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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锌地方专业志．

该书共分“章3．1青．

容丰富，资料翔实．

内容提要‘

丛书是由河南省地方兜志编繁委员会上编的一套综合

主要收录198z#拟来．河南符地．市，各部门编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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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记述了河南省浙川县金融簪业的历史和现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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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前 言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纂写社会主义新方志，不仅是
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义不容辞的重任，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一件大事。《淅川县金融志》的问．世，填补了

淅川金融事业的一项空白i给后人留下一部全面，系统的资料．

似便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发展金融事业、。

·缸卷于1987年5月底写出初稿，8月份由地区金融志编委、县

志总鳊室．县财委修志办公室联舍召开评稿会，经修改补充，lO

月底完成二稿；11月至1988年1月又经县志总编室，地区金融志

编委、地区总编室修改整理后成本稿。全书约lo万字，分“章、

34节。．
‘～

。， ·

·

J

本志资料来源，除1982年渐州县人民银行办公室编写的。《淅

川县金融志》外，我们还到省内外档案馆、图书馆查阅大量文

献，会计档案资料，搜集了县内外知情人的口碑资料，以及省地

金融吏料等。所有资料均经过反复推敲考证，力求准确，翔实。

(<渐Jll县金融志》上限1850年，下限1985年。采用述、记，

手、表i图等体裁，尽量警9资料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由’于．我钔学浅才疏，经验不足，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恳望同

志们指正。
‘

·’

淅川县金融志编纂办公室

1988年元月22日
I锋量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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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淅川县地处河南省西南，南阳地区西部边沿，北邻西峡县，东

接内乡县和邓县，南连湖北省均县，西界陕西省商南县和湖北省

郧县。全县总面积419．7万亩(2 798平方公里)，大体为：七

山，一水，二分田。

-．淅川县建制于后魏(534年)，但货币史则可追溯到春秋战

国时期。4 00 O多年前淅川已有了中国最古老的货币～一贝

币。此后，随着朝代的更替，各种货币相继在淅川流通。

19世纪5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得到发展。淅川地处豫、

鄂、陕三省交界，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兼有水陆之便，沿丹江上

下的李官桥、荆紫关等集镇曾一度出现“商贾云集、交易频频"

的繁荣景象，每天过往商船多达两千艘，从山(西)陕(西)来

的骡马二三百匹，私营金融机构遂应运而生。李官桥的“老复

兴’’钱庄，下设13个银钱庄，9个典当铺，其荆紫关分设的“复

兴美99钱庄，除办理银钱兑换、放帐业务外，还经营药材生意，拥

有相当实力，是荆紫关四大商号之一。“复兴美"的支票可通

用至兰州、西安i武汉、上海等大城市。

’清末民初，官府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兵焚战火民不聊生，．

以致县内各钱庄只渐萧条。及至民国12年(1923年)6月，李官

侨横遭土匪洗劫，“老复兴"将资本抽回陕谣。民国1 3年，刘保

斌，陈四麦火烧荆紫关，“复兴美"被迫关闭。淅川主要私营会

融机构从此湮灭。 ⋯ 一

民国初年，淅川流通的货币以银元为主，铜元辅之。后铜

元贬值，商号自行印制白票充当货币，农村作坊也滥发票据，当

局无力干涉，致使市场上货币异常混乱．不法商人大发其财，J-．大

农民深受其害。民国i9年(1930年)以后．淅川地方自治派得

势．相继成立了农民借贷所，县银行总行地方官办金融机构．以八



区票取代各种自票，这是宛西地方咱治下独特的经济现象。这监

官僚资本的金融机构虽然也开展信贷业务．但真能得到贷款的j!

限于官僚、富商，广大农民只能得到高利贷或民间自由借贷。民

国32年(1943年)围民党法币进入淅川，地方贷币停止流通。

不久通货膨胀，法币贬值，通行货币几同废纸。

l 948年5月6目淅川解放，县人民民主政府设金融组和中州农

民银行，发行解放区货币．稳定市场。J 949年．人民银行建立，发

行人民币．按规定比例兑回冀南币、‘中州币．收兑银元，开始办理

少量贷款和储蓄、Ik务．新型的社会主义银行初具规模。

1950年事1952年围民经济恢复|l寸期．合融工作经过建设机

构，培养于部．开腱业务，稳定了金融市场．逐步开展货币管理上

作．使货币流通趋向正常。普遍丌展了对私营商、№的信用、lp务．

以恢复市场．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同时，、№务范【书I扩展到农村．建

立营、业所，信用社．支持农民发展生产．咒开办保险事、№，代理发

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4

l 953年罕l 957年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戈fJu,-I期．余融-L作几

趋活跃，顺利完成了发行新币。收回旧币工作；改善对同营瞥位的

贷款．对私营【商业采取“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加强了．

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J．．泛丌展农业社、国营食、lk问的结算、№

务．形成信贷结算中心；发放与收回大批农贷资金，支持了农、Ik，1

手工、眦合作化运动．巩阎发艘了农村信用合作社。
?

