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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本志详今略古记叙了佛山[含南海、顺德、中

山、三水、高明等县(市)和城郊]自清雍正十一年

(1734年)至1993年间农村金融业的兴衰发展，特

别对建国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佛山农村金融

的改革与发展的历程，以及金融业务作了翔实的介

绍。内容分为十二章，书末还重点突出地记述了各时

期所发生的大事，并附上有关年份行社各项存贷款情

况表。

本志文字简明扼要，资料翔实，图文并茂，适合

农村金融、财政人员和有关领导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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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银行佛山分行编写的《：佛山农村金融志：》从1989年开

始编写到今日定稿，历经八度春秋、五易其稿，终于付梓出版，

值得祝贺。

佛山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业务的发展与壮大引人瞩目，在

全国农村金融系统中具有一定地位，国务院领导高度评价过。农

行总行领导多次前来佛山检查指导工作，不少省市同行到过佛山

参观、考察，给予较高评价。编写一本《佛山农村金融志》，把

佛山农行、农村信用社系统在组织资金和运用资金及开拓新业务

等方面一些成功的经验载入志书，对发展农村金融事业提供借

鉴。不无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佛山农村金融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功不可没，特别是在促

进农村乡镇企业由小到大、蓬勃发展中作出了重要贡献o《佛山

农村金融志》记载了1734年(清雍正十一年)至1993年间佛山

农村金融业发展的概貌。编者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叙了

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佛山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

的历史进程，加上在30位编写人员中，有10位高级经济师、2

位高级工程师，其余均为中级经济师，由他们编写的志书，将对

从事农村金融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同志提供有益的借鉴。

韩英

1997年3月10日

(韩英，中共佛山市委副书记、佛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佛山市金融学会名誉会长)



《佛山农村金融志》从1989年开始编写到1996年底定稿，

经历了8个春秋的辛勤耕耘、五易其稿，终于付梓出版了。这是

佛山农村金融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喜事，也是佛山农村金融精

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并驾齐驱、共同发展的有力体现。

修志历代有之，当前各行各业都在修志，却是历代所不及o

《佛山农村金融志》是志书丛中的一朵小花。当你打开这本小册

子的时候，绝对不只是油墨的香味，而是佛山农村金融业那种特

有的芬芳，会慢慢渗入你的心肺，使你慢慢地回味，慢慢地回味

《佛山农村金融志》是行业志书，除了行业特点外，还有着

自已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有：

第一，指导思想明确。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

为指导，不仅叙述了过去的历史，而且重点记叙了在邓小平同志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佛山农村金融改革开放所

走过的路程，留下的足迹，结下的累累硕果。

第二，历史跨度大。本志记叙了1734年至1993年共260年

佛山农村金融的发展历史，按照历史的顺序纵跨清雍正十一年以

后的清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历史时期，脉络

分明，内容丰富。

第三，内容充实可靠。本志在编写过程中，从浩瀚的历史文

海中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档案，访问了许多知情人士，研究了资料

的取舍。对资料进行了严格筛选，除其糟粕，取其精华，选用资

料既有代表性，又真实可靠。

第四，参考价值高。佛山是中国四大名镇之一。进入80年

代后，佛山市又走在改革开放前列，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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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明星，佛山再次知名全国。历史上称为鱼米之乡的佛山，其农

村金融是什么样子?以农村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佛山经济发展秘诀

在哪里?佛山农村金融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请您看看<佛山农村

金融志>，一定得益不浅!

志书千古事，得失众人知。尽管编者在严谨体例、核实史

料‘提炼文字和把握政策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由于志书内容

时间跨度长、空间大、涉及面广泛，瑕疵在所难免，恳请读者诸

君见谅。

最后，对支持过《：佛山农村金融志》编写的专家们及各有关

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徐景学

1997年1月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采用横排纵述的写法，本着详今略古的

原则，真实地反映了佛山农村金融业发展变化的历史和现状。根

据佛山农行机构“三起二落"的特殊情况，着重记述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佛山农行、信用社系统组织资金和运用资金支持城

