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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伦旗金融志》的编写工作，在上级行和旗政府的领导下，

在旗志办的指导帮助和各专业行(司)的支持与通力合作下，经过

编纂人员的辛勤努力，终于付梓并同大家见面了。

这本志书以比较翔实丰富的资料，记述了库伦旗几十年来，特

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金融业的发展历程、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教训。

银行是国民经济的综合部门，国家的货币发行机关，在国民经

济运转中，是信贷，结算、现金出纳和外汇收支中心，资金活动的’，

总枢纽．．国民经济各部门联系的纽带、起着集聚调节和运用资金、

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调节货币流通，调节人民经济生活、提高社会

经济效益的杠杆作用。

库伦旗自1951年底成立人民银行支行，至今己近40年，经过建

国初期的经济恢复，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几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

十年“文化大革命”、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经历了曲折的发

展道路。今昔对比，库伦旗的金融事业已有长足发展。从作为中央

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到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保险公

司等各专业行(司)以及与银行密切相关的广大农村信用社，在机

构设置、业务范围、经营规模等方面，都更加完善，完成了各个时

期赋予的任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

在振兴中华、致力四化建设的新时期，在坚持“一个中心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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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点殄及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今天，我相信，工作在全旗金

融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一定会从这本志书中“温故知新黟，借鉴

历史、总结经验，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开拓进取，勇于创新，为

库伦旗金融事业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为振兴库伦旗城乡经济发挥

积极的促进作用o ：

祝库伦旗金融事业健康发展、日益兴隆l ·

中国人民银行库伦旗支行行长 王怀印

1990年5月



凡 例

一、指导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历史与现状。

二、编纂原则。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详略结合，突出重

点。

三，断限。上限为1900年，下限至1986年。

四，结构。分章、节、目，子目四个层次，横排竖写、顺时记

述，全书共设15章，44节Q

五、文体。采用语体文，以记为主，图表辅之。

六、纪年。解放前(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按当时朝代

纪年书写，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解放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七、资料来源。主要是各行档案资料，其次是有关政治、经

济，金融学专著，还采访收集了一些老干部、老前辈的口碑资料。．

八，金额数字。货币单位除加注解外，按不同流通时期的写法

书写，其它数字除习惯写法外，一般用阿拉伯数码。

九、姓名、称谓。人名不加称呼，地名、机构名按当时名称书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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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金融，即货币资金的融通。指货币，货币流通、信用以及与之

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如货币的发行和回笼， 吸取存款与发放贷

款，金银，外汇和有价证券的买卖，保险、信托，国内国际的货币

支付、结算等。

库伦旗地处燕山余脉和科尔沁沙地的汇合处。历史上曾一度林

丰草茂、水美地肥。民国以前，由于清政府对政教合一的库伦旗实

行特殊政策，故内地汉人较早进入库伦旗进行商务活动，来往商旅

不绝于途，刺激了库伦街的商业以至银钱业繁兴。钱庄、当铺纷纷

出现，由商号兼营或专营钱业的钱庄均有之。如民国初年前后出现

的广记钱号、公合玉当等。

辛亥革命以后，银行业兴起，钱庄开始衰落。热河省兴业银行

在库伦(当时为绥东县)设有分、支行；后来遭过路军阀抢劫，使

之倒闭。民国二十年(193 1年)伪满洲国成立，开始整顿金融，统

一通货，民间金融业受到很多限制。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日

伪政府在库伦成立了金融合作社，后改名为“兴农合作社”，作为

统治和掠夺农村经济的工具。

货币方面。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名目繁多，成色不一，面值紊

乱，物价时落时涨。到了伪满时期流通的是日本发行的纸币“金

票"(包括“老头票"及“中银券矽)和带有“大同"，“康德"

年号的一些金属币。 日伪垮台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九省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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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流通一时，后来贬值如同废纸，百姓深受其害。i947年3月，

库伦旗全境解放，开始流通“东北币"、“冀热辽边币”、“长城

币”及“内蒙币"等解放区货币，使通货有了相对的稳定，但由于

种类繁杂、比价不同、相互折算不便等原因，直到发行人民币才真

正达到了货币的稳定和统一o，

从1949年5月库伦旗随哲里木盟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直至1951

年底，未设金融机构，由通辽支行派人组织和开展业务活动。1951

年12月t7日，中国人民银行库伦旗支行成立，开始全面开办金融业

务，揭开了库伦旗金融史上新的一页。

旗支行成立不久，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开始试办农牧民自己

的经济互助组织_一信用社，发展信用合作事业。与此同时，支行

开始设立基层营业所，扩大金融事业，支援农牧业生产。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建立了城乡金融秩序，全面开展银行工

作。从储蓄，存款、放款，货币兑换业务以及同广大群众和私营企

业的经营联系，到各种信贷、结算、现金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以及

发行支库的设立，均体现和发挥了银行作为国民经济的信贷、结

算、现金中心的作用。各种放款本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

兼顾、城乡内外交流"的方针，有效地支持了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公

营、合作、公私合营、私营及其他个体经济事业。在农村金融工作

方面，贯彻执行了“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修

的方针。 一．

，’1953年至1957年，国家实行对农业、工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

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维护和巩固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库伦旗支

行通过有效的资金发放，支持了国营与合作企业的发展壮大，促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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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金融工作，及时发放了大批农牧

业贷款，扶助农牧民摆脱贫困，提高政治，经济地位。通过贯彻

互利政策，加强贫下中农团结，提高了农牧民和社员的生产积极

性。同时，扶助互助合作组织解决生产设备和生产费用，改造小农经

济，促进和推广新式农具使用，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了农

业收入。随着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巩固和扩大了社会主义信

贷阵地，改变了旧的借贷关系，打击和消灭了农村高利贷者的剥

削，促进了农牧业生产的发展。

1958年，进入“大跃进"时期，开展“全党全民大办工业和支

援钢铁元帅升帐’’运动。要求银行满足大炼钢铁所需流动资金，同

时对商业部门大购大销和粮食突击入库所需资金的要求，采取“充分

供应矽的方针。农牧业生产贷款也要求紧跟形势，支持“生产大跃

进”，由于乱上项目，硬性推销物资和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厂矿，工商

贷款严重浪费。进入19 59年，根据生产情况和经济条件，不得不停办

一些厂矿，造成严重亏损，致使盟及旗财政先后拨补。农牧业贷款

无效益，造成呆滞积压，不能周转，社队负债过重，无力偿还，部

分债务只好由国家豁免。为跟上形势，提了些大计划、高指标，组

织金融战役，大搞“插红旗、放卫星"的作法，将“一天等于二十．

年，一日千里，万马奔腾"作为工作口号。造成浮夸虚报、弄虚作

假、工作质量下降，一些行之有效的工作手续和制度在“大胆革

新、解除约束’’的影响下自动废弃，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乱，给金

融工作带来极大的损失o ·

‘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

民宣布，必须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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