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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浏阳县金融志》编修工作，从1986年6月开始，到1988年6月编纂

定稿。全书分机构沿革、货币演变、银行存款、银行贷款、结算管理、

货币管理，队伍建设等七章。根据详今略古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记述1875

年到1985年浏阳金融活动的历史和现状。为做好编修工作，我们立足

本地为主，联系调查了县内外档案馆、图书馆、统计和金融等有关单位

32个，查阅了l180卷档案资料，访问各界老人205人，摘抄文献资料和

记录口碑资料1 1 06份，共197．7万多宇。对这些资料，经过分析研究，相

互印证，去粗取精，求真存实，力求做到言必有证，反映历史的本来面

目．同时，还搜集摄制了一些实物资料。在编纂过程中，得到省人民银

行领导，省金融志办、浏阳县志办、浏阳金融战线上老干部刘良模、刘

介秋、周正海、郭枚芝、易国辉等同志的帮助和指导，在此谨表谢意肘
由于编纂者经验不足，政治、业务和写作水平有限，加之清末和民国俣

日搠的历史资料不全，老一辈当事人和知情者甚少，书中挂一漏万．错蔟
。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热忱欢迎批评和提出改进意见．

主编赵青云

1988年6月



编修浏阳县金融志的基本原则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无产阶级

的立场j观点记述测阳金融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坚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J_

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评价建国

以来测阳的金融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使志书成

’为“信史”，发挥其存史，资治、教育的三大作用。 -

●

竹； 浏阳县金融志编纂领导小组
f● ，。

⋯
1 98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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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机构沿革

第一节私营金融业

一

毫

k

’．．一

一、当铺

当铺是以实物作抵押的私营信用店铺。据清同治浏阳县志载，县内

旧有当铺三家，年纳当税银十五两。①宣统三年湖南财政说明书载， 浏

阳有专业当铺一家，年纳当税银五十两。当铺的主管人称管事，又称总

管，下设外席、内缺，外缺和中缺，分管对外交涉和当物、资金、怅务

及营业等各项具体工作。当铺主要业务是收当和取赎，兼事银钱兑换。

当物人在限期内还本付息，赎回抵押品，逾期不赎者，即成“死当”，

抵押品由当铺变卖。当价越小，赎期越短，利率越高。

进入民国后，浏阳有当铺三家，分设在县城皇仓街财神庙隔壁，衙

背街育婴堂隔壁和北门胡家巷口上。1 926年北伐军入浏，少数士兵将旧

军装押当，致使当物积压，影响资金周转，加上钱庄和现代银行的发

展，典当业务日益下降，亏损日甚，均先后歇业，从此衰落不振，但农

村的零星质当和代押借贷还延续十多年。
二、钱庄

钱庄是浏阳经营货币信用业务最早的私办金融业。，清光绪浏阳乡土

志载： 搿钱业，邑商罕专营者，其为此者，多兼营其他商务。卯②宣统

年间，浏阳有钱庄两家，资本额59，333元，存款30，683元(按银元计

算，下同)发行庄票2．660元。钱庄的主管人是经理及副经理， 下设坐 ’

