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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继往开来。《旺苍县金融志》是在中共旺苍县委、政

府全面开展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形势下组织编纂的。它对旺苍县金

融事业的发展进行了一次历史的、系统的整理研究，实事求是地反映

了旺苍金融体系的现状和旺苍县金融事业发展的历史规律。是服务当

代，惠及子孙的千秋大业，对于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新金融体制

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旺苍县金融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是一部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撰成的具有鲜明的地

方、时代，行业特征的金融专志。全书语言严谨朴实、文字简洁流

畅，没有任何渲染与评论，符合志书体例，是较为成功的一部旺苍金

融史实著述。编写同志广征博采，秉笔直书，客观地记述了不同社会

性质的各个历史时代的金融概况。它涉及经济、军事、政治、文化、

自然等各个方面，是旺苍县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份，是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志书资料丰富，内容翔实，详今略古，图

文并茂，可读性强。能使我们纵观古今，开扩视野、解放思想、丰富

知识，．帮助我们吸取教训、弘扬经验，从中受到启发与鼓舞。为进一

步发展旺苍县社会主义金融事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适逢建国四十周年之际，良夜读志，更能激发我们的斗志，振奋

我们的精神。金融志领导小组嘱余作序，谨书数言，以向党政领导、



“四行一司力，及支持本志的单位和个人、全体编纂同志致以良好的

祝愿。

曾德仁

一九八九年九月九日



凡 例

一、本志分章、节、目横排竖写，语体文记述，以志为主，图、

表，录、传、照并用。

二，本志上自l 9 1 1年，下至1 9 8 5年，综合记述旺苍境内

金融史实。重点记述1 9 4 9年新中国成立后，旺苍县人民银行、农

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保险公司(简称“四行一司”)的金

融活动及农村信用合作社业务。

三、本志记数：年号统以公元纪年。币值单位——古代货币至民

国，分别用原流通时单位记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以“分”

为单位记数。全志数字除特定书写外，均用阿拉伯文数字书写。

四、本志注释以夹注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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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苍县金融志》编纂领导小组、编辑人员合影

下：编辑人员。左起前排何光信、曾德仁、李克明、何国歧；后排

李 艳、岳明光、杨大忠、崔 阳、马光文、李秀玖。

，■I

右：领导小组盛罨左起前排张明刚、曾德仁李素芳；后排王应吉、宋华先、

李秀玖、杨永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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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旺苍，。一地处川北边陲，位于大巴山南麓，东邻南江，西接广元，南

一邻苍溪，北接陕南；古属巴地，经济文化历史悠久。全县分南北两山

区，中为谷地，南山田多，北山地广，南北山区人民的经济生活，历

有差异。经济以农业为主，主产稻谷玉米；经济作物，有油?桐、生

膝、茶叶、桑麻、核桃、木耳、山货药材等品种繁多；地下矿藏丰富，

尤以煤铁为旺苍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境内多山，峡谷纵横，交通险阻。历代煤铁山货，主要经东河航

道，远销阆(中)、南(部)，供给嘉陵江中游沿岸人民的需求，返

航时，运回食盐糖酒、日用百货，再经旺广(元)、 旺南(江)古

道，川陕古道，人背驮运，远销陕甘。 “河下船舟蚁聚，陆上商贾云

集矽，旺苍坝为物资集散中心，金融业随之发展。

旺苍为“秦蜀咽喉，利巴锁钥"，秦汉以来；即为军事重地，川陕

苏区红军总部亦曾驻此。军事往来，带来了历代货币在旺苍境内流

通。根据记载与出土发现，、除春秋战国时期四大货币(布币、刀币、

泅钱、蚁鼻钱)，在旺苍少见记载、少有发现外，其他如秦两锱钱，

汊五铢钱、榆荚钱，公孙述所铸铁五铢，新莽货币、唐开元通宝、宋

元祜通宝及交子，明大明宝钞、张献忠大西钱、李自成永昌通宝、以

及清代制钱，、红军工农银行的苏币，均在旺苍历代商品交换中先后流

通，促进经济金融的发展。

。 封建统治，内困外扰，旺苍的交通、经济、文化长期处于落后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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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金融累受摧残。至民初，旺苍仅有“秉钦祥"一家私营银楼，资

