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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货币
‘

．’，

①贝币 ②货币 ⑨半两④五铢⑥货泉⑥直百五铢⑦开元通宝

⑧淳熙元宝⑨崇宁重宝⑩崇宁通宝⑧正隆元宝@大元通宝(蒙文) ◎

洪武通宝⑩顺治通宝⑩康熙通宝⑩雍正通宝 ◎乾隆通宝⑩嘉庆通宝

．
⑩道光通宝◎咸丰通宝@同治通宝@光绪通宝◎宣统通宝

。

=、铜币、银币 ，。-

d[{“1
①大清铜币(十文正面)②大清铜币(十文背面) ③光绪元宝(当十)

④民国二年铜币(贰百文)⑤四川铜币(一百文)@JlI陕省苏维埃铜币(当500

放)⑦川陕省苏维埃铜币(当200文)⑧四川铜币(二十文)⑨四川银币⑩
民国三年(袁头背面) ⑩民国三年(袁头正面)⑥民国二十三年(孙中山头像)

’j＼⑩光绪元宝
’

：、p

!三、信用币

①民国时期关金券②川陕省苏维埃布币 ⑨民国时期法币 ④中华人民

珙和国第一版人民币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版人民币 ⑥民国时期金元券

⑦民国时期银元券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版人民币 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
版人民币 ．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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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流通纪念币 ’

!．f

①国际和平年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30周年，③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

周年 ④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⑥．

_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二套三枚) ～



纽地位。银行

义市场经济体

位和作用必然

金融业逐渐兴

多金融史实无

从查考。现在《南充金融志》首次问世，填补了这个历史空白。我作为金融战线的一

员，有幸看到一部全面记载南充地区金融历史和现状的专业志面世，这是南充金

融战线广大职工特别是修志同志们多年辛勤耕耘结出的硕果，读后不胜欣慰。

《南充金融志》按照志书体例，以南充金融业务活动为主线，横排纵述，比较翔

实地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金融业的发展沿革、兴衰起伏、成败得失、经验教训，

完全以事实记述不加褒贬；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重点记述了新中国

建立后，南充金融业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金融战线广大职工

几十年艰苦奋斗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到1990年金融机构增加到2000多个，职工

总人数比1952年增加了8倍多；存款余额增加了118．4倍，贷款增加了87．3倍。

特别是1979年金融体制改革以来，金融业更加蓬勃发展，在筹集融通．资金支持南

充经济建设，发展生产，繁荣市场，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一，历史是一面镜子，志书则是历史的

映照，它可以帮助人们认识过去，也可以帮助人们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服务当代，

开拓未来。当前金融体制改革正在不断深化，在改革中《南充金融志》可以帮助人

们借鉴历史为现实服务，其“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是不言而喻的，定能受到金

融职l工和社会各界的欢迎。值此志书问世之际，聊书数语以致贺忱。

杨刚才

1993年10月



南充金融志·凡例

凡 例

’

一、本书属金融行业专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以“资政、存史、教化一为宗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

求是，记历史本来面目。

二、本书遵循《地方志》的统一体例，横排竖写，以事分类，以篇、章、节统属。

三、本书采用语体文，着重记述南充金融行业的得失兴衰于发展变化过程之

中。

四、本书时断，上限1811年，下限1987年。个别章、节上溯到其他朝代或延伸

到1993年。

五、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本书注重突出80年代南充地方特色

和金融行业特色。

六、本书按照国家出版局《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办理。对1949

年10月1日以前的货币名称和金额单位均按当时规定记述。旧人民币(第一套人

民币)金额数字已折合为新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o

七、本书的资料来源，主要采用四JII省，重庆市和省内各地、市、县的档案馆和

南充地区各银行、保险公司的档案。

八、本书所用数据，以南充统计局和各银行、保险公司的报表及文书报告中的

有关资料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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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地处四川盆地东北部，嘉陵江中游，地跨盆中丘陵和盆北低山．盛产丝绸，闻名中外，

素有‘‘丝绸之乡”的美称。自商周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金融业也逐渐兴起。清乾隆年间

南充就有四家当铺、钱庄，经营存、贷款．银钱兑换．买汇卖汇，代收货款，兼营商业等业务。继后

又有四家银楼开业。民国初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南充新开设当铺12家，钱庄16家．银楼

15家，同时还开设国家银行．地方银行，商业银行16家。主要经办存款、代收税款、发钞券、本

票、公债和发放农、工、商业各项贷款。

1933年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在南充地区的7个县设立了分行，一个造币厂．其主