I 958年至1960年．“共产风”、“浮夸风”盛行．银行．[作

不顾客观事实大放“jIi星”．先后出席了北京群英会和总行先进

经验交流会．在“以粮为纲”．事事“大办”的影Ⅱ向一F，茸日投放

巨额贷款支持上农qk“大跃进”，造成信贷失控，给以后两年的

货币流通带来不良影响。
。’

‘ ‘

1961年至l 965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银行上作恢复正常。

首先是统筹安排资金．支持生产救灾．帮助农民恢复生产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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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椐上级指示．清理豁免了I 9I；1年以前的农贷资金i减轻了农

民负担。其次，丌腱了全行性的清资金、清账目、清财产的

“三清’’_L作．恢复了银行信誉。其间．农业银行经历了建弗工

作。‘
．

’’ 4
，

：
，·

1 966年至l 97I；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银行虽在县直单

位中第一个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业务工作却．处于放任自流

状态。 ． ’：。

‘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金融工作日趋稳定。1977年，围绕

“农业学大寨”．深入社队解决资金困难，再次开展了“三清”

工作。1978年在经受特大旱灾，粮食歉收的情况下，经银信下

部共同努力．仍较好地完成了收贷、储蓄任务。

1979年至1985年．金融工作得到了健康发展。首先，贯彻了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划清了大是大非界限，把工作着重点转移

到业务工作上来。其次，各项工作实行了改革，恢复建立了各项

规章制度。1980年和1985年两次改革了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消除

了资金管理吃“大锅饭，，的弊端。由以往只重视贷款发放改为把

存款放在第一位。同时，注意信贷宏观控制．提高贷款经济效

益。其三是银行有了自主权。充分发挥银行的职能作用，克服盲

目性，避免瞎指挥，保证了国家金融政策的贯彻执行。其四是

增设了如№机构，扩大金融队伍。重新恢复了农业银行、保险公
司，建立了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信用合作县联社，初步形成了

以人民银行为中心．各争业行、司、社明确分工，相互协作的金

融体系。机构遍布全县．正式从业人员506人，成为淅川现代化建

设中～支重要的经济力量。 ．

’

1 980年至l 985年．荆紫关营业所信用社和人民银行、工商银

行曾先后被评为全国金融红旗单位和全国金融先进单位；农业银

行被省政府命名为扶贫先进单位。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淅川金融工作发展迅速，各项营运胜过历史上几千

·3·



年。l 985年底，银行各项存款达5 558万元，是I 978年的4俯，

是1949年的4 275俯；城乡人民储蓄余额达3 604万元，是

1978年的5倍多，是1949年的47．，I万余倍l全县银信贷款总余

额10 386万元，是1978年的2．6倍，是1949年的17 31()俯。

l 979年至1 985年7月，银行、信用社累计支农放款l 6 099万元，

是l 949年至l 978年共3()年支农放款总和6 440万元的2．5倍。保

险公司1985年承保额7 693万元．收保费37．7万无。建设银行

1985年经办拨款任务l 3项，投资额l 7r6万元。

金融事业的兴旺发达促使了全县经济的快速发展。1985年，

工业总产值达1 l 184万元，比l 978年增长306．8}h农业总产

值达ll 004万元，比l 978年增长80．9Eo；城乡居民个人乎均存

款58．13元，比1978年增氏4．2倍。当然，金融事业发展至今仍

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如人民银行如何发挥中央银行职能， 号业

银行的仓业化管理以及等业行、司、社业务交叉竞争等问题，尚

待今后在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加以解决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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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年(清道光三十年)

．-Jj I：{11．刺紫关陕山会馆碑文记载“复兴荚"钱庄与其它
，

ffjf哆共l司捐资修建该馆。 ．

1 88I；年(光绪十二年)
·

，

县城l惟一的一家银号··德盛升"转行。

I 921年(民国11)庳)’
‘

各商号自行印制的白票开始在市场上流通。

i 923年(民国I：2年)
’

李官桥镇遭土匪洗劫．“老复兴’’钱庄倒闭。
／ ．

1· l 924年(民国l 3年)

1月．荆紫关遭土匪袭占． ·‘复兴美"，“公兴魁"银号房

r．梭烧而倒闭。． f

’

1926年‘(民国15年)

荆紫关右印馆周殿增．因冒印白票，被处死。

7

I’928年(民国l 7年)

冯K祥部队驻扎淅川县荆紫关镇·把陕西福秦银行的I元

券、5尢券货币带入浙川，流通不到一年，随冯部撤走而成废

纸．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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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30年(民国l 9年)

秋·浙Jff县第二‘个官办金融机构⋯·一··淅川县农民借贷
所”征本县八区自治．J1、公处成立。

同年．借贷所歼矗I}i发行地方票：．

⋯弘年(民国25年)

淅JII县地方自治组刍7{在农村举办信用合作社。

l 94 1年(民国3(晦!)
●

·‘

l 1月．淅川县银行总行成立，

仪．址设老城东街38号。＼．
是年。淅川县合作金库成立．

仪。 ， ＼
．

’

．·

董事长陈重华，总经理王鸿

董事长陈重华，总经理王鸿

1 945．年(民国3j年)

2月。日军入侵，县城沦陷。县银行和县合作金库迁至荆紫

关镇。农民借贷所暂时解散。，， -

9月初· 日军投降后，县银行合作金库迁回县城原址，恢

复营业。农民借贷所重新开业。

I 9,18年，’

5月，浙川解放·民国政府淅川县银行-农民借贷所、信用

合作社等民国时期的金融机构即告结束。-

7月．浙川县人民民主政府成立“金融组，，，负责金融市场

管理。杨介芝任组长。发行冀南币和南阳通券，废除法币。
●

‘ ●
●

l fJ月．“中州农民银行浙川县支行"在县城(老县城，现被

·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