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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启示未来

一百年前 ， 孙 中山 先生发出 " 世界潮流 ， 浩浩荡荡 ， 顺之者昌 ， 逆 之

者亡 川 的警世名言 ， 如同黄钟大吕 ‘ 振聋发瑞 )11自应潮流 ， 鼎新革故 ， 成

为现代中国的主旋律。 在改革浪潮的席卷之下 ， 中山农村信用社从行社

H 脱钩 " 开始 ， 经过近十五年的改革历程 ， 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

改制以后 ，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 ， 农村商业银行的路怎么走?有

人认为完全照搬现代商业银行的做法就可以了 ， 有人认为应该继续沿着农

才信用社几十年经验开拓出来的道路走下去 ， 还有很多人认为应该结合现

代商业银行的理念和农村信用社行之有效的做法 v 但如何结合 ， 如何取

舍 ， 却众说纷纭 ， 莫衷一是 "

潮流生成 ， 其来有自 . 总是发端于历史 ， 席卷向未来 农村商业银行

脱胎于农村信用社 ， 本质上是农村信用社川页应时代的改革发展潮流进行转

型升级的结果 ， 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d 搞好农村商业银行 ， 既要

学习吸收现代商业银行的先进理念 ， 也要继承和发扬农村信用社的优良传

统 ， 建设有特色的农村商业银行之路 t 农村商业银行的特色在于 ， 与传统

的农村信用社相比 ， 它有现代 商业银行的体制机制 、 法人治理和组织架

构 ; 与现代商业银行相比 ， 它有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特点和网点地域等竞争

优势 在当前体制机制已确定的情况下 ， 发挥农村信用社固有的经营特点

和竞争优势 ， 是农村商业银行立足市场的取胜之道。

回顾信用社六十年的风雨历程 . 可以清晰地看到 ， 信用社身上刻着四

个特珠的历史烙印 、 那就是 "联变创刊"和 " 四个印记 继承和发

扬这四个特点 、 是建设有中山特色的农村商业银行的关键 ζ

一 、 安身立命之本在于 "联"

信用社最初由农民 l 元 、 2 元股密切联系农民群众是信用社的根本



金发起成立 ， 起源于农村 ， 服务于农民 从 1 952 年成立到改革开放 ， 伴

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 ， 信用社经历了 下放大队、上收 公社 、 统归国家等管

理阶段 ， 与每个时代 的农村 、 农业 、 农民同呼吸 、 共命运 ， 跌百起伏 ， 一

波三折 ， 但始终不改宗旨 ， 一心为农。 艰苦岁月中的相伴相守、鱼水深

情 ， 信用社赢得了农民信赖 ， 建立了深厚感情 ， 获得了农村市场 ， 为业务

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改革开放以后 ， 随着农村巨变 ， 市场经济发展、

乡镇企业崛起 、 农村农民富裕 ， 信用社与农共舟 ， 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 -

进入 2 1 世纪 ， 时代在变三农刊 的内涵在变 C 农村正快速转变为郊

区 、 城区 、 社区 ， 传统种养农业向泛农业 、 涉农产业转变 . 农民转变身份

成为居民 G 川自应 H 三农" 的历史性转变 ， 农村商业银行必须进一步转型升

级 ， 向社区银行转型 ， 为社区居民服务 ， 把几十年来与农村 、 农民建立的

紧密关系延伸为与社区 、 居民的紧密关系 ， 把密切联系农民群众 t升为密

切联系社区居民、中小微企业 c 建立这种新型的社区关系 ， 农村商业银行

有基础 、 有优势 ， 也面临新情况 、 新问题 ， 需要结合社区的新特点、居民

的新需求 ， 在服务 、 产品 、 社交 、 宣传 、 公益等方面进行探索 ， 找出合作

共赢新路子 ， 把农村商业银行的网点建设成为社区的金融站 、 信息站 、 社

交站 、 服务站 、 宣传站 ， 成为社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安身立命之本在于 " 联 " 这一历史结论告诉我们 ， 信用社必须紧随

‘ 三农 " 这一服务对象的转变而转变 ， 但密切联系的宗旨永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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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生存竞争之道在于 " 变"

