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象三：华容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审
-¨华容县金融志编纂组编纂

HUA RONG
XIAN儿N
RONG ZH I
huarongxian zhi‘

bianzuanweiyuan
h11；



华容县金融志
华容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审

华容县金融志编纂组编纂

中国文史出版社

A忉乙一砷



封面设计 蒋元芝

封面题签 刘传贵

责任编辑 吕长赋

华容县金融志

华容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审

华容县金融志编纂组编纂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湖南省华容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l 850 X1168 1／32印数l l一1200

印张。10插页l 8字数I 250千

ISBN 7--5034--'0441--8／C·024

定价·10元



一——————————————————————————————————————————————————————’———。。。—。。。1’。。。。。。。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一
‘

，
，

、

纂修领导小组、顾问、编纂、审稿、

编审成员名单

纂修领导小组、顾问

组 长；朱 炎

副组长：程斯民

成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t

王介凡 白清河 伍裕楠 李建勋 邱长生

杨章镇 杨华章 易正桃 曾正斌 黄云汉

蔡国铭

顾 问l黄剑萍

‘华容县金融志》编纂组

主 编l周道政

编 纂。龚光戎 邱长生

摄 影l刘义清 钟华林

王恩登 徐钶炜

谢旭光

‘华容县志》志稿第七分审小组

主 审l王锡洲 ，

副主审：朱 炎

成 员t程斯民． 李建勋

白清和 邱长生

李铁华

‘隼容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审

刘传贵 黄光泽

唐世荣

吴 浩

吴志军

黄云汉

罗宪章

周振芳

赵军

萧向荣

蔡国铭

庄友玉

王白坤 易大桂



． ’．．。。，’．h 。 ．．，： r ～。 ‘二
÷

一．． -_，：．I，?， ．玉。‘
。．‘ ’j

．

，， 、、0+。

：‘ ／于． ．

’

i；·、-1：_：
鲁。盘．，，，．i，+{．j。‘一．～‰一。．j～j。j

．卧‘．’编纂方志j啧：一方之事≯．包罗万象，涉及政治，．馏：济，天

+’丈：地理，．为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文化传统；存文资治，功用卓

著。华容县志j明清两代曾多次纂修，但是过去修志，重人文，

、轻经济，对金融事业的记载更是几付阕如。 。i。：：i～。：。．

一’这次编写金融志；’在县志编委会的具体稽导下，由人民银

行牵头r；几家专业银行、‘保险公司和信用联社，金融服务社密切

沏作，组成编写小组j一广收资料，手根溯源，历时三年多，终于
编成《，华容县金融志》-书。、她首次全面地、。系统地叙述了华容

县金融事业发展的历史；成为新编《华容县志》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特别是重点记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华容县金融事业

、的发展情况。该书的出版发行，是华容县金融战线的一件喜事。
·t? 金融业历史悠久’有了货币就逐渐有了金融活动；+有了金融

，．活动，也蓼出现各种从事金融业的机构。、团体和组织。·但是金融

业的充分发展，则必在商品经济较为饯达之后。帝国主义入侵

。前，华容县由于交通闭塞，社会经济结构以自给自足的一卜哝经济

为主要成份二·虽然随着商业，“手工业的发展而有物资贸’易、货币

流通，但是并无金融团体和组织。’1840"'-'1949年，’我国沦为半封

建半殖民地社会。这种社会形态的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各地经

，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极不平衡。在这种畸形发展的社会里，物

j。产富饶的华容县，，影响所及，工商企业逐渐增多，．内外贸易往来

、也逐步频繁，从而金融事业也应运而生。民国时期农村建立过

保佑册合作组织一城镇*起了’当铺、．钱庄。钱摊子。湖南省银行

，也在华容设立了办事处。、半殖民地半封建嘶华容金融业，主要是

通过信贷等活动，投机钴营，，j取豪夺，剥削广大劳动人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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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阻碍社会进步的一面，但是它通过各项业务活动，促进了工商

贸易的发展，在经营管理上的许多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科学分

析，恰当借鉴。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揭开了人民金融事业的新篇章。1949

年8．月；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华容支行。．1其后，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的需要，又相继成虫农业耀行，‘建设银行，·J工商银行，中国

