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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地区志·金融志》在省地方志办公室和省金融志办公室

的指导下，由人民银行毕节地区分行牵头，地，县各专业行、司通

力合作，修志人员克服重重困难，昼夜辛劳，历经五个春秋，今天与

读者见面了。这是一部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的志书，阅后感慨万千!

解放初期，我曾在毕节工作，和金融界的同志结下深厚友谊。主持编

写的同志要我作序，盛情难却，欣然从命。

毕节地区有悠久的修志历史，但无金融专业志。 《毕节地区志一·

金融志》补史之缺，实属难能可贵。它的出版是毕节地区金融界的一

件大事·全书以30万字记述毕节地区金融事业的概貌与发展，涉及封

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金融活动的概况；详记解放后的发展，

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业绩。其中既有丰富的经验，也有重

要的教训，这对借古鉴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挥金融工作在“开

发扶贫，生态建设一中的作用，具有现实的，深远的意义。

1949年1 1月毕节解放后，我奉中共毕节地委和毕节专员公署之令，

率领南下、西进干部12人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中国农民银

行毕节办事处，贵州省银行毕节、大定、黔西3个县支行。接管后，按

照政策全部留下1日银行工作人员，同时吸收一些新同志参加，相继组

建中国人民银行毕节办事处和大定，黔西县支行。当时，全地区银行

员工仅有3 lk。不久，其余各县支行相继建立，银行业务由简到繁逐

步开展。40年来，在当地党政领导和同志们的努力下，根据国民经济

发展的需要，人民银行发展为地区分行，新设工商，农业、建设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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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险公司，县有分支机构，区，镇有营业所或办事处，乡有信用

社，有5个县还创办了城市信用社，形成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专业

行，司为主体，多种成份、多种形式，多层次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

全地区金融系统职工发展到2822人，城乡信用社干部1 660人，各项金

融业务增长数百倍，有力地促进毕节地区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四

化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盛世修志，继往开来，以史为鉴，以史育人。在进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今天，．这部志书的出版发行如果能使过来人读后回忆当

年，不忘过去，永当一个革命者；年轻的同志读后知道创业艰辛，决

心沿着前人的足迹继续开创社会主义金融事业，这就达到了编写该志

的预期目的。

李金榜。

l 99 1年1 0月1日



编 纂 说 明

一、本书为《毕节地区志》的一个专志，定名为《毕节地区志·

金融志》。

二、编纂本志的指导思想、原则，以及度，量，衡，简化汉字，

记时、记数，文体，文风等均按《毕节地区志》 “凡例”的统一规定。

三、本志按详今略古的原则。但为保存资料，各编章上限不作统

一规定，下限截至1988年底。

四、本志中的“解放前”和“解放后”系以1949年l 1月下旬毕节

地区各县解放为界定时间，在此之前称“解放前”，之后称“解放后”。

五、本志中的“区内”或“辖内”、 “境内”系指毕节地区境

域。解放前的资料包括于1 9 7 1年才划归六盘水市所辖的水城县境。

六、金融机构名称，中国人民银行简称“人行’’中国工商银行简

称“工行”或“工商行”j中国农业银行简称“农行”，中国建设银

行简称“建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简称“保险公司”。文中出现的

“各行，司”即上述4行14司。

七、地名称谓，古地名与今地名有异者，在古地名第一次出现

时，加括号注明今地名，以下均不加注。

八，货币名称及计量单位。历史货币用原名及原计量单位。1955

年以前流通的第一套人民币和之后流通的第二套人民币均称人民币。

计量单位除1日人民币兑换新人民币及旧人民币销毁两部分仍按旧人民

币原值计数外，余均按现行人民币折算，即旧人民币1万元折合人民

币l元，文中不再注明．

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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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毕节地区位于贵州西北部，地处川滇黔3省交通要冲．秦汉时

期，随着商品生产．交换的发展，由以物易物进入以贝为币．唐宋时

期，境内生产的茶、蜜、兽皮、中药材等山货销往四川等地，四川．

湖南等省的铁器，食盐，纸，笔，墨，砚等也陆续出现在毕节市场

上，货币流通进一步发展．北宋时期，昆明奴隶主常入境内买马，以

食盐、白银计马值。明洪武初年，仅威宁、毕节一带卖马收入岁达白

银2 o万两，白银逐渐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明末清初，区内矿业兴

起，清代贵州第一个铸币机构一毕节宝黔局于雍正八年(17 30年)

