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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备童}
日Ⅱ 舌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在中共永修县委、永修县人民政府

和九江市人民银行的领导下，于1993年8月由县人民银行牵头，县各专业银行、

保险公司、信用社参与，成立了《永修县金融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经过

全体工作人员深入调查，多方收集资料，精心整理编写，于1995年12月形成初

稿。由县各银行(公司、社)派专人审阅o

1996年，在听取行长(经理)联席会议的意见后，重新落实撰写人员写出第二

稿，分送各行(公司、社)审阅，根据各行(公司、社)提出意见，由赵斌国、黄焕民总

撰志稿，最后经编纂委员会评审定稿，于1998年12月正式成书。前后历时五年

零六个月，全志共十七章六十七节，约51万字。

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反映

永修县的金融历史和现状。编写本志书以历史为主旨，本着详今略古，古为今用

的原则，使我们金融工作能以史为鉴，继往开来，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为广泛收集资料，除县各银行、保险公司、信用社档案室

提供了大量资料外，志办同志曾先后到省、市、县有关单位调查，得到了江西省金

融志办、九江市金融志办，省、市、县和庐山图书馆，永修县志办、统计局、图书馆、

文化馆等许多单位及个人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之编写志书是一项新工作，金融业门类多，史料浩繁，

编写难度大，虽经多方努力，几易其稿，仍难免有错漏之处，尚请读者批评指正o

．／乡



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认真贯彻中国

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十五大精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一个中心，两个

基本点，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在搜集资料，整理资料时，不加评论，力求

客观反映历史面貌，达到“资治、存史、教化”的要求。

二、本志的时间断限：上限不封顶，有多远的资料，就追溯多远。对1949年

以前的金融历史采用略述，对1949年以后的金融史实则详述，下限截止1997年，

超过下限，所发生个别重大事项，以大事记形式反映。

三、本志记述区域，是以1997年永修县地理区域内的金融活动为基点而编

撰的。对于一些已划出的乡(公社)，而志中在名称、事称、数量等处，涉及到该乡

(公社)的，都不予剔除，只是载明其中某乡(公社)于某年划归某处。对于一些已

改名或撤并的行政单位，用事件发生时的名称，后加括号，注明现在归属，或现今

名称。对于在同一县境，同一集镇，设有几个行、公司的同级金融机构，均一律以

归属分开，以同级并列。对各行、公司机构名称为了缩小篇幅，只在第一次出现

时用全称，其后一律用简称，如“中国人民银行永修县支行”，简称“县人行”o

四、本志涉及各个朝代的政权机构、金融机构、官职、党派等，均以当时名称

为准，直叙原称，只是抗日沦陷区写日本侵略军占领区或汪伪政权、伪满政权。

五、本志历史纪年，一律用该朝年号日历，自远古到中华民国都是如此。但

在其朝代年号后，用括号加注公元纪年，而不载公元两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直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采用记述、照片、图表、附录综合体。以文为主，照片、图表为辅。横

排门类，纵述史实，纵横结合，照片、图表随文穿插。

七、全书篇章节目序数是：从凡例起，分三层次，一层次为大写一、二、三，二

层次为大写加括号(一)、(二)、(三)，三层次为阿拉伯数字1、2,30

八、本志所列货币和金额单位，一律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辅币角、分，其他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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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包括老人民币)，从原发行单位称，能换算成人民币单位的，以括号加注。度

量衡单位，按资料原数记述，能换算成现在通用标准的，亦用括号加注。

九、本志资料来源：旧金融部分，来自江西金融志编委主办的《江西金融志》

资料；九江市、庐山、永修图书馆的图书报刊；并在吴城、涂埠、艾城、白槎等古镇

组织老人座谈会；农村重点地区、重点人专访。新金融部分，来自各行、公司年终

报表、年终总结及提供的有关文字数据；离退休老干部的回忆。为节省篇幅，一

般不注明出处。

十、本表所列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必须是经地(市)级以上金融机构明文

批准，由各行、公司推荐，对省以上先进工作者编写事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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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一)