要任务是：制发苏维埃货币、统一币制、活跃苏区金融，支持革命战争。工农银行规定．凡在工农

银行开立帐户的单位，当日的营业收入全部存行，所需购货款由银行放款支付。不计利息。对私

营小手工业，小商贩，饮食店，发放低利贷款，支持生产．发展苏区经济。对农业投资、水利建设，

组建信用合作社等发放低息或无息贷款支持农副业生产的发展。1934年底各分行随红军北

上。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大量资金随之转入后方，公私银行接踵而来，金融机构

猛增。农民银行，合作金库在南充农村辅导区、乡、保组织信用合作社及生产、运销、消费等合作

社2 256个。社员184 124人，筹集股金180．6万元．放出贷款1 024万元。同时，“四联总处”也

在南充设立了支处。银钱商业同业公会先后在南充、广安成立。当时南充金银市场借贷资本活

跃，资金结算频繁，汇兑业务与国内口岸联系广泛．为省内汇兑“八大码头”之一．成为川北商

贸、金融中心。据统计曾在南充开设过的典当业22家，钱庄46家．银行95家．银偻67家，合作

金库11家．保险公司10家，其它金融机构9家．共260家。抗日战争胜利后，外地在南充开设

的银行和资本陆续撤走．使南充的金融业急剧衰落，陷于停顿的困境。。

1949年12月南充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充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国民政府在南充

设立的国家银行。1950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川北分行成立，并在所属36个县设立了支

行和营业部。当时把恢复生产，增多物资财富，稳定市场物价，安定人民生活作为首要任务。对

黄金、白银、银元、外币禁止流通，就地冻结。从而使人民币迅速占领了城乡市场．为唯一流通的

货币。同年，中央统一财经政策后，人民银行认真执行政务院关于实行现金管理的决定，对国家

机关、企事业单位．采取计划收支和划拨清算的措施，把资金集中银行．控制投放。并支持国营

商业、外贸公司，大力收购农副产品．积极组织人民币下乡。通过现金管理办法的实施，使原来

存于单位的大部份现金流回银行，对于实现现金收支平衡．壮大国家银行资金力量起了重要作

用。

1952年人民储蓄有了发展，年末城乡储蓄存款余额达130万元。在工商信贷方面：人民银

行通过贷款．以大量的资金支持国营经济的发展．增强其领导和稳定市场的力量。对于私营工

商业，则本着统筹兼顾的精神．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经营活动．都给予适量的贷款支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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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是南充地区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对其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资金困难，人民银行适当

给予贷款支持。在农村信贷方面：人民银行认真贯彻执行“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

生产”的农村金融工作方针。随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但家底

薄，生产和生活存在困难，资金需求迫切，人民银行及时发放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贷款，还发放

土特产品运销以及小商贩的周转性贷款，有力地支持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953--1957年，银行、信用社认真贯彻党中央提出的“一化三改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

适应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人民银行已成为全国唯一发行货币的机关，又是信贷、结

算、现金出纳的中心。通过金融管理、信贷活动，支持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促

进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创造良好

的条件。

银行由于加强了现金管理，存款持续增长；城乡储蓄存款稳步上升。资金运用方面，银行贷

款重点支持国营工业、商业、外贸和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壮大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当时国家对几种至关重要的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银行对统购统销资金需要充分

满足供应。全区国营商业部门和供销。粮食系统掌握了大量商品、物资，扩大了流通，保证了国

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农村金融工作．主要是发展农村信用社．组织存款，发放贷款，重点支持集体农业，并帮助

农民解决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困难。

1958年。大跃进”运动兴起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银行许多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废

除。资金管理权限下放，造成资金大敞口，花钱大撒手的信贷失控局面，加之基本建设战线过

长，货币投放过多．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给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经济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

难。

为了克服“大跃进”出现的问题，1962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强银行工

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全区银行、信用社通过全面贯彻执行，使金融形势

得到迅速好转。货币投放受到控制，实现了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目标。基本建设也停缓建了

一批项目。工商贷款趋于合理，工业总产值和国营商业的商品销售增加，商品库存也增长，而贷

款却下降。城乡储蓄存款由下降转为上升。贷款工作认真贯彻“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

辅”的方针，达到了控制投放、加强调剂、开源节流．争取平衡的要求。经过3年的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全区国民经济又顺利地恢复发展。1965年大规模三线建设的序幕拉开，工农业生产

出现了一个大发展时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银行、信用社的工作受到冲击，成绩

被否定．规章制度难以执行。但存、贷、汇业务没有停顿．货币投放和回笼仍受到有效地控制；基

本建设资金的供应没有中断；农工商企业所必须的生产和经营资金仍能及时予以贷款支持。从

而保证了粮、棉、油、猪等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和城乡人民基本生活资料的正常供应。

1972年根据国务院和银行总、分行的指示精神，在全区开展整顿银行、信用社工作，重申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保证银行工作的相对集中．于是地区人行和各县支行相继建立了党支

部．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保证了银行工作的正常运转。基本建设拨款监督工作也加强了

管理，并按照国务院决定恢复了地区建设银行机构以保证建设资金的及时供应。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金融系统开展了拨乱反正，调整充实领导班子，整顿工作

秩序，加强队伍建设，严格现金和信贷资金管理，从此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乱局面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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