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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地方志，是我国的优良文化传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时期，中央领导极力倡导，全国展开了盛世修志壮举。中共剂川县委、县

政府根据上级指示，决定编写社会主义的第一代地方志。编修新方恙

述往事，贯通古今；思来者，鉴古知今。这对认识利川，建设利川，，无

疑是一件完全必要、非常及时而又意义深远的大事。作为地方志重

要组成部分的《金融志》亦应运而生。县《金融志》编委会在上级《金歌

志》编委会和利川地方志编委会的领导下，得到县志办，县财委，搿四

行一司"的大力支持。《金融志》编写专班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

则，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经过两年多的辛勤劳动，编纂成《羽周

县金融志》。本书记载了利JIl县金融史上很多珍贵资料，填补了利JI{经

济史上的一项空白。此书可供学习，研究、借鉴，值得一读。

旧中国的利川，因封建制度束缚，遭受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各族

人民灾难深重，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民国28年(1939年)

前，本县商品交换中虽以货币为支付手段，但无金融业，人们互通有

无和各业营运资金，向赖私人活动。最早在我县流通的货币，是银两

和制钱。其后，银元取代银两为主币，铜元取代制钱为辅币。自民国

28年(1939年)起，才先后建立湖北省银行利川办事处，利川合作金库，

利川县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办存款、放款，汇兑业务。市面流通的货

币，主要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发行的法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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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券及湖北省银行发行的辅币券。由于国民政府无限制发行纸币，造

成恶性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到建国前夕，利川金融紊乱，经济全面

崩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币成为唯一合法货币，又实行银行

国有化。1950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利川县支行成立。它通过现金管

理、一，结算，信贷，利率等各项经济手段，在资金支持与监督等方面发

挥杠杆作用，成了国民经济各部门资金活动的中心和枢纽。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相继有建设银行升格，农业银行恢复，保险公司和工

商银行的建立，从而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专业银行为主体，

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在支持商品生产

发展和贯彻国家宏观控制的决策中，金融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述只是本县金融今昔之轮廓，《利川县金融志》一书，对此有详

细的记载，反映金融工作各个时期的时代背景及其发展脉络，可供热

爱和从事金融工作的同志们研究参考，以史为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找出金融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规律，做好金融工作，为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这是《利川县金融志》必将起到的“资治，教：

化，存史修的作用o

j 《利川县金融志》，囿于历史和现实条件，难以避免的存在舛误和

遗漏。但志书的问世，溶铸进几位编辑广征博采、辛勤笔耕的一片心

血。他们都是年过半百和已逾花甲的老人，“老马亦知夕阳晚，不用扬

鞭自奋蹄"。他们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高度自觉地工作，完成了

这一惠及子孙的事业，深堪嘉许，永志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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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俐川县金融志》，为利川县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和保险公司搿四行一司打之专业志书。兼备《利川市志．·金融志淞

采择取材。 ．． 、 !．

!．t二，篇目。采用章、节，目三层次结构，目以下分自然段。谋篇布

局坚持“事以类从，类以质别"。 ，．、

三、编写方法：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横分竖写，详今略古；只

记事件，不加褒贬；只写事业，不写工作。本志以建国后的银行、保险

业务活动为主，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重点，客观地反映金融

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四、断限：原则上以1 91 0年为上限，下限至1 985年，仅货币流通

追溯到了唐初。

五、纪年及数字用法：采用中国历史纪年，于括号内加注公元纪

年。公元及民国纪年，具有统计意义的金额、计量数字，一律用阿

拉伯数字。人民币数字，未用括号注明“新币"、“旧币打字样者i均

为搿新币”。

六、体裁：分记、志、图、照片、表，录，综合运用多种体裁，以志

为主体。

七、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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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称谓l

