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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会昌县金融志》问世了。这是我县金融史上的一件大喜事，，全

县金融战线的干部职工无不为这部志书的印刷发行而欢欣鼓舞。。?曩’
’’

这部志书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观点鲜明，l重点突出，。体例合符

志书规范：j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尹。1：；I党的十二届三中

全会精神为指针，根据编篡社会主义新志的原则，坚持辨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记叙了会昌金融工作起始：发展和变化的情

况。
。一 ： + ’： ?

我县的金融业始于1869年，迄今有116年的历史二其业务范围，．

从当初经营简单的典当，汇兑和存放业务，发展到如今发行货币，管

理国库，建立金融市场，，开展保险等诸多的业务门类≥业务机构，从

当初屈指可数的当铺、钱庄、金银店；发展到现在遍及城乡的信用社J’．、

营业所、分理处，储蓄所，保险公司、银行等多种金融组织。
’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金融体制也进行了有效的改

革，至今，初步形成和确定了j个以中央银行为中心，专业银行为主

体，多种金融机构分工协作的金融体系。这些在志书中作了详尽的反

映。因此，这是一部金融工作的资料书。 ，

这部志书，文字简练，结构紧凑，逻辑性强。志书采用述、记，

志，图，表，录的形式，布局合理，详略得当，尊重历史，更注重现

实，重点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县30多年来的金融事业发展历程和

工作成就。这些都将给广大读者，尤其是对金融工作者起到较好的宣

传教育作用。所以，这又是一部具有实用价值，且可借鉴的金融专业

工具书，教科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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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志书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我县近百年来金融工作的兴衰起伏，

发展的概貌。志书一方面记载了全县金融部门在党政领导下所

巨大成就，一另一方面记录了金融工作遭受的挫折和工作失误，

分地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金融工作者，特别是金融

导同志，．通过阅读这部志书，可从中吸取许多宝贵的经验，对

金融工作的决策水平，指导和推动当前的工作，，无疑具有积极

的作用o，．r 一．

· ，，

”

部志书经过了采访调查，·收集资料，整理编写，修改审定几个

段，脱稿后，反复征求了意见，经过了多次讨论修改，最后定

30节约8．5万字。． ，，⋯

了编写好这部志书，中国人民银行会昌县支行负责牵头，于

10月，组建了由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

司等单位领导同志，共同参加的《会昌县金融志》编篡领导小

成立了《会昌县金融志》编写办公室。

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和关心，赣州地

志办公室，会昌县志办公室和县属有关部门，都给予了大力支

金融志编写办公室的几位同志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谨向

示诚挚的谢意l ，

．_

前，金融体制改革正在日益深化拓展，金融工作，呈现出一派

然，篷勃发展的新局面，全县金融战线的职工，今后要继续改

新、开拓前进，进一步发扬拼搏精神，不断把我县的金融工作

的阶段。为振兴会昌经济，促进四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 胡 海⋯平
’

一九八七年十月七日·



．凡。 一．例

一，《会昌县金融志》(以下简称本志)，是人民银行、工商银

行、_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等县支行和保险公司五家合编的。本志上限

起于清同治八年，下限止于公元1985年底。全志设11章30节，包括序

言，概述、大事记，后记约8．5万字。 一

二、本志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实地记述了会昌县’116

年来的金融史实。本着详今略古原则，着重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全县金融事业发展情况。有关数字，有系统总计，也有按行，司

列的，以便各家窥见自身发展之一斑。

三、称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后，几家银行’

行文列表时，为简化起见，人民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

行，分别简称“人行"， “工行"， “农行’’，，“建行”。

四，本志所述裕民银行会昌办事处是江西省银行会昌县办事处前

身，并非两个单位。

五，人民银行，农业银行曾两度分设。1964年因分后不久又合

并，故该年有关数字未分人、农两行统计，统在人民银行之内。

六，本志有关金额单位．建国前的按原资料照列，建国后1955年

前的，为保持历史原貌，多以旧人民币币值照列，或文后注有新币或

旧币字样o
‘

七，有关工商信贷业务，因银行统计历来不统发生额，故志书中

列的是年末余额。农业贷款发放收回分年数字，因机构合合并并，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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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散失，志书中无法全面反映发生额。

