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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

求是地记述丽江地区金融系统的历史和现状。

二、上限不限，古今兼书，下限止于2003年4月。

三、本志按照“详今略古，类为一志”的原则，平头立卷。全志由序言、凡例、

概述、大事记、各专卷、英模人物、领导名录、附录和编后记组成。

四、称谓：历史上的各金融机构均依照历史称谓。

五、历史纪年：清代以前用王朝年号纪年，夹注公历纪年；中华民国纪年使用阿

拉伯数字，夹注公历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律采用公历纪年。

六、各类数据的使用和书写：所用数据均以各行、司、社正式文件或报表所载为

准，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各行、司、社、档案室、各单位编写的专卷稿以及一

些有关的旧志等。



序 言

中国人民银行丽江市中心支行党委书记、行长 张世雄

丽江地处祖国西南边陲，解放前各种信息、物资、货币交流滞后，加之多种民族

杂居，生产方式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资和货币交换范围也比较狭小。因此，丽

江与发达地方相比在经济和金融发展方面存在着较大差距。丽江虽发行流通过具有边

疆少数民族特色的多种货币，如原丽江县土造的油印纸币；永胜县自铸的多种银锭；

华坪县民间俗称“牛儿票”的纸币；宁蒗县永宁的铁片钱。但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相

当普遍，并一直持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民国元年(1912年)7月，富滇银行

丽江分行成立，纸币老滇票同时流通。同时，丽江各县流通的自制货币停止使用。民

国时期，永胜曾先后设置过五家银行(库)。民国末期，华坪县设过合作金库筹备处。

1937年，华坪、宁蒗设立过治局兑换所。

原丽江县(古城区、玉龙县)工商业发达较早。抗日战争时期，丽江经济发生了重

大变化，特别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滇缅公路被截断，沿海港口被封锁，

内地物资大部分靠印度转康、藏入滇。在空运不足的情况下，滇藏马帮、牛帮络绎不

绝，丽江成为物资供应和商品流通的集散地。大研镇商号林立，最盛时有大小商号

1 200多家，其中拥有资本一二百万(半开)的有lO家，由于货源充足，市场繁荣，仅

1944年就有7家银行在丽江开设分支机构。从1912年至1949年，丽江曾先后设置过

11家金融机构。

1950年5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丽江办事处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金融事业在这块

贫瘠美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辖区各县相继建立银行分支机构。通过大力

支持国营贸易，加强收购，掌握商品，分期分批地开展禁用银币工作，使人民币迅速

占领了大部分市场。至1955年多种货币流通的混乱局面结束，统一货币，平抑物价并

在此基础上增设金融机构，壮大了金融干部队伍，扩大了金融业务范围，贯彻执行了

“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的方针，沟通了城乡交流，恢复发展了

生产，繁荣了农村经济。

半个世纪以来，丽江金融业的发展和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一样，几经

波折和磨难，但一直在不断探索中前进。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全市金融工作坚持

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服从于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大力组织存款，灵活

调度资金，发放贷款积极支持工农业生产发展和扩大流通，支持国民经济不断调整，

为促进经济状况的好转和保证各项经济计划的顺利完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改革开放

以后，全市金融部门在上级行(司)和地方党政的领导、关心、支持下，坚决贯彻执行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从我市的实际出发，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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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服务，广大金融干部职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的思想路线，努力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金融体系，有效地运

用货币、信贷、结算、利率、保险等经济杠杆促进全市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大力支

持地方支柱产业发展，支持财政解困和群众脱贫致富，为促进边疆民族团结、社会进

步和经济金融的稳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得到地方党政及各族

群众的充分肯定。纵观丽江金融的发展历程，虽然有一些失误、挫折和教训，但更多

的是值得书写的光辉篇章。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丽江金融的昨天，以利总结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服务

现实，指导今后的实践，丽江市各行(司)于2003年初决定编修金融志，这不仅是一项

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和工作任务，而且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盛世修志的文化传统，