柜、跑街、库房、票房，分管钱庄内外各项工作。钱庄主要对一般工商
’7

户进行银钱兑换、吸收存款、信用放款和汇兑等项业务。存贷利率月息

八厘到十二厘。放款重信用，不重抵押或保证。
，

民国初期，浏阳有怡丰、资生厚和敦信三家钱庄。敦信钱庄由县总商

会会长王猷美开办，后改为裕测钱局。因滥发市票，于民国九年<1920年．>

五月十六被县知事查禁停业，王猷美被解职。其余两家钱庄均于民国十

①清同治十二年Ⅸ浏阳县同》第三册卷之五第一页

②光绪丁未年(‘浏阳乡土志))下册153页。

5



九年歇业。二十二年起，钱庄复现。到二十四年有钱庄八家，资本四万

元，存放款各为八万元，每年汇兑为七十二万元。二十六年日本侵华战

争开始后，浏阳金融枯渴，工商行业资金周转团难。驻测阳专员兼保安

司令蒋肇周号召开办钱庄，搞活经济。，浏阳钱庄增加到二十八家，其中

两家经过登记属“合法”钱庄，其余的如邹清华、兆丰与和成等二十六

家钱庄都没有登记，多兼营其他商务，但都公开经营钱业。因此，浏阳

税征处于三十八年四月六日通知县商会，核定上述钱业应缴纳当年度牌

照税银元350元，按各庄资本多少。营业旺淡核定到户，限期缴纳， 还

要追征上年度税收。．钱庄放款，首先由浏阳县政府规定月息十五分到二

十分，后来由于货币贬值，．由商会每五至十天拟定公告一次。所有钱庄

除利济钱庄经营到解放后收束外，其余均在解放前夕关闭。，．．，．‘．． ．

第二节国民政府金融机构 ‘‘-‘

●

一、公钱局‘
．， 。 ．j’⋯，

汽阳县公钱局是境内第一个县办银行。‘民国元年(1 91 2年>十月，

由浏阳县议事会第_次常会议决成立，，报请湖南省财政司立案卜并经湖

南省银行承认。，租用城东皇仓街东南仓铺屋为局舍，，隶属于县有财产管

理处。公钱局设总。理_人，总揽局内全部工作；理事一人，协助总理稽

核局内各项事务，管理总帐、销钥、兼理秘书等项工作：下设簿计、出
纳、交通三课，各配专用司事一人，出纳课加配鬲，J任二人；外雇工友三

人，分别担任守卫、杂务羼外勒工作。，公钱局由县有财产管理多!搜银三

万两为基金，按月率七厘收取利息，‘另以{孝处不动产约锶二十万两作为

保证金。不接收私人腮本_只有各城、镇，．乡自治机关的公款才准入
股，股息按月率六厘计算。

公钱局的业务范围是：办理普通商业汇兑、出纳申解款、公用款；

发行钞票(共发行了150，。00元>，，经理公款公债；办理公私存款，按月
率六厘计息。年终所得红利，除股息及局内开支外，其余按十五成分
配，十成拷股东均摊，两成作局内外办事人员酬资， 三成作公积金存

局。议事会制订了《公钱局暂行章程》，作为股东及局内工作人员共同
遵守的行动规范。

据民国十年浏阳县议事会第三次常会议决清理县有财产保管处及清



理公钱局两案记载：由于经管人员的巨额贪污，公钱局及县有财产管理

处于民国八年五月同时倒闭。经清算，财产保管员贝炳初共应追缴
’

7，592．425元，经理朱逢斌共应追缴14，244，29元。决议均应全部追缴。 ^、

公钱局倒闭后，发行的纸币多数未能兑现，各团体和私人的债权债务也

没有及时清理。经县议事会第三次常会决议，俟债权取得后，卣参事会 'l

定期公告，分别收兑。决议执行情况，无可查考。
二，商钱局

浏阳商钱局于民国元年<1 9 1 2年>十二月成立，是由商会主办的商

业性银行。局址在县城衙背街，负责人称总经理；协助总经理办事的还

有经理。它的业务主要是吸收公私存款、向商户发放贷款、办理一般商

业汇兑、发行钞票<主要是期票>。民国五年《湖南之金融》记载，浏

阳商钱局资本额28，000银元，发行钞票12．000元，在浏城普遍流通使

用，据湖南省银行民国三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存款贷付册记载： “活期存

款，测阳商钱局二千九百八十一两八钱九分”。存放款月息六至八厘．

最高的一分至一分二厘。商钱局于民国十年停办。

’三、湖南省银行浏阳办事处

湖南省银行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下半年在测阳成立分理处，

处址在县城梅花巷内。全面开展了各种储蓄存款、信用放款、现余出纳

和会计结算等银行业务。二十九年七月升为一等办事处，有职员十人，

公丁行警四人，主任汤放桀。当年起代理县财政金库。三十三年元尸，

因日军侵犯浏阳，该办事处迁往酃县，转迁桂东及江西宜春。三十四年

十月二十九日返回浏阳，在皇仓街东南仓屋恢复营业。当时主任何其

伟，三十五年由许季和继任。 、

该办事处于三十八年六月十四日宣告停业，人员、资金、文卷、印
_

鉴等都收归湖南省银行，其余物产解放后卣浏阳县人民银行接管。，

四、教0阳县银行 ，

浏阳县银行是官商合股兴办的地方银行，报经财政部核准登记，于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十二月一日先行开始营业，行址在县城正大

街。三十六年七月四日正式宣布开业，同时在长沙设有通讯处。共有基

金1 2，000万元(按法币计算，下同>，其中：官股4，000万元，商股

8．000万元。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大会。下设董事会， 有董事21人，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中常务董事5人，董事长兼经理何珍吾，副经理傅照卿，常务监督邱方
镛，襄理罗维礼。下设总务、业务。会计、出纳三股，办理各项具体任