八，建设银行和信用社与银行是往来关系，现金和存、贷业务，
： ‘，

只在其本身反映。除建行贷款统入系统贷款总额外，其余均未列入系

统总额，以避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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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_。“。’‘述’

会昌，清同治前，金融业无稽考。：自同治八年有当铺起，至公元

1985年，历经116载，而有银行，仅52年o~． ，一 ．o，·

会昌人民，在无金融机构的岁月里，交易结算，资金融通，均感

不便。人们每逢手头团窘，全赖民间借贷。旧时的民间借贷有两类八

式：两类，即有息和无息。’八式，是借钱还钱，借物还物，借钱还

物，借物还钱，信用借款，抵押借款，邀会，标会。

．．．民国20年(1931)，．筠门岭曾有过两家苏区银行。但时值国民党

对苏区频频发动鬈围剿”。l，苏区银行来不及组织资金，支持生产，遂

撤转他处。 ．i ：

民131年(1942)，筠门岭建有交通银行办事处。 民国28年

(1939)，江西裕民银行始于县城建立办事处，办理存，放，汇业

务。这对当时县城商业发展，沟通埠内外物资交流，起了一定作用。．

但因其服务对象，囿于官绅富商，对生产者和小商贩，’甚少直接发放

贷款。因而，它虽历时10载，÷对会昌生产与流通，’并未起到应有的扶

持与促进作用q’。． ，

。

I，．～ ，j

．

民国29—31年(1940--1942)，．日本侵略者，侵吞我大片国土，

为避战祸，各地商贾云集边陲一筠门岭。使该镇商业与金融，．一度甚

是繁荣，商店多达440余家，日交易额达百亿元(法币)。银行，钱

庄，合作金摩、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亦达7家之多。但商业与金

融业务，均垄断于客商之手。1945年日本投降后，．其繁荣，则随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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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消失。

