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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陵县金融志

凡 例

一．本书是记述县境金融业历史及现状的专业志书。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

唯物主义．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

‘三．本志上限一般定为1840年，下限为1985年。需要溯源时，史料记述适

当延伸。在断限内，详今略古，详近略远，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县

境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发展历史。

四．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以断限内江陵县所辖行政区域为准，以反映历史

面貌。

五．本志除大事记、概述、附录外。其余部分以先分期、后分类的方法编纂。

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金融业，下编为社会主义时期的金融

业，共13章，．14节。节以下的日、子日用“一"、。1一、表示。

六．本志采用志、记、录、图、表等形式记述，以志为主。文字表述为语体

文．记述体。表随文附i

七．本志的标点、数字、计量遵照国家的有关规定书写。历史纪年沿用通称r

括注公元纪年。对日本侵略军扶持的傀儡政权及军队，则冠以．“FI伪”。为叙述简

便，部分名称、词语首次使用时用全称，后用省略语。如：中华民国简称“民

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1949年7月15日江陵县解放前、后称“解

放前一、撕解放后格，中国人民银行江陵县支行简称“县人行嚣，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江陵县支公司简称“县保险公司”等。
’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书籍、报纸·文件，一般不注明出处，引文一

般也不作译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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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陵县金融志 I

江陵金融业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楚国曾在国都郢(今县境纪南城)铸造

和发行金币(郢爱)和银币．南北朝时，江陵又出现了由佛寺经营的我国最早的

典当业，从而使江陵在中国以致世界金融史上闪烁着奇光异彩。

货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里程碑。金融业是经济活动的枢纽．它敏感地综合反

映社会经济的盛衰。但在旧中国，它是统治阶级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手段和工具。

新中国成立后，金融业回到人民手中。随着中国人民银行江陵支行的建立，以及

此后各专业银行及保险公司的诞生，社会主义金融体系逐步形成并日益完善．金

融业务不断发展。银行保险部门利用它拥有的货币，信贷、结算，利息等经济手

段，服务于全县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和人民生活．同时履行国家管理和监督国民经

济的职责，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编《江陵县金融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

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清朝末年至1 985年全县金融业的兴衰起伏作了翔实

的记述，重点记述了社会主义时期金融业的发展壮大。同时，对上限前的县域金

融活动作了必要的追溯。它的出版，改变了2000多年来全县金融活动无专志的局

面，填补了江陵史籍的一大空白。同时也为借鉴历史经验教训，发展社会主义金

融事业，对金融战线广大职工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对于

从事和热心金融工作的同志研究金融事业的客观规律，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资料。

《江陵县金融志》是全县银行保险部门和全县金融战线广大职工鼎力支持、通

力合作的结果，也是修志人员十年锲而不舍、呕心沥血的结晶。愿全县金融战线

广大职工团结拼搏，艰苦创业，在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在

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谱写我县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新篇章!

金家宝 毕传渭

1 99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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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陵县金融志 1

大事记

清
‘‘

1月

光绪三+年(1804)

本县始铸“荆沙锭"，重5两，俗称沙平九九银，实际成色为九六至九七成，

与银元宝并行流通于市。． ·

．，、 。．．

～

光绪兰十二年．(1908)
’， 一

湖北省官钱局在沙市汛设立分局，专司应兑官票事宜。

中 华 民 国

民国2年(1913)

1月，聚兴诚银行在沙市汛设立办事处。 ．

． 民国3年(1e14) 。．

7月，中国银行在沙市汛设立办事处。

民国14年(192s)
’一

9月，交通银行在沙市汛设立支行。
‘

●
。●

： 、

民国17年(1e28)
r 。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沙市汛设立支行：
，

民国18年(1929)
。●

●，
● ‘●

‘国民政府军5l师(师长范石生)在沙市强制取缔市票，县境市票敛迹。



大事记

民国21年(1932)

4月，湖北省银行在沙市设立办事处。

民国22年(1993)

11月，豫鄂皖赣d省农民银行在沙市设立支行。

民国23年(1934)

上海银行在沙市设立支行。 ’·

沙市贺吉甫等人筹集资金60000元(银元)．开设裕农典当铺。
‘

沙市成立钱业公会。谦信钱庄经理孙立夫被推为该公会主席。晋安、荣泰、谦

信、谦裕、久余庆、民生等6家钱庄为会员，拥有资本90000银元。

民国24年(1935)

中国农工银行在沙市设立通汇处。

．11月，国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改革币制，法币开始在县境市面流通，面额

有一元、五元、十元3种，与银元等价通行。

民国25年(1936)

沙市设有中国、太平、安平、丰盛、兴华、宝丰、四明7，家保险公司的分支

机构。
‘

’

6月．中国农民银行沙市支行在县属农村组建信用合作社。至民国27年

0938)，共组建信用合作社50个，拥有社员2070人，股金4656元。

11月，金诚银行在沙市设置寄庄。

民国26年(1937)

胡允武(满族)在荆州城开办协农当铺。

民国29年(1940)