务。它的业务范围是：收受公私存款，有确实担保品为抵押的放款，保

证信用放款，汇兑及押汇、票据承兑或贴现，代理收解各种款项，经理

或代募公债、公司债或农业债务卷。年终纯益先提20％为公积金，7再提

商股股息一分，公股股息八厘，剩下的红利股东分60％，董事监察人酬

劳金5％，职员酬劳金1 5％，其他地方公益事业基金20％。从民国三十

七年元月一．日起，县金库改由县银行代理。浏阳县银行一直经营到解

放，由县人民银行全部接管．县人民银行曾两次召开商股股东代表会；

对私有股金进行了清理，并作了合理处理．

五、中国农民银行长沙分行浏阳农讯处

农民银行长沙分行于民国三十四年<1 945年>在浏阳设农讯处，派

一名督导员常驻浏阳，在县政府内办公。其主要任务是：，“选定贷区与

分配贷额，调拨辖内农贷资金，巡视区内贷放情形，放款与考察发贷人

员之工作。扫浏阳的农贷，原由湖南省银行浏阳办事处办理，设立农讯

处后，改由农民银行为主负责贷放，其中三十六年度贷放浏阳编炮、造

纸、夏布，伞业、茶叶，粮食等生产贷款和茶叶运销、水利、种籽贷款

共计29，280万元。三十八年七月农民银行长沙分行撤往湘西芷江之前，

浏阳农讯处收束，撤回分行。
六、合作金融

浏阳的合作金融，发端于民国二十二年<I 933年)。这年四月，湖

南省成立合作事业设计委员会，对合作事业从事设计指导，同时在建设

厅设有第二科合作课及合作贷款所，负责规划合作事业之推进计划，筹

划及分配合作贷款。并派田雍迦为驻浏阳合作指导员，在浏阳县政府内

办公。这一年，浏阳成立了第一个信用合作社。二十四年<1 935年>七

月，有信用合作社2个。贷款余额I，000元。二十九年十二月，有信用合

作社384个，社员9，822人，股金19，474元，贷出总额179，028元，收回

总额24．224，41元，实存各社总额154，803，59元，社数和业务都是全省

最多的。当时涂醒民任主任合作指导员。三十六年十二月，浏阳被指定

为合作示范县。县政府决定以保为单位，建立信用合作社。此时'原有

信用社大部分已经解散，只有20个社改组为保合作社继续营业。除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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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信用社外，所谓一保一社大都是空招牌，没有真正开展存贷业务，到
三十八年解放前夕，所有的社已全部停业。

第三节农协及苏嚣金融枧构

～、测东平民银行

1 926年下半年，农民运动席卷测阳全县，县区乡相继fA立了农民协

会。1 927#元月，在中国共产党测阳县委员会和以共产党员刘春仁、张

启魁、于汉雯为主体的国民党测阳县党部执行委员会的指导下，农民协

会创建了浏东平民银行，行址在浏阳县城朝阳街兴仁巷贵升公，负责人

李明轩，汤佑贤。下按浏东六团设六个分理处，每处设经理、会计各一

人，经办银行各项具体业务。达浒为一分理处，经理王和生；永和为二

分理处，经理汤佑贤，会计杨孟荣；张坊为三分理处；东门为四分理

处，‘经理杨介石，会计涂焕升；古港为五分理处；高坪为六分理处，经

理胡直生<真名胡九阡>，李育昌。

测东平民银行吸收股金六万元，以十元为整股，一元为零股，六团

平均各认一千股，由各团自行订章分配，私人投资以一整股为限；还吸

收无息储蓄六千元；并有狮山书院、东敬学、六团会、东安会、东路

会，劝学所等不动产和东南仓二分之一不动产，共计产值十五万元，作
为保证基金。

浏东平民银行的主要任务：一是自行印制和发行货币(详见本志第

二章第四节第一目>。二是稳定金融市场。在平民银行区域内，统一使

用平民银行票币，不准银元和私人票、杂票流通使用。凡持现洋到市场

购买商品的，均需先到平民银行兑换纸币。三是发放贷款，抑止高利借

贷，支持生产发展。永和分理处在春耕生产季节，对烧石灰有困难的窑

户，每窑给十元至二十元贷款；对生产、生活有困难的贫团农民，每户

给三元至五元贷款。永和分理处三个月共贷出二百多元。东门分理处发

放了土纸贷款，支持了农村土纸生产的发展。
1 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右派攻打浏阳，测东平民银行

于六月被迫停办。它存在的时间只五个多月。

二、。金刚公有财产保管处
1926年冬至1927年初，金刚成立了十一区农民协会。金刚镇十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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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炮庄的老板，闭庄外逃，数百店员和以做鞭炮为主耍副业的农民，。生．

