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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 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

是，坚持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以起到存史、资治和教化的作用。

二、 本志断限时间，上限一般为1911年，个别地方适当越限上溯，下限止

于1990年。

三、 因县地行政区划屡经调整，本志记述及数据悉依当时县境为准。

四、本志一般按业务分类，横排竖写。全志按章、节、目三个层次安排，从节

开始横分条目，纵述历史，顺时记述。文体为语述体。图表随文。

五、《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少数事件从发生、

发展到结果在一条内一并记述。 ‘

六、 本志以详近略远、详异略同，反映县金融的历史与现状，力求表现地方

特色，行业特色和时代特色。

七’、．j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

八、 货币及其计量单位，建国前悉依当时规定随文写明币种，不折合现制。

建国后一律按1955年发行的新人民币折合记述。 ，

九、 称谓、行文、注释、数字用法、度量衡等均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等七个单位1986年12月31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试行规定》使用。

十i j历史纪年，建国前用历史朝代纪年，历史朝代纪年第一次出现在各章

时括注公元纪年，民国纪年以章为单位注公元纪年，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引

用历史资料须保留其原纪年年号时，则在括号内注出公元纪年。

十一、 名词、术语需用简称时，每章初次用全称，以后用简称。地名、牌名、

称谓有变更者，初次在括号内加注今名今称，以后从略。使用业务语言时亦然。

十二、 本志资料除各金融单位提供外，采自各级档案馆(局)，各部门及有

关报刊、图书调查资料。使用时均经考核，故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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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宜宾县位于岷江、长江交汇之地，为川滇门户，交通称便，历为物资集散重

地。清末的宜宾县城(今宜宾市)已是川、陕、滇商帮云集、商贸繁荣的城市。横江

镇商船驮马络绎不绝。金融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应运而生。为适应商品流通、

货币汇兑、方便商民存贷款，诸畜帮在县城、商贸场镇开设票号、典当铺数十家，

金融业初具规模。

辛亥革命后，宜宾城政局动荡。军事活动频繁，驻军几度易帜，富有商贾是筹

饷敲榨对象。陕帮商人门玉廷等率先撤当离县。民国4年重庆商办聚兴诚银行

来宜设分处，开业仅半年，因受护国战争影响而停业。商帮票号先后歇业者不少。

据民国9年商会统计，川滇江帮票号先后歇业13家，影响了宜宾金融业的发展。

民国9年，宜宾防区制趋于稳定，金融业有新的发展。重庆商人熊绍卿来宜

开设同生懋、聚源长钱庄后，至民国22年底防区制崩溃，县城先后开设钱庄银号

21家，其中驻军庄号4家。各庄号拥有资金数万元；银行有驻军的中和、裕通和

国民政府的中国银行办事处。还有新兴起来的商业字号，储蓄会多家亦兼营汇

兑；吸收存款等金融业务。宜宾金融渐形成以银行钱庄为主体的金融拙但驻
军主宰了金融大权，私设造币厂，大肆铸造伪劣银铜币投放市场鱼日混珠，商民

深感棘手。驻军行庄滥发地方钞票，各种货币币值升降无常，全凭驻军之规定，币

制紊乱，国家金融法规被破坏。驻军行庄以枪杆为后盾，对防区金融实行垄断，非

法牟取暴利。二十四军宜宾征收处长刘文彩投资10万元开设义和银号，不到两

年即牟利100万元。还在成都、上海等地设分号。商办庄号受其垄断，多开业不

久即歇业，防区制崩溃时仅廉记、全美两家幸存。

民国24年川政统一后，整饬金融，收兑了地钞，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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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币为合法货币，币制划一遂使。同时撤除了驻军行庄，由中国、农民、省行等国

家政府银行在宜设分行处。为谋求农村经济的发展，这些分行处在农村大力发展

农村合作金融。全县乡村较普遍地建立无限责任信用合作社。到民国28年，全

县发展到130社础员7016户，股金法币162Q4元。其时宜宾县已形成了以国家

政府银往巍主体，商业行庄及信用合作社为补充的金融体系。城乡金融网点密

布≮走土了国家金融轨道。发展农村合作金融是_创举’，对活跃农村经济起到了

一定作用，给予了高利贷盘剥沉重的打击。但缺乏办社的坚强领导力量和经营管

理办法，多数社开业不久即歇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战节节失利，沦陷区工商业内迁来宜，骤使宣宾经济繁