银行、’课险秘可，·信I用-合作联社、硷融脆务枉等金酗机构。形成
了目前人民银行和专业锥行及．其棼金融机拇并存，—叉分工协作的

’完整睁金融体I系、j；《华容县金融志：’详细记述了新中国建立38年

，隶各家银行、，髁险公’司、。信．用：社在j各旁面取得的雪大成就。主

崾包括l。新中目建立初期，1制止通贷膨胀，，为恢复目民经济，争
：取财政经济的好转创罐j条件y运用信贷和幸Il息杠杆，支持社会主

叹建设和杜会主，叉敛遣；咖强信贷货币管理，．促进国·民经济调
澄；，积极进行改革，·探蕊银行建设的正确道路。特别是1979-．生f-以

来，^淡真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饯、，H方针和疵策，‘增

·强火民金融意识，j聚集和分配1大L量资金，支持经济建设和经济改

革曾旁面的情混，·记述尤详。 ． j ．
．，

“观令蚤鉴古，呒古不成今。”～-餐，华容县金融志》，翔实地记
，载了t华容县金酗事业的发展竞实，·这对今后加速振兴华容地方经

j济，促进金融事业的泼展，·必将起到存史和资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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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氏银行华容、支行行长；器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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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誉哗、客甚登觎恕疹的碍世，。不仅汾：研I番金融理论、：、哔涛金融

i嬷策、4了解金诗躜务、提供了极涛：可喷的．厉，史错鉴与观法壤据，．．、而
}豆对涛；史，赞治、；锹把来说，z诚为舌放甩'之j书"，。q辅’治之
。啼巩。呃臻金藕芥词仁，’0读此忠，j；便可俸芬典砖实?具÷有．-决策
钸参谋柞用。·’露啊渠哪缚蒲如评，畴有塬头话1永，来"j，二j此’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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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1‘夷孽领略：语云0碗并吞有盖彝≯况启本行，：芭不推奔{：j金
“

i 中国农业银行华容县支行行长j+晕建勋-‘∥+
j{争：·。 ‘。}∥ij j’麓’≮．。I-：：i：-．j’

‘华容县金融志》以其翔实的金融史料，客观地反映了各

个时期华容金融的发展变化和活动规律，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行业

信更。-它遗过对各种金融活动的真实记递；再现r国家利用银行

．影响生产结构、’规模、商品流通以及对社会再生产运动调·常‘和

控制的各种情形。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这
些，对于当今和未来的领导机关在制订施政方略时，都能起资治的

作用。对于金融工作者来说，我们的责任在于继承和超越历史；要

。，以过去的经验教训为借鉴，不断发展和完善金融行业的运行机

制，充分发挥金融部门的职能作用，为振兴华容经济作出最大的

贡献。。《华容金融志》铀将有助于我们完成这些历’史责任。 。

： 中国工商银行华容县支行行长’。 黄云汉：：
’ ● ‘

。

’‘
．

±’

。

．一．： ．。，c；■．P：、．。 ．·‘ ： ．i1 ，一 =f，_?、。4’

⋯
‘华容县金融志》的出版，是金融工作的又；．成就。它记述

了华容金融史的发展过程，并着重瓦载了新中国建立后的华容金彳
融工作特点，对今后的金融工作具有指导作用，是我们学习的好

教材。望全体金融战士，认真学习，运肝成功的经验，更好地为

社会主义金融事业服务。 ． 。；
，

i、
，．‘ ‘中国人民建设舔行华容支行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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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裕楠，．·。 !

， ．‘^ I’

I‘ ．，‘华容县金融志》一书，为力求史料翔实，历时三年有余，

l。 始克葳事。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华容金融事业的发展。以史为

l≯ 鉴，为华容人民描知我华容，爱我华容，振兴华容"所盛需；也·

n ‘为从事金融研究工作者和图书、档案部门提供了史料。‘华容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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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志'的成书，是金融志编纂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晶，是毕容金
+融战线土的一件喜事。j 一·

．

t，

中国银行华容支行行长 杨章镇

’、 ’。

‘-，：、二． 1-．．．· ：

+

‘华容县金融志’的编纂历时3年多，工程浩繁。它以其翔实

的史料，生动的笔墨，．再现了我县现代金融业发展的轨迹。它对

我们和子孙后代来说，是一本罗解我县金融事业的过去、现在和

规划朱来的不可多得的读物。一．’．
。

，，．4一

、．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华容县支公司副经理，扬华章，

，．
。¨ ，

I- ·

”．

。

《华容县金融志》的出版，是嘉惠于华容金融的大好事。历

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让广大干部职工了解金融史的发展规

律，明确金融战士的历史地位和责任，从而增强我们认识和改造

金融世界的能力。面对现实，它将激励我们吸取成功经验和总结

失败教训，从而做到扬长避短，更有成效地搞好金融事业。展望

未来，它将是航行金融之海的指针，．后起者丕承先绪，推陈出

．靳，为振兴华窖经济作出、的贡献，将不可限量。?

