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

罢呵

景孽
霉
#
{

；≤芦

⋯三叁-壁愁曼_毒萋羹受尝

譬■’”!研

篓

雾

-≯蓑≯卷．。懿盎鸯
，．

一一一

蓁蘸

雾霞蓁羹篓羹爹雾：≮



三台’金融志

三台金融志编纂委员会



《三台金融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 长：黄荣广

副组长：敬景宇

成 员：周祥瑞 杨继林 苏培德

黄秀全 刘关键

《三台金融志》编辑组

主 编：曾茂林 周祥瑞

副主编：敬景宇

责任编辑：何茂平 代甫今 蒲茂荣

叶卫东 王范修 胡明君

校 对：陈刚 张燕

摄 影：杨 武

资料提供：《三台县人民银行志》

《三台县农村金融志》

《三台县保险志》

《三台县志·金融分眷》



《三台金融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 长：黄荣广

副组长：敬景宇

成 员：周祥瑞 杨继林 苏培德

黄秀全 刘关键

《三台金融志》编辑组

主 编：曾茂林 周祥瑞

副主编：敬景宇

责任编辑：何茂平 代甫今 蒲茂荣

叶卫东 王范修 胡明君

校 对：陈刚 张燕

摄 影：杨 武

资料提供：《三台县人民银行志》

《三台县农村金融志》

《三台县保险志》

《三台县志·金融分眷》



偏好々瓢志^'促迫名

融辛孳壤3％

斗一一育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三

支
行

三中国工商银行三台支行
四中国工商银行三台支行新西

门储蓄所

一中国人民银行三台支行旧址



六

中

国

农
业

镊
行
三

支
秆

七．中国农业银行j毁行电脑营业厅 人．中国农业银行三台支行琴泉储蓄所

五中国工商银行三台支行营业大斤



九．中国农业银行三台支行刘营区营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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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本着略古详今，尊重史实的原则，记述三台金融活动

的历史和现状，为我县经济、金融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二、本志的时间断限，上限起自1911年，下限断至1990年。

三、本志体例：采取以事分类立目，横排竖写的方式，全书共

分八章，适当辅以图、表。

四、本志采用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年号，亦

未加注公元年号。

五、本志资料取自省、市、县档案馆，县人行和各专业行、司

历年有关数据和总结材料，以及搜集点滴口碑史实汇集而成，除正

文摘引时标明出处外，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六。本志所述建国前的银行，通称旧银行，旧银行惯用名词、

术语，在正文中加以说明，不另作注释。

七、本志书正文和附表中19S4年以前旧人民币流通时期内金

额，一律换算成新人民币计量单位。



曾 古
刖 舌

《三台金融志》终于和大家见面了，我们感到由衷地高兴。

这本书是由三台县人、工、农、建四行和保险公司共同负责编

修的。前期自1983年开始，各行(司)分别组织人员，搜集史料、归类

建卡、拟定纲目，到1987年完成行志、保险志，花了近五年时间。

采编者到雅安、成都、重庆、绵阳、遂宁和三台等地的省、市、县

档案馆、文史馆和图书馆，共查阅历史档案5000余册，收集历史资

料和口碑资料800多万字。后期于1991年3月成立金融志领导小组和

编委，以《三台县人民银行志》、《三台农村金融志》、《三台保险志》和

《三台县志金融卷》为基础，经反复修改、整理、充实、完善。至1992

年秋纂成《三台金融志》，共经历了十个春秋寒暑。借此书即将付印

之际，我们谨向献身于三台金融事业的同志们，关心支持编修工作

的各位领导，为志书而辛勤耕耘、无私奉献的全体编修人员，致以

衷心的祝贺和诚挚的敬意。

盛世修志，古来有之，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编写中，．我们

力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的指导

原则，系统、客观地记述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九。年间三台金融业的

历史和现状，为从事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同志们提供一份翔实的历

史素材，阅前人之兴衰，鉴后者之成败，明治行之方略，在实际工

作中，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操作调控能力。

编修金融志，是一项崭新的工作。其观点、体例、行文记叙，

都有严格的要求。编写中，我们虽努力探索，但终因水平所限，力

量不足，其遗漏错误仍然存往，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九二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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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三台是个百余万人口的农业县，依山傍水，物阜粮丰。