l，各章节历史纪年，古地名，历代各级政府，官职等，均用当时

当地的历史习惯称谓。必要时用括号注明公元或今地名。

2’鼻利川县"，文内还简称搿利川”、搿本县"。

3，曩建国前打，。建国后修，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或以后。

九，资料：引用资料和编写依据的资料，均于其后括号内注明出

处，以备查考。文内数据除工农业总产值、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采用

县统计局资料外，其余为“四行一司"提供。

。十，货币图样：均系在利川流通过的货币。由黄冈地区金融志办

公室代制o

。

§

&；≯￡扩，㈠



目录

目 录

序·······················································”···l‘

凡例”““一”””一”一”··“”．．”””一．．·················1

概述·················································．．······l

大事记⋯⋯⋯⋯⋯⋯⋯⋯⋯⋯⋯⋯ooo oooooo oooqJ0000 8

第一章 建国前的货币⋯⋯⋯⋯⋯⋯⋯⋯⋯⋯⋯⋯⋯2l

第一节金属货币⋯⋯⋯⋯⋯⋯⋯⋯⋯⋯⋯⋯⋯⋯⋯21。

第二节 纸币⋯⋯⋯⋯⋯⋯⋯⋯⋯⋯⋯⋯⋯⋯⋯⋯川24

第三节’私票⋯⋯⋯⋯⋯⋯⋯⋯⋯⋯⋯⋯⋯⋯-⋯⋯·33

第二章 建国前金融业⋯⋯⋯⋯⋯⋯⋯⋯⋯⋯⋯⋯⋯35

第一节 民间金融⋯⋯⋯⋯⋯⋯⋯⋯⋯⋯⋯⋯⋯⋯⋯35

第二节 官方金融业⋯⋯⋯⋯⋯⋯⋯⋯⋯⋯⋯⋯⋯⋯38

第三节信用合作社⋯⋯⋯⋯⋯⋯⋯⋯⋯⋯⋯⋯⋯⋯48

第三章 社会主义金融体系⋯⋯⋯⋯⋯⋯⋯⋯⋯⋯⋯5l

第一节 中国人民银行利川县支行⋯⋯⋯⋯⋯⋯⋯⋯5l“

第二节 中国农业银行利川县支行⋯⋯⋯⋯⋯⋯⋯⋯58’

第三节 中国工商银行利川县支行⋯⋯⋯⋯⋯⋯⋯⋯60

第四节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利川县支行oOO OOO 000000000 e0061

第五节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利川县支公司⋯·OO OOOj⋯··63



。
茸录

第六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五章
’

第一节

一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章
’

