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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江苏省农村金融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遵循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而编写的，全书分十五章，另设大事记及

附录。

二、本志为记述体，一般不作评说。依据史实，略远详近，力求体现地方特

色和专业特点。

三、本志时间上限不限，下限到1994年底止。志书中1955年5月～1957

年4月，1964 1965年，1979年6月20日～1994年底所述史实，均

系省农业银行系统。志书中的照片截至本志出版前。

四、本志的人民币计数，一律以1955年3月1日后的新人民币计算。

五、志稿资料来源：江苏省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省人民银行和省

农业银行。



序

盛世修志，既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又有广泛的现实意义。《江苏

省农村金融志》的问世，是江苏省农村金融事业近百年来历史的总

结，是我省农村金融发展史上的一件盛事。它能服务当代，惠及后

世。

江苏省农村金融事业历史悠久，20世纪初，农村已有信用合作

组织。在国民政府时期，就有官办银行和商业银行的机构伸向农村，

经营农村金融业务。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都建有人民自己的银

行，办理农业贷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苏省的农村金融事业

有了飞跃的发展，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了突破性进

展。1 979年，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第三次复建，至今已度过了

1 6个春秋。16年来，各级农行坚持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改

革开放，坚持开拓创新，为支持江苏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自身

也得到了很大发展。现在全省各级农行已有城乡营业机构3000多

个，各类资产800多亿元，电子化建设初具规模，成为省内四大国有

商业银行之一。农村信用社的机构已遍布全省县城和乡村，具有较

强的资金实力，成为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江苏省农

业发展银行虽刚组建，已担负起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政策性信贷服

务的重任。

修志的目的，是以史为鉴，鉴古知今。江苏是经济大省，又是农

业大省，在历史上，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金融在支

持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曾得到中央领

导同志的接见和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嘉奖令。当然，工作中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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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值得吸取的教训。为此，在即将跨入21世纪之际，出版这部

志书，不仅仅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了解过去，更重要的是鉴古知

今，开拓未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金融企业的竞争态势

更趋激烈，我们只要把握时机，立足当前，锐意改革，勇于创新，江苏

农村金融事业必将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为江苏经济的发展提供更

好的商业性、政策性、合作性的金融服务。

《江苏省农村金融志》的出版，用了近6个年头。本可早点问世，

后因组建省农业发展银行，将原定的下限由1990年延长到1994

年。在编纂志书过程中，省农业银行的领导一直十分重视，组织力

量，搜集资料，反复论证，认真编纂，严格评审。特别是一些已离、退

休的老领导，他们十分关心、支持志书的编纂和出版工作，参与评

审，严格审稿。志书编辑室的同志，几年来，不图名利，埋头苦干，有

的甚至抱病笔耕。总之，本志书的出版，凝聚了省农业银行、省农业

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部门及热心于志书编纂工作的老领导和同

志们的心血。

本志书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可读性较强，具有权威性、科学性，

对江苏省农村金融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行长施争
1997年l 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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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江苏省始建于清康熙六年(1667年)，取江宁、苏州两府的首字而得名。境

