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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84年12月，

巫溪县工商银行获

得地区命名的“文

明单位”称号。

巫溪县建设银行荣获省建

行1982年度“先进集体”奖旗。



评议、验收《巫溪县金融志》会照

1989年7月4

日县志编委审查

验收《巫溪县金

融志*会会场。

1988年loP]万县地区《巫溪县金融志》评议会会场

(地区金融志办供稿)



一再

《巫溪县金融志》，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经济一

派大好形势下编纂的。它既备新编巫溪县志取材，又是我县金融事业

的第一部专志。

《巫溪县金融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和基本路线，依据金融史实，编纂而成的社会主义新志书。

1983年8月，县金融系统响应修志号召，部分行开始资料搜集，

后因人员变动，工作搁置。1986年9月， “四行一司”领导协商，联

合编纂《巫溪县金融志》，并成立编纂领导小组，组建有热心修志事

业的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参加的编辑小组，立即开展修志工作。但金

融史料，清代以前的缺载，民国时的大都散失，建国后的量大纷繁，

给编纂工作带来困难。编辑人员不辞辛苦，博采资料，精心编纂，至

1988年7月完成初稿。随后，在地区金融系统评议和广泛征求意见的

基础上，进行补充、修改，于1989年4月定稿。

《巫溪县金融志》分上、下篇。上篇记述晚清和民国时期县地方

金融史况；下篇记述共和国成立以来(至1985年)县地方金融事业的

发展变化，内容丰富、翔实，反映了金融事业的基本状况和发展规

律，突出了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和专业特点。这对本县深化金融改

t



革，加强职工队伍建设，发展社会主义金融事业，将起到重要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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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曩全萎釜鬈嘉羹盖喜德羹甘承学巫溪县金融志编纂领导小组组长
”’。

一九八九年四月



凡 例

一、本志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史实，力求做

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时限：上起光绪二十二年(1896)，下至1985年。

三、志中“建国前”和“建国后”，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和

成立后的简称。所列“人民银行”、 “省人行"、 “县人行”为建国

后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巫溪县支行的简称。各级专业银行和

保险公司的简称类同。

四、本志金额数字，1955年3月1日前的旧人民币，按规定比率

折合新人民币；须用旧人民币数字时，在括号内注明。

五、本志数字用法，以《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

淮。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和记、志、图，表、录等综合体

裁，以志为主。

七、本志统计数字，以县各行(司)决算和有关报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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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经济决定金融，金融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金融作为有力的经济

杠杆，连接并调节着整个社会经济生活。

巫溪是川东边缘的一个山区县9

光绪二十二年(1896)，为商贸之便，开始出现商铺兼营的兑换

业⋯一钱铺； 后有商铺兼营发行“花票” 的票铺； 民国2年

(1913)，有袍哥组织开设的当铺。这几家原始型的金融业，都因经

济萧条，经营困难，相继歇业。民国28年(1939)为发放赈灾贷款，

始创农村信用合作社；年底成立巫溪县合作金库。民国31年(1942)

建立巫溪县银行。民国35午(1946)设立四川省银行巫溪办事处。这

几家规模不大的金融机构，都因货币日益贬值，经济不振，难于开展

业务，后期形同虚设。

商品交换使用的货币，清末民初为银两、银元和制钱、铜元。随

着盐业生产的发展和商品流通的需要，有些商铺发行“花票”，参与

市场流通。防区制时，军阀各自为政，发行各种兑换券，流入县境。
‘

民国24年(1935)11月，国民政府废除银本位制，实行纸币制，发行

的纸币为法币。此后的十多年间，抗战和内战相继发生，生产遭受破

坏，财政极度空虚，纸币大量发行，导致通货膨胀，法币崩溃。民国·

37年(1948)8月改换为金元券，民国38年(1949)7月又改换为银

元券。币制虽几经变更，终不能保持稳定而失信于民。民间自行使用

银元、铜元进行交换，或以物易物。

t949年12月。，巫溪解放，人民政权建立，金融事业开始新的历

程。

．1



1950年4月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巫溪县支行，办理城乡金融业务。

它通过人民币的发行和金银的管理，

放、汇等业务的开展，对恢复经济、

‘的作用o_，1952争9月成立保险公司，

使人民币占领了阵地。通过存、

平抑物价、稳定市场，起到重要

开展保险业务。1951年至1954午

各区相继设立营业所，广泛开展农村金融业务。

1954年初，成立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一一太平信用社。1956-年

。7月成立巫涣县农业银行；年底农村信用社发展到32个。金融网络初

步形成。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银行配合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加强瑰金管理，扩大转帐结算，规定单位一切收支通过银行进

行。1953年至1957年，现金收支除1954-'年--、1956年为投放外，其他年

份为回笼。严格信贷计划管理，支持国(合)营商业和国营工业企业

的发展。1957年精筒机构，县农业银行并入人民银行。

“大跃进，，及调整时期，金融事业经历了一段曲折发展的过程。

1958年．银行贷款扩大，仅农村商业贷款余额就增至422．5万元， 比

1957年增长2．7仔。它一方面支持了金县副业生产，特别是药材生产，

为巫溪成为全国药材红旗县做出贡献；另方面，由于受“高指标”、

．“浮夸风，，的影响，信贷资金大撒手，为商业“大购杏销"、预付赊

销提供条件，给国家财产造成重大损失。1962年贯彻“调整、巩固、
·

充实、提高’’的方针和执行《银行工作六条》后，纠正了“左”的偏

．向。银行工作在调整中前进。

，’-．tt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金融工作遭到严重破坏。批判银行工

作坚持集中统一是“条条专政”，坚持财经纪律是“监督至上”，执

：_寿亍‘妥参簪理职能是“专家理财’’。把农村信用社下放给贫下中农管
理，取代民主管理的理、监事会。把利息说成是“裁削”。致使信贷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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