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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JL·

日

‘幸‘志的编撰．以”存史．资冶、育人”为宗旨。意在为今后金融：￡作提供历史借鉴，使

之毹诞有效地为”蹦化”建设服务。

本志编撰工作．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要求，

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立足当代”的原则，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

一，突她地方特色和专业特点．

本志简述了民国时期巴县金融业。货币、民间信用及公债等方面的情况；着重记述了社

会主义时期巴县人，工、农三行、保司及农村信用社的发展情况和它们在各个历史时期中·

各项主要业务的活动情况及成果。同时，记述了机构、入员、党团工妇方面的情况。对。文

革”时期的人事变迁和业务得失，也如实予以记述．

为了编写本志，．巴县金融系统于1 9 8 6年7月即由入，工、农三行，保司及信用社联

台社的领导同志组成修志领导小组，其后又在三行、一司．一社中聘请退休职工六人，抽调

在职干部二人．组成编篡班子。同年l 0月，即开始在巴县范围内搜集口碑资料，继后又到

重庆、成都、雅安，江律．永川等地的档案馆收集档案资料。l 9 8 7年初，撰写出民国时

期的部份章节。发送给有关方面征求意见；同年1 0月开始着手社会主义时期资料的整理和

j式写初稿，至1 9 8 8年7月底，初稿经审定后打印成册，又发给有关方面征求意见．1 9

8 9年6月始定fl|；i付即。全书约3 4万字。

I{!i于“文革”期中。我县银行系统有一部份业务资料被毁，或因保管不善而遭虫蛀、霉

烂，无从查阅，加之我们编撰人员的思想政治水平，写作能力和金融知识都很有限，因此·

本志的部份章节，难免有不够翔实和错误的地方，请读者指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本志采用语体文，只在民国时期一小部份章节中，采用少许浅明文言体．

本志叙述的时闻范围，上限为1 9】1年，下限为1 9 8 5年。本志中所提的。解放。

指巴县解放，其时间是1 9 4 9年1 1月2 9日。

本志以。记”为主，辅以。表’和4图片’，个别章节．加有附录，以补‘记”所末及

之处．
·

本志除前言、凡例、概述、大事记外，分上篇和下篇，民国时斯为上篇．社会主义时期

为下篇．全志共十四章，五十七节。记述方法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恪守竖不断线，横不缺

项的原则，采取横排纵述方式；行文力求忠于史实，寓褒贬予记述之中，不作评论和渲染。

本志资料来原于巴县档案局，永川档案馆，雅安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四川金融研

究所，重庆金融研究所和巴县入、农、工三行、保司．信用社联社所藏档案，以及巴县熟悉金

融情况的人士提供的口碑资科．共收集资料3 3 0多万字，写成的初稿约3 0万字，审定后

的付印稿约3 4万字．

本志表述时序的方式以阿拉伯数码字标示公元、年、月、日为主．民国时期兼用原年

号，以中文数码字标示．

本志中涉及的货币数量，民国时期以中文数码字记载(凡末标明币类者，系指银元或当

时与银元等值流通的纸币)；社会主义时期采用阿拉伯数字记载(未标嬲。旧币’者．俱指

现行人民币)．

本志关子。文革。十年的时限，起子I 9 6 7年，、止于I 9了6年．文化大革命虽自
1 9 6 6年5月起，但巴县人行造反派夺权时间是1 9 6 7年1月，为了便于阐述和统计该

时册内的业务实况，以l 9 6 7年为起点比较切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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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金融，即货币资金的融通，系指与货币流通和银行信用有关的一切活动。人类社会商品

交换范围的不断扩大，导致货币的产生，随着商品经济，货币职能的发展而产生信用。银行

则是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和信用发展的产物。货币经营业是银行的前驱。它转化为银行业的

