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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农村金融志》的编纂工作是与编纂《河北省金融志》同

时进行的。有先有后，有分有合。具体步骤是先完成人民银行

《河北省金融志》中农村金融章、节的撰写任务，之后修订《河北

农村金融志》篇目，编写《河北农村金融志》。

编写《河北农村金融志》是一项新的工作，既无范本可鉴，又

无编写经验，加之农行河北省分行在建国后40年间曾经历“三起

两落"，“文化大革命"中银行又一度并入财政，以及河北省省会

多次搬迁，河北省省辖多次变动，致使很多历史资料散失，故搜

集、整理资料的任务十分繁重。。盛世修志’’，农行河北省分行领

导充分认识到方志“资政、存史、育人”的重要作用，对编修工

作精心组织，具体指导，在人员配备，办公费用等方面给予了大

力支持。1988年分行抽调7名同志组成编志办公室，具体负责资

料的收集和编纂工作，之后成立了《河北农村金融志》编纂委员

会，编委会主任由韩忠东同志担任，主编由翟洪尧同志担任，副

主编由康玉朋、缴秀民、董均立同志担任。

修志之初，为掌握修志基本知识及撰写方法，首先派二名同

志去省地方志参加了河北省地方志主笔人员培训班，之后全体编

办室人员对方志理论及其修志方法进行了认真学习，在掌握基本

知识的基础上，按照《河北省金融志》篇目要求，分二个组开始

了全面的收集资料工作。利用一年多时间，修志人员走访了北京、

天津、承德、张家口、保定以及河北省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

省统计局，财政厅、人民银行等10多个单位，查阅了1949年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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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的历史资料，在分行机关内查阅了1979年以后近10年

的档案资料。经多方奔波，广征博集，共查阅建国后40年的历史

档案资料3000余卷，查阅各种书刊报纸200余种，复制资料13

万多页，填制资料卡4300余张。大宗的资料到手之后，对资料进

行了认真的分类、鉴别和筛选。为使资料更加翔实、可靠，在整

理资料中又多次采访了河北省农村金融界的老领导、老同志，获

口碑资料百余条，照片10余张。

“欲精志例，先求分目之允一。在修订《河北农村金融志》篇

目时，遵照方志“横排竖写"和“横为并列关系，纵为领属关

系"-以及“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的原则，按照时间及其事物发

展的内在规律为序进行修订，并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使篇目设

计逐步完善。

在撰写过程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针，以《中国农村金融历史

资料》为线索，以《方志规范化实施细则》为衡量标志，努力实

现“三新"(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两性”(科学性、现实

性)要求，全面、正确地记述河北省农村金融事业发展的历史与

现状，实事求是地反映河北省农村金融事业的兴衰起伏变化，寓

褒贬于记述之中，寓观点于历史事实之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后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是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依据，客观地记述，以使《河北省农村金融

志》集资料性、科学性于一体，达到“资政、存史、育人"的撰

写目的。

为保证志书质量，编纂中注意把好了四个关：一是政治关。始

终以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力

求观点正确。二是资料关。主要是处理好取与舍，详与略，作到

详两头略中间，详主干略枝蔓，详特点略一般，详典型略偶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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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体例关。扣紧主题，前后呼应，顺其自然。四是文字关。文字

表达力求准确、简洁，用事实说话，不推理、不形容，做到“三

个不用"(不用解释性语言，不用通讯报导式的语言，不用空洞议

论的语言)。经过初审、二审、三审，最后终审定稿，其间广泛征

求各方面意见。在撰写中．，还根据农村金融工作特点，适当地运

用了图、表、录等表现形式。在大事记中，我们将凡是对河北农

村经济及农村金融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都予录入。另外还收入了

农行河北省分行40年来的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及其重要文献。

在分行党组的正确领导和各有关方面的积极支持帮助下，经

过全体修志人员三年多的艰苦努力，《河北农村金融志》终于

1992年底搁笔。
’

由于水平所限，加之历史资料的馈乏和收集不尽全面，缺点

和错误在所难免，望农村金融界的前辈及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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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7

金融业有悠久的历史，自有了货币就有了金融活动。本书主要叙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88年40年来，河北省社会主义农村金融

运用信贷和利率杠杆，支持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促进国民经济

调整，积极进行改革，探索农村金融建设的正确道路，特别是1979年以来，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大力筹措资金，支持农

村经济发展，深入进行改革，使全省农村金融事业有了生机，谱写了新篇

章。

革命根据地的农村金融从抗日战争初期就已出现了。

革命根据地1938年晋察冀边区银行成立后就发行了货币(简称。边

币’’)，为河北省革命根据地合法货币。对帮助农民发展生产，与农村高利

贷进行斗争，巩固革命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据地银行在金融活动过

程中，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建国后河北省农村金融工作的大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成立，河北省的农村金融工作转

