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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地方志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对整理、保存、继承我国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为

祖国四化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具有重要意义。 ．：

《婺源县金融志》是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教材，编纂

一部新型的专业志书，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需，又是教育子孙后代的有益教材。前

事不忘，后事之师，观古鉴今，继往开来，目的是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服务。 ，

本志书的编写，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口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指

针，努力体现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的基本精神，坚持尊重历史原

貌、如实反映客观事物的实事求是态度，搜集我县金融历史资料和档案材料，结合调查、走

访，广罗精选解放前，后金融业的情况编纂而成。主要记述了我县在建国前的金融史实，重

点突出了建国以来我县金融事业的发展状况。反映了婺源县金融系统在建国后各个历史时

期中，通过货币发行、金融管理、组织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开展保险、代理国

(金)库、拨款监督等各项业务，在贯彻党和国家的金融方针、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微观

搞活，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方面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同时阐述了

在各个历史时期金融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记述了机构、人员及其他业务发展情况，并把历年

从事金融工作作出优异成绩的先进模范人物歹Ⅱ入志册，作为广大金融干部和职工的学习榜

样。 ．、

编志工作古无准墨，现乏成例，是一项繁重，复杂的系列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靠

日积月累，今后不断补充、修订，使之日臻完善。在这本专业性强，且较为系统的金融志书

编纂过程中，承蒙当地党政领导和上级行，司大力支持，四行一司领导同志同心协力，编写

同志不辞劳苦，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才得以成书付印。由于编志是一项新的工作，收

集历史资料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尚不够全面、完整，加之编写水平有限，经验缺乏，所以，

本志书从内容到形式都难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诚恳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婺源县志办公室、安徽省黄山市人民银行、上饶地区、景德镇

市、上饶市和安徽省歙县金融志编写办公室，以及有关部门的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借此表

示衷心的感谢。

《婺源县金融志》编纂领导小组 ．．

组长汪乃温

一九八九年八月

侈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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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本志由婺源县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保险公司联合组织编

写，定名为《婺源县金融志》。
。1

二。本志按照地方志编纂原则，结构采用章‘节、目层次，按事近相聚、事同相并，共

性从简，个性从详的原则。全书十一章三十节，计十五万字，综合反映婺源县金融事业的全

貌，并体现志书的现代性、地方性和专业性。
’

三、本志采月j述、记、志、图、表、录等不同体裁编写，以文字记述为主，附以图表、

照片，力求图文并茂。

四，本志篇首冠以序言，凡例、概况，篇后附有口大事记”，以收一窥全貌之效。

口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相结合形式，依时顺序记述，对某一大事，将其始

末记在一起，便于了解全过程。 ～

五、本志篇目编排次序，按金融机构演变和业务活动的内在联系，设机构，货币、信用

等章节，并按各个历史不同时期编排i反映历史发展的趋向及其相互联系。

六一本志上限从民国初年(宣统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起，下限至一九八六年底止。

根据占有资料，因时因事制宜，有的详今溯古，追述对上限以前’有的反映现实，则延至一

九JkJk．年或定稿时止。

七。彳本志年代称谓，凡历史年代称号，一律沿用通称，如矗清朝"，“民国"等，以符

历史事实，历史纪年以当时通用年号，在括弧内加注公历年号，一九四九年以后统用公历年

号。．

八、．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据事直书，不隐恶，不溢善，对人物则直书其名，直书

其事，寓褒贬于事实记述之中。

九、本志文中数字，解放前一律用汉文书写。解放后改用阿拉伯字书写，以体现不同历

史时期的写法。图表则一律用阿拉伯字书写。货币业务数字，一律按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发

行新人民币的规定，以旧币一万元折新币一元换算，以便于分析对比，文中个别需要以旧币

记述的另刀Ⅱ注明。

十、本志资料来自省、地，县有关历史档案和本系统文书、会计、统计档案，由于本县

行政隶属关系变化，还收集了徽州地区(现黄山市)，景德镇市金融志编纂部门提供的有关

资料，以及座谈，采访等记录，经反复核实验证，予以综合择用，文中不一一加注，编后语

中附有资料来源说明，并对搜集的资料约一百万字装订成册，连同本志底稿，编号列入县人

民银行文书档案，以备查阅，同时为下次修志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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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概况

婺源县位于赣东北边沿山区，与皖、浙两省毗邻。因处婺江源头而得名。县建制于唐开

元二十八年(公元7 40年)，迄今已有一千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原属安徽省，民国二十三

年(1934)九月划归江西，民国三十六年(1947)八月划回安徽，解放以后隶属江西。

婺源素以山清水秀，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环境优美而闻名。全县土地面积4 4 2万多