永修县位于江西省北部，东与都昌相连；西与安义、靖安、奉新交界；南与新

建毗邻；北与德安，共青城接壤，总面积2，035平方公里。山脉林立，河流纵横，

云居山为境内最高山脉，海拔969．4米，修河、潦河贯穿全境，柘林电力枢纽工

程，柘林灌区和云山水库，是境内主要水利设施。本县历史悠久，汉高祖六年(公

元201年)置海昏县，位于吴城芦潭西北。南朝宋元嘉三年(公元425年)，海昏

因地沉废，遗地并人建昌县，建昌县因与四川建昌道同名，民国三年(1914年)改

为永修县，县址设艾城，1949年县址迁至涂家埠。抗日战争前，本县吴城镇是江

西四大集镇之一，经济发达。当时沿赣江、修河、潦河各地的木材、茅竹、大米、茶

叶等土特产品，均水运到吴城出去，工业日用消费品以及食盐等则主要从吴城进

来，昔有“装不尽的汉口、卸不尽的吴城”之称。随着陆运交通的发展，吴城的物

资集散口岸随之消失o

至1997年，县辖17个乡(镇)，2个垦殖场，人口33．48万人。农业以粮、棉为

主，总耕地面积73。2万亩，已耕面积40．45万亩(水田25．51万亩，旱地14．92万

亩)，农户55，393户，农业人口26．33万人，占总人口81％，农业总产值66，171万

元，是1949年的37．1倍o 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永修被列为粮棉大县和高产优

质高效农业示范区。工业发展也很快，由解放初期只有电机、化工、纺织等行业

和产品，发展到128个工业企业(其中中央企业2个)，工业产品达1000多种，工

业总产值72，026万元，是1949年的99．3倍o

(二)

长期的商品交换和价值形态的演变，导致货币的产生。永修县历史悠久，历

代王朝先后所铸钱币，自秦朝的“半两”钱开始，各种制钱(五铢、元宝、通宝、重

宝)银两、银元、铜元等都在永修流通过。民国时期，国民党为搜刮民财，滥发“法

币”，后又发行“关金券99、64金圆券”、“银圆券”等，由于纸币不断贬值，1949年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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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拒绝使用金圆券。永修古币收藏者范永生、史崇安、高道兴收藏在永修流通

过的民国时期及以前的古币有90多种。

1948年12月1日老解放区发行的人民币(即第一套人民币)共11种，面额

1，00卜50，000元o 1949年5月23日永修解放后；人民币随之流入永修。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进一步健全和巩固货币制度，1955年3月1日发行新的人

民币(即第二套人民币)，并以新的人民币1元与现行人民币1万元的比率，收兑

现行人民币(即发行新币收回旧币)o 1957年11月首次发行金属硬分币三种(即

1、2、5分)o 1969年和1987年先后发行第三套和第四套人民币o

(三)

旧社会，永修城乡资金融通，主要是民间借贷，即多种形式的高利贷和互助

互济。在清朝，永修县城及大集镇普遍设立了当铺，钱庄(银楼)也开始兴起。民

国初期，钱庄发展到5家，在抗日前夕有9家，主要分布在涂家埠和吴城镇。钱

庄资本雄厚，据5家钱庄统计，拥有资本金(银元)21万元。随着商品经济发展，

永修金融业逐步兴起o

1912年(民国元年)江西省民国银行吴城办事处成立，办理兑换纸币，经营汇

兑业务，1915年撤销o

1921年(民国十年)上海邮政储金汇业局在永修涂家埠、吴城镇成立汇兑处，

当年发展14户存款，取款15次，本息金额(银元)323．52元o

1926年(民国十五年)永修县在艾城建立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发行信用

券10，000元，以解决农民生产、生活的需要o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组建了县

联社，内设信用部和抵押部，办理放款业务o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江西省裕民银行，先后在永修设立山下渡办事处和

吴城办事处，办理存款、放款、汇兑、保险等金融业务。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源源长商业银行在永修涂家埠、吴城镇分别设立商

号，办理短期贷款，月息20～3％o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设立中国农民银行永修农讯处，发放贷款，同时推广

美棉，共发放棉种20，000斤。

永修解放前夕，因国民党滥发纸币，通货膨胀达到顶点，纸币贬值成为废纸，

银行信用丧失，信贷业务基太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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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49年5月永修解放，县人民政府接收了旧银行。根据“一面接管、一面建

