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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 一

编史修志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也是改革开放的需要。把历史资料加以整

理加工，如实地反映历史发展过程，为后人留下历史真实。同时，通过对历史

事件的客观分析，系统地总结历史经验，供后人为鉴，借以激励人们奋发进

取，开创未来。人类总是在取得前人积累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前进。继承和发

扬历史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不断开拓新的天地，追求更加美好的未来，这

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南海县商品经济产生较早，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南

海县是我国商品经济出现较早的地区，也是x寸夕t-开放较早的地区，经济商品

化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商品货币关系得到迅速发展，金融也随着活跃起来。

不过，旧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商品经济和金融都带有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商品经济推动了农村经济较快发展，同时也为中国民族

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形成提供了条件，这是商品经济的进步作用。可是，在半

殖民地的条件下，商品经济必然使旧中国的经济更加殖民地化，促使社会两

极分化，严重地打击农业、手工业和民族工商业，为农民带来了灾难，这是必

须永远记取的惨痛教训。
。

新中国建成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开辟了发展商品

经济的途径，推动了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在农村建立了国家银行，实

现了信用合作化，在农村建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信用关系。在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南海县的农村金融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业务有了很大发展。在组织

资金、支持农业合作化、支援农业生产和农田基本建设以及开展社队财会辅

导、帮助社队增收节支、合理分配、支持乡镇企业起步等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许多工作走在全国的前列。在工作中出现过某些缺点，也是难以避免的。

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改革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一系列正确方针指导

下，南海县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被广泛地调动起来，充分利用南海
】



序一

县自然条件和地理条件的优势，坚持改革开放，商品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发展，被誉为南粤“四小虎”之一。农村金融工作也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商品经济为开展金融工作开拓了广阔天地，而大力发展金融工作又是经济

起飞的巨大支柱。南海县农村金融部门广大职工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

把支持南海县经济发展当作自已的光荣职责，在组织资金支持经济高速度

发展上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值得赞扬的。南海县农业银行和信用社的储蓄

存款，在全国各县中居首位，这是支持农村经济起飞的重要资金力量。在资

金运用方面首先支持农村商品生产，发展农业和多种经营，帮助农民很快富

裕起来。接着又把大量资金转向支持乡村企业腾飞，使乡村企业得到迅速发

展，为南海县的经济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在南海县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中，

农村金融部门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金

融工作的经验，对于深化改革，继续开放，进一步做好农村金融工作，支持南

海县经济再上新台阶，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编写金融志的意义，不仅在于借鉴历史经验，更重要的是调动农村金融

战线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工作是人做的，修志意味着对广大农村金融职工创

造性劳动的肯定和赞誉，将会大大激发职工的积极性，这是做好今后工作的

基本保证。

最后，借《南海县农村金融志》出版之际，我向南海县农村金融工作所取

得的巨大成就表示祝贺，对南海县农村金融战线广大职工的辛勤劳动表示

衷心的赞许。我相信南海县农村金融战线广大职工将会以史为鉴，奋发有

为，自强不息，把农村金融工作做得更好，为南海县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作出

新的贡献。

2

卢汉川①

1992年7月

①卢汉川，原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现任中国农村金融学会副会长。



序二

序 二

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编修《农村金融志》是历史的创举，是“补史所

缺，续史所无"，发掘、保存和继承我国历史遗产的千秋大业。《南海县农村金

融志》的出版，可喜可贺!值此，谨向《南海县农村金融志》编委、主编和全体

编纂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祝贺!

历史上南海县曾是全省农村商品经济和农村金融业发展较早和较快的

地方之一。百多年来，南海县农村金融业经历了曲折而深刻的演变和发展，

《南海县农村金融志》把这些历史系统而翔实地纪录下来。反映了不同历史

时代、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性质的农村金融在农村经济活动中的不同作

用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尤其是改革开放10多年来，南海县农村金融与农

村经济相互促进、良性循环、蓬勃发展的史实和农村经济与金融从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实践经验，十分丰富和宝贵。既具有区域性的特

点，又有普遍性的借鉴意义，堪称全省楷模。

兹值《南海县农村金融志》即将出版之际，对南海县老一辈的社会主义

农村金融的开拓者，继往开来的广大的农村金融工作者取得的成就，表示由

衷的赞许和祝贺!向全省、全国各地农村金融工作者、从事农村金融研究、经

济研究和史学界的专家、学者，关心和支持社会主义农村金融事业的朋友

们，推荐这本书。希望本书对读者能有所启迪，共同为把我国农村金融事业

推上新的台阶，作出新的贡献!