1949年8月28日，县人民政府秘书长陈英奎，代表政府接收了江

西省银行会昌办事处(即前裕民锟行办事处)。1950年1月1日，中国

人民银行会昌县支行成立。11日设立金库。5月1日，保险公司会昌银

、 行代理处相继成立。1951年9月至1952年10月，金县8个区全部建起了

银行营业所o 1952年3月，于水东乡办起了全县第一个信用合作社。

1956年，实现了乡乡有信用社，1958年，乡乡有银行。1979年起，随

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农业、工商，建设等专业银行，先后恢复或

建立。中断达20年之久的保险机构，亦随之恢复。人民银行脱离具体

业务，行使中央银行职权。1985年止，．全县有银行县支行4家，储蓄

所9所，营业所19个，信用合作社县联合社1个。乡(镇)信用社21个，

信用分社7个，信用站27个。保险机构，县有支公司，县属大单位及

乡镇，有代理处或代办所。至此，整个金融系统，机构遍布城乡。拥

有干部295人，经营项目齐全，汇兑可通全国。

银行，是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运用货币流通规律，掌握与调控

市场货币，是银行的重要职责。会昌，1927年前，市场流通之货币，

多是制钱(即铜钱)，铜元，银元，银毫等铸币。从筠门岭两批出土

古钱说明，早在西汉时，．就使用制钱。。铜元，在会昌流通较多的是

“光绪元宝"， “大清铜币"，及国民党政府所铸之铜元。清末，会

昌始用银元。市场常见之银元，有“鹧洋"、 “香洋”， ‘‘-光绪元

宝，，、还盛行“袁世凯"， “孙中山"头像洋，以及日本龙洋等。

会昌最早使用的纸币，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政府发

行的纸币。1934年10月前，．市场多是苏区纸币和铸币。红军北上后，

市场使用的纸币是中央银行之法币。亦有中国、交通、建设、农民，



裕民银行发行的钞票。民国30年(1941)发行“关金券’’，1元关金

券抵法币20元，与法币在市场并行流通。国民政府，为满足庞大的军

政开支；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抗战时期发行的纸币，比战前猛增了47

万倍，物价猛涨T492万倍。通货膨胀政策，不但劳动人民深受其害，‘

工商业者也损失惨重，甚至破产倒闭。据县城老商家回忆： “当时纸

币，早上是钱，晚上是纸，去广东购货，使用纸币，餐馆辞食，旅馆

拒宿。县内交易，也拒用纸币，自发恢复银元．银毫，铜元结算，，。

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生活负担之重，连银行办事处职员亦悲叹：

“前途不堪设想"o 一 一7

1948年8月，国民政府，企图用币制改革办法平抑物价，7改以

“金圆券"为本位币。规定I元金圆券抵法币300万元，‘并宣布停止法

币流通o 、 ·

．‘-

建国后，1950--1951年，在县委，县人民委员会领导下，县，区

先后成立了禁用银元委员会，开展了货币斗争。人民银行一面收购银

元及金银制品，一面配合农贷发放，农副产品收购，及兑付苏区公债

发行人民币o j

1955年3月1‘日，会昌和全国一样，发行了新人民币。按1：1万比

价，收回旧人民币88．85亿元。从而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物价稳

落，币值上升，人心安定。

1958年，因“左刀倾思想泛滥，使生产，建设比例严重失调。银

行合理的规章制度被革除，出现了信贷失控，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现象。

但国家迅速采取了调整生产，回笼货币，控制投放等果断措施。中共

中央和国务院，又于1962年向各级党政发出了“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

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六条决定。不到一年时间，出现了



生产协调，物资丰富，市场繁荣，物价稳落，币值稳定的好形势。银

行信贷，现金管理和结笋冬律，粤同畸学到和登。
， ‘_

1966牟-“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金融机构撤撤并并，规章制度
。

批得无所适从，会昌金融蒙难lO年。 。．

1976年结束了10年动乱局面，进入了安定团结搞“四化"的新

的历史时期。金融系统工作，也得到了拨乱反正。1980年以来，在改

革浪潮的推动下，各家银行业务迅速得到发展，1985年底，各项存款

余额达8842万元，比1950年5．2万元增长1700多倍；比1980年1517．3

万元增长5．82倍。其中储蓄余额是36年来最高的一年，达931万元。

比1957年46．9万元增长19．85倍，比1962年19．3万元增长48．2倍，比

1970年的22．6万元，1975年52．9万元，1980年183万元，分别增长

41．19倍，17．59倍和5．1倍。

随着生产和改革的深入，各项贷款亦大幅度增加。1985年底，贷款

总余额达9243万元，比1950年1．2万元增长7702．6倍，比最高年份1983

年4270．8万元增长2．16倍。其中：工业贷款2250万元，是历史上最高

的1年；农业贷款725．2万元，比1950年0．7万元增长1033倍，比1984

年671．3万元增长8．2％o

通过贷款促进农民走上了组织起来和科学种田的道路。1985年

底，全县有大小水库(包括25个水电站)74座，排灌机械131部，计

2031匹马力，灌溉面积21．5万亩，占总耕地面积31．55万亩的68．18％。

其中：旱涝保收面积21．4万亩；拥有大小拖拉机495台，计8317匹马

力；半机械农具32352部。加上积极推广良种，科学施肥，合理密

植，粮食产量得到了较快的增加。1985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2．1515

斤，比1950年增长2．5倍o