6月8日，日本侵略军攻占荆、沙。国民党江陵县党部及县政府南迁。此前，

湖北省银行沙市支行撤走，其他同业先后停业。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强行使用军

用票，每元军用票合法币2元。至民国31年(1942)7月，每元军用票合法币l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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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一

民国30年(1941)‘

1月，国民政府所属江陵县政府将原合作事业办事处改设合作指导室，唐诗任

助理指导。
●

． 民国31年(1942)
、 ●

1月，“海关金单位兑换券”(习称“关金券”)充作货币在县内使用。每一元

关金合法币20元，与法币并行流通。 ．

民国32年(194S)

日伪政府发行的中央储备银行券(简称“中储券")，开始在县内沦陷区投入

流通，并强行收兑法币，停止使用军用票。

民国34年(1945)

9月2日，日本侵略军投降。抗Et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江陵县党部和县政府由

江南迁回荆、沙。 ：

?10月，中国农民银行沙市办事处自鄂西迁回复业。

11月，湖北省银行沙市分行复业。

12月2日，江陵县政府开始筹建县银行。
●

民国35年(1946)
●

1月8日，交通银行沙市支行在沙市中山一街原址复业。

3月18日，中国银行沙市办事处在沙市中山二马路原址复业。

3月底，湖北省银行沙市分行开始办理收兑中储券。收兑比价为法币一元兑换

中储券200元。
：

8月，邮政储金汇业局沙市办事处成立。．
·

10月20日，江陵县银行成立，王荆璞任经理，行址设沙市中山路。

12月15日，中央信托局汉口分局在沙市设立办事处。
．

民国36年(1947)．‘ ．

6月1日，聚兴诚银行沙市办事处复业。



4 大事记

1 6日，江陵县合作金库筹备委员会成立，李祥五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民国37年(194S)

8月19日，江陵市场上开始流通金元券，以1比300万收兑法币。

民国38年(1949)

2月5日，湖北省银行沙市分行在沙市体育场焚法币及关金券，总额36亿余

元。
’

7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沙市和荆州城。沙市划出县域，单独设市。原

有金融机构由市军管会接收。江陵县人民政府在荆州城成立。人民币开始在市场

流通。同时流通的有原解放区发行的中州币，冀南币，以及银元、铜元。

8月，中国人民银行荆州支行在县城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

11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以“禁银拥币"为中心的货币斗争，打击银元黑市，

禁止金、银计价流通。同时，收兑中州币、金元券等其他货币。人民币迅速占领

市场。
．

’。 1950年
●

1月，中国人民银行江陵县支行成立(以下简称县人行)，行址设在县人民政

府院内。

1月29日，县人行在全县范围内推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4月，县人行迁胜利街新址，中国人民银行荆州支行业务移交县人行办理。县

直属单位开始试行现金管理。

11月，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在江陵召开荆州、沙市、宜昌、恩施等地区、

市、县行长会议。分行副行长王宏森主持会议。会后，中国人民银行荆州专区督

导办事处与县人行合并，改设中国人民银行江陵中心支行(以下简称江陵中心支

行)。

铲；．辩斓西囊



：
P

轰
i

蔓
‘‘}

江陵县金融志

1951年

3月26日，江陵中心支行设立保险代理处。年内，在梅槐区李家埠试办牲畜、·

棉花保险。 ，

、

12月，江陵中心支行机关召开全体干部职工会议，荆州专署副专员胡易之在

会上作“增产节约，反对官僚主义．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盗窃”的动员报告，

随即全行开展“三反"运动． ．

同月，全县人民为抗美援朝捐献购买飞机、大炮的捐款共30亿元，由江陵中

心支行承担收集、转汇工作。 ．

江陵中心支行迁至解放路口新建两层楼房办公。

江陵金融工会成立。’

1952年
。

4月初，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行长庄果一行，来江陵检查农贷粮款发放工

作，总结江陵中心支行根据基层营业所不同情况，分别布置、安排工作任务的作

法，在全省银行系统推广。

6月22日，县内开始重点试办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过一个半月的工作，三合

乡、万城乡、蔡家乡3个信用合作社宣告成立。

7月，全县银行系统干部工资制度改革，由“包干制”改为薪金制。 ·：

．1953年 ．

’

保险机构从银行分出，正式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江陵县支公司(以下简称

县保险公司)

6月2日，万城银行营业所通讯员严×X，从江陵中心支行领运现款5000万

元，置于自行车后架上，回所途中丢失1000‘万元。

9月11日，县人行从江陵中心支行分出单设，原江陵中心支行改名荆州专署

中心支行。

10月，配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贯彻，全县银行系统在农村开办优待售粮储

蓄。

12月，县保险公司根据湖北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决定，改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江陵县营业所，属荆州专区保险督导办事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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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

