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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编纂《九江市金融志》。

我们编纂本志的目的，在于使我们金融系统在今后工作中能“以史为鉴"。不

断总结经验教训，努力提高业务素质，从而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

我们编纂工作的原则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立场，使本志内容力求做到客观、

真实。为此，经过全体工作人员的认真调查，深入采访，悉心调阅档案，广泛搜

集资料，再经过精心整理和筛选，于1992年10月形成初稿，随即在全市金融系

统内多方征求意见。1993年9月，编纂委员会又进行了认真审查和研讨，提出了

很多宝贵意见；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次做了大量工作，对初稿进行了修改和充实，

经编纂委员会复审通过，最后定稿，于1995年9月正式付印成书。

在本志的编纂过程中，由于九江市人民银行和各专业银行、保险公司领导的

重视和支持，并得到江西省金融志编纂委员会、九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九江

市图书馆、档案馆、统计局，以及省内外许多单位和个人的关怀与帮助，为编纂

本志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我们特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我们缺乏编纂工作经验，加之时间所限，因而搜集的资料还很不够，尤

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历史资料更难以寻觅，以致编纂本志难免有一些疏漏≮

处，尚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l



九江市金融志

凡1歹IJ

一、本志记载时间，上限追溯到1840年，下限至1990年底止。

二、本志由卷首(前言、凡例、概述和大事记)、正志(志书正

文)、卷末(附录)三部分组成。全志共18章68节、加上附录等共25

万字。

三、本志系用语体文记述方法，以志为主，运用述、志、图、表、

记、．录等诸体裁综合编写，据事直书，一般不加褒贬。

四、关于历史朝代称谓。一律沿用历史通称：如清朝(或称清)、

中华民国(或称民国)；各朝政府：清朝称清政府，民国时期称国民政

府等。

五、关于历史记年数字写法。根据规定：1911年以前采用旧纪年，

用汉字、小写，括注公元纪年。如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二

十日；1912年以后，采用公元纪年，用阿拉数字，必要时括注旧纪年。

如1913年(民国2年)8月20日。

六、凡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机构或业务时，章、节的标

题均冠以“建国前’’三字，述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标题一般

不加“建国后’’三字。但为区别时代不同或编志需要，也对某些标题

前面冠以“解放后”或“新中国"三字。

七、本志记述范围以现在行政区为准。鉴于九江市在1980年以前

为地区行署所在地，属地辖市，1981年1月当时的九江市升级为省辖

市，1983年地、市合并仍称九江市。故对1983年前的地辖、省辖九江

市的金融史实，—般从简记述。而有关史实，志书中“当时九江市"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例 3

指地辖市，“原九江市"则指省辖市，以资区别。

． 八、对各个时期的政权、金融机构、各种官职、党派均以当时实

际名称为准，或使用简称。如九江市人民政府简称市政府，中国人民

银行九江市分行简称市人行，中国工商银行九江市支行简称市工行，中

国农业银行九江市支行简称市农行，中国银行九江支行简称市中行，中

国人民建设银行九江市中心支行简称市建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九江

市中心支公司简称市保险公司等。

九、金额单位：建国前的各种货币均按备历史时期的货币单位表

述；建国后的人民币金额在1955年3月1日发行新人民币以前，均按

当时的金额书写(旧人民币)，但列表时以1：10 000比例计列。计量

单位除个别数额过小金额直书其数或以“元”为单位外，其余均以万

元、亿元为单位。
‘

十、本志历史资料主要来源于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西省、九

江市档案馆和图书馆，庐山、上海、南京图书馆等处。建国后备类资

料取自各家银行、保险公司和九江市统计局。



九江市金融志

概述

九江市，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与湘、鄂、皖三省相邻，是江西

“北大门"，又是京九铁路与长江的交汇处。1980年国务院批准为

贸易口岸，成为沿泌寸夕卜开放城市之一。现辖九县、一市、二区
山。全市面积共18 823平方公里，境内矿藏、山林资源十分丰富；

年总人口405．23万人，其中市区人口42．38万人；工业已初步形

织、石化、机械、建材、电力、造船、服装、食品等支柱产业；农

粮、棉、油、茶和水产等重要基地；旅游有以庐山为主的长江鄱

风景区；历史上曾有“茶市"、“米市"之称，赣北大市场也初具

，从而为九江经济、金融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一)

九江市的金融业源远流长。据现有历史资料记载，早在同治二年

3年)就有九江华洋众商公估局的设立，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

开始有合盛元、大德恒钱庄和山西票庄等金融组织。光绪三十一

1905年)成立户部银行，九江设立户部银行分行。光绪三十二年

6年)，继江西官银号开办，在九江设立官银号分号；还有南京裕

银号也在九江设立分号。这些银钱业在经营货币兑换的同时，对

南京、上海、武汉等省内外的生意人也发放短期贷款。业务状况

活跃。

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交通银行九江办事处成立。1916年，九江

银行通过清理成立了中国银行九江分行。两行均办理存、放、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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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等信用业务以及代解国税和盐业款项。继有省内官商合办的民国银

