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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祥县金融志编纂委员会



一 序

一、范立泽

．’《，佥融志》是新修地方志的_部专志。顾名思义，它也是记录金

融业的历史和现状，记录货币流通的调节-9信用活动的金融专志。通

过不同的金融机构，不同业务而体现出地方金融活动的产生和发展情

况。志其规律、彰其盛事，足可使人“启顽立懦0一振颓风”；也是对

历史的补缺，参错，详略续无的资料全书。它鉴、教具备借育、存史

的作用。
～

一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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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本人随大军南下到钟祥，可算是个历史的鉴证

人、a’、19}：49牟初由旧中国解放出来的钟祥县，的确是一个破烂不堪的小

县城， “千疮百孔"，百废待举，-9今天的钟祥对比，真要刮目相

看。．目前全县工0矿遍立，，市场一片繁荣，农、业经济总收入已达4亿

元以上j．农．氏人乎纯收入487元，’ “六五’’计划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8jj鸽6万元沁人民生活正向-小康’?水乎迈进；城乡人民储蓄1985年

底余额达11，903万元，人平134．30元；，．农村储蓄人平水平连续四年桂

冠全省。、钟祥还有丰富的磷矿资源，磷矿储量和品位居全国第二，现

分，别由荆+襄磷矿，湖北省荆钟磷矿，荆州地区放马山磷矿，钟祥县鹰

子咀磷矿等单位开采。．荆襄磷矿是我国第一座胶质磷矿，年产精磷矿

粉73万吨的采选联合企业，．为钟祥县建设银行重点投资项目。

这些巨大的变化，诚然揭示了一个真浠，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新中国，才能取得空前未有的成就。从志书的断限来看，
金志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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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了新旧社会165年的金融史，旧社会就占了129年的时间。窥视旧

社会的史料，充满着币制紊乱，经济贫乏，物价暴涨，货币贬值的记

载；然而新中国的建立，仅36年的时间，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城市展

现在人们的面前。这铁_般的事实，足以说明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

竟产生绝然不同的两个境界。

开览金卷，《钟祥县金融志》以14万字的篇幅，记述了钟祥县近

代百十年的金融发展史。资料既约而精，其中有成功的措施，有失误

的教训，还找出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其观点鲜明，资料翔实，分析中

肯，论述严谨，不失为益卷。本人身为金融战线的一名老兵，今天阅

览之余，倍感亲切，深受启发。

钟祥县金融界的同仁，呕心沥血，潜神励力，为后人留下了一份

珍贵的财富，做了一桩好事。正值当前国民经济改革之际，《钟祥县

金融志》问世，更有其深远意义，为今后工作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历史

资料，以佐借鉴，实难能可贵，值得一读。

钟祥县在大革命时期，是个老区，有南山北山革命根据地。志书

中记录了苏区财政经济方针、政策和实施措施，以及在钟祥境内印刷

中州银行辅币券的重要史实，供我们了解过去，认识现在，研究将来

大有裨益，同时增添了金融专志的地方特色。

编写社会主义新志，是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宏观需要-

也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盛世美姿的一种展示。因此，愿为金融事业的繁

荣昌盛，并且热切企望金融工作者，竭尽全力把《金融志》编纂工作

延绵不断地伸续下去，以启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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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一、零志属于行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按照历

史本来面目，记述钟祥县百年来的金融状况。以改革的精神编纂志

书，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以存史为主旨，提供读者

借鉴，为资治教育之用。

二，本志断限：自清嘉庆年(182 0)钟祥县典当业兴盛时起，

至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第六个五年计划完成时止，少数条

目适当上溯下延。

三、本志分章，节、目三个层次。目以下只记数序，不加题目。

篇目设置从金融事业发展实际出发，按事分类，’横排竖写，以事命

题。本着详今略古，立足当代。
’

四、资料来源于县档案馆，部分来自湖北省金融志编辑室及民间

口碑。书写体裁：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间用记事本末体。辛亥革命

前以朝代纪年，适当加注公元年号；民国时期统用民国年号；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公元纪年。

