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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串 1978~2013

睡 清末民初，晗宁钱二lt有振源钱庄、义兴l釜钱庄和德诚票号

3 家 。 至民国十六年(1 927 年) ， 3 家钱庄均相继歇业. 民国二

十四年，江苏省农民银行在帷宁设立办事处 。 民国二十七年，

唯宁办事处停业撤销 。 抗战胜利后，办事处复业不到 1 年，于

当年 11 月停止，次年 1 月撤销 。 民国二十四年十月，华中银行

在帷宁设立华中银行帷宁支行。 此为中共政权在难宁设立的

第一个金融机构，营业 10 个月 。 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十五日，组

建中国人民银行帷宁办事处。 1950 年 4 月，办事处改为支行。

19 5 1 年 6 月，高作区刘祠乡试办苏北地区第一个农村信用合

作手土。 1952 年 7 月 1 日 ， 组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晗宁支公司，

19 53 年 11 月撤销 。 1952 年末，全县存款 7 1 万元，贷款 73 万

元 。 19 5 3 年，实行"统存统贷"计划信贷管理体制，组织资金支

持国营企业发展，支持对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支持农业

互助合作化运动 ， 同时开办多种储蓄 。 1957 年末，全县存款

225 万元，贷款 1481 万元 。 在"大跃进"的影响下， 1 958 年，银

行支持钢铁、机械工业，支持商业企业大购大销，支持乡村大

办集体工业，银行贷款失控。 1961 年，开始贯彻((银行会计试

行条仔份和《会计人员守则)) ， 会计核算质量得到提高 。 1962 年

3 月，银行实行垂直领导。 1964 年 1 月，成立中国农业银行晗

宁支行。 1965 年底 ， 县农业银行并入县人民银行。 当年，全县

存款 567 万元，贷款 3835 万元。 "文化大革命"中，人民银行合

并到县财政局近 2 年 。 1975 年末，全县存款 1948 万元，贷款

6811 万元。

1978 年后，晗宁金融业步入改革和发展时期 。 对工业企

业实行"区别对待，择优扶植"的政策，支持商业企业送商品下

乡，支持农民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 逐步加大对乡镇企业

的投入。 1979 年，中国农业银行帷宁县支行恢复。 当年年末，

全县存款余额 2671 万元 ， 贷款 8454 万元。 进入 80 年代，沿用

27 年(1 953 - 1980 年)的"统存统贷"信贷计划管理体制改为

"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钧、差额包干"的管理体制 。 全县

各金融机构扩大存款，开办多种储蓄，以存定贷。 组织资金，支

持"农林牧副 j鱼、工商建运服"等行业发展，支持工商企业调整

工业结构，充实商品库存，开办中短期设备贷款。 1980 年 11

月，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帷宁支行加大对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的

投入。 1984 年，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晗宁支公司，对全县财

产、人身安全提供保险服务。 1984 年末，全县存款余额首超亿

元、达 11640 万元，贷款 27882 万元。 1985 年 1 月 1 日，县人

行经办的业务由新成立的中国工商银行帷宁县支行办理 。 信

贷管理推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通融"的实

存实贷体制，县工、农、建行业务交又;企业多头开户，在多行

获得贷款;各类有奖储蓄政策争相出台;银行内部打破资金在

系统内调拨的陈规， 打开金融业行际之间资金横向流动渠道。

1988 年 12 月，中国人民银行晗宁支行恢复组建，专门行使中

央银行职能，建立中央银行体制，为口强金融监管和稽核，组织

管理信贷资金，对专业行临时性、日拆性资金需要发放短期贷

款，实行跨行相互转汇 ， 防止专业行之间相互占用资金，建立

存款准备全制度和备付金存款比例制度。 当年末，全县存款

25690 万元，贷款 41815 万元。 1989 年 ， 中国银行晗宁支行成

立 。 "工、农、中、建"等银行普设储蓄网点，争相进入资金市场 。

1993 年 7 月，清理舌L拆借、绕规模、逃避监督等违规行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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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金融监管，筹措和调度资金支持全县经济建设，贷款控制在

计划之内 。 1994 年，按照金融体制改革要求，将信贷资金计划

体制改为"总量控制、比例管理、分类指导、市场融通"的管理

体制，金融机构的资产与负债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保证信贷

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各专业行在向商业银行转轨过程中，

按照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要求调整资金投向 。 1994 年末，全

县存款余额 97409 万元，贷款 101735 万元。 1995 年，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实行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

金融分离，专业银行加快向商业银行过波。 1995 年末，难宁县

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与县农行脱钩 。 1996 年，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帷宁县支行成立 。 县保险公司分为中保财产保险有限

