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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承前启后，1继往开来，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学

的历史实况，写成志书垂鉴于后世，是我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优良传统。

神洲开放，百业俱兴，政通人和，欣逢盛世，《沅江县金融志》编写组要我为之作序，

我欣然承诺，权且作该书的一个导游。

解放前后百余年间，沅江县金融事业大有可记可存之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各

个时期，更值得大书特书。解放后，沅江县金融业逐步形成完整的、健康的、具有一定规漠

的体系，展现出了崭新的局面，她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作为沟通县内、外城乡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的桥梁和纽带，使全县国民经济不断发展，取得了重太的成果。把金融事业发展进程

中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经验记录下来，以不?扬长避短，进一步发展壮大。

遵照中共沅江县委和《沅江县志》编委会的部署，中国人民银行沅江支行、中国工商银

行沅江县支行、中国灰业银行沅江县支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沅江县支行、中国人民保险

公司沅江县支公司等五家金融机构，联合组成《沅江县金融志》编纂领导小组和编写组，从

1983年开始，几经寒署，两次易稿，终于1988年定正签印成书，现奉献给读者。

《沅江县金融志》是我县有史以来的第一本金融史志。编写工作人员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j本着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立足当代，放眼来来的原则，以现存档

案和历史资料为依据，通过分段建卡，归类整理，座谈访问，查漏补缺，尽量做到内容充实，

材料丰富，实事求是，准确无误，坚持真理，秉笔直书，以展示金融志书的历史本来面目。

《沅江县金融志》包括《大事记》和附录共有十八章，收集的资料比较丰富，叙述的条

理也比较清楚。她不仅概要地记叙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币制、典当、钱庄、银行等金融事业

的发展沿革。而且还着重对建国以来的货币发行与流通，农业拨款与工、农、商信贷，基建投

资与设备贷款，信用合作与社会保险，会计核算与现金管理等金融业务，作了比较全面的阐

述，依时顺叙，说老实话，寓经验。教训于志书之中，较为生动、具体地反映了我县金融事

业的历史和现状，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历史遗·产，倘能为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发展，用于探索

一条正确道路作借参，使之发扬光大，我们则不胜荣幸之至。

鉴于解放前的史料缺乏，解放后的三十余年间，县人民银行几经搬迁，县农业银行、县

建设银行和县保险公司几经撤并或停办，资料丢失不全。加之我们人力少、水平低、经验

缺，素材搜集不齐，书中难免出现酸漏和谬谬，祈望读者批评指正。

值此《沅江县金融志》第二稿签印之防，谨向给予指导、协助的单位和同志表示衷心的

感谢!

{季面翔 198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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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金融是将货币资金进行融通。随着人类社会商品生产和交换范围的扩大，导致货币信用

的产生，银行是商品、货币二济发展的产物。追溯历史记载，早在殷商时代就已J}ij海贝充当

等价物商品，作为货币流逦。可见我国货币的发展，经历了数千年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

尤其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大瑟侵略中国，割地赔款，设立租界，开发银行，垄断

金融，控制关税，左右财政，矬毁我民诶经济。沦我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殊境地。民

国时期，军阀混战，驻地为。，中，中、交、农四大银行、省地方银行、私营银行和商号激

发纸币和市票，五花八门，j‘'自为政，票币成灾，金融混乱。再加上八年抗日和四年解放战

争，国民政府更是不择手段，大量发行纸币，造成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信誉扫地，酿

成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金融总崩溃，最后导致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沅江县的金融业，同洋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而兴起。清道光年间．开始有了典当

业，当时有石记当镝专门从事质押贷款．·啦务，定期取赎，以牟高利。晚清时期，钱庄业兴

起，全县经营钱庄、字号者有18家，签发期票，调盈济虚，活泼金融，从中牟利。民国二十七

年(1938)，沅江县始设有湖南省银行沅江分理处，困局限于为大资本家和殷实商户服务，

故当时的钱庄业仍很活跃，至解放前，尚有十余家。

中华人民共阳国成立后，货币受行权集中于中央，从此结束了币制的混乱局面，金融事

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国民经济迅速好转。1858年，由于“左”的思想影响， “大跃

进”．“大破大立”，不注意综合平衡，丰产不丰l改，物资严重不足。1961年，沅江县银行贯

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国艮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银行工作六条》，切

实加强信贷管理，严格控制货币投放，加快了调整步伐，经济形势开始好转。 “文化大革

命”的十年动乱期间，国≯’经济又一次迎到严重破坏，经济比例失调，货币发行失控，物资

奇缺，通货膨胀，人民生手rl需品明显缺乏。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工作重点

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婆t来，沅江县国民经济亦随之好转，生产蒸蒸日上，银行信用提

