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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阳县金融志》几经春秋，历尽艰辛，终于

付印成书，可喜可贺。一
’

盛世修志，存史资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桂阳编纂地方志始于南宋，历代先后数次，

但编纂金融志却前无古人。其难度可想而知，其

意义可存史鉴今。

本专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

史实为依据，坚持实事求是，按照“详今略古，求

深不求全，突出特色，经世致用”的原则，较客观

地记述了桂阳金融业的历史与现状，兴衰与起

伏，着重反映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

就。纵观全志，观点正确，资料翔实，内容丰富，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桂阳支行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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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突出，文字流畅，图文并茂。既有微观条文

缕析，又有总体概括综合，确实是一部较完整的

+地方专志。

编纂《桂阳县金融志》是项艰难的综合文4L．r-．

程。由中国人民银行桂佃支行牵头，组织辖内各

专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建立编纂机构，调集贤

达，筹措资金，．广征博采，搦管笔耕，几度寒暑，

数易其稿，终于问世。她凝聚着编纂人员的心

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本专志编纂过程中，得

．到地区金融志办和桂阳县志办以及原在桂阳金融

系统工作过的老领导的关怀和指导，得到社会各

界同仁的鼎力相助，在此，谨表谢意。由于诸多

因素，本专志难免有疏漏与失当之处，望读者匡

谬纠误。

古人云：“欲知大道，必先知史"。《桂阳县金

‘融志》的出版，她将作为我县传于后世的一部金

融信史，正确引导我县金融工作者观兴衰，知得

失，通晓过去，拓展未来，起到激励和促进作用，

达到资治教化之目的。故乐为之序。

一九九四年十月
曼



凡

一、本志遵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以存史

为主旨，以史料为依据，按照《湖南省地方志编

写行文通则》的规定进行编写。
‘

、

二、本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所记史料经

过考证核实，文中一般不再注明资料出处。

三、本志记述范围，上限公元1840年，下限

1988年，有些事物为反映其全貌，适当上溯其发

端或下延至志书脱稿止。所记事物都坚持详今略

古的原则。

四、全志除概述、大事记、后记外，主体部

分10章28节，以志为主，兼有图、表和照片。全

志记述均用第三人称、规范的语体文和简化字。

五、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分别简称为“新中国成立前"和
1



凡例

“新中国成立后"，将“中国人民银行桂阳县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桂阳县支行"“中国农业银行桂阳

县支行’’“中国银行桂阳县支行’’“中国人民建设银

行桂阳县支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桂阳县支公

司"分别简称为“县人民银行"“县工商银行”“县中

国银行’’“县建设银行’’“县保险公司"。
’

