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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

平江县‘金融志>已编纂完稿，读后感到彳艮有存史

价值。从清朝到民国直至现在，有据可查的资料已详尽

记述，重点突出了建国后的金融史实，为社会主义金融

事业提供了借鉴。 ⋯一 。

．“

’

解放初期，城乡阻塞，通货膨胀。金融战线面临艰

．巨任务。通过货币发行，打击金银计价流通，使人民币

占领了市场，为恢复国民经济创造了条件。实践证明，

必须善于利用货币和商品这个关系调节市场．平江金融

系统，通过货币发行、信贷管理、储蓄存款、拨款监督、

结算、保险等各项业务的开展，较好地发挥了社会主义

银行在生产、流通中的重要作用。在过去生产资料所有

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各项经济建设中作出了应有的

贡献。
‘

，

，

．

现在是建国以来的全盛时期，金融工作出现了历史

未有过的生机，为国家聚集资金，搞活流通，守计划、

把口子、支持生产发展和商品流转，促进企业挖潜、革

新、提高经济效益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农

．

吉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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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业生产蓬勃发展，百业兴旺，商品流转，日趋繁荣，人

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银行在国民经济发

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要适应经济发展的新的

要求，充分发挥银行的杠杆作用，进一步掌握金融工作

发展规律，就得了解金融工作的过去和现在。古语云t

。以铜为镜可整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退一。我在西北农
’

民银行工作多年，因战争频繁，未抽出人力和财力来总

结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实感是一损失．平江的金融机

构要成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阵地，做振

兴平江经济的得力助手，任重而道远。 j√．、．，

由于平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直接领导及修志人

员的积极努力，现在<金融志>的编纂工作已匮满完成，

她记述了各个时期的金融史实情况，资料翔实，图文并

茂，她的出版与发行，定能引起金融系统领导和同志们

的重视，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全力以赴，为振兴平江 ·

经济作出更大的贡献。 。

．．

。

、
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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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编纂说明／·．’． 一 ，杉1Iq J蕾≮桫U。／、J

。。一、<金融志'属银行系统专业志书，择要记述清

末、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平江金融系统

的组织机构，货币、货币流通、保险事业以及各项金融

史料，以存史、资治、教化为主旨，提供读者借鉴^为

(--T-江县志》作补充资料。’ i ，’

。，二、平江县金融志编纂领导小组，由县人民银行、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保险公司的

负责同志组成。 ．

’一
。

’三、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I

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按照历史本

来面目记述平江金融史实，以改革的精神编写志书，为

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 ：

四．本志自1984年6月开始征集资料，后编纂定

稿，在县志办、县财贸办的具体领导和帮助下，尽量全

面地、系统地、真实地反映平江金融史实j特别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国41年来平江的金融面貌。本志在征集

资料过程中，虽然困难很多，但在各行和有关单位的支

持下，提供了各种方便，先后查阅了档案、报刊、图书、

帐表，项目电报、各种文件，侣志书及前人笔记等资料。

经过反复核实，分门另4类制成资料卡，7并走访全县各地

老寿星、老干部及银行老前亳，使征集资料工作顺利力
，

。

”

。． ，’苫



2 编纂说明

进行。

在征集过程中曾得到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省

志组、平江县档案馆、城关镇人民政府和有关单位的支

持，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 五、本志断限按县志办统一规定，从1840年起至
’

1989年底止，后延至1992年，但有些金融史实其原委，

上限有所前提。． ，， ，

、

、·

六、本‘金融志>日常工作经财贸办领导同意，委托

中国人民银行平江支行行长欧阳浦阶同志兼管，征集资

料及本志编纂由<金融志>办公室具体负责，并与县志办4

对篇日进行了若干次的修改与朴充，稿件分别送县志

办、省人行审阅订正．
。

．

+、

． 七、货币章对全国性史料有所叙述，因本章涉及全

国，用它作为社会背景，能详尽地记述货币沿革．． 。二

八、本志共为11章29节，在编写过程中采取以时

间先后为序的编写体，除引用原文外，均以语体文记 ●

述，未加任何评议。 ．， ； ，

．九、本志大事记和资料汇编，均已印发各行及基层 -

单位征求意见，并得到有关同志的关注，及时提出补充

和修改意见，使之更臻完善。县志办专门召开了全体修

志人员会议．对大事记、编目进行了认真讨论，及时提

出了修改和补充意见。 ．。

十、编写志书是一项新工作，特别是我们水平不

高，能力有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希各位领导和

同志们批评指正。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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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前，平江无官方金融机构，仅有富商开设

的。当铺”、“钱庄’’，藉以融通资金，开展借贷，沟通经

济往来，活跃市场。 ．

’

． “当铺’’、“钱庄一的老板有的是卸任的官吏、豪绅，

有封建势力基础，向官府领“帖"作保护伞，使高利贷

合法化，所以资本不断壮大发展。清光绪二十九年

(1903)湖南省。官钱局"的分支机构。平江县官钱局一，

在县城东街官钱巷(现东街居委会内)成立开业，发行

银元票、银两票、铜制钱票，同时开展兑换，后随清王

朝崩溃而倒闭。
‘

清末全县有。当铺一、“钱庄’’20多家。
’

