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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客观

记述莆田市农村金融事业发展的历史，突出各时期特点和地方特色。

二、根据新编地方志有关体例、结构和文体文风的要求，坚持政

治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结合的原则，力求真实、全面、系统地反映

莆田市农村金融工作的整体面貌。

三、本志结构：全书由概述、大事记、第一至第八章、附录等部

分组成，以文为主，与图、表、录相结合。以概述为纲，大事记为

经，各章为纬，横分门类，以类系事，以事系人。记述时间，上限原

则上从1980年起，部分章节追溯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其中大

事记等上溯至清咸丰年间)，下限至1996年底止。

四、本志资料，来自莆田市、县分支行档案史料、年度工作总结

和有关金融统计资料等。记述地域限于莆田市辖区(包括以后分设的

区、管委会)现管范围。

五、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一般标示朝代、年

号、年份，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律用公元纪

年。

六、称谓：“机构”章中机构名称用全称，如中国农业银行总行，

中国农业银行福建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莆田地区中心支行、莆田市

分行(支行)。在志文其它章节中，机构用简称，如农行总行、省农

行、地区(市)农行等。基层机构行别、地名用连写法，如莆田县农

行黄石营业所或黄石信用社。除引文外，人名一律直书姓名，不加称

谓。专用名词、术语等首次出现加括说明，后用简称。

七、货币单位，一般以现行人民币万元为单位，万元以下用小数

点，特殊数字则以元为单位记述；存贷款利率单位，年利率用％、月

利率用‰记述；其他计量单位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百

分比取小数点后一位数。

八、本志书附有图片、表格和附录，编印入志时统一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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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继往开来，服务当代，垂鉴后世。

《莆田市农村金融志》是莆田市农村金融业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

书，它的出版，是莆田市农村金融系统的一件大喜事，对促进兴化大

地金融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莆田市素有“文献名邦”、“海滨邹鲁”之称，经济文化较为发

达。在商品生产早期，农村金融就有所发展。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旧中国，官僚买办垄断经济，民族工商业发展艰难，农村金融控制在

地主、高利贷者手中，成为盘剥农民的工具，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

展。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辟了社会主义农村经

济发展新途径，农村普遍建立国家银行的基层机构和农村信用社，形

成新型的社会主义农村金融体系，推动农村经济迅速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1980年莆田市农业银行恢复以

来，农村金融业在莆田市委、市政府和上级行的正确领导下，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走上发展的新阶段。市农行围绕“开发