内有苏南、江淮、黄淮和滨海平原，水网纵横，土壤肥沃，气候温和，自然环境得

天独厚。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商品经济较为活跃，民间借贷和金融事业

也伴之兴起。

江苏民间借贷活动历史悠久。一是亲朋好友间的相互借贷，以低利、无利

较多；二是高利贷，以放贷获取高利，主要有典当和放高利贷者。为避免高利贷

盘剥，公元20世纪20年代初期，有识之士开始推行信用合作社，以组织资金，

调剂有无。民国13年(1924年)10月，南京金陵大学教务委员会于南京丰润门

(今玄武门)创办农村信用合作社。到民国25年(1936年)，由于国民政府的推

行，信用合作社达到1655个，其中南京市有信用社69个。19世纪末，银行业

开始兴起，并将其机构逐步推向农村。民国16年(1927年)，国民政府所辖的

江苏省政府成立后，即着手筹建江苏省农民银行。当时提出：“扶持农民经济的

发展，以低利资金贷与农民"，贷款以发放农本、储押、运销三种放款为主体。江

苏省农民银行从民国17年(1928年)开业到民国26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

发，在全省的分支机构有76处，农业仓库340余所，分布在县城和部分集镇。

在贷款对象上，除直接贷给农民合作社、生产互助会和乡镇代表外，个别也直

接贷给农户。因合作社社务被乡村土豪操纵，贷款资金被霸占，致使多数社员

仍被高利盘剥。民国20年(1931年)，部分商业银行开始向农村推进，上海商

业储蓄银行苏州分行在农村试设仓库，向农民试办农产品小额抵押贷款。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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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吴县唯亭镇设立农产储藏所，办理农产品抵押贷款。民国21年(1932

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南京分行与金陵大学合作，发放农村合作放款。该分行

还与江苏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组成银团，在苏州、无锡、南通、如皋等地办

理农产品仓库储藏抵押放款业务。民国22年(1933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扩

大推进农村合作事业，开办四种农村放款，即农村运销合作放款、农村信用合

作放款、农业仓库储藏放款和农民抵押放款，其业务量也逐年增加。民国24年

(1935年)以后，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央合作金库也逐步向农村发展，建立机构，

发放各项农业贷款。是年4月1日，中国农民银行和该行所辖南京分行同时成

立，此后按经济区域设立了镇江支行和扬州、盐城、下关、武进、徐州、淮阴、连

云港计八个办事处，管理江苏以至邻省边区的业务。中国农民银行的业务范

围：(1)放款于农民组织之合作社及合作社联合社；(2)放款于农业之发展事

业；(3)放款于水利备荒事业。同时，还规定农业放款不得少于放款总额的

60％。民国30年(1941年)9月5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国农民银行兼办土地

金融业务条例》。土地金融业务是指：(1)照价收买土地放款；(2)土地征收放

款；(3)土地重划放款；(4)土地改良放款；(5)扶持自耕农放款。翌年，国民政府

对国家银行实行专业化，对农村金融业务实行统一经营，发放农业贷款集中在

中国农民银行。民国31年(1942年)7月1日起，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将现有农

业贷款业务，包括农贷区域、农贷机构、农贷人员，全部划归中国农民银行接收

办理，到当年8月31日全部移交结束。至此，中国农民银行成为专业的农村金

融机构。抗日战争胜利后，民国35年(1946年)11月1日，国民政府在南京成

立中央合作金库，其经营业务办法纲要规定，业务经营必须能扶助合作事业之

发展，并促进合作组织之健全。同时，还规定：该库除办理工业合作、运销合作、

供销合作、消费合作、劳动合作、信用合作及保险合作等各项金融业务外，还特

别注意农业合作金融。还规定了六种储蓄业务和十种放款种类，其设想是配合

平价供应，抑止物价上涨，但实际上没有起作用。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调剂民间借贷，打击高利贷活动，发展农

村经济，中共江苏地区党组织，在农村开始组建信用合作社。民国17年(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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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常熟成立了江苏省第一个苏维埃圩港信用社，该社坚持不到一年即停

