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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素有盛世修志的优良传统，籍以达到承

先启后和存史、资政、教化的作用。为此，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

下，我们开展了《宜春市金融志》的编纂工作。

1987年初，在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开始了编纂工作。编纂室的

同志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

本着详今略古，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要求，采取横向编排，纵向

记述的方法，从立意求新的角度，记述了我市(县)金融业的历史

和现状及本市金融机构的发展变化，货币，信贷，结算，保险，管

理等方面的演变和发展。

在经济，金融改革的年代中，我市经济建设蓬勃发展，金融体

制改革不断深化，我市形成了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以工商银行，农

业银行，建设银行、保险公司为主体的金融系统，团结协作，共同

为振兴宜春经济服务。借助《宜春市金融志》付梓，鉴往知今，兴

利除弊，探索前进，使我市金融系统，更好地发挥经济扛杆作用，

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编纂金融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人员少，水平有限，资料缺

乏，错误之处难免，敬请行家、学者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 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市志办的具体指导和各有关部门领导及

同志大力支持，在此特表谢意。

《宜春市金融志))编纂办公室主任
罗武清

中国人民银行宜春市支行行长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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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本志根据新编地方志的规定和要求，坚持党的

四项基本原则，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记述编纂本市范围内的金融现状和历

史。

二，编排内容：本志属部门志，志书的目录列在序言后面．分

概述，大事记，再排列11章正文，即机构沿革、货币、存款，信

贷，结算，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中国银行、信用合作社，保险，

债券，共5l节，附录10则，以及编后语和资料汇集等。

三、体裁运用：志书以时为经，以事为纬，采用横排纵写，连

续式的方法编辑。志书各章节，独立成篇，采用志，记，图，表，

录等体裁。《概述》为叙议相结合缩写’ 《大事记》为编年体与记

事体相结合。

四，时间断限：本志贯穿古今，详今略古，追溯历史，上不

限，下至1987年底。为了资政，教化，存史的需要，追述历史事实，

有的编章，追根究底，盘古论今，涉及世界其它国家。
i 五，纪年采用。为记述方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简称

“建国前一，矗解放前"，采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之后，简称“建国后"，均甩公元纪年。

．六，数字规范；统计数字，均根据当时有关资料，统计报表列

入，个别未找到数据根据的，只好空着．。货币计量单位，建国前一

律维持旧的计量单位不变，建国后一律采用新币计量单位，统计表

以万元单位计算，文字中记述则以数字多少而定计量单位．

七，志书资料t建国前的历史资料，主要来自省档案馆，图书

馆的《省银行通讯))，《赣政十年》、《中国金融年鉴》，《江西经

济》和((江西年鉴》等。建国后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市，地档

案馆、图书馆和有关各家银行，保险公司档案室，以及《建国以来



经济、金融法令，制度，大事要略》，和老同志座谈、访问的口述

资料等等。统计数字则是以地，市各银行、保险公司统计报表资料

为准，有的与有关部门进行了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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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什么是金融?金融有广狭二：义，狭义指物物交换的媒介一一货

