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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

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

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1987

年春，我市金融系统由各行(司)主要负责人组成

《湘乡金融志》编纂领导小组，成立编纂办公室，

在市地方志办的领导下，一经过三年多时问，通查有

关史籍、档案，广征博采，得历史资料---g余万字；

存真求实，精雕细琢，编辑成书。

在编写过程中，编纂人员呕心沥血，惨淡经营。

为完善内容，一再长途采访；为确保质量，数易其

稿，精益求精。在对编纂工作的检查评比中， 《民

间信用》章被评为全市、全省优秀志稿，受到湖南

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表彰。

《湘乡金融志》是金融工作的百科全书，既有

各个朝代各个时期金融事业的方针政策和规章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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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又有在业务活动中的经验教训；既有各项业务

的内容和知识，又有通过业务活动展现的对社会经

济的宏观与微观效应。志书不仅有存史、资治、教

化作用，而且是每一位金融工作者在工作中提高专

业知识的教材。‘

“师古"为今。为使金融工作在计划经济与市场

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以

加强治理整顿，进一步深化改革，加速经济建设步

伐，不妨细读《金融志》，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湘乡的金融发展史，研究金

融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更好地发

挥金融专业的功能。 ，。．

湘乡历代流传的14部《县志》对金融业都无

专门记述。《湘乡金融志》追溯了亘古的金融历史，⋯一

填补了湘乡史志上的空白，．它将有益当代，惠及子

孙，并为往后续修史志奠定了基础。自然，由于跨

越时问太长，资料来源分散，编纂水平有限，谬谈

和疏漏在所难免，尚祈各界同仁和广大读者，不吝

赐正。
。

黄敦艺

一九九零年十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3

’凡， 例 ，

一、本志书记述断限：金融史实上起清代，货币流通追溯到

“汉’’，下迄198 6年。《附录》及《人物》章有关内容记述到

1989年。1988年成立中国银行湘乡支行在有关章节作了记述。

二、记述地域：1951年析县以前，按原湘乡县范围记载；即包括

双丰县及涟源市部份地域，析县后以1985年行政区划范围为限。

三、书中所述历史朝代，一律沿用原称，如。元”、。明”，。清”，

“民国∥等，一般不加政治定语。
‘

．

四、书中的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先书朝代年

号，再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律用公元纪

年。清代及以前的年号，用汉字书写，民国纪年和公元纪年用阿

拉伯字。

五，书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和成立后的表述，有时简

称“建国前"、“建国后"或“解放前"、矗解放后一。

．六、书中的地名：现名以1981年12月湘乡县人民政府编印的

《湖南省湘乡县地名录》为准}记述前代历史，使用原地名。

七、历代政权和官职等称谓，一律沿用历史通称。人名，除

引用文外，一般直书其名，不加称呼，不冠褒贬词。

八、度量衡统计数，按国务院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执行，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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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成立以前的有关实物计量，沿用旧制，如“石、斗、升，合、勺”等。

九、币制单位的记述，按各个朝代不同时期的货币本位，民国

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未冠货币名称的表述数字，一

般为“法币力、“人民币”。
”

十，《大事记》中所记的有关先进单位，先进人物和奖励、

惩处等事例，一般只记第一次出现的单位或人和事。

． 十一、本志书采用“记、志，传，图，表、录万等体裁，以

：《新编地方志暂行规定》，《湖南省志行文通则》和《湘乡县志

专业志行文规定》为志书文规。
7

’

， ’：．十二、附录中各金融单位历届领导人员的任职时间，一般按

原始任命文件所载时间为准。 ，

。．‘十三、本志书引用的有关金融术语或专用名词简释-

，’．1本位币，指一国货币制度中的基本通货，是国家法定的计

价、结算的货币单位。我国现代的本位货币是盘元’’。’
’

