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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南康市地处江西省南部，京九铁路、赣粤、昆厦高速公路及105、323

国道贯穿境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南康随着全国前进的步伐进入快

速发展时期，经济腾飞，文化昌盛，社会事业不断进步，综合实力日益增

强。尤其是个体、私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南康成为赣南乃至江西省县域经

济发展的典范。伴随着经济的繁荣，南康金融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不仅队伍

迅速发展壮大、机构网点遍及全市各乡镇，而且业务发展也在赣南占据相当
份额，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盛世修志，鉴古观今。值此民富国强、万象更新的千古盛世，继承历史

传统，顺应时代精神，编纂一部反映南康金融业发展的志书，传承南康金融

文化，不仅是广大金融工作者的愿望，更是一项告慰前人、泽及后世的功

业o

《南康市金融志>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本着实事求是、详今

略古的原则，科学地分析和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南康市金融发展的历史和现

状。本志上溯清朝，下迄当代，重点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特

别是改革开放20余年来南康金融业的发展状况，充分描述了货币、机构、

存款、贷款、国库、保险、会计出纳、安全保卫和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发展

历程。

纵览全卷，本志结构合理、层次清晰、资料翔实、记述严谨，具有较强

的可读性。分析和研究《南康市金融志>，有助于我们较全面地了解南康市

金融业的历史沿革与变迁，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金融业在各个历史发展时期

的地位和作用，有助于我们思索金融与经济共同发展的内在联系，对我们进

一步总结经验教训，做好金融工作，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

义o

是书之成，是南康市金融文化建设的又一重大成果。我深信全市金融系

统广大干部职工一定能继承老一辈金融工作者的光荣传统，与时俱进，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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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谱写南康金融事业改

人员数年的心血。在此，我谨向付出辛勤劳

草草数语，权当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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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根据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把编纂重点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突出反映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南康市金融系统的

变革。

二、本志采用记、志、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图表分附各章节中，照片集

中列于卷首。．

三、本志横排门类，纵写史实，采用章、节、目的结构形式。全志14章41节，约

50万字。

四、本志断限，上限尽量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断至2003年末。

五、1949年8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康，此前称解放前，此后称解放后。

志中地名、政府、官职等用当时、当地习惯称谓。历史地名必要时括注今名。市内金融

机构名称，如“中国人民银行南康市支行”、“中国工商银行南康市支行”、“中国农业银

行南康市支行”、“南康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等分别简称为“市人民银行”、“市工

商银行”、“市农业银行”、“市农信社”，“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康市支公

司”简称“财保”，“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康市支公司”简称“寿保”。

六、本志清代及以前纪年用汉字，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采用公元纪年。民国及以前纪年每节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年份。志内记数用阿拉伯

数字。

七、本志记述利率，％为年利率，‰为月利率。

八、本志部分表格中，所列恢复时期为1950—1952年；“一五”计划末为第一个五

年计划期末，即1957年；调整时期为1963—1965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期末即1970年；

其余依此类推。“十五”计划期中为第十个五年计划期的2003年，五年计划累计数为五

年数字相加。

九、本志出现的旧版币或旧币，新版币或新币，即1955年以前使用的第一套人民

币称为旧版币，1955年4月以后发行的第二、三、四、五套人民币称为新版币。新旧版

币的兑换率为新币l元兑换旧币l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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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康金融业，源远流长。旧时城乡资金融通，主要以民间借贷及典当形式出现。清

咸丰八年(1858年)横市圩开办私营“横市当铺”，同治元年县城开设公营“宾兴公

典”，清末民初唐江、潭口、凤岗等圩镇相继开设当铺、钱庄等金融机构。民国时期银

行业逐步兴起。民国26年(1937年)起江西裕民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先

后在县城、唐江设立分支机构，成立金库，兴办合作金融。民国32年，成立县银行。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货币，导致金融危机。民国38年，各金融机构

相继停业、人员遣散。

解放后，金融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单一的人民银行向多元化银行体系不

断发展完善。1949年8月、12月，分别成立中国人民银行赣州支行唐江、潭口两办事

处，9月，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南康办事处。1950年2月，南康、唐江、潭口三办事处改

为三支行，形成“一县三行”的局面。1951—1952年，潭口、唐江两支行分别改为营业

所、办事处，归南康支行管辖。1951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金融机构下伸

农村，两年内新建基层营业所10个，实现了区区设所。197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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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税务、银行三家合并成立财政金融局。1976年，恢复银行机构。1978年后，为

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银行专业化的发展要求，中国农业银行恢复了在南康的分支机构，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在南康所设的办事处升格为县支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

农业发展银行等先后在南康设立分支机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工农中建四大专业银

行又逐步向商业银行转轨。

解放后，城乡信用合作事业及其他金融业也有长足发展。1951年，随着农业互助

合作运动的兴起，在龙华区唐西乡试办第一个信用合作社后，农村信用合作事业得到迅

速发展，至1956年三大改造运动完成时，全县建社185个，实现乡乡设社。1984年，

成立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2003年，辖基层信用社25个，信用分社9个，储蓄所

