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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昌金融志>经过乐昌市金融志编写小组同志多年努力，现在和广大读

者见面了。这本志书史料翔实，结构合理，行文流畅，可读性强。盛世修志，

这也反映出了乐昌市金融业的蓬勃发展和广大金融工作者意气风发的精神面

貌。

乐昌地处岭南和中原地区的结合部，经济和文化的历史都很悠久。乐昌金

融业发展变化的历史，不仅受到当地经济文化的影响，而且和全国金融业的兴

衰变革相联系。所以我们阅读本书，不仅可以了解乐昌金融业的情况。而且还

能看到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看到全国金融业历史演变的脉络。本书采取“详

今略古”的原则，编写重点放在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大事上，这就

更有助于我们回顾近半个世纪来走过的道路，认清经验教训成败得失，更好地

完成当前的任务。

我国解放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走过了一段曲折坎坷的道路。直到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认识到了我国当前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确立了

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

设事业走上康庄大道。这个历史过程当然也

质是市场，没有市场也就没有真正的金融。

制，排斥市场经济，当时的银行巳不是宾正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和金融体制改

复它原来的属性。这些变化反复，都可以在

们更好地把握今天，这也就是这本书给予我

乐昌市在广东省属于发展中地区。当前

迎头赶上，金融业的广大干部和职工也正在

革，扩大开放，保持稳定，促进整个国民经

信乐昌市的金融业将在已有历史的基础上，

—-——



凡 例

一、本志记述的内容主要是乐昌地域的货币流通、银行信用、保险业等金

融活动。
～

二、本志以述、记、志、图、表、录诸体构成。以志为主，采用章、节结

构。全书由概述、大事记、专志等部分组成，专志设12章40节，横排门类，

纵述史实，反映乐昌金融事业的历史和现状。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以建

国后，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乐昌金融活动为记述重点。

三、本志不定上限。下限为1995年。

四、本志记述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旧纪年并加注公元纪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乐昌解放日期为1949年10

月19日。1994年7月16日起乐昌县改为乐昌市。

五、本志使用数字除引用古籍书刊、民国前历史纪年、惯用语、缩略语等

用汉字外，其他场合使用阿拉伯数字。小数点视需要保留一位或两位。

六、1955年3月1日前为旧人民币，3月1日起为新人民币，为便于计

算，已统一折算为新人民币，新旧人民币换算比率为l：l万。

七、本志所用资料主要来自省、地、县档案馆、图书馆、旧志、历史文

物、口碑材料、各金融单位文件、报表及年度总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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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乐昌市地处南岭山脉南麓、武江中上游，在韶关市西北面，东与广东仁化

县为邻，南与广东曲江县、乳源瑶族自治县交界，北与湖南省宜章县、汝城县

接壤，总面积2391平方公里。

乐昌于南朝梁天监七年(公元508年)正式建县，时称梁化县。隋开皇十

八年(公元598年)改称乐昌县。尔后县级建置历经各个朝代，直至民国o

1949年10月19日，乐昌解放，至1994年7月15 El，仍为县建置，县城设在

乐城镇。1994年7月16日，乐昌撤县设市(县级市)。1995年，全市设20个

镇，总人口476066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97757人，约占总人口的42％。1995

年全市社会总产值196908万元，工农业总产值151798万元(按90年不变价计

算)；市财政收入13986万元；职工年平工资5406元，农村人年平均纯收入

1681元，城乡居民人均储蓄余额2197元。

乐昌金融业历史久远。秦代开发岭南，乐昌凭着地处岭南与中原地区接合

部的优势，成为广东省内最早接受中原文化的地区之一。二千多年前，中原货

币如“秦半两”已在乐昌流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乐城、坪石两地曾

一度商旅云集，成为粤北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之一，各类金融机构陆续出现。民

国建立后，在北伐战争期间，因支持北伐战争需要，乐昌首次出现了现代金融

机构·r一中央银行坪石兑换所。抗日战争爆发后，乐昌作为抗战后方，地位日

显重要，金融活动亦随趋活跃。广东省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交通银行、中国

农民银行先后在乐城镇、坪石镇等地设立营业处所。抗战结束后由于国民党统

治的腐败，发动内战，滥发纸币，致使通货急剧膨胀，在抗日战争短短几年

内，法币成为废纸，1948年的法币币值仅为1935年的六百万分之一，银行存

贷款业务濒于绝境。

1949年10月19日，乐昌解放，揭开了乐昌金融业新的一页。当天，县人

民政府发出乐财字第一号布告，宣布“从即日起发行人民币”，同时接管广东

省银行乐昌办事处。当年1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乐昌办事处成立，1950年

1月1日正式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乐昌县支行。乐昌支行成立后，在制止通货膨

胀、稳定金融、恢复国民经济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人民币以其币值坚挺、稳

定，获得人民信任，银行存贷款业务逐渐上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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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昌金融志