办。民国30年(1941年)12月7日，中共苏中区党委通过关于组织农民借贷所

的决定，公布了农民借贷所组织条例。农民借贷所主要是调剂农村资金，办理

低利借贷，周转农村资金，增加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

之农村经济；还明确规定苏中区、分区、县以下的区乡均成立农贷委员会。民国

31年(1942年)2月，华中抗日根据地财经政策草案中明确规定：“信用合作社

——为农民自己的金融组织，目的在于摆脱高利贷剥削"。由于当时抗日根据

地的环境较艰苦，合作社只能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按照群众要求，开展多种信

用活动，帮助农民搞好农副业生产。在信用合作发展的同时，根据财政经济发

展的需要，是年，遵照中共中央华中局会议确定，各抗日民主政府相继成立了

自己的银行。当年2月，在盱眙县葛家巷(现属安徽天长县)成立了淮南银行；4

月1日，在盐城县成立了江淮银行；4月10日在阜宁县陈集北面的岔头庄成

立了盐阜银行；6月28日，在泗洪县半城成立了淮北地方银号；8月10日，在

沭阳县张圩成立了淮海地方银行，并分别对所辖地区发放贷款。抗日战争胜利

后，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政治部的指示，民国34年(1945年)8月在

盱眙县张公埔成立了华中银行，发行华中统一的货币。同时将江苏境内各解放

区民主政府所属各银行统一为华中银行所属分支机构。次年2月14日，华中

银行公布了《农业贷款暂行章程》、《耕牛贷款章程》，明确了农业贷款的宗旨、

对象、用途、利息、期限、组织形式、使用监督、归还程序等，并适时发放农业贷

款，解决贫雇农分得土地后生产资金的迫切需要。在人民解放战争期间，华中

银行各机构作了精简，银行工作都并入人民政权的财政经济处、局领导，仍然

发放大量实物和货币农业贷款，解决农民稻种、棉种、农具、肥料等的资金困

难，对发展新老解放区生产、支援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起了很大作用。

1949年，江苏解放后，设苏北、苏南两个行政公署和南京市人民政府。按

照行政区划，中国人民银行设苏北、苏南分行和南京分行；在内部机构上，设管

理农村金融的科室。解放初期，农业生产力极为低下，农民经济十分困难。为恢

复生产，中国人民银行确定了“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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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及时发放农业贷款，解决农民生产、生活困难，打击高利贷活动。当时由于

物价不稳定，在农村主要办理实物贷款，发放稻、麦种子和饼肥。以后随着市场

物价的逐步稳定，实行货币贷款。1951年5月，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全国农

村金融工作会议作出的“在广大农民群众中重点试办信用合作组织"的决定，

在苏北、苏南地区和南京市试办农村信用社。通过组织与调剂农民群众之间的

资金余缺，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困难，打击高利贷活动。

1953年1月1日起，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苏北、苏南、南京三个行政区合

并，成立江苏省，三个行政区的人民银行同时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

分行(以下简称省人民银行)，内设农村金融处，管理全省农村金融业务。1955

年，国家进人新的建设时期，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全面展开，随着农业合作

化运动的发展，农村金融工作需要加强。政务院于1955年3月1日批复中国

人民银行《关于建立中国农业银行的请示报告》，同意建立主管农村金融事业、

办理农村金融业务的专业性农业银行。根据政务院的决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总

行的指示，并经江苏省人民委员会批复，于1955年5月1日成立中国农业银

行江苏省分行(以下简称省农业银行)。为了帮助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

路，在农村主要开办三种贷款：一是基本建设贷款，用于解决农业生产合作社

基本建设所需资金不足的困难；二是生产费用贷款，用于解决生产周转资金不

足的困难；三是贫农合作基金贷款，用于帮助确实无力交清合作社股份基金的

贫困社员交足股份基金。同时，信用社对社员发放短期贷款，帮助解决生产、生

活方面的临时困难。

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农村信用合作也加快了发展速度。根据中国

人民银行总行“积极、迅速、大量"发展信用合作组织的精神，全省加强了对农

村信用合作工作的领导。许多地区在中共地委生产合作部内成立信用合作科；

县成立生产合作部，配备信用合作指导员。各级银行也建立了信用合作管理组

织，使全省信用合作得以迅速发展。但由于工作粗糙，一部分信用合作组织不

够巩固。为此，中共江苏省委于1955年4月批转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党

组《关于全省信用合作工作的报告》，指出：为保证信用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

1955年内一般应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现有信用社。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关

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公布后，全

省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尚lI：9j，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巩固提高的基础上得到进一

㈣盟嬲罄—爱一秀罐赣。篱场。糍垂{{i制垮蓬麓。甥％鲤毪摩荔薯。：《璧《o!璧甓璧。墨：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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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发展，到1956年4月底，在全省范围内完成了乡乡建社的任务。是年，农村