一

通赁泛指一切在流通领域内可以当作流通手段而授受的货

一．币，但主要是指国家法定的货币，一⋯．一⋯一⋯-⋯⋯
信托个人或法人以货币资金或其他财产委托他人管理、营

’用的行为。银行的信托业务，系他人或他单位委托的业务。 ，一

：。投差指货币投放数大于回笼数的差额。 ，1

银根’金融业用语。源于废两改元前市场用银交易，称市场

资金供应情况为银根，筹借资金者多而借出者少，叫银根紧。反

之，叫银根松。 。．

．．头寸．又称“头衬’’。原钱庄，银行及企业单位每天都要对

可以收迸或需要付出的款项进行预计，叫“轧头寸"，借入款项

以资轧平，叫。调头寸疗。现时金融系统调运现金叫“解头寸∥

，或“押运头寸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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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押联行之间办理异地结算时辨别汇划款项真伪，保证款

项安全的密码，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编制，发给全国有联行行号

的行处，为联行专柜人员在汇划款项或调拨现金时使用。

保险标的指保险项目或保险对象。一般指被保险的财产，

如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工具、牲畜、作物等。

给付保险公司对保险对象在保险责任范围内付给保险金称

“给付"，因为它含有“给予修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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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湘乡境内，货币和金融业出现较早。据有关史籍记载和出土

文物考证。汉朝的。五铢”o“布币"①，唐朝的“通宝’’②，宋

朝的“交子黟、“引钱"④，元，明的“宝钞’’④，都曾在湘乡流

通，银两，制钱是县内明、清间的主要流通货币。最早的信用形

式有明末的社仓积谷，官办民助，丰年筹谷储仓，灾荒发赈贷

借，延续至清代，民国和解放初期，1 955年才变价收归信用社。

最早的金融业有典当、钱庄，清康熙年间(1 662---,1 722)，湘乡就

是湖南省典当业比较兴旺的县份之一⑥，咸丰，同治问，钱摊、

钱号，票庄，票号已有不少⑥；光绪初，经清政府下令，旧有银

钱业，一律改建钱庄，由政府发证经营。

典当业，是封建社会最早出现的生息资本组织形式，是在商

品货币关系下的一种特殊的信用机构①。钱庄，原以办理汇兑为

主，逐渐发行钱票，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全县从曾国藩组建湘

军起，大批投军从政人员和海内外商贾的赡家费，以及为数居全

省各县之冠的伤亡抚恤费④③，一般都通过钱庄汇兑。 ，

清末民初，钱庄、典当业衰落，城乡的南货，药材，布匹各

种商店都兼做钱水生意，兑换钱币，拆借资金，发行市票。在借贷关

系上，城镇有钱经纪(俗称“钱贩子黟)作信用中介，较富裕的

钱经纪成为类似私人银行的借贷中心，农村以较大的商店为轴

心，形成商品货币调剂市场，．自由借贷和高利贷活动混和其间。

大革命时期，县、区农民协会在永丰试办过农村借贷所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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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合作社，“马日事变”以后消亡。民国23年(1934)特大旱灾

以后，县建设委员会和华洋义赈会，分别在农村组建无限责任信用

合作社。民国25年成立县农贷所。民国27年湖南省银行湘乡办事处

设立。民国31年、32年中国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分别来县设办事

处、分理处，是为民国年闯湘乡金融业最旺盛的时期。据民国29

年统计，全县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总额为750多万元，平均每户

35元(约合银元9元)左右。民国37年(1 9d8)由官商合办的湘乡

‘县银行成立，一度成为地方金融中心。’
、。

：I民国时期，货币变易多端，币值极不稳定。清末民初，在县

内流通的银元有“大清龙板矽、?“光绪元宝，，，描宣统元宝”以及

∥孙中山像板?、。袁世凯像板”、“双船板’’、“四川板黟等，英

国的“立鹰洋"、“站人洋’’，‘‘日本龙板”，“墨西哥洋妒等也

先后流入‘’在实行“银元制度’’⑩时期，以银元为本位货币(即

主币)，⑧。辅币有“银角"即单银毫(一角)’，双银毫(=角)’