1953年至1957年国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乐昌金融事业稳步发

展的时期。这个时期乐昌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渐上正轨，通过加强现金管理，

大力发展储蓄业务，广泛聚集社会闲散资金，1957年，全县金融系统存款余

额达561．8万元，为1952年的5．8倍。乐昌金融系统运用信贷手段有力支持了

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为乐昌“一五”时期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

境。

从1958年至1965年。乐昌的金融事业同国民经济其他事业一样，经历了

曲折发展的过程。在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中，由于指导思想上

“左”的错误，金融工作中出现了严重脱离实际的瞎指挥、浮夸风，储蓄存款

搞“放卫星”。导致存款数字虚假，1959年全县金融系统存款余额1273．4万

元，比1958年猛增133％，水分极大。原来行之有效的各种规章制度在“大破

大立”、“先破后立”(实际上是“有破无立”)的口号下，备受破坏，造成管理

混乱，信贷失控，现金投放过多。在“支持大跃进”的口号下，“要多少，贷

多少”，“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贷”。1958年，乐昌银行贷款余额达1177．4万

元。比1957年猛增74．66％，1960年更上升到2586．5万元，比1957年增加

2．85倍，大大超过了银行的承受能力‘1961年起，乐昌金融机构坚决贯彻中

央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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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银行工作“六条”>)，各

项金融业务逐步恢复正常。1962年开始压缩信贷，到1964年，贷款余额

1152．2万元，比1960年降低了55％o 1964年后，银行各项业务走出低谷，开

始全面回升。1966年底全县存款余额1411．9万元，为1957年的2．5倍。

在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乐昌金融事业受到了猛

烈冲击，遭到了严重破坏。“文革”初期，银行系统原来的垂直管理体制被斥

之为“条条专政”，人行乐昌支行被“军管”，后又与地方财政税务部门合并，

农村信用社则下放给公社管理；银行各项规章制度被视为“修正主义的管、

卡、压”；存款原则被破坏，储蓄取息被说成“剥削”；信贷工作又出现“要多

少，贷多少"的失控状态。尽管金融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坚守岗位，努力维持金

融业务的正常运作，特别是在“文革”中后期，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主

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银行工作先后两次出现转机，但由于“四人帮”反革命

集团的破坏及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左”的影响，致使整个金融工作步履维

艰。。文革”十年动乱时期，是乐昌解放后金融业务发展最为缓慢的一个时期。

不过，在这个时期，由于乐昌是“小三线”建设地区，一些省属厂矿、企业迁

至乐昌，企业存贷业务亦有相应增加o 1976年，企事业存款余额1907．2万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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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年存款总余额53％，比1966年增加2．4倍；贷款余额4078．1万元，比

年增加1．2倍，其中工业贷款1420．4万元，比1966年增加6．5倍。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胜利，结束了十年动乱这场历

灾难。经过拨乱反正，清算了林彪和“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对金融工作的

。特别是1978年12月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乐昌金融系统广

部职工，遵循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以及上级行制定的各项金融政策、规

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内部管理，积极开展各项业务，发挥经济杠杆作

有力地支持了乐昌经济的发展。乐昌金融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这个时期，乐昌金融行业机构不断增加，逐渐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服务体

人行乐昌支行执行中央银行职能，加强了对各专业行支行的监管，在控制

投放、保持币值稳定、维护金融秩序、执行国家关于宏观调控的方针政策

，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建行、农行、工行、中行等四家专业银行支行在独

设或新建后，实行分业管理，重点经营，‘专业银行商业化程度逐步提高。

信用联社、乐城城市信用社、乐银城市信用社、保险公司乐昌支公司、韶

券公司乐昌代办处等金融机构相继建立，使乐昌金融服务系统更进一步完

至1995年，全市金融机构共10家，133个网点，职工总数1061人。

这个时期，乐昌各家金融机构努力加强自身建设。健全了职工队伍的内部

管理制度，全面实行了岗位责任制；加强了对干部职工的法制教育和职业道德

教育，大力开展各项业务技术培训，提高了金融队伍的思想素质及业务素质。

与此同时，各家银行均新建办公大楼，装修基层网点，引进新技术，实现电脑

普及化，改进服务手段，提高服务效率，各项业务迅速发展。1977年，全县

存款余额2342．7万元，1983年超1亿元，1994年突破10亿元大关，1995年达

到14亿元，为1976年的43倍。从1977年至1995年的19年内，存款余额平均

年增长22．6％。存款结构亦因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的改善而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城乡储蓄存款成为各项存款的主体。1976年城乡储蓄存款余额仅占总

