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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渡区金融志》是在官渡区取得经济，社会大发展的盛世

之年，几经艰辛努力编纂而成。值此，谨向参加此志编写的同

志们和曾经给予鼎力相助的同仁，表示由衷的感谢l
’

纵阅《官渡区金融志》，深感这是一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坚持客观，求实，“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原则，做到体例

完备，文字朴实的好志书；是对官渡区金融历史和现状的第一次

科学、系统的总结。它不仅翔实地记载了官渡区金融活动的发展

演变，兴衰起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官渡区金融事业的

发展规律，使我们得益于历史的借鉴和对当今区情认识的深化，

将起到“存史，资治，教化黟和发人深省催人奋进的作用。

《官渡区金融志》的编纂，旨在总结过去，服务当代，指

导将来，不断推动金融事业的发展，以达顺利实现官渡区“八

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繁荣官渡，富裕人民之目的。为此，殷．

切地期待着乐于为官渡区。四化”大业奉献不止的志士仁人，在

了解和掌握官渡区金融全貌的同时，站在发展金融事业与发展

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攸戚相关的高度，对金融工作给予更

大的关注和支持，为官渡区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大发展，为官渡

区宏伟兰图的实现，为《官渡区金融志》的编修，再添史册的

光辉篇章l

昆明市官渡区代区长刘承璋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二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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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按编写社会主义新志书的要求，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详近略远，立足当代，反映

历史经验，体现客观规律"的编写原则，择要记述断限内宫渡

区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建国以来金融机构、货币、信贷、结

算等的演变和发展，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

供历史，现实资料。

二、本志时限参照官渡区地方志编委的统一要求，原则上

上限为1911年，个别事物(如货币)追溯至发展沿头，下限为

1988年，个别事延{捌1989年。， ： ，．

三，本志编写的资料来源于t云南省农行金融志办，昆明

市信用联社、昆明市工商银行档案馆，昆明市档案馆、官渡区

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官渡区金融系统六家的文书、会计

档案、统计资料、报表。少部份引用正式出版的专著或文献，

个别因档案不全，无文字资料查考的问题，特约请有关同志回

亿，提供口碑资料。 ，

四、本志的金额，建国前以当时的名称、币值，建国后已

按1955年新、旧人民币比例折算为现行人民币。

五、本志分三部份。凡例、概述、大事记为第一部份，金

融机构、货币，信贷、利率、保险’f结算等为第二部份；附

录、图表为第三部份。全志共10章、39节，46条目及附录、

图片张，表77份，文字约15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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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官渡区位于云南省省会——昆明市近郊，三面环城，濒临

滇池东北，东接宜良县，南连呈贡县，北邻嵩明县，西濒五华，

盘龙，西山区。东西宽41公里，南北长43公里，总面积1025平

方公里。海拔1886．6至2730．1)K。全区辖9镇8乡，．122个办

事处，6个居民委员会，人口465092人。

官渡区土壤、气候，水利，交通等自然条件优越，素称

搿鱼米之乡”，是昆明市主要副食品基地之一。区内驻有中

央，省、市属国防，科研，工矿企业，机关，院校，国营农，

林，牧，渔场等单位600多个，茨坝、小坝，金马片已基本形

成工业区。解放初期，官渡区属于农业型经济，‘社会商品率较

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社会经

济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尤其是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农村产

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具有城郊型特点。乡镇

企业总收入1988年达6．1亿元，分别占省、市乡镇企业总收入

的10％，和三分之一，居省市榜首。

官渡区的金融业，早在清嘉庆16年(1811年)和同治11年

(1860年)期间，就有民间信用活动，如小河乡的小河村，官

渡镇的西庄村，开设过两家当铺。近代的高利贷，赊会较为普

遍，至今也仍存在。 ．

民国29年(1940年)在官渡妙湛寺内建立了全省第一家金

l



融组织——昆明县合作金库，并先后在官渡区范围内，即昆

明县的5镇6乡建立了以收储谷物(义仓积谷)，发放农户借

款为主要业务的信用合作社或信用小组。据民国38年(1949

年)3月统计，官渡区范围内共收积谷折币22134元，贷出

14317元，这些贷出未收回的积谷折款(主要指解放后贷出的)