公司帷宁县支公司和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雄宁县支公司 。

1996 年，帷宁县年度存款首次超过贷款。 当年底 ， 全县存款余

额 130985 万元，贷款余额 129222 万元 。 2000 年后， 4 家国有

专业银行相继转为固有商业银行。 取消对国有银行信贷规模

的计划控制，引进市场调控机制;运用间接货币政策 ，提高信

贷资金的使用效益 ， 拓展金融服务范围 . 2001 年 ， 县内各商业

银行严格执行国家创建"金融安全区"等政策，坚持依法合规

经营。 2002 年，县人民银行制定 ((2002 年度难宁县农村信用手土

风险化解工作计划))，加强对银行机构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

管，落实i!反债余额 2 . 47 亿元。 同时 ， 开展信用(村)镇建设。

当年，验收合格信用手土 1 个、信用村 50 个 。 2003 年 ， 全县金融

工作以打击逃废债为重点，深入推进金融安全区创建。 当年

末，逃废债余额下降至零。 同时，重点加强对农村信用手土风险

状况监测 ， 加强对县内各银行为 J成员增效而实施合并、关停网

点和营业场所等行为监管，确保金融机构正常经营。 2004 年 ，

继续开展信用(村)镇创建活动，引导农民提高社会信用意识，

全县信用村镇达到 100 个。 县人民银行发行央行票据 8535 万

元，直换农村信用手土历年亏损 2987 万元、不良贷款 5548 万

元，发放支农再贷款 12500 万元.

2005 年，县政府成立金融债权管理委员会，维护金融债

权与社会稳定。 2006 年，开展创建"诚信晗宁"活动 。 2007 年 ，

组织有关银行、企业和资产管理公司共同推进，加快银行不良

资产处直;制定《金融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和防控预案》 。 县人民

银行兑付县农村信用手土 8535 万元专项央行票据。 2008 年，难

宁县金融业保持快速、稳健、协调运行。 当年末，全县各项存款

余额 874589 万元，比当年初增加 126012 万元;各项贷款余额

369949 万元，比当年初增加 57560 万元(扣除农行不良贷款

剥离因素，各项贷款实际比年初增加 80823 万元);现金累计

总收入 475 . 7 亿元，累计总支出 445 . 1 亿元，全县回笼现金

30. 6 亿元 。 2009 年，江苏银行帷宁支行入驻帷宁 。 2010 年，

江阴农村商业银行稚宁支行入驻晗宁 . 为企业扩大生产和

重大项目增加贷款近亿元 。 全县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存款

余额 155.21 亿元，比当年初增加 34. 88 亿元;各项贷款余

额 80. 89 亿元，比当年初增加 2 1. 58 亿元，有金融保险机

构 14 家，其中县支行 10 家、保险机构 4 家 。 晗宁县被江苏

省政府授予"江苏省金融生态示范县 2011 - 2013 年，全

县各金融机构以"提高服务质量、增加金融效益"为目标，

不断推出新服务项目和金融产品，为难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良好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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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 一 "收支挂钧、总额分成" 1960 年，采用"核定任务、分项参考、
....... 
丁- 清朝及以前，难宁的财政收入以回赋为主、课税为辅 。 民

国初期，税收仍沿清制，县府设户房管理财粮。 全县划分为 8

个柜、 3 2 个手土，负责田赋征收. 一年征收两次(上忙、下忙) 。 民

国六年(1 917 年) ， 按熟田每亩征钱 12 文，年共征钱 6000 余

千文。 民国十一年春，赈放1. 4 万千文，剩余 7235.48 千文存

放钱手土。 民国十五年 ， 积存 4.25 万千文。 民国十六年，帷宁各

项税才自由私人包征。 民国十七年，县政府二科负责田赋和商税

征收，下设税契处、田赋征收处，取消 8 个柜。 田赋征收处直接

管理全县 32 个社税赋征收。 民国十八年，实存的谷款1. 14 万

千丈，被驻晗宁任师安团全部提出 . 民国二十五年，回赋征收

54. 22 万元. 民国二十七年，伪县政府强化税务，设统税局，改

私人包征为直接征收，并陆续开征烟酒税、所得税、印花税等。

国民党县政府撤退农村，依靠摊派经费，维持支出 。 晗宁边境

抗日根据地内的县民主政府推行合理负担政策。 抗日战争胜

利后，由于连年战争，帷宁县财源枯竭，税相繁杂，地方财政入

不敷出 。 民国三十五年，经江苏省‘政府批准免征当年回赋。 同

年 ， 县政府设税捐征收处，区乡由县派税务员直接课征。 民国

三十六年，各项收入 8.43 亿元 ， 省补 3.23 亿元. 当年，全县月

支经费约 6150 万元，其中每月支出保安队官兵 556 人经费

1583 万元、县警察局 65 人(不包括各区分驻警察)经费 261

万元、区以上 210 名公职人员经费 1660 万元 .