6个。1988年，为适应城市“两小经济”的发展，由人民银行牵头组建县城市信用合作

社。1986年，人民银行批准县邮电局代办邮政储蓄(1991年改为自办)，由最初的3个

邮政储蓄机构起步，至2003年已发展到20个邮政储蓄专柜。

1949年，南康人民银行代理赣州保险公司在南康办理保险业务。1951年，成立南

康县保险支公司。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否定了保险业务的必要性，县保险公司被

撤销，业务停办。1982年，恢复县保险公司。1996年，撤销市保险公司，成立中保财

产保险公司南康支公司、中保人寿保险公司南康营业部，后因保险体制改革，两保险公

司两次更名，截至2003年，南康设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南康市支公司。

截至2003年底，南康市已形成以人民银行为核心，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

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

发行货币和调节货币供应量，是国家宏观金融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

银行根据工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的需要，从新中国成立到2003年，先后发行了五套人

民币。1948年12月1日，在解放区发行第一套人民币。1955年，实行币制改革发行第

二套人民币，以l比l万，收兑第一套人民币。同时，发行人民币硬分币，人民币进入

纸币和金属硬币混合流通的时代。1962年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是我国自行设计印制

的货币。1987年4月27日，为适应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适时调节货币结构，

开始发行第四套人民币，主辅币共计9种，主币增加了50元和100元两种面额。1999

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在社会对现金需求日益增大的情况下，发行了运用先进

的防伪技术、适应货币现代化处理的第五套人民币。改革开放以来，还先后发行了多种

普通纪念币和金银纪念币。

随着商品流通和结算工具的发展，新一代的衍生货币(如银行信用卡)应运而生。

在南康发行的信用卡，有中国银行长城卡、工商银行牡丹卡、农业银行金穗卡、建设银

行龙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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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来，全市金融机构始终坚持发展经济、稳定货币的基本政策，根据各个时期

的不同情况，采取有效措施，适时调节货币流通，保持货币稳定。

1949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通过查缉金银黑市和宣传使用人民币，使人民币的

市场占有率逐年提高，1949年为25％，1951年达到98％。1952年，对各机关、部队、

企事业单位使用现金实行了计划管理。1958年，由于“大跃进”运动，放弃了对现金

计划管理的监督，市场货币投量增大，社会商品不足，导致物价上涨。1963年三年经

济调整时，人民银行根据党中央、国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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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紧缩银根的措施，三年经济调整时期，南康净回笼货币

1 664万元，比调整前三年翻了一番，扭转了货币回笼锐减的局面。在1966年开始的十

年“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中，银行集中统一的工作体制遭到破坏，现金回笼比“文

革”前下降了3个百分点。

1978年，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指导下，银行积极支持国民经济调

整，大力组织货币回笼，取得了显著效果。1978—1991年，14年年平均净回笼货币

2 688万元，比1978年前14年年平均回笼524万元增长4．47倍。1992年以后，随着经济

改革和南康经济建设加快，社会现金需求量剧增，出现货币由回笼向投放的转变。虽连

年投放，市场货币量增加，但社会商品存量相应增大，未构成对市场的压力，市场物价

平稳，货币流通处于正常状态。

大力组织存款，扩大信贷资金来源，是金融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

解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及银行服务功能的改善，储蓄存款方式与种类不断

改进。解放初期，针对当时物价波动的情况，举办折实储蓄。1951年，改为货币储

蓄并实行保本保值。p一五”计划期间，开展爱国储蓄，“大跃进”时为了支持工农

业生产，人民银行、农村信用社分别举办“支持工业长期储蓄”，收储资金归当地政

府安排使用。1978年以后，各行社在努力增设储蓄网点改善服务质量的同时，根据

经济发展状况及时推出了定活两便储蓄、贴水储蓄、大额可转让储蓄、保值储蓄等。

1986年，举办了邮政储蓄。1991年，自中国银行开办外汇存款后，工商银行、农业

银行、建设银行也先后开办了以美元、港币为主的外汇存款业务。随后又开办了教

育储蓄以及通知存款和协定存款等一系列新的储蓄存款种类，促进了储蓄存款的大

幅增长。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南康市各项存款以年增加6 962万元的速度增

长，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年均增加5 779万元。1978—1998年，改革开放20年，金融系统

各项存款增加12．43亿元，1998年底的存款余额是改革开放前29年存款总和的7．43

倍，存款总额达12．53亿元。2003年末，全市各项存款达到28．35亿元。比1998年年末

余额净增15．82亿元，五年翻了一番多。在各项存款中，储蓄存款占比较大，1978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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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998年为82．9％，2003年底占82．54％。

城乡储蓄的迅速增长为国家积聚了大量资金，对促进生产、稳定市场，发挥了积极

作用。

四

银行贷款，是金融机构实现社会资金再分配的过程，也是银行、信用社通过贷款获

取贷款利息积聚资本的主要途径。解放前，由民间借贷和典当、钱庄调节社会资金余

缺，贫困农民饱受高利贷盘剥。解放后，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银行和信用合作社，通过

