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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益阳地区金融志》是在《益阳地区志·金融篇》初稿的基础

上，’补充资料．扩大篇幅编纂出来的，上溯清道光年问的1840年，

下迄1989年，时跨一百五十个春秋，·是我区建裁以来第一部全面，‘

系统记述金融业兴衰变化的志书，也是我省率先公开出版的地区金

融专业志之一。‘它不仅为我们了解近代一百多年来区内金融业的发

展，’特副是解放后金区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本翔契可靠的史料，’

而且也填补了我区方志历史的一项空白。
。～、 一 ～r‘一一J。

。盛世修志”，源远流长。周代朝廷就设有掌管。邦国之志。，

。四方之志。的官吏，宋．明．清代，修志更形成为各朝的削度。

民国年问，j区内益阳等县亦修有县志。然这些旧志书，记述的多是

一域的政治，人文、物候，很少涉及金融，民国志也只是在其。食

货篇9中筒略点及一下境内钱币的流通情况。作为社会主义新方

志，旱在五十年代中期就由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倡导修纂，但

因各种历史原因，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使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的这一愿望交成现实。我们这部《益阳地区金融志》，就

是在中共益阳地委，行署的号召，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省金融

志办的指导，以及区内各家行，司的支持下，经全体编纂人员历时

五载的共同努力完成的。它把自晚清．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后的四十年问，我区金融业的历史和现状，以时序为经，专业为

纬，从金融机构的变迁，货币的演进，信贷，保险业务的发展情况

如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使我们能从探索金融业的发展规律，总结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序

历史经验教．；7ll，明辨工作的是非得失中，获得有益的启迪，同时还

为我区今后金融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中，进一

步发挥其特有的作用提供有益的借鉴．

，志属信史，它的。资治，教化，存史”功能的发挥，在于编纂

者忠于历史和对历史事物的准确记述。《益阳地区金融志》是在从

搜集到的800余万字的历史资料中，经过编纂者精心筛选．反复考

证后撰写出来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对解放后个别年份银行信

贷统计资料的误统．漏统作了如实的更正和补充。但由于记述的时

间跨度长，历史资料不金，加上我们自身水平不高，学识有限，误

漏和不当之处，仍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和读者指正。是为序．

。t

刘文定．。
’

一九九二年十月



凡 倒

凡 例

一、本恚上限1840年，下限1989年，但个别章节因晚请和民国时期无此业务，

上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 ．

二、本意一般只设章．节．日，个剃章设到子日．全志除。概述’．。大事记’

外计13章46节．金融机构的记述次序，按在区内成立时间先后排捌．

三、本志记违内容啦当代为主．地域范围弘区内现有4县、2市为限．

四、本意。银行存款”，。银行贷款’系指银行本币存．贷款，外币存，贷款记

入“外汇业务’中．。银行存款”分‘单位存款’和。储蓄存款’两大部分，。单位

存款’包括。企业存款’，。财政性存款。，。农村存款”，。信托及其他存款’，

但不包括建设银行基建存款上(省)存下用的透支数；。银行贷款’包括农业银行剩

用外资专项贷款，建设银行中央，地方预算拨款改贷款和委托贷款．

五．意书中冬项数据，豫潦代，民国时期外，均来自金融系统各行，司，挂的会

计，统计报表；对在整理历史资料时发现的明显差错，已征得地区统计局同意予弘．更

正．

六．走书内飘文均经过反复考证，豫耷蹴地方外，一觳不注明出处，也不另加注

释． ～

七，本态设。利率管理’一章，主要目的在于为区内干部，职工研究金融宏观调控

这一重要经济杠杆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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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地区建制几经变迁，现辖益阳、沅江两市和南县，益阳、桃江，安化4县，地处

相中偏北，位格渝庭湖滨，全区半平原半山丘，水陆交通称便，是全国著名水稻产区之

一，茶，麻，棉、芦苇，水产等产品的出产和锑、钨，锰等有色金属矿藏均甚丰富。地

区行署所在地盎阳市，位于资江下游，历为相中地区竹木，煤炭集散地，经济，金融较

为发达。鸦片战争后，诲禁大开。区内大量土特产品外销，商贾云集，每年出入银两多

达数百万两，有“银益阳”之美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农业生产不断发展，银

行业务逐步扩大，机构遍及城乡。货币发行和流通量日盎增加，保险和信用合作业务迅

速发展，全区金融事业从此更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一)