符史峰①

1993年5月1日

①符史峰，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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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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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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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编纂方志，源远流长。编纂农村金融志为历史的创举。历史责任感的

驱使，我们承担了编纂<南海县农村金融志>的任务。历时数载，终于定稿付

梓了。‘

<南海县农村金融志>记叙了150年南海县农村金融历史的演变和发

展。开头的<概述>篇首先记述了农村金融业产生和发展的经济条件，其中

反映了明清时期南海县农村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与相

隔一百多年后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迅速发展的今天，极其相似，深刻地反映了

社会发展规律。上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部分，记叙了建立在封建所

有制基础上，农村高利贷以及农村金融业对农民敲骨吸髓的剥削．反映了农

民在农产品商品化过程中，商品货币关系越密切，便越为高利贷资本的扩张

创造条件，越深陷于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剥削罗网；反映了农村

金融业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和日本军国主义入侵，以及官僚资本主义

垄断集团对人民疯狂榨取的时候，乘人之危、“助纣为虐”的贪婪本性。下编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部分，反映了社会主义农村金融事业在建设和发

展过程中走过的曲折道路，以及在农村经济各个发展阶段中所起的积极作

用。其中重点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金融对发展

农村商品经济发挥的巨大促进作用。上编与下编记叙的内容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反映了不同性质的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所起的不同作用。下编记叙
、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与后的内容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映了

改革开放，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

一百多年来，南海县农村经济与金融历史的演变和发展，许多事迹很能

启发人们深入思索，扩阔视野，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鼓励人们为创造美好

的未来而开拓前进。这是十分难得的历史教材。读者还可以从一百多年来

南海县农村金融历史的演变和发展，分析农村金融在农村经济活动中的是

与非，功与过，成就与失误，经验与教训。从中找出金融发展的规律o

j奎本志献给社会主义农村金融事业老一辈的创业者。使他们藉以回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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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得到慰藉和教益；献给一代代继往开来的农村金融事业建设者，希望

他们从中得到启示，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和经验；献给从事农村金融研究的专

家和学者，向他们提供珍贵的历史资料，扩大研究领域；献给热爱和关心南

海县经济与金融的朋友们，让他们了解南海县发展农村经济与金融的道路

是怎样走过来的，继续对南海县发展农村经济与金融给予支持。这是我们

衷心的期望。

编 者

1994年5月23日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为南海县有史以来第一部农村金融志。

二、本志分上、下编。上编建国(特指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下同)前部

分，取事从清代道光二十年(1840)起至民国38年(1949)9月止，对一些史

实为保持历史的连续性，间有追溯至时间上限以前的；下编建国后部分取事

紧接上编末至1990年，照片采集时间至本志付印前。

三、本志编首的《概述》，概要介绍南海县农村金融演变和发展的历史和

现状，便于读者尽快了解全貌。

四、本志上编分四章五节，下编分十章三十七节。

五、本志为农村金融专志，以农村金融活动为主线。建国后历次政治运

动对农村金融的影响，按“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记叙；农村金融机构的党、团、

工会组织，企业管理等从简扼要记叙。

六、本志按‘‘详今略古"的原则，较多地记叙建国后，尤其是中国共产党

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金融的发展，以及在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中农村金

融发挥的作用。

七、本志在叙事中引用的原文，以及一般读者较难理解的专业词语，均

加引号，并附注序，按所编注序在页脚依序注明原文出处或词语含义。

八、本志记叙时间，建国前部分用历史纪年，以括号夹注公元年号。在每

段中间一历史纪年只在第一次出现处夹注公元年号，未夹注的读者可自行

推算。清代纪年使用汉字，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
。

九、本志所用统计数字均用阿拉伯数字，但引文原用汉字书写的数字不

改动。习惯用语或词汇中的数字则沿用汉字。

十、建国后1955年3月前的旧人民币值，均已换算为现行使用的人民

币值。

十一、本志下编建国后部分，记及的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在农村的国家

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农村的国家银行1949"---1979年为中国人民银行
7



