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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l·

方志修纂，源远流长，盛世修志，意义深远。改革开放22年来，

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赣州市伴随全国前进的步伐进入

空前的大发展时期，金融稳定，经济腾飞，文化兴盛。值此千禧盛世，

继承历史传统，顺应时代精神，续编<赣州市金融志>(1991。1998

年)，不仅是广大金融工作者的愿望，更是一项无愧前人，泽被后世的

功业。按照中共赣州市委的指示精神，在赣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指

导下，在全市各家金融单位的通力协作下，由市金融志编纂办公室的

同志广集资料，精心编撰的纵揽赣州市自1991年至1998年金融发展

历史的专业志书——<赣州市金融志>(1991—1998年)终于脱稿付

梓，实为本市金融界的一大喜事!纵览全卷，结构合理，层次清晰，资

料翔实，记述严谨，不仅对收集保存本市金融史料弥足珍贵，而且也

为改革开放中的赣州市金融事业发展提供有益参考，充分体现了古

为今用的原则，堪称本市金融文化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o

<赣州市金融志>(199l。1998年)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

分析和实事求是地反映本市金融历史和现状，较充分全面地描述了

赣州市金融业在货币、机构、存款、信贷、外汇、保险、国库、债券、信

托、证券、金融管理、金融改革等方面的发展脉络，并从更高的角度和

层次鸟瞰这一货币金融人文景观的历史巨变o

199l一1998年，赣州市金融机构进行了巨大的改革，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市人、农、建3行先后撤销，分别并人其地区分行；增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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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农业发展银行赣州市支行；市保险公司一分为二，分别成立寿险公

司和财险公司；太平洋、平安保险公司驻市机构设立；市农村信用联

社与市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地区工、农、中、建4行所属信托

投资公司撤销；驻市证券营业部及沪、深股市证券交易从无到有，迅

速发展；城市信用合作机构呈现蓬勃发展趋势，并向城市商业银行过

渡。在这金融体制大改革的特殊历史时期，把分散、零乱、繁杂的赣

州市金融货币文献资料加以集中、提炼、选择、概括，并按照历史的本

来面目，如实反映，对于是非、功过、经验、教训，一般不加评论，不予

褒贬，纳观念于记叙之中，形成了20多万字的金融志。阅罢掩卷，全

志的底蕴又是昭然若揭，那就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

展j货币信用程度的不断提高和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最终将对赣州

市金融业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而助推地方经济快速、持续、稳定地发

展。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史载概莫能外。
‘

。《赣州市金融志》(1991．1998年)的编修，顺应改革，事系民心，

得到全市各金融单位的大力支持，从事具体编纂工作的同志，费时两

年，长期埋首案头，凝思着笔：登门求索，辛勤耕耘，广征博采，精心提

炼始成此书。可以认为，这部志书的付梓，是金融文化建设的成果，

更是全市各金融单位、众多金融工作者集体智慧的结晶。我相信，作

为赣州市一方货币金融之信史的《赣州市金融志》(1991～1998年)必

将伴随全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大势一道，成为提供金融史料，开阔金融

视野，增长金融知识，提高金融服务水平的良师益友o

．鞠月二ooo年十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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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全面、系统地记述赣州市90年代以来金融事业的发展情况，力求思

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o 。，

二、本志为第一部《赣州市金融志》续编，上限为1991年，下限为
葶 ：

1998年。_．-
．。． ，

’

‘
‘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录、图、表等体裁，以志为主，诸体并用，

并附插照片。全书编纂坚持横排纵叙，力求横不缺项，纵不断线。

四、本志设章、节、目。全书除序言、大事记、概述和编纂始末外，

共设12章42节。 一

五、本志记述内容以市属金融单位的史实为主，同时也记述地属

金融单位在市区内发生的金融业务。凡表内书写“全市"表题的，就

含地属金融单位在赣州市区内发生的业务数；书写“赣州市"表题的，

只含市属金融单位的业务数。表内栏目，未发生数据的用“——”符

号表示；数据不详的用空白表示o

六、本志数字书写，表示数量和百分比的用阿拉伯数字表示；表

示习惯用语、专用名称、词汇、成语和几分之几用汉字。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全市各金融机构的档案以及各金融机构

提供的各种数据、史料，少数资料为调查访问所搜集。表列数字主要

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赣州地区分行历年编印的《金融业务统计资

料》。各种资料均通过印证和分析，去伪存真，精选采用。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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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志将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十五届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

十四大”、“中共十五大”o对使用较多的地、市金融单位名称除在《机

构章》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外，其他各章、节均使用简称，如：中国

人民银行赣州市支行简称“市人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赣州市支行

简称“市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赣州市支行简称“市农业银行”；中

国建设银行赣州市支行简称“市建设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赣州

市支行简称“市农业发展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赣州市支公司简

称“市保险公司”；中国人民银行赣州地区分行简称“地区人民银行"；

信用合作社简称“信用社"；赣州市第一城市信用合作社简称“市第一

城市信用社"；赣州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简称“市农村信用联

社”；赣州地区城市信用合作中心社简称“地区城信中心社”；赣州地

区城市信用合作社中心社第一营业部简称“地区城信一部”，余类推。

其他改制机构简称，则在文内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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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工、农、中、建4大专业银行由“存款立行”升华为“效益兴行"，实