行和江西省兴办的江西省银行九江分行，以及日商办的台湾银行九江

分行等金融机构。

． 1928年，国民政府在上海成立中央银行。次年6月，中央银行九

江分行成立。发行的纸币已在九江市面流通。公务机关的银钱进出，薪

金发放和国税等均通过中央银行放出和收解。此后，上海商业储蓄银

行、中国农民银行、江西裕民银行相继在九江设立分行或办事处，银

行业务范围逐渐扩大，而钱庄营业则日益清淡，尤其是1933年4月1

日起实行“废两改元”后，主要业务由银行揽营，钱庄进出银钱无利

可图，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商业凋敝，除友诚、三和、德裕等6家

钱庄外，大部分钱庄相继停业。

1931年至1934年，湘、鄂、赣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曾建立了金融机

构，并发行货币。如1931年湘鄂赣省工农银行的建立，1935年5月，

修水县苏维埃银行的成立等。同年，修水县造币厂在该县上杉建立。在

修水等地曾流通铜元票、银洋票等苏区货币。

1938年，日军入侵九江前，中央银行等各家银行已内迁。九江在

日伪统治时期内流通的先是日本军用票，后又有汪伪政府中央储备银

行的中储券。1943年中央储备银行设立九江办事处，直到抗日战争胜

利为止。1945年，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和江西裕民银行先后从后

方迁回九江复业。1946年，九江裕民银行改名为江西省银行九江分行。

此外，还成立了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一家钧和钱庄，金融市场一时出现

了活跃景象。但由于国民政府不断滥发纸币，以致造成恶性通货膨胀，

金融业无法维持正常经营。至1949年3月，除中国银行外，均随国民

政府撤离九江或关闭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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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17日九江解放，由九江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员接收清

理了旧银行和钱庄。6月4日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九江支行，并相继组建

各县中国人民银行，办理存款、贷款、汇款和结算业务。1949年11月

组建九江分区金融工作队，开展货币斗争，宣传人民币，打击金银黑

市活动，使人民币稳固地占领了市场，很快治理了国民党统治时期遗

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从而结束了封建官僚买办和半殖民地的金融

历史，开创了社会主义金融事业新天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九江金融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也走

过一些曲折道路，整个经历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1952年)

1952年，九江人民银行共有支行1 1个，下属办事处、分理处5个，

营业所66个，同时在农村试办信用合作社(部)27个，信用小组28

个，并组建了九江专区保险公司，初步形成了城乡社会主义金融体系。

在货币信用制度和资金管理体制上，实行高度集中统一。对公实

行严格的现金管理；对国营商业企业执行收支两条线的“贸易金库

制"；广泛吸收城乡存款；发放工商业贷款，支持工业发展生产，搞活

物资流通；开办农业放款和私营放款业务，促进农业和私营经济发展；

收兑金银，取缔金银、外币自由买卖与黑市交易；建立统一、稳定的

人民币市场。1952年底，各项存款余额为741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

309亿元(旧人民币)。

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

按照国家“一五”计划目标，银行积极配合地方增产节约运动，大



力吸收存款，改革信贷结算，支持和监督国民经济各部门挖掘内部资

金潜力，合理使用资金；加强货币管理，通过行政手段加强现金管理；

发行新币，收回旧币；实行鼓励和保护私人储蓄的政策，运用利率杠

杆，广泛吸收城乡储蓄存款；发放工商业贷款；发放农业、手工业贷

款，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支持农业生产发展，促进农业、手工业合

作化；对私营企业发放短期贷款，支持其正常经营和转为公私合营；对

国家重点工程保证资金供应，按工程进度及时拨付资金。到1957年底，

全区各项存款余额为1 784万元，比1952年增长1．4倍，其中储蓄存

款余额为227万元，增长1．8倍；各项贷款余额为6 313万元，比1952

年增长19．4倍；基本建设投资达1 033万元；保险费收入32．4万元。

三、“二五’’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58---,1965年)

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银行下放信贷指标管理权，取消部分

合理的规章制度，敞开口子供应资金，以致贷款发放和货币发行失控，

市场物价上涨。到1961年底，各项贷款余额达16 918万元，比1957

年增长166．7％，远远超过工农业总产值增长2．58％的增长幅度。货

币发行由1957年的回笼35万元转为投放2 274万元。

1962年，按照国家的经济调整方针和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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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称“银行工作六条决定”)银行开始恢复实行原来的各项规章制度，具

体工作是：冻结和清理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在银行的存款；加强

信贷计划管理，取消“全额信贷”和恢复执行财政和银行资金分口管

理办法；加强现金管理和工资基金管理；严格控制货币投放等。到1965

年，信贷资金效益明显提高，储蓄存款开始回升，市场货币流通量趋

向正常。年底各项存款余额为6 404万元，比1957增长2．59倍，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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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余额为16 894万元，比1957年增长1．68倍。

四、“三五"、“四五”计划时期(1966"--,1975年)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银行工作受到强烈冲击。很多好的规

章制度又一次被否定取消，大批银行干部调离和下放农村。1969年财

政、税务、银行三家合并，更严重地削弱了银行职能作用。如储蓄存

款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连续三年下降的局面。10年累计净投放货币

4 362万元，1975年货币流通量达5 262万元，比1965年增长l倍，大

大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

五、“五五’’“六五”“七五"计划时期(1976～,1990年)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银行工作通过整顿、清理，加

强了集中统一管理，保障了原来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信贷资金使用

趋于合理，货币回笼增加。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2’

年中，金融部门从上到下，坚持改革开放方针，对金融体制进行了一

系列改革，主要有： ·

(一)建立中央银行体制，发展各种金融机构。1983年国务院决定

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1984年12月九江市人民银行

与工商银行正式分开。这样加上已有的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保险公

司、建设银行和城乡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形成了全市以人民银行为领

导，专业银行为主体和其他金融机构并存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

(二)运用经济手段，组织各项存款，增加存款种类，开拓筹资渠

道。

(三)、扩大贷款范围。从1979年起，贷款范围扩大到固定资产领

域，开办中短期设备贷款业务，支持企业技术改造。1980年11月起，

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无偿拨款逐步改为有偿贷款。贷款对象由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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