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麓



双流县地方志丛书之十八

双流县城市金融志

‘☆减

双流县黄水印刷厂



《双流县城市金融志》领导小组成员

左起t工商银行副行长张元成，人民银行副行长彭明商，工商银行行长|f0=连贤，

工商银行办公室主任罗庆三，工商银行耪员周启芳。

编 纂 小 组 成 员

左起z李戍生，李铁桥，石索芳



前
—_】L^

日

‘双流县城市金融志》是于1984年初，在双流县县志编纂委员会领导下和成都市金

融志办公室指导下开始编纂的。

建国卅六年来，双流县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

各方面工作相配合，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县的金融事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

历了许多曲折的道路，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

一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79年4月，党中央在经济工作方面制定了。调整，改革，

整顿，提高’’的方针，在全国开始了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新时期，七年来，党

和各级政府根据全会精神，在经济工作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把我国的社会主

义事业引向一个实事求是，稳步发展的新轨道。

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关头上，我们编辑出版建国以来我县第一部《城市金融志》是

十分有意义的，

当前我国经济，在结构上，体制上和许多方针政策，都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期，改

革是需要理论作前导，历史作借鉴、资料作参考的， 。志属信史"，金融专业志把我县

建国卅六年来金融工作的成就与失误如实的编写成册，希望它能发挥方志可以资治，存

史，教化的作用，为我县金融事业的健康发展作出一点贡献。

但是，由于修志工作人员水平有限和缺乏经验，志书肯定会存在很多缺点，敬请读

者提出宝贵的批评和建议，从长远计，使《双流县城市金融志》在往后年代的续编中得

到教益．



龙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

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则，以《政治经济学》，《中国近代经济史'，

‘中国货币学》等著作为依据，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以达到为建设两

个文明服务的目的。

(二)本志侧重为现实服务，对双，华两县解放后三十六年的城市金融业务叙述较

详，两县解放前金融情况采取简述，对各时期金融工作的成功与失误均按当时实际情况

秉笔直书，实事求事，求真存实，以保持历史的本来面目，免悖修志目的。

(三)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全书由概述，专志，大事录，重要备志，人名

录、附录，另加图表，而以专志为主进行编纂．

(四>卒志按《双流县志》行文规定，对人名不写职务，不用职称，也不冠任何褒

贬词语，除引文和有关图表外，行文中一律直书姓名。

(五)本志表述时间按统一规定从1911年起至1985年止。个别事物为了说明起源或

求其完整，时间上略有浮动。

(六)原人民银行所属农村金融业务，从1 950年——l 985年的情况，由双流县农业

银行编写《双流县农村金融志》加以记述，不包括在本志之内。 ．

(七)本志。重大案件黟一节，包括农村金融部分，案例凡涉及到人、均以死亡，

除名、立案为准。

(八)本志共分10章46节82目共计l O万余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 述

今日双流县实含原双流县、华阳县与仁寿县之籍田区。建国前双流县虽邻近成都，遥

通康藏，路当孔道，但非水陆码头，商旅络绎，仅过往而不驻脚．县境内虽产丝，麻．

玉京等经济作物，但产量不大，更无工业，故金融市场极不繁荣。建国前双流属四等经

济县，全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居于从属地位。

民国卅一年(1942)七月一日，双流地方政府为了掌握税捐粮饷，向全县商民筹募资

金20万元，成立双流县银行，但业务清淡，几不能维持。

民国卅五年(1 946)十一月，四川省银行因兼代省、国库收支业务在双流设办事处，

也因营业不佳，月月亏损，不到一年撤销办事处改公库库款收支处。

双流县的民间金融活动除有几家小本经营的典当业，小银饰店外，农村有少数农民

自筹自办的信用合作社，但资金甚微，无济于事，至于公司，钱庄，字号一家也没有．

解放前华阳县治所设成都市，但绝大部分辖区在农村，其金融情况与双流县相同。

1949年底，双流、华阳两县解放，双流县人民政府根据成都市军管会1950年2月2

日发出的布告，接管了旧的金融机构一双流县银行，建立了人民银行所一级机构。1950

年3月1日，人民银行由所改行。华阳县也于1951年1月1日建立人民银行华阳县支

行。为了迅速复苏农村经济，两县先后在彭镇、簇桥、通江，中和，太平，大面，永