湄洲湾、振兴莆田市”的发展战略，千方百计筹集社会闲散资金，扩

大信贷资金来源；充分发挥和运用信用中介重新分配资金的职能，坚

持“以农为本，为农服务”的宗旨，大力支持发展粮蔗生产、出口创

汇农业和“菜篮子”工程；支持国有企业、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和民

营企业的生产；支持商业、服务业组织工业品下乡，收购农副产品，

沟通城乡商品流通，繁荣市场，稳定物价，为莆田市改革开放和经济

建设立下汗马功劳，开创了莆田市农村金融工作新局面。
‘

忆往昔，看今朝。在新形势下，农村金融业将继续立足莆田、放

眼世界，开拓创新，构筑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与世界金融接

轨，为把莆田市建成现代化港口城市再立新功o

《莆田市农村金融志》以翔实的资料客观地记录莆田市农村金融



业的发展轨迹，热情讴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全体员工艰苦奋斗、

开拓创新的光辉历程。我有幸于1984年起供职于莆田市农业银行，

10多年来，与农村金融系统的同仁一道，同甘苦、齐奋斗，不断探

索发展农村金融业的新路子，为莆田市农村金融业的发展奉献绵薄之

力；更庆幸在我供职期间出版这部志书，因而感到十分欣慰。

(g-田市农村金融志》是一部融科学性、实用性于一体的农村金

融地情资料专著，出版后将发挥“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我热

忱地希望莆田市农村金融系统的同仁能从中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对

拓展业务、发展农村金融业有所裨益。

编纂(g-田市农村金融志》是一项开创，『生的、艰巨的文化工程。

先后有8位热心于志书编写的老同志，在实践中摸索前进；从编写至

完稿历时4年之久，广征博采，四易其稿，在继承编志优良传统的同

时，解放思想，努力创新，力求有所发展。这部志书对广大农村金融

职工的创造性劳动给予充分肯定和赞誉，是农村金融工作的经验总

结，也是全体采编人员无私奉献、辛勤劳动的成果。它的出版发行必

将激发莆田市全体农村金融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为再创事业

辉煌，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是为序。

中国农业银行莆田市分行行长

懒
1998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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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莆田市位于福建省沿海中部，是福建沿海开放区之一，下辖莆田、仙游两

县，城厢、涵江两区，湄洲岛、湄洲湾北岸两个管委会。1996年末，全市共有9

个乡、37个镇、4个街道办事处，57个居民委员会、884个村民委员会，人口

2858519人。

莆田别称“兴化”，其由来已有1000多年历史。南朝陈光大二年(568年)，

析南安郡东部地置莆田县，后经数度废兴。唐圣历二年(699年)，析莆田县西

部地置清源县(仙游县)。宋初，林居裔率众起义，占领仙游游洋周围山区地带，

后被镇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阅游洋图志，念游洋地险，欲以

德化之”，遂析莆田、仙游、福清、永福边界地合游洋、百丈二镇计14里，在古

邑(今仙游游洋)另设县治，取名“兴化”，寓“兴德化民”之意。次年，设置

兴化军，统辖兴化、莆田、仙游三县。“兴化”之名由此而来。明正统十三年

(1448年)，裁兴化县归莆田、仙游管辖。后几经兴废，有兴安州、兴化路和兴

化府之称。故兴化成为莆田、仙游的别称。

兴化历来是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区。长期以来，境内广大农村沿袭各种私人

借贷制度，其名目有“三头乓”、“牛公顶”、“驴打滚”、“放谷番”、“放租仔”以

及房契、地契抵押借贷等。清代中期以后，境内一些较大集镇开设典当铺等民间

借贷机构。
’

境内金融业始于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设立典当铺。清光绪元年

(1875年)，先后设有汇款站、钱庄、侨汇局和金银店等。民国17年(1928年)

始，在莆田、仙游和涵江先后设立莆仙农工银行、实业银行、农民银行、中国银

行、交通银行、福建省银行、福建省农村金融救济处和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的

分支机构。同时，在各地设有角票局。由于当时战乱频仍，政局动荡，这些金融

机构不久就先后停业倒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莆、仙两县相继设立中国人民银行、农村信用合作

社、‘中国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境内中国农业银行分支机构经历了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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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和改组的过程。1955年，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为了统一管理农业贷款和农

村信用社工作，支持发展农业和促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

境内于当年5月1日成立中国农业银行莆田县支行。次年，成立农业银行仙游县

支行。1957年7月25日，撤销莆田和仙游两县农业银行机构，业务并入各县人

民银行。60年代，为统一管理和严格监督数量大、渠道多的国家支农资金，国

务院于1963年决定恢复农业银行。1964年1月1日，莆、仙两县相继恢复农业

银行，成为科级机构，在人事、财务、业务等方面与县人行彻底分开，．全面办理

农村信贷业务，对国家支援农业的各项资金进行监督拨付和使用。在农村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中，1965年10月，农业银行机构再度并人人民银行，农村金融业务

由人民银行办理。1970年1月前，莆田县和仙游县归属=江专区管辖。1970年

2月，莆田、仙游两县银行随行政区划变更转归莆田地区银行管辖。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为了尽快把农业搞上去，国务院于1979年2月拟恢复中国农业银

