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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

盛世修志，势在必行。 』’

《连江县金融志》的编纂出版，是连江县金融业的一件大事。《连

江县金融志》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全面地系统地记述连江县金融历史

演变专业志，将有力地促进金融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连江县金融志》记述了上起清末、下．迄1990年断限内连江县金

融活动的方方面面，全面追溯了各个历史时期金融活动的重要史实，

客观地反映了连江县金融事业发展过程，实事求是地汇集了金融管

理的重要资料，突出展示了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十四年来
●

连江县金融事业的辉煌业绩。它为连江县金融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研

究、咨询、荐书的有益资料，亦为决策部门提供历史借鉴；它是“资

政、教化、存史"的传世之本，必将经世致用，惠及子孙。

，、《连江县金融志》资料翔实，结构严谨，构思明确，含英咀华，记、

志、录、表俱备。它是连江县金融部门重视修志、通力协作的结果。

由于本县地方志素无金融编章可鉴，历史资料残缺不全，加上编者缺

乏编志经验，水平有限，所以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有关专家、知

情者和读者指教。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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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江县人民银行行长 陈济藩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凡 例

一、本志根据“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异略同”的原则编纂。

编纂资料来源：清末民初时期由于年代久远无金融资料可查考，以调

查口碑资料为据；民国中后期金融资料采取档案资料和口碑资料相

‘ 结合办法整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有关金融资料根据存档资

料筛选。金融资料汇编力求做到详略得当。

二、本志断限：上起清朝，下迄1990年；少数内容延至1 993年。

三、本志设志、记、图、表等体裁。以志为主，分章、节、目三

个层次；以时为经，以事为纬。全书共13章55节，采用语体文记述。

据事直书，寓观点于叙述之中。

四、本志章节目的排列次序：章有独立内容，按事类划分；节是
●

章的组成部分；目是节的组成部分，但不标“目”字；只列汉字顺序

。

号码(一、二、三⋯⋯)，有的在“目"之下再设层次，以(一)、

(二)、(三)和阿拉伯数字(1、2、3m⋯(1)、(2)、(3)⋯⋯)顺

序排列。章节内容编排依金融机构演变和业务活动的内在联系，先当

铺后银行，先存款后贷款；概述列在志首，以作全书之纲，次列大事

记为全书之经，以收开卷了然之效。

’‘五、本志数字原则上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少数地方按习惯汉字表

示。年代纪元；建国前按当时朝代纪元书写，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
’

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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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志资料一是来自省l市、县档案(图书)馆、师大图书馆

和省、市银行档案；二是来自．县志办、本县人行和各专业银行、保险

公司、信用社档案；三是来自政治、经济、商业、金融有关专著；四
f

是采访收集了老干部、老职皿和连江县一些年事较高知情人士的座
f

谈口述资料，并经反复核实0筛选、校正。引用的资料力求符合历史

真实· l

七、本志对全国或全省的大事有时作简要的记述，用它作为社会
。

历史背景，便于了解连江县金融活动的关系和产生的影响；或是连江

县资料不够完整，缺乏事项的地方性记录，用它作为历史背景j更能

全面反映金融活动的整体历史沿革。
i

八、本志涉及的姓名’、称谓，人名只书姓名，不加称呼，有别名
}

(号)的文中第一次出现都作交代。地名按当时名称书写。机构名称

同于当时资料通用名称。
’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一。新中国成立前后简称“建
‘

国前力、“建国后力。

十、1955年前的旧人民币均按兑换标准折成新人民币记述。

—卜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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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 连主县地处福三省东部沿海，东与东南濒临东海，西与云啬同福晶接壤，南 1
扼闽江I：1，北与西北同罗源县毗邻。敖江如束，从西向东绕城而过。县境气候 I

：‘ l
温和，雨量充足，适宜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生产。建国前，连江县工业．

