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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国人民银行济阳县支行行长 李厚富

《济阳县金融志》经两易其稿，反复审定，现出版问世，这是

济阳县金融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过去济阳县的旧史志，对金融事业的记述甚少。新中国成立

后，金融事业得以迅速发展，现在以人民银行为中心，以专业银行

为主体形成了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为发展我县

国民经济，促进社会主义建设起了。纽带”和材杠杆”作用。

“盛世修志”编写金融志书，目的在于记述得失成败的历史经

验，温故知新，承前启后，使金融事业更好的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

神文明建设服务。为写好这部志书，成立了全金融系统的编写组，

由原农业银行副行长，现任调研员，经济师刘干青任组长，建设银行

助理经济师钱珠信任副组长兼主编，农业银行助理经济师周学军、

人民银行经济员王修功任编辑，并吸收熟悉情况，热心此项工作的

李淑贤、李克等同志参与了征集资料的工作。为加强对志书编写工

作的指导，编好金融志，还特聘原银行干部、经济师，现任济阳县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增武同志担任了本志书的终审工作。

《济阳县金融志》的整个编写过程共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从一九八四年开始搜集资料到一九八六年写出了第一稿。第二阶

段，自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八年十月完成了第二稿，后又经过三

次审核才于定稿。这部金融志共十五章，计10万余字，比较系统全

面地反映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济阳县金融事业发展变化状况，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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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济阳县金融志》，坚持以实事求是原则展现我县金融事

业的历史面貌，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以发挥其资

政、教化存史作用。 ，

二、本志以事分类，以时记述，按历史顺序和专业类别不同，

采用语体文记述，横排纵述，即横不缺项，纵不断线，横陈现状，

纵述沿革的方法编写。在结构上采用章节目三个层次。在体裁上以

志为主，图、表、记结合并用。

三、本志上限年代自一九四八年始，下限一九八六年止。少数

情况追溯到清末。详今略古，年代、金额、数据以阿拉伯数字为

主，兼用我国一、二、三等小写数码。所列金额按原统计数，不做

折算。

四、为使《济阳县金融志》的资料集中完整，以全金融系统为

一个编志单位，是中国人民银行济阳县支行，中国工商银行济阳县

支行、中国农业银行济阳县支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济阳县支行、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济阳县支公司的综合志书。但为反映出各行、公

司三十多年来的分、合、撤、并，故有分写也有合写。

五、本志书编写资料来源于各行、公司现存的文书档案、报表

资料，并内查外访，力求齐全完整，经反复筛选核实后，对具有代

表性、专业性特点的材料作了选用。因历史原因，虽经努力，仍不

能详细撰写，只能概述。

《济阳县金融志》编写组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厂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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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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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官办金融机构。民国初期，唯济阳县城内有二十余家私营钱庄和

商办银号，以放债盈利扩大商业资本为目的，发放“钱帖子”，在

一定范围内流通使用。当时的金融活动以农副产品进城、工业品下

乡为导向，每年农作物收获季节，济南及当地商人收购粮食、棉花，

油料、果品等，进行货币投放；由商人从济南等城市运来工业品在

市场上销售，又把投放的钱收回去，这样周而复始。除此，当时的

金融活动还有亲朋之间的相互借贷和互助互济性质的标会以及红、

白钱社，属于互通有无。再就是属于剥削性质的高利贷或典当、质

押。高利借债的年利最少是三分，有的高达十分、二十分、三十分

有不少贫苦农民因借债，利变本、本滚利，几世几代都还不清。有

的为此倾家荡产、背井离乡、妻离子散、甚至残杀自身。国民党统

治时期，金国金融发生恶变，货币贬值，通货膨胀，最后法币、关

金、金园券都沦为一堆废纸，我县广大劳动人民也深受其害。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的金融事业发展起

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很快制止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

膨胀，取缔了金银和伪币的流通，建立了统一的货币制度，设立了

基层银行机构，组织了农村信用社，积极开展了各项业务，在全国

形成了信贷，结算、现金三大中心，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发挥了重要作用。三十多年来，我县金融事业的发展走过了漫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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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折的道路，有经验，也有教训。