· 4 ‘



n 建国前，会昌工业比农业落后，全县只有一家小碾米厂，和一些

小手工业作坊。建国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1985年底，全

县已办起了国营县属厂，矿企业21个，集体工厂9个，乡办农具厂14

。个。还有省属林场，’垦殖场、盐矿等。它们在银行的支持下，家底越

来越厚，生产能力逐年增强，1952年至1985年34年中，共实现工业总

产值4．14亿元。1985年底拥有固定资产净值4720．6万元(其中：全民

3288．8万元，集体1431．8万元)；，拥有动力机械能力14793-碰a生产

技术上，既能加工，，修配，又能制造机械设备。
‘

， 由于银行贷款的支持，会昌商业蓬勃发展，网点遍布城乡，市场

日益繁荣。特别是贯彻“开放，搞活"政策以来，国营、供销、，合作

商店、个体商业，互为补充，互相竞争。大街两旁，摊点林立。．1985年

统计，全县日销售额达5379万多元。

，36年来，全县工商企业，在完成生产和流通任务过程中，注意了经

营效益，向国家上交了税利8129．9万元，为支援国家建设作出了贡献。

为了支援社会主义建设，1972年至1985年，建设银行对70多个基

建单位，一百多个基建项目办理了拨款2926．6万元。其中：重工业部

f-]539．4万元；轻工业部门1067．1万元；农业部f7 805．9万元；商业、

粮食26．3万元；建筑安装15万元；邮电运输10．5万元；文教卫生74．9

万元；．城市建设20万元；其他367．5万元。．石壁坑水电站、原化肥厂、

现农机厂，化工厂，酒厂、_中，二中，地震台，县城水泥街道、水

西、黄坊两座大桥，盐矿、稀土矿等工程，均通过建设银行拨款监督

建起来的。1979年N1985年，建设银行开办了小型技术措施、信托、

委托、土地开发、商品房、流动资金等贷款。贷款余额，1985年达

93．8万元o



会昌县保险事业建国后得到很大发展。：为了保护农业生产，建国

初期，保险公司把耕牛保险当作头等大事，．1951-二--1952年，．承保耕牛

达7128头和8205头。还开办了生猪、‘船舶、火灾‘人寿保险。人民公

社化后，保险事业被认为已无必要而停办。至1980年9月恢复代办机‘

构，重开业务。1984年3月，恢复保险公司会昌县支公司。恢复机构

后，业务发展迅速，至1985年止卜险种扩大到14种，投保金额达9259

万元，保费收入90．4万元，处理大小赔案669起，’赔付金额83．2万。。

1985年，会昌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暴风灾害。据统计，除1月10

闫外，月月均有程度不同的暴风灾害，特别是5月15日，灾害遍及城

乡，县城尤甚。宾馆院内大树、转鼓厂厂房、百货公司仓库围墙被风吹

倒； “会昌剧院"四个铁皮大字被大风掀飞、J岚山岭电视差转台遭雷

击坏；县城及附近电线扯断；不少城乡居民住房瓦面被掀翻。仅此项

灾害理赔就达157起，赔付金额12．7万元；占金年总赔金额35．15万元

的3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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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合作社，是国家银行的有力助手。。30多年来，在组织资金，

支持生产，解决社员生产生活困难，打击高利贷等方面，起了很大作

用。1985年底存款余额达780万元，’占其金年贷款发放数919万元的

84．78％。存款余额中，社员个人储蓄达644万元，占几家银行储蓄总

余额的69．28％。随着自有资金的日益雄厚，信用社贷款能力，由对社

员个人到对生产小队贷款，扩大到今天对工、农，商业的大额贷款。

贷款用途，也由过去限于一般生产生活贷款，扩大到支持集体或个人购

买大型农机，运输、加工设备贷款及租赁业务。1985年底，各项贷款

余额，由1954午的22．2万元，上升到385．9万元。自有资金由1952年

0．72万元，上升到62．37)-元。其中：股金35．7万元；公共积累14．1万



元；视同自有资金12．5万元。

． 36年来的金融_72作，除普及自身机构、管理货币、管理金银、办

理结算，组织资金，支持生产，支持流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外，还

代理国家管理国库收支，公债和国库券收兑，对农村社队会计辅导，

也作出了贡献。 j ’， 一’i。+，

在长期的实践中，金融工作，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也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教{：111。最根本的经验是：一，金融事业的发展，取决于党和

政府的正确领导；二、业务发展，取决于生产与商品流通的发展；

三、工作效益，取决于金融干部的素质与工作作风、工作．方法。主要

教训是卜管理资金上，较长时期停留在行政权方和剞摩监督上，’缺乏

用法律的和经济的手段管理经济的方法。结果是牵涉面广，矛盾集

中，管不胜管，资金效益不佳。如商业部门“有问题商品”损失近百

万元；工业部门质次价高产品，也损失很大；农业贷款，一度只顾需

要，勿视效益，不少贷款收不回来。全县豁免和核销1961年和1978年

以前两次1日农贷72．73万元。这一方面，体现了党对农民的关‘陌，而

另一方面，客观上使国家财力遭受了损失。也反吹了金融工作上的问

题。 』， ’， ：

·，：

会昌，地处闽、粤，赣三省边陲，气候温暖，土地肥沃，林地宽

广，矿藏丰富。今后；会昌金融，在党的“开放搞活”方针的指引

下，支持生产的重点，应放在“农、林，’矿"三字上。可以预言，会

昌的农林业生产得到充分发展，矿藏得到盔分开采之日，就是会昌人

民脱贫致富，金融业更加兴旺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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