高，物资丰富，财力充实，。融稳定，流通活跃。银行工作重又走上了正轨。

金融事业是为政治服刍，j，政治为金融事业的发展起影响作用。鉴古观今，瞻前顾后，

将近百年来的金融史实汇集1：编，以探求社会主义金融事业发展的道路，是编写《沅江县金

融志》一书所要达瓢的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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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沅江县金融志≥(以下简称本志)以篇，章，节，目为层次。

二、本志采用语体文，以记为主，图表辅之。

三、本志内容叙述，采用以时为经，以事为纬，史志结合的体例。

四、本志撰写时限和收录范围，上限鸦片战争(1840年)起，下限至1985年止。必须追

溯者，则超出此限。
’～

五、本志按“详今略古”的原则，注重现代内容的记叙。

六、本志史料来源于省、地、县档案馆、图书馆，省人，农分行和县人、工，农，建等

行支的档案室，以及有关部分老干部，老职工和当地群众的座谈口碑。

七、本志为突出时代历史持点，凡关本县重大历史转折，只作部门有关业务的引证，

不在所有部门业务进行阐述。

八、本志第一次出现的机构名称用全称，重复出现时用简称。

九、本志数字，原则上用阿拉伯数字书写，鉴于传统习惯，在必要的地方仍沿用汉字
州

书写。

十、《大事记》作为。一书之经”排列在志文前面，便于读者对沅江县金融事业作概

硌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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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亩、万斤、万元

总人口企 总户数 耕地面积 粮食作物 工农业总产值

其中 ；
● 其中 合计 其中 总产量 其中农业份 合计 合计 合计

农村 男 农业 水田 总产值

1949 68900 63200 341977 178101 307146 824411 66988’ 17656 2496 2398

1950 74584 67445 345431 179900 308259 824411 66986’ 31109 九 3419 3330

工L

1952 79035 71801 359674 191340 331401 824411 669861 33598 4110 3792
矩

1953 84658 78312 374661 198351 328583 830720 66361{ 36020 不 4331 3945
变

1957 89902 81714 390261 206531 340740 823303 66177： 33913 价 4184 3539

1958 90734 83472 386447 202205 336739 812408 817371 38634 4981 4177

1962 93377 85302 369302 193120 329218 lr83191 80304】 33053 4506 3759

九
1963 93395 85231 378344 197614 345274 。86582 60412： 37412 5046 ,t240五

1965 92604 85279 407120 212231 366833 ’97406 632847 32127
L一

年 5238 4333

不
1966 96558 89450 428018 223268 387459 。92357 B2865E 4112l 变 6123 5l 65

价
1970 108812 i01206 490775 255596 152154 312106 32959,J 41921 8565 69了9

1971 111586 103613 507003 264246 l,68280 ‘92255 302627 50475 11693 9887
七0

1975 117981 108826 551809 288029 506740 fT3337 5926：92 51484 年不 14228 10559

变价
1980 123870 112324 573209 296571 519387 。45305 55149； 62985 23093 14658

1982 128768 114752 589451 304512 533768 ；46819 545961 83546 36080 25848八0
年不

1984 167838 121562 601022 309593 532468 r31238 47802E 77155 49922’ 30638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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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九年至二十年(_930—j931)，中共地下党员李浩然从长沙来沅江普丰垸，创办

了舒家台子、皮家台子、卵酉等信用合作社和阳罗洲钲消费合作社。． 。

民国十九年(1930年)，湖南省银行发行壹角、贰角、伍角辕、雨券。 。．

民国二十年(1931年)，沅江田赋处发行田赋抵借券。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废“两”改“元”，改革币制，正式规定银元为本位币。湖

南省银行发行美制“长沙银行”改版壹元、伍元、拾元三种票币。

民国二十四年(j935年)jj月，国民党政府实施法币政策，禁止银元流通。

民N--十七年(1938年)2月，湖南省银行设立沅江分理处，次年改为一等苏事处，地

址在吉人巷一号(现五交化公司二门市部)。

民国三十年(j941年)，沅江县财政科发行抵借券67486．58元。

民国三十一年(j942年)5月，国民党政府发行“关金券”，以1：20折合法币。

同年，沅江县教育科发行借条1(1489元；又沅江财政科发行两批借券41484．03元。

民国三十三年(1 944年)了月，日军侵占沅江前夕，湖南省银行沅江办事处迁往临澧县

合口钲营业。次年9月，沅江光复，仍迂回沅江琼湖钲原址。 ‘t’

