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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傅泽民

～
盛世修志，是我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为使这一传统得以继承和发

展，为使在当今经济腾飞之时，金融业所起的杠杆作用对后入有所昭

示，监利县金融系统编纂了这部史无先例的金融专志。

地处江汉平原的监利县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在历代经济发展中

曾作过令人瞩目的贡献。关于这些贡献，在旧的方志中有过许多记

载，但都很不完整，特别是对金融业方面从未作过应有的记述。为了

客观地从历史的发展中，从经济的活动中，对本县金融有一个全面的

认识，在监利县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保险公司

的同心协力下，组成编纂专班，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编纂了《监利县金融志》，对本

县从185 1—1 985年的1 3 5年金融的发展和演变，作了客观的记述。

由于旧时代统治阶级腐败，征敛无度，经济萧条，民不聊生。民

国时期，虽然在监利县设置过官办和官商合办的金融机构，但于民无

补，城乡金融仍然处于民间借贷的活动中。在三十年代初期，中国共

产党就十分重视金融，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立后，便成立鄂西农民银

行，发行货币，发放低利贷款，为巩固革命根据地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服

务。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经济建设的需要，社会主义金融事业蓬勃

发展，今天，金融网络遍布城乡，信用活动取信于民，货币稳定，金

融在经济活动中起着很重要的杠杆作用。《监利县金融志》所作的翔

实记述，有利于人们稽古察今，资治借鉴，为监利县金融界留下了一

部可贵的行业志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在本书的编纂过程中，得到了上级金融志办和县志办的指导。编

志人员经过辛勤劳动，查阅了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搜集了350多万

字的史料，走访了60多位同志和城镇耆老。通过广搜博采，精心筛

选，认真编写，从而使本志观点正确，结构合理，记述简明，具有一

定的科学性和可读性。

目前，监利经济还不富裕，金融底子还不厚。为了壮大监利县金

融事业，从这部金融志的记述中，吸取经验，为振兴监利经济服务，

是全县广大金融干部职工责无旁贷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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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 《监利县金融志》(以下简称本书)，以马克思i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以存史、资治、教育为主旨

进行编纂。

二，本书上限溯自清咸丰元年(1 851)，下限1 98 5年，按“详今

略古”的原则，对建国以后的部分进行了重笔浓墨的记述。

三、本书按时间和事类划分章节，横排竖写；根据内容分别用

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全书采用历史正称纪年记述，清朝简称

清，中华民国简称民国，并在第一次出现时注明公元年号；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iN,4以公元纪年。在记述人物时，不加褒贬，以存历史原

貌．

本县从1949年5}2至10}2 1日前称解放后，1949年lo}2 1日以后称

建国后。

四、本书除个别地方直称中共中央、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政

府、中共监利县委以外，也以党中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省委、

省政府、县委等一如平时称呼。

五、中国人民银行监利县支行、中国工商银行监利县支行、中国

农业银行监利县支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监利县支行，中国人民保险

公司监利县支公司，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则分别简称：县人

行、县工行、县农行、县建行和县保险。

六，1955年3月1日，国家币制改革，发行新人民币。新人民币一

元兑换旧人民币一万元。本书对旧人民币记述换算为新人民币时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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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人民币。 ．，

七、本书史料来源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南京图书馆、省档案馆 图书馆、恩施自治州档案馆、图书馆；

本县档案馆、县志办、博物馆、统计局以及有关单位和搜集的口碑，

而较多的史料则来源于《湖北省金融志资料专辑》、本县四行一司的

档案室和有关股。为了节省篇幅，本书除引用建国前的资料和建国后

的数字注明出处以外，其余不加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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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监利县位于湖北省荆州地区南部。北座东荆河，南抵长江，中贯

四湖干渠；东北与洪湖．沔阳交界；西北与石首、江陵、潜江毗邻；

东南与湖南省的临湘、岳阳、华容三县市隔江相望。土地肥沃，湖泊

众多，气温适宜，雨量充足，主产粮、棉、油，盛产猪、鱼、蛋。

然而，在清末民国间，由于统治阶级严重腐败，征敛无度，通货

膨胀，再加上自然灾害频仍，军阀混战，致使监利这块丰腴的得天独

厚的鱼米之乡，满目疮痍，民不聊生。

监利的旧式金融业出现较晚。据考证，在清朝咸丰元年(1851)

和咸丰三年，山西人在县城开设仁和信、天成永两家典当业。随后，

亦有山西人分别在朱河、新沟、尺八相继开设当铺。接着，本地的钱

庄、钱铺、钱摊也应运而生。它们在融通借贷，便利交换方面起过一

些作用，但当铺在民国10年前后关闭，钱庄、钱铺、钱摊也分别在货

币严重贬值、日军沦陷监利时和解放前夕收业。

清末民国间，在县境流通的货币繁杂，银两、制钱、银元、铜

元、官票、私票和银行兑换券等，同时或交替流行于市。民国22年

(1 933)国民政府“废两改元”， 民国24年(1935)实行币制改革，

推行法币，统一币制，才结束了监利多元货币的混乱状况，

19 30w1932年，苏维埃政府在县内成立鄂西农民银行，消灭高利

贷，发放低息贷款，发行货币，使苏区金融得到一段时期的振兴。

民国22至36年，经湖北省政府和财政厅批准，先后在监利县成立

农村金融救济分处、农村信用合作指导委员会和县银行。这些金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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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有的是官办，有的是官商合办，不仅存留时间短，而且都被县里