以及镍制五分、十分：二十分硬币。纸币辅币有，“铜元票"、

口银元票"以及“汉钞’’，“申钞"、t“金库流通券，，等。民国

24年(1 935)，国民政府施行“法币政策’’@，宣布禁止银元流

通，明确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发行的

钞票为国家法定货币，面额·元与银元一元值相当。民国26年抗

日战争爆发后，’市场物价开始波动，法币逐渐贬值，．票币面额由

l“一元’’，：“五元"、．’搿十元”到口五十元黟，，一百元"、“五

百元"。“田福进’’一元券也在当时出现，未几，即贬值无用。

大育乡有人从武汉弄来“田币黟板，印制了不少票币+，后被查

．罚i民国31年以后，中央银行先后发行搿关金券力、“金乖券一，

面额都由一元最后加大到“一百万元，，，成为废纸。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夕和建国初期，县内除暗中恢复使用银元外，一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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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谷物代替货币，银行也曾办理“稻谷储蓄，，和“贷粮’’。、

在货币不断变化和贬值时期，县财政局于民国22年(1 933)

发行过“田赋流通券矽4万元，民国24年，县教育局发行“工资

找补券’’l万元；民国38年，湘乡县银行发行．“银元找补券"3

万元(实际发出1．6万元)。县城及永丰、谷水、娄底、杨家滩

等大集镇的商号和新明电灯公司，也先后发行过流通券和各种市

票，一般都随政府禁令收兑告终。 ·’t’
·

。

1949年8月，湘乡解放，9月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湘乡县行。

同时接管原湖南省银行湘乡办事处、‘永丰寄庄固和湘乡县银行。

人民银行成立后灼首要任务是推行使用人民币，拒用银元。1 950

：年人民银行机构逐渐延伸到区、镇。1 952年开始组建农村信用合

作社；1954年达到每个区、镇有银行营业所，，乡乡有信用合作

⋯社。农业合作化时期，按乡设立信用社，按农业生产合作社设立

信用分社，形成星罗棋布的社会主义金融网。1 956年银行和信用社

的各项存款余额达1 67万元，贷款余额l 003万元，存贷关系已普及

到全县农、工、商各企业生产单位和绝大部份农户。‘

，保险事业，早在民国25年(1936)由县邮政局兼办过人寿保

险。1 951年由人民银行县行代理保险业务，开办耕牛保险和人身

保险。1 952年县保险公司成立，火灾保险、农村保险、运输保险

．，和人身保险曾得到较好的发展。． ．

‘

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广泛占领城乡信用阵地，有效地打击和抑

制了高利贷活动。长期以来，高利贷资本@以高出几倍甚至几十

倍的利息，盘剥城乡贫民。国民政府虽二再令行蔡究，但屡禁不

止。人民银行和信用社除积极组织资金支持农民生产、生活上的资

金需要外，还帮助和引导民间自由潜贷，使高利贷逐步消失。在城

镇通过工商信贷，尽量解决工业，商业在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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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社会主义利率发挥经济杠杆作用。 ’，‘

’

’1958年至1960年搿大跃进修当中，人民银行县支行“大破

大立’’，拆掉柜台，实行“无帐会计”，“钱帐一手清’’I基层

营业所实行“两放、三统，一包’’，即将资金、人员下放到人民

公社，由公社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管理，包财政盈亏，。在

’信贷上则大撒手，对丘指山为煤’’、。指水为鱼∥的滥用资金也尽

量满足；对盲目的‘‘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猪场、大办交

、通黟也积极扶植。信用社错误地推行“资金～条鞭"，将高级农

业社应找补给社员的劳动报酬和投资款(包括实物、现金投资)

，凭帐面全部作为存款I将超支户和亏欠户的欠款，全部转作贷

、款。高级农业社并入人民公社后，资金财产都消耗在口公共食

．堂一，待信用社纠正虚假存放后，部分社员持有信用社的空头存

·单不愿交出，成为难以说清的遗留问题。三年多时间，银行和信

．用社资金蒙受很大损失，信誉也遭破坏。全县1 961年和l 962年，

分别出现货币投差182万元和233万元，为建国后第一次出现连续

两个投差年。盲目发放“四个大办垮(即上述大办钢铁、．’大办水

利叫大办猪场，大办交通)的贷款，通过清理报销豁免469．7万

元，相当子1 950年至1 956年全县农￡贷款的总和。城乡居民储蓄

存款基本窒息，高利贷活动就乘机抬头，1 962年经过国民经济调

整，全县金融业务才基本恢复元气0 ：。t
’

