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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川县金融机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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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

江川县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

江Itl县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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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引6)器
(9) (1)法币：中央银行式角

(2)法币：中国银行壹元

(3)法币：交通银行式拾伍元

(4)法币：中国农民银行伍元

(5)关金券：式仟伍佰元

(6)关金券：式万伍仟元

(7)法币：中央银行壹万元

(8)金元券：伍拾元
(9)金元券：壹佰万元



(1)原用人民币伍抬元(民国三十，L年版)

(2)原用人民币壹佰元(民国三十七年版)

(3】原用^甍币壹信元<民国三十八年版)

“)原用^民币壹佰元。(民国三十，～年版)

(5)原用人民币式佰元(民国三十八年版)

(6)原用人民币伍佰元(民国三十八年版)

(7)原用人民币伍佰元(一九四九年版)



中国工商银行

江J11县大街储蓄所

原江川县人民银行

现大街营业所住址

中国农业银行

前卫营业所前卫信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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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江川县委、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县志办的帮助下，金融系统编纂的《江川县金

融志》现已定稿。这是全县金融职工的共同心愿，也是我县金融战线文化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它是我县金融史上的资料书，是上承前人事业，下对后代负责，为现实服务，造

福后代的千秋大业。它对全县金融职工借鉴历史，研究发展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银行是资金活动的枢纽，联结国民经济的纽带，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江川县

金融在货币发行，融通资金，组织分配管理资金，保持货币稳定，支持工农业生产发展，

扩大商品流通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金融的积极

作用更为明显。

《江川县金融志》，编写组的全体同志，怀着极大的热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从1985年8月至1987年9月，两年多时间，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和档案，帐、册、表报．

经过多次访问座谈、函调收集资料，并以沙里淘金的毅力，对资料进行考证核实，基本上

做到纵不断线，横不缺项，翔实可靠，系统完整。编纂工作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坚持“存真求实”， “实事求是”，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反映历史经验，体现客观规律"的

原则，经过拟定篇目，搜集、查核资料，编写修订，逐级审查等阶段。基本达到立准，

立好、存史和借鉴历史，为现实服务，提供翔实资料的目的。本志为了客观地反映原

貌，概按当时规定论述纂写。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一项新的工作，加之我们的思想政策水平有限，缺点和错误

在所难免，我们诚恳地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正。

刘连彬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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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江川县金融志》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

觉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而编写的一部新型口专业志一．

二、本志除序言、凡例、大事记、概述、附录外，共分十二章四十一节。包括人、

工、农、建四行、保险公司和信用合作社的全部业务活动。

三、本志用志、记，述、图、表、录，照体，以文字记述为主，兼附图、表。

四、本志以时为经，以事为纬，先横后纵，横排纵述，详今略古，共简个繁。有的

事物，根据史料占有的多寡而异。

五、断限：上限自有据可依的历史时期，下限至一九八六年底。

六、本志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记文述事采用现代汉语。文字及标点以((新华字

典》为准。

七、志中的称谓，如历史纪元，地理名称及各级政府，职官等，均依当时当地的厉

史习惯称呼，新旧不同时加括号注明。

八、志中所用币，在江川解放前，以当时通用币计算，江川解放后，一律用现行斡

新人民币计算。‘ 一-

九、志中表列各项数字，除采用县统计局及人民银行的统计资料外．其余均为金融

系统各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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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江川地处滇中偏东，巍迤南要道，至民国时期仍处于贫困落后的境：地，商品经济不

发达，货币流通也不广泛。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3丫4r：)江川成立烟草改进所，在海门

推广试种美烟成功，促使江川县的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

江Jll的金融事业，在民国二十九!车(公元1940午)以前，仪裔民阔借贷、踪会及私

营典当。此后，始在翠峰、黄营等树组织无限责任话用合作社，开展贷放业务，由中国

农民银行昆明分行潋江贷款所指导。民国三十五年八月一lj：j正式成立江川县银行，

系官商合营的地方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总额为国币17，713万元(其中：商股2，463万元)