余额1696，1995年上升至76％，企事业存款则由1976年的53％降至1995年的

14．7％。在积极吸收存款的同时，各家金融机构积极为乐昌地方建设项目提供

贷款，为乐昌实施“七五”、“八五”计划作出了重大贡献o 1982年开始，贷

款余额超亿元，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年增加，1995年达7．78亿元。1979

年至1995年，17年内平均贷款余额为35414万元p根据乐昌的地方特点和优

势，资金投入的重点放在农林、水电、水泥、采矿、纺织、公路等方面。其

中，乐昌铅锌矿、长来水泥厂、乐昌棉纺厂、大昌毛绒厂、乐昌制衣厂、张滩

电站、乐昌家私厂、乐昌纸箱厂均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金融业和国民经济其他行业一样，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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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轨过程，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遇到许多矛盾，自身经营上亦出现过

一些失误。银行贷款的主要对象是企业，但由于体制和历史原因的影响，许多

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生产、销售、效益均不够理想，不少企业生产难以为

继，无法还贷，出现数额巨大的不良贷款。巨额的不良贷款导致银行本身经营

效益下降，甚至出现亏损。90年代以来，国家实行宏观调控政策，深化国有

企业改革并陆续出台<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五法一决定”，使金

融工作纳入法制轨道，这些都为金融业摆脱历史包袱的困扰并得到健康发展提

供了可靠的保证。随着改革的深入和金融业法制建设的加强，我们相信，在过

去几十年里已取得了巨大成绩的乐昌金融业，在今后将会对国家和乐昌地方经

济建设作出更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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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大 事 记

一、建国前部分

明万历九年(公元1584年)，乐昌知县张祖炳建“义仓”五所，积谷4565

，以较低的利息贷放给全县700多户饥民，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借贷管理

度。

清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知县李成栋修复县城。义仓”。积谷250石，

放给部分饥民。

清光绪年间，广生押当铺开业，地址在乐城大东一巷，老板刘用宾，广州

。顺安押当铺开业，地址在乐城先锋街，老板崔擎若。老坪石洪吉押当铺开

，地址在老坪石上街拱门口，老板关超凡，广州人。

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夏季，知县蒋星熙决定将重建养济院结余

的六百两银存入广生押当铺，“按月息一分二厘生息”。

民国4年(公元1915年)，顺安押当铺因内部矛盾停业。

．民国9年9月，赣军攻打乐城，火烧三条大街，损失惨重，广生押当铺被

焚毁。

民国11年，陈励如、刘佐尧合股在原广生押废墟上重建当铺，号“东城

押”，是乐昌解放前最后开业的一家当铺(1932年停业)。

民国15年6月，中央银行设立坪石兑换所，营业半年多时间。

同年12月，老坪石洪吉押当铺被火焚毁。

民国20年3月1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出“废两改元”命令，禁止使用

银两，改用银元。本县流通的银元主要有龙洋、袁洋、孙洋、船洋，外国流入

的有西班牙的双柱洋、英国的站人洋、墨西哥的鹰洋等。

民国27年2月，广东省银行乐昌办事处成立，为一等办事处。主任王昌。

地址在乐城府前路现工商银行处。

同年11月，广东省银行坪石办事处成立，为三等办事处。主任梁志华，

地址在老坪石民主街现药材收购站处。

民国29年，广东省银行乐昌办事处发放农贷25笔，金额29．3万元(法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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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广东省银行坪石办事处成立，地址在老坪石民主街(1944年冬，

