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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编纂《车城县金融志》，是“四行一司一社，，全体干部、职工的

．共同心愿，也是本县金融史上的一件大事。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安定、经济繁荣，人心振奋，

正是盛世修志的大好时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观今鉴古，继往

开来，才能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

本志比较全面、系统、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本县金融事业的发展

．史实，是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编成的第一部具有金融

特色的新志书。它既叙述了正确的方面，也记载了某些“左，，的错

误影响，用于鞭策自己，勉励后人。

由于条件所限，+本志虽已编就，谬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知情

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
．

为了表示诚挚的感谢，现借本志付印之机，向夜以继日辛勤劳

动的全体编纂人员、向大力支持编纂工作的“四行一司?现任领导、

向热情指导的“县志办，，、向不辞辛苦从四面八方邀请前来审稿的

历届前任“四行一司"老领导以及关心本志问世并提出多方宝贵意

见的所有同志致敬。‘． ．

一

张久生 ．

一九八六年十月卅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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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

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则，力求思想性、
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为全县金融系统的第一部志书，其资料来源于省，县

档案馆、图书馆、县统计局等单位和金融系统有关资料以及当事

人、知情人的文字或口碑资料。 “上限"一八四O年， “下限”一

九八五年。

三、本志着力于反映本县金融事业的历史现状，尊重历史事实，

秉着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新时期，

力求突出金融体系的各自特点。

四、本志横排章节，纵写史实，以时为序，纵贯古今，秉笔直

书。数目字除引文、序词、历史年号外，均以阿拉伯文字记录。采

用记，志、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体，图、表分插文内。

五、“大事记”按时间顺序记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记事本

末体．附录中的内容一是本系统发出的重要文件辑存，二是在全国

性刊物上发表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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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本县金融机构在清朝设有官

铜元的兑付，县内有钱粮司爷总

金融业务。民国以来，商办和官

年(1937年)，江西裕民银行设

务。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成

经营范围：存、放为主，汇、兑

(1946年)，江西裕民银行改组

直领导，经营范围以汇兑为主，

建国后三十多年来，特别是

主义金融事业发展很快，具体表

一、金融体系不断完整

，本县金融体系包括县人民银行、县工商银行、县农业银行、县

建设银行、县保险公司、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四行一司一。

社")。
。

中国人民银行丰城县支行于一九五O年一月正式成立(1949年8

月至12月为办事处)，它担负着金县的金融活动，筹集分配资金，

反映和监督各项经济活动，其重要职能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

理结算，调节货币。从一九八五年一月起，专门履行中央银行职责，

不再兼办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 ，

中国工商银行丰城县支行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从县人民银行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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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而成立，其基本任务是依照国家法令、政策和宏观金融决策，大

力聚集社会资金，加强信贷资金管理，支持工业生产，支持扩大商

品流通，支持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和国家政策允许下的个体经济的，

发展，推进技术进步和企业技术改造，积极发挥金融事业在社会主义

四化建设中的资金调节和再分配作用。、

中国农业银行丰城县支行于一九六四年元月正式成立，其主要

任务是统一管理国家支援农业的资金，集中办理农业、工商信贷，

领导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农村金融事业，为发展农业生产和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服务。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丰城县支行于一九八一年一月正式成立(1958

年4月至1980年12月为办事处)，其主要职能是管理基本建设支出预

算，合理分配资金，保证及时供应；管理基本建设财务，加强经济

核算；办理基本建设拨款；办理基本建设结算；办理基本建设各种

贷款。统称“两管三办"。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丰城县支公司于一九五一年五月正式成立

(1950年3月至1951年4月为代理处)，其主要任务是开拓全县各种

保险和防灾理赔工作，起着组织经济补偿，保障经济发展，增进社会

福利，支援四化建设的作用。

丰城县农村信用合作社，一九五二年试办。按乡镇体制设立信

用社，按小集镇和有生资供销的地方设立信用分社。其主要任务是

组织农村储蓄存款，发放“三户”和村、组办企业贷款，以及接代银

行有关委托业务。 ．

本县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中经历了一些曲折的过程。县人民银行在“十年内乱"中于一九

六八年九月至一九六九年一月-9县财政、税务合并成立丰城县财税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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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九年一月至一九七O年一月银行分设。一

九七。年一月财政银行又合并，税务分设，成立丰城县财政金融局。

一九七三年四月财政、银行分设，恢复县人民银行，县农业银行一

九五五年十二月着手筹建，曾先后与人民银行三分两合，县建设银

行和县保险公司也先后经历了两次撤并；农村信用合作社在一九五

九年农村财贸体制实行“两放三统一包”时改为公社信用部，一九

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56％以上人员停职下放，信用合作工作再一次

受到严重创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信用合作事业得到了恢复和

发展。从此形成了“四行一司一社”比较完整的金融体系，它标志着

本县金融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二、金融网络遍布城乡

为适应社会大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的需要， “四行_司一社"