亩，其中l水田30万亩，林地370万亩，茶园15．8万亩，地理轮廓概括为“八分半山一分

田，半分水路和庄园"。全县人口30万人，其中农业人El占88％。全县平均气温摄氏16．7

度，年平均降水量1，821毫米，年平均无霜期252天，属中亚热带温暖湿润气侯。光、热、

水，土条件优越，自然资源丰富。林、茶，电三大资源优势已形成全县经济支柱。森林覆盖

率达52％，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活立木蓄积量达820多万立方米，是全省林业基地县之

一。茶叶总产量1988年达10．sT多担，占全省茶叶总产三分之一左右。水能蕴藏量为15．6万

千瓦，可开发利用5．83万千瓦，已建成水电站68座，装机总容量2．1万千瓦，1983年列为全

国一百个农村电气化试点县之一，1988年通过农村电气化初级阶段验收合格。地下矿藏有

金，银、铜，钨、原煤，水晶，大理石，高岭土等三十多种，开发前景广阔。

绿，红、黑、白“四色"特产，使婺源誉满全国。绿，即婺源绿茶，是驰名中外的茶中

珍品。远在唐代，婺源就是“绿丛遍山野，户户有茶香”的著名“茶乡，，。“婺绿"具有

“颜色碧ifb天然，口味香而浓郁，水叶清而润厚一的特色。在明清年代被列为贡品，曾获钦

赐金匾铜牌。特制“龙井矽，清末时获美国赛会一等奖。新品“茗瞢’’，被评为全国名茶，

享誉甚高。近年，精茶珍品连获国家银质和金牌奖。红，即荷包红鲤鱼，以色形美观，肉嫩

味美而著称，为宴席佳肴，经国家水产总局评定为全国淡水养殖鱼类优良品种，1981年获国

家科技一等奖。．黑，即龙尾砚，为全国四大名砚之一，享有“砚国名珠一盛誉。白，即江湾

雪梨，以肉嫩香甜而为人称道。

早在唐宋时，婺源就是有名的游览胜地，名人墨客留下了不少赞美诗篇。境内山峦逶

迤，群峰耸翠，溪河纵横，云雾缭绕，田园旖旎，举目皆景。尤以号称婺源“四古”的古建

筑、古岩洞、古树，古文物备受青睐。这里，北依黄山，西连匡庐，东南接三清山，西南邻

道教发源地龙虎山，又与历史文化名城景德镇接壤，自然形成一条环带，是一个有待开发，

极有前途的旅游胜地。
。

建国以来，全县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积极开发和建设山区，全县面貌发生了巨大变

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各项改革事业的推进，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工农

业生产稳步增长。1986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20，190万元(其中l工业总产值8．398万元，农

业总产值11，792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9．022万元。自1979／牛至1986年，工业总产值年

均增长22．21％，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3．78％，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8．55％。文

教，卫生，科技，交通、服务事业都得到相应的发展。地方财政连年增收，1986年地方财

政收入达1，717．9万元，比1978年增长1．22倍，近八年累计上交国家财政1，166．4万元。在喾

{f午



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986年全县职工工资人均年收入868．3元，农民人
均年纯收入409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8 7-13黼127．2％。城乡人民储蓄存款人平166．2元
增长8．5倍。全县人民正在党的十三大精神指引下r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

心，两个基本点一的基本路线?振奋精神，开拓前进，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
标而努力奋斗。。 ’：．-。1_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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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构⋯⋯⋯⋯⋯⋯⋯⋯⋯⋯⋯⋯⋯⋯⋯⋯⋯⋯⋯⋯⋯⋯⋯⋯⋯⋯⋯⋯⋯⋯⋯⋯⋯(9)

(一)人民银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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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历年现金投放、回笼与流入流出情况表)⋯⋯⋯⋯⋯⋯⋯⋯⋯⋯⋯⋯⋯⋯(36)

二．，货币投放、回笼渠遭⋯⋯⋯⋯⋯⋯⋯⋯⋯⋯⋯⋯⋯⋯⋯⋯⋯⋯⋯⋯⋯⋯⋯⋯⋯⋯(31)

(附表八：货币回笼统计表)⋯⋯⋯⋯⋯⋯⋯⋯⋯⋯⋯⋯⋯⋯⋯⋯⋯⋯⋯⋯⋯⋯⋯⋯(38)

(附表九；货币投放统计表)⋯⋯⋯⋯⋯⋯⋯⋯⋯⋯⋯⋯⋯⋯⋯⋯⋯⋯⋯⋯⋯⋯⋯⋯(40)

