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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 明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

记载娄底地区金融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7

’

，j二，本志史实辑录的时间一般从民国26年(1937)中国农

民银行在新化设立分理处开始至1989年底止。至于清道光二十

年(1840)至民国25年这段时间，因有关金融史料残缺不全，
除在有关章节中稍加涉及外，未做系统记述。 ’+一

．’三、本志以“概述黟统率全书，下分“金融机构力，“货

币黟，。存款"，。贷款静⋯⋯等十二章，附有“大事记”和“重

大经济犯罪案件"，基本上以事项发生时间的先后依次记载，r

并附表。

四，本志有关数字，概以各县(市)行、司历年决算报表

为准。个别行、司报表散失的，则查阅有关总结，统计资料，

经反复考证予以补齐，确实无法补齐的数字则于有关数字后面

用单括号注明“缺某县数"字样，以反映真实情况。1978,、'

1983年这段时间的金融数字，剔除了新邵，邵东二县数字。

五、本志金额数字，民国时期的于数字后面括号内注明

“法币"或“金元券"字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简称新由

国)成立之后的数字一律为人民币，不作注明。1949,-．-,1955年

3月1日区内流通的人民币一律以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旧

人民币1万元折合新人民币1元计列，个别地方，为反映历史

面貌，仍用旧人民币值。 ·

六，公元纪年和民国纪年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清代以

前的朝代纪年一律用汉字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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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引文注释，采用页宋注(脚注)。

八，本志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开始于1987年9月，由地区

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各抽调干部2人组成“金融志

编纂办公室，，(建设银行和保险公司由单位指定专人负责)，

从事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编写。初稿完成后，1990年11月由地区

人民银行组织地区各专业行、司的领导和有关人员在涟源进行
’

了初审。根据初审意见，编纂人员进行了修改。1991年8月，

地区人民银行再次组织地区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从

事金融工作时间比较长的有关领导在新化进行了复审，定稿。

·九，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各级各家银行，保险公司和有关

部门给予了大力支持，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数据，使志书得以

顺利完成，在此深表谢意。但由于历史资料保存不够完整，编

’写入员水平有限，加上审稿定稿时间仓促，错漏之处，在所难

免，敬请读者指正。

一九九一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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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地方志，存史资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是，

在历史上，由于时代和社会的局限，旧志连篇累牍记及的是职

官，名胜，人物和艺文，而对经济仅有“食货"一门，且篇幅

甚少。专门记载金融方面的志书，从未有过。《娄底地区金融

志》是娄底地区第一部记载全区金融业发展历程的志书，它全

面地，实事求是地叙述了娄底地区金融事业发展的历史，是一

部社会主义的新方志。
’

金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地方金融史是我国历史

演进的一部分，是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记述一方金融事

业的历史与现状，反映其兴衰起伏，揭示其发展、变化规律，为

后者鉴，为来者师。《委底地区金融志》的编写，开始于1987

年由中国人民银行娄底分行牵头，会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地区各中心支行和保险公司地区中心支公

司，筹集专款，抽调专人，广征博采，殚精竭虑，尽四年之

功，凡四订纲目，三易志稿，于1991年6月成书，全稿二十余万

字。志书秉着横排竖写的原则，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比较详

细地记载了娄底地区金融事业的发展变化过程，凡娄底金融机

构、货币，存款，贷款、投资、外汇、结算，信托、金银、代

理财政金库等业务无不记述，重点突出了新中国成立四十一年

来娄底地区金融事业的发展历程，既充分肯定了工作中所取得

的巨大成就，也如实地记载了工作中的失误和问题，在记载失

误，教训的同时，还记载了纠正失误的措施和效果，体现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定力量和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优越性。

胡乔木同志说t “地方志的价值，在于它提供科学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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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够。《娄底地区金融志》资料翔实，取舍得体。编纂者搜集

资料，文献、I：1碑，实物资料无不征引，同时对已掌握的资

料，进行了认真的考证、鉴别和整理， “去伪存真，去粗取

精弦。保证了志书的真实和准确，为娄底地区今后的金融工作，

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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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新中国)成立以前，、区内城乡

的资金调剂，长期以民间借贷为主。当铺、钱庄是区内最早的

金融机构。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的建立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