民国七年(1918)平江县商会为应付过往军队筹借

军饷，便组织。平江地方银行一发行票币，换取现金，作 一

为军需，该行并非金融实体。仅几个月就倒闭了。’’
。

：民国初年，官票失信于民，1私商市票应运而生。不

论城镇、乡、村，无论商店、肩挑小贩，都可发行票币，

市票充斥市场。民国26年3月6日长沙。大公报一载：

。平江全县各地，，经商会批准的公版就有700余家，数额



概 述

达20万元以上，私版票更无法统计一，县政府曾发出几

次禁令，都是“禁者自禁，行者自行，不了了之一．

平江县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见及此状深为忧灼，子

1930年11月25日，创建了平江县工农银行，铸造银

圆，发行纸币，实行低利借贷，因南京政府五次派兵围 ．

剿苏区，工农银行被迫转移内山继续工作，后由湘鄂赣 一

省工农银行取代。
‘2 ^

民国二十二年，湖南省银行平江办事处成立，行址

设在县城李家巷，主任张尚友，以后又迁至东街(现工

行内面)并开始发展信用合作，至民国二十八年

(1939)，全县共有信用合作社230个，开展借贷业务，

共发放贷款127724元，但多为乡绅所把持，农民得利．．．．，
。

， ，
●

甚微。 ，
，

，

‘

j‘ ．
一

r．

民国二十四年十·月二日，国民政府公布紧急法

令，实行币制改革．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 ◆

行、中国农民银行四家的票币，定为法币，取消外商银

行的发行权，并宣布白银国有化，货币的分散性从此而
。

归统一。对支持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起了积极作用，由

于货币发行失控，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南京政府又发

行“关金"，以一元。关金"当法币20元与法币在市场

上并行流通使用。， j，
’

：民国三十七年八月十九日(1948)，又公布“财政紧 、

急处分令"，8月19日发行“金元券"，：一元金元券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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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300万元。对黄金、白银、银元、外国币禁止私人持有

和使用。强制送交中央银行兑换“金元券’’，过期不兑

的，一律没收．从此货币贬值加快．国民政府行政院，次

年6月22日电令全国，。规定以五亿‘金元券’兑换银币

一枚，一。金元券"停止使用。
‘

’ ”

1949年7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平江，次

日华北晋中区南下工作团第一大队三中队入城接管了政

权，县人民政府委派史富银、蔚金柱二同志为人民政府

代表接管了湖南银行平江办事处。8月25日，中国人民

银行平江县支行正式成立开业．相继建立营业所15个j

1952年开始组织信用合作社，至1989年底全县共有金

融机构823个，其中，县级、6个，即人民银行、工商银

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保险公司。还有平

江县信用合作联社。下设60个乡镇信用社和478个信用

站，担负着全县工农商业所需资金和建设资金的投放

任务： ．

·

．

t。 1955年3月1日，遵照上级指示精神，实行币制改

革，发行新的人民币即第二套人民币，’一元新人民币兑

换旧人民币(第·套人民币)一万元，至5月1日旧人民

币停止使用和停止兑付． ．， ．

、

- 1956年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平江金融系统积极支

持发展国营工商业，大力支持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j·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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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财贸系统实行。两

放、三统、一包"，营业所的干部和资金下放给人民公社

与信用社合并为公社信用部．_大跃进一和。大炼钢铁圩，

贷款成倍增加，1957年初累计发放农信贷款259万元。

同年发放472万元，1957年发放工业、商业贷款652万

元，1958年发放1999万元。

1962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集中

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1963年国务院决定

恢复农业银行．专管拨款监督、农业贷款和信用合作。

1965年4月农村社队财会辅导会计并入农业银行(1969

年又划归县农村工作部领导)．同年，国务院和省人民

政府指示，对1961年前农贷和信用社贷款进行清理，对

社队因强迫命令，瞎指挥造成的贷款损失及无法收回的

个人贷款均予以豁免，共计豁免3158786元，这年农业

银行又与人民银行合并．一。一， ．．
，一-

一

十年_文化大革命一时期，金融系统工作受到干扰，

由于党中央命令人民解放军进驻银行保护，工作才保证

正常进行。接着财政、税务、银行合并为一体，建立财

政金融局。打乱了信贷体制，混淆了财政、信贷两类资

金界限，信贷资金用于财政性开支，增加了计划外基本

建设。1974年撤销财金局；恢复人民银行．在工作上除

积极支持工业，商业、农业正常生产资金需要外，对全

县五小企业积极支持。平江除支持氮肥生产上马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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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对小水电建设积极贷款扶持，使全县小水电建设初具

规模，收到了良好效果． 一 ，

1978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对

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实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方针

指导下，各行各业、面貌焕然一新。全县金融系统同样

出现了新局面，1979年6月，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平江县

支行正式成立，办理全县基建单位、施工企业的基建投

资拨款和贷款业务I 1980年1月1日，县农业银行得到

恢复，农村营业所划归农行，1987年1月20日正式开

办邮政储蓄业务。1988年11月又新增设中国银行平江

县支行。至此，全县金融机构趋于齐全，金融体系逐步

完善．为支持全县农业生产，金融部门按照。三为主一，

_四优先一的原则，即支持种养业为主1支持商品生产为

主，支持以疏通流通渠道，沟通城乡经济为主。对积极

发展本地优势的优先；对为产前产后服务的优先；对有

技术专长的优先；对遵守信用的优先．重点支持。两户

一体一。在支持重点户、专业户的同时，还积极支持贫困

户治穷致富，全县在正常贷款中安排了扶贫贷款，由民

政部门贴息，对15个乡的5407户优抚对象，发放双扶

贷款54万元。

工商信贷按“以销定贷，择优扶植"的原则，支持

企业革新、挖潜、改造，走扩大生产的道路。基本建设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