标志是信用业务成为主要业务。

我国金融事业的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南北朝时代．就有寺院经营质押业务。隋唐

时代，典当业得到普遍发展。到唐朝中叶，已经有经营银钱保管业务的“柜房”，并从事汇

兑业务，出现了一种叫“飞钱”的汇款票据。北宋时代，已有专门经营钱钞(受信授信)的

“钱铺”了。到十七世纪明代中叶， “钱铺。演变为“钱庄”，得到发展．到清代末叶演变

为“票号”。这些钱庄，票号．就是当时的金融机构，是银行的雏型。清末民初，我国资本

主义经济得到初步发展，出现了以股份企业形式组成的商办银行和政府投资经营的官办银

行。

巴县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地理条件，自然条件都很优越，是四川经济发

达的大县。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其行政区划有过多次变变。民国十八年(I 9 2 9年)重庆

正式成立省辖市后，陆续刘去巴县一些地区．巴县治所也几经搬迁。

民国十八年(1 9 2 9)年以前重庆(现市中区)及其近郊地域，都在巴县范围内．1 9

2 9年市、县分设后，划去城郊的南坪，弹子石，龙门浩，海棠溪等渡口；1 9 3 3年划去

甄路口．姚公场(浮图关至化龙娇一带)、南城坪(今南坪)、海棠溪、弹子石及巴县县城

全部：I 9 4 1年划去新丰，高店。龙隐(磁器口一带)，崇文、大兴，石桥(石桥铺)等

乡镇；1 9 5 2年马宗乡划归江津县，青木镇划归巴县；1 9 5 4年划去同兴、井口，蔡

家、歇马、李家沱，马王坪、土桥、南温泉，道角、马王、入和等乡镇和跳蹬乡双河村五个

生产组，并将福寿乡原属江津部分划归巴县；l 9 6 0年划去长生区向阳管区第1 0，1 l

两个大队．

巴县县政府原在重庆衙门LI(今重庆市中区解放东路末段)，1 9 3 9年迁到人和场．

1 9 4 1年迁到马王坪，1 9 5 2年迁到南温泉，I 9 5 4年迁到渔洞镇。

新中国成立雷，I 9 5 1年到I 9 5 2年，巴县属重庆市管辖。l 9 5 3年初到1958年

戈q归江律专区管辖，1 9 5 9年初又粼归重庆市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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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八年(1 9 2 9年)重庆市与巴县分设以前，重庆巳成为长江上游的重要商埠，

商贸兴隆，市场繁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银行，钱庄纷纷崛起，以适应商品流转过程中

的融资需求．资力较厚，经营较久的有中国银行重庆分行，浚川源银行，聚兴城银行，美丰

银行和同生福钱庄，和济钱庄，永庆钱庄，复兴义钱庄等十余家。它们主要经营存款，放款

和汇兑业务．对促进重庆的商务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市县分设后至巴县解放前夕，巴县地区内的金融机构不多，比较著名的有中国农民银行

巴县办事处，中央银行南泉办事处，永成银行巴县办事处，和平银行巴县办事处，和成银行

渔洞办事处，复礼银行巴县办事处，川盐银行南泉办事处等。上述机构，除中央银行南泉办

事处以办理国库事务，军政汇款，中央和地方机关存款为主要业务外，其余都以办理一般商

业性存、放、汇款为主要业务．

巴县解放前，对巴县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的金融机构是巴县县银行。它是官

商合办的地方银行，创立于民国廿九年(1+9 4 0年)，资本初为法币五十万元(公股占五

分之二，商股占五分之三)，后增资为法币六百万元，再增资为法币三千万元(公股占十分

之四，商股占十分之六)。巴县县银行设有董事会及监事会，董事会下设业务部及稽核室；

业务部下设五个股室和渔洞、人和、木洞等十一个分支机构。巴县县银行除代理县金库收解

款项外，经营一般商业银行业务．

1 9 5 0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巴县支行成立(并陆续建立了分支机构)，成为巴县地