行，统一管理和监督国家各项支农资金的安排和使用，集中办理农村各项存贷款

业务，领导农村信用合作社。1980年1月1日，恢复成立中国农业银行莆田地

区中心支行和各县支行，各基层营业所、信用社划归农行管辖。1983年9月9

日，撤销莆田地区成立莆田市。同年12月6日，中国农业银行莆田地区中心支

行改称莆田市支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1993年，在中共十四届三中

全会上提出“改组农业银行”的改革方向。1994年，把在农行中的政策性业务

和相关专业银行政策性业务分出，成立农业发展银行，机构下伸至省一级，省级

以下业务从1994年7月1日起由各级农行代理，资金采取封闭式营运。1996年

7月，国务院成立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省、地(市)、县相应成立

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领导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日常业

务开展和农业发展银行机构下伸等改革工作。9月，全市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

正式脱钩，农行不再领导农村信用社。12月25日，成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莆田

市分行，办理市直、莆田县及城厢、涵江、秀屿的农业发展银行业务。仙游县的

农业发展银行业务仍由仙游县农行代理。至此，农业银行一分为三，形成了农业

银行、农村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并立的竞争、协作、发展的农村金融新体系。

在国家金融方针、政策和法规的指导下，境内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项目，从

存、放、收、汇发展到委托、代理、咨询、租赁、房地产、典当、资信评估等；

从单纯办理农贷和拨款业务，扩大为全面办理各种金融业务；从只能办理国内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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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社，行、社选择企业，开展合理竞争。农业银行已发展成为综合性、多功能的商

业银行，运用信贷杠杆，支持农村和农业经济全面发展，不断扩展存贷业务o

1949～1979年，农村存款储蓄业务基本上由人民银行办理。1979年末，莆

田、仙游两县农村各项存款余额5221万元。1980年农业银行恢复后，资金实行

差额包干办法，市农行把资金组织作为各项业务的首要工作，坚持“存款立行、

存款兴行”的指导思想，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存款，扩大信贷资金来源。适时推出

储户乐意接受的新储种，先后开办13种储蓄存款业务；增设服务网点，全市农

行共设立90个储蓄服务网点和28个外币存款专柜，机构遍布城乡；吸收选拔专

职储蓄员、代办员325人；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坚持文明用语，礼貌待

客；积极改进服务手段和服务环境，实现业务操作自动化和城乡储蓄通存通兑，

方便储户，不断强化吸储能力；加强内部管理，实行全行抓存款、储蓄；进行切

块管理，签订经营承包责任制并与奖金挂钩；对储蓄所全面实行工效挂钩为主要

内容的储蓄承包责任制。1996年末，银行各项存款余额为97964万元(不含外

币)，其中储蓄存款74411万元，分别比1979年增长17．8倍和67．3倍。
．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各项贷款都是按照计划指标管理执行指令性计划，

贷款除1955年5月至1957年6月和1964年1月至1965年10月由农业银行机

构办理外，基本上由人民银行发放和管理直至1979年。

50年代初期，各级党委和政府把农业贷款工作作为帮助贫苦农民恢复发展

生产的一项重大措施，县政府成立农贷委员会。针对当时物价尚未稳定的情况，

银行发放的贷款有实物(谷子)和现金。1950～1952年，莆田、仙游两县累放

贷款284．2万元，主要帮助农民购买种子、肥料、耕畜和生产农具等，支持大生

产运动和试办农业互助合作组织。1952年末，贷款余额61．4万元。第一个五年

计划时期(1953～1957年)，莆仙二县银行累放贷款3417万元，主要帮助农民

购买生产资料、兴修小型农田水利和贫下中农人社交纳股份基金等资金需要，促

进农业合作化的发展。1957年末，贷款余额比1952年末增长13．3倍。1958年，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农村贷款管理权下放给人民公社，实行“存贷合一”(存

款和贷款合一个户头，即支贷存还)的结算办法，强调贷款“三要三给”(何时

要何时给、要多少给多少、哪里要那里给)，号召支持“大办养猪、大办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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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办水利、大办钢铁”，造成贷款大幅度增加，当年发放贷款比1957年增加900