传统上 ， 农村信用社是地方性非银行金融机构 ， 从地域范围上看服务

空间较小 ， 从服务对象上看客户群体窄 ， 与大银行相比 ， 无论是资金实

力 、 产品服务 ， 还是人才、系统 ， 都相对落后 ‘ 难与之正面交锋c 但信用

社有自身的优势 : 因为网点多、分布广 、 联系群众紧密 ， 所以扎根深厚 ，

不会因一时一事一业一品而动摇 ; 因为小法人 、 小机构、管理层次少 ， 所

以反应迅速、决策快捷 、 应变灵活 ; 因为市场定位 、 客户群体不同 ， 与大

银行存在时间差、空间差和决策差 ， 所以可以避其锋芒 ， 抓住时机反击 ，

从而发展壮大自身 》 纵观信用社历史 ，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近三十年的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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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 信用社的发展呈现出较特别的逆向生长规律 v

一是逆经济周期而行 行社 " 脱钩 " 后 ， 农村信用社成为真正自主经

营主体 ， 信用社的 业 务在不同的经济周期表现出明显差异c 在 经济繁荣 、

固有大银行高速扩张的时期 ， 信用社业务发展缓慢 ， 呈现竞争力不足 ， 客

户流失状态 ; 当经济萧条下行 、 大银行收缩业务的时期 ， 却是信用社开拓

优质客户 、加速发展、弯道超车的 时机。 行社 " 脱钩 " 近二十年来 ， 中山

农信社一再经历这一状况 ， 这不是偶然的 ， 原因在于信用社与固有大银行

和股份制银行的不同定位和竞争差异引发的 U

二是逆市场偏好而走 J 在吸取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粗放经营的教训后 ，

农村信用社经营风格趋向稳健 ， 风险偏好降低 . 较为抗拒不确定性和波动

性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 ， 其他商业银行大干快上大企业 、大项目 、 市

政工程 、平台 贷款 、 信用贷款 、 委托业务时 ， 农村信用社坚持农业、个体

工商户、中小微企业的定位 ， 坚持抵押担保 ， 守住风险底线 Q 虽然表面上限

制了农村信用社的发展 ， 但却避免了重蹈信贷管理陷阱 、 不良贷款上升的覆

辙 现在回过头来看 ， 这也是与当时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水平 、 科技系统 、 人

才水平相适应的 Q 在转型为农村商业银行以后 ， 能否提高风险容忍度 ， 设计

好产品开拓更广阔的市场 ， 关键在于经营管理水平能否提升

三是逆外来干扰而 动 。 农村信用社从成立之日起 ， 一直肩负着政策使

命 ， 经营上的自主性受到极大的限制 ， 难于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 。 尤

其是当信用社脱离群众性 、自主性成为官办或半官办金融机构 ， 信用社的

经营管理受到外来干预时 ， 农村信用社经营在短期内出现刺激性增长 ， 但

是这种增长最终将付 出 资产质量急速下 降的惨痛代价 。 历 史上 1 978 年、

1 989 年、 2000 年农村信用社组织了几次大规模清收不良贷款都是这种外

干预的结果 》 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出现的不良贷款 ， 农村信用社

严重脱离群众性 、自主性 ， 资产质量恶化 . 严重资不抵债 ， 湖临破 产境

地 《国 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实施后 ， 农村信用社恢复了

群众性 、 性立性和自主性 ， 经营管理不受外界干预 ， 业务得到较好发展 ，

特别是近十年来 ， 业务发展和资产质量得到又好又快发展

这些逆向生长现象也许只是某一时期 、 某一地区的现象，并不能代表

信用社的发展规律 ， 也不代表成为农村商业银行以后还会这样 ， 但我们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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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可以从中找到中山农信社发展的独特秘匙 。 这种现象警示我们 ， 信用社

的发展机遇得之难而失之易 ， 要珍惜时机 ， 善于变通 ， 坚持实行差异化竞

争策略 ， 在市场定位、发展策略、产品设计、服务营销、管理方法上发挥

自身的优势和特殊性 。 这需要智慧 ， 更需要胆略。

。

三 、 发展壮大之路在于 "创 "