行”的方针，1950年1月1日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永修县支行。县人行成立后，加

强了金融市场的管理，积极开展货币斗争，一方面配合有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

禁止银元流通，打击金银投机活动，另一方面银、贸、财、税等部门密切配合，组织

票子、物资、干部“三下乡”，大力开展“拥币拒银”宣传活动，积极收购农副产品，

推销工业品，以及通过税收和发行公债，拓展人民币阵地。根据政务院的指示，

为稳定市场，制止通货膨胀，县人行实行现金管理，举办折实储蓄，扩大现金归

行，同时发放农业贷款，开办耕牛保险，支援农业生产，促进了全县国民经济的恢

复和发展，稳定了金融和物价。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县人行下伸了机构，按一区一所建制，到1952年已建立七个营业所，并组建了农

村信用社，为永修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融通资金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银行积极为实现

总路线服务。广泛吸收存款，组织资金，支持国营工商业发展；围绕国家对农业、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积极支持农村三大合作；支持粮食统购

统销；发放贫农合作基金贷款22．2万元，解决了农村7，044户贫下中农人社的资

金困难问题等，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对私营企业发放短期贷

款，支持其正常经营和转为公私合营。到1957年底，全县各项存款164．8万元，

各项贷款595．5万元，分别比1952年增长1．74倍和23．5倍。

1958年，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按照总路线提出的任务要求，全县金

融部门认真贯彻“以钢为纲”和“以粮为纲”的方针，支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化”运动。金融工作受到了很大影响，如：不按金融政策组织存款，发放贷款；取

消了一些合理的规章制度；银行营业所下放公社管理，实行所、社合一，存贷款权

限由公社掌握；敞开口子供应资金，以致贷款发放和货币投放失控，市场物价上

涨。至1961年各项贷款l，773．6万元，比1957年增长1．98倍，现金净投放1，

186万元，首次突破千万元大关o

1962年，按照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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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条决定)，以及上级行的通知，县人行迅速恢复了各项规章制度，健全了银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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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机构，农村银行营业所与信用社分设。按照规定冻结和清理企事业单位和机

关、团体在银行的存款；严格信贷、现金和工资基金管理，控制货币投放，扩大商

品供应，组织货币回笼o 1965年全县货币净投放276．5万元，比1961年下降

90％o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银行工作受到强烈冲击，攻击银行集

中统一是“条条专政”，金融政策、制度是“管，卡、压”，银行规章制度又一次被废

除，大批干部被调离和下放农村，财政、税务、银行三家合并，更加削弱了银行职

能作用。1972年贯彻全国银行工作会议后，恢复了县人行建制，强调银行工作的

地位和作用，重申加强信贷、现金管理，银行工作得到了加强。但1974年的“批

林批孔”运动等，使银行工作再次受挫。

(五)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上来。金融部门从上到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贯彻改革开放方针，对金融

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金融事业迈进了一大步。

一、建立新的金融体系 1979年9月再次恢复中国农业银行永修县支行，

1981年1月建立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永修县支行，1984年8月中国人民保险公

司永修支公司成立，1985年1月建立中国工商银行永修县支行，1986年10月县

邮电局开办邮政储蓄业务，1988年8月永修县农村信用联社挂牌，1990年12月

成立中国银行永修县支行，1993年5月成立永修县城市信用社，1993年7月建立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云山支公司，1996年5月县保险公司划分为财险和寿险公司，

云山保险公司改为财险公司，到此，形成了全县以人民银行为领导，商业银行为

主体和其他金融机构并存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

二、改革信贷管理体制为打破信贷资金管理上“吃大锅饭”的局面，1981年

开始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的办法，有利于促进国家计

划平衡，调动地方积极性o 1985年实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

通”的办法，改变了计划指标层层下达的做法。1994年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

执行“总量控制、比例管理、分类指导，市场融通”的原则，县各商业银行信贷总量

由其上级行按“总量控制、比例管理”的原则核定最高限额。

三、扩大贷款范围。开拓新业务1979年起，贷款范围扩大到固定资产、科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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