兴，正兴，自家，石羊，隆兴，仁和建立了十二个营业所。从而揭开了两县金融史上新

的一页。

人民银行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发行中国法定货币一人民币，以便利市场流通使用．

收兑国民党时期代替货币流通的黄金，白银和银元，从此货币趋于统一，物价随之稳

定。

两县人民银行成立初期除办理存、放、汇等传统业务外，实行了货币管理、代理国家

金库和发行国家公债等业务。 +

恢复国民经济首先必需支援工农业生产，筹集资金成为人民银行当务之急。为此，

1951年双华两行举办了确保群众利益的“保本保值储蓄存款刀。自1950年起开始向全县

农村发放了肥料，种子，毛猪，生活，口粮，农具等贷款，使农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和

发展。

1950年至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年3月国务院公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

经济工作的决定》，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从而

迅速扭转了财政经济的困难局势，通货膨胀停止，金融物价趋于稳定，1951年国家财政

实现了平衡，并略有节余。县人民银行根据国家制定的经济政策，除以大部分资金支持

农业生产外，对接受国营加工订货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和社会需要的个体手工业采取



扶持政策，使这些面临倒闭破产的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很快恢复了正常生产。经过三

年努力，我县工农业生产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三年中双华两行累计积聚资金296亿

元(旧币)，发放农业贷款87．7l亿元，工商贷款67亿元。人民银行已成为国民经济的

信贷、结算和出纳中心，对促进财政、信贷，物资的平衡和上述·三统一"，活跃城乡

经济，安定人民生活起到一定作用。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银行根锯总

路线精神，广泛开展了各项金融业务，组织资金支持生产和贸易，扩大商品流转。在农

村普遍建立了信用合作社，为农业生产提供金融服务。

． 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同年

5月中央提出。 。既反对。右弦的保守主义，也反对。左”的冒险主义。。要求第一个五

年计划期间各部门多作调查研究，使计戈lj指标切合实际需要，贯彻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

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

根据八大精神，双华两行积极行动，在五年中通过存款与储蓄共积累资金1571万

元，五年共发放工商贷款2857万元，使两县工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

第二个五年计划于1958年开始后，由于受。左力的指导思想的干扰，妄图跑步进入

共产主义，在农业体制上搞。一大二公一，对城市企业体制搞。全行业过渡"，在资金

管理上抛开国务院决定银行实行_定额信贷"的办法而搞指令性的。全额信贷黟．1961

年党中央对这一搞乱了的局面提出了_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过渡企业

进行了调整转体(即由全民退回集体)。我县转体企业123户共欠银行贷款52．8万元．

这些贷款直到1980年才陆续收回52．4万元，报损三千多元。

两县银行在这段时间里也掀起了一般浮夸风，工作中强迫命令，虚报成绩，废除银

行传统制度，并举办多种储蓄存狲作为任务摊派给基层和群众，歪曲了人民储蓄的本
来意义和银行信誉，使集聚社会向。散资金支援生产建设的工作受到影响。在银行内部则

搞大破大立，取消柜台，搞单人管库和钱帐不分的所谓。会出合一"新工作流程，取消

了工作中相互监督的起码原则。结果造成了帐务混乱，贪污、事故连续发生，损失沉

重，教训深刻。

1963—1965年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两县银行吸取了过去工作中的教训，恢复了各

项规章制度，管紧信贷资金，控制货币投放。1962--1964年我行收支相抵后净回笼货币

476万元，本县经济得到逐步恢复。

1966年开始的十年_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由于林彪， _四人帮一对国民经济的大

破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一时期银行工作受到来自机关内外的严重干扰和破

坏，中央关于银行工作的六条指示被批为。黑六条"而失去约束力。少数极端分子大破

管、卡，压，否定一切规章制度，使业务不能正常开展。储蓄和信贷利率一再下降，各

种存款余额也随之下降。全面好转了的陶民经济又濒临困境。

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党中央果断地把党和圈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