=’·一第一节

一’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r。第六节

第七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农村信用合作社⋯⋯⋯⋯⋯⋯⋯⋯⋯⋯⋯⋯65

人民币及现金管理⋯⋯⋯⋯⋯⋯⋯⋯⋯⋯⋯71

人民币的发行⋯⋯⋯⋯⋯⋯⋯⋯⋯⋯⋯⋯⋯7l

货币流通o o o o o o⋯o o o o o o o o o o 0 o o o o o o 0 o o e o oo o o o o eo⋯⋯73

工商信贷⋯⋯⋯⋯⋯⋯⋯⋯⋯⋯⋯⋯⋯⋯⋯89

管理体制0 0 0 0 0 0 0 0 0⋯O 0 0 0 0 0⋯⋯O O D O 0 0 0 0 0⋯⋯⋯⋯89

种类⋯O O O O EO⋯-⋯⋯⋯⋯⋯⋯⋯⋯⋯⋯⋯⋯92

业务工作⋯⋯⋯⋯⋯⋯⋯⋯⋯⋯⋯⋯⋯⋯⋯93

对公存款⋯⋯⋯⋯⋯⋯⋯⋯⋯⋯⋯⋯⋯⋯109

存、放款利率⋯⋯⋯⋯⋯⋯o o o o o o o o o⋯⋯⋯112

农业信贷⋯⋯⋯o o o o o o o oo ooo e o o⋯⋯⋯⋯j⋯··1 17

计划管理体制O O O O O O O O O oe o e o o oo o ooo e o o O OO OIOO O O O O e“7

对象和种类⋯⋯⋯⋯⋯⋯⋯⋯⋯⋯⋯⋯⋯120

业务工作⋯⋯⋯“⋯⋯⋯⋯⋯⋯⋯⋯⋯⋯121

预购定金放款⋯⋯⋯OO O O 00 000⋯⋯⋯⋯⋯⋯134

清理与豁免o o o o o o o o 0 o o o ooo o o o o o o⋯⋯⋯o e o o o o o oo 136

利率调整⋯⋯⋯⋯⋯⋯⋯⋯⋯⋯⋯O O O OO O OOO 139

农村信用合作社业务⋯⋯⋯o o e o o o eoo o o o 060000 145

存款⋯⋯⋯⋯⋯⋯⋯⋯⋯⋯⋯⋯⋯”·’O JIJ O·“145

放款⋯⋯⋯⋯⋯⋯⋯⋯⋯⋯o o o o o o e e o
o．o·ooo

ooo 150

整顿提高O O 0 0 00 O O 0 0 0 0 0 00 0 0 0 0 0 0 00 0 OOO O OO 000 0 O O eOO000 156

与银行业务往来⋯⋯⋯⋯⋯⋯⋯⋯⋯⋯⋯159

2



目录

．第五节盈亏Oee aeeeeo oeo e e e⋯⋯⋯⋯⋯⋯?⋯⋯⋯⋯··159

第八章’ 储蓄⋯⋯⋯⋯⋯⋯⋯⋯⋯⋯⋯⋯⋯⋯⋯⋯161

’第一节。’政策、原则⋯⋯⋯⋯⋯⋯⋯⋯⋯⋯⋯⋯⋯161

一．i笫二节’种类“小．．．⋯⋯⋯⋯⋯⋯⋯⋯⋯⋯⋯⋯⋯161

‘第三节利率⋯⋯⋯⋯⋯⋯⋯⋯⋯⋯⋯⋯⋯⋯⋯⋯162

第四节业务发展⋯⋯⋯⋯⋯⋯⋯⋯⋯⋯⋯⋯⋯⋯165

I第五节宣传与服务⋯⋯⋯⋯⋯⋯⋯⋯⋯⋯⋯⋯⋯171

，．第六节。存贷结合的消费性贷款⋯⋯⋯⋯⋯⋯⋯⋯173

第九章 基本建设拨款及存、贷款⋯⋯⋯⋯⋯⋯⋯175
’