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1927年2月，十一区农协会会长何文渊与国民党

区党部委员长李九峰<共产党员>、商会唐克卿<共产党员)、特派员

慕客伍商量后，召开了金刚各公法团体联席会议。根据会议决议，由农

会出面组织金刚公有财产保管处，以金刚所有祠堂、寺庙、 学校、，桥

会、路会等公有财产为担保，发行期票流通券，流通金刚、大瑶一带

<详见第二章第四节第二日>。农协会把店员、工人组织起来，成立店

员协会，接管了鞭炮庄，用期票收购鞭炮，销售后兑现给农民。，解决了

店员、农民生产生活上的实际困难，活跃了农村经济。 靠马，日事变?‘

后，十一区农协会在六月间被迫解散，金刚公有财产保管处也随之停
业。 ，

据查证，1927年成立的浏东平民银行和测阳金刚财产保管处以及它
所发行的货币、期票，是我国历史上劳动人民最早的银行与货币。

兰、浏阳工农兵银行
⋯

·．· ，～．“

1 930年4月1 0日，成立了浏阳县苏维埃政府。6月，县苏派黄仁等建

立了浏阳工农兵银行，负责苏区的金融工作。． ．。 。I．

县工农兵银行为了发行票币，于建行的同时，成立了浏阳县石印

局，局址在大溪源，负责人孔忠(真名江运雄>，刻字及捡字’工戴宜

甘，印刷工余明贡。5月11日红军进攻县城时，衙背街石印局工人贺朋、

曾明、陈详等人，将四套石印工具交给赤卫军负责人贝昌富等运到大溪

源。同年十月反共武装进攻永和，逼近大溪源，石印局遂迁小河王家大

屋，负责人换了曾林(真名曾昭吕>，有工人四十多人，其中共产党员

十多人，成立了特支，支部书记由曾林兼任。石印局属县苏直接领导。一
1 1月间开始印浏阳工农兵银行票币<详见第二章第四节第三目>。1931

年冬迁往小河严坪大良上，承印湘鄂赣省工农银行票币。1932年上半年

反共武装进攻时，石印工具大部分损坏，遂迁往鹅鸭池，卣湘鄂赣省石

印局接收。

县工农兵银行为了制造银元，于1 93 1年元月筹建了浏阳县造币厂。

厂址在小洞蓝冲，厂长房道吾<即姜平>，银匠张显祺，张月元。，以缴

获敌人的银两和收购群众中的银器作原料，于7月开坞生产银元。先用二

木模型，后改为钢模型生产。第一批生产出来的银元，．正面有誓湖南省



苏维埃政府”字样，背面有五角星和镰刀斧头图案。因不能在敌占区流
通，后改为袁世凯头像和孙中山头像币型。由于银质高，尽管制造比较

粗糙，花纹有些差异，商人仍乐意接受，因而在敌占区打开了流通市

场，进一步冲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同年9月，县造币厂迁小河王家

大屋，-9万载造币厂一起并入湘鄂赣省造币厂，其后迁到江西革命根据

地。

1932年，测阳革命根据地一天天缩小，只剩下大围山少数山区坚持

游击战争，县工农兵银行的票币流通市场极小。因此，是年夏天，银行

的任务由浏阳县苏维埃财政部所代替。

第四节人民政府金融机构

一，中国人民银行浏阳县支行

1 949年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浏阳县支行成立，行址在皇仓街，当

时有干部9人，年底为27人。支行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组织人民币流

通，配合贸易、公安部门打击金银黑市，组织物资购销，使人民币取信

于民，占领金融市场，稳定金融秩序，开展存放业务，帮助农民解央生

产困难。其后全面行使银行规定的职能、管理货币发行， 调节货币流

通；组织存款，有计划发放贷款；办理各部门、各单位的转帐结算；执
行现金管理，办理现金出纳业务；统一管理金融市场；代理国家财政金

库；通过信用活动，支持发展生产、扩大流通，反映和监督国民经济活
·r’

功。

1951年8月至1 952年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深入农村，
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的金融方针，人民银行机构下仲，按当

时区镇设置(详地理志>，建立了27个营业所，全行干部职工259人，
在城乡全面开展了金融业务。

1958年冬“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金县组成了17个大公社，县人民

银行的营业所也采取“两放、三统、一包”办法，下放到公社，和信用
社合并，组成1 7个信用部。部以下按大队设33 1个信用分部，按生产队

设3244个业务代理员。有的以社党委副书记或社长兼信用部长，银行干

部任副职，实行一套帐务，单独核算，成为公社直接管辖的一个组成部
分。全行上下有国家干部职Z．1 77人，信用社脱产干部250人，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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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人。1 961年，通过总结经验，取消了信用部，成立了16个营业所(其