区现金，信贷、结算的中心．当时的巴县人民银行既是巴县的金融管理机构，又是办理农村

金融业务及城镇工商信贷，结算、储蓄业务的经济组织。

1 9 6 4年由于巴县农业生产的发展，支农资金的增加，中国农业银行巴县支行成立(

从巴县人民银行分设)，以强化农村金融业务和加强对支农资金的管理．1 9 6 6年1月根

据国务院精简机构、压缩人员的精神，巴县农业银行又并入巴县人民银行。

， 1 9 7 0年至1 9 7 1年时期中，根据国务院的决定，人民银行，建设银行进行合并．

由于过去巴县未成立建设银行，巴县的基本建设，由重庆打铜街建设银行支行分管渔洞，‘长

生、木洞，姜家’接龙，一品’介石等区，铜罐区和西彭则由九龙坡区支行第十办事处(设

于西彭1 1 2厂内)管理。根据重庆市人民银行分行规定，九龙坡区建设支行第十办事处与

巴县人民银行合并，当时建行人员六人(含打铜街，沙区各一人)亦随机构一起合并到巴县

人民银行．巴县人民银行设立拔款股，具体负责巴县境内的基建拔款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巴县地区农业生产迅猛发展，支农贾金相应增多，进一步强

化农村金融工作和对支农资金的管理，已不容缓，于是巴县农业银行于l 9 7 9年1 0月恢

复，成为巴县地区办理农金业务的专业银行．



1 9 8 4年7月，为了加强城市工商信贷，结算及储蓄业务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成

立．市属区县的人民银行改名为工商银行，由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领导，巴县入民银行亦

然，但对外仍挂有巴县人民银行牌子，属于人行的业务由工商银行代办。

l 9 8 3年至l 9 8 4年年间，巴县信用社联合社和巴县人民保险公司相继成立．16 8

5年5月，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和重庆市人民银行的决定，巴县人民银行恢复．从6月1日起

开始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截至I 9 8 5年年底，巴县县一级金融机构已有三行，一司’一

社、区一级金融机构有农行营业所(含信用联社区办)十一个．工行分理处八个，乡一级金

融机构有信用社八十二个(含信用分社八个)，形成了在人民银行领导和管理下的国家专业

银行，保险公司和集体所有箭!信甩社各自发挥不同职能作甩的金融网络。

五
I 9 5 0年至1 9 5 2年巴县人民银行的工作重点，是围绕中央统一财经，力争“三平。

(财政收支、物资调拔、现金收付平衡)的方针，实行现金管理，开展货币斗争，打击金银

黑市交易，促使人民币占领市场：对国营企业实行划拨清算。使当时不很充足的资金及时集

中主管部门统一调度，以巩固和强化国营商业在商品流通中的领导地位。从而平抑物价；同

时扶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恢复生产，以繁荣市场；并建立发行基金支库。以调节

市场货币，扩大商品流转。

I 9 5 3年国家进入经济建设时期以后，巴县人民银行的工作重点，转到大力筹集资

金，以进一步支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轨道上来。推行了新的会出制度，新的结算方式，新的

贷款办法。

筹集资金的工作，除加强现金管理，以提高机关．单位及企业的存款余额外，重点是开

展储蓄业务，以汇聚民间资金投向生产建设。从1 9 5 0年到I 9 8 5年，巴县银行系统不

断增设适应人民需求的储种，不断加强宣传，不断改善服务，不断运用利率的杠杆作用，使

储蓄存款一直呈现增升势头，较好地完成了聚资任务。

在分配资金方面、由于巴县是一个农、工、商业都比较发达的县。从l 9 5 0年到19 8 5

年，巴县银行系统对工商贷款和农业贷款都很重视。并多方位、多层次、多渠道进行了贷

款，这对巴县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其间也有过重大失误；其一，1958

年和1 9 5 9年期间，盲目支持商业部门搞“大购大销”一一导致。指山买树”，。指水买

鱼“，老虎在Lb上把皮子都买了之类的错误作法出现。以及在行政指令下，盲目支持全民大

办钢铁和食堂，都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瞎指挥和浮夸风；其二，1 9 8 4年金融机构开展竞

