凑者，特别是金融战线上的同志们，让我们携起

手来，为发展金融事业，为适应新形势，新特点，新变化而

。活到老，学到老”，用辛勤的汗水把金融史写下去吧l

中国人民银行富锦县支行

行长·莫井文

一九八四年九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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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锦县金融发展史

第一章富锦县金融概况

第一节 民国时期金融概况

(1912—1931)

一、民国以前

富锦县在民国以前，属於边远开发较晚地区，过去曾是

当地土著活民赫哲人居住的地方，他们靠渔猎为生。富锦这

个地名，赫雷人曾ⅡLl做富克锦，是赫哲语“高岗”的意思；

表示她是’漪江的一处高地。这里早年曾是赫哲人以物易物的

集市，或外地商人来此贸易的地方。

公元一八九O年(光绪十六年)富锦开放官荒，沿江五

里以内划归为赫哲族生计地。从此，人烟日多，汉民渐聚到了

一九一0年(宣统二年)富锦改设为富锦县。县址由嘎尔当

迁至下街基(就是现在的县城)安官立衙， 设县长治理全

县。县城房屋建筑开始进行，划出整齐街基，小商店和住户

与日俱增。乡下住户也年年增多，附近荒地大批开垦。此时

富锦已初具规模，成为松花江下游唯一的重镇。当时交易所

使用的货币有银两、银元，铜钱等铸币；每十六个铜钱为一

吊，一吊六为银元一元．

=．民国时期

(一)地方之发展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辛亥革命成功。 中华民国成

l



立．於民国二年富锦属于依兰道统辖，十五年之后，于民国十

七年废依兰道，富锦直属于吉林省。这几年富锦县的发展大

有一日千里之势，工商业如雨后春笋相继开业；如东发祥火

磨、鸿泰号商店，义丰园饭店，鸿兴茂成衣铺、福顺园(

剧院)，芝兰香食品店，四海泉浴池。华东书局，文达书

局，世一堂和发广药店．永茂当，义豢当和顺堂理发馆、照

像馆等等；机关如税捐局，邮政局、电报局、商务局，警察

局等等；还开办学校多处。

一九一七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在伯力与海参崴做

买卖的中国人隧带回大量资金，在富锦开设工商业．如义泰

号，德祥东火磨等等i从此富锦街较前更为繁华，火磨、油

坊，烧锅等企业接连兴建，楼房，瓦房一年比一年增多．纵

横交织的十字街基逐年扩展。乡下户数的增加更为迅速．当

时的统治者为了招民引户，开垦荒原，扩大耕地面积巧用伎

俩．在头道林子、柳大林子，三道岗等地大兴栽种鸦片烟。

结果外地居民闻风东下，迁往此地者颇多。全县放荒之地八

十余万垧．到民国五年，已垦熟地十四万垧。工业，农业．

商业的发展更向前进了一大步。当时市面最大的商号有“裕

隆祥”，广泰东”，鸿源号”等。最大的地主有： 史家大

柜”，拥有三千多垧土地．赵禄拥有八百多垧土地。段有银

拥有二千多垧土地．乡下还有不少中小地主，他们靠对各民

族的残酷剥削发家；劳动人民的汗水 使富锦变成繁华的城

镇．

(二)金融业之兴起

民国时期各省均滥发钞票，仅东北三省钞票种类竞达三

十七种之多．流通的货币长期不统一，省际之间，异省出

各’