第一节拨款⋯⋯⋯⋯⋯⋯⋯⋯⋯⋯⋯⋯⋯⋯⋯⋯175

第二节存款⋯·?⋯⋯⋯⋯⋯⋯⋯⋯⋯⋯⋯⋯⋯⋯·183

‘第三节拨款改贷款⋯⋯⋯⋯⋯⋯⋯⋯⋯⋯⋯⋯⋯185

第四节 贷款指标管理及利率⋯⋯⋯⋯⋯⋯⋯⋯⋯186

第十章 国内保险⋯⋯⋯⋯⋯⋯⋯⋯⋯⋯⋯⋯⋯⋯191

第一节种类⋯⋯⋯⋯⋯⋯⋯⋯⋯⋯⋯⋯⋯⋯⋯⋯191

第二节业务发展⋯⋯⋯⋯⋯⋯⋯⋯⋯⋯⋯⋯⋯⋯192

第三节灾害理赔⋯⋯⋯⋯⋯⋯⋯⋯⋯⋯⋯⋯⋯⋯196

第四节 防灾防损⋯⋯⋯⋯⋯⋯⋯⋯⋯⋯⋯⋯⋯⋯199

第五节费率⋯⋯⋯⋯⋯⋯⋯⋯⋯⋯⋯⋯⋯⋯⋯⋯200

第十一章 会计、出纳、代理业务⋯⋯⋯⋯⋯⋯⋯⋯⋯203

第一节会计工作⋯⋯⋯⋯⋯⋯⋯⋯⋯⋯⋯⋯⋯⋯203

第二节转帐结算⋯⋯⋯⋯⋯⋯⋯⋯⋯⋯⋯⋯⋯．．．206

8

。，．

，

暑，

．．．-．、矗．}j。’__r、?；S尹l置矽}￡：

矗，0了．}；．，哼．产口“，

：

-

_

_



目录

第三节席二下

第四节用四下

第十二章

第一节斥一下

第二节席一下

第三节弟二下

第四节用四下

第五节雨丑下

现金出纳⋯⋯⋯⋯⋯⋯⋯⋯⋯⋯⋯⋯⋯⋯210

代理业务⋯⋯⋯⋯⋯⋯⋯⋯⋯⋯⋯⋯⋯⋯217

职工教育与管理⋯⋯⋯⋯⋯⋯⋯⋯⋯⋯⋯223

职工来源与现状⋯⋯⋯⋯⋯⋯⋯⋯⋯⋯⋯223

培训与管理体制⋯⋯⋯⋯⋯⋯：⋯⋯⋯⋯”229

评定技术职称⋯⋯⋯⋯⋯⋯⋯⋯⋯⋯⋯⋯231

业余文体活动⋯⋯⋯⋯⋯⋯⋯⋯⋯⋯⋯⋯231

金融红旗单位、红旗手、业务能手⋯⋯⋯⋯232

编志始末⋯⋯⋯⋯⋯⋯⋯⋯⋯⋯⋯⋯⋯⋯⋯⋯⋯⋯⋯：··236

编后语⋯⋯⋯⋯⋯⋯⋯⋯⋯⋯⋯⋯⋯⋯⋯⋯⋯⋯⋯⋯⋯239

利川县《金融志》编纂委员会成员和工作人员6 0 0 6 O 6 0 0 0 0 0 O O OO 240

t



◆旌⋯、机谖q釜

一名n
～勿趁，

‘-于i，，I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述

概 述

一 利川县，是湖北西南最边远的一个县，隶属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总面积4 612．49平方公里，其中80．9％是山地。海拔高度，最低315