组织存款，发放贷款，支援经济建设和发展工农业生产。

解放初期，人民银行代理国家金库，为恢复和发展经济需要，发放低利率贷款，

支持国营商业收购农副产品，打击投机倒把，稳定市场，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同

时，有选择地贷款支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农业贷款主要是个体

农民耕畜、农田水利、肥料、种子、副业和口粮贷款。同时，还对农民和供销社发放

运销贷款，以促进城乡物资交流。1953年，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

进行改造，通过银行贷款支持国家“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实施，解决私营企业

复工、复业和贫困社员入社的资金困难，把私营经济纳入社会主义轨道。1956年底，

私营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和手工业合作化。1957年，对私贷款余额12．2万

元，比“改造”前的1953年增长6．8倍。1958年“大跃进”时期，地方工业迅速上

马，工业产值、流动资金比上年翻了一番。当年银行发放各项贷款968万元，支持兴

办地方工业19家、社队工业3 715家。由于行政干预银行信贷大撒手，导致信贷资金

的严重浪费和损失。1962年，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及时纠正了“大跃进”中的错误倾向。人民银行通过清理收回各种不合理占用资金，

到顿了信贷结构。“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企业经济效益
下降，亏损企业增多。1971年，全县企业挪用流动资金454万元，亏损、积压不合理

占用资金58万元。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银行信贷正常秩序逐步得到恢复。银行业务实行垂直

领导。1981年，运用信贷政策，促进全县工业结构调整。全县有11个企业或下马、

或兼并、或转产。1991年贷款向重点企业倾斜，主要工业企业贷款16 625万元，占

当年各项贷款总额的43％。但由于体制和资金管理上的问题，南康与全国各地一样

经济发展过热，贷款供求矛盾突出，再次出现信贷失控，导致通货膨胀，部分物价

上扬。后人民银行采取上收再贷款管理权，清理账外贷款，强化信贷资产安全监督，

抑制企业在改制中的逃废债行为等有效措施，信贷失控得到纠正，资金管理得到加

强。1993年组成双清领导小组和双清小分队，深入企业清欠，当年收回计划外贷款
l 528．7万元，按期收回系统外拆借资金1 678．2万元。1995年，加大对重点企业贷

款的投入，新增贷款90％用于支持地、市两级重点企业的发展。当年各项贷款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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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524万元，其中工业贷款余额34 343万元，占47．6％。1997年2月南康首家政策

性银行南康农发行正式挂牌成立。当年为新建、续建的10个农业开发项目贷款4 470

万元。同时，农发行不断加强粮食收购资金的供应与管理，彻底解决了农民“卖粮

难”和粮食收购“打白条”问题，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与发展。1997年

以后，全市各金融单位围绕市委、市政府“个私兴康”战略部署，积极支持钨砂、

成衣、家具、石板材、汽运、食品等个体及私营大户企业发展，当年发放贷款4 000

余万元，占新增贷款的35．3％以上。1998年，为配合当地党政“经营城市”的发展

战略，各金融机构积极加大住房消费贷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贷款的投放力度，为

做靓城市奠定了扎实的经济基础。
‘

2000年，为配合国家遏制通货紧缩蔓延势头，全市各金融机构加大“企业借款难，

银行放贷难”“两难”问题的调查研究，寻找地方经济增长点，拓展稳健的信贷发展空

间。几年来，不仅贷款总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且信贷资产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截至2003年，全市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达13．26亿元。为南康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作

出了积极的贡献。

五

南康保险业始于民国28年(1939年)，当时中国农民银行唐江分理处附设保险机

构，开办贷款、押汇等物资保险业务。

解放后，保险业务经历了一段由银行代理到自主经营自办业务的过程。20世纪50

年代全县保险业务迅速发展，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社会主义保险事业。1953年、1954年，

逐步收缩和停办企业财产险、养殖险和耕牛保险。1955年，恢复城市自愿保险业务和

农村部分保险业务。1957—1979年，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全

面停办国内保险业务。1979年，国务院作出《关于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决定》。1980

年，南康开始恢复企业财产险、机动车辆险和家庭财产险三个险种。1983年，企业财

产险扩展到乡镇企业。1996～1999年，仅运输工具险年均投保车辆l 100多辆，摩托车

3 000多辆。家庭财产险也由少到多，由城市到农村，由一年一保发展到一保三年和两

全保险。人寿保险起步较晚，1984年，首次在县城办理简易人身险、团体人身险，以

后逐步延伸到农村。1996年，成立人寿保险公司专门经营各类人寿保险，同年开展保

险营销业务。1999年底，有简易人身险22万份。除此之外还有学生平安险。养老金保

险、医疗保险等。在积极开展保险业务的同时，贯彻“参加与协助”的社会防灾工作方

针，认真做好防灾与理赔工作，如2003年，理赔支付．1 368万元，占保费收入的

26．62％。

解放54年来，南康金融系统各单位始终把班子、队伍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在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

方针，逐步建立起一支政治、文化、业务素质较高，能适应现代金融经济发展需要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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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职工队伍，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中，

展望未来，南康金融干部、职工一定能继往开来，与时俱进，为南康

进步，为南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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