，，。 ． 华容县信用合作联社主任 王介凡

‘华容县金融志》是华容金融事业的信吏。它为当今和后世

研究金融，发展金融提供了可靠的历史资料。它具有储信息、备

咨询、供决策、作教材的作用，值得金融工作者学习和借鉴。

j．

．． 孚客县金融服务社经理 易芷桃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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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属于行业志，择要记述断限以内华容县的金融活

动，以存史为主旨，供读者借鉴，作为资治，教育之用。
， 二，本志上限清朝同治五年(1866)，下限1987年，但机构

设置，职务的任命，职称的授予和聘用延伸到1988年。

三、本志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横排竖写，采用语体文(书

面语)记述，适当配以图，表。

’四、本志采取事以类从，类为一章的平列法。层次结构设
。

章、节、目，目以下根据内容需要再分一至三个档次。，

五，本志对历史朝代，一律用正称。如“清朝玎、“中华民
谛 国"等。朝代年号，加注公元。如“清光绪三十三年

(1．907)”、“民国20年(1931)"。
4 1

‘

． 六．、本志对新中国建立前(清末与民国时期)的地名、街名

是按原名记述，同时注明现名。对新中国建立后的地名、街名有

更改的，均按原有名称记述，同时用“( )"注明现有名称。

七、本志对清末、民国时期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名

称，均按资料原文名称记述，不加褒贬。

．’ ．八，本志对新中国建立后的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名称有 ，

， 多次更改的，均按现在的名称记述，同时，用“( )静注呢原
■ 有的名称。

’

． ，

。

7’

九，本志记述人物，一般直书姓名，不加褒贬。如属资料引

用，按原文不改。
’

十、本志对1955年3月1日以前旧人民币值的记述和统计9

按新人民币l元兑换旧人民币1万元的比例换算为新人民币值。

十一，本志所用新中国建立后的数字，以县统计局资料为1

l 一、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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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局没有的，以各行，司，社的年度会计，统计及人事

准。
，．。 。．

二、新中国建立以前的民间金融组织与民间借贷9主要来

资料，无口碑资料或众说纷纭的，本着宁缺勿凑的原则， ．
一 ，属

录多少·．，一“!-．， ：J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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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华容交通不便，长期处于闭塞状态

．构自给半自给经济，金融活动也受到局限。 二：一

． 清末至民国时期，华容曾先后创办过n家当铺、9家钱庄、

18家资金较多的钱摊子及90多个保信用社等旧式金融业，经营贷

放、兑换，保管等金融业务，以应萌芽状态商品经济的需要。除
‘

两家当铺经营时间较长外，其余只经营三五年左右。民国27年

(1938)9月，湖南省银行在华客设立分理处，民国29年改为办

事处。民国32年日军侵占华容后停业，民国35年4月复业，38年

6月停业。’该行只5～9人l业务量少，．除办理存款、．储蓄、汇
一 兑业务外，曾向商户和农民发放二些贷款。民国7---,37年，华客

，t县几次遭受特大水灾。湖南省水灾救济总会，湖南水灾善后会等

6家赈济机关向华容农村先后发放过工赈堵口贷款、·春赈银，种

t赈银，工赈款等放款。中国农民银行长沙分行也向华容农村发放

过收复区紧急救济、复堤堵口、粮贷，棉贷等款项。因受灾面广，

且为士绅把持，农民对上述放款所得甚少。， ‘。t ；

清末至民国时期，民间借贷成为人民群众融资的重要渠道。

借贷形式多种多样，有互助互济的佐钱、打会，积谷借贷}又有

借钱，钱庄放款等有息借贷；也有“月息钱挣，“打钱黟，曩拿
隽 ： 新谷钱黟，典当，“巅子钱"等高利贷。在商品经济不发达，信

用机构很少的旧社会，贫困的劳苦人民不得不求助予这些借贷，

忍受高利盘剥。，’‘ ．。 ，，．，。。．。j
’“

：o． ，．

+：，清末以来，华客县流通的货币有银两、银元，银角，制钱、。

． 铜元、镍币等金属币，还有银两票，银元票，汉钞、申钞及西

多家私人商店先后发行的市票。民国8年至民国22年，华容县政
’