乡经济发展的概貌。

二、本志的编纂范围是佛山市区及辖属南海、顺德、中山、

三水、高明等县(市)和城郊的农村金融业。

三、本志从编写观点和方法到语言运用等方面，均力求遵照

编志的规则和要求。

四、时间跨度。上限：清雍正十一年(1734年)；下限：

1993年底，行长更迭延至1997年9月‘；部分照片跨越1993年。

五、本志除“概述"和第十一章第四节中“梁兆忠小传"

外，其余章节均不加褒贬。

六、坚持“生人不立传”的原则。

七、“建国前”、“建国后”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49

年10月1日)前后。

八、资料来源：各县支行农村金融志稿；市分行、各县支行

历年总结、信贷计划执行情况分析；部分典型材料；调查采访资

料；档案材料；口碑资料等。

九、《佛山农村金融志》由概述、12章、大事记和附录等内：

容组成，每章相互联系，不可截然分开。

十、志书中出现的简称有：

1．“佛山农行”、“市分行"：全称“中国农业银行佛山市分

行"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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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银信"：指佛山各级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o

3．“南海支行”：全称是“中国农业银行南海县(1993年改

县级市)支行”，“×X支行”以此类推o

4．“信用社"：全称是“农村信用合作社"o

5．信用社“三性”：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

营上的灵活性o }

6．“二清一收"：清资金、清物资，收回到逾期贷款。

7．“三来---本b"：来料加工、来样定货、来件装配，补偿贸

易。

8．“三户”：专业户、重点户、承包户o

9．“双包"：包干、包产o

10．“中共”：中国共产党o

11．“九出十三归"：借出10元，即扣1元作为利息，之后

每月还1元，满12个月后，实际归还13元o

12．农总行：全称“中国农业银行"o

13．各所社：指支行管辖的各镇农行营业所、农村信用合作

社o

14．农采：农副产品采购o

15．“三高”农业：指高产、高质、高效农业o

16．“五投一献”：指投资金、投肥料、投废品、投建筑材

料、投种苗和献计谋o

17．!‘五行一司"：指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

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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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邻近港澳，接壤广

州，自古就是富甲一方的鱼米之乡。佛山在秦汉年代称季华乡，属南海郡

番禺县。隋代开皇十年(590年)，季华乡为南海县属。唐代贞观二年

(628年)，季华乡改称佛山，宋代又改称佛山镇，是我国“四大名镇”之

一。清代雍正十一年(1734年)，佛山为广州府直辖，设佛山直隶厅，次

年更改为广州府佛山分府，由广州府与南海县共同管辖。

民国建立后，南海县署从广州迁至佛山，佛山镇隶属南海县第四区o

1925年底设佛山市，从南海县划出，直属广东省政府管辖。1927年，国

民政府取消佛山市建制，划归南海县。

1949年10月15日，佛山解放，成立佛山市人民政府。次年7月29

日，佛山再次划归南海县，称南海县佛山镇o 1951年1月12日，经中央

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佛山镇改为县级市，与南海、三水、宝安、番禺、

顺德、中山、东莞、花县等同属珠江专区管辖o

1952年撤销珠江专区，佛山市划归粤中行政区o

1955年9月，粤中行政区驻地由江门市迁至佛山市。1956年撤销粤

中行政区，设立佛山专区，管辖佛山市和南海、顺德j三水、鹤山、开

平、恩平、花县、番禺、中山、新会、高明、台山、珠海14县(市)o

1958年，佛山、石岐、江门三市改为县级市，归佛山专区领导o

1959年，撤销惠阳专区，惠阳、博罗、宝安、东莞、增城、从化6

县划归佛山专区，撤销三水县，其行政区并入南海县；番禺与顺德合并为

番顺县；撤销石岐市及珠海县，其行政区并人中山县。江门市、新会、

台山、开平、恩平、．高明、鹤山划归江门专区o

1960年，恢复番禺、顺德、三水3县，花县、从化划归广州o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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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恢复龙门、珠海2县。