二、货币流通量及其分布⋯⋯⋯⋯⋯⋯⋯⋯⋯⋯⋯⋯⋯⋯⋯⋯⋯⋯⋯⋯⋯⋯⋯⋯⋯⋯(31)

<附表+；市场货币流通量及其分布情况表)⋯⋯⋯⋯⋯⋯⋯⋯⋯⋯⋯⋯⋯⋯⋯⋯⋯(42)

三、货币流通量与社会商品零售额比例变化⋯⋯⋯⋯⋯⋯⋯⋯⋯⋯⋯⋯⋯⋯⋯⋯⋯⋯(32)

(附表．早一：货币流通量与社会商品零售额比例变化表)⋯⋯⋯⋯⋯⋯⋯⋯⋯⋯⋯⋯(44)
～

第四章信 贷-·⋯⋯⋯⋯⋯⋯．．．⋯⋯⋯⋯⋯⋯⋯(45)

第·节：解放前银行信用⋯⋯⋯⋯⋯⋯⋯⋯⋯⋯⋯⋯⋯⋯⋯⋯⋯⋯⋯⋯⋯⋯⋯⋯(45)

第=节l解放后银行信贷⋯⋯⋯⋯⋯⋯⋯⋯⋯⋯⋯⋯⋯⋯⋯⋯⋯⋯⋯⋯⋯⋯⋯⋯(46)_

一、银行信贷业务简介⋯⋯⋯⋯⋯⋯⋯⋯⋯⋯⋯⋯⋯⋯⋯⋯⋯⋯⋯⋯⋯⋯⋯⋯⋯⋯⋯(46)

二、信贷工作的方针、政策与业务开展情况⋯⋯⋯⋯⋯⋯⋯⋯⋯⋯⋯⋯⋯⋯⋯⋯⋯⋯(47)

三、各项贷款业务⋯⋯⋯⋯⋯⋯⋯⋯⋯⋯⋯⋯⋯⋯⋯⋯⋯⋯⋯⋯⋯⋯⋯⋯⋯⋯⋯⋯⋯(49)

(一)工业贷款⋯⋯⋯⋯⋯⋯⋯⋯⋯⋯⋯⋯⋯⋯⋯⋯⋯⋯⋯⋯⋯⋯⋯⋯⋯⋯⋯⋯(49)

(二)商业贷款⋯⋯⋯⋯⋯⋯⋯⋯⋯⋯⋯⋯⋯⋯⋯⋯⋯⋯⋯⋯⋯⋯⋯⋯⋯⋯⋯⋯(49)

(三)农业贷款⋯⋯⋯⋯⋯⋯⋯⋯⋯⋯⋯⋯⋯Ⅲ．．，．．，⋯⋯⋯⋯⋯⋯一⋯⋯⋯⋯⋯(50)

一



I 一。 一一———————————■—■_一
～7’ ●●● -一

，

⋯
●

·～

．
¨ 一．

。

(四)外贸贷款⋯⋯⋯⋯⋯_⋯⋯⋯⋯⋯⋯⋯⋯⋯⋯⋯⋯⋯：‘i⋯’?：”⋯⋯⋯⋯⋯“(50)

(五)基本建设贷款⋯⋯一⋯⋯⋯⋯⋯⋯⋯⋯⋯⋯。⋯．．：⋯“：⋯⋯⋯⋯_“·一⋯(50)

(六)中短期设备贷款⋯⋯⋯⋯⋯⋯⋯⋯⋯⋯⋯⋯·"e．o o．：“⋯：⋯⋯⋯⋯⋯⋯⋯⋯”(51)

四、银行信贷的社会效益⋯⋯⋯⋯⋯⋯⋯．．．⋯⋯o：。：一⋯“·‘：⋯一?■⋯⋯⋯⋯⋯⋯⋯“(51)

· (附表十二：银行各项贷款统计表)⋯⋯⋯⋯⋯⋯⋯⋯⋯⋯⋯⋯⋯j⋯⋯⋯⋯⋯⋯⋯．．(57)

(附表十三：银行各项贷款利率弱整表)⋯⋯⋯⋯⋯⋯⋯⋯⋯⋯⋯⋯⋯⋯⋯⋯⋯⋯⋯(61)

。．
(附表十四：人民银行县支行处理1961年以前农业贷款报告表)⋯⋯⋯⋯⋯⋯⋯⋯⋯(63)

／
五、各项存款业务⋯⋯⋯⋯⋯⋯⋯⋯⋯⋯⋯⋯⋯⋯⋯⋯⋯⋯⋯⋯⋯⋯⋯⋯⋯⋯⋯⋯⋯(53)

