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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封面承原中央财办副主任、书法家

段云同志惠予题签，谨此致谢!



程，特别是写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金融事业在发展农村商品

经济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读后使人感到亲切生动，真实可信。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

的昨天和前天。’’他号召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

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

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选集》1991

年版，第801页)。《四川农村金融志》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而且为我们提供了现实的依据，不失为-本有价值的信史。

当前，中国进入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新阶

段。从事农村金融工作的同志，肩负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

村金融事业的历史使命。在这方面，世界上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仿

效，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

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出自己的新路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

历史的画卷中，我们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

最后，我借《四川农村金融志》出版之际，希望全省广大农村金

融干部，以史为镜，鉴往知来，奋发有为，自强不息，在天府之国的



村金融史上绘出更新更美的图画，写出更加光辉、壮丽的新篇。故

揣谫陋，乐为之序。

差f孚争叠f琴争
一z冱；rt二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

按照存真求实的要求．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记述四川省农村金融发展的

历史和现状，使之发挥“资治、存史、教化”的功能。

二、本志记述时限，建国以来以1950年为上限，1985年为下限。民国时期

上限为1 933年，个别记述追溯至1929年，作为专志的附录供参考。全志以

“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侧重近代，立足当代”和“详特略同”为记述原则，力

求突出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和专业特色。

三、本志为资料性著述，采用述、记、志、图、表、录多种体裁，以志为

主体，横排纵写。全志除概述、大事记和附录外，共分12章43节。大事记采

取编年体为主，记事本末体为辅的体裁。

四、本志为语体文，记述体。文风力求严谨、朴实、简明、通俗、流畅。数

字、历史纪年、标点符号等，以国家现行有关规定为准。

五、本志所用货币计量，除民国时期外，一律以人民币为单位。备章节记

述中，1955年2月底以前的人民币金额，凡未注明折合新人民币的，即为旧币

单位计量。为便于分析比较，所有统计表列数字均以新人民币为单位，新、旧

人民币的比率为1：10000。

六、本志文字资料主要来自四川省档案馆、省人民银行和省农业银行文书

档案，并参阅了《四川省情》以及有关金融论述、文件汇编和有关年鉴等。经

济数据主要使用人民银行、农业银行有关会计、统计报表和省统计局统计资料

数据。本志编述引用的史料即不再注明出处，以节省篇幅。

七、本志纪年，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并用括号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八、为便于记述，本志对常用单位名称进行简化，如：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分别简称为人行总行和农行总行；中国人民银行四川t省分

行、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分别简称为省人行和省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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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四川省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素有。天府之国’’美称。全省有近1亿

亩耕地，2亿多亩草场，3亿多亩林地和宜林荒地，是全国粮食主产区之一。’

农村金融工作，主要任务是为发展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服务。农村金融由

农村信贷、农村货币流通、信用合作等部分组成。而农村信贷又包括国家银行

信贷、信用合作信贷和民间借贷。农村金融工作，是以国家银行为领导，信用

合作为助手，民间借贷为补充，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农村金融体系。

1949年12月至1950年初四川和原西康省先后解放。依照行政区域划分，

相继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川东、川南、川西、JIItL分行和重庆分行、西康省分

行。建国前，由于国民党的长期反动统治和发动反人民的全面内战，在四川横

征暴敛，大肆掠夺劳动人民，搞得农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面对这一情景，如

何开创崭新的农村金融事业，成为摆在国家银行面前的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

随着恢复经济工作的开展，当时人民银行的首要任务，是统一货币流通，人

民币占领市场，配合商业、财政等有关部门稳定金融物价，加强金银管理，禁

止银元流通和买卖：当时市场上的银元大多积聚在官僚、地主和投机商之手，如

无限制地进行收兑，势必增加人民币的发行，大量货币流入这些人手中，他们

就要兴风作浪，影响市场物价稳定。因此，国家对金银采取了不准使用，允许

保存的冻结措施。对金银黑市，则坚决予以取缔。待减租退押斗争开展后，才

开始收兑银元。在甘孜、阿坝、凉山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为了贯彻少数民族

政策，允许人民币与银元混合流通，直到1957年人民币才完全占领市场。

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要尽快恢复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还要依靠群

众自己的力量。中央指示要大力开展民间借贷，总行连续几次召开全国金融工

作会议，强调在农村要提倡、鼓励和保护民间借贷，并提出“条条道路通罗

马’’，利息偏高一些，总比借贷无门为好。为了正确贯彻这一方针，各地都允许

旧有的借贷形式存在，除借钱还钱外，更多的是借粮还粮，借物还物，有计息

的，也有不计息的。为了引导民间借贷的正常开展，并与高利贷区别开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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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康省人民政府和川西分行所属绵阳中一L-支行，本着略高于银行利率的原则，制

