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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鹏 杨吉舜 吕传瑜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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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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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副主编

纂

纂

工作人 员

李瑞美

江光珍张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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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文开 刘远光 江光珍 杨济安 张 金张孝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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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慧 谭作越 杨辉继 杨浒澄 严和贵 黄大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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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县地区的金融管理，有其悠久的历史。建国40年来，无论是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

改造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金融在国民经济的生产，流通，交换和分配等

诸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生活的FI益繁荣。特

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一个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领

导，国家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脱颖

而出，银行成了国家进行经济宏观调控的最重要手段之一。随着国家金融体制改革的深

入，一系列有关金融方针，政策的进一步落实，银行对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作用

正日益明显，已成为连接全社会的经济生活、传递经济信息的中心．

万县地区是一个贫困的山区，工农业生产还很不发达，经济效益十分低下，资金长

期紧缺成为制约全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面对这些困难，长期以来，全区金融工

作者锐意开拓，勇于实践，勇于探索，为建立良好的金融秩序，支持工农业生产稳定，

持续、协调的发展，稳定民心，稳定安定团结的政治大局，走出一条发展山区金融的新

路子竭尽了全力，

历史是未来的一面镜子。编写《万县地区金融志》的意义，在于积累金融史料，特

别是建国40年来金融工作的资料，为探索发展社会主义金融工作的规律，总结山区金融

工作的经验教训，向广大金融工作者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教育创造条件。现实是历史的发展。我们研究历史，不是面向过去，而是面向现在和将

来．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部志书，在全区金融职工中形成学习研究金融历史和现状的风

气，以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中，更加有所作为，有所创造，树立起社会主义金

融工作者的新形象．

《万县地区金融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循历

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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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本着详今略古，突出重点，反映特色的原则，记述了万县地

区金融工作的历史概貌，力争做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相统一．

《万县地区金融志》是根据万县地区行署的安排，在各行司共同组成的万县地区金

融志编纂领导小组的领导r，经过近3年的努力，从征集到的近1000万字资料中，精编

精选而成。但由于我们编写专志还是初次尝试，资料也不齐全，更囿于编者的政治．文

化水平，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领导，修志同仁和兄弟单位，不吝赐教．

《万县地区金融志》在编修过程中，承蒙万县地区档案馆及各县(市)档案馆，中

国人民银行四川I省分行，地区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和有关部门以及地，县．市各专业银

行和老金融工作者的大力支持和协作，提供情况和资料，在此一并致谢l

武声明



凡 例

凡

一．本志按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要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

的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史实，力求突出专业特色．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达

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为本区第一代金融志，其时限上起光绪二十一年(1895)，下至1985年．

全志设两卷，以卷一记述清末及民国时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金融，其中， 。货

币”和。旧式金融业”适当上溯；以卷二记述1950",,1985年社会主义时期的金融。；卷下

按横排竖写原则，以篇，章．节，目相统属．

三，本志坚持。详今略古”、 。详近略远”的原则，在篇幅上，一，二卷的比例，

大体安排为3：7．
．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以记．志．表等体裁为主，辅以述，传．图，录．

五，本志执行《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

六，本志金融机构第一次出现时写全称，以后则用简称，如中国人民银行万县地区

(专区)中心支行(分行)．中国工商银行万县地区中心支行．中国农业银行万县地区

(专区)中心支行，中国银行万县支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万县地区(专区)中心支

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万县地区(专区)中心支公司，分别简称为。地人行”． 。地工

行”， 。地农行。、 。万县中行”， 。地建行”， 。地保司”；省，县各行(司)的简

称类推，如。省人行”， 。省工行”， 。省农行”， 。成都中行”， 。××县建行。．

。X×县保司”．

七、本志金额单位，凡未注明者均为当时流通的法定货币单位，1955年3月1目前

的旧人民币已按规定比率折合成新人民币．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四川省金融志办公室．万县地区档案馆，万县市档案馆，中国

第二历史档案馆，湖北省图书馆，地区各行(司)档案室．各县金融志办等单位，一律

不注明出处，来自其他方面的方加注释．
’

九，本志统计数字，来源于地区各行(司)的决算及有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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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万县地区的经济基本还是封建经济．通货为银两和制钱．有铸做和秤平银

两的高炉铺，公估(或公称)，兑换银钱的换钱铺，经营存款．放款，汇兑和发行庄票

的钱庄，以及当铺或兼营银钱业的商号等机构，但为数不多，规模也不大．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万县辟为通商口岸，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开始侵入，封建

经济受到冲击，商品生产及交换日渐扩大，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1904年万县开设银元

分局，推行银元，随后铜元也流入，货币筹码增多．随着商业资本的积累并向沿江城市

集中，当铺．钱庄等旧式金融机构有了发展，至191．1年万县有钱庄近10家，忠县有钱庄

3家，其他县城也有钱庄或类似机构开设．1907年浚川源银行来万县设立分行，区内有

了第一家新式金融机构．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金融业受到震动，浚川源银行一度停业，多数钱庄收歇．浚

JII源银行万县分行于1912年(民国元年)复业，聚兴诚银行万县分行于1915年开业，中

国银行也于1915年在万县设立分号，新式金融机构有了增加．同时钱庄也兴盛起来，

1915年仅万县即有钱庄13家．1912年四川银行发行的军用银票流入区内，出现了银两，

银元．铜元，制钱及纸币等5大类货币并行流通的复杂混乱局面．

自1917年开始至1935年川政统一为止，为军阀割据的“防区”时代．这近20年间，

军阀混战不绝，农村经济趋于破产，封建经济加速解体；由外国人控制的重庆海关于

1917年在万县设立分关，外国商人来万县开设洋行，万县商业更加兴旺，金融也以重庆

为依托相应发展．钱庄因与商家联系紧密，又与洋行搭上交往，且其经营方式灵活方便，

虽在1918年受驻军骚扰多数倒闭或停歇，1925年开埠前后也有几次波折和起伏，但其总

的实力愈加雄厚，至1934年达到鼎盛，仅万县即多达47家，然而组织形式、经营方式落后

的钱庄，毕竟经受不住现代银行的挤压，被逼到以狂赌申汇．买空卖空为其主要业务的

穷途末路，终于1934年秋申汇暴涨时发生震动全川的万县钱庄倒闭风潮，有近40家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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