。

l
v|

j{



府，县财政局分别发行信票、抵借券及角票在市场流通使用，把当

时的财政困难转嫁给人民群众，但对活跃当时的金融也起到一定

作用。民国19"--9．0年，华客东山革命根据地流通的货币还有鄂西农

民银行发行的信用券等纸币；民国32一,34年，还流通过鄂豫边区

建设银行发行的边币。这对活跃红色区金融起到了·定的作用。

民国24年，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后，华客流通的货币主要是

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银行所发行的法币及关金券、金网

券等纸币。由于国民政府滥发货币，造成通货不断膨胀，货币急

剧贬值，到1949年上半年已成废纸；市场上又流通银元，民间出

现以物易物进行交易。 }’二j o‘：、，： ． √”i ‘’。

0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的金融

机构逐步建立。华容的金融事业在曲折的道路上不断发展壮大j

，1949年8月，建立华客人民银行，隶属常德地区人民银行中

心支行领导。1950年4月，华容银行设置保险代理处。195I,"．,1952

年，’以区建立营业所。1952年4月，．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华客

县支公司，下设注市、．北景港保险服务站和鲇鱼须、塔市驿工作

组。，1953"一'1954年以乡建立信用社。以后，银行和信用社机构名

称建制，基本上随经济区划和行政建制的演变而演变。
‘=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银行的首要任务是发行人民币，停止私

营商号从事金融活动，打击金银黑市，使人民币迅速占领金融市

场0+1950年华容县实行货币管理，有计划地管理现金，执行转帐

结算，，节约现金使用i¨．一，．√’∥‘．{I，：‘。。’： 。，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统一管理信贷资金，限制商业信用，。执

行信贷结算制度，，集中信用于银行，使银行初步成为社会的现金

出纳、信贷和结算中心。1953年，华容银行开始编制现金出纳计

划和综合信贷计划，按上级行审批的指标进行控制_一1953---,1957

年，‘货币回笼量大于货币投放量，1957年回差159万元。随着国

民经济的发展，人民收入增加，人民币在群众中的信誉增高，银行

2



储蓄不断上升，各项贷款不断增加，社主义会金融事业不断发展。
：；≈?1958年，银行体制有所变动。3月，华容县保险公司并入县

人民银行。8月，根据“两放、(放人员、放资金)’、三统(统一政

策、统●计划，统一流动资金管理)、一包(包财政任务)的财贸

’体制，全县银行营业所下放到人民公社领导。营业所与信用社合

并成立公社信用部，既是人民公社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银行的

基层机构，受县支行业务领导。由于资金．．信贷计划、业务及人

’员无法统一管理，．1959年6月予以收回，营业所与信用部分开设

。立。1962年，随着行政区划的变更，华容县人民银行改属益阳地

区人民银行中心支行领导。1964年成立华容县农业银行。当年，

华容县人民、农业两行分别改属岳阳地区人民银行I农业银行领

导。1966年1月，农业银行撤销合并到人民银行。在1958--4965年

这一时期内，银行、信用社的存，。贷款和现金收支等业务不断增

大，但由于受。左”的思想和高指标的影响，，工作出现一些失误。

通过贯彻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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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银行六条》)后，纠正了搿左”的偏向，

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调整。银行工作趋于正常。 _ ：o t

j。， “文化大革命万中，《银行六条》受到批判，银行工作被削

弱，失去了贷款自主权。直到1970年，金融机构还在撤撤并并；，

金融业务发展受到很大影响。． ：r ’。、-．v 。。。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拨乱反正，金融工作转

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指引下，金融工作不。断进

行改革，开拓了金融工作的新局面；取得了新成效， 。

，’。，‘_，建立了以人民银行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1979．'-,'