建设上来，坚决清除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认真贯彻执行。调整， 改

革、整顿、提高”的正确方针。。调整”是八字方针的中心，主要是指调整国民经济的

比例关系。银行根据这一精神加强了对我县纺织、化肥、运输，食品等轻工业的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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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1985年共向工农商发放贷款17．8亿元，年均发放近3亿元。对于搞活我县经济，

提高社会经济效益起到一定作用。全县财政收入从1 978年起以年递增】0．3％的速度上

升。城镇储蓄从1979年的700万元以年递增34．6％的速度上升，至l 985年已达2．730万

元。我行利润也以年增60％的幅度从1980年的94万元上升到1985年的263万元，为下一个

国家五年计划伙累了建设资金。长期遭受。四人邦"干扰的银行工作又开始步上正轨，

发挥了经济杠杆作用。

但是，1984年因为片面理解。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策，我行从。搞活’’这一良

好愿望出发而重蹈1953一1958年大放款错误。信贷资金投放过猛，造成信贷失控i货币

投放量超过了市场所能承受的能力，导致物价上涨。我行1984年第四季度投放出去到

1985年第四季度还收不回来的逾期贷款中，新办乡镇企业平均余额即达60多万元；党政办

企业的逾期贷款更高达1 10万元以上。这些贷款至今不但本金收不回来，连利息也收不

到l眼看国家巨额资金蒙受损失。

1985年中央发现银行信贷失控，采取相应措施。我行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搞好

银行贷款检查工作的通知》，积极检查清收不合理贷款。1985年1至12月共计清收亏损

企业和自有资金不足30％而占用的贷款236万元，产销脱节企业贷款183万元，乡镇企业贷

款78万元，党政帆关办企业贷款789．6万元。合计收回1287万元。工作人员反复自查。总

结教训，杜绝错误继续发生。

历史证明．双流县36年来的金融工作，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则成，背离四项基本原

则则败，有“左弦的干扰则败，清除·左一的干扰则成。凡抉择者应吸取这一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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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双流县城市金融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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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货 币

第一节 金属货币

一，钳钱秦统一货币，用铜铸圜钱代替刀，布，贝币(如翻一)。■饯通行到明

精两代时称制钱，民间叫小钱。



1911年前后金属货币的银锭与制钱同时流通。双流，华阳两县交易犹以制钱为主．

当时银价极低，银圆一元仅合制钱一千立。另从原华阳县民间口碑资科证实，制钱用至

民国23年(19,34)由成都造币厂收俦汉板铜元。制钱收完后市面找补田难，商民使用

锕、锡片作找补。原华¨县t¨；场(现华口1镇)便自制十文锡片饯，1聪茁木地旺流通使
用。(抑蹦j)

《华阳县志》载： 。i‘囝存秋后蜀后主本纪广政=卜四年，是岁行用铁钱，初铁钱

多于外郡边羿参用，每钱千凡四百为铜，六百为铁，至是流入成都，率铜钱十分杂铁钱

一分，大盈库钱，往往有钦钱相混，盎铸之特工与银钱相类也 ”。可见制钱也有优

劣之分。雍正年『日1规定制钱一文礓一钱二分，但到后来则捂况愈下，乾隆钱≈百文重

t2．t9盎斯，遭光lo．80，嘉庆l 0．73，同洽镪9．8，成。社钱gO，光绪钱6．8。已迭了45％。

(参看图三)