本不足百两，一个从属于广元当铺的代当店和一些河商(盐炭、船

商)字号；资金融通，多集申于私人金融业和民间借贷。高利贷盛行

城乡。在相当长的时期，市场流通货币实行银钱平行制，大额支付用

银(银元最多)，小额支付用钱(面额十文，二十文、五十文．、一百

文的铜元)但市场金融活跃，物价较为稳定9

民国七年，’熊克武主川政，令靖国军分区防戍，就地筹饷(创m

军“防区制，，之始)，各军在防区内设官分职，征田赋、派军款、开

银行、发铸币≯财政金融失控，民国十四年广元驻军罗乃琼旅，征收

民间小钱废铜，自铸铜币， “机劣匠低、文隐缘豁、强行于市”，’旺

苍金融，每况愈下。其对铜币换银币一元，初由一千文涨至十二千

文，继至二十五千文。旺苍市场物价上涨，兼之劳动人民年收无几，

政府纳税(包括军款1)拒收铜钱。人民生活陷于水火，城乡金融日渐

枯竭。

1 9 3 3年，红军在川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同年冬， “JII陕省

工农银行总行∥成立，制造苏币，统一币制，发展生产，保障供给。

旺苍坝设立“工农银行分行”，办理存贷业务，金融展现生机。

1 9 3 5年红军长征转移后，旺苍适遭“丙子大饥"，米珠薪

桂，民间金融，·落千丈。民国二十四年，国民政府推行“法币”之

初，商品经济又始复苏，货币流通略趋正常。

民国三牛一年(公元l 9 4 2年)广旺分治，成立旺苍设治局。

省令设置“旺苍设治局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旺苍县银行)。由

于基金筹集困难，延至民国三十六年一月一日，‘始正式成立开业，代

理公库及开办小量信贷业务。时法币一日三跌，次年冬≯旺苍县银行



终。因货币急剧贬值，停业关闭。 。

_．，． 1·9 4 9年1 o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政府取缔了外国银行

、在华特权，没收了官僚资本银行，对民族资本金融进行了社会主义改

造，建立了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一一中国人民银行。

l 9 5 1年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旺苍县支行成立。l 9 5 4

年旺苍农村实现了乡乡建立起信用合作社。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调

整与发展，旺苍县人民银行机构几经分合，至1 9 8 5年，旺苍以人民

银行为领导，专业银行为主体， “四行一司"及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金

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始臻于完善。

旺苍县人民银行自1 9 5 o年5月开始，从城镇到乡村，从机

：关、团体至城乡居民，逐步展开金融业务。发行人民币，办理结算，

扩大存贷，占领金融市场，支持生产恢复发展≯方便城乡人民生活。

l 9 5 2年，一旺苍土改结束，实现耕者有其田，广大农民生产热情高涨，

银行深入乡村，发放农贷，支持“丰产创模”及互助合作运动，高利

贷随之消失。1．9 5 3年，银行通过存贷结算，现金管理，配合城镇“三

反望“五反"，完成对私改造。l 9 5 5年3月1日起顺利进行了新

币兑换、发行工作。人民币空前统一，流通方便，金融物价稳定，全

县城乡出现生产日上，生活安定的升平景象。随着“三六合作”(生

产、供销、信用)运动的迅速兴起，农村信用合作业务已遍及全县农

村，按照国家统一的金融政策，组织调剂农村资金，支持农业合作

化。在此时间，银行代理金库，管理货币等各项业务在城乡全面展

开，成为旺苍信贷、结算、现金出纳的中心。王9 5 7年，。金县七区

一镇四十七乡，相应建立了七所(区营业所)一组(治城金融组)四

十七社(乡信用社)，形成城乡纵横的金融网。、行、‘社职工达l 5 2

3



人。随着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改善，银行业务亦迅速发展，咨项存款

达l 5 6．6万元’，比1 9 5 1年增加1 1．2倍，其中城乡储蓄余额

3 8万元，比1 79。5 1年增加1 2．6倍；各项贷款3 O 1万元，比

1 9 5 1年增长7 5．2倍，其中对城乡个人放款3 5 j 7万元，比

1 9 5 1年增长8 7 9倍o

1 9 5 8年，“大跃进"时期，银行工作受到行政干预和“左”时

影响，营业所、信用社并入人民公社，银行人事及信贷计划，基本上．

由地方分块管理； “大破大立”期间，金融工作中一些行之有效的规

章制度被废除，助长了业务工作上的虚报、浮夸，财务错乱、信贷失

控：物价上涨。

1 9 6 1年，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

方针，1 9 6 2年3月，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

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纠正“左"的倾向，恢复和健

全各项规章制度，严肃财经纪律，澄清帐务混乱，积极开展业务，全

县金融事业健康发展。

“文化大革命"中，银行由“军管”到“革命委员会"。办理存

贷、收支、结算等日常业务。但由于层层“夺权"，无政府主义严

重，银行规章制度及金融法规，受到冲击和践踏。伴随工农业生产姆

严重破坏，流通阻滞，金县金融事业辗转徘徊。

1 9 7 8年l 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狯l决定“把工作重点转

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

组织路线，1 9 7 9年4月，开始实行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

顿、提高，，的方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彻底拨乱反正，试行农业生

产责任削和经济体制全面改革。从旺苍实际情况出发，银行试行“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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