1

．

发展缓慢。1949年，连江县仅有2台私人的小火力发电机和几台碾米机，以

“四坊一(酿酒坊、榨油坊、染布坊、酱油豆腐坊)、。五匠力(打铁匠、土木匠、

竹编匠、裁缝匠、理发匠)为主的手工业也不发达。工业落后导致金融业发展

迟缓。连江县金融业产生于清代，初以典当业为主，清末至民国时期金融业逐

渐兴起。当时，有权势的财主、富绅独资或合资在各乡镇先后开设私人当铺和

钱庄，共有大小典当30家、钱庄72家。这些钱庄、当铺均为老板聚敛了大量

财富，残酷盘剥民众。抗战爆发后，时局混乱，钱庄、当铺无法经营，被迫先

后倒闭。民国5年福建银行在连江县瑁江(瑁头)设立分理处。民国25年，福 、

建省银行在连江城关成立分理处；民国31年，连江分理处升为办事处，办理银

行业务。后因日军两次侵占连江，连江办事处两度撤退内地，金融业务不多。民

国26年(1937)，连江县设有信用合作社102个，年未贷款余额157914元；金。

融活动主要是根据农产品丰歉情况开展，城乡资金通过典当、钱庄i质押、高

利贷和民间借贷等形式互通有无。

货币方面。清代以前流通的货币以铜、铁、银、金属币为主I清末发行银

元，同时发行官票；民国初期则以银元为主币，辅以铜元，并发行台伏票；民

国后期以政府发行的纸币和连江县钱庄的。六一条一为主。这一时期的货币名

目繁多，币值紊乱、滥发钞票，通货膨胀，法币急剧贬值，最后如同废纸，广

大民众深受其害；民间高利贷者通过贷放货币或实物，榨取高利：民国时期，连

江县放高利贷者多为有权势的财主和富商。当时，沿海村镇高利贷盛行，放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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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物，种类繁多，利率颇高。许多渔民所借的高利贷，因本滚利，利再加利，越
1 ．

I 滚越多，成了还不清的阎王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大劳苦人民才摆脱
f ．

高利贷的盘剥。
‘i

．

●

●

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金融业务由国家银行经营。根据形势发展需要，连
，

●

江县人民银行在各区乡先后设立了基层机构，试办、发展农村信用合作事业。连

江县金融机构几经分合，迄今已形成县人民银行、-县农业银行、县工商银行、县

建设银行、县中国银行、县保险公司、农村信用社以及城市信用社、金融服务

社同时并存的金融体系。

，‘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配合当时政治、经济斗争，开展打击金融投机与金银

黑市活动，银行、信用社发展储蓄存款业务，发放农业和公私营工商业贷款，加

强现金管理，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信贷、结算和现金管理中心；充分发挥银行、

信用社抑制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的功能作用。人民银行连江县支行成为连

江县信贷、结算：现金中心，为国民经济恢复和地方财政状况好转做出重要贡

献。’ 1。

～

1√
7’

．一 、- 。‘‘．

’

‘‘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实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
一

主义改造。这一时期，连江县银行发放大量贷款支持国营和合作社企业的发展
●

壮大，维护和巩固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促进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互、

助合作运动的发展，信用合作社逐步建立，7县农业银行的分设以及农渔业贷款

的大量发放，改变了农村的借贷关系，打击和消灭了农村高利贷剥削，促进了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1．一÷I' 。
。

‘’

‘’‘1958年_大跃进一要求银行大量发放贷款，满足以钢铁煤炭为中心的工业

流动资金和商业部门大收大购的资金需要，农贷也要求跟上。大跃进刀形势，出

现用贷款购销一些不适用的物资，举办群众不愿办的生产项目，导致工商贷款
‘．

‘

●

严重浪费，农业贷款无效益，社队负债过重，最后国家豁免贷款。银行也出现

一9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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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指标、大计划、比速度、放卫星一，虚报浮夸，弄虚作假。在大胆革新、解
J