明末蒲初，区内商品交换逐渐活跃，制钱，银两等货币流通也更趋广泛，金融活动

除私人借贷外，以当铺为场所的典当业务开始出现。潜咸丰年同(1851～1861)·‘随着

商品流通的扩大，钱庄在各地兴起，并发行银两票和制钱票投放市场，部分代替硬通货

流通。然在乡间，因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农民有求于市者，主要为食盐，煤油，火

柴之类。间或买上少量布匹，交易多以制钱为中介，故有“清光绪二十五年前，民间通

用概屠箭钱”之说(民国z1年《益阳县志》卷四。食货”十)。同洽年闻(1862--1s74)，j

外国银元输入。尔后，各省自铸的银元流入区内，货币市场出现两，’元并存局面。民国

初期。歇战爆发，帝国主义对华经济控制暂时减弱，区内茶叶和锑品等外销数量扩大，

工，农，商各业均获得较快发展。是时，湖南官钱局改组为湖南银行，设在益阳的子局

改为湖南银行益阳承兑处。继之交通银行、江西银行，湖南实业银行，湖南矿业银行亦

先后来益阳设立支店，区内金融业一度进入行(银行)、庄(钱庄)，铺(当铺)并存的

繁盛时期。民国7年(1913>，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为官僚，军阀控制的湖南银行，

因滥发票币倒闭，益阳承兑处及其他银行在益阳设立的支店，均告闭业。钱庄亦遭波及，

亏损惨重，无以为继。民国16年(1927)，北伐胜利，湖南政局相对稳定，区内经济渐

趋复苏，钱庄开始复兴。民国22年(1933)，国民政府宣布废两改元，后又实行法币政

策，两，元并存的币制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同年，湖南省银行在益阳设立承兑处。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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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年，在安化东坪设立临时汇兑处．民国26～27年(1937～1938)．又在南县，沅江和

安化梅城设立办事处，区内银行增至5家，钱庄选16家。至民国28年束，银行有存款法

币181．58万元(折合银元59．53万元)，贷款法币67．93万元(折合银元22．27万元)。民

国33年，日军犯境，南县，沅江，益阳相继沦陷，兰县省银行机构被迫外迁，钱庄亦因

日军入侵大都卷资疏散或停业。抗战胜利后，各县城镇商贸得以恢复和发展，原有银

行先后迁还原址复业。中国农民银行长沙分行亦分别在益阳和南县设立分理处和办事

处，开展存，贷款业务。钱庄除专营者外，不少商铺亦兼营钱业，广招存款，扩充资本

实力。但在国民党政府发动反共内战的情况下，刚刚复苏的社会经济又重陷崩溃边缘。

物价暴涨，币值狂跌。民国37年(1948)末。区内各家银行的存、贷款总额，折合银元

仅分别为1．1万元和4．1万元，较存款最高年份．(1939)59．53万元和贷款最高年份

(1937)62．1万元分别下降98％和93．4％。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湖南，

区内都分银行奉命裁撤，未裁擞的均在当地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管。钱庄自行收柬。至

此，旧的金融业和恶性通货膨胀的历史，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和人民币币制的统一而告

结束。

(=)

1949年8月，益阳专署在接管，改造旧银行的基础上。组建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第

五支行。9～12月，在所辖各县、镇设立分支机构。1950年4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湖

南省分公司在益阳设立办事处，开区内创建保险机构的先河。1952年，益阳专区建制撤

销，专区银行和保险机构改属常德专区银行和保险公司领导。各县(市)在农村成立互助

组的基础上，试办农村信用台作社。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期间，银行在。发展经济，保障供

给。方针指导下，通过扩大对私营工，商业贷款。促进地方工业、手工业的发展和内外

物资交流’通过农业贷款，解决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上的资金困难。同时积极支持收购农

副产品和促进工业品下乡，密切农村与城市，工人与农民的联系。在1953年国家开始的

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全区金

融保险业有了较侠的发展。到1957年，区内银行吸收的存款由1952年的640万元增至1242

万元，对工、商、农各业流动资金贷款由1952年的187万元增至5370万元。5年中，全

区共收入保险费249乃"元，支付赔款168万元。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农村信用

合作社在各县普遍建立，1957年全区共建乡镇信用社169个，集股金95．5万元，吸收存款

207．4万元，向农民发放各项贷款399．6万元。上述金融活动，对完成全区第一个五年经济

建设计划，促进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现，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医内工、农业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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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因遭特大洪灾农业减产，产值下降外，其余4年均有较大增长．人民生活也有较

大改善。城乡居民储蓄在5年同增长1．32倍01958年，全区人民卷入以“大办钢铁一为主

要标志的畎跃进”洪流中，银行各项业务活动，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一切围绕
几个“大办”开展，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废除，贷款被大量挪用于基本建设，垫

付企业亏损，发放工资和职工借支。银行内部放松管理，一直被誉为。铁帐，铁款，铁

算盘”的会计，出纳工作，遭到严重破坏．造成大量错帐以至在后来不得不抽出专人查

对清理。农村银行营业所和信用社划归公社和大队管理，资金被任意侵占和挪用。贷款

敞开供应。1960年全区银行各项贷款由1957年的6370万元猛增到15526万元，增长近两

倍。1962年，恢复益阳专区建制，区内各级政府和银行开始贯彻国民羟济的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方针，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集中统一，严格