的钞票基本不流通，必须经过。 。钱桌”或钱庄兑换方能使

用。因此，出现了银钱业，在兑换中： “钱桌”或钱庄可获

得百分之五以上；拨成”持币者就要受到百分之五以上的损

失．

富锦与绥滨仅一江之隔．绥滨属黑龙江省，流通的是t

“江大洋”。富锦属吉林省， “江大洋”到富锦就不准使

用，得兑换：吉林官帖”或：吉大洋”等方可使用．同样，

在富锦流通的：吉林官帖”到绥滨也不流通，得换。江大

洋”方可使用．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吉林督军署派：永衡官银钱

够，驻寓锦分号，这是富铬第一家银行。其主要任务是：一．

及时上解富锦县收入的税款，每月向吉林官银钱号解一次．

二、办理汇兑和放款．

“永衡官银钱号富锦分号”借款对象主要是：裕隆祥．

“公茂长”， “义兴祥”、 “公义德”． “广泰东”． “德

祥东”、东兴德”等几户少数的资本家。由官银钱号贷的

款，月息是一分八厘，这些资本家用此款或在青黄不接时向

农民：批粮，或以月息五分出借，转手从中取利。

永衡官银钱号发行的货币有二种(一)“吉林官帖”票

面分为一百吊．五十吊十吊、五吊，三吊，一吊六种，(=

)。吉林大洋”也叫“永大洋”票面分为：十元、五元，一

元三种主币，还有一种辅币是铜铸币(大铜字)

永衡官银钱号发行的：吉林官帖”浮动性很大，每天均

有价格变动，每月按均价调正兑换比值．至民国=十一年六月

富锦县政府通知：吉林官贴定为四百零一吊兑换“吉大洋”

一元，比开始发行时贬值百分之二十五，虽经当地驻军六百六

3



十七团团部和县政府联合布告，稳定洋价也制止不了洋价飞

涨．官贴贬值实际是人民遭受了莫大损失．

附录一(稳定洋价布告)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哈尔滨：交通银行也在富锦

设立了机构“富锦交通银行”，从业人员三人办理主要业务

有两项即汇免和放款，后于一九二九年撤回哈尔滨，在当时

市面上流通的“哈大洋”票面为主币十元、五元，一元II L

种．辅币五角。二角、一角三种，就是哈尔滨交通银行发行

的．

各种货币的比值是。吉林官贴”一百吊，兑换“哈大

洋。一元， 。吉林宫贴”和富锦地方发行的“救济券”一百

二十吊可兑换。吉大洋”一元．

(三)滥发纸币 一

：一九三一年二月(民国二十年)地方金融救济会(富锦

仕绅沮成)为了解决富锦地方金融奇紧，钱乏来源、粮无销

路，地方捐税枯竭，经清示依兰镇守使公署核准发行四十万

元“地方救济券”票面分为十元，一元两种与“哈大洋。
。

吉林官贴”。吉大洋”同时流通．

《四》贷放农商救济贷款

一九三O年九月(民国十九年)吉林省政府从省库拨出农

商贷款十万元，贷给工商业四万元，押品以房照，地照做为贷

款的凭证．贷给农业六万元，按地照每垧地六角五分，五年

还清与徵收土地税同时缴还．成立了农商贷款委员会，都是

仕绅组成办理贷放事宜． ．

一九三一年八月(民国二十年)吉林官银钱号筹款吉大

洋四十万元，接济富锦、同江等地七县被俄案损失．(民国

毛



十八年俄军侵略富锦县城)农商户月息六厘，五年归还每年

还本五分之一利随本清。

(五)控制货币外流和核定利率
‘

一九二九年九月(民国十八年)吉林省政府训令为了控制

货币外流，以维市l宜i流通，规定哈洋去外省，每十元加收汇

水、(汇费)四元伍角。

一九三。年五月(民国十九年)吉林省政府训令“鉴于

东北各省区，经济社会、尚资开发，厚利习惯，一时未易、

暂按现行习惯不无窒碍，变更东北各省月利率不得超过二分

五厘”．实际贷款当时是四一～五分．比较高利贷款，虽然

政府明令，也难制止高利贷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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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陆军独立第二十四旅步兵六百六十七团团部l

吉林省富锦县政府：

布 告

为布告事，照得紊乱金融罪有专条．近查富锦洋价飞

涨，想系捣乱份子有意破坏钱法，希图渔利，殊属可恨，为

此出尔晓渝．此后永洋法价，仍照省令定为二百九十一吊，

哈洋暂照向例递加定为三百一十吊倘有不肖之徒， 造谣煽

惑，妄自加价，私买私卖，一经查出即以破坏国法从重科

罚．决不宽贷；望各凛遵勿违，切切此布。

中华民国廿年九月廿=|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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