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元券”，以l：300万收兑法币，以

2：l收兑银元。 ·

1948年1 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建立，统一发行全国流通的人民币。

J949年(民国三十八年)3月，湖南省银行沅江办事处奉命收束，撤退到长沙。，

同年_r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银元兑换券”，简称“银元券”，-以1：1兑换银元。．、
1 949年8月3目，沅江解放，8月31日成立沅江县人民政府，9月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沅

江县行。同时，宣布以人民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禁止银元流通。

1 950年3月25目，政务院公布《中央金库条例》，县人民银行设立支金库，代理中央、
省、县三级财政金库工作。

1 950年4月，发行胜利折实公债，沅江县推销31 200分(折实)。 、

同年4月，政务院颁发《关于实行国家机关现金管理的决定》，对全县52个国家机关、

企事业和合作社等单位进行了现金管理。

1 951年1月，全面实施货币管理法，执行现金管理。、

是月改行员生活包干制(1950年7月由供给制改大米包干制)为等级公分制．，以长、

常、衡、潭、益等五市的米、煤、盐各一市斤和龙头白布一市尺的均价为一工分值，按行员
等级工分发给工资。

。．，同年3月，成立沅江县、区、乡三级农业贷款委员会。

同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沅江县行改名中国人民银行沅江县支行}原沅江县行设立的尊；：

一l～



尾办事处升格为草尾支行，隶属益阳专署人民银行领导．

1 953年5月，县人民银行调整工资，升级48人，占在编人数的53．5％。被调者人平提高

73000元(折新币了．3元)，调整1巍人浮工资旧币3958钰元，调整后人平工资旧币421 800元·

1953年冬季，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垒县发行购粮分期付款存单旧币137．81Z元，

1 954年3月，代理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全县推销16万元(新币)。

．i”．一同年孽月容日≯政务院第敬垂次决议，1将凉‘交通银行改名为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同年10月，成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

同年11月，沙头银行营业所干部吴仲冬拐走收回的存、贷款731 2口口D元(旧币)。捉拿

归案后，依法判刑1 5年。

11955年3尽F日，国务院发布了“发行新人民币，收回f日=币的命令”，同时发行壹元、

贰元、叁元、伍元四种主币和壹分、贰分、伍分、壹角、贰角、伍角六种纸辅币。新旧人民

币兑换比例是r；1：0000"元矗， 2，、

．同攀，．健理发{!j}冒家经济建设公债，，全县认购1。9．3彳万元。

同年2月，从县人民银行分出建立中国农业银行沅江县支行，分设后为两块牌子，一套

人马。1 957年5月，县农业银彳予重‘又并人人民银行。

1 9,5．盘年，．健理发彳i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全县认购21．59万元。

同年7周、1{重固，。县人鼹银行午部赵锡钩，在开展“肃反”运动时，投江自尽。

一1；e35T年，倦理发纛，匦象经济建设公债，全县认购23．&8万元。

同年1口月， “反右”运动中，}蓥火民锻行有6人被戈U为“右派”分子，占总人数的4％。

中国共产党十‘一屉置中金会扁19'f8年_1 2月经过复查，落实政策，全部改正。‘

同年1 2月1日，国务院增发票面为拾元的人民币主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增发面额为壹

分、贰分、伍分三种金属辅币．0⋯j一

1 9-58年T月，县行试点无帐会讦韵改革；用凭证代替帐簿，造成帐务紊乱，库款与帐面

不符，各单位与银行往来无法核对。后来经过发动多人建帐，重新恢复原来规章制度。
=． 同年1口月，九个区银行营业所与五犬公社信用社合并，成立人民公社信用部，一套人马，

合署办公，维持到1959年s月+才重新’分开设立。

同年，省分行与县人民银行驻共和乡信席社办点，试办农业社与信用社财务合一，将农

业社社员往来帐务，转作信用社存、放款，致造成虚假混乱，帐据不符，直到1 959年3月停

办，全部清退交农业社。 一

’同年垂月，南大膳银行营业所信贷员郭韵琴出席湖南省第三次先进生产者代表会，属省
劳动模范。

同年3月，县人民银行会同粮食局发放统购粮预付款1移移万元。

．1,961年4月2日，东南湖芦苇场银行工作组干部李长生，伪造现场，盗窃库款81 4元，破

案唇予以记大过处分。
。

同年6月，按公社设银行营业所34个，到1口月份撤销，又改为以区设所。

1 96 2年，根据国务院指示，信用社干部口粮由国家统销供应。1964年国务院批示，信用

社干部工资比鼎供销社职工发给j．普遍进行一次定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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