荣起来r巾央、交通国家银行及省内外商业银行、公私保险公司纷纷来宜设分支

机构。民国30年按国民政府公布的《县银行法》建起了宜宾县银行。并先后在横

江、白花、观音、蕨溪场镇设办事处。据民国34年统计，宜宾县城有中、中、交、农

4国家银行，省、县地方银行，美丰、聚兴诚等商业银行7家，宜丰等钱庄2家，行

庄共25家，保险公司18家．以及四联总处．邮政储金汇业局等金融机构。民国

33年6月份25家行庄共有定期存款法币313万元，活期存款法币3017万元。

民国34年4月份22家银行(缺中央行)共计有存款法币4．2亿元。同期20家银

行(缺中央、省行)汇出法币113953万元，汇入法币98597万元，此时为宜宾地方

金融极盛时期。

抗日战箭胜利后，外地商品源源涌进，物价猛跌，宜宾城市工商业大受冲击

纷纷倒闭。据民国36年统计，商店作坊比民国33年减少1200多家。商业萧条，

金融业不景气，银行迁走3家．歇业3家。

民国36年内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支付与日俱增的庞大军费，大肆

发行纸币，酿成通货膨涨。货币急剧贬值，当局不得不两易币制，图谋稳定币值，

挽救面临崩t溃的金融业。但不能节制货币发行量，只不过是扬汤止沸。金圆券发

行10个月竟贬值为1／5亿。国家货币失去信用。城乡商店、机关团体趁机擅自

发行货币(流通券)，破坏了国家金融市场，进而演成以物易物的市场交易。工商

业大受制约而清淡。宜宾金融业也难以应变。商业行庄纷纷歇业。宜宾解放前

夕，只剩聚兴诚等4家银行。国家政府银行也只限于收兑发行货币，存储汇贷业

务难以开展。

建国后，党和政府即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的金融业，接管了在宜宾城的原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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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银行。1950年1月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宜宾专区中心支行。先后在县境横汪、

白花等场镇建立起．8个营业所，整顿了金融市场，限期收兑国民政府发行的银竞

券。并明令停止使用银圆，发行了人民币；以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并按政务

院颁发的《关于实行国家机关现金管理的决定》，人民银行对国营公司、合作社、

机关团体实行现金管理，有计划地投放货币，稳定了市场物价。-’澍船韵商韭行庄

实行利甩与改造，允许其在人民银行许可范围内开展业务活动，1951年各商盘

行庄就进入公私合营纳入人民银行。取缔了城乡高利贷剥削，城乡金融业务统一

由人民银行承办。人民银行发放贷款以支持工商业、农业恢复和发展生产，救济

穷苦人民生活j：为恢复国民经济起了一定作用。

1952年1月建宜宾县支行，原县城区已划置宜宾市，宜宾县成舅农监端设
农村金融为主。按行政区划建起人民银行营业所，乡建农村信用合作社。到1954

年实现一区一营业所，1956年实现乡乡有信用合作社。入社户100924户，占总

农户70％。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宜宾专区中心支公司在各区派驻保险入员；、办理

保险业务。金融业务本着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繁荣经济的方针，促进农业、手工

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走合作化的道路。农村信贷以发放农业生产费

用贷款为主，适当发放生活贷款。贷款对象以组织起来的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

社和贫雇农为主。19、56年起发放贫农合作基金贷款，实行低息、5年期限。使平

坝区15％，丘陵区20％，山区35％的贫农获得贷款，平均每户贷15～zo元的入

社基金，有力促进了实现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工商信贷蔼域支持组织

起来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向合作商店组提供加工订货经营不足的资金，保证国

营公司、供销社的农副产品收购资金，保证完成了统购统销计划，活跃了农村经

济。全县金融业呈现出欣欣向荣景象。

1957年开展了整风复右运动，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用人唯成份论，金融战

线误伤了不少有志于革命事业的同志，在重政治轻业务的倾阿申，金融业务死气

沉沉。 ’。

1958年，在人民公社“大跃进"的错误影响下，人员被精简20％，打破了行之

有效的规章制度。会计出纳工作中取消专职复核、钱帐分管。实行会计出纳合一，

记帐收付款一人清，造成严重的错款错帐。农村信用合作社归人民公社统管，人

员资金被公社任意平调，大部份社干由基层党政干部兼职，财务混乱不堪。由于

错误认为人民公社能包干社员吃穿用费，生老病死，能战胜天灾人祸，因而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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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保险业务。还鼓励大借大贷，为完成全县1800万元的借额，大放商业收购款，