六、对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纪年，先书朝代

年号，再括注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后概用公元

纪年。 ，

七、地名书写，‘以事件发生时的名称为准，

原名与今名相差甚远的，都括注今名。

八、计量单位名称及符号，新中国成立前仍

其旧，新中国成立后，用法定计量单位名称和符

号。旧人民币均换算为新人民币。

九、本志中金融机构按人、工、农、中、建、

保这一习惯J顿序排列，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没有

大小、主次之分。

十、主要数檐以银行会计报表为准，缺少部

分以统计部门的数字为依据。

2



目’ 录

概述⋯⋯0 00 0 00⋯⋯⋯?⋯⋯⋯⋯⋯⋯⋯⋯⋯⋯··l

大事记⋯⋯O O 0 6 OO OOO⋯⋯⋯⋯⋯⋯⋯⋯⋯⋯⋯11

第一章机 构⋯⋯⋯⋯⋯⋯⋯⋯O O O O OO⋯25

第一节当 铺⋯⋯⋯⋯⋯⋯⋯⋯⋯⋯25

第二节信用合作社⋯⋯⋯⋯⋯⋯⋯⋯⋯27

第三节银 行⋯⋯⋯⋯⋯⋯⋯⋯⋯⋯31

一、湖南省银行桂阳办事处⋯⋯⋯⋯⋯31

二、中国人民银行桂阳支行⋯⋯··?⋯⋯32

三、中国工商银行桂阳县支行⋯⋯⋯⋯35

四、中国农业银行桂阳县支行⋯⋯⋯⋯36

五、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桂阳县支行j⋯··37
●

1



目 录

六、中国银行桂阳县支行⋯⋯⋯⋯··妒··38

第四节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桂阳县支公司⋯

⋯．．．．⋯．．．．．．．．．．．．．．：·．·．．·····················38

第二章货币流通⋯⋯⋯⋯⋯⋯⋯⋯⋯⋯⋯49

第一节通用货币⋯⋯⋯⋯⋯⋯⋯⋯⋯⋯49

一、硬 币⋯⋯···⋯⋯··⋯·⋯⋯⋯⋯49

二、纸 币⋯⋯⋯⋯⋯⋯⋯⋯⋯⋯⋯52

第二节投放与回笼⋯0 00 00 0 00 0 00 0 0 00⋯⋯⋯58

第三节现金管理⋯⋯⋯⋯⋯⋯⋯⋯⋯⋯67

第四节金银收兑⋯⋯⋯⋯⋯⋯00 O T O O 0 0O Q OO 72

第三章存 款⋯⋯⋯⋯⋯⋯0 0 0 0-O O OO D OO 6O O 77

第一节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存款⋯77

第二节个体工商户存款⋯⋯⋯⋯⋯⋯⋯81

第三节基本建设存款⋯⋯⋯⋯⋯⋯⋯⋯82

第四节储蓄存款⋯⋯⋯⋯⋯⋯⋯：⋯⋯”86

一、储蓄种类⋯⋯⋯⋯⋯⋯⋯⋯⋯⋯⋯88

二、网 点⋯······⋯······⋯···⋯·“·“90

三、宣传和服务．．．⋯⋯⋯⋯⋯⋯⋯⋯⋯92

第五节信用合作社存款⋯⋯⋯⋯⋯⋯⋯98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第四章贷 款⋯⋯⋯⋯⋯⋯⋯⋯⋯⋯⋯103