制钱原为官铸，私铸私毁要处以重罪，似始终禁止不了。光绪x年华阳人刘南卫

在中*场乡下私造制钱，为当时治台盏宣在获，止处死砰l，斩杀后将人头悬挂中兴坜示

众。但到民国，四川军阀在成都、双流等地私造钱币则无人敢问。

=、铜元镉元起干清代，先为。光绪元宅”铜元，广东省造。宣统元年(公元

1909年)铸“宣统通宦”，锤枚重库秤二钱，当Nt$t3C,每百枚换银元一元。



民国2年(1913年)四川成立银总局，舜遗二百文铜币，计有大小型之区踟，由于

圈利，初由五十文改铸一百文，续又改铸大型=百文，复改铸小型二百文，即用一大改

--d'。更有不法奸宄，使用机械将清铸十文铜币压而扩之改图易字，成tb--百文，混漉

市面。

当时华阳地区流通的锕元有老当二百，新二百，当五十文、龙板廿文，泌版廿文，

当十文六种。双流计有老、新一百文、二百文、五十文、二十文，十文七种．在华阳廿

一千文可换银元一元，双流廿千零四百文即可按银元一元。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中

央银行调查，双流县当一百新板约有六万枚在垒县流通，其余各种钢币均属稀少．

民国27年(1938年)是抗日战争第二年，拉华日军以高价收购铜元作为军需物资，

圈利奸人不顾民族利益，在市面搜集铜币贩运资敌，国民党虽然严令制止但也无济于

事。

民国31年(1942年)1月，中央银行成都分行在成都市及附近双流，华阳，等二十

二县收购铜元，每吨收购价青铜元1l，oOo元，黄铜元13，o∞元，紫铜元15，000

元。自此，民间铜元收尽，不复再见。

圈四

三，囊元，●两我国春秋战国时代便有黄金刀币作为通货，秦以黄金为上币，凡

二十两为一锰，至双武帝元特四年，有自金三品、网形龙币、方形马币，椭彤龟币等．

到了两宋，金银使用已较昔追。银巳成为本位币，金银钱，有金银铤、链，生金银也

参加流通。两汉至隋唐五代金银为币更形普遍。西汉黄盒盛极一时，皇室赐功臣黄金一

百次约九十万斤，折合二十七万多公斤。说明我国黄金产量不小。唐朝长安(今西安)盒

融市场兴旺，有盒银行。到唐后期白银渐成主要支付手段，岭南已通用。金，银比价为

一磁五。至元朝开铬银元宝。明初禁用盒镪，实行银钱双本位耐．锻两在评成色上往往



出现分歧，流通范围受到限制．

民国初年，银两仅是一种记帐单位，并未作为货币流通。民国22年(t933年)国民

政府正式宣布废两改元，银两作为一种货币本位遂从法律上宣告中止。

银元先从外国输入，如墨西哥鹰洋，由于银元质量划一，使用方便，故不胫而走，

流通于全国通都大邑。后官府才自铸流通。

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颁布币制条例，规定以元为单位，每元银币应重七钱二

分，含银量应为六钱四分八厘。定银元为国币，停止各省自由铸造。宣统三年(1911年)

五月南京、湖北开铸新式-大清银币”，但因铸币有利可图，各省仍自行铸造，不相统率。

民国三年(1914年)三月公布新国币条例，源袭清代币制贝lj例，以元为单位，成色改

为八九．同年12月在天津铸造袁头银币，此种银元在我县流通至解放，建国后收兑不少。

民国16年(1927年)北伐胜利，停造袁头，改铸中山开国纪念币，从此外国银元逐

渐被淘汰，

以上银币，民国十余年中约铸造14德枚，多数重量为26．8641公分，成色为888‰至

890‰，含纯银23．9034808公分。

民国22年(1933年)废两改元后，国民党政府订出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草案，将银元

的重量成色减少为一元银币重26．6971公分，其中银88，铜1 2，即含纯银23．493448公

分。这种银元可以自由铸造，无限制使用，以银元为本位的货币制度，到民国24年

(1935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正式宣布禁止使用银元，才暂时宣告

结束．

除银元外，清及民国均曾铸造各种小银币，俗称“银角子"作为辅币，种类有五

角，二角、一角，五分四种。

民国26年(1937年)4月，据四川省财政厅统计，推行法币以前，双，华两县通用

硬币情况如下表。

每元兑换
县别 银 元 银 角 铜 元 附 往

铜元比价

华 总理象币，袁 云南五角， 新老二百，当 廿一千文

头币、汉版、龙 川版五角， 五十，龙版廿

版。大清、湖 湖北五角 文、汉版廿文、
阳

南、湖北、北洋、 当十文。

双 总理、袁头， 老新一百文，老 廿O四百文

大清，北洋， 新二百文，五十
流

四川．湖北， 文，廿文，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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