(一)财政性存款⋯⋯⋯⋯⋯⋯⋯⋯⋯⋯⋯⋯⋯⋯⋯⋯⋯⋯⋯⋯⋯⋯⋯⋯⋯⋯⋯(53)

(二)企业及其他存款⋯⋯⋯⋯⋯⋯⋯⋯⋯⋯⋯⋯⋯⋯⋯⋯⋯⋯⋯⋯⋯⋯⋯⋯⋯(53)

(三)城乡储蓄存款⋯⋯⋯⋯⋯⋯⋯⋯⋯⋯⋯⋯⋯⋯⋯⋯⋯⋯⋯⋯⋯⋯⋯⋯⋯⋯(54)

(附表十五：历年财政性企业及其他存款余额表)⋯⋯⋯⋯⋯⋯⋯⋯⋯⋯⋯⋯⋯⋯⋯(64)

(附表十六：历年城乡居民储蒂存款余额表)⋯⋯⋯⋯⋯⋯⋯⋯⋯⋯⋯⋯⋯．，．⋯⋯⋯(66)

．(附表十七：企业单应存款利率调整表)⋯⋯⋯⋯⋯⋯⋯⋯⋯⋯⋯⋯⋯⋯⋯⋯⋯⋯⋯(68)

(附表十八：历年储蓄存款利率表)⋯⋯⋯⋯⋯⋯⋯⋯⋯⋯⋯⋯一⋯⋯⋯⋯⋯⋯⋯⋯(69)

?

第三节：信贷资金⋯⋯⋯⋯⋯⋯⋯⋯⋯⋯⋯⋯⋯⋯⋯．．．⋯⋯⋯⋯⋯⋯⋯⋯⋯⋯⋯(70)

●、信贷资金管理体制的沿革⋯⋯⋯⋯⋯⋯⋯⋯⋯⋯⋯⋯⋯⋯⋯⋯⋯．．．⋯⋯⋯⋯⋯⋯(70)

二，各专业银行资金管理简介及现行体制⋯⋯⋯⋯⋯⋯⋯⋯⋯⋯⋯⋯⋯⋯⋯⋯⋯⋯⋯(70)

三、资金市场与资金拆借⋯⋯⋯⋯⋯⋯⋯⋯⋯⋯⋯⋯⋯⋯⋯⋯⋯⋯⋯⋯⋯⋯⋯⋯⋯⋯(71)

．第五章

第一节：解放

第二节：解放

农村信用合作：⋯⋯··：⋯⋯⋯⋯⋯⋯⋯⋯．．．⋯⋯⋯·(73)

前农村信用⋯⋯⋯⋯⋯⋯⋯⋯⋯⋯⋯⋯⋯⋯．．．⋯⋯⋯⋯⋯⋯⋯⋯⋯(73)

后农村信用⋯⋯⋯⋯⋯⋯⋯⋯⋯⋯⋯．．．⋯⋯⋯⋯⋯⋯⋯⋯⋯⋯⋯⋯(73)

一、信用合作社的建立与发展⋯⋯⋯⋯⋯⋯⋯⋯⋯⋯⋯⋯⋯⋯⋯⋯⋯⋯⋯⋯⋯⋯⋯⋯(73)

二，信用合作社的经营状况⋯⋯⋯⋯⋯⋯⋯⋯⋯⋯⋯⋯⋯⋯⋯⋯⋯⋯⋯⋯⋯⋯⋯⋯⋯(74)

三、信用合作社的贷款利率⋯⋯⋯⋯“⋯⋯⋯⋯⋯⋯⋯⋯⋯⋯⋯⋯⋯⋯⋯⋯⋯⋯⋯⋯·(75)

’(附表十九，信用合作社发展情况表)⋯·．⋯⋯⋯⋯⋯⋯⋯⋯⋯⋯⋯⋯⋯⋯⋯⋯一(77)

(附表二十。信用合作社贷款统计表)⋯⋯⋯⋯⋯⋯⋯⋯⋯⋯⋯⋯⋯“⋯⋯⋯⋯·(79)

(附表二十一：信用合作社处理1961年以前农业贷款报告表)⋯⋯⋯⋯⋯⋯⋯⋯(81)

(附表二十二t银行贴补信用社亏损情况表)⋯⋯⋯⋯⋯⋯⋯⋯⋯⋯⋯⋯⋯⋯⋯(82)

第六章 基本建设拨款⋯⋯⋯⋯⋯⋯⋯⋯⋯⋯⋯“83)

第一节：建设银行基本建设拨款⋯⋯⋯⋯⋯⋯⋯⋯⋯⋯⋯⋯⋯⋯⋯⋯⋯⋯⋯⋯⋯(83)

第二节：农业银行农业拨款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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