按照专业分工和业务需要，区别不同情--E况，适时地在全县设立了分

支机构。到一九八五年底止，’全县金融机构遍布城乡，共达454个，

其中：办事处两个，分理处6个，储蓄所8个，营业所29个，代办所

两个，信用社32个，信用分社64个，信用站310个，形成了一支拥有

1，087人的金融队伍。全县平均每一万人中有4．5个金融机构，．每957

人中有一名金融人员。各个金融机构通过办理各项业务活动，把全县

各地区、各部门的经济活动联结在一起，使银行真正成为全县的总

会计、总出纳，使“四行一司一社"成为城乡各行各业资金活动的总

枢纽．

三、各项业务欣欣向荣’

1．城乡储蓄、存款增长幅度逐年扩大

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五年银行五次调整提高了储蓄利率，两次

调整了存款利率，对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开办了定期存款，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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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由一九八二年的3‰～4．2‰提高到一九八五年的3．6‰～4．8‰。并

相应地增加了城乡储蓄种类，增设了网点，延长了时间，加强了服

务。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五年的七年中，各项储蓄、存款增加9，653．9

万元，相当于前30年增长总额的4．34倍。从而，不断地扩大了信贷资

金来源，支援了国家四化建设。

2．工商信贷有效地支持了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城乡购销两旺

一九八五年底，工业贷款余额为3，584万元，比一九七八年增加

2，090．4万元，增长1．4倍。‘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每百元产值占用的

定额流动资金为50．6元，比一九七八年减少13．2元，减少20．7％。

每百元销售收入占用定额流动资金40元，比一九七八年下降17．3元，

下降30．2％。定额流动资金周转一次为144天，比一九七八年下降62

天，加速30．1％；一九八五年，商业贷款(不含粮食)余额24，993

万元，比一九七八年的3，216．2万元增长55．2％；国营商业企业每百

元销售占用资金为28．5元，比一九七八年上升5．2元，上升15．405。

定额流动资金周转一次为103天，比一九七八年增加19天，减速

22．6％。

在支持国营工商企业的同时，积极支持集体工商业和个体工商

业的发展，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五年，全县累计对集体工商业发

放贷款2，400万元，余额由一九七八年的233．6万元上升到1，001．3万

元；对个体工商户累计发放贷款110．6万元，余额上升到39．5万元，

这对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开辟多条流通渠道，增加社会就业，发展服

务行业，促进城乡购销两旺起了积极作用。

3．农业信贷促进了农业结构的调整，有效地发展了农村商品生

产

一九八五年，农业银行和信用社的农业贷款余额为3，910．1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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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比一九七八年上升2，488．34万元，增长1．8倍，每年平均增长

10．30／0。每百元农业产值占用贷款11．42元，比一九七八年的8．59元

上升2．83元，上升32．9％。为适应农村经济和农业结构的调整，一九

八五年对国营农业．．乡镇企业和农村社员累计发放农业贷款3，020．35

万元(比一九七八年增长1．3倍)。其中乡镇企业1，922．3万元，余

额1，066．43万元，为一九七八年的4．5倍，占农业各项贷款的比重由

一九七八年的21．9％上升到79．4％。农业贷款中“三户，，贷款占

57．8％。为发展商品生产，活跃农村经济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4．基建拨款监督成绩显著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八五年，上级对本县范围内的煤炭、电力、

地质、水利等22个行业系统下达基本建设计划62，313．95万元，通过

县建设银行拨出建设资金59，499．21万元，投资完成59，408．15万元。

一九八五年实行拨款改贷款，基本建设贷款计划5，176万元，贷款支

出5，173．47万元，投资完成5，236．23万元。建行的拨款监督和拨款

改贷款，有效地促进了本县(含省地企业)国家基本建设任务的胜利

完成，充分发挥了投资效果。、

5．保险事业突飞猛进，效果辉煌

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五年，收取保费202．4万元，其中一九八五

年占总数的52％。与此同时，主动、迅速、准确、合理地理赔大小

案件1，752起，共赔偿金额92．87)-元，占收入的45．80／0。其中：企业

财产险88起，赔偿28．5万元；家庭财产险29起，赔偿0．7万元；机动

车辆险1；046起，赔偿54．5万元；船舶险67起，赔偿6．3万元；人身

险16起，赔偿1．7万元；耕牛险506起，赔偿0．6万元。灾后的及时补

偿，有效地保障了经济的发展。

建国后三十六年的历程表明， “四行一司一社"虽然受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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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上级行和当地党政的正确领导下，按照

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发挥了各自职能作用，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

较好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各项工作任务，取得了一定成

绩，而且将不断迈出新的步伐，跟上改革的新形势，为振兴丰城经

济，继续开创“四行一司一社"的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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