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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 吉
刖 青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江油县、彰明县(今江

油县彰明区和青莲区)，曾有过多次纂修县志，但过去修志重人文，

轻经济，对金融事业的记载更是凤毛麟角。此次编修《江油县金融

志》，是新编《江油县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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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修的金融志，填补了江油县志金融历史记载

的空白，亦是江油金融部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件大事。它反映

江油金融事业的历史和现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进一步开拓发展

社会主义金融事业，将起到历史借鉴作用。

《江油县金融志》在江油县志编委、办公室的指导下，由人民银

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保险公司四行一司合作负责编

纂。成立金融志领导小组，由岳永声(原为邓文贵)、方德茂、石孟

坚、杨一、吕克泉五人组成。下设办公室，编纂人员有人、农行各派三

人、工行二人、建行、保司各一人。为提高采编人员素质，先后派人

到成都、重庆、灌县、广元、旺苍、三台、射洪、雅安、平武、绵阳

等地金融部门及县属单位学习、取经、广征博采，制定纲目。在省、

地(市)县档案馆、图书馆、文史馆，查阅历史档案、收集史料，向

本系统行、司及有关部门采集口碑资料，群策群力，作了许多艰巨而

细致的工作，共查阅档案3197卷(册)，向32人收集口碑资料，立卡

片8603卡，储备史料599．6万字，其中：复印件72万字。1987年10月

开始进行资料整理、编写，1988年3月按县志要求进入志稿初纂，经

采编人员多次撰写，交各有关部n初审征求意见修改，同年lo月进入

I



总纂，年底完稿，经集体审议后，交金融志领导小组成员分阅审查，

1989年元月10日又经领导小组集体评定，同意送审，经编写组再次清

稿、装订，报经江油县志编委会审查同意。全稿共十章四十节，

计22万字。
7

《江油金融志》记述了江油及彰明县1921年至1985年金融事业的

历史和现状，反映金融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编纂中，坚持了实事

求是，秉笔直书，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立足当代突出地方特

点，重点反映了建国36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所制定的方针政策

指导下，通过货币、信贷、结算、拨款、保险等工作，支持、促进社

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所起的重大作用、经验效果和重大失误。

编纂中注意志书体例要求，不加观点，寓褒贬于事实记述之中，反映

历史本来面目，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有机统一。

但由于编修江油金融志是一项崭新的工作，要求高、难度大，涉

及五个金融部门，修志人员配备不齐，水平有限，加之金融机构多

变，资料保存不全，困难大，尽管编写人员不畏艰难，做了很多刻苦

细致的工作，难免有遗漏和谬误之处，请批评指正。

《江油金融志》领导小组嘱托我俩作序，作为领导组成员，借此

以“前言，，，‘谨向支持和帮助我们的单位、个人及亲自参加金融志编

纂工作的同志们表示真诚和衷心的谢意。
t

江油县金融志领导小组

组长：经济师岳永声

副组长：经济师石孟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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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体例：本志使用语体文，记述体。采用记、志、表、图、录

等诸体合成。以志为主，横排竖写，纵横结合。力求文风严谨、朴

实、简明、通俗。

二、时限：上限自公元1921年，下限至公元1985年。

三、结构：本志分志首、主体、附录三部份。志首为前言、凡

例、图例、大事记、概述、目录等；主体部份共十章四十节；志尾为

附录。

四、币值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均以当时流通币值计

数，1950年至1955年2月底的旧人民币已折合新人民币。

五、本《金融志》系由县人民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

银行、保险公司、信用合作社等单位的业务内容组成。其机构沿革、

业务演变、企业管理、人事变动等，均分别融合于各章、节之中，构

成有机的整体。

六、本志内一些称谓，适当予以简化：中华民国简称“民国，，；

公元1 9××年，简称“1 9××年’’；中国人民银行，简称“人行，，，

中国农业银行，简称“农行"，中国工商银行，简称“工行，，，中国

人民建设银行，简称“建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简称“保司"，

信用合作社，简称“信用社"；建国后的国家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总、

省、地(市)级行司，也分别简化。如：“中国人民银行"简化为人总

行；省入行；地(市)人行，余类推。对“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

七、本志本着详近略远，详主略次，求特不求全的原则进行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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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江油地处四川盆地西北边缘，位于涪江上游，团土肥沃，物产丰

盛。县境内的中坝镇，通过水陆交通线“上通甘陕，下及闽广，西北

至松茂，东南届潼保"，为川甘两省山货药材的重要集散地，是一个

商贸发达而集中的地区。随着商贸的发展，一些金融业务组织也相继

建立。据历史资料记载，民国年间在江、彰县城和中坝镇先后开设有

三家“当铺”，组建有县合作金库，成立有8家公私银行。这些金融组

织根据各自的资本大小和业务手段经营存、放、汇业务，对促进江，

彰两县城乡经济繁荣，起到了一定作用。后因内战不休，政治腐败，

名目繁多的低币瞬息万变，物价暴涨，货币贬值，民不聊生，金融业

务萧条，有的甚至资本亏蚀，使金融界逐步陷入困境，有的行逼迫停

撤，解放前夕，江、彰两县的公私行处只有四川省银行、江油县银行

中坝办事处，美丰银行中坝办事处三家尚存。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2年底，这一时期，江、彰两县银行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主要进行建立了银行各级机构，接管1日

银行，肃清银元券，禁止金银计i介流通，打击金融投机，建立统一的人民

币市场，贯彻执行财经统一工作，实行现金融管理，回笼货币，制止通

货膨胀，稳定金融物价；开展信贷业务，支持国营经济发展壮大，同时，

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上和生活上的困难，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完成以后，党中央制定了在过渡时期的总路

线和总任务，人民政府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

一1957年)。国家银行在贯彻总路线和总任务中，担负着重要的任

务。江、彰两县银行遵照国家对农业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把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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