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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及子孙后代、为现实服务的千秋大业。它将对全县金融职工借

鉴历史、研究金融事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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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民经济

体系的神经中枢。华宁县金融事业在货币发行，融通资金、组织

和分配资金，保持货币稳定、支持工农业生产发展、扩大商品流

通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县金融事业更加发挥了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

《华宁县金融志》编写组的全体同志怀着极大热情，付出了

辛勤的劳动，从1989年3月到12月，仅用r九个月的时间就完成

试写稿编写任务。在编写过程中，编写组的同志翻阅了大量的档

案，帐册，报表等历史资料，经过多方访问座谈，搜集资料，考

证核实，基本做到纵不断线，横不缺项，翔实可靠，系统完整。

整个编纂工作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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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客观规律原

则，经过拟定篇目、搜集查核资料、编写修订、逐级审检等阶

段，为志书提高质量建立了基础，同时也为志书服务于现实提供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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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保障。

编写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我们思想政策

水平有限，加上我们动手晚，有些档案已经散失残缺，资料不够

齐全，所以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我们诚恳地欢迎批评指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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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J·_

在县委，政府及上级行的领导下，在县志办的具体帮助指导及

金融战线老同志的关怀支持下，经《华宁县金融志》编写组两年

多的艰苦努力， 《华宁县金融志》现已正式定稿即将出版。这是

我县第一部系统总结金融历史的资料书，它将为人们借鉴历史，

研究经济规律，服务现实予以较大的帮助。

社会主义金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份，是资金活

动的枢纽，联结国民经济的纽带。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加速四化建设的条件下，

更加显示了它的重要地位与作用。通过信贷、结算，监测等业务

活动，对社会资金的调剂与分配，对生产，流通中的服务与监

督，都发挥着纽带与杠杆的作用。 ．。 ，1一．

《华宁县金融志》的出版，是全县金融职工的共同愿望，也

是金融战线文化生活中的一大喜事。尽管还未能做到尽善尽美，

但为人们了解华宁金融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加深对金融活动在社

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的理解，以及进·步发挥它在商品经济

中的积极作用，促进我县金融事业和商品经济发展，都具有深远

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

杨绍文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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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反映本县金融事业发展变化过程，

．r力求达到资治、存史，教化的目的。’ ， 。

， ．=，本志记述时限，一般上起1948年，下至1988年底。但个

．别地方，上，下限有所突破。： i。：
。

r
’。7

三，本志严格按照新方志的“横排竖写，，、“洋今略古刀原

，则，力求横不缺项，纵不断线}重点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辛县金融事业兴衰起伏的历史过程。、j．： ，一 ：． r一

-’j 四，本志采用记，‘志，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体。全

r书按章、节，目，。子目⋯排列，r共10章27节及若干目’；子目。文

：字书写上，除引用旧文献资料沿用文言文外，其余均严格按语体

支记述。 j ．
，

。

， 五、关于历史纪年的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沿用原

习惯记法，并括注公元纪年。建国后直书公元×x年。 ，

‘．六、本志所称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

议，书中简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国后各金融机构采用

习惯简称法，如中国人民银行华宁县支行，简称“人行县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华宁县支行，简称“工行县支行，，。县“农业银

行一，“建设银行"，“保险公司"以此类推。

七、为增强数据可比性，除个别地方的特殊需要外，1950一

1955年期间使用的1日版人民币已折算为新版人民币。

八、本志使用了一定数量的表格，以增强志书记述的连续性

和直观感，弥补部份时期内文字资料的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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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r

金融是货币资金的融通。即货币、货币流通、信用以及与之

‘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它在整个金融工作过程中，都强烈地体现

着国家经济政策的威力，也具体反映了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

再分配的全过程。金融工作既服务于生产，又为生产所制约。金

融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人民生活的安定和国家社会的兴衰。

就华宁金融事业的发展趋势及其发展过程所给予人们的启迪，亦

堪当其例。
。

，
，

华宁县地处滇中高原湖盆区南缘，属玉溪地区行署所辖。东

面和南面与红河州的弥勒县、建水县接壤，西面和北面与本地区

豹通海，江川，澄江三县相连，东北角以南盘江为界，与宜良县

毗邻。境内地势南北断裂明显，，形成以宁州、盘溪，青龙等平坝

地区为中心的坝区，半山区、高寒山区环形台阶地形。县境之内

j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粮食、油料等农产品富足；蔗

糖，烤烟、陶器、斗笠等土特产品远销省内外，褐煤，石膏，

磷，锌、铜、铝铁、’银等矿产资源蕴藏丰富，河流纵横，具有

呔量的水力资源，清朝末年滇越铁路就途经盘溪，禄丰等地，到

旧前各乡，村公所都有公路相通。这一切为本县的经济交往和金

．融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可靠基础。， ，

’’