除制度约束的口号影响下，银行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不破自废，给金融工作带 1

来损失。

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

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银行实行垂直领导，资金分口管理。县支行

严格控制货币投放，大力组织货币回笼，加强信贷计划管理，开展内部。三

清一(清资金、清帐务、清财务)。1964年，县、区两级分设农业银行，整顿信

用社，大力开展存、放款业务，打击新的高利贷活动，积极支持农村发展生产

恢复经济。

。文革"初期，县支行和各营业所、信用社的领导干部被加上各种罪名揪斗

批判，领导班子基本陷于瘫痪，业务工作无人抓，信贷管理放松，监督制度废

弃，银行声誉下降。后由于党中央一再强调不准冲击国家银行，银行、信用社

干部职工坚守工作岗位，日常业务基本能够维持。。文革一运动造成国民经济严

重损失，工农业生产发展缓慢，部分企业出现靠银行贷款过日子，农村也滋长

了。困难等贷款、贷款等豁免"、。农民种田、国家拿钱"等不正确的思想，信

贷资金无法发挥应有的社会经济效益。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
●

战略决策，促进银行及时恢复、修改、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开始用经济方法管

理经济。

1980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连江县各专业银行陆续恢复和建立，

在集中统一的前提下实行利润留成、费用包干，根据上级行、司确定各项业务

工作的主要考核指标层层分解考核，按照利润提取企业基金，实行企业化管理。

这种权、责、利挂钩和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相结合的考核方法，调动了

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金融事业突飞猛进。连江县金融事业的迅速发展，有

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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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地促进连江县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和各项经济改革措施的落实。1993

1年末，连江县金融机构的各项存款余额48142万元，比1979年末增加44577万。
『元；1979年至1993年的14年各项存款的增加额，是1979年以前的三十年存款

余额的11．51倍。1993年末，连江县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38588万元，比1979 ．．

年末增加34306万元；1979年至1993年的14年各项贷款增加额是1979年以

前三十年贷款余额的7．．01倍。 i

上述表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给连江县金融

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金融事业的迅速发展。

连江县金融事业方兴未艾。为了更好地促进连江县金融事业的蓬勃发展，我

们有必要对连江县金融历史的沧桑变化进行回顾总结、借鉴记载。只有认识历

史才能推动历史发展。 ～

鉴往知今，开创未来，这就是编纂《连江县金融志》的宗旨。
“ ⋯

．

附：基本状况综合图表
1。?

●
一

●

．1 +连江县金融系统干部职工基本状况图 ．

·

●

j．(一九七八年)一

团员12．9％
’一

。

(一九八八年)



(一九九。年)

(一九九三年)

连江县金融系统干部职工基本状况表

‘淋 干部
性别 党团员 文化程度 职 称

泌 职工 大专 高师 中师 助师 经济员
男 女 党员 团员 中专 高中 初中 小学

以上 会计员

1978 139 97 42 30 18 4 12 64 32 ’27

1988 606 401205 205 136 57 142 166 245 1 33 95 166

1990 637 424 213 205 71 60 143 167 267 1 44 166 186

1993 724 449 275 268 78 74 215 186 249 1 77 218 230

连江县金融系统干部职工住厉血枳状况表
面积堕位：平方米‘涨 人行 工行 农行 中行 建行 信用社 保险 合 计

状 千 住房 干 住房 干 住房 干 住房 干 住房 干 住房 干 住房 干 住房 人
部 面积 部 面积 部 面积 部 面积 部 面积 部 面积 部面积 部 面积 均

1983 90 1485 154 3632 8 119 2860 6 377 7987 21．1

1988 26 123 109 1485 166 4536 24 18 870 2ll 3584 15 569 9022 15．8

1990 31 438 111 2235 17l 5293 31 30 870 241 3740 17 632 10245 16．2

1993 37 2775 111 5020 201 7724 55 2150 59 3270 24C12572 21 108C 724 3459l 47．7

说明：包括农村营业所、信用社职工住房面积。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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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 1956年 1961年1966年 1978午1983年1988年1990年1993年

年份．． 1950 1956 1961 1966 1978 1983 1988 1990 1993

存款 12．9 447．6 1779．4 1024．7 7228．5 6543．2 17251 26099 48142

贷款 2．62 923．8 2558．2 1830．1 3175 8025 17319 21185 38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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