始的。民国24年(1935)?在新化最早试办了无限责任信用

社。嗣后，永丰，娄底，桥头河一带亦相继建立。民国26年．4

月，中国农民银行在新化设立分理处(后升格为办事处)一是
区内设立银行之始。同年10月，设立新化县合作金库。民国29

年、31年(1942)，湖南省银行相继在新化，蓝田和永丰设立

了办事处。民国时期，全区共设过5家银行，其中国家银行和

省级银行的分支机构4家，私营银行办事处1家。当时的行，

库信贷，均以营利为目的，数量少，利率高，．限期短，．掇保
严，农民一般得不到贷款矗 ： ～．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银行既是办理信贷，结算的企业单戗-
又是按照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管理金融活动的行政

机关。1949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新化县行(次年改称县支

行)，蓝田办事处和永丰办事处相继开业，主要办理信用业

务，推行人民币下乡，．稳定金融和物价，组织农村信用合作

社。随着土地改革的深入f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银行机构

下伸，．在部份区、镇建立了营业所一·工作组。19年，、银行根．5．1

据“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准，发展生产节．的方针，．在

。农村，采取贷粮还粮，贷粮还币，贷币还币三种贷款方式，。对

农民发放生产，雀活贷熬；在城镇，银行积极为国营工商企业

提供信贷资金和结算服务，；促其迅速发展壮大j同时有选择地

支持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使之更好地为恢复和发展国



民经济服务。截至1952年底，全区各项存款总额240．11万元。

累计发放农业贷款156．74万元，贷粮521．26万市斤I累计发放

国营工商业贷款211．53万元，集体，个体工商业贷款479．19万

元。

；．“．1953年，国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银行根据中国共

产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大力支持国营经济的发展，巩固

和加强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大力支持公私合营企业和集体、

个体、手工业的发展，有效地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对私营工商业贷款采取区别对待，从严掌握的方针。至

1．957年底止，全区累计发放工商业贷款3541 2．87万元，比国民

经济恢复时期的840．23万元增长41．15倍。其中I国营工商业贷

款(含供销合作社贷款)34131．93万元，占贷款发放总额的比

重由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36．09％上升到96．38％，集体、个体

工商业贷款922．85万元，由57．03％下降．到2．61％，手工业贷款

358．09万元，由13．62％下降到1．01％。为了配合对农业，手工

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银行积极支持农业、手工

业合作化运动。1953～1957年，全区累计发放农业贷款217'6．60

万元，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156．7'4万元，增长12．89倍，其中

发放贫农合作基金贷款283．29万元，解决了部份贫农交纳股金

的困难。信用合作社贷款1518．9万元。银行存款业务也有了很

大起色。至1957年底止，全区单位存款总额达439．51万元，城

乡储蓄余额167．．52万元，分别为1952年韵1．52倍和1．56倍。

．．为了消除国民政府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进一步健全

社会主义货币流通，保持币值稳定，以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

需要，国家进行了货币改革。1955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发布((关于发行新币，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的命令))，从3

月1日开始，发行新人民币，新旧人民币的兑换按1。10000

的统一比率进行，所有旧币均由中国人民银行按法定比率全部

2



收回。至3月20日止，全区共发行新币485．53万元，收回旧币

折新币468．1万元。

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农村信用合作事业也逐渐

发展壮大。至1956年5月底，全区共建立农村信用合作社911

个，实现了乡乡有信用社。至1957年底，全区信用社拥有股金

103万元，吸收存款157．92万元。

搿大跃进一时期，银行在资金供应上只强调支持，忽视管

理和监督，对工商信贷推行“全额信贷黟，工商业贷款有求必

应’农业贷款则在人民公社“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交

通，大办养猪场’’的情况下，出现“要多少给多少”的大撒手

局面。1959年，全区发放工业贷款7807．03万元，商业贷款

13313．45万元，农业贷款1289．05万元，分别比1957年增长

14．11倍、0．33倍和2．34倍。现金净投放达561万元，到1960

年货币净投放增加到1308万元。以致市场物资奇缺，物价猛涨。

这一时期，由于“左"的错误思想影响，银行在储蓄存款业务上

出现了瞎指挥和浮夸风，强存卡取，弄虚做假，造成了储蓄存

款业务的虚假繁荣。1960年底，全区单位存款总额2560．26万

元，城乡储蓄余额764．61万元，分别比1957年底增长了4．83倍

和3．56倍。

1962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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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银行

