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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李德安

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经过编写人员

的辛勤劳动，《红河州农村金融志》问世了。这是我州广大农村金融工作者的

共同心愿，也是我州农村金融史上的一件大事。

红河州地处祖国边陲，交通闭塞，农村生产力水平较低，农村商品经济

发展较慢，农村金融的发生和发展较为迟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

银行、农业银行相继建立，1952年开始组织农村信用合作社，组成了广泛的

社会主义的农村金融网，农村信贷工作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农业银行、农

村信用合作社信贷业务的开展，对于支持农业合作化运动，促进农业生产，扶

持农村经济发展，均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

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

持改革、开放的方针，符合中国国情，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业从自给

半自给经济向着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着现代农业转化，农

业银行从生产的全过程都支援农业和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把农业银行办成

城乡结合的综合性银行，农村金融事业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红河州农村金融志》在编纂过程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略

古详今，主要记述农村范围内的金融活动、金融业沿革和农行工作，为全州

农村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红河州农村金融志》比较全面、实事求是地记述我州农村金融事业的发

展史暨红河州农业银行三起两落的史实，是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编成的一

部新志书。

由于40年来人事变动频繁，行政区划的变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

年动乱，历史资料不全，本志书虽已编就，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知情

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1990年12月

I矽
f／／／Ll‘L■_I-—-_-■■■-●■■■；



凡 例

。一、《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农村金融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存真求实，择要记述

红河州境内农村金融活动的历史与现状，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服务。． ’÷

二、本志以各类农村金融事物发生或最早记载的时间为上限，不作划一，

下限截止1990年。 ， ，一

三、本志的编纂方法，依据以类系事、以事系人、统合古今、详今略古

的原则，横排竖写，分列章、节、目(子目)，用语体文记述。 r，

四、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概以下限时红河州的行政区划范围为准；记

述内容以农村金融为限，包括设于县城但经营农村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这

一记述范围，在红河州建立以前，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行政区划颇不一致，记

述时简称“境内’’，有关数据作相应调整。 ，’。

’

五、’红河州1990年底所辖2市、11县(其中3个民族自治县)，历史上

由于种种原因，农村经济、政治发展状况差异较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

7前基本上可分别为两种类型，红河以北各县已进入以封建地主经济为主体类

型，红河以南还处于土司势力统治下的封建领主制经济残余或局部向地主制

经济过渡类型。新中国建立后，红河以北的个旧、蒙自、开远、建水、’曲溪

(1958年10月撤县并入建水)、石屏、龙武(1958年10月撤县并入石屏)、弥

勒、泸西、屏边10市、县，执行中共云南省委规定的“内地县"政策；红河

以南的金平、元阳、红河、绿春(1955年设置相当县级的六村办事处，1958

年扩大辖区改设绿春县)4县，与红河以北的河口县及石屏县属的牛街区、屏

边县属的瑶山区(后划归河口县)，执行省委规定的“边疆县"政策。由于

“边疆县"与“内地县"政策要求及工作开展情况往往有所不同，有时使用

“内地县"、“边疆县"以示区别。

六、本志资料来源于史籍、档案、统计资料及社会采访，文内一般不注

明出处。

j_f／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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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志在记述方法上，有几点需要加以说明：

(一)大事记采取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而以编年体为主。

(二)历史纪年用括号加注公历纪年，如中华民国元年(1912)；中华人

民共和国时期，用公历纪年。

(--)本志记载农村金融机构和货币单位，均用当时名称。农村金融机构

的主管人员，新中国建立前的只列举正职(包括代理)，副职从略。。 、

(四)本志引用史籍、档案、报纸刊物资料时，废去旧公文的抬头、空格

等格式；原文无标点符号的，照文意酌加；文中大写数字“壹⋯⋯玖"，一律

改为“⋯⋯·九"或阿拉伯数字。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各项存、贷款数字，使用银行、信用社的决