五、本志由钟祥县金融志编纂委员会主持编纂。编辑室日常工作 ．

原由编委委托人民银行行长常广益主持，1986年编委调整后，由人民

银行现任行长叶国政主持。

六，编纂工作断断续续。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82年根据县档案

局统一部署，编写行业简史。当时由人、农两行组成编写小组于1983

年lo月完成行业志第一稿；1984年9月为贯彻省金融志通城会议“强

Z。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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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联合，加强协作"的精神，由人、工、农、建行和保司等五家调整

编委，联合组建编辑室，继续扩本志，书，的篇幅。’T 1985年6月完成

《钟祥县金融志》送审稿；1986年6月按荆州地区金融志编委会的要

求；再次充实资料，延伸下限，复于1986年12月完成第三稿。1987年

5、月经荆州地区金融志缉委主持召集备兄弟县市金融志主编在钟祥母
会审；按会审意见进一步修订而成此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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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本金

审稿人员：

荆州地区：田官钦(地区金融志办)，高益谦(农业银行)、

陈毓才(建设银行)，朱正平(工商银行)，赵书亚(保险公司)。

兄弟县金融志办：王龙章、龚汉廷(天门)，刘国太，尹伦琰

(潜江)，张继衡(松滋)徐万泽(江陵)，庄万臣(石首)。

钟祥县志办：李道南，朱学忠，吕英杰。

中国人民银行钟祥县支行：叶国政(行长)，何家云(副行长)

王志发(离休干部)。

中国工商银行钟祥县支行：晏修齐(副书记)、常广益(调研

员)．．朱隆济(计划股长)、商明义(信贷股长)，李吉芳(总会

计)，付安家(出纳副股长)、付世雄(协理员)，肖乃泉(信托公

司经理)。

中国农业银行钟祥县支行：肖乃琼(调研员)、胡宗祥(办公室

主任)，黄书宜(会计师)，邱承金(农金股长)。
、

?
／／ 、

l。，卜¨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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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钟祥县支行。赵传仁(行长)、戴秀芝(副行

长)，鲁勤祜(调研员)。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钟祥县支公司；黄杰义(副经理)，邓家寿
-

<王套主席)。

协助人员：刘芸珍，孟宪明、李敬，李伯泉，陶维武

一√j1●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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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祥县地处汉江中游，历史悠久，资源丰富，以农业自然经济为

主。山区，丘陵盛产谷米、竹木；平原湖乡主产棉花、小麦、芋麻；

洋梓出产的大米，运销武汉三镇素有“梓米静之称。由于广大农村，

长期受着封建统治压榨，水旱灾害，战祸连年，农民生产萎糜不振，

农村经济十分贫困。本县磷矿虽雄居全省，但只有蕴藏，却无力开

采；机器工业金属空白，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全靠手工琢坊。商

业，除少数中．．小资本家外，大部分是小本商号，经济实力脆弱，兼

受买办资本势力的排挤，往往成了那些资本家的牺牲品。三十年代，

城关有美孚洋行的正大仁号，亚细亚和德士古洋行的经销店，大量倾

销煤油、香烟等泊来品，迫使小本经营者受尽其宰割。
?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手工业兴起，商品经济逐步发展。当时钟祥

县没有专业钱庄、票号，在小生产者基础上，民间借贷风行，然而，

典当业尚能适应当时经济需要，相应得到发展。在嘉庆末年县城即有

五家典当。同时城乡高利贷亦为活跃，贫苦民众和小本商贩，为了生

产、生活无不忍受高利贷盘剥之苦。因为旧社会金融事业的畸形：发

展，长期未能促进经济兴盛，尤其是清朝，民国各个时代，由于货币

制度的紊乱，导致市场物价无节制地暴涨，人们遭受货币贬值的危害

更深。 ，

．

钟祥县流通的货币，自全国的金属货币制度产生以来，始终是

金、银、铜数种金属币并行，没有主币和辅币的严格区分。银两在各

个时期铸造的重量，成色具有不同的标准；而铜铸币又是一种无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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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种类极其繁杂，制钱原定为官铸，私铸或私毁者皆以重罪论，然