和积谷500公石。民国三十六年一月七日成立江川县合作金库，接管全县积谷36，]31．8公

石，经营实物贷放。这些机构，均为地方官僚豪绅把持操纵，进行假公济私，中饱私

囊。迄至江川解放前夕，县银行已名存实亡，破产告终，合作金库也损失积谷本和

26，496公石而结束。贫苦农民借贷无门，只好出卖自己的实物和田地房屋，或借高利

贷，逼得倾家荡产。

江川的货币，早在古滇国(公元前279年)．耐海贝就流入县境。元代银两、海贝同

时流通。明代因云南产铜，在云南铸制钱，与银元、海贝行使。清初海贝被废而退出流通

领城。清末实行币制改良。消制钱，废银两改为银元，行使银元、铜元铸币。民国时期，

云南地方政府发行老、新滇票，与银、铜铸币在市场流通。民国中期，国民党中央政府

发行的纸币始打入云南市场，并逐步代替银、铜铸币及地方滇票，由地方货币统一为中

央货币。国民党统治者为解决其庞大的开支而滥发货币，致使通货不断膨涨而急剧贬

值，尤其是它将崩溃前发行的金元券，从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八月至次年六月

的十个月里就贬值到毫无用处。国民党政府借发行货币刮尽了人民的血汗，搞得百业萧

条，民不聊生。

1950年1月28目江川解放，四月建立了中央金库江川支库。1951年1月成立江川县人

民银行。在当地党、政和上级银行的领导下，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总路线和国家各个时

期的中心任务而进行工作。对支持我县工、农业生产，发展经济，扩大商品流通，稳定

金融物价，促进经济改革，发挥了；【，‘极作用。全县的金融事业，从1950年至1986年大体

经历了五个阶段。

一、1950年至1952年的经济恢复时期。银行工作主要是建立机构并下伸到区成立营

业所；统一货币发行，禁止银元、半开在市场计价流通使用，推行人民币下乡，占领货

币阵地I对国营企事业、机关、团体、部队、学校等单位实行货币管理，控制现金投

放，组织转帐结算，加速货币回笼，代理国家发行胜利折实公债，开展储蓄，积极推行

保险，聚集资金，支持贸易掌握物资，打击市场投机，平稳物价。基本上实现了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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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和信贷的平衡，扭转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通货膨涨，物价飞腾的局面。韭深入

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尤其是烤烟从生产、收购、流通的全过程银行都

积极贷款扶持，使江川解放前频于绝境的烤烟生产，从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的

500亩发展到1952年的20208亩，1986年为57167亩"，比解放前分别增长39和114倍，成为

江川的主要经济支柱。

二、1953年至1956年是国家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的过渡时期。这一

阶段银行主要通过信贷业务，促进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全县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信用社先在土官田村试办，1954年初以三街乡为重点成立

了乡信用合作社，年底乡乡建社，全县实现了信用合作化，社员达到22536户，占总户

敷的74．5％，股金65969元。信用社成为国家银行的有力助手。从1953年至1956年底

行、社发放各种农业贷款225万元，年平均发放63．75万元，比1952年发放数增加3．5倍，

其中贫农合作基金贷款109，886元，加速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实现了农业合作

化。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满足其扩大生产的资金需要。对私营工商业则根

据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发放贷款三万元，并加强管理，促其接受改造。1956年实

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1956年全县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工农

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总产值达3，358．4万元，比1952年增加1．09倍，银行城乡储蓄也

髓之增长，年末余额达59．sT元．比1952年增加3．3倍。

。。一在货币工作生广进L步推彳亍规奎讦划管理。使机关、企、事业各单位与银行业务往

来关系变为法定关系。为适应国家计划经济建设的需要和人民的意愿，在财政收支平衡

和金融物价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和巩固货币制度，便利核算和交易。1955年3月

l目实行了币制改革，发行新人民币。以一比一万的比价收回旧人民币．银行逐步形成

了现金、信贷、结算中心。

三、1957年至1965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领导人民转入社会主义建设，

银行工作走过一段蓝折的过程。1958年在“大跃进”大破大立的“左，，倾思想影响下，

我县财贸系统提出“大购大销"，“出门一把抓，进门再分家”，银行也“大存大放，，。

金融干部变为四边干部(边发放贷款，边采购，边存款，边售货)。打乱了原有的规章

利度和工作秩序，业务工作受到了影响。1958年与1959年相比。各项存款下降11％．各

项贷款增加35．5％，尤其是1958年的各项贷款超过各项存款8。6倍。致使货币发行过多，

成了当时国民经济生活中的突出问题。1962年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予切实加强银行工作

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严格货币发行，大力回笼货币，促进国民经济

的调整。在信贷上严格信贷管理，加强计划性，实行资金分口管理和区别对待，全县的

清仓核资与银行的u--清”工作同时进行，金融工作取得了成就。以1965同1956年相比

全县各项存款增长1．7倍，比1958年增长两倍，年平均增长17．8％。

四、1966年至1977年矗文北大革命”时期由于“左’’倾思想的干扰，银行干部职工

思想不统一，许多合理的规章制度当作“管、卡、压”进行批判。银行的集中统一被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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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正常的工作秩序被破坏。l 9 6 8年成立“革命委员会力，1 9 7 1年银行与财政’