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大事；不仅是为了“存史”，更重要的是为了“资治、教化”，

是金融系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这次修志虽然起步较晚，但由于各行(司)

领导高度重视，各方面大力支持，丽江市志办修志人员以极大的政治热情，严肃认真

的态度投入工作，辛勤笔耕，使《丽江金融志》得以较快问世。这是丽江金融界的一

件大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云南省原省长和志强同志为本志题写书名，对修志工作给

予极大的关注，在此我代表编委会对修志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的单位和个人表示

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对在修志工作中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克服各种困难辛勤

工作的全体编纂人员表示深深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

这部《丽江金融志》抓住边疆少数民族经济生活的特点进行历史回顾，突出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金融活动在支持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开放、发展商品生产、促进

流通以及1996年丽江“2·3”地震后恢复重建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有一定时代

特点、地方特点和行业特点。它用大量的事实材料记述、总结各个时期丽江金融发展

轨迹与变化沿革，特别是建国以来金融事业的发展业绩和历史成就，同时也不虚美，

不掩过，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历史的缺点和失误；经科学细致的考证，校正了一些历史

资料的错讹，有严肃的政治性、严密的科学性和真实性，是一部严谨的金融资料书。

尽管这部志书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缺点，但留给世人的仍是一份难得的史料。

历史在前进，社会主义金融事业在发展。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在前进的道路上，

仍会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和运用历史经验，以开拓进取的精神创造性

地开展工作，为更好地服务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努力。因此，我

们有责任把走过的路和取得的经验介绍给大家，以利于策励未来，启迪后人。

值《丽江金融志》出版发行之际，我们乐于把这部记录前人艰苦创业足迹、具有

边疆民族金融特性的丽江金融志书，奉献给广大金融工作者和有志于研究丽江金融史

的志士仁人。愿我们在新世纪不断开拓进取，继往开来，与时俱进，为共同谱写丽江

金融21世纪的新篇章，创造丽江金融更光辉灿烂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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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地区位于中国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脉东部，滇西北中部。丽江地区人类历史

悠久，丽江木家桥出土的“丽江人”头骨化石说明早在10万年前就有旧石器晚期智人活

动。丽江地处滇、川、藏交汇地，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必经之地。丽江

的人类文明和独特的地理位置曾经给丽江历史上的社会进步和经济活动发挥过很重要的作

用。但由于地域狭小，各种信息、物资、货币交流滞后，加之多种民族杂居，生产方式落

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资和货币交换范围也比较狭小。因此丽江地区和内地在经济活动

和金融流通方面存在着许多差别。比如丽江地区以物易物的时间最长。自产生货币后，新

货币发行，本区内流通最晚，某种货币失效时，停止流通的时间又最晚。在中国约4 000

年的货币历史中，丽江地区也曾经有过具有边疆少数民族特色的多种货币流通，如丽江土

造的油印纸币；永胜自铸的多种银锭；华坪民间俗称“牛儿票”的纸币；宁蒗永宁的铁片

钱。民国元年(1912年)7月，富滇银行丽江分行成立，该行总行发行的纸币(老滇票)

