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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编纂地方志，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素称“盛世修志，以志资治”，

已成为古今人们对修志的共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

开放，政通人和，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值此盛世，编纂志书，是新形势下

的一项光荣任务。本县金融各家，负历史之责任，适时代之要求，联合组

织力量，编纂金融专业志，历经十度春秋，艰辛劳作，广集资料‘，现已编

纂成书，这是安福金融界的一件大事，值此，谨以祝贺。

《安福县金融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指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本着“评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记叙了本县汉代以来的货币及

明、清时期当铺、银楼的概况，详细记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安福

金融事业发展的历程和取得的重大成就。它的出版，对了解和研究安福

金融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加强本县金融部门精神文明建设，推动

金融体制改革也将起到积极作用。

1明、清时期编纂的地方志，重人文，轻经济，对金融事业的记载更是

凤毛麟角，此次编纂的《安福县金融志》，为新编《安福县志》提供了丰富

的金融史料，从而填补了旧县志无金融历史的空白，对全面地反映全县

经济发展概况也是一个贡献。
． 《安福县金融志》的编修，旨在资治、存史、教化之用，致此我希望全

县金融部门要很好地运用志书中积累的丰富史料，总结经验教训，教育

干部，指导工作，更好地发挥运用金融经济杠杆作用，加强金融宏观调

控，为振兴安福经济服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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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序 二 ，

《安福县金融志》即将出版，邀我作序，作为一名在金融战线上工作

三十多年的金融战士，实难推诿，欣然挥笔，以序祝贺。

盛世修志，古今亦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全面改革和

对外开放政策，举国上下，政治团结，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各项建设事

业蓬勃发展。在这大好的形势下，我县各行、司联合组织力量，经过数年

努力，终于编成《安福县金融志》，这是全县金融部门的一项基本建设。

纵览全志，观点正确，门类齐全，史料翔实，内容具体，结构严谨。它

记载了本县金融事业发展的基本概况，总结了各时期金融工作的经验

教训，特别着重介绍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金融部门，在当

地党政和上级行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大力筹集融

通资金，积极支持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搞活商品流通，加强金融宏观调

控，稳定市场物价，促进全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所作的贡献。

．编纂金融志是一项繁重的工程，时间跨度大，涉及资料多，参与编

写本志的同志，他们广泛搜集，反复考证，精心编写，付出了辛勤的劳

动，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当珍惜这一成果，真正发挥志书的资治、存史、

教化的作用，做到以史为鉴，指导现实工作，推动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全

县金融事业蓬勃向前发展。

刘海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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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安福县金融志》(以下简称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指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

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记述安福县金融活动的历史和现状，为本县金融事

业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

二、本志坚持详今略古，古为今用，实事求是，存真求实的原则，让

史实说话，寓褒贬于记述之中。

三、本志下限为1993年底，上溯到西汉，略述民国概况，详记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金融历史，着重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金融

发丧现状。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综合体，以志为主，文字为主，彩

图集中，表格随文穿插。横排门类，纵横结合、以横为主，以类系事。

五、本志采用历史纪年，对历史朝代称号用通称(加注公元年号)。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建国后"。

六、本志卷载序、概述、大事记，下列章、节、目、子目四档，一档一、
二、三⋯⋯；二档(一)(二)(三)⋯⋯；三档1、2、3、⋯⋯；四档(1)(2)(3)

⋯⋯。根据本县金融史实，分货币．、机构、存款、贷款、外汇、拨款、保险、
． 信用合作、会计结算、出纳发行．、代理业务、金融科研与电子微机、职工

队伍等十二章、四十六节另加附录、编后记，全书约24万字。

七、本志文字使用简化汉字，统计数字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八、本志资料来源：县档案馆、县志办、文物办、本县各银行、保险公

司档案，以及从社会调查搜集的各种文字、实物、口碑资料。

九、本志由安福县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

银行、保险公司、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邮电局组成的安福县金融志

编纂领导小组和编辑室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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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福县金融志

概 述

(一)

安福县位于赣中西部，罗霄山脉中段，东与吉安县毗邻，南与永新

县接壤，西与莲花县相近，北与宜春分宜两县交界，属井冈山老区革命

根据地。全县版图面积2793平方公里，其中耕地56．52万亩，水域10

万余亩，山地303万亩，共辖24个乡(镇)，351个村和11个街道居委

会，76664户，人口36．5万。本县历史悠久，建制于秦始皇二十五年(公

元前222年)，是江西省十八个文明古县之一。境内山青水秀，气候温

和，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素有“赣中粮仓”之称。森林覆盖率44．5％，林

木蓄积量700多万立方米，材质“甲于中南”，驰名全国。1 988年被列为

一全国商品粮和商品材基地县。但在解放前因国民党反动统治，政治腐

败，经济落后，人民饱受苦难。1949年7月本县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安福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全面贯彻改革开放政策，全县经济开始振兴，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

金融工作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

(二)

．宋末至明初，本县城乡资金融通，主要是民间借贷，其形式通过商

一号放贷、邀会、义仓放粮，当时境内流通以铸币为主，铸币又是白银铜钱

并行，民间交易时，大额用银，小额用钱。清朝本县银楼、当铺风行，县城

及洲湖、洋溪、寮塘等大墟镇都普遍设立，清光绪年间平都镇建立“义孚

源”当铺，规模较大，兼营借贷。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全县金融业逐步

兴起，民国十七年(1928)3月县邮政局开办邮政储金(存款)、汇兑、保

险业务，为本县第一家开办的金融业。在此期间，苏区金融有了发展，民

国二十一年(193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工农银行安福代兑处成

．立，全县普遍建立农村信用合作社，为支持革命战争，粉碎国民党经济

封锁，帮助苏区人民解决生产生活资金困难，起到了积极作用。民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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