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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国良

《宜春地区金融志》是我区第一部金融专业志。

史家历来重人文而轻经济，区内金融少见记述。解放前仅清江县有《宾兴记

事》，林林总总的府、县方志，对金融或付之阙如，或语焉不详；80年代区内新修县

志，对金融有所记述，但因配合不当，资料不齐，横漏竖断在所难免。金融界同仁引

以为忧，深感抢救历史、编写志书的必要。从90年代初起，宜春地区五行一司成立

了编志机构，组织力量多方采集，悉心整理，反复征审。寒暑累易，苦乐兼之，终于

成书四十五万言。

志书融合古今，客观记述宜春地区的金融源流和脉络，展示四个发展阶段：从

出土文物中的古钱币看，地处吴头楚尾的宜春，战国时期农业经济发达，已有大型

平首布、蚁鼻钱、爰金等多种货币在境内流通，是自然经济转轨到货币经济的印证，

可视为金融业的孕育阶段。中古以来，区内农业、手工业进化，特别是陶瓷、冶炼发

达，大宗名优产品进入市场，流向全国。唐代萧滩镇(宋属临江军)柜坊商人发行飞

钱、交子’；宋代临江军承旨造币，上高太子壁银场纠工开采，境内寺庙质典兴起，度

牒盛行，导引货币经济走向成熟，逐步向信用经济过渡，可视为金融业的启蒙阶段。

鸦片战争以后，欧风东渐，区内银钱业在夹缝中崛起；仿效西方银行的经营方式，并

借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不暇东顾之机，自我发展。至抗日战争前夕，新兴的银

行业、保险业、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及原有的典当、钱庄、义仓等遍布城乡。虽然金

融业只经一阵繁荣，即为抗日战争以后的恶性通货膨胀冲击而气息奄奄，但其规

模、制度、运作方式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则是前所未有的，可视为金融业的草创阶

段。解放后，区内金融业从组织金融工作队开展货币斗争，到建成完整的金融体

系，支持大规模经济建设；从经受“大跃进99、文化大革命”的曲折起伏，到拨乱反

正，实行金融体制改革，步入历史的辉煌，可视为金融业的成型阶段。由是观之，当

代金融业是历史的继承和文化的积累。

区内这幅二千多年的金融画卷，“察盛衰之理，通古今之变”，以丰厚的历史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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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给后人诸多启迪。它告诉人们，金融是一定社会经济的产物，它的产生并非偶

然，其发展也不孤立，而是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同步演进o“食足货通，然后国

实民富，而教化成”(《汉书·食货志》)，说明货币经济一经萌发，就与社会多方相互

结缘，并起催化作用。随着商品货币交换的发达，金融的作用越来越为当道者所瞩

目。秦代统一货币，颁布《金布律》等法令。其后历代相沿，不断规范货币管理，扶

植信用机关，试图以金融抒解国计民生之困乏。宋代王安石变法，充分注意了市易

法和青苗法的作用。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更是加紧控制银钱业，垄断金融；土地革

命兴起，区内国共两党都在各自占领区建立信用合作社，以争夺农村阵地。解放后

国家采取多种措施促进金融事业的发展。

特别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宜春地委、宜春行署在实

行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中，十分重视金融的作用，各级领导、社会各界都关心和

理解金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全区金融部门，在贯彻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

高”方针的基础上，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立了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以专业银行

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调控体系；拓展融资渠道，延伸服务领域，冲破业

务禁区，发放固定资产贷款，实行“拨改贷”，充分发挥金融部门“发展经济，革新技

术”的杠杆作用；改革内部管理制度，探索银行、保险企业化的途径；运用先进技术

设备，加快金融现代化建设。使金融业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壮大了自

己o

志书追踪了历史的教训：不少统治者搜刮人民，发行当十、当百大钱，以致“钱

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劣币充斥市场，米珠薪桂，社会动荡。民国后期，滥发纸币

形成的恶性通货膨胀，加速了国民政府的经济崩溃和政治瓦解。苏区银行在特定

条件下，超经济发行货币，用以支持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和军事斗争，也留下了痛

苦的教训。解放后历次运动中的冒进思想和浮躁行动，一度引发金融规章制度混

乱，信贷失控，经济过热。以史为鉴，可以温故而知新，少走弯路。

志书以人为鉴：对本行业有建树、有贡献的先进人物代表，以传记、简介、表、录

分别记述，扬群英之风范，激大众之豪情；对重大案件的案犯也予以记载，伸史笔之

鞭挞，鸣醒世之警钟o

《宜春地区金融志》存史、资治、教化之意义，非拙笔寥寥数语所能尽述。勉以

为序。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详今溯古，求实存真，按照通例，记述全区

金融业的历史与现状o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分类叙事，一般不作评论。

三、志首设概述、大事记；主体十章，章以下为节、目、子目，章首冠以提示；志尾

置附录。

四、入志事物，上限不定，下限分两条线：正文至1990年底；考虑本书出版时间

巳届1998年，故增编《附录》，将大事记、各类人物、先进集体及图片等延伸至1995

年o 1996年新设的农业发展银行、财产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均记基本情况、收