万元。1959年，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人行总行的通知精神，收回下放给人

民公社的贷款管理权，恢复原有制度，但当年受“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

风”的影响，出现贷款虚放虚收，搞收贷“放卫星”等，把未到期的贷款也收回

来。1960年，贯彻人行总行提出的农贷工作“两条方针”、“五个原则”，纠正滥

放滥收和行政干预信贷工作的偏向。1962年，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方针，执行中央对财政、银行“双六条”决定，取消存贷合一的做法，农业贷款

重新贯彻“有借有还、到期归还”的原则，坚持社队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的

方针，以及“确有物资、物资适用、群众欢迎、讲求实效”的要求。其间，贷款少放

830万元。1963～1965年，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和“发展经济，保障供

给”的方针，把支持农业、发展社队集体经济作为贷款的重点。其时，农村政策稳

定，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农业实现增产增收，贷款收放两旺。1966～1976年“文

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影响，农贷工作不能正常进行，莆田、仙游两

县银行年均贷款仅放358万元，适应不了农业生产发展需要。1976年末，贷款余

额1166万元，比1965年末减少391．7万元。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中央五十号文件和<中共中央关于加

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及时调整信贷资金投向、投量，集中资金支持农

村发展商品生产和支持兴办社队企业。至1979年，累放农业贷款1946万元，满

足农业生产资金需要，促进社队企业的发展。1980年，地、县农业银行恢复，

按照农行总行提出的“支持商品生产、活跃农村经济、讲求经济效益”的信贷工

作指导思想，针对莆田市是传统的农业区的特点，调整信贷结构和资金投向，坚

持以农为本、为农服务思想，支持农业、农村经济和乡镇企业的发展。1980～

1996年，全市农业银行累放各项贷款126亿元，其中：

一一累放各项农业贷款14．8亿元，一是发放贷款5．1．亿元，支持粮食、甘蔗生～

产，开发性农业，创汇农业，“二高一优”农业，名、优、特水果，蘑菇、香菇、

茶叶生产和加工等的资金需要；二是发放贷款7．9亿元，支持水产养殖、滩涂养

殖和海上捕捞。全市养殖鳗鱼3826亩，出口成鳗占全国成鳗出口总量的1／3，

成为全国最大的养鳗基地。1996年，全市水产品总产量达21．74万吨；三是贷

款1．8亿元，支持“菜篮子”工程建设，发展养猪、鸡、鸭，蔬菜等副食品生产

基地，丰富了市场供应。．

累放乡镇企业贷款14．3亿元，支持全市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

发展成规模上等级的鞋革、电子、服装、建材、食品加工等行业。1996年，全

市乡镇企业总产值达321．97亿元，比1979年增长113．1倍，使乡镇企业成为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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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市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基本上解决了农村富余劳力就业问题，发挥了“以工

补农”、“以工促农”的作用，加快了农村奔小康进程。

累放工商企业贷款83．2亿元，支持国有工业企业加快产品更新开发，提高

产品科技含量，增强竞争能力；支持商业、粮食企业和供销社收购农副产品、调

进粮油、调进生产资料和工业品等流动资金需要，为市场提供充足的商品，为社

会提供足够的粮油副食品，稳定市场，稳定物价。其中，先后发放流动资金和技

术改造贷款6．8亿元，支持莆田县啤酒厂从筹建到投产，从年产3万吨扩大到年

产20万吨的资金需要。1996年，该厂年产系列雪津啤酒16．02万吨，销售收入

2亿多元，创税利10234万元，成为全市最大的国有工业企业。

累放其它贷款13．7亿元，支持民营企业、第三产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1996年末，市农行各项贷款余额为98819万元，其中：农业贷款占25．1％、

乡镇企业占14．3％、技术改造贷款占8％、工商贷款占38．1％、房地产贷款占

o．1％、其它贷款占14．4％。通过贷款，支持、促进了莆田市经济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市农行被市委、市政府评为服务农业工作先进单位和文明单位。