实际上私铸者仍难绝迹，以致钱的重量不等，伪钱充斥市场，钱币行

使纷乱已极。在银两和制钱同时流通的情况下，它们的比价经常波动，

银价的涨落足以影响钱价的平衡，所砂清朝以随时改变制钱重量来维

持银钱比价；但事-9愿违，反而增加货币流通的复杂性，搅乱了以制钱

计算的物价体系。咸丰三年(1853)起，先后铸造发行“当五"到

“当千打的铜质大钱六种。大钱的铸造，它总是在战乱不已，民穷财

尽的时候出现，不能成为一种正常的币制，只能是统治阶级制造通货

膨胀的手段。大钱一投入流通，就受到人们的抵制，光绪二十八年

(1902)铜元问世(当十文和二十文)，逐步淘汰了制钱。

民国元年之后，受通货澎胀的影响，城乡流通货币则以银元为

主，’银元、铜币、官票并列。自民国24年(193 5)后，国民政府在短

短的十三年中由发行“法币”到“关金"直至发行“金元券一，游资

泛滥市场，纸币成灾。十年多的法币贬值，加深了城乡人民对货币的

戒心·所以一般喜用银元、铜币，厌恶纸币。酿成民国36年(1947)

钟祥市民拒用法币的风潮，城镇曾一度陷于停市状态。同年全国金潮

汹涌，物价竟成直线上升，以齐米价格为例：民国24年(193 5)每石

6元，民国35年(1946)年涨到2万元，民国36年(1947)涨到97万

元，一年翻涨47．5倍，显然无不影响到本县金融业的稳定。

民国18年(1929)至26年(1937)农村都组织过信用合作社，但

对扶植农业生产却负有空名，累次湖北省政府拨来的农贷款项，没有

用于实处，绝大部分被乡保人员中饱私囊。直至民国27年(193 8)国

共合作时期f自刘慈恺主持的合作事业办事处，才改变原合作指导员

的腐败作风，曾发放农业贷款一万余元(银元)扶植生产，农民方能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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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得到了实惠。民国35年(1946)钟祥县政府根据《县银行法》，决

定筹建县银行，官、商集股，于民国35年5月成立地方性县银行；民

国3 6年(1947)湖北省银行，也在本县设立办事处。半殖民地半封建

的金融虽然形成，受着官僚资本的垄断和社会经济的限制，决定了它

有限的发展规模。这些金融机构都是应运而生，生命短暂，在国民政

府的货币政策彻底失败后，终于随着该政权同时崩溃。

1930年本县南山j北山两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在财政经济上有一

个自发过程。当时的经济来源于打土豪、分田地。其中大部份分给农

民，但也留一部分作为供给军需。为了打击高j利贷，推行减租减息政

策，1937年根据地县委制订的原则： “凡贫民欠富人的钱，本利一律

不还，契约无效修， “对于私人低利借贷是允许的，但不允许高利

贷力， “苏区银行实行低患借贷，帮助贫民一。这些经济措施、在根

据地对平抑物价，调剂苏区经济，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过，自

“四次围剿修以后，根据地丧失，财经组织破坏，财政、金融受到极

大的挫拆。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和掠夺，维护稳定金融，根据地政府

自己曾发行货币。1947年豫鄂边区建设银行、。中州农民银行和冀南银

行发行的钞票，相继流入本县；1948年冬江汉军区印票厂在本县张家

集印制中州银行的辅币票，有效地抵制敌人的封锁，有力的支持了解

放战争。
’

1949年钟祥县人民政府，由农村进入县城，即着手根除旧社会遗

留下来的通货膨胀余毒，打击金银投机行为，积极发展人民的金融

业。1950年1月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钟祥县支行，其首要任务是，占

领金融阵地，开展货币斗争，确立人民币为本位币的地位，并采取一

系列的金融管理措施，坚决肃清市场上银元流通，，保证稳定金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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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钟祥县先后建立中国农业银