移到医治战争创伤，帮助农民恢复生产上来，县一级农村金融机构也开始

筹建。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实施后，

为制止通货膨胀，人行河北省分行根据总行关于“收存款，建金库，灵活

调拨一的金融工作总方针，在农村开展了以吸收存款为中心的农村金融工

作，并通过发放贷款，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困难。之后，中国人民银行

召开了第一届农村金融工作会议，河北等五个省区开展农村金融工作的经

验得到肯定和推广，提出了农村支行要以80％的精力做农村金融工作和

“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一的指示，至此人行河北省分

行开始将县一级营业机构下推到区，农村金融业务范围扩大到存、放、汇

业务。一些支行开始与农村供销合作社开展贸易收购，组织人民币下乡。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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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农村资金短缺和银行基层营业机构尚不普及，在农村又开始鼓励和提倡

在自愿原则下的民间自由借贷。

1952年，人行河北省分行根据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大力发展信用合

作社》的指示精神，在定县、清苑两县重点试办的基础上开始在有条件的

地方组建信用社和信用小组。1953年召开了第一届信用合作专业会议，充

分认识到信用合作、生产合作、供销合作是与农村工作紧密相联的，提出

了“乡乡建社"规划。在农村互助合作运动推动下，到1955年底，全省农

村基本上实现了“乡乡建社"计划，农村信用社开始承担起了农村绝大部

分金融业务，初步呈现出以国家银行为主导，以信用合作为主体，以民间

自由借贷相补充的社会主义农村金融体系雏形。期间，从1953年全省开始

编制农村信贷和现金出纳计划起，随着农产品统购统销工作的开展，在农

村开始全面推行转帐结算，农村信贷工作重点转移到支持国营和集体农业

及农村供销社上来。在这一时期银行体制也发生了变化，5955年5月农行

河北省分行第一次成立，后因农业银行机构设置和隶属关系及人员缺编等

问题，于1957年4月又与人行合并，历时近两年。

1958年以后，农村金融工作进入曲折发展的路程。

搿全额信贷"和。两放、三统、一包’’的实施，信贷资金的使用失去控

制。

1963年农村经济形势全面好转，为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

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农行河北省分行第二次成立，1965

年根据。积极备战、精兵简政"的宗旨，又与人行河北省分行合并。

“文化大革命"给河北省的农村金融事业造成了严重破坏，仅农业贷款

就被迫核销了15265万元。但是，广大农村金融干部在这种情况下也做了

很多工作，对一些错误的做法也进行了抵制，1972年针对银行工作“管理

偏松，监督不力"的问题，在中央和总行有关领导的支持下，对过去批判

的所谓“条条专政"、“业务挂帅”、“技术第一一等进行了重新认识，在国

民经济实现“三个突破静的关键时刻，恢复了过去废除的规章制度，在全

省贯彻执行了《信贷、现金计划管理办法》、《农村人民公社贷款办法》(试

行草案)和《国营农业贷款试行办法》，对农村信贷实行了信贷包干办法等。

因此，就整个农村金融业务看仍然是发展的，如农村信用社存款从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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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9516万元增加到1976年的94509万元，增长2．19倍。

1979年9月，农行河北省分行及其各级机构得到恢复，随着经济体制

改革的深入，农村金融事业不断发展壮大。

——信贷管理体制的变革。根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一的方针，

改革了“统收统支，统贷统存一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先后实行了“统一

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一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实借

实存、自主经营"的管理办法，增强了各基层行瞻前顾后，自求平衡的能

力。使各行在十分关心资金来源的前提下，注重营运效果，加大了营运资

金的责任。在贷款上，对企业流动资金改由银行统一供应和管理，并建立

了企业自补流动资金制度；对贷款对象实行了‘‘区别对待、择优扶植一和

“以销定贷一的信贷原则，根据企业经营好坏、产品优劣、效益高低决定贷

与不贷，贷多贷少；在贷款范围上突破了信贷资金只能解决流动资金需要

的界线，对企业挖潜、革新、改造所需设备及投资小、见效快、收益大的

项目，在国家统一计划下，予以积极支持；在信贷指导思想上突破了农贷

支农、商贷支商的观念，使农村副业、乡镇企业及其农村商办工业都取得

了长足发展。‘

——信用合作管理体制的改革。确定了农村信用社在农业银行领导下

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和要比银行办得灵活一点的初步改革方向。以恢

复信用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业务经营上的灵活性为主要

标志的信用社改革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展开，各信用社都成立了监事会、理

事会，各县(市)支行亦成立了信用社的直接管理机构——信用合作联社。

信用社在人事管理上实行了选举制、招聘制和合同制，在经营管理上实行

了各种形式的以责、权、利相结合为中心的经营承包责任制，在资金管理

上除按规定向银行缴存一定比例的存款准备金以外，资金可以自主运用，且

在利率、贷款对象与范围上有较大的灵活性。改革后的信用社存款是1978

年的10．8倍，达127亿元；贷款是1978年的38．7倍，达84．2亿元；利

润增长14．8倍。经历了信贷失控，乡镇企业超高速发展和信用社的“脱钩

风一之后，农村信用社改革转入强化内部经营机制，提高经济效益上来。

——资金组织工作的变革。从1984年起，改变了过去依赖于信用社转

存银行款的资金供给体制，转而靠自身组织资金适应信贷工作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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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基层行在“全面规划，合理布局，方便群众"的原则下广泛建立储蓄网