定了民间借贷利率标准，以便遵循。由于政策公开，引导得当，全省民间借贷

很快恢复起来，并有所发展。这非常有利于活跃农村经济，解决农民生产、生

活上的困难。

1950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配合减租退押、土地改

革和合作化运动，逐步开展了农村信贷工作，一面大力组织农村储蓄，一面积

极发放农业贷款和贫农合作基金贷款。这些贷款逐年都有增加。1956年由于基

建规模过大，信贷一度失控，再加以当年又调整了职工工资，于是出现了货币

投放过多，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当

年9月中央及时进行了坚决纠正，要求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银行亦采取了

相应措施，不再增加贷款和货币发行。1957年农贷放出又恢复了正常状态，并

把上年多放的收了回来。

发展农村生产合作、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是对农业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1年我省开始试办农村信用合作社(组)，经过三年试办，1954年普遍推广，

到1956年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实现了乡乡建社。从开始试办到乡乡建社，坚持

信用合作社是农民集体所有制的合作金融组织，除国家银行加强领导，帮助建

帐建制外，并设立理、监事会进行民主管理。农村信用合作社把农民群众的闲

散资金组织起来，再通过贷款解决农民群众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并起到与农

村高利贷作斗争的作用。

1955年9月，遵照国务院指示。为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支持农业合作化

的发展，成立了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1957年4月在精简机构中与中国人

民银行四川省分行合并。

这一时期的农村金融工作，紧紧围绕党在农村的各项中心任务进行，得到

了稳步的发展。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市场上每流通一元票子有12．86元的商

品零售额，7．66元的商品库存。农业贷款年年增加，支援了农村经济的迅速恢

复和发展。1957年农业产值达到60．65亿元，比1949年增长67．5％；粮食产

量426亿斤，比1949年增长42．5％。

1958年，正当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初步确立，经济形势逐渐好转的时候，

在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影响下，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

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反映到农村金融工作中则是要求银行大

存大放、大破大立，改革“机械繁杂"的规章制度，出现了否定一切规章制度

的偏向，银行信贷的一些基本原则被当作陈规陋矩破掉了，有的地区提出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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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多少，就贷多少；哪里需要，哪里贷放”，以致发放了许多无效益的贷款，

不仅给国家带来了损失，而且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在农村存款方面发生了强迫

命令，弄虚作假的现象。尽管如此，全省农村金融部门和广大农金干部，对于

支持农业生产发展仍然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深入基层，在山头、工地、食堂，就

地办理存、取款业务．方便群众。人民银行江油县支行在农贷工作中坚持政治

观点、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创造了“一查、二送、三制造，制修补爱四结

合"的经验，即银行协作各方，及时调查了解社、队对资金和生产资料的需要，

结合商业部门的物资供应，发动职工群众给社、队送贷款、送生产资料，从而

支援、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党政领导的重视。中共四川省委在江油召

开了财政银行工作现场会，中央财政部和人民银行总行通知全国各省、市财政

厅、局长和银行行长出席了会议，在全国推广这一经验，影响很大。在全省乃

至全国，掀起了以支持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学江油、赶江油"的群众运动。全

省各地银行和信用社还学习江油县支行“以穷队为家’’的经验，满腔热情地扶

持穷队，全省计有6800多名农金干部搬到穷队，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

帮助穷队从多方面开辟生产门路，提高生产水平，增加收入。

大跃进、瞎指挥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1961年末全省市场货币流通量比

1957年增加1．96倍，集市贸易价格上涨7．48倍，市场流通一元票子只有5．37

元的商品零售额，3．38元的商品库存；物资供应非常紧张。1961年中央作出了

重大决策，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于1962

年3月10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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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银行为国家守计划、把口子，，加强信贷收支

的计划性，严格信贷管理。四川省分行贯彻中央“六条”决定，结合实际提出

了农贷工作要做到“控制投放，加强调剂，开源节流，争取平衡”，要求贷款与

社、队资金和财政支农资金进行统筹安排，节约使用。1961年至1966年在严格

控制货币发行的情况下，坚持对社队进行统筹安排资金，通过发放适量的农业

贷款，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1966年农业总产值达到67．75亿元，

比1961年增长60％；粮食生产达到442亿斤，农村人口平均每人占有粮食710

斤。同时，对大跃进期间给农民造成的损失，进行了退赔处理；对银行、信用

社发放的农贷进行了清理，并根据实际情况和政策规定，予以豁免处理。

这-B,t期货币工作的重点是大量回笼票子，以逐步稳定物价，安定人心。

1962年至1964年三年共回笼票子3．69亿元，把大跃进期间多投放的票子基本

收了回来。1965年市场恢复了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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