中正所12个，副所4个)和一个分理处(永和)，当时全行148人。

“文化革命”开始后，1968年3月6日，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浏阳
县支行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取代了县人民银行。到1972年6月
才恢复县支行。

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中，金县由人民银行统一办理金融业务，

它既是国家管理金融的行政机关，又是办理信用业务的经济组织。1979

年底，县支行设有计划、信贷、农金、会计、出纳、储蓄、人事七股和

办公室，有国家干部77人。下设社港、沙市、淳口、永安、 北盛、镇

头、普迹、．枨冲、城郊、大瑶、文家市、古港、高坪、官渡、张坊、东
一

门等16个营业所和永和办事处，有国家于部196人。有66个信用社，847
个信用站，脱产干部187人，不脱产干部‘2弱砧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迅速扩大，

各方面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大。一家银行办理金县金融业务，已不能适

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从1984年元月一日起，根据中央的决定，县人民银

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其主要职责是根据国家方针政策和国务院信

贷计划，在本辖区内调节信贷资金，掌握货币发行，调节货币流通，保

持货币稳定，协调、领导、监督、检查专业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的业务

活动，‘加强金融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使宏观经济效益和微观经济效益

较好地统一起来。人民银行本身配备专职干部8人，其下属机构和对外

业务划归有关专业银行管辖和办理。到1985年底，浏阳建立了以人民银

行为中心，农业、工商、建设、中国四个专业银行和信用合作集体金融

组织并存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为金县货币和资金活动的枢纽。

二、中国农业银行浏阳县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浏阳县支行，曾经三次分设，两次撤并。1 955年8月，

人民银行与农业银行第一次分家，一处办公，人员、帐务各自管理。县

农行设农放、信用合作、人事和秘书四股，并接管人民银行的21个营业

所，全行上下共有干部1 1 6人。人民银行县以下没有设置基馨机构，由

营业所统一办理人、农两行在农村的业务，帐务由人民银行管理。1956

．年撤区并乡中，县农业银行撤并到县人民银行，改设农金股，办理原来

农行所属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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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64年1月1日，第二次分设农业银行，6日启印。农行下设I1个营

业所和6个工作组，全面办理农村业务。因县人行另有办事处和分理

处，所以两行都没有互代业务。1 966年元月1日，从积极备战， 精兵简

政的要求出发，再次将农业银行撤并到人民银行，采取一个机构，两块

牌子，不久取消了农业银行牌子。

1980年元月1日第三次分设农业银行，行址在光明路。其主要任务

是：统一管理支农基金，办理农村全民所有制单位、国营农业企业、乡

镇集体经济、供销合作社、农工商联合企业和农民的存放款；办理农村

储蓄、现金管理和转帐结算；领导信用合作，发展农村金融事业。县农

行设计划、农业信贷、工商信贷、会计出纳、储蓄、监察、保卫、人事

八股和办公室。下设社港、沙市、淳口、北盛、永安、镇头，普迹、枨冲、．城

郊、大瑶、文家市、古港，官渡、张坊、东门、高坪等16个营业所和城

关、西门、唐家园、金刚、达浒、永和等6个储蓄所及7个储蓄专柜。全

行共有干部236人。

三、中国工商银行浏阳县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浏阳县支行于1 984年元月成立，与人民银行一处办

公，。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两套帐务。到1985年元旦，才与人民银行彻

底分开，全面管辖城关．永和、古港、大瑶等城镇和七宝山工矿区的金

融业务。主要任务是：组织储蓄存款，不断扩大信贷资金来源；统一管

理国营工商企业流动资金；根据区别对待，择优扶植的信贷原则，合理

供应国营工商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和个体工商业生产流通的资金；有计

划地发放中短期设备贷款，支持企业挖潜、革新、改造；促进企业改善
经营管理，加速资金周转，节约资金使用，完成积累任务；对国家行政

和企事业单位执行现金管理，工资基金管理和现金出纳、转帐结算业

务；开展信息调查研究，发挥银行的神经中枢作用。支行设计划、信

贷、储蓄、会计、出纳、人事六股和办公室。下设永和、古港、大瑶、

城北、七宝山等五个办事处和中心、永和、城北、城西、城东、长南等

六个储蓄所。全行上下有干部130人。

四、中国人民设建银行浏阳县支行

1964年5月，成立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浏阳永和办事处。1968年7月

并入县财政局一起办公。1 971年5 A从县财政局分出，合并到县人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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