境内农村信用社组织从1951年试办第一个信用社开始，经历3个曲折发展

阶段。从1951年开始试办农村信用社到1957年实行整顿提高为第一阶段。其

间，信用社由试点、普遍建社、大发展到整顿提高，经历了7年时间。1957年，

莆田、仙游两县按乡设立384个信用社，拥有社员人股股金64．14万元，各项存

款余额345万元，各项贷款余额447万元。信用社作为农民群众的资金互助组

织，充分发挥“三性”(组织上群众性、管理上民主性、业务经营上灵活性)的

优势，在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打击高利贷活动，支持农业生产，

促进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时期的信用社发展是比

较顺利的，被农民称为“自己的小银行”。从1958年到1978年为第二阶段。农

村信用社几经折腾：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将信用社的领导和管理权下放给人

民公社，后又下放给生产大队；1969年起改由贫下中农管理信用社；1977年将

信用社的领导和管理权收归银行，把信用社办成既是集体金融组织，又是国家银

行在农村的基层机构，因而走上“官办”道路。这3次大的折腾，严重阻碍了信

用社的发展进程。1978年末，莆田、仙游两县有38个农村信用社、58个分社、

528个信用站，社干(含站干>1014人；各项存款余额2271万元，各项贷款余

额859万元。与1957年相比，机构和人员增加(主要是代办站增加)较快，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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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存贷款余额年均分别只增加91．7万元和20．6万元)，增长速度却极其缓慢。

从1979年至1996年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前为第三阶段。这个阶段信用合

作事业获得空前发展，特别是1983年以后，进行以恢复“三性”为主要内容的

管理体制改革，使信用社发生以下几种变化：一是服务网点遍及全市农村。全市

拥有独立核算的农村信用社56个(包括联社营业部)，服务网点259个，基本上

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二是职工队伍发展壮大。全市共有信用社职工1266

，人(不包括代办站人员)。通过各种形式的业务培训和技能训练比赛，人员素质

得到明显提高，大中专以上文化程度者达331人，占职工总数26．4％；已评聘

为中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59人，初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699人，各类专业技术

人员占职工总数的59．9％。三是自有资金实力增强。通过清理扩充股金，吸收

新社员，增加法人股，全市信用社社员入股股金总额达4350万元，使信用社重

新扎根在群众之中，扩展了新的领域。四是信贷资金实力日益雄厚。全市信用社

各项存款余额达127253万元，平均每年增加694．3万元。其中储蓄存款115117

万元，平均每年增加634．3万元。五是贷款规模不断扩大。其间，全市信用社累

放各项贷款64．3亿元，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信贷投向坚持以农为主，支

持传统农业向“两高一优”农业转化，向科技兴农、创汇农业和农业开发项目倾

斜，大力支持扶贫，着力保证“温饱工程”建设；支持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水

产、水果和蘑菇、香菇等，增加经济收入f支持乡镇企业打头阵，支持利用当地

资源的食品、纺织、服装、塑料、鞋革、化工、电子、建材、纸品和工艺美术等

行业发展，变资源优势为产品、产业优势，为国家多创汇，为集体和农户增加经

济收入。同时，按照“有资金、有技术、讲信用、有效益”的原则，支持民营企

业中的重点户、专业户，使之成为农民致富的排头兵。1996年末，全市信用社

贷款余额95367万元，其中：农业贷款占47．4％，乡镇企业贷款占37．2％，其

它贷款占15．4％。一六是为支援国家建设作贡献。全市信用社1996年末缴存存款

准备金和转存银行的业务性存款余额34239万元，占各项存款26．9％；上存特

种存款1000万元，购买国家债券3500万元。此外，还向国家累计缴纳各种税金

5413万元。七是提供多功能服务。全市90％以上农户和相当部分的乡镇企业，

都与信用社有存贷款和结算往来关系。信用社不仅办理存、贷款业务，还开办代

理农村保险、代收电费、水费和代发工资等项新业务。加快服务手段现代化，全

市信用社服务网点配置各种电子设备330部(套)，并参加市人行的电子汇兑和

全市电子同城票据清算系统，开通辖区内电脑联网，实现通存通兑业务。同时，

还不断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发扬信用社“挎包银行”优良传统，开展

巡回服务，跟踪上门和开办汽车银行、电话银行等便民服务。八是各项制度日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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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信用社已建立健全一整套适合自身特点的信贷、资金、财务、审计、利