第一节民间借贷⋯⋯⋯⋯⋯⋯⋯⋯⋯⋯104

一、私人借贷⋯⋯⋯⋯⋯⋯⋯⋯⋯⋯⋯105

二、公 团·······················⋯·······107

三、合 会⋯⋯⋯⋯⋯⋯⋯⋯⋯⋯⋯108

四、典 当··················⋯···⋯······109

第二节银行贷款⋯⋯!．．．⋯··0 0 0·0 0 0 00⋯⋯110

一、个体工商贷款⋯⋯⋯⋯⋯⋯⋯一⋯·110

二、工业贷款⋯⋯⋯⋯⋯⋯⋯⋯⋯⋯⋯114

三、商业贷款⋯⋯⋯⋯⋯⋯⋯⋯⋯⋯⋯124

四、农业贷款⋯⋯⋯⋯⋯⋯⋯⋯⋯⋯⋯137

五、基本建设贷款⋯⋯⋯⋯⋯⋯⋯⋯⋯157

六、信用合作社贷款⋯⋯⋯⋯⋯⋯⋯⋯162

七、人民银行对专业银行的贷款⋯⋯⋯168

第五章结算与利率⋯⋯⋯⋯⋯⋯⋯⋯⋯⋯171

第一节结 算⋯⋯⋯⋯⋯⋯⋯⋯⋯⋯171

一、现金结算⋯．．．⋯⋯⋯⋯⋯⋯⋯⋯⋯171

． 二、转帐结算⋯⋯⋯⋯⋯⋯⋯⋯⋯⋯⋯172

三、农村非现金结算⋯⋯⋯⋯⋯⋯⋯⋯177
3



目 录

．第二节利 率⋯⋯⋯⋯⋯⋯⋯⋯⋯⋯

第六章拨款监督⋯⋯⋯⋯⋯⋯⋯⋯⋯⋯⋯

第一节基本建设拨款⋯⋯⋯⋯⋯⋯⋯⋯

一、基本建设拨款管理⋯⋯⋯⋯⋯⋯⋯

；、施工企业财务管理⋯⋯⋯⋯⋯．．⋯·

’第二节农业拨款⋯⋯⋯⋯．．．⋯⋯‰⋯⋯

第七章保 险⋯⋯⋯⋯“⋯⋯⋯⋯⋯⋯·

第一节承保险种⋯⋯⋯⋯⋯⋯⋯⋯⋯⋯

第二节发展状况⋯⋯⋯⋯⋯⋯⋯⋯⋯⋯

第三节理 赔⋯⋯⋯⋯⋯⋯⋯⋯⋯⋯

第八章代理业务⋯⋯⋯⋯⋯0 0 0 6 00⋯⋯⋯⋯

第一节金 库⋯⋯⋯”⋯⋯⋯·0 0 0 0 0 0 0 00

第二节债 券⋯⋯⋯⋯⋯⋯⋯⋯j“⋯

第九章人事教育⋯⋯⋯⋯⋯⋯⋯⋯⋯⋯⋯

第一节人事管理⋯⋯⋯⋯⋯⋯⋯⋯⋯⋯

一、干部职工来源⋯⋯⋯⋯g O 0 00 0⋯⋯⋯

．二、干部职工管理体制⋯⋯⋯⋯⋯⋯⋯

第二节职教职称⋯⋯⋯⋯⋯0 0 0 00 0⋯⋯⋯

一、政治思想教育⋯⋯⋯⋯⋯⋯⋯⋯⋯
4

180

1 95

195

1 95

203

209

213

214

21．7

225

231

231

234

241

241

241

243

247

247



目 录

二、业务培训⋯⋯⋯⋯⋯⋯⋯⋯⋯⋯⋯249

三、职 称⋯··i⋯⋯⋯⋯·：⋯⋯⋯⋯·253
●

●

四、双先评比⋯⋯⋯⋯⋯⋯⋯⋯⋯⋯⋯256

第十章计划与财务⋯⋯⋯⋯⋯⋯⋯⋯⋯⋯261

第一节计划管理⋯⋯⋯⋯⋯⋯⋯⋯⋯⋯261

第二节财务收支、，成本、利润管理⋯⋯265

第三节财产管理⋯⋯⋯⋯⋯⋯⋯⋯⋯⋯268

附录⋯⋯⋯⋯⋯⋯⋯⋯⋯⋯⋯⋯⋯⋯⋯⋯273

后记⋯⋯⋯⋯⋯⋯⋯⋯⋯⋯⋯⋯⋯⋯⋯⋯279

5





概 述

桂阳县地处湘南，历代以农为本。境内物产

丰富，尤以矿产、烟草著名，古称八宝之地乙唐

贞元二十年(804)，以平阳县(今桂阳县)有铜

坑28处，置桂阳监，并设铜炉两座开铸铜钱，年

铸钱五万贯，为桂阳最早的官办金融业。唐武宗

会昌年间(841～846)，桂阳监铸造有背加“桂"

字铜钱。清末，城门外东街里(今文化街二巷)

有一家私营当铺，是有史可查的桂阳最早的旧式

’金融机构。因连年军政?昆乱，通货膨胀，经营不

振，当铺于民国11年(1922)关闭。民间借贷成

为当时唯一的融资方式。民国25年(1936)5月，

桂阳设立第一个信用社——石岭下(今属城郊

乡)无限责任信用社，入股社员10人，股金10

元；后陆续发展，至民国29年‘(1940)，已成立



概述

125个社，拥有社员2302人，股金4178元，信用

社用湖南省建设厅合作贷款所安排的资金转贷给

入社的农户。信用社成立初期，以“调剂人民生

活"、“消灭高利贷"相标榜，后来，实际上权力都

掌握在乡、保长手中，社员受益很少。

、民国29年(1940)5月，湖南省银行在桂阳

设立办事处，开办存款。、贷款、汇兑业务。民国

34年(1945)，日寇入侵桂阳，办事处停业。日

寇投降后，办事处于民国35年(1946)复业。不

久因政局动荡，币值不稳，法币、关金券、金元

券、银元券连连贬值，几成废纸，银行信誉低落，

业务渐趋萎缩。民国38年(1 949)6月，湖南省

银行以“局势险恶，处境弥艰，资金枯竭，无法继

续活动”为由，令桂阳办事处停业。

1949年10月13日，桂阳解放。无限责任信

用社自然消失。1950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湖南

省第三支行派魏永烈和朱子初到桂阳推销人民胜

利折实公债，建立金融小组。4月15日正式成立

中国人民银行桂阳县支行，职工6人，行长张明

琏。支行内设出纳、业务、秘书组，经营存款、放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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