乐昌沦陷前撤至连县)。

民国30年4月，中国银行乐昌农贷通讯处成立，主任辅导员马新臻，地

址在乐城府前路现农业局附近，当年发放农贷金额172．4万元(法币)。

同年11月，社会部合作事业管理局乐昌实验区成立，主任张昭芹，地址

在乐城张家巷天主堂现城关一小处。主要职责是指导组织城区及乡保证责任生

产信用合作社。当年建立各类合作社111个。

民国31年5月23 El，乐昌县政府、社会部合作事业管理局乐昌实验区、

中国银行乐昌农贷通讯处联合颁发<广东省乐昌县合作行政农贷指导工作联系

推进办法>。至当年8月，中国银行乐昌农贷通讯处发放农贷金额846．8万元

(法币)。

同年9月1日。中国银行乐昌农贷通讯处划归中国农民银行管辖，改名为

“中国农民银行乐昌农贷通讯处”。

同年9月。中国交通银行乐昌简储处成立。主办员梁黼，地址在乐城府前

路现农业局附近。

同年10月，中国交通银行坪石简储处成立。主任夏安侗，主办员肖墨，

地址在老坪石共和街现电影院斜对面。

同年11月。中国农民银行坪石分理处成立，地址在老坪石共和街码头旁

边。

民国32年3月，乐昌县合作联社成立，监事主席张昭芹，理事主席胡坚， ．

社址在乐城张家巷天主堂现城关-d,处。

同年6月9日，乐昌国营经济林场转发农林部训令<管理银行抵押信用放

款办法>，是日执行。

是年，全县大饥荒，中国银行乐昌农贷通讯处发放实物贷款稻谷4000担。

民国33年，全县共建立生产信用合作社231个，人社户13971户。

民国34年1月，日机轰炸乐城，广东省银行乐昌办事处全体职工和家属，

在主任云超怀率领下，携带银行现金、帐簿等连夜向廊田沙洲转移，随后撤至

嶂下，分散住在岭木岐和中洞(现属仁化县管辖)两处，长达八个月之久。

与此同时，中国农民银行乐昌农贷通讯处撤往连县，中国交通银行乐昌简

储处、坪石简储处、中国农民银行坪石分理处和广东省银行坪石办事处，相继 '
奉令裁撤。

同年8月，日本投降后，广东省银行乐昌办事处返回县城原址复业。

同年9月，中国农民银行乐昌农贷通讯处返回县城复业，地址改在十字 ●

街，对外招牌挂“乐昌县农民储蓄借贷所”，代主任辅导员刘质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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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发现沦陷时在撤退途中遗失救国公

责成乐昌县长殷卓伦追查遗失原因，

同年，县内各地发生拒用伍圆、拾圆法币小钞风潮。

民国35年，中国农民银行乐昌农贷通讯处发放农贷金额2884万元(法

币)、实物贷款稻谷4075．7担。

民国36年，中国农民银行乐昌农贷通讯处发放农贷4．71亿元。

是年，物价暴涨。2月份零售物价指数为1937年的10852倍，至年底更升

为89625．5倍。各银行的货币存储业务十分冷落，群众、商场拒用法币，银

元、港币、稻谷成为县内主要通货单位，物物交换亦在县内盛行。

民国37年上半年，中国农民银行乐昌农贷通讯处发放农贷15亿元。

同年11月14日，由广东省银行乐昌办事处代中央银行保管的335427000

元国币、(即法币)，在粤汉铁路乐昌修车厂(现乐昌百货大楼至铁路学校处)

当众销毁。前往参加监销的有省总行及地方法院、’商会等方面的代表。

民国38年5月，广东省银行乐昌办事处主任刘耀六和会计主办员黄建球、

出纳主办员赵文三人，审时度势，抵制了省总行要他们南撤广州的命令，遣散

了其他人员，连夜秘密挖地窖，将银行的枪支子弹、现金、帐簿、传票、密

押、印鉴等埋藏起来。等待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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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国后部分

1949年

10月19日，乐昌县城解放。县人民政府于当天发出财字第一号布告，宣

布“从即日起发行人民券”，同时，派王兴亮为代表接管广东省银行乐昌办事

处。

同月下旬，原广东省银行乐昌办事处主任刘耀六向县长陈培兴报告了他和

黄建球、赵文三人于当年五月间抵制省总行南撤广州的命令、埋藏并保护银行

财产的过程。县里决定由县委副书记陈奋和江洋等一起参加挖掘。经清点有：

手枪2支、子弹数十发、银元、银毫共710．3元，港币1191元，帐簿、传票、

印鉴、密押等一批。清点后当即登记造册，办理交接手续。

1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乐昌办事处成立，主任由县长陈培兴兼任，主

要任务是代理县金库，发行人民币，收兑金银外币o

12月26日，县长陈培兴令：洪波(即王兴亮)任乐昌县财粮科长兼县人

民银行办事处副主任。

1950年

1月1日，经广东省分行批准，中国人民银行乐昌县支行(简称人行乐昌

支行)正式成立，行长王兴亮，内设会计、出纳、秘书三组及营业部。

3月3日，县人民政府贯彻政务院颁发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

决定>o

同月24日凌晨，土匪攻打乐城，驻银行部队在楼顶架起机枪封锁武江河

面，确保银行安全。

6月，人行乐昌支行在坪石(水牛湾)设立全县第一个基层营业所。其

后，老坪石、狗牙洞、黄圃、九峰、长来、廊田等基层营业所相继成立o

11月。人行乐昌支行贯彻全省储蓄工作会议精神，全面开办保本保值定

额储蓄和有奖储蓄。

是年，人行乐昌支行代理财政部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15905份，折新人

民币44969元(已折成新人民币，下同)o

是年，全县银行系统存款32．3万元，累计发放工商贷款11．9万元，现金

总投放433．5万元，总回笼428．1万元，净投放5．4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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