早在清乾隆年问，就有陕西人来三台葫芦溪，古井坝，刘家营

等场镇开设钱庄，当铺，从事借贷活动。民间自由借贷，起源更早，方

式颇多，遍及城乡，经久不衰。

从辛亥革命的1911年到抗日战争结束的1945年间，中国银行、

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中国农民银行、邮政汇业储金局、四川省

银行、复华银行、美丰银行、重庆银行和成都银行均在三台设立了

办事机构。本县还办有县银行、县合作金库，农村建，立了八百多个

信用合作社。这些金融组织，曾对三台工农业生产和城乡物资交流

百过积极的影响。但是，民国时期，战乱纷繁，国库空虚，财政赤

字，国民政府力图平衡财政，稳定金融，大量发行名目繁多的纸

币，造成货币急剧贬值，物价飞涨，金融紊乱，工商买卖陷于瘫痪

的困境。据史料记载，民国十五年三台外销蚕丝九千余担，到民国三

十六年减少到一千余担。粮食产量由民国二十九年的三亿九千万斤，

到民国三十八年减少到两亿斤。其他外销产品也递减不已。

1949年12月三台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台县军事管制委员会

按照“边接管，边建行一的方针，没收了官僚资本银行，接管了民

族资产阶级银行，1950年1月20日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三台县支行。

与此同时，宣布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禁止金银外币流通，取缔

银元黑市交易，管制存放款利率，并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实行

现金管理，开展转帐结算，以大量资金支持农副产品收购，及时发

】



放农业贷款，帮助农村恢复和发展生产。从1950年到1952年，经过

三年整顿市场，筹措资金，调节经济，人民币全部占领了城乡市场

结束了国民政府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币制混乱、物价波动的残

局，实现了金融稳定、物价稳定、人心安定的新局面。

从1953年至1957年，我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三台人民

银行按上级行的要求，继续加强现金管理，大力吸收社会闲散资

金，支持国营和供销合作商业的发展壮大，发放贫农合作基金贷

款，帮助贫苦农民解决参加农业合作社缴纳股份基金的困难，推动

互助合作运动的健康发展。

1958年至1960年，在“大跃进’’和“反右倾”斗争中，由于

“左’’的思想影响，银行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废除了，管理

流动资金的基本原则被动摇了，财政信贷的资金渠道被打乱了，使

大量信贷资金沉淀呆滞。据统计，全县经批准豁免“大跃进"中银

行、信用社农贷总额达一百六十多万元。

1962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切实加强银行的集中

统一，严格控制货币投放的决定》。三台人民银行在贯彻执行中认真

总结了1958年大破规章制度的教训，恢复和重建了必要的规章制

度，加强了现金和信贷基金管理，农业贷款贯彻“自力更生为主，

国家支援为辅’’的方针，实现了“控制投放，加强调剂，开源节

流，争取平衡刀的要求。经过三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三台工

农业生产得以顺利的恢复和发展，银行工作大大加强。

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带来极大的灾

难，也给银行工作造成严重破坏。由于国务院多次严令禁止冲击银

行，并对银行实行军管，因而银行的基本制度仍能坚特。三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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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开门营业，坚持天天办公；并采取

多种形式抵制“经济主义’’，维护财经纪律，及时发放各种贷款支

持工农业生产，保证了业务工作正常开展。

1976年粉碎“四人帮斗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确定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金融工作进入新的发展

时期。三台金融事业，围绕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一系列配套改

革。首先，改革了金融体系。建立了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专业银行

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韵新体制。从1980年至1984年，先后恢

复了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保险公司，新建了工商银行，成立了全

省首家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经过整顿，恢复了组织上的群众

性，管理上的民主性，业务经营上的灵活性。其次，改革了信贷资

金管理体制。把长期实行的“统收统支’’改为“统一计划，分级管

理，存贷挂钩，差额控制一。1985年起又对专业银行实行“统一计

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改变了资金上“吃大锅

饭”状况，调动了专业银行搞好资金营运、的积极性。第三，农村金

融工作贯彻“因地制宜，支持发展商品生产，讲求经济效果”的指

导方针，由过去支持社队经济为主转变为支持承包户、专业户；从

原来主要支持粮食生产转变为支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从主

要办理农业贷款转变为给农村各行各业提供全面服务。第四，增加融

资工具，开拓资金市场，扩大银行资金来源。各专业银行增加对公定

期存款、城乡储蓄存款的种类和档次，设置专项绪蓄，提高存款利

率，增加服务网点，充实储蓄崎业人员，促使储蓄大幅度增长。第

五，改革干部管理制度．实行条块结合，以条条为主的管理体制，

改变了过去条块结合以块为主，人员变动频繁的状况，稳定了职工

3



队伍，提高了职工素质，同时，扩大了企业自主权，初步建立了责、

权、利结合的新体制。

改革给三台金融事业带来了生机，增添了活力。从1980年到1990

年这十年问，各项业务发展最快，融资最多，对三台经济发展的贡

献也最大。1990年全县行社各项存款达43631万元，比1980年增长七

倍；各类贷款余额58197万元，比1980年增长四倍。1990年全县工农

业总产值达十六亿元，比1980年翻了一番。

三台金融事业正面临着历史性的转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银

行改革的不断深入，必将出现一个更加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在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将作出更大韵贡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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