算资料。1950年至1955年2月底止的旧人民币数字，一律折算为新人民币。

八、本志记述力求明确详实，或因史料缺乏，宁缺勿滥，决不妄断，以

偏概全；史料有分歧的，各说并存，不强求统一。

九、为节约文字，常用语用简称。如“中华民国’’简称“民国"、“中华

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立于1957年11

月18日)简称“红河州"，“中国农业银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心支行"

简称“农行红河州中心支行”，“河口瑶族自治县"(1963年7月正式成立)简

称“河口县"，“屏边苗族自治县"(1963年7月正式成立)简称“屏边县”，

“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1985年12月撤县改设)简称“金平县"}“发展

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

称“文化大革命"等。余此类推。

．十、为了使节、目的标题简明，组织机构只用一般称谓，如“中国共产

党"、“中国农业银行"等，不用指明境内机构的具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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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南部，东经101。47’～104。16’、北纬

22。267"-24。457之间。东接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北靠昆明，东北连曲靖地区，

西北和西南分别与玉溪、思茅两地区交界，南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毗邻。国

境线长848公里。面积32 900多平方公里，88．5％为山区。从北而南有南盘江、

红河两大水系及藤条江、李仙江横穿而过，山峦河谷交错，地形错综复杂，海

拔最高点为金平县西隆山3074．3米，最低点为河口县红河与南溪河汇合处

76．4米。全州属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由于海拔悬殊及纬度不同的影响，各

地气候差异较大，具有立体气候特点。境内资源丰富，个旧大锡闻名于世，有

色金属、煤炭、大理石、水电资源、甘蔗、烤烟、茶叶、橡胶等及香蕉、菠

萝等热带、亚热带水果，都具有一定优势；境内居住着哈尼、彝、汉、苗、傣、

壮、瑶、回、布依、拉祜等世居民族及芒人，总人口364万余人，其中少数

民族人口196万余人，占总入口的53．9％、农业人口307万余人占84．6％：

全州具有边疆、多民族、山区的特点。 ，

历史上，境内交通闭塞，农村经济发展不仅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也落

后于本省较先进的滇池地区，红河以南差距更大。农业生产长期以粮食作物

为主，耕作较粗放，边疆县和内地县的山区基本处于刀耕火种，生产水平低

下。内地县农村约在明朝中期以后，边疆县农村迟至清代，才出现赶街式的

集市贸易。经过缓慢的发展，赶街地点逐渐增多，规模不断扩大，街期间隔

时间缩短，许多街场最终演变成为集市。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市场贸易的出

现相适应，在经过漫长的以物易物之后，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货币才开始出

现。从明万历起至清初，主要是贝币、银两并行，起初以用贝居多，后来变

为以用银为主，贝和制钱为辅，最后废贝行钱。清朝基本上是大数用银，小

数用钱，极短时间用过票钞，清末才出现银元和铜元，同时外国银元和越南

纸币开始流入。中华民国时期“改两用元"，经历了以银币(银元、半开)、纸

币(富滇币、法币)交替为主币，以银毫、铜元、镍币、小额纸币为辅币的

硬通货与纸币并行、中外货币混用的局面。纸币基本上是在红河以北地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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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红河以南除少数集镇外一直使用硬通货，偏僻农村以物易物则延续至20

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过禁用银元和外币，人民币成为唯

一合法的货币。
’