于1954年建立农村信用社后，造册分别转给各乡信用社收回后

作信用社基金。 。．、， 、‘。一，．·

一 一⋯_一：

·．1951年8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昆明县支行在官渡区的官

渡街建立，自此，官渡区有了第一家银行机构。它既是国家金

融的管理机关，又是继合作金库以后办理存贷款业务的金融组

织。县支行成立后，于当年11月，12月先后在关上，龙头街，大

板桥和西山区的马街建立营业所。．1953年昆明县裁并昆明市

后，县支行撤销，县支行旧址成立官渡营业所．，’接办县支行部

份业务，与大板桥、龙头街营业所直接归省分行营业部领导，

1954年建立昆明市支行后才由市支行直接领导。j 1954年在各乡

建立了信用社。1955年末，官渡j大板桥，龙头街三个营业所

统计有各项存款4468户(其中；定活期储蓄3929户)，存款余

额350万元(其中：储蓄127万元)，各项贷款余额211万元，

其中：农户贷款64万元。通过办理结算业务，执行现金管理，

收兑和管理金银，建立金库，对促进生产发展，服务农业合作

化；稳定金融市场，打击高利贷活动，稳定物价，安定人民生

活等方面，发挥了银行的职能作用，l树立了社会主义的银行信

誉，初步建立了统一的信贷、结算和现金管理制度：；t ：j

1959年随着官渡，龙泉两个小区合并为官渡区，成立了

人民银行官渡区办事处，1960年增设6个营业所、2个储蓄所

2



及人民银行护国路办事处划来设在我区的3个储蓄所，使我区

的金融机构由1957年的3个增为14个，增2D3．67倍，职工增加

29．8％。196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工业下马、精简机构，

下放人员，撤销4个营业所，1个储蓄所，划出一个储蓄所，

机构减少6个，人员由62人减为44人。 ．；

4：

金融业务，1958年在“高指标’’，“浮夸风’’的压力下，

银行提出“大收，大放，大存"的口号，各项存款比1957年增

长32．94％，农业贷款由于支持“大搞"“车子化规，“化肥

化"、“小春大革命"、“大办养猪场’’，贷款发放数相当于

1957年的2．87倍，支持商业、供销社大购大销，盲目收购不适

销对路商品，造成严重积压，损失浪费。1960年又提出“大

查"、“大送"、 “大办"的口号，即大查农业生产资料的资金

需求，大送农具、化肥、贷款到队，大办“小五金厂"，实行

工厂包产，商业包销，银行包贷，是年发放的农业贷款比1959

年底猛增2．56倍。使1964年清理豁免1961年底以前的“四项欠

款"达11949笔，豁免金额2048499元。

1961年至1965年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国务院发布了《关

于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通

称银行工作六条)和为进一步加强国家支农资金管理，国务院

批准建立各级农业银行的通知，官渡区贯彻这两个文件精神，

1964年建立了中国农业银行官渡区办事处。人、农两行发挥服

务与监督作用，组织存款，加强信贷资金管理，严格控制货币

投放。各项存款1965年末余额比1960年增长近1倍。其中，农

村存款增长5．5倍，各项贷款余额下降36．11％，实现了紧缩信

贷，回笼货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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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文化大革命’’的10年，银行工作受极左思潮的制约和影

响，金融方针，政策、原则遭到破坏，领导被揪斗，正常的工

作秩序由于武斗、大批判被打乱，干部职工思想混乱，形成无

政府状况，银行工作一度时间除了应敷每天必须的开门营业

外，各项工作基本上处于自流。十年中各项存款增长缓慢，贷

款增长两倍多，造成货币投放多，有钱买不到东西的局面。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轨道上来的战略决策。对国民经济实行‘‘调

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纠正经济工作中生产，建

设，流通、分配的比例失调。根据中共中央对内搞活，对外开

放的要求，官渡区金融体制进行了以下改革，并取得了显著成

效。 ，

第一，分设了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保险公司

和建立了区信用联社。形成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专业银行为主

体和其他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至1988年末营业网点发展

N117个，比1979年的62个增加89％，职工由176入增加N745人

增加3．23倍。

第二，开始运用经济方法吸收资金，使银行成为筹集经济

建设资金的重要渠道。1979年以来，国家六次调高储蓄存款利

率，使存款大幅度增加，至1988年末，各项存款余额达40289

万元，比1979年增长7．446倍，城乡个人储蓄的比重由1979年

的10．27％上升N1988年的20．3％。其中：1988年农村储蓄

(营业所及信用社社员储蓄)余额13452万元，按全区农业入

口计算，人均达503元，名列全省第一。

第三，扩大了贷款规模及领域。由原来只发放流动资金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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