录当时负责人及中层干部名单。部分照片系补拍。

五、记述范围限于宜春地区现辖10县(市)内金融系统的人、事、物，对原辖区

无法分解的统计数字则加注。

六：为体现区情特色，对民间金融、苏区金融均设专章。

七、民国以前沿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注时略去“公元”和“年”)；解放后(指

1949年6月南昌、袁州分区解放后)用公元纪年。

八、金融机构除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外，以后简称某级(省、地、县)行、司(如：宜

春地区人民银行)；“党”指中国共产党。

九、计量单位依历史习惯。货币单位“元”，未指明币种者，1935年10月以前指

“银元”，之后至1948年7月指“法币”，之后至1949年5月指“金圆券”，解放后为

、“人民币”(1955年3月以前未注明“旧币”者，均已折成新币)。。

十、人物以传、简介、表、录记述。为创建苏区银行的革命先驱立传；为有卓越

贡献的英模人物编简介。表、录则按职务(含技术职务)、授奖(不合非金融业)等级

编排。早期金融业、城乡信用合作社负责人，金融机构的筹建人等均不分级别，“因

事系人”，记入有关章节。

十一、资料断缺处不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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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宜春地区，位于江西省中部偏西，四境与南昌、抚州、吉安、新余、萍乡、长沙、岳