币、货币流通、信用活动以及与之直接有关的经济活动，如货币的

发行和回笼，资(现)金的借贷，金银，外汇的买卖，保险、信托

工作的开展以及有价证券的发行与交易，国内、国际的货币结算等

等。从广义而言，还包含着财政经营，它反映经济活动中生产、交

换、分配，消费的价值形式的运动，通过不同的金融机构的不同业

务方式而体现。

作为金融的核心一一银行，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货币经营

业，即经营货币商品的商业(如钱庄)，是近代银行的前身’而历

史上的货币兑换业，又是货币经营业的原始形式和自然基础。从物

物交换到货币兑换业，由货币兑换业到货币经营业，再由货币经营

业演变成近代银行，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进化过程。 ．

中国有银行始于清光绪年间，名为中国通商银行，后改为大清

户部银行。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成功后，民国元年(1912年)国民

政府接管大清户部银行，建立中国银行。后相继建立了交通银行，

中央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这些都是国家银行。各省、市，县还建立

了地方银行。本县于1931年8月，建立了工农兵银行。民国2 4年

(1935年)3月8日，建立了江西裕民银行宜春办事处，又于民国

3 5年(1946年)6月9日，建立了宜春县银行。这些国家银行和

地方银行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除工农兵

银行外，其它银行多被官僚资产阶级或巨商所操纵，在本质上成为

他们剥削和垄断国家与地方经济命脉的工具，如国民政府于民国
2 4年(1935年)11月4日实行法币政策，改银元为纸币(法

币)，本来这件事是一大改革，是符合民情的。但到民国30年

(1941年)，中央银行又发行“关金券"与法币同时流通。到民国

3 7年(1948年)8月又发行曩金圆券黟，并大量收兑民间金银。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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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年中发行3种纸币，而且都是超量发行，导致货币一再贬值。到

1949年5月，金圆券发行额达到原发行额的35万倍，造成了严重的

通货膨胀，全县人民深受其害。

1948年12月1日，在河北石家庄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发

行人民币，收回地方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各地先后建

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1949年7月17日宜春县解放，8月1

日即先于袁州分区建立了人民银行机构，迅即接管原国民政府江西

省银行宜春分行，很快统一了全国通用货币一一人民币。并在区人民

政府所在的集镇普遍建立营』!：所，实行对工、农、商各行各业贷款

扶持，促进了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发展。本县农村信用社集体会

融组织，于1954年冬在令区率先实现了乡乡有社，形成了城乡金融

网络。以后，逐步建立了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保险公司。

、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人、

农、工、建4家银行和保险公司、信用合作社等金融系统配套成

龙，在商品经济和四化建设迅速发展中，发挥了应有作用。本市

(县)金融系统，以1987年与1956年相比，在机构，人员、业务发

展变化是相当大的，1956年，本县设有人民银行，农业银行，保险

公司3个机构，下设1个储蓄所、14个营业所，有职2：161人；信用

社191个，脱产业务员195人；当年底，银行、信用社共有各种贷款

余额896．6万元，各种存款余额371．371元，其中城乡人民储蓄余额

47．9万元，金年现金收付量4417万元，其中工资性支出332．1万元，

占全年总支出的14．9％。1987年宜春范围内，设有金融机构10家，其

中地区设有人民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保

险公司6家。市里设有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保险公司4

家。下设营业所23个、分理处5个、办事处1个，储蓄所28个，共有

职工541人，比1956年增长2．36倍。城乡信用社29个，下设分社2

个，储蓄所8个，有大集体干部146人、合同工61人。另有村一级信

用站331个。当年底，全市银行、信用社共有各种贷款余额44914．1万

元，比1956年增长49．09倍，各种存款余额31371万元，比1956年增

长83．49倍，其中城乡人民储蓄余额14258．2万元，比1956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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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67倍；全年现金收付量93532万元，比1956年增长19·95倍，其

中工资性支出107lo．7万元，占全年总支出的26．18％。

由此可以看出本市金融系统，为当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

出了积极的贡献，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今后在不断深化改革和两个

文明建设中，必将作出更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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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记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成立了中国通商银行。

清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清政府颁布《币制则例》规定以

银为本位，以圆为单位，圆、角、分、厘，各以十进，永为定价。

民国元年(1912年)发行了孙中LIJ头像银圆纪念币；民国3至

4年(1914至1915年)，发行了袁世凯头像银圆。

1931年8月，本县建立了工农兵银行，行址设在慈化伯塘。

1934年红军长征前撤销。

民国2 2年(1933年)4月6日，国民政府命令“废两改圆"