合并成立财政金融局，直至1 9 7 8年初分开：恢复银行建制。这段时期虽然各项存款与

l 9 6 5年相比增长1．7倍。但在“政治冲击业务，，的影响下，银行工作遭受了挫折。

1966年一1977年年均利润只有11万元，与1956年至1965年期间年均利润33．9万元相比，

下降了百分之六十八。

五、l 9 7 8年至1 9 8 6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指引下，农村经济进行了

改革，我县金融事业也在清除‘‘左”的错误影响中变革。为了实现“四化”建设及适应

改革、开放、搞活农村经济的需要，专业银行应运而生·l 9 7 9年以来，陆续分设和

恢复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工商银行及江JIl县

信用合作联合社等机构。迄至l 9 8 6年底全县有县一级的金融机构六个；区级的储蓄

所二个；营业所六个，区级信用合作社十二个，乡级信用站五十个。金融职工总计245

人，比1 9 7 7年底增长80％，比1 9 5 1年初建行时增长39．8倍。l 9 8 6年盈余

1460112元(不含保险公司)，比l 9 7 7年的63，668元，增长2I．9倍，占1 9 6 6

年至l 9 7 7年计1 2年盈余总数1 964292元的74．3％

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深化，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人民收入的不断增加，

银行服务工作的改进；储蓄网点的增设，宣传工作的深入，储蓄种类的增加及利率的调整，

各项存款稳步上升。1 9 8 6年底总余额达6，509．5万元，比1 9 7 7年底增长4．97倍，

比l 9 5 1年底增长253．3倍。城乡储蓄比党的十一粥三中全会以前的各个阶段更具有面

广、额大、期长、稳定的特点。1 9 8 6年底余额达3157．5万元，比1 9 7 7年和1 9

5 2年分别增长22．1倍和1215．2倍。

银行为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适应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商品流通的扩大，搞活经济，

繁荣市场。l 9 8 O年试行信贷改革，开办了中短期设备贷款，冲破了历来银行不能办

理固定资产贷款的禁区。1 9 8 3年进行了流动资金管理改革。变流动资金多头管理为

银行统一管理，改过去的“定额”和“超定额贷款”为“流动资金周转贷款秒，解决了

过去的死定额，活生产的矛盾，方便了生产流通，改善了资金供应，提高了银行在国民

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1 9 8 4年又改革了商业信贷。变封闭式为开放式，支持国营商

业划小核算单位，支持国营，集体、个体商业一齐上，支持贸易中心，各种联合企业和

发展第三产业譬开拓新的信贷业务领域。在信贷资金管理上，l 9 8 1年开始实行。统一计

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控裁刀。1982年改囊差额控制”为。差额包干一。l 9 8 5年信贷

资金管理又改为盔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这就有利于人民银行和专业

银行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信贷资金长期以来存在“吃大锅饭矽的

向题，也有利于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资金周转，发放贷款有了较大的主动权和灵活性。由

于信贷资金管理和信贷体制的改革，扩大了贷款的范围和对象，增加了贷款的种类和数

量。1 9 8 6年底各项贷款余额达5354．8万元(其中：工业84．5万元，农业2031．5万

元，商业2409．4万元，固定资产358．5万元)。比l 9 7 7年和1 9 5 1年分别增长7．05

倍和1783．9倍。随着农村经济的改革，银行农贷的对象，项目、数额均起了显著的变

5



化。从个体发展到集体又转向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承包户及新的经济联合体，由支

持生产扩大到再生产，从支持农业发展劲农、林、牧、付，渔及乡镇企业。在放款数

额上，从每次几元、几十元、几百元发展到几千元、几万元、几十万元。1986年全

县发放农贷3，075万元(其中l信用社的1，269．8万)，比1977年和1951年分别增长19．6

和1024倍，后九年(1978年至1986年)比前二十七年(1951年至1977年)累计发放数增长

四倍，占自建立人民银行36年来农贷总数的83．4％。通过银行信贷控制和调节了社会经济

活动，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1986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lO，446万

元，比1977年和1952年分别增长1．35倍和6．5倍。

实践证明，金融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必须符合客观的经济

规律才会取得成效。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县的金融事业发展正常，尤其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更为显著。反之，在“大跃进刀糊“文化大革命黟时期，遗

背了客观经济规律，金融事业就失误和挫折，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

大成就。这一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可引以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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