同时流通i至此，丽江地区各县流通的自制货币停止使用。

民国时期，永胜曾一度列为一等县，县内除生产粮食外，还有多种经济作物和地下矿

藏。20世纪30年代初期，米厘铜厂年产量达50万斤；中期，永胜红糖年产量居全省之冠，

红糖消费税收入占全省一至四位；末期，永胜黄金年产量达1 000两左右。由于物产丰富，

购销两旺，财税收入充裕，作为货币活动中心的金融市场也随之应运而生。民国时期，永

胜曾先后设置过五家银行(库)。民国末期，华坪县设过合作金库筹备处。1937年，华坪

县、宁蒗县设过兑换所。

丽江县物产丰富，动植物种类繁多，畜牧业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工商业发达较早。

抗日战争时期，丽江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滇缅

公路被截断，沿海港口被封锁，内地物资大部分靠印度转道康、藏入滇。在空运不足的情

况下，滇藏马帮、牛帮络驿不绝，大量转运货物源源不断的商品流入丽江，外地商家接踵

而来，丽江成为物资供应商品流通的集散地。大研镇商号林立，最盛时有大小商号l 200

多家，其中拥有资本一二百万(半开)的有10家。。由于货源充足，市场繁荣，县内金融

机构如雨后春笋，仅1944年有7家银行在丽江开设。从1912年到1949年，丽江曾先后设

置过11家金融机构。

民国时期的银行，有调剂地方金融、扶助经济建设、发展合作事业等宏观宗旨，有内

容精细、组织严谨的规章制度，曾提出过“款无糜滥，人不虚设”的要求，也有过“束身

自爱，相率成风，谨守岗位，恬静自处”的风尚。对扶助地方农矿工商各业发展，对发展

文化教育事业也作出过有益的贡献。如兴文银行就有“作育人才，振兴文化，故名兴文当”

的历史记载。然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阶级社会里，国外有资本主义的货币势力不断侵入，

国内有官僚资本家与富商集团相互勾结，大肆掠夺人民财富，中饱私囊。一些官商合资的

《自目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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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银行更加有恃无恐，他们肆意践踏银行宗旨，置银行法规于不顾，不择手段，参与金

融投机，甚至进行贩毒活动。加之战争频繁，军队开支庞大，国民党政府大量发行通货弥

补财政，引起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据统计：“从1937年7月到1949年5月的12年间，

纸币发行增加l 400多亿倍，物价上涨85 000多亿倍”(引自1984年金融出版社《金

融词汇》127页)。如此恶性通货膨胀带来市场萧条，金融紊乱，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

坏，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各级人民银行，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从开

展货币斗争入手，通过大力支持国营贸易，加强收购，掌握商品，分期分批地开展禁用银

币工作，使人民币迅速占领本地区的大部分市场。经过五年努力，扭转了多种货币流通的

混乱局面，统一了人民币，平稳了物价，维护了国家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在此基础上，

增没了金融机构，壮大了金融干部队伍，扩大了金融业务范围，贯彻执行了“深入农村，

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的方针，沟通城乡交流，恢复发展生产，繁荣农村经济。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丽江金融部门遵循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方针，运用信贷、结

算、利率等经济杠杆，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支持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巩固了集

体经济，使农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为加速社会主义经济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从1953

年下半年开始试办农村信用合作社，到1956年全区除宁蒗外，基本实现了乡乡有社的目

标，初步形成了以国家银行为领导，信用合作社为助手的农村金融体系。1956年6月，在

人民银行内部分没了各级农业银行，组织领导农村金融活动，这种金融组织虽有时分时合

的变迁，但丽江地区所属的县都是农业县，农村金融工作作为整个金融工作的基础地位始

终没有改变，主要力量仍然放在农村金融工作上，各县支行除办理城市工商信贷和保险业

务外，一直坚持办理农贷、存、放、汇及农村集体、私营工商信贷。

1958年到i965年，丽江地区金融工作也像全国一样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在“大

跃进”时期，金融工作受“左”的思想影响，在“大破大立”、“破除清规戒律”的口号下，

取消了一些银行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冲击了流动资金管理的原则，打乱了财政、信贷的

资金渠道。贷款提出“需要多少贷多少，哪里需要哪里贷，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贷”等

不切实际的口号，个别县甚至出现“敲锣打鼓送贷款上门”的闹剧。信贷资金使用上，只

强调充分供应，忽视了经济效益，只强调为生产服务，不重视信贷监督。仅1958年丽江地

区就发放了农业贷款354．9万元，相当于1957年的2．7倍，后来被迫豁免了1961年以前

的农业贷款302．5万元，占1958年贷款余额400．5万元的75％。在吸收存款上，为“高指

标，放卫星”而实行强迫命令，弄虚作假，浮夸虚报。在基建拨款上，取消了监督制度。

在银行内部管理上，以表代账，因“无账会计”而造成混乱。以上种种情况，不仅掩盖了

生产、流通和财政收入的矛盾，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而且使货币投放失去控制，严重影