阳、九江交界。境内气候宜人，雨量充沛，无霜期长；交通发达，素有“湘赣孔道”之

称，赣江、锦河、袁河、潦河四大水系交织成网，浙赣铁路、320国道横贯南部，105国

道斜穿东南。1990年，全区辖3市(宜春、樟树、丰城)7县(靖安、奉新、高安、上高、

铜鼓、宜丰、万载)，面积18699．53平方公里，居民463．17万人。地区设中国人民银

行宜春地区分行(与国家外汇管理局宜春分局合署办公)、中国工商银行宜春地区

中心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宜春地区中心支行、中国银行宜春支行、中国人民建设银

行宜春地区中心支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宜春中心支公司。地区以下按县(市)设

置各家支行46家、支公司10家、城市信用合作社11家、农村信用合作社联社10

家。职工7415人，其中，银行4216人，保险公司258人，城市信用合作社85人，农

村信用合作社2856人。还有地区和各县(市)的邮政储蓄网点71个。

宜春古代农业经济繁荣，3500年前就出现谷物、农耕工具，以及比较齐备的生

活用品和炊事器皿。秦汉以降，宜春以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名闻遐迩，又以农业、

手工业的优势发展了商品经济。历代赣中商人从南到北，走遍全国通都大邑，推销

土特产品，换回金银货币，是以上至布币、刀币、环钱、蚁鼻钱、爰金、秦半两、汉五

铢，下至唐宋通宝、明清制钱，区内均有发现。

唐宋时期，宜春的陶瓷、冶炼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出土文物显示，唐代丰城罗

湖洪州瓷窑、奉新窑坊村瓷窑、铜鼓程子源瓷窑、宜春店下陶窑，宋代靖安丫髻山瓷

窑，制作的器具色泽纯正，质地精良。宋代临江军设丰余监，铸造钱币；上高瑞州蒙

山太子壁银场开采，全盛时期岁产白银3．5万两。



·2· 概述

农业、手工业的进化，不断扩大了生产领域，“大田耕尽却耕山”，山区经济的开

发，极大地丰富了农副产品，孕育出一批各具特色的工商业市场。高安以盛产稻谷

号称米州，万载以爆竹、夏布、表芯纸雄踞一方，宜春以脱胎漆器、松花皮蛋、五香豆

豉驰名中外，樟树是全国药材的聚散地和炮制场，名为药都，属江西四大名镇之一。

这些璀璨明珠组成的宜春，从远古到近代，被誉为“江右佳丽之地，文物昌盛之邦”o

但是，在官僚、地主的压迫剥削下，宜春物阜而民穷，一遇年荒岁暴，贫苦百姓

就得举债度日。城乡人民为了防灾救急，自古以来就举办了乡党宗族的义仓积谷，

至亲好友的邀会、标会、佐钱等互济性的民间借贷。然而，群众的积聚有限，杯水车

薪难以解困，不少人迫于饥寒，免不了求告高利贷。农村高利贷中的卖青苗，通常

是春借一石谷，秋交五斗利，使穷人年虽丰而受饥，季已暖而犹寒，甚至把负债者逼

上绝路。民国33年(1944)，清江县张家山乡农民张兴顺借70银元，月息大加三，

到期还不起，只好出卖女儿清偿。城镇手工业、小商小贩因高利贷而倾家荡产者亦

复不少。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赣北九江辟为通商口

岸，外轮洋货大举侵入内地，宜春地区传统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备受洋货的冲

击，民族工商业遭到摧残，资本折耗，告贷无门，一些中小商人在困顿挣扎之中，呼

唤金融业问世。一些有识之士则敏感到，对民族工商业者扶颠济危，既是顺应潮流

的义举，又是一个发财的机会，于是典当、钱庄兴盛。清咸丰五年(1855)，清江县商

人喻达和、宋萃善在樟树镇开设当铺；同治十一年(1872)，又有清江县致仕官员吕

世田、关耀南、朱孙诒、黄杰等发起创办宾兴典。钱庄是更为专业的金融机构，清咸

丰十年(1860)，奉新县设立徐仁聚钱盐号，继起的奉新县刘挺斋钱庄实力最强。从

清代到民国，区内有记载的当铺38家，钱庄54家。其中，清江县当铺24家、钱庄

21家。民国22年(1933)，清江县当铺、钱庄放款130万银元，这是典当、钱庄业的

兴盛时期，也是工商业的繁荣时期。抗日战争前夕，典当、钱庄因无力与银行竞争

而逐渐衰退。民国31年(1942)当铺全部停业。民国35年(1946)除丰城县崔全丰

外，钱庄悉数倒闭。

区内银行从晚清开始建立。光绪二十九年(1903)，江西官银钱总号在上高和

樟树分别设立分号和兑解所。民国时期，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在樟

树设立分支机构，江西省办银行机构纷纷下伸区内，各县又开办官商合营和私营银

行。至民国37年(1948)，全区先后设立银行34家，其中国家银行分支机构4家，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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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民国银行分支机构4家，江西省银行(前身为江西裕民银行)分支机构14家，

各县县办银行7家，私营银行5家，小本贷款处1家。银行比较集中的是清江县

(12家)，其次是万载县(5家)、奉新县(4家)、宜春县(3家)，其余6县只有1至2

家。银行一般有职工十余人，办理存放汇业务，代理国家金库o

银行的业务发展不平衡。民国36年(1947)江西省银行宜春分行存款余额最

高达2．8亿元，经常在1．7亿元左右。同期，江西省银行上高办事处存款余额5亿

元，万载县银行存款余额16．31亿元。解放前夕，由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存款几

乎绝迹。民国37年(1948)末，上高办事处乙种活期存款只有3角8分金圆券。

银行贷款种类有工业贷款、商业贷款、农业贷款。贷款方式有信用贷款、抵押

贷款、押汇贷款。工业和商业贷款的对象，主要是参加同业公会的工商业者；农业

贷款的对象，主要是农村合作组织、农业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少量贷给农民个人。

江西裕民银行宜春办事处(宜春分行)民国27年至36年(1938—1947)，五次放款

26．47万元，用于储粮备荒，支持工商企业和合作事业。宜春县银行民国35年

(1946)发放农田水利贷款450万元，期限二年。定期贷款一般为1至3个月，利率

随行就市，抗日战争前，月息1．2分至2．1分；活期(日拆性)贷款日息2厘。抗日

战争后，利息随物价上涨，定期贷款月息由9分涨至2角，甚至更高。活期贷款从

本金中先扣利息。

保险业继银行而兴起。民国9至10年(1920---1921)，中华邮政储金局在区内

樟树、袁州、瑞州、丰城、万载、奉新、上高、宜丰、靖安、铜鼓县邮政储金局开办简易

人身保险业务。民国27年(1938)，中国保险公司设立樟树经理处。民国36年

(1947)，中国农业保险公司设立樟树、丰城、高安、奉新代理处；太平洋保险公司设

立樟树经理处。各家开办险种有：火灾保险、水上运输保险、车辆船舶运输保险、汽

车与意外保险、杂险和人寿保险等。民国36年(1947)和38年(1949)中国保险公司

樟树经理处保费收入816．9万元。民国36年(1947)中国农业保险公司区内四个代

理处保费收入549万元。

这些银行、保险公司随着国民政府军事上的失利，政治上的崩溃，法币和金圆

券的贬损无遗，终于无法撑持而在解放前夕纷纷宣告停业。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宜春地区的苏维埃政权，于民国20年(1931)1至8

