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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江县予南唐升元二年(938)建置以来，迄今已1047年．自明朝

崇祯六年(1633)至同治九年(1 870)先后编修方志四次，历届修志均

汪重赋税，农田，传记，名入遗著的记叙和收录，：对金融历史撰叙甚少。

本届修志，．中共清江县委、县人民政府、，’县志办公室重视和关心金融志

的编修，《清江县金融志》得于1988年lo月由万炳荣、‘厨理祥两同志编
'二。·

纂成书。这部志书较完整地记叙了清江县近百余年的金融发展史，填补了

清江县方志的空白!这是时代前进给编修方志带来的一大特征，是值得
●

庆幸的大事．．． 一， 、j．、．：，j，‘。：； 一。。

o：· 一，‘j’

金融是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产物，银行是从事金融活动的专业机

构．清末，民国时期的各式金融业，都是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帝

1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服务的，他们都不能循序社会的发展

而前进，最终均被前进的历史车轮所抛弃。列宁指出： 。大银行是我们

为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须的国家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固成立后，社会主

义的银行、保险公司、信用合作社组成了清江县新的金融体系，银行成

为全县的信贷、结算，。出纳中心，国民经济资金活动的枢纽．运用金融

政策筹集和融通资金，调节社会需求，支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支

持改革开放，为提高资金效益，繁荣市场，丰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金会以来，。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正是修志盛世．
●_

●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观今鉴古，继往开来，才能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

。在编修《清江县金融志》中，编撰人员付出了辛勤劳动，搜集和整

理了大量的金融历史资料，遵循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历史唯物史观，以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详今略古，立足当代，事以类从，横分竖

写，进行编纂，保持了历史固有面貌。行文中记叙翔实，详略得宜，是

一部具有借鉴、存史的教材．

在编志中， _四行，一司”的现任领导和膏县志办一的领导与有关

同志，、给予了热心的帮助，．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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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一，本志以事分类，以时记述，设章，节，目，横排竖写·在文体

上采用了记叙体，以志为主，图表并用·
‘’

二、本志上限为清同治九年(1870年)，下限为1985年．货币的起

源和典当业则超出上限．’
P

三，，本志所写的解放前，解放后，即1949年5月20恩樟树解放至同

年7月l3日清江县全境解放前后的简称．”7
。’ ’’

四，本志记年．清末和民国时期，以纪元记，附以公元．中华人民

_共和国成立后(包括1949年5月20日至9月30日)则以公元记年．

五、本志末记叙人民银行樟树办事处及樟树支行管辖的丰城、新淦

等九个县级人民银行办事处的业务活动数字．

六，人民币的记叙，1 955年3月1日国家发行新人民币以前，银行

和信用社各帐表均以1日人民币记载。本志的附表及行文一律换算为新人

民币·

七，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和业务技术比赛，本志只记叙省政府，省

银行以上授予的荣誉称号和参加全国性的会议·

八，刑事犯罪案件．本志只记叙了死刑，自杀和重大经济案件·

九、1978年l 2月1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金

．

1



会．本志简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中国人民银行清江县支行、中国工商银行清江县支行，中国农

业银行清江县支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清江县支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清江县支公司，本志简称县人民银行、县工商银行，县农业银行，县建
．，，

’-：

设银行、县保险公司． ≯：． ，’-

，r

，

十一、本志资料来源。解放前的摘自江西省档案局、江西省图书

． 馆．江西省志办，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图书馆特藏部、。南京

大学图书馆、清江县档案局有关资料和当事人，知情人的口啤资料．解
。

放后的摘自省人行档案室、清江县档案局，丰城县档案局和本行有关统

计资料．会计报表、人事报表．文书档案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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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交通要津·主产水稻L土特产以柑桔，枳壳，四特酒．鸡呜布，铁