" 创 " 就是改革创新。 行社 " 脱钩 " 以来 ， 信用社一直走在改革路

上 ， 借助改革创新的强大动力 ， 推动信用社发展壮大 O 改革创新既有外部

改革也有内部创新。 外部是国家推动的产权改革和体制改革 ， 主要是 1996

年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2003 年开始的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 ， 2005 午央

行票据 " 花钱买机制 " 改革、增资扩股产权改革、统一法人改革以及

20 10 年开始的产权升级改革 ， 最终成立农村商业银行。 国家的改革政策带

给了农信社新的体制、机制和产权模式 ， 促使农信社浴火重生 。

与此同时 ， 中山农信社在内部推行经营创新和管理变革 ， 开展了信贷

管理、经营目标考核 、 人力资源 、干部竟聘、全员营销、业务系统改造等

全方位的革新 O 近几年又开展以流程银行、 FTP 、平衡计分卡等为主要内

容的创新项目 ， 促进了农信社经营管理迈上新台阶 。 从 1996 年开始，特

别是 2004 年以来的改革创新举措 ， 使农信社一步步摆脱坏胀 ， 改善经营 ，

走向稳健 ; 一步 步产权升级 ， 转变机制 ， 迈进现代金融企业 。 2013 年市联

社改制成立农商银行 ， 当年年底存款余额达到 533 亿元 ， 比 2003 年增长

260% ， 正常贷款余额 340 亿元 ， 比 2003 年增长 17 倍 ， 贷款市场份额排名

全市第一 ， 存款市场份额排名全市第二 ， 实现利润 14 亿元 ， 比 2003 年增加

16 亿元 。

发展壮大之路在于 " 创 " 这一历史事实告诉我们 ， 在农信社的发展史

上 ， 改革创新比什么都重要 ， 迎接改革获重生 ， 拒绝改革必沉沦 。

四 、 团结凝聚之核在于 " 和 "

4 
农信社发源于乡村 ， 崛起于市井 ， 秉承传纯文化，怀抱乡土情怀 O 员



工与客户的关系既像隔壁邻居 ， 又像乡间亲戚 ， 往来走访 ， 互通有无 ， 存

款借贷 ‘ 互相信任 员工与员工的关系就像家庭成员 ， 相互关爱 ， 相互支

持 ， 互相鼓励 ， 有唯访贫问苦 ， 有病嘘寒问暖 这种关系 ， 几十年末 ， 一

以贯之 ， 体现了信用社凝聚团结 、 包容共济的企业文化 ， 这是构成信用社

核心竟争力的另一来源 虽然有个别员工在工作上存在用感情代 替规则 .

把包容误解为包庇 ， 但那是极个另IJ 、 极少数的 . 不能以此否定信用社团结

和谐的主流精神 。 在信用社这一大家庭中 ， 几代员工埋头苦干、 默默耕

耘 、 甘苦与共、不离不弃 ， 为信用社发展壮大做出了巨大贡献 v

团结凝聚之枝在于 H 和 " 这一历史传统告诉我们 ， 信用社植根乡土 ，

诚实守信 . 员工爱国爱乡 . 和谐包容 ， ;tE 聚力强 ， 这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

富 ‘ 在现代商业社会中弥足珍贵

H 以史为鉴 ' 可以去知口兴替

拓农村商业银行的明天 ' 这也是编篡《中山市农村信用合作社志》的宗

旨 "联变创和" 是中山农村信用社的历史结论和经验总结 ，

也是建设农村商业银行应该传承和发扬的特色和重点 我们应该结合农村

信用社的优良传统和现代商业银行的先进理念 ， 走中山特色的农村商业银

行之路

是为序

马关义
20 15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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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志记述 1 952-20 1 2 年中山市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历史 全