但在解旃前，由于封建制度的束缚和兵匪官绅的压榨，，导致

哗宁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流通不畅，金融事业极为落后。民间
啪经济融通仅限于赇会，，财产典当和各种民间信用借贷等水平。

那时的借贷，除亲友之间互通有无，相互融通，不计利息之外，

一般都是无利不贷，而且以高利贷为主。民国末期，先后也建立过

5



，“县银行黟、“合作金库，，。这些金融组织的建

活跃市场、促进经济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从中

一般只是那些殷实富户和土豪劣绅。

流通的货币，明代晚期至清朝末年都以银两制钱为

年银元开始流入华宁县境。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开

铁路以后，外国银元，银毫和镍币等主，辅货币逐渐

从此，基本结束银两制钱作为货币的历史。
‘

年(1912)云南省发行富滇银行纸币，随之纸币流人

民国二十六年(1937)云南省政府开始执行中央政府

政策，滇币和银元被禁止流通，法币逐步代替了银铜

纸币。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由于当局滥印乱发钞

剧贬值而失去信用，迫使当局恢复银铜铸币流通。．

1月25日华宁县人民政府成立以后，随即接管了旧合

50年3月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华宁县支行(以下简称人

，并先后在盘溪、青龙，路居，华溪设立营业所或服务

于华宁县城交通闭塞，，经济比较落后，经上级行和党

同意，支行于1950年底迁往经济比较活跃的盘溪镇。直

，随着经济的发展，华宁县城已逐步成为全县政治、

经济，文化的中心，人行县支行才迁回县城。 ’．

．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一一1952年)·从人行华宁县支行

建立之日起，就担负着摧毁旧的货币制度、稳定金融市场，搞好

筹集分配、监督资金活动的艰巨任务。为了彻底消除旧社会遗留

下来的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在上级行和各级党政领导的支

持下，采取有力措施，禁止银元半开在市场流通，加强金银和

货币的管理。强制性的把机关单位暂时不用的现金缴存银行。阿

时利用提高利率，缩短期限，增多档次，开展储蓄宣传，把社会

上大量的闲散资金集中到银行里来。适当发放部份商业贷款，树

立国营商业的主导地位，扩大货物流通，抑制商品价格。从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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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人民币的信誉，为发展国民经济打下了坚实基础。通过一系列

工作的开展，人行县支行逐步形成华宁县唯一的货币管理机关和

存贷、结算的中心。

在农金工作方面，坚持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上

舶困难，适时发够贷款，在全县各乡(镇)发展业务员，协助办

理信贷收储业务。1951～1952年的两年时间里，共发放农业贷款10

万元，解决了3528户农民生产，生活上的困难问题。’

．在市场调节上，银(银行)、商(国营商业)双方密切配

合，做好资金调拨，销货款及时上解。促使贸易部门积极从省内

外调运人民生活必需的食盐、棉布、百货等物资供应市场。这对

勾通城乡物资交流，平抑物价，扩大社会主义商业阵地作出巨大

贡献。在这一时期内，为了使群众的生产生活得到保障，于1951年

6月成立了具有互助性质的保险公司华宁县营业所，开展了牲畜

保险、财产保险和简易人身安全保险等业务，对稳定生产，增进

社会福利，保障社会安定起着积极作用。 t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一1957年)t随着全县农业合作

化高潮的掀起，普遍建立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大力加强了金融干

部队伍建设，+逐步扩大了农村社会主义信贷阵地。这一时期的农

金工作主要是支持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这五年中，全县行，社

共发前农业贷款211．2万元，帮助193个初级社，115个高级生产

合作社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缺乏资金的一些困难。1956年以后在初

级社发展到高级社时，对交纳入社股份基金和公有化股份基金确

有困难的贫雇农，及时发放了贫农合作基金贷款共79619元，

促进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迅速发展。农贷对象由原来的个体农民

转向以合作社集体贷款为主。贷款金额由原来面广、额小的短期

贷款，转变为时间长，数额大的集体贷款。

在工商信贷方面，为了扩大商品流通，活跃市场，适应生产

发展的要求。重点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发展，继续巩固国营经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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