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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南彝族自治县金融志》，作为一部再现路南金融所

走过的光辉而曲折道路的书，就要和大家见面了，这是路南

金融界的一件大事。
。

‘

以银行为主体的现代金融业，是商品货币经济不断发展

的产物，马克思说。 “银行是二个绝妙的机关。一其所以

“绝妙，，就在于以其特有功能通过信贷，结算、现金收支、

外汇收支等业务活动，把社会上暂时闲散的资金集聚和动员

·起来，形成强大的资金力量，按国家发展经济的宏观决策，

用于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变闲置资金为有用资金，化消费

基金为建设基金，从而对社会生产运动进行有效的调节和控

制，支持国民经济持续，协调稳定的发展。

路南金融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

简单功能到多功能，从一般管理到科学管理的过程。解放四

十多年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南的金融工作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金融机构遍布全县乡(镇)办事处，为民
‘

族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建设，为全县人民的生活作出重大贡

献。1950年存款余额50万元，贷款余额1万元，到1988年存款

余额巳达7006万元，增长139倍，贷款余额达4．679万元。

《路南彝族自治县金融志》是路南经济发展的缩影，对于全

县干部、职工无疑是一本值得阅读的保存的历史资料，对于

关心路南和希望了解路南的县外友人，或许能透过《路南彝

族自治县金融志》这个窗口，领略阿诗玛故乡这块神奇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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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作的同志，肩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业的使命，在这方面，没有现成的模式，希望不断

，开拓前进，努力探索，愿全县金融系统干部职工

聪明才智，创造更加美好的现实，为彝乡的振兴发

和热。

路南彝族自治县常务副县长
’ 董利华 ·

一九九零年十一月十七日



凡 例

一、《路南彝族自治县金融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理论，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实事求是地记述路南县金融业的发展史。上限以追溯到有据

史料为止，下限为1988年。

二，本志结构为章，节标题以外的分层序码“一二三，

1 2 3一。

三、本志第一次出现的机构写全称，重复出现的用简略

语，文中“中华民国时期秒(1949年9月30日以前)略为“建

国前扫，“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年lO月1日>以后”，

略为“建国后胗，“路南彝族自治县"略为。路南县修。

盘中国人民<农业，工商，建设等银行>"略为“路南县x

×银行"，“信用合作社力略为“信用社’’，“中国共产党

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略为“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

四，文中货币一律以人民币新币计。

五，文中数字，年、月、日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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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路南彝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东部，总面积1725平方公里。

东北与陆良县接壤，西部和北部与宜良县相连，东与沪西县

为邻，南与弥勒县毗邻。隶属昆明市。距昆明市117公里，昆

(明)那(发)公路过境，路(美邑)江(底)公路，至

(豆黑村)沪(西)公路从境内起点。

县辖石林，鹿阜两镇，北大村、路美邑、板桥，大可、

维则、圭山、亩竹箐、西街口八个乡，90个办事处，1个居

民委员会、348个村民委员会，563个生产合作社，总人口

196．858人，彝族占总人口的31．3％，汉族主要居住在鹿阜

镇，路美邑、板桥，大可四个乡镇。彝、苗、壮大部份居住

在圭山、北大村、西街口、维则，亩竹箐、石林镇五个乡

(镇)。县人民政府驻鹿阜镇。

路南县，气候宜人，自然资源丰富，特别是以被誉为

盘天下第一奇观一一一石林为主的风景名胜资源闻名于国内

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路南县仅有一个官办的银行和

官商合办的“合作金库"。它是为官商发放高利贷服务的，

贷款利息月息高达一分。其次私人的高利贷盛行。抗日战争

前以货币借贷为主。‘货币贬值以后借贷转为粮食、菜油实物

为主。抗日战争前的利率一般为月息40％一50％，后逐年增

加，解放前夕曾出现100％的利息。发生借贷时间多在旧历

五至六月。九月以后大春收割就要赔付本息。实际使用三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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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月就要付一年利息。当年赔还不清要利上加利，称为