制，令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一律改用

银币，概以银网收付为标准。

民国2 4年(1935年)3月8日，江西裕民银行宜春办事处成

立开业。

民国2 4年(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宣布实行“法币政

策黟，改银圆为纸币(法币)，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

三行发行，增发角票辅币流通。令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及市场交

易，均以法币为限，不得使用金银。

民国2 7年(1938年)7月20日，宜春县首先在洒下村建立了

第一个信用合作社(现洪塘乡境内)o到民国2 9年(1940年)，

全县建起了80个信用合作社，还建立了区信用合作联合社5个。

民国2 9年(1940年)1月20 R，国民政府公布县银行法。后

于民国35年(1946年)6月9日，宜春县银行成立开业。杨翘新任

董事长，陈涛任经理。

民罔2 9年(1940年)8月8日，江西裕民银行宜春办事处升

格为宜春分行，并负责萍乡、万载、、宜丰，贫宜，上粟市，上高6

个支行(办事处)的现金调拨。蔡常肃和朱澜先后任经理。

民国3 O年(1941年)中央银行发行“关金券"，与法币同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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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当时的比值是20圆法币折关金券l圆。．
·

民国3 5年(1946年)9月11日财政部令，江西裕民银行与江西

建设银行合并改组为江西省银行，原江西裕民银行宜春分行改称江

西省银行宜春分行。朱澜、吴景芳先后任经理。

民国3 7年(i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公布财政经济紧急

命令和四项办法，实行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改发“金圆券力。自

全国发行之日起，法币停止发行。当时以300万圆法币兑换金圆券

l圆。同时大量收兑金银，纸币日益贬值，通货恶性膨胀。
·

'9 4 9年

7月17日；宣春解放。8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中国人民银行

宜春支行(以下简称宜春支行)，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

会统一管理。 ．

8月24日，由解放军代表高恕之接管江西省银行宜春分行的现

金和财产，并列有靠四柱清册’’。

10月底，中国人民银行袁州分区督导处成立，设在宜春支行

内。负责人郎积德。
’‘

11月1日，高恕之另造“四柱清册’’移交给中国人民银行袁州

分区督导处。从此，宜春支行在袁州分区督导处直接领导下进行各

项工作。
‘’

ii月，宜春支行组织金融工作队下乡，配合有关部门，大力宣

传和推行人民币下乡，打击银圆市场，进行货币斗争。城市开始发

放商业和运销贷款，促进工商业恢复和发展。
·

i 9 5 0年
。

1月5日，宜春支行代理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到4月3日

止，完成42406份，占任务37000份的114．61％。实收金额合新币

10．65万元。
’

2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袁州分区督导处改为袁州分区办事

处。郎积德任经理。

3月，宜春支行开始举办折实储蓄和货币储蓄；7月开办保本

保值储蓄，12月又举办了定期定额有奖储蓄。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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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金融工作队开始对农村重点发放实物贷款(稻谷)。帮

助困难户恢复和发展生产。 ．
。．

4月1日，宜春支行金融工会正式成立。． ．

9月，胡雪江(女)到职，任中国人民银行袁州分区办事处付

经理。

12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宜眷支行撤销，合并列袁州分区办事

处。 ，
一

．

一1 9 5 1年

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袁州分区办事处升格为袁州分区中心

支行。行长郎积德，副行长惠宪模(兼任萍乡支行行长)、胡雪江。

袁州中心支行直接领导和兼办宜春县各项金融业务。

1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宜春支公司成立。袁州分区中心支行

副行长胡雪江兼任经理，秘书王静兼任副经理。 ．

1月，在本县彬江区所在地建立了第一个营业所一一中国人民

银行彬江营业所。到1952年8月，全县14个农村区人民政府所在的

集镇，全部建立了营业所，发放了各项农业生产贷款，代办了农村

保险业务。 ，

10月，全县开展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活动。至1952年

4月止，折合新币共捐献25．8万元，全部通过人民银行代收上缴。

10Y]下旬，袁州分区中心支行派出工作组，在本县彬江区横山

乡试点，组建了全区第一个示范性信用合作社。

12月23日晚，本县彬江营业所库款被盗，损失现金5050Ji元

(旧币)，折合新币5050元，虽经公安部门多年侦察未破此案。

1 9 5 2年

4月，金瑞营业所负责人吴崇常出席中国人民银行中南区行在

武汉召开的座谈会。介绍了西溪信用社的集资入股，规章制度、

经营管理及存贷业务发展等方面的经验，并刊登在总行((中国农村

金融》刊物上。

9月，中国人民银行宜春县支行第一任付行长任凯军到职。

(后于1953‘1"：10月提升为正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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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月3i El，中国人民银行袁州分区中心支行随着袁州分区与南