将收购款转储蓄存款，竟出现买空卖空凑合储蓄款的怪现象。全县金融业处于紊

乱状态中。

1962年，全国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金融业认真执行《申国人民银行会计

出纳工作条例(草案)》和《中国人民银行会计核算基本规程(草案)。》，银行进行了

蒲硷弦，癸，纠正了错帐错款。农村信用合作社进行整社，恢复独立自主、独立经

营。明确了信用社属参加信用社的社员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组成

部份。经过整顿，全县金融业有所好转：但长期讲阶级路线、全面扶持贫穷队和

贫下中农，重政治影响，不讲求经济效益，形成国家拿钱，农民种田，贷款吃大锅

饭的局面。而且重放轻收，造成大量呆帐，导致1966年以政策性豁免了部份生产

队和贫下中农社员积欠贷款276．9万元。

十年动乱开始后，剧烈的派性斗争，搅乱了整个金融工作。1970年建立县支

行革命委员会后，金融工作基本恢复正常，在够斗私批修”、“堵死资本主义”的口

号影响下，在经济上未造成严重损失。“文化大革命’’结柬后，及时平反了冤假错

案，落实了政策，整个金融从伍又溶为一体，推动着全县金融事业向前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金融业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搞

话的政策。金融业务逐步实行专业化，先后建立起建设、农业、工商专业银行的县

支行。一恢复了保险业务，建立了县支公司。为适应城镇工商业发展建立了城市信

用合作社，形成了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专业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为主体的金融体

系。县人民银行逐步担负起全县金融业的领导与监督管理的职责。各专业银行、

保险公司由事业性能转为企业性能，农村信用合作社改官办为民办，坚持信用合

作社的合作金融性质。

信用合作社恢复和加强了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业务上的灵活

性。全县的金融业有进一步的全面发展，各项金融业务跨上了新的一个台阶。

改革开放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搞活了商品流通，货币流通逐年增长，

1979年末全县货币流量为776-3万元，人平7．58元，1990年末增长为11508万

元，人平124．42元。县人民银行改进了现金管理，执行了人民银行总行《关于放

宽农村现金管理的通知》及国务院公布的《现金管理暂行条例》。有计划地投放货

币，及时组织货币回笼，对稳定市场和物价起了作用。随着国民经济总产值的增

长，现金收支相应地增长，1979年现金收入总额5162．9万元，支出5326．o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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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1990年现金收入总额增长为28472．2万元，支出总额增长为29522j 4万元。

信贷实行统一计划与企业自：筹资金并行，改普遍扶贫的作法为择优扶持、重点扶

持，充分发挥了贷款的经济效益。1982年发放多种经营贷款405万元，使全县多

种经营产值达12414万元，涌现专业户、重点户3万余户。1987年发放扶贫贴息

贷款22458户，重点扶持了9269户，贷款124．85万元，使极贫户脱孽贫。先后发

放企业扶贫贷款962万元，搞活了33个企业。为适应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摘碍辅
品流通，1979年末贷款投放余额5166．46万元，1990年末余额增长为29588．8

万元。但在信贷工作中提倡超前消费，办理购买高档商品、建买房屋等贷款项目，

1988年出现投‘放失控，助长抢购风，物价波动。为扭转这种局面，大办了储蓄，城

乡增设了储蓄网点，增办各种有奖储蓄、保值储蓄，储额逐年递增。19裆年储蓄

总额638．7万元，1990年增长到15172．6万元，为全县建设事业提供了资金。保

险业务自1981年恢复，由人、农两行代办，重点办理企业财产保险，1985年建县

支公司后，增办各种人身及财产保险，并拓展到城乡各个领域，1985年农村财产

险投保户52509户，1990年增到130989户。保费收入、赔款，1985年分别为；：3＆

24万元，20．01万元，1990年分别增为434．91万元，162．9万元，使全县在遭受

灾祸损失时有了补救的保障。

宜宾县的金融业是在曲折的道路上起伏发展壮大起来的，民国时期迭遭兵

祸，仅抗一日战争期间繁荣过●时。农村合作金融一瞬即逝。建国后40年中．金融

业在不断地发展壮大一尤以合作金融发展较快。总的说来全县金融业受政治运动

影响不大。

：改革开放以后，金融业更加蓬勃发展，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更好地发挥着

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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