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简称“银行六条”)．从翌年起，全区经济金融形势逐步好转．

城乡物资供应增加。过去。有钱无市”的局面得以改变。银行业务实行垂直管理，各级

党委和政府加强了对银行的领导和支持，使银行的职能作用得以发挥。从1963年至1965

年的3年间，银行贷款因堵住了企业财政性开支和各种挪用．期末余额比1962年减少

463万元，而同期工农业总产值则增长了36．6％。 ，

1966年下半年开始，区内各级银行受到纹化大革命”冲击，业务活动除应付每天
的收付和记帐外，大多停顿。领导干部遭批翔，斗争，无法履行职责。大批业务骨干亦

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被停止工作，反省交待“问题”．专区人民银行被改称地革委银行

小组，仅留下5人应付日常工作．各项规章制度被冠以。管，卡，压”的罪名随意废

除，甚至连根据国家宪法规定制定的储蓄。存款自愿，取款自由，为储户保密”等政策

也被抛弃，各种造反组织肆意通知经办人员停止储户存款的支付。1971年，在4清理阶

级队伍一中，一批在建国后对开拓全区金融工作作过贡献和有业务专长的人，被下放或

请洗回农村，造成一些重要的业务工作缺人承担。留在行内工作的干部积极性也受至Ⅱ挫

伤。．整个金融业务处于被动应付局面。1972年，在国务院和周恩来总理对金融事业的关

注下，区内各级银行部分制度得到恢复，金融工作指导思想上的混乱状况和存贷款业务

活动的被动局面有所扭转。继1973年1月恢复地区建设银行后，1976年1月又恢复了地

区人民银行。是年，在各行各业全面整顿的形势下，经济有较大发展，全区工农业总产

值按1970年不变价计算比1972年增长29％。银行各项贷款也大体与生产流通相适应。城

乡居民储蓄，由1972年的1039万元增加到1693万元，年均增长21％，年均增长幅度仅较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减少5．st百分点。可是，这种转机又在1976年上半年受到。反击

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破坏，直至是年lO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十年动乱的局面才告

结束．全区金融事业才又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概述

1978年中共十一屠兰中全会后，国家制定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

提高一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地、县(市)银行在当地中共党委和政府领

导下，认真贯彻中央的各项政策，恢复被破坏了的各项规章制度。甄别落实历年来，特

别是纹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各种冤假错案，使过去脱离金融工作多年的一批受到错误
处理的千部回到工作岗位，与原留在机关的人员一起，重新振奋精神，共同为恢复，振

兴和进一步开拓全区金融事业作贡献。1980年，恢复各级农业银行，统管全区支农资金

和扶助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开始重建1958年撤销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逐步全面恢

复国内外保险业务。与此同时，中央决定撂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人员和编翩实行以系统

管理为主的体制。1984年，成立中国银行益阳支行，统一办理外汇、外贸存贷款业务。

，985年，新组建的中国工商银行益阳地区中心支行和各县(市)支行，接办原由人民银

行办理的各项对外业务。原人民银行益阳地区中心支行更名为益阳分行，并按经济区划

在南县、沅江、益阳，安化设立支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7月，又设立国家外汇

管理局益阳分局，履行国家对全区外汇的各项管理。

区内金融事业通过金融体制改革，自1985年起逐步形成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专业银

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分工协作的社会主义的金融体系后，呈现蓬勃发展的形

势。‘职工队伍逐年扩大，存款逐年上升。贷款领域除原有的工，商．农业外，增加了文

化。教育，旅游，科技：基建，房地产，商品住宅等项目。Zi21989年的5年问，全区金

融机构由366个增至518个，职工人数1由8245人增至5385人，分别增长41．5％和66．9％。。

银行各项存款增长1．62倍，各项贷款增长1．39倍。特别是储蓄存款，因城乡人民收入大

幅度增加，由1984年的13404万元增至64335万元，增长3．8倍，超过1957_至1984年27年

间增长额的2．85倍，’成绩斐然。但是，4在社会总需求迅速增长的情况下。1986和1988年

两年：．区内货币投放数量分别超过上一年的59．8％和17．4％。一度出现市场物价上涨

过多：居民抢购高档耐用消费品和某些日用商品的情况。与此同时。备专业银行为多争

客户j多拉存款，忽视管理，开展了一些不适当业务竞争。在结算往来上，互压凭证，

占用对方资金的情况也时有发生。1989年，强化宏观调控，努力贯彻财政．信贷双紧方

针；。区内市场货币投放量出现Tzo年来第一次比上年减少的状况。物价转稳，促进了全区

国民经济进一步稳定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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