1963年，惠阳专区与佛山专区分设，惠阳、博罗、宝安、东莞、增

城、龙门划归惠阳专区；江门市和高鹤、新会、台山、开平、恩平6县

(市)划归佛山专区。1965年设立斗门县o

1966～1969年，佛山、江门二市升格为地级市；1970～1972年，佛

山专区更名为佛山地区，佛山市、江门市改为县级市，由佛山地区领导o

1975年3月，番禺划归广州市。

1979年3月5日，珠海县升格为珠海市(地级)。

1981年12月7日，撤销高鹤县，恢复鹤山、高明县。

1983年8月，江门市与佛山市分设，佛山地区与佛山市合并，实行

市领导县体制，管辖南海、顺德、三水、高明和中山市(中山撤县设县级

市)。

1984年6月，佛山市设汾江区(后改为城区)、石湾区2个县级区。

1988年1月1日，中山市与佛山市分设，升格为地级市。

佛山地区农村商品经济开发较早，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

与之相关的农村金融业也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史。

清朝以前，佛山就有典当业存在，到清雍正十一年(1734年)，发展

到“当户云集”o据资料记载：历史上广东省当押店最多的6个县分别是：

南海、顺德、番禺、中山、新会、东莞，均属佛山地区。到清代中叶，因

清廷军费浩繁，官府发给当商生息的银两加重取息，且当铺典质衣物3年

期满，发售之日，衣物大多不合时宜而折价，因而，当铺日减，私押代之

而起。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当、按、押并存局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后，世界纺织业的发展刺激了珠

江三角洲蚕桑业的发展，1920年甚为兴盛，仅顺德县就有供农民出售蚕

茧的茧栈170多家。而生丝大量出口，又促使经营汇兑各埠银两的银号兴

起，1931年是全盛时期，仅顺德县就有44家，占珠江三角洲私人银号总

数的65．2％。

民国20年(1931年)后，受世界性经济危机影响，生丝外销锐减，

银号大部分倒闭。以银行和合作金融为代表的新式农村金融业，逐步在佛

山地区兴起。期间，顺德县为“挽救蚕业，扶助蚕农，复兴经济，稳定金
2



融”，曾组建了顺德县农民银行。但小桑农因提不出押品而得不到贷款，

大部分贷款为围主、商号所占。民国35年(1946年)后，佛山地区经办

农贷的银行有中国农民银行顺德、石岐办事处，南海农贷通讯处和广东省

银行佛山、三水、高明办事处等。由于贷款数额有限，条件较苛，不仅要

以动产或不动产作押，且要乡、保长担保，贷款多为官绅所占。这些银行

机构，因局势变化，业务萎缩，建国前夕均已停业。抗日战争前后，顺

德、南海、三水、中山等县，曾先后组建过专营或兼营的农村信用合作

社。多数是为取得银行贷款或经营转放银行贷款而建社，未能自行开展存

贷业务，又因资金不足，难以为继，时合时散，在建国前夕多已自行解

体。

民国期间，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村经济的特殊性，佛山地区新

旧式各种农村金融业处于并存状态。

建国后，佛山地区和各县人民银行在1949年末至1950年初相继建

立，统一管理农村金融业务。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提出“深入农村，帮

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的方针，从1950年起，开办农村贷款，

并逐步下伸机构。配合土改运动，帮助农民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资金困

难，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打击高利贷o 1952年各县银行营业所已普遍

下伸到区一级，在发放农贷的同时，积极组建农村信用社。到1955年冬，

各县基本上实现了乡乡有信用社o 1956年初，佛山专区及顺德、中山县

先后设立农业银行机构，次年底撤销。这一时期农贷主要是支持纯农业生

产发展和解决贫下中农生活困难，包括粮食生产、农田水利建设、副业生

产等o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时期(1958～1960年)，各县银行营业所

与信用社均合并为公社信用部，下放人民公社管理。当时，由于受“左”

的思想影响，存贷业务存在浮夸现象。提出“打破常规”、“哪里需要哪里

贷，需要多少贷多少”，造成大量贷款沉淀，南海县农贷支持的近300间

社队企业、副业场， “一哄而上”又“一哄而散”，造成250万元呆帐

(1965～1966年经批准豁免)o 1959年，公社信用部逐步撤销，营业所与

信用社也随之逐步恢复原状o．

1964年初，佛山专区及所属各县先后设立农业银行机构，专区设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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