米，最高2 041米，县城所在地为1 080米。总人口706 510人，土家，苗，．

侗等十八个少数民族人口占45．7叻。

利川历史悠久，在三千多年前的周朝属巴国领域，汉为南郡蛮地，

西晋置南浦县，北朝北周时置亭州并置资田郡及盐水县，唐以后属施

州清江县。清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置利川县。因清江由西向东，横

贯全境，为有利之川，故名，沿用至今。

利川自然资源，得天独厚，土地肥沃、物产富饶，盛产大米，素

有“银利川"之称。境内河流纵横，长江在湖北境的第二大支流一清江
发源于利川西南的都亭山，还有郁江、梅子水、磨刀溪以及唐岩河也

都源于利川，可供开发的水利资源达17万千瓦。森林复盖面积达176万

亩，境内有水杉，珙桐、秃杉、巴东木莲等50多个珍贵树种，星斗山

天然植物园，已划为省级自然保护区。名冠全球的坝漆，产量全国第

二的黄连，云贵型的烤烟，珍贵的苑菜，广有的薇菜，以及桐油，天麻，

贝母、茶叶等土特产，都以质优驰名。地下宝藏，有丰富的煤和天然

气，还有铁、硫磺、钾、卤水、铜等，达30多种，旅游资源也很丰富，

有腾龙洞、雪照河，福宝山、太平塘等名胜古迹，势将成为鄂西南和

川东地区的旅游、避暑胜地。 ，



概述

利川地处鄂西南边陲，为鄂、湘JII三省的交通枢纽。东与恩施接

壤，有利恩、恩巴公路连通长江。JlI汉公路横贯利川，西抵重庆，东可

直达武汉。南与成丰毗邻、利成公路再经来凤，可至湖南。利万公路

北通万县港j利川是湖南、湖北商旅入川的咽喉要地。自古皆然。

利川尽管有如此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各族人民

在解放前却灾难深重。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

压迫和经济剥削下，利川人民长期过着“糠菜半年粮，棕片当衣裳，辣

椒代食盐，岩洞作住房"的悲惨生活，根本无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导致

市场萧条，商业不振，金融业几成空白。城乡资金融通，除小额的民

间借贷外，大量的是高利贷，其名目繁多。有“嘛帐"，搿撞患打，“利滚

利打，“大加一移，“卖青苗"等等o

迟至民国28年(：1939年)春，利川才兴办金融业。最先成立的是湖北

省银行利川办事处。开办了存款、放款、汇兑，质押等业务，使地方

金融渐趋活跃，市场也较前繁荣，民国31年(1942年)，利川县银行正式

成立，有资本50万元，后经利川县政府批准，增股150万元，为利川地

方工业、商业调剂资金，发展生产，改善经营，起了促进作用。

利川解放前使用的各种货币，均从外地流入。民国22年(1933年)

搿废两改元一，银元取代银两为主币，铜元取代制钱为辅币。民国24年

(1935年)，国民政府发行纸币，市面上流通的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发行的法币、金圆券，湖北省银行发行的辅币券

等。随着国民政府无限制地发行纸币，导致通货膨胀，法币、金圆券

急剧贬值，几同废纸。解放前夕利川的工农业一蹶不振，商品匮乏，

物价猛涨，金融市场十分紊乱。，

1949年“月14日，利川县境解放，人民政府接管旧的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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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950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利川县支行正式成立。它既是国家管理

金融的行政机关，又是办理信用业务的经济组织。在各个时期都发挥

了重要作用o ．．
j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1952年)，进行了稳定金融，稳定物价，

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工作。本县解放初期，即以人民币为唯一合法币制，

投机商人却走私银元，破坏人民币的信誉，严重扰乱了革命秩序和物资

交流。县人民政府鉴于银元作祟，颁发了《饬令一律禁止金银流通的

布告》。县人民银行一方面运用各种形式广泛宣传；另一方面公布牌

价，大量收兑，使人民币迅速占领了市场。同时，根据中央人民政府

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中国人民银行负担统●

全国现金管理工作。1950年7月，对利川各企业、机关、团体、部队实

行全面的现金管理。县人民银行还代理发行胜利折实公债，开办，保本

保值力存款。1951年，根据“面向群众，服务生产"的方针，普设县以下

区级银行机构，实行现金管理，组织存款，发放贷款，试办农村信用

合作社，开展耕牛保险，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从而控制了通货膨胀，稳

定了市场物价，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信贷、结算和现金管理制度，，实

现了信贷、财政、物资“三平衡挣，活跃了经济。 ． ：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根据党中央提出的过渡时

期总路线，县人民银行运用信贷、利率杠杆，促进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

会主义改造。在农村，结合农业合作化运动，帮助农民发展自己的资金

互助组织一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信用社)。1955年底，全县共建
信用社232个，占总乡数的96％。1957年底，信用社有股金24万元，存

款余额达57．6万元，累计放款219万元。农村信用社的建立和发展，解

决了农民生产，生活上的资金困难，打击了高利贷活动，促进了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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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合作社的发展。