凡例

南海县支行，1980年以后专指中国农业银行南海县支行，不含其他专业银

行。

十二、本志下编建国后部分，有关国家银行的金融业务统计数字，1980

—1990年，除注明者外，只统计农业银行南海县支行部分，不包括国家的其

它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统计数字。

十三、国家的其他专业银行信贷统计资料，附表于后，以供参考。

十四、本志上编第四章《历史人物简介》记及的人物，侧重于他们与货币

金融有关方面的事迹和言论。下编按“生不立传’’的原则，对在农村金融事业

上有特殊业绩的人物，以事系人地予以记述。 ．

十五、建国后农村区、镇、乡及与之相联的企事业单位、部门的名称，几

经变换，本志书不求统一，随叙事时间按当时的称谓记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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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南海县是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的一个县份。面积1152．6平方

公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水源充沛，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地理上与广州

(民国前由南海、番禺两县分治)、佛山(1951年前属南海县)两市城区相接，

邻近香港、澳门。交通方便。全县有17个镇，93．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69．77

万人。农业用地总面积76．3万亩，人多地少。商品经济发达，金融活跃，为

海内外人士誉为南粤“四小虎"之一。

南海县是广东省商品性农业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明代初年，货币经济

加速了对自然经济的侵蚀，在价值规律作用下，南海县的自然经济开始向以

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商品性农业发展。挖塘筑基，基种果、塘养鱼的耕作，在

九江一带已出现。明末清初更掀起“弃田筑垢，废稻树桑”①的高潮。清代康

熙以后，西樵一带的桑基鱼塘迅速发展。道光年间，九江一带已是“境内无稻

田，仰籴于外”②的桑蚕、鱼塘生产基地。农村各地还盛产花果、甘蔗。农村

手工业也随之迅速发展。九江、西樵、民乐的丝绸，李村、紫洞、叠浯、大沥、里

水、盐步的土布，秀水一带的染莨，罗行的织笠，大沥的爆竹等农村手工业产

品，已闻名于世。男耕女织已是此地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

南海县靠近对外通商口岸。清代，随着蚕丝、丝织品、土布、铁制品、陶瓷

等手工业产品的外销；洋米、洋纱等洋货的进口，对外贸易发展迅速，是外国

银元最早流入的地区之一。嘉庆年间已是“贸易皆以洋钱"⑧。商品货币关系

①张鉴等：《雷塘庵主弟志记》卷五。

②黎春曦：《九江乡志》。

③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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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的迅速发展，城乡商业兴旺发达，农民弃农营商者众。道光年间，南海县人营

商者“十之六’’，九江一带“营商者十之七八”①。营商者占人I=l比例之高，为

全省之冠。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起来的佛山镇，成为“岭南一大都会”②和

全国有名的“四大镇”③之一。以商人资本为标志，南海县成为首富的县份。

有云：。若论民物繁富，首推南海，南海繁富不尽在民，而在省会、佛山、石湾

三镇⋯⋯人多贸易，素称饶富"。④

商品性农业具有生产投资多，依赖市场，易获利但风险性大的特点，为

地主、商人、高利贷者提供了更广泛的剥削条件。商品性农业越发展，农民越

深陷于他们剥削的深渊。清代初年，南海县经营以物作质的当铺已遍设于农

村各地。嘉庆初年全县当铺达347家。当铺借贷对象以农民为主，月息高达

三分。当押业资本从地租、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转化而来，相当部分还来

自各地官府存放取息的银两。当铺由官府发帖(营业执照)，称为“官当”，设

有会馆。雍正年间的南海当行会馆是重建的。考其始设，当在清代以前，早

于全省各地，发展规模也历居全省之冠。此外，以民间借贷形式出现的高利

贷，对农民剥削更加残酷。雍正年间，高利贷者“不但加三起息，竟有加五或

多至加倍者’’。农民辛勤一年，到“禾稼登场"，“不能复为己有”，即是丰收之

年，也“仅足供偿债之需"，一旦歉收，便“束手无策"，借债不能偿还，“必致息

上加息，累年不能清结，且贻累于子孙"⑤。受高利贷盘剥而致卖儿卖女，家

破人亡者甚多。以城乡工商业为借贷对象的银号业，在清代初年已成行成

市，设有会馆。据广州银业会馆碑志所记，会馆为康熙年间重建。由此推算，

南海县银号业始设，距今应有。300多年。银号业放款作为资本发挥作用，扩

大城乡工商业经营，从中瓜分吸吮农民血汗而来的工商业利润。还融资于当

押业，以及进行货币投机买卖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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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黎春曦：《顺治九江乡志》卷五。

②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一《佛山镇论》。

③刘献廷：《广阳杂志》卷四。

④龙廷槐：《敬学轩文集》卷二。

⑤道光《南海县志》卷一，雍正八年《圣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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