行政体制实行撤区并乡，信用合作社也随乡级体制的调整而并成大乡信用社。

在农业银行机构与人民银行分设后，由于业务上难以明确划分，特别是县以下

的基层银行，直接影响到工作的顺利进行；而增加机构人员和大量的基本建

设，又不符合精简节约的原则，因此，根据国务院指示精神和中共江苏省委批

复，1957年4月，省农业银行的各级机构全部并人各级人民银行。

1958年，全省实现人民公社化，在体制上实行“两放”(下放人员和资金)、

“三统”(统一政策、计划和流动资金管理)、“一包"(包财政任务的完成)；把全

省的银行营业所改建为人民公社信用部，全省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改建为生产

大队信用分部；实行“存贷下放，计划包干，差额管理，统一调度"的管理办法。

上级银行对公社信用部(营业所)的信贷资金管理，采取“存贷相抵，差额包干”

的办法。各种贷款的使用，由人民公社自行掌握，人民公社在贷款总额范围内，

在工业、商业、农业贷款之间统一调剂使用，统一利率政策。但是，由于管理权

限分散，问题较多。1959年4月，开始加强对人民公社的信贷管理，改变原来

存贷下放的办法，由省市集中管理。这一时期，在“大跃进”浮夸风的影响下，对

农贷指标的分配采取层层加码、超指标分配的办法，农贷发放超过了农贷指

标。1960年冬，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明确信贷权完全集中于中央、中央局和省三级；专、县、公社只能根据省里批准

的计划办理。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2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

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即《银行工作六

条》，对银行信贷强调了“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方针。

在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后，为支持农业恢复生产，国务院指示要恢复农业银

行，其目的是要把国家支援农业的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充分发挥其效益，更

好地为发展农业服务，促进农业现代化。按国务院的批示和江苏省人民委员会

的批复，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于1963年12月28日再次成立。内部的主

要业务处室有：国营农业企业资金管理处、支援农村人民公社资金管理处和信

用合作管理处。同年，国务院又要求农业银行进行主管社队财务辅导工作的试

点，把国家支援社队的资金，同社队自有资金结合起来，统一安排，以促进农业

资金管理的加强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农业银行复建两年后，由于两行的基层

机构重叠，管理人员增加，分工合作有诸多矛盾，按中央指示精神，经中共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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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省人民委员会批准，于1965年12月省农业银行各级机构再次并入同级

人民银行。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了加强对

支农资金的管理，更好地为高速发展农业生产和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国务院

决定再次复建农业银行。规定农业银行的任务是：统一管理支农资金，集中办

理农村信贷，领导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农村金融事业。为此，经省革命委员会

批复，省农业银行于1979年6月20日再次复建。

省农业银行复建后，农业信贷工作进入了新的转折点。1980年4月，中国

农业银行(以下简称“农总行’’)在苏州召开有全国分行行长参加的支持商品生

产、活跃农村经济的经验交流会，会议明确提出“因地制宜地支持商品生产，讲

求经济效益，活跃农村经济”的农村金融工作指导方针，从而积极支持了农村

商品经济的发展。1983年，全省农村普遍实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面对新的形

势和任务，省农业银行提出：解放思想，放宽政策，改革制度，改进作风，在提高

效益的前提下，全力支持发展商品生产，扩大商品流通，开创农村信贷工作新

局面。贷款投向出现了四个转变：从支持社队集体为主，转向支持承包户、专业

户为主；从支持粮食生产，转向支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从单纯支持生

产环节，转向支持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从单纯支持传统农业和企业生产

周转资金，转向支持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运用和社队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促进

农村经济全面发展。

在信贷管理体制上，1980年，根据农业、供销商业、合作商业、一般集体工

业等信贷业务统归农业银行办理的实际状况，对信贷管理体制作了改革，即将

原农业信贷实行“存贷挂钩、核定差额、包干使用”的办法，改为农、工、商信贷

大包干，以更好地运用地区差、项目差、时间差。这不仅调动了各级行组织资金

的积极性，而且加强了资金的余缺调剂，搞活了信贷资金。经过实践，这种包干

办法适用于农业银行的信贷管理，由农总行修改完善后又推广到全国农行系

统。1985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全国信贷计划体制管理办法的改革方案，

实行了“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办法。

在这期间，农村信用社的体制也经历了多次改革。1956----1980年，江苏省

的农村信用社实行所(农业银行营业所)社合署办公，即两块牌子，两套人马，

统一领导，统一分工，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制度，两项资金分别核算。19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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