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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沁左翼中旗金融志》编写工作，在上级行和旗委、旗政

府的领导下，在旗史志办的指导帮助和各专业银行(司)的支持

下，经过编纂人员的辛勤努力，终于同大家见面了。

这本志书以翔实丰富的资料，记述了科左中旗几百年来，特别

是新中国成立后，金融事业的发展历程、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教训。

银行是国民经济的综合部门、国家货币发行机关，在国民经济

运转中，是信贷、现金、出纳和外汇收支中心、资金活动的总枢

纽，是国民经济联系的纽带，起着集聚调节和运用资金、促进国民

经济发展、调节货币流通、调节人民经济生活、提高社会经济效益

的杠杆作用。 一

科左中旗自1951年成立人民银行支行，至今已近四十年，经过

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

义改造j“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几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

十年“文化大革命"，’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经历了风风雨雨

的曲折的发展历程。t

今昔对比，科左中旗的金融事业有了长足发展，从作为中央银

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到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保险公司等

各专业银行(司)到与之密切相关的农村信用社、城镇信用社，在

机构设置、业务范围、经营规模等方面都E1益完善，完成了各个时

期赋予的任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

在振兴中华、致力四化建设的新时期、在坚持“一个中心，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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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基本点"及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今天，我相信，工作在全旗金

融战线上的广大职工，一定会从本志中温故而知新，借鉴历史的经

验，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开拓前进，为促进科左中旗的金融事

业，振兴科左中旗的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祝科左中旗金融事业健康发展!日益兴隆!

科左中旗人民银行行长 白万喜

一九九一年八月七日



凡1

凡 例

一、本志属金融专业志，记述了科左中旗金融活动的历史和毫

状。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j

观点，按照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要求，翔实地再现了历史原貌

三、本志的编纂原则是：实事求是、详今略古。

四、本志上限起自清崇德元年(1636年)科左中旗建置，下附

断至1989年。
一

五、本志编纂体例采用“横排纵述矽，分类系事、以记为主

记、志、图、表、录并用。

六、本志采用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年号，彭

加注了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纪年，均为公元纪年。

七、本志分章、节、目，共4章，23节，卷首有序，卷末有编

后记。

八、本志所取资料，来源于科左中旗档案局、科左中旗统订

局、科左中旗史志办、中国人民银行科左中旗支行、中国工商银行

科左中旗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科左中旗支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剩

左中旗支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科左中旗支公司、中国人民银行哲

里木盟分行以及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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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迹

概’述

科尔沁左翼中旗(简称科左中旗)地处科尔沁草原东部，于清崇德元年

。(1636年)建置i从其建置到中华民国成立，．境内通用银锭、制钱及铜

元。民国初期，银元、奉票、子贴等相继流人，金融机构则未建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侵占了科左中旗，．将蒙古王公之“世

袭罔替"制废除，·．扶持温都尔亲王建立了伪旗公署。1932年5月，伪满中

央银行开始向本旗发行嘣金票”和“中银券刀(伪满中央银行兑换券)。，胁迫

伪旗公署禁令境内流通金银及其它货币，强制人们使用伪币，．妄图统一币

制，进行殖民统治。 ．i 。，

1939年10月，’伪旗公署在本旗成立了金融合作社，办理存款、贷款

及贴现，管制本旗金融：’ 一
·．

。～1945年8月12日，日本侵略者逃离，伪东科中旗公署垮台，14日，金

融合作社也随之溃散手．， ‘．．

．‘ 。’；

“八·一五"光复后，殖民统治宣告结束，民间贸易出现繁兴，苏军

票、九省流通券‘·东北流通券：三旗流通券等先后出现，：但因币别纷杂，无

人管理，’货币流通相当混乱。 。

·

1947’年4月，．科左中旗全境解放，·j 5月，。人民政府成立，隶属内蒙古自

治区。翌年，内蒙古人民银行向本旗发行解放区货币。19．49年，人民币在

旗内出现。，当时，旗内进行土地改革，整个形势百业待兴，金融机构仍未建

置。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银行通辽支行派人在本旗进行金融

活动，．j开展存贷款业务；旨在占领货币市场，调节货币流通，稳定金融物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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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

． 1951年12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科左中旗支行成立，至此，科左中

旗金融凋敝的历史结束了。从此，支行行使国家银行权力，整顿金融、发行

人民币、收兑旧币、禁止金银计价流通，建立了单一人民币货币市场。是

时，支行遵照“深人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的指示，大力

并展农村金融工作，推行实物转贷、举办折实储蓄、‘抑制物价波动、支持生

产自救，对本旗农牧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沟通城乡物资交流、增强国家银

行信誉起到了_定作用。， ．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年一一1957年)，支行贯彻落实国家金融