官史，豪绅、富贾所把持，资财被侵占，于民无补。

1945年以后，国民党政府为了加剧内战，搜刮民财，聚敛军费，

弥补赤字，实行通货胀膨政策．在法币急剧贬值，面临崩溃之际，先

后发行关金、金元券，但它们的寿命更短，尤其是金元券，在流入县

境不到三个月，便成为废纸．

1949年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监利。随

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同年5月，筹建县银行，8月开办业务．1950年

11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监利县支行，发行人民币，开展拥护人

民币，拒用银元的斗争，发放实物和人民币贷款，支持工农业恢复生

产，活跃城乡经济．

1951年上半年，在朱河建立办事处，下半年先后在尺八、毛市、

新沟等区建立营业所．1954年达到一区一所．

1 952年8月，成立县保险支公司·同年春，在朱河区的沙岑乡和

汪桥区的莲台乡建立信用合作社，1955年达到乡乡有信用社。用社会

主义集体金融组织占领了农村金融阵地。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县人行认真推行现金管理，开展储蓄存

款，组织结算，对私营工商业发放贷款等业务活动，活跃经济，稳定

物价，使监利县银行成为信贷．结算、现金出纳中心，有力地促进了

本县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县人行配合对私营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按照

私营工商业的经营态度，在贷款上采取“支持、紧缩、不贷-的方

法，．为其实行公私合营起到了促进作用．

1955年，县人行积极帮助农业初级社向高级社发展，对入社的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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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中农发放贫农合作基金贷款87．93万元，以解决其交纳股金的困

难． 。，

1956年3月，县农业银行成立。对发展本县农业生产，巩固提高

农村信用合作社起到了作用．1975年上半年撤销县农行，并入县人

行。 ·

1958年，进入“大跃进”，全县实行人民公社化．县人行工商信

贷资金管理由“统收统支，指标管理”改为。存贷差额，包干到所一

的办法。为适应“大跃进”、大办工业、 。保证钢铁元帅升帐”的需

要，资金供应“大敝口”，银行管理“大撒手”。甚至提出需要多少

贷多少，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贷，哪里需要哪里贷等错误口号，以

致贷款激增，大量沉淀。

同年8月撤销县保险公司，年底停办国内保险业务．

1960年春，成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监利县办事处。

1 961年，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方针。1 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切实加强银行_72

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即银行六条)，县人行

认真贯彻执行，并按照人民银行总行。当年平衡，略有节余”的方

针，恢复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清理帐务，资金，充分发挥银行信贷职

能，有力的促进了本县国民经济的顺利调整。

1966—1 976年的呵文化大革命”期间，监利县的金融工作受到了

冲击。把。银行六条”说成“条条专政”；把加强信贷、现金管理，

说成“监督至上”；把储蓄利息说成“剥削行为”。从而否定银行工

作的必要性，1970年至1 972年，县人行并入县财政科，将信贷、储

蓄、计划、统计、货币发行，统由金融综合组办理，区营业所亦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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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组叫财金所·县人行大批人员、建行办事处全部人员被下放县

“五七干校”斗，批、改，有的抽作其他工作，尤其是工商信贷员，

从上到下几乎抽调一空，信贷工作放任自流，财政资金挤占信贷资

金．企业部门大量挪用流动资金和银行贷款搞基本建设，工商贷款上

升，致使货币投放过多，商品严重不足，市场供应紧张． ，

1976年1 o月，后，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

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全党

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改革·

监利金融系统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

针、．政策，实行“实存实贷”的信贷管理体制，按经济规律安排金融

工作，用经济手段管理工商信贷。发展储蓄事业，增加储蓄种类，调

升利率，增设网点，提高服务质量。为国家改革、开放，搞活服务，

并在本身的改革、建设中取得了成效。

1979年12yJ，．县建设银行由办事处升格为县支行．1979年底，第

三次恢复县农业银行。1982年3月恢复保险业务。1984年1月成立县

工商银行，4月成立保险公司；同年底召开农村信用合作社社员代表

大会，成立监利县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形成了以县人行为中心的金融

体系。根据国务院决定，国营企业流动资金，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

基本建设投资改拨为贷。银行的规章制度和管理体制也作出了相应的

改革与完善．

1980m1985年，根据“区别对待，择优扶植”的原则，各专业银

行按照自身职能有所侧重：县入行、县工行，把支持轻纺工业放在优

先地位，实行订以销定贷，进贷销还”和按销售比例还款；发放中短

期设备贷款，支持工业企业的技术革新改造。县农行按照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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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长避短的原则，积极支持发展乡镇企业；在大力支持粮食生产的前

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支持承包户、专业户；支持开发水产养殖业。

县建行对各项基本建设投资推行“拨改贷”和投资包干责任制，加强

基建投资和贷款的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县保险公司在承保、理赔、

防灾上作了大量工作，使受灾的单位和个人的经济损失及时得到应有

的补偿，为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1984年，监利银行在工商信贷和现金投放中出现失控现象，致使

市场货币过多，部分商品供应紧张。1985年，认真贯彻执行“紧缩银

根，稳定货币”的指示和“宏观控制，微观搞活”的方针，使监利县

的金融事业走上了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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