争，竟相放款，盲目扩大信贷规模，致使信贷严重失控，助长了通贷膨胀。这两者都违背了

信贷的“三性”原则，从而造成部份贷款不仅没有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濒于呆

滞，严重地削弱了自身营运资金。

I 9 5 8年至l 9 5 9年，银行在支持大办钢铁，大购大销申，信贷资金报损2 4 0余

万元。1 9 8 4年行、社由于信贷失控，造成的难收贷款和呆滞贷款达1 0 0 0余万元，其

中，仅西永玻璃厂呆滞贷款即达1 0 6万元(农行6 8万元．信用社3 8万元)．

1 9 5 0年至1 9 8 5年，巴县人，工两行，根据贷款政策，恪守信贷管理体翩，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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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县地区不同时期的经济形势，对个体、集体、全民所有制工商企业，或放宽，或控制地发

放了流动资金贷款．并在1 9 8 0年增加了中短期设备贷款。

对个体’集体工商贷款：1 9 5 2年4五反”运动后，巴县人民银行为支持私营工商业

恢复生产，促进物资交流，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发放了部份贷款。在对私改造期

中，巴县人民银行本着“宽” ‘“简”精神，采取“商提行贷”办法，对私营工商业发放了

大量贷款，支持其正常的生产和经营，促其改造。19 8 4年巴县人民银行(工行)根据“解放

思想‘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精神，对集体、个体商业，采取在工作上帮，从资金上促的

办法发放贷款，使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对国营工业企业贷款’建行初期，巴县地区国营工业企业不多。贷款亦微，后来中央

属、市属、县属国营工业企业逐年增加．银行贷款也相应逐年增大，在资金供应的方式上亦

随形势需要而有所变易：1 9 5 9年改企业流动资金由财政、银行两家供给的“双轨制”为

银行一家供给和管理的。单轨制”(即全额信贷)；1 9 6 1年7月不再实行全额信贷，而

采用财政拨付企业流动资金定额办法：l 9 7 9年对国营工业企业超定额贷款实行差别利

率；l 9 8 0年对生产市场需要又有竞争能力的产品的企业；优先给予贷款扶持；1 9 8 1

年在支持日用消费品发展的同时，重点支持重工业开发日用产品；l 9 8 2年和1 9 8 3年

试行以流动资金周转率为基础管理贷款和实行浮动利率办法；l 9 8 4年为支持巴县地区国

营工业企业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材料，生产更多适销对路的商品，试办新产品

专项优惠贷款。此外，在i 9 5 0年戮1 9 8 5年的长时期中，巴县银行为了节约信贷资

金，促进企业经济核算，还多次帮助国营工业企业进行清仓利库，挖掘资金潜力的工作，

对国营商业企业贷款：1 9 5 7年针对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已经形成的情况，巴县银行