月，在万载、铜鼓、宜春县相继建立工农兵银行和与之配套的石印局、造币厂。民国

21年(1932)4月，湘鄂赣省工农银行从修水县上衫迁到万载县小源，统一领导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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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湘鄂赣省内的县区银行，直至民国23年(1934)7月红军失利转入游击战争以后

银行停止工作。三年多来，苏区银行实行现金(黄金、白银、银元)集中，发行统一的

苏区货币，开展储蓄存款和低利借贷，经理财政金库，代理发行公债和征收税款，积

累了资金，活跃了金融，促进了苏区农业、工业、商业的发展。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

所在地的万载小源街，工商企业在苏区银行的扶持下，“店铺林立，商贾云集，颇有

繁华都市的风味”。民国21年(1932)4至8月湘鄂赣省发生财政赤字，银行给予透

支14．6万元，占军政费用的87％。这是苏区银行在特定条件下，对革命根据地政

权建设和军事斗争的重大支持，也为货币超经济发行留下了值得记取的教训。

农村信用合作社建立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

据地以信用合作调剂金融，抒解民困。信用合作社往往集生产、消费、信用于一身。

民国20年(1931)1月，铜鼓县苏维埃政府率先成立生产合作社，并决定以生产合作

社为调剂苏区金融的枢纽，印制一、二角辅币，铸造银元。民国21年(1932)4月，湘

鄂赣省合作总社从修水县上衫迁至万载县仙源，区内形成乡支社、区分社、县总社、

省总社完整的合作组织系统(属中华苏维埃中央总社管辖)，合作事业迅速发展。

民国33年(1944)，省总社驻地仙源，合作社由9个发展到17个。

随着苏区农村合作运动的兴起，国民政府亦限期推行合作制稳定农村。民国

21年(1932)，华洋义赈会皖赣办事处派谭汝明到丰城县办理农村救济，并在小港口

设农村服务区，后改为农村信用合作社。民国22年至25年(1933--1936)，江西省

合作委员会先后在丰城、高安、宜丰、万载、上高等县设立农村合作指导员办事处，

推动农村合作事业发展。民国27年(1938)，宜春、清江、丰城、靖安、奉新、高安、上

高、铜鼓、宜丰、万载10县，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到716个，入社32834人，股金

117158元。各地信用合作社除吸收居民、商贩储蓄存款，发放社员生活贷款外，还

代理银行吸收硬币，兑换金银，举办定期小额储蓄，提倡以农产品折实收储，动员储

金购买救国公债；代理江西省合作金库发放小额农业贷款，用于购买耕牛、种子、农

具以及兴修水利、开荒、抗旱、救灾等。各县信用合作社本身贷款余额不多，每县一

般为1万至3万元；代理放款业务量较大，高安县民国29至30年(1940----1941)，信

用合作社接受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委托，发放救灾贷款21．25万元。民国34年

(1945)以后，信用合作社业务萎缩，逐渐转为生产、运输、消费等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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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宜春地区的金融业展现蓬勃生机。

1949年六七月。人民群众对国民政府时期的通货膨胀心有余悸，不敢轻信人

民币，不法分子乘新旧政权交替、金融秩序不稳之隙，从事黑市银元投机，银元一日

数涨，每枚由人民币6至7角涨到3至4元，人民币流通受阻o 8月，省人民银行金

融工作队，首先深入丰城、高安、新淦、靖安等县，在当地党政领导下，与贸易、财政、

税务、公安部门协调一致，开展以打击金银黑市投机为中心的货币斗争，组织市场

交易，支持设立土产运销公司，用人民币吞吐物资，征收税款。接着，斗争向全区逐

步推展，建立了统一的人民币市场，结束了国民政府时期币值不稳、银钱混用的混

乱局面。中国人民银行樟树办事处(辖南昌分区8县银行)、袁州分区督导员办事

处(辖袁州分区8县银行)相继成立后，贯彻中国人民银行的指示，全面调理金融市

场，疏导游资走向，举办折实储蓄存款和“间接贷实折现还钱”的折实贷款，扶持私

营商业、手工业和个体农民发展生产，搞活流通。

三年恢复时期，国民政府所遗留的金融与经济创伤急需医治，区内百废待举。

银行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实行现金管理，保证财政

收入的及时入库；通过开展储蓄存款，发放工业贷款、商业贷款，开办保险业务，发

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广泛筹集资金，支持财政、贸易，促进了财政收支、信贷收支、