． 方针和金融政策，执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组建基层营业所和农村

信用合作社j实行信贷计划管理，建立工商业信贷制度，落实国家对农业、

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在乡村，试办牲畜保险，限

制、削弱和打击农村高利贷活动，采用货币与实物“并放刀，巩固、壮大互

助合作事业，促进了本旗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在城镇，大力推行转帐结算，

强制实行现金管理，取消商业信用，支持国营、合营及合作社经济，配合政

府完成了对城镇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此间，金融机构

遍及城乡，信贷政策适用合理，业务活动日益扩大，成为本旗金融发展史上

之“黄金时期"。
’

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58年一一1962年)，支行贯彻执行党的社会

主义建设总路线，树立银行工作“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

的“三大观点"，下放权力，支持“全面跃进’’，对大办工业、大搞建设、大

购大销以及大搞高产跃进等起过作用，’但因受“浮夸风刀--(1命令风"影响，

支行在“大跃进，，时期曾一度实行“大破大立力与“敞口供应’’资金，导致

管理松弛、贷款剧增、货币投放过多，结果使城乡经济出现了效益低、物价

涨、1损失浪费严重的被动局面，给稳步发展的金融事业带来了重大冲击。

j 1962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

霉
．，．



概‘述

统_，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收回了银行下放的‘切权力，’实行完全

彻底的垂直领导。自此，支行贯彻“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金融方针‘，。执

行．“银行工作六条，，，重新恢复“大跃进蟹时期废弃的规章制度，开始纠正

．“重供轻管"。，

三年调整时期(1963’年二一1965年)，+支行继续深人落实“银行工作

六条刀，强调信贷现金计划、严格信贷管理、：狃织信用回笼、，控制货币。投

放；1对工商企业进行清资挖潜j贷款按计划严格监控’，．持续开展信贷大清

查；对农牧信贷坚持“社队自力更生为主j国家支援为辅刀方针，结合“确

有物资：：物资适用、+群众欢迎、．‘讲求实效"原则：’划分长贷与短贷使用界

限，重点支持贫困队生产，解救社员生活困难；在开展现金管理zfCq：,，遵

照“只许加强：。不许削弱刀：指示：清查核定单位现金库存限额～’。惩治违反现

金管理规定行为。由于措施得力，制度严格，。扭转了贷款剧增与货币投放，

从而稳定了市场物价，改善了物资供应，促进了本旗国民经济的全面好转。

调整中于1963年12月25日建立了农业银行，统一管理本旗农村金融。

1965年10月6日，农业银行又并人了人民银行，旗内金融业务继续由人民

银行统管。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一一1976年)，砸烂原有规章制度，限

制银行自主权，．削弱银行职能作用，正常业务陷人瘫痪，金融事业遭到了严

重破坏。动乱中，建设银行于1973年建立，设于旗财政局，行长由财政局

长兼任。
’

1977年后，金融活动转人正轨，管理制度再度恢复，支行受上级行与

地方党政双重领导，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开展“整所整社’’

工作，此后，银行的调控作用逐步得到了发挥。1979年6月，农业银行恢

复建置，8月，人民银行和农业银行实行企业管理，开展信贷、现金及结算

清查，掀起了“大力吸收存款，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热潮。

1980年后，在改革、开放、搞活方针指引下，金融事业进人新的发展

．．气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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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1980年，建设银行与财政局分设；1981年6月，保险业务恢复

(1953荦‘lO月旗内保险业务停办)；1983’年1月，保险支公司成立；1983

年10月，人民银行统管了全旗国营企业流动资金；1985年1月，工商银行

成立，。3月，人民银行与工商银行分设。至此，旗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农

业银行、建设银行、保险公司及农村信用合作社各司其责，协同合作，对本

旗生产建设的发展与商品流通的扩大起到了推动作用。

．1985年后，金融体制深化改革，管理机制日臻完善，在改变银行信贷

资金“吃大锅饭"状况时，实行了够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

融通力的信贷计划管理体制；在系统化、专业化和科学化管理中，旗人民银

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成为领导和管理本旗专业银行与其它金融机构的国家

机关，专业银行与其它金融机构作为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吸收存款，发放

贷款，办理具体金融业务，’支持合理经济增长，繁荣城乡经济，发挥着金融

业应有的职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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