3月16日，县人行所属第十二区张金营业所和第十三区徐李市营业所，随行

政区划变更，改属潜江县人行管辖。

8月1日，全县实行现金调拨新办法，由县财委主任和县人行行长分别担任现

金计划小组正、副组长。 ·

年内，全县遭受百年未遇的大水灾。县人行发放生产救灾贷款22．3286亿元，

支持群众生产自救，战胜灾害。’

1955年

3月1日，国家实行币制改革，县内开始发行新人民币，以新币一元合旧币一

万元投入流通。同时，收兑1948年发行的旧人民币。

8月，县人行根据信用社的股金、存款、放款余额，制定信用社干部工资标准，

最高不超过15元。
’

11月，中国农业银行江陵县支行成立(以下简称县农行)，在全县发放贫农合

作基金贷款42万元，支持贫困农民加入农业合作社。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江陵县营业所于年底复改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江陵县支

公司，下设郝穴保险工作组。

‘

1956年

3月27日，县人行决定，将在解款途中三次盗窃押运款共125元的原警卫员

李××开除工作籍。

6月，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江陵县农贷清理委员会。

年内，全县金融系统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郑惠芳被评为储蓄先进工作

者，徐育书被评为农村金融先进工作者，出席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北京召开的

全国金融系统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

1957年

5月，县农行撤销，并入县人行。’

1958年

1月，中共江陵县委财贸政治部在县人行试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爹鞠≯。糖潮叠茹≮，。一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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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行召开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布置支援农业生产。大跃进一．会上有12人

写“血书一，向党表决心。会后，“瞎指挥一、“高指标"“浮夸风”在银行系统泛滥。

全县银行系统开展反右派斗争，运动中有6人被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

子"．

3月20日。县保险公司撤销，并入县财政局。

5月，县人行内部职能机构由6个股合并为金融、综合两个办公室。

在马山召开储蓄存款“经验”交流会，推广新民乡。实物存款”作法，使全

县储蓄工作出现虚假现象。

9月，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会计处以县人行为试点．拆除营业柜台。让顾

客在会计、出纳员桌边办理存取款，称为“联系"群众。同时，废除部分明细账，

搞以表代账，称为“简化一手续，给银行管理上带来严重混乱。
●

1959年

．1至6月，全县银行系统兴办“会计红专学校一52所(含管理区办)，建立会

计辅导网96个，培训生产大队信用会计363人次。

7月，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江陵办事处成立。

11月，县人行岑河营业所副主任胡国文，出席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北京召开

的全国金融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经验交流代表会。

江北农场银行工作组王××，在押运现款途中丢失现金2000元。

年内，全县发生百年未遇的大旱灾，抽调94．8％的银行、信用社干部参加抗

旱斗争，共发放集体抗旱贷款461 500元，个人贷款825 000元。 ·

年底，江陵县人民委员会转发县建设银行办事处拟定的基本建设拨款工作程

序试行办法。

1960年
I

3月26日，县人行通报批评江北农场银行工作组在储蓄工作中弄虚作假。

1月，县人行、县建设银行办事处明确业务分工，凡基建拨款，一律划归建设

银行办理。
’ ，

．

7月，因行政区划变更，原荆门县董场信用社划归江陵县管辖。。

11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决定，免收尚未收回的贫农合作基金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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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全县豁免贫农合作基金贷款共262 406元，上划省分行核减同额贷款余额。
‘

． 1962年

8月，城关、太湖、熊河、普济、三湖等地谣传，用1958年发行的硬分币可

以换购货券，买紧俏工业品。太湖银行营业所出纳员李x×听信谣言，私自在库

款中调换硬分币5元，受到县人行严肃批评教育。

太湖农场中心商店账务与银行不符，银行账面放款余额比商店大88647．27

元。因账务混乱，原始账簿不全，无法划清责任，直至1979年才由银行单方除账

报损。
‘

11月，县人行计划股长李天仪代表县人行到北京参加国务院五办召开的货币

流通座谈会。会上确定县人行为货币流通调查研究固定重点县行之一。

12月，马山银行营业所出纳员樊××利用工作之便，采取整捆抽张的手法，先．

后6次盗窃库款396元。经县人民委员会批准，将其开除工作籍。

1963年 ．

¨月，县人行实行在编人员奖励制度。奖励形式分为个人综合奖、出纳安全

单项奖和集体奖三种。奖金按职工标准工资总额的5％提取，按月评发。 ．

12月3日，中国农业银行江陵县支行重新建立。

冬，银行系统抽出干部职工29人，结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整顿信

用社15个，查出弥市区群益公社信用社会计张×．x贪污公款1089元，被司法机

关依法惩处。

1 964年

全县从4月3日起，收兑原来由苏联代印的3种人民币票券，包括拾元券、叁

元券和1953年发行的伍元券。收兑工作于5月15日结束，共收回3种票券计

531．2万元。

12月，县建设银行办事处对全县基本建设工程项目进行清理，停建、缓建计

划外工程11 5个，金额8一．5万元。
‘

1 965年

9月，县农行根据上级行通知，设立贫下中农无息贷款专项指标，全县核定指

标44900元，用于扶持贫农、下中农解决生产、生活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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