主记事上限自 1 952 年 ， 各章因事而异 ， 尽量上;明至事物的发端 ; 下限至

20 1 2 年 ， 照片、大事记 、 概述、历史沿革 、 部分重大事项延至 20 1 3 年 -

二 、 本志采用述 、 记 、 志 、 图 、 表 、 录等体裁 全志为篇章平列式结

构 概述置于前 ， 各篇章横排门类 ， 纵述史实 ; 全志设 5 篇 ， 篇内设 24

章 11 3 节 ， 部分事物可各篇章互见 ， 但详略不同 志前置地图 、 彩照 ， 表

恪置干相关内容或章节之后 ， 志末置附录 、 后记

三 、 本志纪年方法 ， 1 949 年 9 月 30 日前用民国纪年 ， 括 j主公元纪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四、本志为中山市农村信用合作社志 ， 故以农村信用社为主线 、 以市

联社为 中心 、 以行社 " 脱钩 " 后为记述重点 ， 以详近略远 ， 详特略同为记

叙原则 ， 体现行业特征的时代性 叫

五 、 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 、 记述体 ， 文风力求严谨 、 简明 、 通俗 ;

数字、货币单位 、计量单位 、 标点符号等以国家现行规定为准 ; 所引用行

业术语不改变历史本来面目 . 所摘录文件中的内容 ， 保持原文不作改动 ;

所用的数据经考证后载入 ， 大部分数据是政府统计部门和市联社各部门核

走后的统计数字

六、所有常用单位名称在第一次出现时均用全称 ， 括注简称 ， 其后统

一使用简称 ; 涉及文件时 ， 用发文时的发文机关名称

(一)中国人民银行简称为 " 人行总行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 凡

简称为 H 人行广东省分行\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简称为 " 人行广州分 例

行中国人民银行中山县支行简称为 H 人行中山县支行中国人民银

行中山(市)分行简称为 " 人行中山分行中国人民银行中山市中心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q 行简称为 ‘ 人行中山中支 ú

( 二 )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为 " 银监会

凡 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简称为 H 广东银监局 "\‘ 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

伊例! 员会中山监管分局简称为 H 中山银监分局 " ο

2 

( 三)中国农业银行简称为 " 农行总行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

简称为 H 农行广东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山分行各时期的名称统一简

称为 " 农行中山支行 ( 分行 ) " 0 

(四)广东省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为 H 广东省农金

体改办"\'\' 广东省信用合作管理办公室简称为 " 广东省信合办

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简称为 h 广东省联社"\。

( 五) 中 山市农村信用合作社系统 1996 年前统称为 " 中山信用社

1997 年后统称为 " 中山农信社 c 1983 年前的中山县信用合作联社简称

H 县联社 1984 年后的中山市信用合作联社 、 中山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

社、中山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统一简称为 " 市联社基层信用社各时期

的名称简称为 x x 信用社中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为

H 中山农商银行中山农商银行各一级支行简称为 x x 支行 c

七、本志资料来源于中国农村金 融历 史资料 、 中山市志及年鉴资料 ，

中山市档案馆 、 农业银行 、 人民银行提供的相关资料以及市联社 、各 基层

信用社的相关文书、文献 、 综合档案 ， 同时收集有关书籍 、 报刊及社会调

查 、 座谈会等口碑资料 ， 经考证后入志 ， 一般不注明出处 。 特定事物或尚

属存疑的事物采用页末注 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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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中山市农村信用合作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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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中山市农村信用合作社志

1955 年 1 月 16 日中山县第一届信用合作代表会议十区全体代表合影

4 

1955 军中山县第一届

信用合作代表会议出席证

A民知兮份 | 

1 三大明鸟，组织资金.支持生户 ，服务群~.

人附首，坚持政策，再款自愿，为 f1~$.

'. n理业务，被情有礼.民昨身恋，快接受当.
金融政策.坚持原则报章肃事.互相监督.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山信用社服务公约



中央有关

艰苦奋斗、节约储蓄

和侨汇工作的指示

"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努力为

发展生产、 保证供给、 逐步地，改

善人民生活而奋斗。 同时， 全国

城乡人民必须注意勤俭建国，勤俭

持家，注意节约，注意保留一定的

储备，以便逐步富裕起来，并且为

天灾或者其他意外事故的需要而有

所准备。"

自《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公报

"国家保护公民 H"， 动收入、-
- 1 一

20 世纪 50 年代中央奇关艰苦奋斗、 节约储蓄和侨汇工作的指示

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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