。+：、哎化大革命彦期间，银行一再受到冲击，有4个营业所被
造反派组织强行，借黟款，极矗左"的口号和行动，、使相当一部

分金融干部职工受到伤害。武斗期间，金融业务处于停滞状态，

正常的利率制度被当作资本主义因素进行批判，利率一再调整降

。低，农村的自由借贷在围剿‘‘新生资产阶级，，和“打土围子一运

动中受到批判和制裁。在。穷光荣，富有罪，，的氛围里，生机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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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的社会主义经济变成一潭死水，具有矗寒暑表"作用的银行业

务，再度处于枯竭。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改革"、“开放移的春风，

吹苏全县金融阵地，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保险公司

和中国银行相继恢复或成立，在城区和工矿区增设储蓄网点，大

幅度地扩大金融业务。从1 980年起遵照中共中央邓小平同志关于

“银行要抓经济，要充分发挥经济杠杆作用"的指示和中共中

央，国务院的一系列文件精神，实现了银行工作的重大转移，扭转

过去重贷轻存，重农村，轻城镇，重资金管理，’轻经济核算的倾

向，把工作目标转向积极组织资金，调剂货币流通，支持工农业

生产的发展和商品流通的扩大，积极稳妥地通过货币，信贷、利

率，结算四个“杠杆黟，对国民经济起促进、监督、调节作用。

‘人民银行履行中央银行的职能作用，管理货币发行，协调专业银

行之间的业务活动和融通资金；为提高社会资金信用效益，建立同

城票证清结所；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分别实行“统一计

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和。实存实贷，自主经营’’的办

法。在信贷上，根据“松动信贷政策，放宽信贷领域”的精神，和。区

别对待，择优扶植骨的原则，各行相继开办中短期设备贷款、个体工

商业贷款，农业开发性贷款、文化科研贷款、专用基金贷款、贴息贷

款、贴现贷款、抵押贷款，耐用消费品小额贷款和建房购房储蓄

贷款等，并积极开展外汇业务。在农村着重支持农业承包户和专

业户发展商品生产。基建投资拔款改为贷款，切实加强了对基本

建设资金的管理和监督。保险事业在独立开展业务以后，新开办

了多种保险业务，并在各区和部分乡设立代办机构，农村保险已

普及到每村每户。信用合作社进行体制改革，独立经营，自负盈

亏，恢复建立和健全理，监事会，坚持民主办社、群众办社。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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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各金融机构开展了横向业务联系，建立资金市场，进行跨地域

的存贷业务活动，相互融通资金，促进金融事业的合作。 ，

。 全县从l 952年至1 986年，货币总投放为21．97亿元，总回笼

22．95亿元，有31年回笼大于投放，仅4年为投差，符合国家在

各个时期提出的搿争取平衡一或口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财政

方针。搿改革，开放弦时期，1980年至l 986年净回笼额为5236万

元，占35年间净回笼额的53．7％。， 7．。‘。

l 986年的人民储蓄和各项存款，已比1 978年增加1．3倍’各

项贷款余额达21．838万元，为1 978年的4．1倍。全年保险费收入为

247．5万元，理赔153．7万元。 ， ．．

’

，
．

，在实行金融事业改革、开放的同时，不断完善和健全了各项

规章制度，贯彻“宏观控制，微观搞活"的方针，坚持抓好精神

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各行(司)及部分股，室、处，所从1 980

年起均先后被评为全省先进单位I有48人在全国和省、市各级业务

技术比赛中，被评为技术能手或金融红旗手。

- 开拓金融市场，放宽信贷领域，促进经济腾飞，是金融工作

改革开放的主要标志。但由于投放过猛，+造成信贷资金沉淀，在

80年代后期出现通货膨胀，比例失调，金融紊乱，这是值得反思

的。 。

往释l

·①1958年和1984年，城郊白耗：可心亭，分别出士攫墓中有。五铱’和‘布币。

五绦钱为甥秘圈夥方孔，系汲武帝元旖五年铸造．(是t汲书，食贷态下')．‘

， 布币系古铜币，形旁篓、铲、身f等古农具．县内出土的为裤形，系西汉王莽畸仿

稍畴．考’大布黄千。和。女誊无干。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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