一，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一时期

7建国初期，在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国家经济困难和通货膨胀的

情况下，我县人民银行配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斗争，一面深入宣传新

中国的金融政策，搞好人民币的发行，一面积极的开展业务支持生

产的发展。在这期间，打击了金融投机和金银黑市活动，收兑了各

解放区发行的地方币，组织了货币回笼，稳定了物价；对私营工商

业发放了贷款；还开办了各种社会保险业务。尤其对翻身后的广大

农民实行了积极扶持的方针，发放了农机具贷款，水井等贷款。为

加强金融管理，我县人民银行还按国家规定，实行了现金管理，将

分散在各单位的现金，集中到银行统一调度，支持了我县财政收

支、现金收支和物资调拨的三大平衡，为我县有计划的进行经济建

设创造了条件。 ．

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我县金融事业有了一定基础，为配合

国家对农业、手工业、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积极

开展了各项金融业务。银行、信用社、保险公司一方面大力支持国

营企业的发展，使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到主导作用；另一方面通

过信贷，保险工作支持集体经济的发展，促进私营工商业接受改

造，走公私合营的道路。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高潮中，为解决贫下

中农入组入社缺耕畜、农具的问题，银行、信用社发放了贫农合作

基金贷款，提高了贫下中农的经济地位，同时为农业集体化的发展

壮大起了推动作用。

二、“二五”期间和“三五”时期的前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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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后，在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基

础上，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银行贷款对象主要转到国营企

业和集体企业上，转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上。对企业除发放流动资金

贷款，生产费用贷款外，还发放了设备贷款和专项贷款。对农业生

产合作社发放了兴修农田水利贷款、耕畜等项贷款。在这个期间，

银行工作发展正常，各项业务进行的顺利，成绩也较显著。

一九五八年，我县和全国一样，开始了。大跃进”，刮起了“共

产风”，盲目追求高速度、大指标，使国民经济发展违背了客观规

律，加之全县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大部分农作物绝产或严重减

产，全县国民经济处于最困难时期。在这个时期，银行工作同样受

到严重挫折，存款减少，贷款增加，只讲服务、不讲监督，行之有

效的规章制度受到破坏，信贷资金严重失控，盲目支持了一些不应

支持的生产建设项目，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到一九六三年中

央对银行工作作了。六项”决定，我县银行根据决定精神，严格控

制货币投放、大力组织货币回笼，恢复破坏了的各项规章制度，再次

加强了现金管理，强化了转帐结算，。还通过信贷等经济手段，促使

企业关、停、并、转或进行调整。与此同时，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千

方百计支持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并拨出一定数量的资金，发放

了特种贷款：如对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社员群众发放了无息口粮

贷款；对有病无钱治疗的社员群众发放疾病治疗贷款；还发放了修

房贷款等。从而帮助广大农民群众渡过了难关，恢复了正常生产和

生活，使全县国民经济发展步入正常轨道。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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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上出现混乱，经济建设遭到破坏，银

行工作也不例外的受到严重冲击，银行的规章制度被说成“管、卡、

压一，说什么“嘴巴就是计划”，“打仗就是比例”，使银行工作不能

正常进行。当时，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靠边站，组织瘫痪，人心涣

散，只能办些收付业务，应放的放不出去，应回笼的回笼不进来。

十年来，金融事业的发展十分缓慢。更严重的是，“文化大革命”破

坏了银行相互制约的规章制度，使少数人钻了空子。在此期间，发

生了刘××等人的大贪污案件，使国家财产受到了严重损失，此一

历史教训，要牢牢记取。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国务

院于一九七七年发布了《关于整顿和加强银行工作的几项规定》，

使银行工作获得了新生，各项工作又逐渐走向正常。
’

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历史的伟大转折，党中央制定了

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我县银行

工作也随之在金融体制、业务管理、内部机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

改革。一九八O年元月一日，人、农两行分设。接着又先后建立了建

设银行，工商银行，恢复了保险公司。随着金融体系的健全，各行、司

根据分工，各尽其能，各负其责，积极开办各种业务，促进了国民

经济的发展。根据国务院指示，赋予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的职权，

加强各专业银行、司的业务指导和监督，做好货币的发行和信贷资

金的融通工作，使整个金融系统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体系。

《济阳县金融志》一记述了我县金融工作三十多年来的全过程，

概述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对于研究我县金融工作的历史，承前

启后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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