行、中国人民建设行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形成完整的

社会主义金融体系。银行按每个历史阶段中的金融方针、政策成为全

县国民经济的信贷中心，结算中心和出纳中心，促使社会主义经济能

够独立、自主的发展。

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首先从建立扩大金融网络入

手。自1950年10月首建石牌区营业所起，至1953年最后建立龚家集区

营业所止，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一区一所的任务；并普遍组建了农村

乡一级的集体性质的信用合作社，帮助农民改善生产条件，恢复农村

经济；其次积极支持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严格货币管理，促进全国

财政收支平衡、物资调拨平衡和现金收支平衡。建国初期，国营经济

在政治上的领导权虽已确立，但在经济力量上还比较薄弱。资本主义

经济在市场上还占着一定比重，存在着财力、物力还不能集中使用，

统一调拨。通过执行党和政府“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

银行工作以“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力为中心，按计划供应资

金，代理国家发行建设公债，大力开展城乡储蓄，为建设积累资金，

以实现信贷和现金收支平衡；农村开展生产救灾工作，扩大城乡物资

交流；’配合有关部门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

义改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银行根据总路线和国民经济“大跃

进"的要求，从发展生产出发，积极筹积各方面的闲散资金，本县储

蓄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城乡储蓄大幅度的上升。1965年年底余额达

549万元，比19 58年的219万元增长1．5倍，增强了工、农业生产和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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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违背了客观规

收农村储蓄存款和工业

放款中，出现许多“假打、“大"、 “空劳的错误；以及1959年基本

建设计划大敞口，拨款大撒手，管理松弛的混乱局面，给金融工作带

来很大损失。不过这些问题一旦出现，及时得到了纠正，却给金融干

部的教训是较深刻的o ＼
，

“文化大革命一时期，确立政治统帅一切的观点，商业信贷坚持

面向农村，为农业生产建设服务。因经济妖风盛行，银行信贷资金放

松了管理，’出现贷款增长，占用积压资金过大，流动资金周转缓慢，

经1975#-检查，全县工商企业及社办企业计积压和浪费有用的物资-9

资金达1，190．8万元，占年底贷款余额的10％。所以1976年有22个

工业企业生产出现工业产值下降，仅完成年度计划的65．6‰‘产品下

降，计划主要产品42种，只完成14种；劳动生产率下降，比上年下降

35．6％；企业利润下降，由盈利变亏损107．4万元。相反，百元产值

资金率增长，银行贷款增长。至所以产生这些不良的经济效果，固然

是银行与企业方面的多种因素，但是因银行干部全力投入“政治运

动扫，无不直接影响金融业务的正常进行。自贯彻执行“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黟财经工作总方针后，金融工作即把支持农业放在首位，巩

固与发展集体经济，大力支持工业、支持轻工市场，促进货币流通的

正常发展。“运动"后期，形势逐渐有所好转。

粉碎“四人帮弦后的两年、银行即着手恢复整顿。集中统一使用

资金和被践踏的各项金融制度。因为当时冲不出“左"的思想束缚，

所以没有取得睨显的效益。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金融工作进

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认真贯彻执行了党在新时期的方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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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从而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突出表现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

用加强了，银行工作越做越活。把银行着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注意更多地筹集资金，有效地运用资金。根

据新情况、新特点，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积极执行正确的货币政

策和信贷政策；在货币流通方面，坚持稳定货币的方针，通过支持生

产建设，逐步把基本建设财政拨款改为建设银行贷款，无偿占用改为

有偿占用。特别是积极支持轻纺等日用消费品的生产。经过几年的努

力，使货币流通状况逐渐恢复正常。

同时认真执行调整方针，信贷工作进行了一些初步改革，扩大了

活动领域，支持了企业调整。如实行了“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

挂钩，差额包干"的信贷计划管理体制，改革了银行利率制度；改进

和加强了结算工作。在银行内部开始实行了经济核算制度和经济青任

制，改变了吃大锅饭的状况。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于1979年10月第三

次恢复农业银行，银行干部实行银行与地方共同管理，以银行为主的

管理体制；1984年又根据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

行的职能，并成立中国工商银行钟祥县支行；还恢复了国内保险业

务，恢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钟祥县支公司，建立了经济补偿制度，为

生产建设积聚了资金。为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根据《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精神，各银行进行了全

面整顿，综合治理，经过上级分别验收，人、农建三支行均取得了合

格证书，这都是社会主义金融体制的重大改革。改革的总体目标是：

建立一个以人民银行为中心，统一领导和管理的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

具有中国特色，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初步开拓了金融业的

新路子，取得一定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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