点和开办储蓄代办业务，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大部分储蓄所都实行了储蓄

承包，使农业银行储蓄存款大幅度上升，到1988年底，储蓄存款比1983年

增长15倍。从1985年开始对供销社系统全面推行“存、贷分户"管理，对

商业企业都建立了结算户存款，专用基金户存款。在有计划商品经济形势

的制约下，各基层行通过提供快捷方便的开户、结算服务和协助企业进行

结算资金清理，提高了对公存款能力，使单位存款比1983年增长近2倍。

——结算制度改革。为适应农村经济形势发展，先后开办了与定活两

便储蓄相结合的定额保付支票结算、限额结算、异地委托收款结算、票汇

结算等新业务，开办了票据贴现与承兑业务，积极参加和扩大同城票据交

换。1985年在“自成联行系统，跨行直接通汇，相互发报移卡，及时清算

资金"的原则下，自办了联行系统。为加强各行之间联系，在全省农行系

统实现了微机三级联网。 ’

——财务管理体制的变革。通过不断改革和完善，形成了包括资金来

源，资金运用，经营质量，经营成本，经营利润五项指标并辅之于利润留

成在内的完整的财务指标核算体系，实现了由简单的核算向完善的经营责

任制的转化。

——由单一型银行向开放型银行的变革。在改革与实践中，突破了传

统的农业银行的观念，适应农村经济及其金融业发展的形势，先后开办了

信托投资业务、融资租赁业务、国际信贷与结算业务，并通过引导商业信

用、企业信用，采用发行债券等直接融资形式筹集生产资金，使农行河北

省分行发展成了一个多功能的综合性银行。

——干部管理体制的变革。在干部使用上，根据“任人唯贤"的干部

路线，实行了“德、能、勤、绩"的综合考核办法，在各级行全面推行了

行长负责制。

——教育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先后建立了11所省、地干部培训基地，

建立起了省、地、县三级干部教育网络体系。通过组织电大教育、中专教

育和委托财经院校培训等方式，使全省农村金融干部整体文化、业务素质

大大提高。

——金融研究工作从无到有。为推动群众性的金融研究工作的开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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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河北农村金融学会，创办了金融研究刊物，群众性的金融研究工作不

断深入，并取得新的成果。

——工会工作的发展。在不断强化工会工作参政、议政能力的同时，通

过组织经常性的业务技术比赛，文化教育和配合中心工作的开展而组织群

众性的优质服务竞赛等活动，活跃了职工业余文化生活，涌现出了大批业

务标兵、技术能手。

在改革实践中，为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还先后建立了安全保卫系统、

审计系统、监察系统等。不仅推动了农村金融事业的繁荣，也为农村经济

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全省农村金融事业必将出现更加蓬勃发展的

新局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而记载农村金融事业的史

志，必将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一起，光照百世，辉灿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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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记

1950年1月，建立起河北省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定县信用社。

人行总行拨付基金3000元。

7月1日，河北省的农田水利贷款，由实物折款改按货币计算。

1951年，河北省粮食贷款单列，收购粮食实行预购定金贷款和临时贷

款办法。

1952年，人行河北省分行推行水利工程贷款分级负责核定的办法。国

营农业贷款由人民银行直接贷放改为由人行河北省分行与省农场主管部门

研究，制定全省农场扶植计划由开户银行审查贷放。

5月，结束了建国三年来银行储蓄存款货币折实并存，存款期限和利率

不统一的局面，改按货币执行统一的利率和存款期限。

1954年4月，召开第一次全省信用合作会议，总结了1950年一1953年

建社经验，制定了信用社发展规划。

1955年2月，人行河北省分行在17个县的44个农业社进行了《关于

办理农业生产合作社贷款暂行办法(草案)》的试点，并将集体农业贷款划

分为农业设备、农业周转、副业设备、副业周转4种。

新货币兑换工作在全省全面展开。新币有主币和辅币两种，主币有1

元，2元，3元，5元，10元5种，辅币有1分，2分，5分，1角，2角，

5角6种，新旧币兑换比例是1；10000，这次发行的新币一直沿用到今。

5月15日，农行河北省分行经中共河北省委批准正式成立。地址设于

省会保定市。

6月，农行河北省分行开始发放贫农合作基金贷款，帮助贫下中农交纳

入社股分基金。夏粮收购工作中，在部分支行试办了农业社、信用社、供

销社三社之间的非现金结算。

12月，全省已建立信用社11920个，实现了。乡乡建社一。

1956年1月，农行河北省分行提出《关于农村合作化以后，农村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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