在自然经济状态下，农村民间借贷很早就已发生。至迟在明万历年间

(1573～1620)已有民间典当。从事金融活动的机构出现却比较晚。清咸丰年

间(1851一--1861)临安府城和弥勒县城开始出现当铺。中华民国时期，赊会遍

及城乡，民间借贷渐趋活跃，有息借贷明显增多，利率也渐高。民国21年

(1932)农村出现个别的小押号。．民国28年(1939)，云南富滇新银行、中国

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云南木棉贷款银团驻境内机构，首先在蒙自、开远、建

水、曲溪、石屏、弥勒等县农村，向依法组织起来的农户发放农业贷款。此

后农贷机构此起彼落，总的呈下降趋势。民国31年(1942)以后，仅有中国

农民银行和部分县的合作金库及农村信用合作社继续贷放，不仅面狭、额小，

而且贷放实力也逐年减弱，至1949年已处于停顿状态，农村信用合作社不宣

而散。 +．一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农村金融业的发

展出现了曲折和反复，它既有同整个金融业一样的共性的一面，又有其特殊

性的一面。现分述如下： ．

(一)1950年，中国人民银行蒙自办事处及各县(市)支行相继建立，派

出农村流动服务组，开始办理储蓄和农贷业务，标志着境内社会主义农村金

融事业的发端。1951年，开始建立农村营业所；银行以主要力量开展农村金

融工作，分批开展禁用银币、外币，推动人民币下乡，逐步建立和扩大人民

币信用；配合减租退押等中心工作，贯彻“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

发展生产’’的方针，及时发放农贷，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1952

年9月，开始指导组建新型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内地县至1954年基本上实现

按乡普设信用社，边疆县1956年普遍建立乡信用社，作为国家银行在农村的

助手，从而组成了广泛的农村金融网，使农贷发放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改观。通

过货币吞吐和信用业务的开展，为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对农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发挥了积极作用。从农村信贷工作来看，1955年以前，主要是对个

体农民贷放，解决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资金需要。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农

业生产合作社至人民公社建立后，用于兴修水利、添置农机具、+平整土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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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再生产的资金贷款逐渐增多。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高潮中，农村金

融工作受脱离实际的瞎指挥、浮夸风的影响，银行搞大存大放，贷款项目多，

金额大，效益差，造成信贷资金的部分浪费和损失。蒙自、建水、个旧、金

平、红河等地银行，在农村动员群众将持有的金、银卖给银行，变死宝为活

宝，增加储蓄存款，强迫收兑了部分民族地区的银首饰，少数民族妇女对此

反映强烈，要求退售。1961年"'1962年，对强制收兑的民用银首饰进行清理，

将银行库存银饰品进行整修、洗刷，不足部分另外组织加工，按原出售清单

的数量、价格退售给群众，对不要求退回首饰的，每两补给差价3元，挽回

了不良的政治影响。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银行一些合理的信贷

原则和规章制度，被当作“管、卡、压”，横遭批判，有的无法坚持。宣传储

蓄“功在国家，利在自己"被指责为宣扬。公私溶化论"，储蓄存款利息被说

成是“不劳而获”的“剥削"，造成农村储蓄存款长期徘徊。随着“农业学大

寨’’运动的开展，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信贷自主权，使信贷资金遭受部

分损失，还留下“农民种田，银行拿钱”的不良影响。 。

(二)境内中国农业银行经历了三起两落的变化。1955年～1957年第一

次建行时，专区未分设中心支行，只在人民银行中心支行内设农业放款、信

、1用合作两科，实行对农村金融的领导，15个市、县除金平、红河、绿春3县

外都建立了县支行，农村营业所属于人民、农业两行共同领导，在支持农业

生产的发展，促进农业合作化的巩固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1964年"-'1965

年第二次建立时：从卅IN 13个市、县全部分设，统一领导农村营业所，对加

强农贷和农业拨款监督工作，适应农村国民经济贯彻调整方针，发挥了积极

作用。但农业银行除监督财政的农业拨款、领导信用社外，基本上只办农贷

业务，有一定局限。第三次是1979年，州和10个市、县恢复农业银行，自

1980年1月1日开业，红河、绿春分别于1980年6月和9月恢复农业银行，

仍管辖农村营业所。农业银行恢复后的主要任务是：统一管理支农资金，集

中办理农村信贷，领导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农村金融事业。各级行恢复以

来，认真贯彻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逐步实行银行自身的改革，加强企

业化管理，增强活力，出现了以下变化；一是在信贷计划管理体制上，不断

改革前进。1980年，在农村存款和农业贷款的范围内实行“存贷挂钩i差额

包干”的小包干办法，多存、多收可以多贷，比1950年"-'1979年实行统收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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