工作“六条"》，，①收回几年来银行工作下放的一切权力，银

行工作实行完全的彻底的垂直领导，②严格信贷管理，加强信

贷的计划性，③严格划清银行信贷资金和财政资金的界限，不

许用银行贷款作财政性支出，④加强现金管理，严格结算纪

律，⑤各级中国人民银行必须定期向当地党委和人民委员会报

告货币投放，回笼和流通的情况，工商贷款的增减和到期归还

的情况，企业亏损的财政弥补情况及违反带Ii度把银行贷款挪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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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性开支的情况和其他有关的重要情况，·⑥在加强银行工作

的同时，必须严格财政管理。纠正了“大跃进”以来银行在资

金供应上大撒手的现象。1962年，全区货币净投放从1961年的

1993万元下降到351万元，到1963年下降到100万元。，信贷工作

重新走上服务与监督相结合的轨道。按照资金来源渠道和组成

的性质，实行财政，银行分口管理，分别使用，废止了“全额

信贷，，方式，同时，对商业贷款实行了存货分户，逐笔核贷的

管理方法。银行切实加强了信贷管理，促进企业调整结构，帮

助企业发展生产，扩大流通。工商贷款余额逐年下降。1959年

为6844．13万元，1961年下降到5946．55万元，1963年下降到

4575．32万元。1961年和1962年，银行对存款中的虚假数字全

面进行了清理，使存款业务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至1965年

底，全区单位存款总额1921．06万元，城乡储蓄余额418．7l万

元，分别比1960年底下降24．97％和45．24％，比1957年底增长

3．37倍和1．5倍。

“文化大革命”时期，金融工作受到冲击，一些必要的规

章制度和管理监督被视为“管，卡，压’’，放松了资金管理，

工商业贷款余额大幅度增加。至1976年底止，工业贷款余额

8040．30万元，比1965年底的758．43万元增长9．6倍，工业贷款

的增长幅度远远超过工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同期工业总产值

增长3．9倍)，商业贷款余额由1965年底的2786．70万元增加到

6989．94万元。农业贷款累放4344．97万元。从1967N1977年十

一年间，全区净投放货币总额6844万元，1976年市场货币流量

达2651万元。尽管货币投放较多，但主要生活资料采取了凭票

凭证供应的办法，并末引起市场波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随着

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银行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进行了

改革。为了解决“统收统支"、“统存统贷，，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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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开始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控

制打的信贷计划管理体制。1980年改“差额控制"为“差额包

干"。为了适应新形势，从1985年元月1日起，实行“统一计

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新的信贷资金管理办

法，初步解决了信贷资金“供给制’’和“大锅饭劳问题，有利

于中央银行加强金融宏观控制，也有利于把专业银行真正办成
经济实体。银行工作重点转向为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服

务。‘在工商业贷款方面，开办了中短期设备贷款，经济联合体

贷款，个体工商户贷款和文化科研贷款等新项目，在农业贷款

方面，重点转向支持承包户，专业户发展商品生产，在基本建

设贷款方面，进行了拨款改贷款的改革。这些新项目的开辟，

对搞活经济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充

分发挥信贷的经济杠杆作用，坚持了“区别对待，择优扶植"

和“以销定贷"的贷款原则，严格掌握贷款投向和额度。从

1983年7月1日起，根据国务院规定，国营企业流动资金由原来

的财政、银行两家共同管理，改为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

1987年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宏观决策，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确定

了“紧中求活"的信贷货币政策，并及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

措施，既从宏观上控制住了信贷货币的总量，又在微观上注意

了区别对待、，扶优限劣，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1988年，中

国人民银行总行提出了“控制总量，调整结构一的金融工作方

针。1989年又实行“控制总量，调整结构，保证重点，压缩一

般，适时调节’’的货币信贷工作方针。从1988年开始，区内备

专业银行根据企业的资金运用、经营管理和发展条件等情况，

对企业进行了信用等级评估，在信贷资金供应上，根据评定的

信用等级，区别对待，从而优化了贷款投向，改善了资金结

构，保证了重点。至1989年底止，全区工商企业流动资金贷款

余额93156．80万元，农业贷款余额17664．01万元，分别比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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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增长了5．2倍，20．87倍，基本建设及固定资产贷款余额