在城镇，支持国营经济发展壮大。1953年，利川县开始以工业企

业为重点的经济建设，县人民银行对铁厂、机械厂、硫磺厂，锅厂等

全民所有制企业发放贷款，1957年底达14．3万元。对国营商业和农村

供销合作社实行“按计划，有物资保证，能按期归还"的信贷原则，低

利充分供应资金，支持对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和扩大工业品的收

购o 1956年底，对国营商业和农村供销社的贷款达465．5万元，比1952

年增加lo倍，这些贷款占银行贷款总额的65．5％，促进了社会主义商

业阵地逐步巩固和扩大。县银行对私营工商业的贷款，在不同时间，对

不同行业，不同对象，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采取搿有紧有松"的措

施，促进私营商业逐步过渡到公私合营。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经

济建设时期(1958---1962年)。1958年一1960年，由于受“大跃进一中“大

整大改"和“大破大立"的影响，金融战线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废

除，管理流动资金的原则被动摇，财政、信贷资金渠道被打乱，当时

流行着“需要多少贷多少打，“哪里需要哪里贷打，“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

候贷"的错误口号。本县在信贷资金使用上也出现偏差，只讲充分供应，

不讲经济效果；只讲服务，不讲监督，结果取消了指标控制，信贷资

金管理失控，掩盖了生产、流通和财政收支中的矛盾。1958年，全县

发放大办钢铁贷款114万元；各个企业单位为“大办钢铁"和搞基本建

设而挪用流动资金193．5万元；商业系统在‘‘大购大销"中，库存商品中

霉烂变质、质次价高、滞销损失等达480万元，占总库存的49．5％。在农

业贷款上，不坚持政策原则，盲目贷款，1958年一1960年，三年共贷

款?92．5万元。比1950年一1957年8年累计放款还多377．7万元。同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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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一平二调打的共产风也刮到组织存款工作方面来了，全省推广随县的

“经验修，利川也大搞“实物存款修，开展“储蓄化修竟赛。’1958年7月底，
7

402万元储蓄存款中，实物转存达260．8W元，占存款余额的64．8％。银

行内部，搞所谓盥无帐会计、以表代帐一，破坏了会计工作的科学性。

1962年。利川人民银行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银行

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纠正搿左修的偏向，注重

。 货币管理，促进了国民经济调整。三年调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j

152．35％；财政收大于支409万元；货币净回笼184万元。银行工作遂

4． 步趋于正常。

口文化大革命一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也给银行工

作造成了很大影响。领导干部靠边站，少数职工外出“闹革命"l正常

的信贷管理制度被说成是口管、卡，压"，是搿制度第一，技术第一一，各

项贷款大幅度上升，但经济效益却很差；各种储蓄存款徘徊不前。面

对这种情况，金融战线职工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抵制，特别是第一线的

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天天开门营业，基本保证了各项业

夯工作的进行。在农村，仍始终抓住支援穷队和扶持贫下中农困难户

发展经济。在城镇，保证了企业正常生产和流通中的资金需要；保障

了国家金库的安全。

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国务院1977年1 1月颁发了《整顿

和加强银行工作的几项规定》和《关于实行现金管理的规定》，利川银

行认真贯彻执行，很快就建成为口指挥如意，政策，制度能够贯彻执行精

的工作系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利川县的银行工作进

入了一个新时期，积极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为适应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和经济的发展，改革了金融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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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前，一直沿用单一的国家银行体制。1980年恢复了农业银行．，．

加强了对农业的支援。农村金融工作贯彻了搿因地制宜，支持农村商品

生产；活跃农村经济，讲求经济效益"的方针，工作重点转移到支持农

村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上。农村信用社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办成为合作

金融组织，体现了管理上的民主性、组织上的群众性、经营上的灵活

性，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

．．-‘建设银行利川县办事处升格为利州县支行后，加强了基本建设可

行性的调查研究，坚持了“按计划、按程序、按预算、按进度’’拨款的

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了建设银行对基本建设的监督。同时，建设银

行还经营了一部份信贷业务。

。：’198．1年，本县恢复了已停办二十多年的国内保险业务。无论机构

规模．干部队伍、服务领域，都有很大发展，为生产经营的发展和人

民生活的安定提供了经济补偿。

j’j’根据1983年9月国务院《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

的映定》，本县于1985年在金融管理中实行政企分开。中国人民银行作

为中央银行，履行“领导、管理、协调、监督、稽核修的职能。另成立中

国工商银行利川县支行，办理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各专业银行和其

它金融机构均属经济实体，实行企业管理，自主经营，独立核算，按

各自的业务分工发挥作用。

’在改革中，各专业银行扩大了信贷业务范围，开办了中短期设备

贷款业务；从只贷工农业生产和商品流转领域里的贷款，扩大到对服

务性行业也发放贷款；从主要只对国营、集体发放贷款，扩大到对各

种联合体和个体户也发放贷款。在信贷管理上，改变了过去“存款向上

交，贷款要指标"的办法，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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