。锅、泥炉著称，矿产以盐储量最为丰富·气候温和，土壤肥沃，雨水充

：沛，物阜民丰，素称鱼米之乡·县治樟树镇，是驰名中外的药都，享有

。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到樟树不灵一的盛誉·解放前，手工业发达，

谪业繁荣，是药材，木材和邻县进出物资的集散地；解放后，工业兴

起，商业昌盛，金融业活跃，是全县政治，经济中心．

：金融是商品与货币关系发展的产物，金融业是融通资金的特种企
一；：

．业。随着商品贸易的迅速发展，资金融通日益重要，本县金融业即应运
●

而生。出现次序，为典当，钱庄、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保险公司．

·

’j。

清末，民国时期的金融体系，具有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均以高

+刑剥削人民为目的．解放后的金融体系，属社会主义性质，是为经济建

一设为人民生活服务的工具。

本县金融业始于何时?未见史实记载，与农工商发展过程相比，属



▲

◆



计发放贷款法币28411元，累计收回20463元，年末余额7948元．因信用

社均被豪绅把持，所发放贷款全被劣绅用于经商谋剂，贫苦农民虽交了

股金，但借不到贷款。

本县民间信用历史悠久，但富户均以有偿物资质押者为放款对象，

且多为高剩，无财产典押的城乡贫苦人民仍借贷无门。

从清末至民目时期的近百年间，全县先后设有不同牌名的各式金融

业共130家，但彼伏此起，同时并存不多，其中当铺24家，钱庄2l家(不

合地下钱庄)，农村信用合作社74家，银行ll家．全县城乡融通资金，

均依赖这些金融业。本县解放前夕，上述金融行业均先后关闭。

近百年来，本县流通的货币，主要有国家发行的制钱、银两，银

元、铜元以及后来官办和商办银行所发行的银元券，法币、关金、金元

券等各种面额的纸币。此外，还有当铺，钱庄、商店所发行的面额为角

票，铜元票之类的花票。这是近百年来货币发行和价值尺度多元化的顶

盛时期。． ．

民国期间，特别是抗战期间和抗日战争以后，国民政府为适应社会

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曾多次进行币制改革，但均以失败告终。

1949年7月清江县全境解放，8月中国人民银行设立樟树办事处，

立即开展以拥护人民：币，拒用银元为中心的货币斗争。人民币很快统一

了市场流通，结束了历史上货币流通多元化的混乱状况。1950年3月成

3



立中国人民银行清江支行，遵照政务院，人民银行总行《关于实行国家

机关现金管理昀决定》，对一切国家机关公营企业事业和供销合作社等

单位实行现金管理。发放工商贷款，农业贷款，支持工农业生产发展，

恢复市场贸易，扩大商品流通。

1 952年银行营业所延伸到各区，人民银行清江县支行成为全县§≥信

贷、结算和现金出纳中心。各乡组建昀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低剩贷款支

援农业生严，。解决贫苦农民生产和生活方面当9临时团难，抵‘制农村商孝3

贷盘剥。县保：险公司亦于l 951年设立，在城乡歹i展保险业务，从而为发

展工农业生产，繁荣经济，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建立了新的金融俸

系，开创了薪均金融秩序。

社会主义金融业，是围绕党的字心任务进行工作均。1952年全县金

融系统遵循党在过渡时期灼总路线，对贫团农民和手工业者，发放低牙=4

贷款，帮助发展生产；对私营工商业按照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贷

款支持有利于国计民生昀私营工商业，扩大流通活跃市场；促迸农业、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l 054年loY]设立中固人民建设银行清江县办事处，管理清江、丰城。

两县的国家基本建设资金。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原市场流通的人民币，已不适应客观经

济妁要求。县人行遵照国务浣《关于发行新人民币，牧回现行人民币的

命令》，于1 955年3月1日，以新人民币l元兑换现行人民币1万元的。

比价，收兑现行人民币。新人民币发行后，平仰了物价，稳定了金融，，

4



繁荣了市场，把金融工作推向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1956年，设立中国农业银行清江县支行，管理支农资金，把农业贷、

款的重点放在支持农业生产合作社，巩固和发展了互助合作，促迸了农

业生产的发展。 ． ．
7。．

1958年，固民经济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中共中央发布了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本县在经济不够协调的情况下，．持续进行了三年的工农业生产“大跃

进”．县入行有盲目贷款支持。“大跃进”的失误，致使不少工商贷款，

特别是农业贷款长回收不回，后报省核豁免．

1961年，中央决定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

针，同时下达了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

决定。县人行在调整方针和“决定”精神的指导下，加强信贷管理，收

目不合理贷款，’控制货币投放，，组织货币回笼h到1965譬底全县银行现

金牧付两援净回笼105万元，适应了圈民经济调整的需要； 至{1985年底

金县银行现金牧付两抵净回笼1418万元，适应了酲民经济发展的需
}-， } ·．

要。 ．

．
。。

～ 。‘

一
4：t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全县金融系统又一次受到极左思

潮的冲击。1968年，县财政、税务、人行、建行等机构合并，下放大批

金融干部，既混淆了财政、信贷资金分口管理，分别使用的界限，又削

弱了信贷资金管理职能。致使有些贷款发放失当，经济效益差，不能按

期收回，造成信贷资金长期沉淀，后报经上级批核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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