物资调拨的平衡，稳定了市场，抑制了通货膨胀o 1952年，区镇普遍设立银行营业

所、农村信用合作社，吸收农村闲散资金，发放低利贷款，解决个体农民的生产、生

活困难，打击高利贷活动。 ．

“一五”时期，国家转入以工业为中心的全面建设，并逐步开展对农业、手工业、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银行在积聚资金的基础上，改进信贷结算

工作，有准备地实行各项新的制度，以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势。掀起

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节约储蓄宣传教育运动，贯彻“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

息，为储户保密”的原则，存款迅速发展，1957年各项存款余额比1952年增长1．26

‘倍。贷款重点支持国营和合作经济，树立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促进生产资料所有

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配合粮棉油统购统销，发放预购定金贷款，优先安排和保证供

应统购物资的收购贷款；举办贫农合作基金贷款、赤贫户贷款、口粮贷款，支持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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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走合作化道路。进行会计核算制度改革o 1952年11月，中国

人民银行会计司薛副司长陪同苏联专家金尼索夫到丰城县人民银行，介绍苏联国

家银行的会计操作方法，改进账务组织和劳动组合，在全国率先推行苏联经验。

1955年上半年推广到全区，提高了核算质量。在此期问，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相继

建立，办理基本建设投资拨款和结算业务，加强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领导和支农工

作。保险工作不断规范，业务稳中有升。

“二五”和三年调整时期，党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

会主义”总路线，金融工作围绕着党的中心任务，从各方面筹集资金支援建设，取得

了一定成绩，1962年比1957年存款增长1．7倍，贷款增长1．6倍。但是“大跃进”、

“放卫星”等浮躁行动，给金融工作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保险业在社会主义“一大二

公”，人民吃饭穿衣、老死病残和企业的意外灾害可由国家包下来的思想指导下，认

为已无用武之地，奉命撤销机构，停办业务。银行工作受到严重损害，会计规章制

度在“大破大立”中破而不立，县支行合并股室，拆除柜台，取消钱账分管和会计、

出纳复核制度，以致账务混乱，差错事故屡屡出现。存款工作中的浮夸风和违背原

则的问题十分严重，企业以贷转存，单位发工资时向职工硬性搭配存单，在农村中

把社员的房子、家具、存栏毛猪、鸡鸭作价转存，甚至指山划地，均作实物存款j贷

款出现敞口供应，国营企业流动资金改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实行全额信贷。工业

贷款不必提供审查资料，只凭借据放款；商业实行“存贷合一”，企业购货借款，销货

还钱，可以自行支配资金；农业贷款按长官意志办事，用于大炼钢铁，导致信贷失

控，货币投放过多。1958年至1961年货币投放超过前四年投放量的4．77倍；1961

年银行、信用合作社贷款余额比1957年增长2．14倍，同期工农业产值却下降

5．26％。市场票子增多，物资减少，出现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

1962年，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区内银行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

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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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原有的规

章制度，为国家守计划、把口子，紧缩信贷支出，控制货币发行，冻结和清理企业、机

关、团体的存款；加强信贷管理，取消全额信贷，执行财政资金、银行资金分口管理、

分别使用的规定，清查和处理工商企业挤占挪用银行贷款和关、停、并、转企业的资

产，收回下放到公社的营业所的管理权。农业贷款进一步贯彻“自力更生为主，国

家支援为辅”的方针，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错误。加强现金和工资基金管理o

1964年3月恢复农业银行。1965年，金融形势有了好转：储蓄存款上升到1961年

以来的最好水平，贷款余额比1961年有所下降；货币投放连年回落，1962年至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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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投放量比前四年减少26．85％，货币与商品的比例由1962年的1：3．93到1965

