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庐州最早的钱庄金融

据《安徽省金融志》记载，安徽最早的

钱庄，是开设于 1856 年的望江陈德兴钱

庄。“东门大街在解放前曾是庐州城的中

心地带，合肥最早的金融业就出现在那

里。”

其实，合肥早期的金融业远不如省内其

他地市。在老人们的记忆中，今日步行街

李府东边的那栋仿晚清建筑，过去曾是李

鸿章的大哥李翰章的家宅，合肥第一家钱

庄德和庆，就坐落在李翰章府第隔壁的杜家

巷和白鹤观巷之间。

辛亥革命以前，淮系势力在全国扩张，

官场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金融机构的支撑，

以减却裹带现银的烦扰。当年的曹浩云正

是看中了这一点，才决定在合肥创立钱庄。

有民俗专家说，从清朝一直到解放初

期，开钱庄、当铺、银行的人一茬接一茬。当

时民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若要富，开当

铺。”合肥的典当业早在清乾隆年间就已存

在，到嘉庆年间发展到顶峰。虽说“你方唱

罢我登场”，玩钞票的人络绎不绝，但是兼有

资本和官家支持的人并不在多数，开个当铺

仍不属易事。

一个地区的金融定位与发展规划，同市

场及政府的主导都有着极大关系。合肥目前

的金融布局特征，正是受市场和政府双重导

向作用，才形成了庐阳区金融集聚区和滨湖

新区国际金融后台服务基地的“两元”格局。

庐阳区金融集聚区以长江中路高端商

务轴、北一环商办新街区为核心，聚集了东

亚银行、民生银行、国元证券等省级分支金

融机构560多家。其中，银行业机构108个，

省级总部13个，证券业机构19个，地区级总

部6个，保险业机构42个，省级总部26个，

成为全省最大的金融集聚区。

而占地约2.1平方公里的滨湖新区国际

金融后台服务基地，在日渐起步的建设中，

成为合肥金融集聚区突起的主力军。较好

的地势区域带，吸引了多家金融机构入驻。

集中了多家银行金融资料中心、清算中心、

银行卡中心的滨湖新区金融服务集中区，在

不久的未来，定会为合肥展开一幅更美的金

融画卷。

合肥的“华尔街”

从1946年合肥第一家银行——中央银

行合肥分行建成开始，发展到今，新生的金

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入驻省城。而位于

省城北郊濉溪路段的财富广场，更是一道亮

丽的风景。

以华夏银行合肥分行为例。作为总

行的第 30 家一级分行，自 2009 年底在肥

选址建设以来，经过近一年励精图治，成

长为财富广场一带最为耀眼的省级分行

单位。

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华夏分行建设之

初，曾在全城范围内预设20多个地点，最后

敲定濉溪路段的财富广场，“正是看中了此

处的环境和周边资源”。一眼望去，耀眼的

中国红LOGO搭配着LED大屏，总计约10000

平米的办公场所规划，在气势和规模上无不

透露着一股子霸气。

截至目前，合肥市各大银行的合肥支、

分行加速布点，各类金融和准金融机构网

点已超过 1000家，国内金融机构省一级分

支机构超过 30 家。从城商行改革到外资

银行保险“零的突破”，从信托投资生根到

小贷公司遍地开花，今天的合肥已基本形

成了涵盖银行、证券期货、保险、投资公司

等在内较为完备的金融体系，跻身全国“金

融城”之列。

“财富广场”塑造的金融大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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鎏“金”时代的沉淀记忆

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持

家过日子，总也离不开“钱”

这个字眼儿。而提到钱，又

必须和银行、保险、理财等词

语联系在一起。 理财在一定

程度上决定着家庭的兴衰，

维系着一家老小的生活和幸

福。如何通过理财巧妙打点

资产，安排资金，对于各收入

层次的人而言，都是一门重

要的必修课。

从岁月的指缝中回望当

年，经威武门到十字街的东

门大街，钱庄、当铺、银行，林

林总总的店面构成了老合肥

最原始的“金大街”。而关于

庐州城里金融业变迁的历

史，正是从这条大街开始。

其实从细来看，合肥并

没有某条特定的“金融街”，

说“金融区”可能更为恰当。

纵观往今，合肥借力金融生

态发展，以打造区域性全国

性金融综合服务区为目标，

给本土经济的融资和商机培

养，储存下一笔巨大的无形

资产。 记者 何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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