全面实行新商业短期放款办法，按不同企业单位经营商品的不同和各自特点供应资金使贷款

工作与企业资金变化密切结合．从而较好地控制信贷指标，进一步强化信贷资金管理；1958

年随着工农业生产的跃进，国营商业贯彻“大购大销。方针，银行对县商业局和供销社采购

农产品．给予了大量贷款支持；l 9 5 9年对巴县国营商业及基层供销社实行全额贷款：

t．9 62年为了区别和消除国营商业企业间的商业信用，银行对预收预付货款及赊销商品的企

业．给予停止贷款，冻结其预收货款或赊销商品的应付货款等制裁，开始推行存贷分户管理

办法，对供销社农副产品收购，设立“主要农产品收购”帐户和“农产品预购订金贷款”帐

户加以管理；1 9 6 4年对商业部系统、粮食部系统、外贸部系统及商办工业的所属企业．

在异地销售或采购所需要的资金，发放结算贷款．对粮食商业企业议价收购粮油的资金需

求，发放“议价粮油贷款”；1 9 6 6年将商业企业存款户与商品流转贷款户合并为活存透

支户，对商业企业只办理流转贷款和农副产品预购订金贷款：19 8 2年的试行按资金周转率

管理贷款和实行浮动利率；1 9 8 4年增加对符合国家政策，收入有来源，还款有保证的文

化，娱乐，科技、卫生等社会服务的贷款．

中短期设备贷款；1 9 8 0年中央提出了。解放思想，放宽政策，搞活经济。和“发挥

优势、保护竞争，推动经济建设”的方针，银行信贷体制作了相应的改革，打破了对国营企

业只办理流动资金贷款的框框，增设了中短期贷款，以解决全民所有制企业在挖、革，改中

的资金需求。l 9 8 0年至1 9 8 1年，巴县银行累放中短期设备贷款三百余万元，支持巴

县地区的十二个建设项目，其中最大的是西南铝加工厂的氧化上色工程；1 9 8 2年发放

。五小’贷款(并入中短期设备贷款)五十余万元；．1 9 8 3年发放七十万元的贷款支持巴



甚缝区老企业的挖、莘．没、熏之得以发展．

1 9 5 0年到19 8 5年，巴县人．农两行及信用社的农业贷款工作。以交持巴县农业经

济的发展为主要目标．其投贷重点、对象，种类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村经济形势决定的。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重点在支持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为逐步实行农业合作化准备条件；农

业合作化时期，重点是扶持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同时帮助贫困农民解决入社基金的困

难：困民经济涮整时期，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采取既大力支持农

业生产，又要挖制投放的原则．对灾区和经济困难大的生产队发放长期无息贷款(包括财政

的无偿投旋．对灾区和社员发放口粮无息贷款；文革时期以支持农田基本建设，加速农业机

碱f{二．改变社队生产条件为重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巩固

和完善为首要任务，实现了三个转变：一，从支持社队集体为主，转为支持户营(承包户专

业户)为主。二，从支持粮食生产为主，转为支持粮食，多经全面发展。三，从支持生产环

节，转为支持生产．加工贮运、销售全过程．

对国营农业企业贷款：对象只有巴县红旗农场和重庆市属五一农场两个。在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前．执行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基建资金与流动资金分口管理分别使用的规定，对它

们只发放定额的季=符性，临时性贷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信贷管理体制的改革，发

放丫农办‘J：业贷款．农办商业贷款和中短期设备贷款，积极支持其走农，工、商联合的道

路，l 9 8 5年权着区别对待．择优扶持的原刚，重点安排流动资金贷款，压缩固定资产贷

款，

对集体副业及弛认(乡镇)企业贷款：在l 9 5 8年至l 9 6 3年期间已有所投放。但

数徽“f多，建后中止rj，r·段时问，1 9 6 9年至1 9 7 9年．全县社队企业有所发展(1979

年已达l 3 2 9个)，投放数额逐年增夫．1 9 7 9年巴县农业银行恢复，加强了农贷资金

管理，帮助社∥、企业开展“三清兰核”(清理固定资产、库存物资，往来资金；核固定资产资

台．流动资金，库存现金)，并切实按照择优扶持的原则进行贷放，取得了较好的效益。

l 9 8 0年，农货资金投放的．霞点摆到一种、二养．三加工、四轻纺．五建材等商品生产项

门上来．一方而促使部份产销晚节、长期亏损的企业转换产品或部份产品转向，一方面扶持

竞争力强．经济效果好的余业进行革新、改造．挖掘生产潜力．1 9 8 1年农行以支持增加

消费晶生j托，促进社队企业翻农工商驻合仓业产品结构调整为主：根掇上级行关于贷款重点

应由过去支持新办企业转副帮助现有企业搞好调整．整顿的要求，实行。二压三保”(压新

辅摊子、J．1i发腱前途无保证的项目，保符台调整要求的项目继续投产，保资省效宏的挖革改

项目进行技术更新，铱适销埘路产‘品当年生产资金的需要)。I 9 8 2年，农行对2 4 9个企

业开畏“三清整顿”，l办助其处理积压物资，清收各种应收款及个人借款．1 9 8 3年，农

行对原材料与产品直接或间接纳入国家计划，市场需要的商品，积极支持其多产多销；对自

拔材料来源自找销路的．实行以销定产，对产品质次价高．不合理资金占压多的，一般不再

发放贷款：对生产设备贷款．以投资少．见效快，效果好为择优扶持的主要条件．1 9 8 5

年，农行根据县委提}}5的“仪极组织．台理使用，能上则上．能让则让”的方针。，按照行社

宣有资金力戢，采取锌帐分析。分类排队．区男Ij对待、择优挟持的方式，戈持乡镇企业步夕、

了健康发喂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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