1948 年后，全县发展生产，采取减征或免征的办法，保人

民休养生息 . 通过设立财政、税务、银行等机构，建立和完善财

政体制 。 1950 年，工商各税实行新税制一-工业轻于商业、重

工业轻于轻工业、生活必需品轻于奢侈品，减少税种、税目，全

县货物税税目从 1136 项;成为 358 项 . 1952 年，全县财政实行

统收统支办法. 收入全部上支，支出全部由上级拨付，县不搞

平衡 ， 年终结余上交。 1954 年，财政实行"划税分成、固定比

例、收支包干"的体制 . 在县地方财政收入中，分地方固定收入

和地方分成收入。 地方固定收入:地方各税、地方国营企业收

入、其他收入. 分成收入的比例 : 商业流通税和货物税，中央分

92% ，地方留 8% ; 工商业营业税和所得税，中央分 90% ， 地方留

10% ; 农业税，中央分 70% ，省分 l坷，地方分 15%. 19 5 6 年，改

"如l 类分成"为"总额控制以支定收，一年一定" 1958 年，

在地方收入中分固定收入、分成收入和调剂收入三种。 正常支

出由县统筹，基本建设、自然灾害救济等特殊经费由上级专项

拨款. 1959 年，地方财政收入不再划分固定收入、分成收入和

调剂收入 ， 凡地方管理的企业、事业所有收入，均作为地方财

政预算收入;地方支出不分正常支出和专项拨款，凡属地方建

设、企业流通资金、各项行政事业费，均由地方财政支出 . 实行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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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调剂、照顾各方、比例上解、差额补助、增收分成、结余不

变"的办法，安排财政收支. 年终结算的多余部分 ， 仍然上解;

不足部分由中央补助 。 1961 - 1968 年，实行"全国一盘棋、上

下一本账"的制度. 财政管理权限适当集中到省以上 . 1969-

1970 年，实行"核定收入，超收分成体制" 。 起收分成比例为:

县留 10% ， 上文中央 90%. 1971 年底，超收成分比例改为县留

40%，上文中央 60%。

1978 年，实行"财政包千、多收多用、超支不补"的政策。

在县级起收分成比例由 40%降低为 20%的同时，增加县级固定

分成. 1979 - 1981 年，县级固定分成比例不变，超收分成改为

增长分成。 1982 年，实行"收支包干"的制度。 县固定分成为财

政总收入的22. 1 %. 当年 ， 县财政总收入 1820 万元 ， 得固定分

成 402. 22 万元 。 1983 年，县级固定收入分成比例调整为

23.23%. 1985 年，全县开始建立乡级财政和财政预决算管理

体制，实行"划分收支范围、确定收支基数，收支才圭钧、按比例

分成，分段计算、超收奖励，一年一定"的制度 . 1988-199 3

年，实行"递增包千"办法 . 1988 年，省核定帷宁县收入包干

基数为 3112 万元 . 在财政总收入中，帷宁的分成占比为

81 %;增收部分，省财政予以 10%的奖励. 在执行过程中，对新

开征的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预算调节基金等专项收入

羊独结算.

1994 年，中央与地方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 . 中央与地方

共享收入包括: 增值税、资源税、证券交易税. 增值税中央分享

75% ，地方分享 25 % ; 资源税大部分作为地方收入;证券交易

税，中央与地方各分享 50%. 按照 1993 年地方实际收入和分

税制改革及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情况，省核定难宁县 1993 年

中央从地方净上划的收入基数为 2621 万元 。 1993 年，中央净

上划收入全额返还晗宁 ， 并以此作为中央对晗宁税收返还的

基数。

从 1995 年起，改"递增包干"为"定额上级'\晗宁县每年

定额上缴基数为 861 万元。二面对一些专项收入参与分成:城镇

土地使用税省、集中 50%，新开征的土地增值税省集中 30%。

1999 年，难宁县为人均财力低于 11000 元的县 ， 被省列

为财政转移支付县. 按人均财力与 11000 元的差额 ， 省‘政府给

予晗宁 50%的补助 。 当年，省对帷宁县转移支付补助基数为

5500 万元 . 2001 - 2003 年，二首转移支付分别为 6325 、 7239 、

8181 万元 。 2004 年 ， 为 10908 万元。 2007-2013 年，帷宁县

财政受省直管， 二昌、转移支付逐年递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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