响市场物价稳定，严重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

1962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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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银行“尚方宝剑”，提高了银行在国家组织中的地位，要求银行在调整经济的特殊

条件下发挥特殊作用。在此期问，银行运用自己手中掌握的经济手段，转变银行工作方向，

发挥社会主义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为保证国家财政信贷收支平衡，正确行使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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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职责和权力，充分发挥银行的服务和监督，为国家守计划，把口子，加强信贷资金管

理，严格控制货币投放，大力组织货币回笼。在两年左右时间里，基本扭转了当时的困难

局面，较好地贯彻执行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为国民经济调整

作出积极贡献。

1966年到1976年，丽江地区各级银行在“文化大革命”中，高喊“政治建行”‘‘银行

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银行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等口号，批判了所谓“单纯业务观

点”“单纯财政观点“‘条条专政“‘依靠专家理财”等当时认为财政银行中危害最大的三种

倾向。许多领导干部被揪斗，不少有很强业务能力的干部遭到迫害，大批人员被送到“五

七”于校和其他劳动基地接受“再教育”。规章制度被废除，银行各项工作处于瘫痪、半瘫

痪状态。会计核算质量下降，给坏人有机可趁，如丽江县支行1967年发生贪污3．8万元大

案。银行利息是由一定数量的本金通过借贷行为后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的银行利率是根

据客观经济规律和客观经济条件由国家有计划地规定的，“文化大革命”中视利息为“剥

削”，一再降低存款利率。个别地方甚至不顾宪法规定，随意查抄或冻结私人存款，把私人

存款作为重新划分阶级成分的依据，严重损坏了银行信誉和存户利益，使银行难以发挥调

节经济的作用。在信贷资金管理方面，否定了计划管理，放任自流，严重冲击了信贷收支

平衡，大量资金被浪费。在拨款管理方面，视拨款监督为管、卡、压、罚而被取消。只重

视财政无偿拨款，忽视银行有偿贷款。基于此种指导思想，1971年曾经把银行和财政“合

二为一”，单纯地只办理会计、出纳业务，把银行变成财政的“钱柜”。

1979年至1989年，丽江地区金融工作认真贯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

策，由“以阶级斗争为纲”逐步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支持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目标。由只充当会计、出纳逐步转变为调整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中发

挥杠杆作用。在银行管理上，由高度集中的单一的指令性计划管理和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管

理体制，逐步转向下放权力、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在方法上由单一的

行政手段逐步转变为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相结合的方法。在指导思想上由过去

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逐步转变到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在体制上，由人民银行统管的体

制转为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专业银行为主体的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多种金融手段发挥作用

的金融体制。在经营管理上，由“供给制”“大锅饭”的分配制度，逐步引入竞争机制，讲

求经济效益、责权利相结合的管理分配制度。1977年11月28日国务院《关于整顿和加强

银行工作的几项规定》发布后，对机构管理、规章制度等进行了整顿，加强了对金融宏观

的管理。通过整顿，银行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明显加强，经国家批准的信贷收支计划得到较

好贯彻执行。同时，通过银行对资金管理、贷款制度、利率政策，业务经营等全面改革，

逐步建立起既强有力又灵活自如的金融控制和调节体系，充分发挥了金融系统筹集融通资

金，引导资金流向，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和调节社会需求的作用。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改革开放的十多年间，是银行工作实现重点转移、金融工作取得突破性成果的十多年。

1989年末，全区存款总额达3．7亿元，为1979年存款6 385万元的4．8倍，为1952年的

97倍。其中储蓄存款1．9亿元，占存款总数的51．35％。存款增长，为丽江地区经济持续、

稳定发展提供了雄厚的资金力量。1989年末，各项贷款余额达3．8亿元，为支持生产、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