“母子息弦。最残忍的高利贷是放谷子钱，秋前以货币借

出，‘秋后以实物赔还。放债时先扣回利息，如每百斤谷子市

价100元，只付给50元，秋后要全赔谷子。国民党政府统治时

期物价一日三涨，往往一石谷子钱拿到市场上只能买二至三

斗粮食。解放前虽然各村都有积谷，由全村农民聚集在生

产生活困难时，低息借给本村农民，是民间储粮备荒的好办

法。但由于管理仓库权利转到地主阶级当权者手中后，公仓

积谷成为放高利贷的资本。公仓利息低，当权者凭借手中的

权力低息借进，然后高利放出。加之管理人员贪污造成亏空

又要全体农民聚谷矗填仓弦，本属储粮备荒的好办法，结果

变成农民身上的一根绳索。

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军费支

出剧增，财政赤字一月高过一月。国民党政府解决赤字的办

法就是实行盔无限制的通货膨胀和无限制的物价高涨玎政

策。1948年以后又滥发纸币(金园卷)，市场上纸，硬币混

合流通，货币的币值朝夕多变，广大劳苦人民在货币的贬值

中常常导致破产，生活陷于绝境。特别是金园卷泛滥，群众

在商品交换中拒收，市场流通以银元搿半开为主弦。

1949年7月12日，成立路南县临时人民政府。1950年5月6

日改称路南县人民政府。1950年3月，相继成立中国人民银行

路南县支行。同年6月10日，接收“县合作金库"和“县银

行一：县人民银行成立后，在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下，各

有关部门协调配合，采取各种措施到1951年2月全县禁止银

元半开在市场上流通，统一使用人民币。从此结束了国民政

府遗留下来的货币混乱的历史。 ．



1950--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县银行工作重点，．主

要根据1951年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农村金融工作

会议提出的“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

的方针。县人行除组织流动服务组深入农村外设立了禄丰

村、板桥两个集镇的营业所。在农村开办了耕牛保险，在城

区粮食、贸易等部门试办了财产保险及简易人身保险。一是

发放个人生产生活贷款15．7万元，帮助贫雇农和下中农恢复

和发展生产、并限制农村高利贷的活动。在当时的农业贷款

中贷给贫雇农约占70—80％，贷给下中农的约占20—30％。

贷款主要用于购买耕畜，小猪，种籽，小农具，口粮等生产

生活资料。二是发放周转性贷款，用于帮助农民推销农付产

品，活跃农村经济。广大农民由于有银行的贷款扶持，农业

生产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生活有所改善，借高利贷，

卖青苗的现象大大减少。

1953--1957年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

“一五黟计划，)这一阶段路南县的金融工作主要以中共中

央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指针，围绕着实施路南县“一

五"计划的基本任务积极开展工作。银行通过各‘项业务活

动，广泛聚集社会资金，大力支持全民所有制经济发展，促

进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促进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

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加强货币信贷管理、有计划地调节货

币流通，稳定市场物价，为“一五’’时期路南县实现国民经

济计划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一五力时期县人民银行主要

运用行政手段管理现金和集中资金，全县国家机关、团体，

企事业单位的存款占存款总额66．9％，由于加强了现金管

理，存款逐年上升，1952年底各项存款金额170万元，到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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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增至1169万元，增长5．8倍，同时实行了正确的储蓄

政策，在生产不断发展，人民收入增加的基础上，银行储蓄

人员的积极宣传，努力工作，储类上除原办的定期、活期、

保本保值储蓄外，1953年起配合国家对主要农付产品实行统

购统销、促进粮食收购，增办了优待售粮储蓄。“一五黟时

期储蓄事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好势头。1952年底全县仅有城

乡储蓄余额37万元，到1957年末上升到100万元，增长1．7倍，

1954年最高年发展到187万元。

在信贷工作上“一五，，时期，城市业务，重点是支持国

营和供销合作商业的发展。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工作，一是

配合商业部门“建站核资"对商业经营单位直接发放贷款，

促其扩大购销，二是支持国营商业部门落实统购统销政策，

搞好市场供应，三是协助国营商业部门开展对资本主义工商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段时间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发

展较快，商业购进总额1952年为113万元，到1957年已增至300

万元，增长1．65倍。银行贷款从零到1957年余额为329万

元。{
+|

农村金融业务；路南县1953年完成土地改革，彻底摧毁

了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县委，县政府工作重心转移到社

会主义改造。1953年全县普遍建立了互助组。1954年试办初

级农业合作社。1955年试办了两个高级农业合作社，1956年

掀起合作化高潮，全县共办起53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

社农户占91％，新建扩建了23个初级农业合作社，参加高、

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占96．9％。1957年3月，23个初级农

业合作社转入高级化，全县实现农业合作化。全县131户私

营商业户也参加了公私合营组成了19个合作商店。686户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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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发放贫农合作基金贷款。帮助贫农解决交纳入社基

金的困难。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农民根据自愿互利原则联合起

来的合作经济组织，农业合作社的生产基金由社员以生产资

料入股的形式筹集。为了帮助贫农和部份下中农解决无力筹

措入社股份基金困难，保证农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中共中央

1955年决定由银行举办贫农合作基金贷款，期限五年，月

息4．o‰(Lt～般农贷低3．2‰，由个人负责归还。)银行共

发放16．2万元，解决了大部份贫农和下中农交纳入社股份基

金的困难，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

四是举办农业基本建设贷款。帮助农业生产合作社解决

扩大再生产的资金需要。1956年农业合作化进入高潮。针对

农业合作社初建立起来底子簿而又迫切需要添置和更新设备

以扩大再生产。国家除应用财政手段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外，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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