47674．56万元。1989年，全区货币净投放1 2618万元，比1976

年增长15．2倍，年末市场货币流通量40010万元，人平持币量

由1976年的8．71元猛增至1989年的109．32元。

在组织信贷资金工作上，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商品

生产和流通发展迅速。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高农副产品

收购价格，调整干部职工工资，城乡人民收入增加，为发展储

蓄事业提供了思想和物质基础。各专业银行都把组织存款储蓄

作为筹集信贷资金的重要来源，提高服务质量，改进服务态

度，开展储蓄竞争，使储蓄存款业务飞速发展。到1987年底

止，全区单位存款38411．11万元，城乡储蓄46532．2万元，分

别比1976年增长3．83倍和27．47倍。1988年中央采取了紧缩信

贷的方针，加上物价猛涨，使单位存款和城乡储蓄出现滑坡。

但各专业银行积极开展保值储蓄，增加实物奖售等多种储蓄种

类，千方百计地稳定和增加储蓄存款，扭转了存款储蓄滑坡的

局面。1989年底，全区各项存款余额达到110645．01万元。

为了适应多种经济、多种渠道商品交易活动的需要，减少

现金流通，对结算制度和办法进行了改革，放宽了开户与办理

结算的条件，制订了一些灵活适用的结算方式。

为了解决资金划地为牢，钱到地头死的问题，充分利用资

金使用上的时间差，行际差和地区差，提高资金运用率，1987

年3月，由人民银行娄底分行牵头三十多家金融单位参加，组

建了娄底资金拆借市场，在此基础上，人民银行娄底分行还与

邵阳等五个地、市人民银行共同组建了湘中南资金融通网，开

展资金同业拆借，调剂资金余缺。1987年，全区各金融机构累

计融资536笔，金额59580万元，年末融资余额为9465万元。为

了调整与稳定国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1981．-．-1989年

全区银行连续代理政府发行国库券11057．0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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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霸娄底地区恢复了停办二十二年之久的国内保险业
务。当年保费收入98万元。1983年增加到138万元。1984年保

险公司从人民银行分设出来，为提高自身和社会经济效益，保

险公司积极开办各种业务，改善服务态度，扩大服务领域，业

务险种由1981年的3个扩大到1989年的68个。保费收入连年大

幅度增长，从1983年的138万元猛增长到1989年的3118．4万

元(含储金收入)，增长21．6倍。1981,',-'1989年共处理各类赔

案33042件，支付赔款(含给付金)3265万元。在稳定企业经

营，安定人民生活，筹集信贷资金，发展社会生产力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

机构设置方面，1979年，恢复中国农业银行建制。1984

年，全国金融机构体制改革，中国人民银行娄底地区中心支

行改为娄底分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成为金融管理机

关。新成立中国工商银行娄底地区中心支行，经办原人民银行

的工商信贷和城镇储蓄业务。保险公司从人民银行分设出来，

成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娄底地区中心支公司，与同级专业银

行一样作为经济实体，独立行使职权。1987年成立了中国银行

娄底支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娄底分局，区内还增设了四家信托

投资公司和娄底市城市信用社等机构。～个以中央银行为领

导，国家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

已初步形成。至1989年底止，全区共有各类金融机构516个，

干部，职-E3682入。另有农村信用站3297个，不脱产职工3373

人，邮政储蓄所32个。

此外，银行在现金管理和干部管理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

革。

总之，从1949-一1989年41年来，娄底地区的金融机构，通

过发行货币、信贷管理、组织存款、拨款监督、结算服务、保

险理赔等各项业务的开展，认真贯彻执行了党和国家的金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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钎，政策，适应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消

除国民政府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

发展国民经济，保证国家基本建设任务的落实和社会主义扩大

再生产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为促进娄底地区经济的持续、稳

定，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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