昌分区合并，迁移到南昌与中国人民银行南昌分区中心支行合并，

改为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专区中心支行。
‘'、

。

11月1日，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宜春县支行(以下简称县

人民银行)，直属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专区中心支行领导。
． 1 9 5 3年

’
。

11月，县人民银行在党政统一领导下；紧密配合粮食统购统

销，发行优待售粮储蓄，到1954年1月止，全县共收该项储蓄58万

元。开户农民约15万户。
‘

。

l 9 5 4年

2月14日，县人民政府颁发《】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推销方

案))。全县任务24．3万元，实际完成27．97万元，占任务的115．09％。

全部发行与收款工作通过银行进行。到1958年止，银行连年代理发

行公债和收款工作。
。

2月，县人民银行召开了首届农村信用合作社代表大会，总

结了信用合作社的工作经验，制订了进一步发展与巩固信用社的规

划。到年底，全县197个乡都建立了信用社。至此，全县城镇乡村

形成了社会主义金融机构网络。。

2月20日至3月7日，任凯军行长代表县人民银行到北京出席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农村信用合作社座谈会。

1 9 5 5年
。

3．月1日i全县普遍开展了由人民银行发行新人民币兑换旧人

民币工作。新旧二种货币的比值l 2 l O O O O。

7月8日，为了加强农业，中国农业银行宜春县支行’(‘以下简

称县农业银行)正式成立。张任和任付行长。 ＼

一 1 9 5 6年
。

3月下旬，县农业银行副行长张任和到北京出席中国农业银行

总行召开的座谈会。
‘

’

4月，省人民银行派出工作组到本县人民银行进行国营商业放

款新办法进行试点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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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至16 El，全省农村金融先进工作者与全省第一次信用

合作社代表会议合并召开。本县出席的农村金融先进工作者会议有：

彬江营业所付主任万云东、送市区圳江乡信用社主任罗振芳(女)，

出席全省信用合作社代表会议有t县委农工部龙源清，县农业银行

付行长张任和、芦村信用社主任袁恩德、社台信用社主任刘名道，

罗布信用社会计贺炳富，曾坊信用社会计刘定志。
’

’9月牛世韬调入县人民银行任行长。

1 9 5 7年

3月，县农业银行开始对农付产品收购发放预购定金贷款。

7月1日，县农业银行撤销，合并到县人民银行一起办公营

业。 ·

9月，金融系统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辨论，帮助

党开展整风运动。后转为“反右派斗争”运动。结果县人民银行、

保险公司划了三名“右派分子力，被清除出单位，下放劳动改造。

以后陆续落实政策进行了平反纠偏。

l 9 5 8年

3月，为了适应行政区划变迁，县人民银行在1 04-新建乡所在

地建立了营业所。至此，全县24个乡，乡乡建有营业所。

3月10日，县人民银行农金(包括信用合作)；fll统计工作，被

列为江西省分行基点联系行之一。规定每季向省分行主管处提供专

业工作书面汇报，并应随时反映工作中的问题。

3月上旬，支行下乡工作组，在配合三阳营业所赴棠梅信用社

了解支持春耕生产情况中，发现信用社存，放、收款工作不适应高

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新形式，提出了“三包到队?三要到户”的创

新工作方法。全县推行后，效果显著。

4月，下乡工作组，首先在芦村乡五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

信用合作社进行两社合一的试点工作。在高级社内建立信用部，实

行“统一领导，分别经营，各自核算，统一盈亏’’的原则。同时，实

行银行对信用都，信用部对农业社在结算上做到存贷扎差，以发挥

资金的最大效能，促进生产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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