率、安全保卫及员工管理等制度，使信用社各项管理基本走上有章可循、违章必

究的规范化管理轨道，全市信用社中有48个社会计工作达标升级。各县(区)

全面成立信用社联合社机构，加强了对农村信用社的监督管理和服务协调工作。

九是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全市信用社累计盈余4919万元，自有资本及所有者权

益资金达13897万元，固定资产总值达9908万元。十是信用社的信誉地位提高。

农村信用社贴近农民，服务农村，发挥点多面广、服务便捷之优势，在组织资

金、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农村金融的“半

壁江山”，被农民称为“自己的小银行”。

1996年，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步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

束、自我发展的新阶段，从新的起点奔向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四

市农业银行恢复以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很大进

展。全市农村金融系统涌现一大批先进单位与个人，获得市级以上表彰的先进单

位94个次、先进工作者(劳模)116人次。其中有14个单位次、29人次受到全

国金融系统和农行总行及省、市政府表彰。但也仍存在一些问题和差距。1984

年，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下，信贷投放过猛，造成信贷资产质量差，资金沉

淀。1988年，因通货膨胀，超负荷经营，出现挤兑存款风等。加上计划经济条

件下管理方式和行政干预等原因，多年来聚集起来的金融风险逐年显现，农行、

信用社的非正常(不良贷款)占用率上升态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1996年末，

，市农行不良贷款余额14265万元，占各项贷款总数14．4％(其中逾期8053万

元，催收贷款6212万元，分别占贷款总数的8．1％和6．3％)；信用社不良贷款

14614万元，占各项贷款总数15．3％(其中逾期贷款11330万元，催收贷款

3284万元，分别占贷款总数的11．9％和3．4％)，已成为制约农行、信用社的资

金正常营运和发展的主要矛盾。

农村金融体制通过改革，农业银行“母体裂变”，一分为三，农业银行进入

改革与发展的新阶段。莆田市农行将紧紧抓住业务发展方式和管理体制的两个根

本性转变，围绕莆田市建设港口城市的目标，按照农行总行3年改革发展纲要，

朝着“城乡一体化，经营集约化，业务多元化，管理科学化和手段现代化”的目

标奋进，把农业银行建成管理严谨、经营稳健、实力雄厚、效益良好的国有商业

银行，以适应莆田市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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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咸丰年间(1851～1861年)

境内设立典当铺。

光绪元年(1875年)

在莆田城关、涵江创办钱庄。

清

中华民国

民国17年(1928年)

8月，莆仙农工银行成立，行址设在涵江宫口。发行面额为1角、2角、5

角、1元、5元等5种纸币，共15万元。民国23年(1934年)停业，收回原发

行纸币。

民国22年(1933年)

4月6日，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银元宝不再在境内流通。

民国23年(1934年) ．．

仙游县农民银行成立，行址设在下模范街。次年3月，宣告停业，亏损

6000元。—— 一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
民国24年(1935年)

7月，中国农民银行在莆田涵江前街设立分理处。民国31年，升格为办事

处。

11月4日，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发行纸币面额为1元、5元、10元、

50元，作为法定货币流通(称法币或国币)，不再以银圆为本位币。

民国25年(1936年)

莆田、仙游两县农村各保共建立信用社165个，入社社员7171人，县设信

用社联合社。股金由农民集资，每股法币20元。民国35年4月后，由于物价飞

涨，货币严重贬值，各保信用社相继倒闭，农民入社股金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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