年的1：5．4；对账款差错次第作了清查和处理。

“三五”和“四五”时期，处于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阶段，党、国家和人民遭

到解放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金融工作受到强烈冲击，大批银行、信用合作社

职工下放农村，建设银行机构并人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又并人财政金融局，银行的

职能作用被大大削弱，“左”倾思想处处露头，出现“储蓄是剥削99 116办储蓄是为资产

阶级服务”等论调，有的银行搞不计利息的“三忠于”储蓄、“兴无灭资”储蓄、“斗私

批修”储蓄。贷款的口号是“一切为了文化大革命”，“学大庆99"、116学大寨”要多少钱，

银行就贷多少款，信贷制度被视为“管、卡、压”而受批判，以致贷款迅速增加，部分

贷款发放失当，效益低下，形成风险呆滞资金。会计按规程操作被视为“无效劳

动”、“重复劳动”o基层营业所、信用合作社会计，一人顶两个岗，管两套账。制度

失控造成了各方面的混乱o

1972年后，银行机构恢复，人民银行按照规章制度组织各种形式的信贷、现金

检查，金融秩序有所好转，但不久又为“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所干扰。在

这曲折复杂的情况下，广大金融职工，仍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顶着各方面的

压力，抵制“左”的干扰，坚守工作岗位，保证了日常业务的正常运行，使“文化大革

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金融工作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o

1976年存贷款余额分别达到19946万元和33645万元，比1965年增长1．54倍和1．

31倍；支持工农业产值实现93781万元，同比增长1．45倍。

“五五99 116六五”、“七五”时期，区内实行金融体制改革，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o区内金融部门拨乱

反正，着手整顿各项规章制度，恢复正常工作秩序。首先恢复钱账分管、双人临柜、

双人管库、双人守卫、双人押运的会计发行基本制度。接着对银行的资金、账务、财

务进行清查和核实，停止客户凭提货收据办理托收。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区金融部门贯彻中央“调整、改革、

整顿、提高”的方针，大力筹集资金，支持商品经济发展，开创了金融工作的新局面o

(一)扩展多种金融机构，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1979年至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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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地区各家专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先后恢复和建立。1987年至1988年，又组建1l

家城市信用合作社，10家农村信用合作社县(市)联社。地、县(市)人民银行根据

国务院《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实行工作重点转移，从

办理一般信贷结算业务中超脱出来，运用计划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

段，对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行使“领导、管理、协调、监督、稽核”的宏观管理职

能，维护国家货币政策和区内金融秩序，从而形成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以专业银行

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的金融调控体系。

(二)拓宽融资渠道，延伸服务领域。80年代，执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

针，充分发挥金融部门“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作用，广辟融资渠道，开办信托

业务，发行金融债券，建立短期资金拆借市场，举办外汇存款，增加人民币存款种

类，及时调整利率，发行大额可转让存单和信用卡。在金融服务工作中，解放思想，

冲破业务禁区，发放中短期设备贷款、基本建设贷款、技术改造贷款、支援老少边穷

地区贷款、地方经济开发贷款等固定资产贷款；改革基本建设资金供应办法，实行

“拨改贷”；开办买方信贷、卖方信贷、投资、保险、租赁、咨询等多种金融服务。在贷

款对象上，从只限于物质生产和流通领域，扩大到科学技术、文教卫生、旅游服务行

业；从主要对国营、集体经济贷款，扩大到对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和个人贷款；从主

要扶助企业增产值、上项目，转变到促产促销，以销定贷，贯彻“区别对待，择优扶

植”，“保证重点，压缩一般”的贷款原则，提高信贷效益。

(三)建立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改革信贷管理体制。运用信贷、利率、结算、准备

金、汇率等金融杠杆，进行宏观调控o 1985年1月1日起，执行中国人民银行“统一

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把计划与资金分开。

联行制度改为“自成联行体系，跨行直接通汇，相互发报移卡，及时清算资金”的办

法，不再相互占用联行资金。各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人民银行贷款

实行计划管理；专业银行信贷资金管理实行“实贷实存”，并在人民银行分别开立存

款账户、贷款账户(基数贷款户、年度性贷款户、季节性贷款户、日拆性贷款户、再贴

现贷款户)，用款一律要在存款户支用，不准透支，资金不足时，可向人民银行申请

贷款。1986年9月，地区人民银行将季节性贷款管理权限下放到县(市)支行，贷款

主要用于解决专业银行在组织实现年度信贷计划过程中出现的暂时周转困难，对

专业银行收购粮食和主要农副产品的资金核定限额，专款专用。实行这一管理办

法，解决了长期以来资金吃“大锅饭”的弊端，调动了专业银行自求平衡、自求发展

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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