1985年，由1家县级人民银行和39个基层《所，社等)机构，发

展为6个(人民、建设、农业，工商4家银行和保险公司二’信用

联社)县级机构和96个基层机构，干部，职工。由266人发展为

526入。：：1987年2月，成立华容县信托资金服务站。1988年成立

3



n月，信托资金服务站发展为金融服务社。金融体瓤

开放型转变，专业银行由行政机关型向企业经营型转

步发展华容的金融事业，振兴华容经济奠定了基础。

广泛地筹集了资金．1980年以居，华容县各银行、

增设网点、加强服务、便利存取等办法，。广泛筹集社

个人储蓄存款大幅度增长，单位存款持续上升o 1987-

银行、信用社储蓄余额达9068万元，t：t；1976年增长

25．46倍，为1953年的906．8倍。单位存款余额达8603万元，比1976

年增长2．63倍，为1956年的50·5倍。
’。

．、

j

1986"--'1987年，银行、信用社还参与外地资金市场活动。

1987年l～9月，银行从省内外拆入资金1．1312亿元，引进外资

730．85万元，国内配套贷款730．85万元，发行金融债券75万元。

信用社从外地拆入资金400万元，增加社员股金134万元。1980--．-

1987年，通过恢复和发展保险事业，全县开办险种24个，比1950-

年增加19个，保费收入达691．28万元。 -。

三、开拓了信贷新领域。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1980年

起，农业贷款由以往重点支持集体转向支持干家万户，由支持单一

的农业生产转向支持多维性的商品生产，，由重点支持穷队转向区

剔对待；择优扶持，按商品生产的经济效果；确定贷款的投向比

例，充分运用信贷这个经济杠杆，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同时，

银行还增加了对固定资产，技术改造和开发性项目的贷款，．贷款

范围扩大到科技、文教、卫生、服务等方面。信用社贷款从1980年

起，随着农村经济体触的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及时实行“四_

个转变"(转变贷款重点支持的对象、项目、用途、时间)。1980"

年以来，银行，信用社贷款逐年增长。1987年底，全县银行，信

用社的农工商建服各项贷款余额达3．4577亿元，．比1951．年增长

1368倍，，I；E；：1976年增长4噜5倍。银行，信用社贷款不仅额大面

广；：社会效益也不断提高。如银行1983--'-'1987年发放渔业开发性



贷款817．5万元，支持全县开挖高标准精养鱼池12000亩，改善渔场一、r

二： ‘水面6000亩等。1984,-,-1986年发放林业开发性贷款73,歹Y元，开发山，

．林面积24000亩。保险公司恢复后，1981"-'1987年，通过理赔261 j

且
、 万元，帮助2981户受灾企业和个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

·。1四、更有效地发挥了银行职能作用一1978年以后，银行充分
，

‘

运用信贷和利率的经济杠杆与经济信息作用，加强资金管理，择
。

优供应资金，促使企业清仓查库，处理有问题的·资金和物资。

1982k,1987年，平均每年协助企业搞活资金500万元左右。1981’．

’年7月,',-ff987年，通过审理272户、4,39份基建工程概、预、结算、

i标底，为国家减少基建开支274．5万元；通过柜面监督，制止了

不合理开支；通过执行拨改贷，提高了投资效益。

为了帮助企业加快资金周转，减少在途占用，银行举办了多种+

结算方式，并开创了新的“特约票汇一结算办法。1987年，人
一

民、农业、工商、建设4家银行和信用联社联合成立票据清交所，试。

行票证直传办法，平均缩短在途时间2～3天，并节省了费用，

． 减少了现金投放。

． 1982年以来，华容金融系统利用对经济信息感触灵敏，搜集．

便利，处理准确，传递畅通的有利条件，大力开展经济信息服

．． 务。1982-'-,1987年，累计为社会的经济生活提供经济信息540条，
’ 取得了社会效益。1986年，县工商银行提供经济信息69条，经济

价值达500万元。 。

五、搞活了市场货币流通。1987年现金回笼3．4075亿元，比+
一 1976年增长2．8950亿元；现金投放4．0211亿元，比1976年增长。

3．504：6亿元。现金收支逐年上升，反映华容的商品生产与商品流

转较前10年有数倍的增长，促进了了华容经济与金融工作的不断+ ，

2，| 。发展。
．

总之，近10年来，华容金融系统有效地发挥了信贷中心、转。
H，， 帐结算中心、货币发行和现金出纳中心、经济信息中心四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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