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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编写《沅陵县金融

意》，从建县至今，为新编首创，经历五载，五易其稿，付梓

问世，应该为之赞颂．

银行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沅陵县建立银行机构虽末逾

百年，但金融活动的历史却甚久。然而，明清两代的府、县志，对

金融活动尚未涉及．民国19年的《沅陵县恚》，亦只作短篇

略述。唯独这次新编的《沅陵县金融志》，不仅对新中国建立

后县境内的金融事业歹|1为重点详述，还对货币和金融事业的沿

草变化，追溯历史渊源，补旧志之缺，校旧志之误，臻于完善，

必将惠及后世．通观全书，达到指导思想正确，论据翔实可

信，时代特点突出，地方色彩浓郁，篇日设计合理，文字通畅

可读，不失为一业之全吏，兴衰得失，跃然纸上。对存资料，

储信息、备咨询、供资政、定决策、作教材，都大有裨益．

《沅陵县金融志》在沅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指导下，

幽中国人民银行沅陵支行，中国农业银行沅陵县支行、中国







编写行文通则(修订本)规范统一。

七、时间表述，不用时间简称，一律书写具体时问。历史

纪年，先写朝代年号，括号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乖国建立

以后用公元纪年．

八、货币名称，历史上使用的货币名称及单位，按历吏习

惯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统一为人民币．1 9 49—

1 955年2月底的金额数字，均已按新人民币的比值换算．

九、按志书惯侧，生不立传。对沅陵县金融事业有贡献的

在世人物，其事迹因事系人。出席省级以上的先进单位和个

人，歹|l表记录．

十、资料来源，以金融系统的档案资料为主，其次是摘自

湖南省档案馆、沅陵县档案馆的档案资料，部分来自有关书籍

和知情人的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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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沅陵历史悠久。县境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历为。湘西门户。。

境内山多，林木，水能、矿产资源丰富。幅员居全省首位，现

域总面积5850．21平方公里。人口59．3万。

沅陵县的金融事业起步较早。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设

立辰州官钱局，发行票币，主办财政库款业务。虽经营存款、

放款，但与平民百姓往来不多。唯发行票币，对便利市民交

易，促进商品，货币流通，起到很大作用。民国1年(1912)，

辰州官钱局更名为湖南银行辰州分行，沅陵始有银行机构。以

后随地方军政长官的更迭，银行也随之易名为湘西银行，湘西

农村银行沅陵代办处、湖南省银行沅陵分行。官办的银行，大

量发行票币，成为筹措政费资金的主要来源。银行倒台时，发

行的票币作废，人民深受其害。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后，

沅陵县成为抗日后方重镇，部分沦陷区的人民和政府机关，银

行纷纷迁来沅陵。民国30年沅陵县城的银行有15家，钱庄5家、

金店，银楼28家，农村有信用社178个。民国31年，银行存款总

额2743万元，放款总余额3024万元。沅陵县的金融事业在抗日

战争中畸型发展。抗日战争胜利后，县城人口逐渐减少，银行

陆续迁出，业务日渐萧条。至民国36年只剩5家银行，1949年

9月沅陵解放时，由县人民政府接管。

1949年11月lo日，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第九支行，实

行银行国有化的政策，将货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规定人民币

为全国唯一的法定货币，禁止银元和外币在国内市场流通，将

信贷、现金集中于银行，取缔高利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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