行统一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经营机制，

加快向商业银行、向国际接轨的步伐。

在此期间，全市银行机构改革的力度加大o 1996年12月，市建

设银行撤销，并人中国建设银行赣州地区分行营业部。为贯彻落实

党和国家的农村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增强农业

发展后劲，1997年2月，正式成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赣州市支行o

1998年9月1日起，市人民银行撤销，并人中国人民银行赣州地区分

行。同年12月，经省人民银行批准，市农业银行运作至年底撤销。

在此期问，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改革同步进行。市第一城市信用

社于1993年8月起，陆续设立了北京路、职工、银河、南江、星海等5

个营业部，全方位支持蓬勃发展的“两小企业”。1996年，市农村信用

联社与市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由市人民银行对其实行监督

管理。同年10月，市保险公司一分为二，分别成立中保财产、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赣州营业部o ，

在此期间，驻市金融机构同步进行改革。工、农、中、建4个地区

中心支行于1992。1993年更名为地区分行，其下属机构有增有减o

1996年，地区保险公司分解为财险、寿险两家。城市信用合作机构呈

现出蓬勃发展趋势，并向城市商业银行过渡o

到1998年末，全市共有各类金融机构233家，其中，市属金融机

构113家，驻市地属金融机构118家，驻市县属金融机构2家，基本上

形成了由中央银行调控和监督、国家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金融与商业

性金融分工、多种金融机构合作、功能互补的金融体系。

到1998年末，市属金融机构共有职工1026人，比1990年增长

9．1％o职工队伍更趋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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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1998年，市人民银行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认

真执行货币信贷政策，加强金融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有效地运用利

率、准备金、再贴现、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对社会信用规模和货币

供应量进行间接调控，促进全市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保

证金融稳健、安全运行。

利率政策是货币政策的重要内容o 199l～1998年，全市金融机

构按中国人民银行通知，先后对各项利率进行了11次调整，从而进

一步理顺了中央银行的利率结构，完善了中央银行的利率体系，扩大

了中央银行间接调控的空间o

存款准备金政策是实施货币政策、实行信贷资金宏观管理的重

要手段之一。迄今10多年中，存款准备金率已先后调整4次，对增

强商业银行支付能力和资金清偿能力、增强中央银行信贷资金宏观

调控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再贷款是人民银行90年代初期调控辖区信贷资金投向、投量和

信用总量的手段之一o 1991年，全市再贷款总量达14．8亿元o 1993

年，市人民银行按上级规定将此项贷款余额上划总行管理。

再贴现是中央银行早期的、也是现行的一项重要货币政策工具o

1991年，市人民银行在全区率先办理银行承兑汇票的再贴现9笔，金

额388万元。此后，再贴现业务处于停办状态，1994年恢复，1995年

进一步发展。1996一1998年，全市办理再贴现共3．68亿元，较好地

缓解了资金不足的矛盾。

与此同时，市人民银行还加强了全市货币的发行与管理、货币信

贷管理和现金管理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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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措资金、拓展存款是金融机构一项传统的基本业务，是信贷资

金的主要源泉o 1991一1998年，全市金融机构优化业务作法，增强揽

储功能，拓宽服务领域，努力吸储引存o 1998年，各项存款余额达

49．63亿元，比1990年增长6．1倍，其中，单位存款14．9亿元，城乡储

蓄存款31．3亿元，农村存款O．67亿元，信托及其它存款2．76亿元，

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八年来，全市金融机构以“低成本、集约化、高效益”为核心，对储

蓄工作进行了改革，城镇储蓄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始终居于全部存

款的大份额。各类金融机构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或推出新储种，或

创新承诺服务，或抢滩设点，有序地、规范地竞争储蓄市场份额，在储

蓄领域中各自占有大小不同的一方天地o 1998年，银行、城市信用

社、邮汇局的储蓄存款份额依次为8l％、15．6％和3．4％o其间储蓄

存款利率虽6次调低，但由于市场物价稳中有降，储户从中仍可获得

一定的利息收益，在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储蓄存款仍然

成为居民储存资金的首选途径，导致存款的连年攀升。

八年来，随着国力的增强，“三资"企业的增多，香港的顺利回归，

外币存款持续上升o 1998年，全市外币存款余额达2171万美元，比

1990年增长2．2倍。

八年来，全市信用卡业务发展迅速。继长城信用卡后，1993年牡

丹信用卡、金穗信用卡、龙卡信用卡在本市陆续发行，受到广大市民

的青睐。至1998年，全市共发卡75944张，当年交易额20．02亿元，

吸收存款4055万元，较之1990年均有大幅度增加。

四

1991．1998年，全市信贷工作贯彻执行国家的货币信贷政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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