正式建立，分担清廷户部铸造铜钱任务，银本位币的辅币流通量增

大。清末和民国初年，银元铸币流入境内。民国初年，一度流行法币，

但因民国政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造成硬币与纸币并行的状态。1949

年解放后，区内才实现人民币为唯一币种的货币统一。

随着货币流通，区内民间自由借贷等金融活动逐步发展。同治六

年(1 867年)至民国24年(1935年)，先后有“恒茂当静、 “康济

当”、 “全福当”、 搿鸿禧当”等几家当铺。与银，钱并用相适应的

银钱兑换业也相继出现。1935年，国民政府把红军长征路过的各县称

为-灾区一，采取行政手段在区内农村强行组织信用合作社，发放所

谓救济贷款。民国28年(1939年)，毕节被列为川滇东路施工中心，

民国政府的一些军政机关，沦陷区的部分工商企业陆续迁来毕节，中

央、中国，交通、农民4家国家银行以及地方办的贵州银行、商业聚

康银行也相继在毕节设立机构，金融业出现战时的繁荣景象：．抗战胜

利后，全国经济中心东移，沿海企业迁返各地，商人抛售物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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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跌落，区内金融机构除中国农民银行，贵州省银行的办事处外，均

先后迁走或裁撤。民国3 5年(1946年)6月，蒋介石政府发动内战，

随后，法币流通量增多，面额从1元加大到2 5万元，物价一日数涨，

商号兼营钱庄兴起，已禁令流通的各种硬币抬头，金融业务萧条。至

毕节解放时，所存的农民、贵州两银行为人民政府接管。

1949年I 1月28日毕节解放。翌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毕节专区中

心支行成立，并开始兼办毕节县金融业务。其余各县支行于1 9 5 1年i 0

月以前先后设置。随后，在县以下区所在地建立基层营业所。1 953年

开始，在农村乡镇组织信用合作社，形成了以人民银行为主体，农村

信用社为辅助的金融体系。

解放初期，人民银行为稳定市场物价，安定人心，紧密结合党的

各项政治斗争，统一人民币制，举办了折实储蓄，发放私营工商业、

手工业和农村生产、生活贷款，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从1 9 53午

起，为适应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实行统存统贷计划管理，

贷款支持壮大国营工商企业。农业贷款范围也由小额生产、生活费用．

扩大到农田水利建设，农业机械以及烤烟，生漆等生产专项贷款。同：

时开办农村耕牛保险业务。为配合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在资金供应上利用利率等经济杠杆实行区别对待等办

法。并对贫苦农民发放贫农合作基金贷款，以解决其入社股金的困

难。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区内银行在贯彻社会主

义建设总路线，支持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过程

中j受“左”的思想影响，大破规章制度，放松货币、信贷管理，对

．靠大购大销”i “大办钢铁弦， “大办水利静、 “大办交通”、 搿大

办养猪场”等实行充分供应资金，导致信贷失控，资金流失，经济效
-2。



益下降。1 96 1#-贯彻国家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

方针和“银行工作六条”，加强信贷资金管理，从而使银行工作为国

民经济的全面好转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区内工农业生产逐渐回升。
’

“文化大革命一初期，银行的地位和作用被贬低和否定，机构成

为毕节地区革命委员会生产领导小组的一个办公室，直到197 1年，人

民银行才得以恢复。1 97 5年，．在“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方针指导

下，+银行工作一度有起色。翌年因受“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影响，金

融事业的发展复受挫折。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银行工作充分发挥信贷、结算，现金出纳等作用，成为调控国民

经济的杠杆，毕节地区金融事业进入蓬勃发展阶段。1980年后，农业

银行、保险公司、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在境内的分支机构相继恢复或

组建。并在城镇主要街道和大型厂矿，企业增设储蓄网点，同时帮助

农村信用社进行恢复“三性” (群众性、民主性、灵活性)为主的体

制改革，设立5家城市信用社，形成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专业银行为

主体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后，加强

了信贷计划和现金出纳计划的宏观管理，信贷资金供应实行“统一计

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新办法。固定资产贷款管

理，凡是纳入国家予算的基本建设项目，实行“拨改贷”，贷款由建

设银行办理；技术改造项目的贷款分别由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

银行办理。保险业务实行开展，预防、赔付一条龙。经过体制改革，

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基本上打破专业银行吃中央银行的“大锅饭一，企

业吃银行的大锅饭的弊端。储蓄存款通过增加储种、扩大宣传和改善

股务，吸储额大幅度上升。贷款业务也随着地方经济的全面发展而扩

大，贷款项目和范围从有限的生产领域扩大到各行各业；贷款对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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