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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农村金融志》的编纂出版，是辽宁省农村金融战线上

的一件大事。江泽民总书记曾经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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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编修地方志

是我国的优良传统，而编修农村金融志却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当

今“盛世修志"，就农村金融而言，不仅是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优

良的文化传统，更重要的是适应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

展有计划的农村商品经济的需要，其意义十分深远。

编纂《辽宁省农村金融志》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列主义j毛泽

东思想为指针，尊重历史，总结经验，推动农村金融事业不断发

展。从1988年6月开始，历经三年半时间编成的这部体现农村金融

事业、地方和时代特点的历史文献，全面，连续、完整地记述了全

省农村金融活动的发生、发展历程，及其在四十余年发展过程中，

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从挫折中吸取的教训， “鉴往知来"，‘必将有

利于推动辽宁农村金融事业日益发展，促进全省农村经济的全面振

兴。 }一，、o 蓄

《辽宁省农村金融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既正确地继承了

传统的体例，又有所探索和创新，力求观点正确，主体明确，脉络

清楚，繁简适当：但由于有的历史资料残缺，编纂经验不足，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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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

在体例，史料选用与撰写等方面，难免有所缺陷。诚恳希望专家学

者和广大读者，赐教指正。

《辽宁省农村金融志》是集体努力的成果，在搜集资料和编纂

过程中，得到辽宁省档案馆，省图书馆及省财政厅，省人民银行，

省农业银行档案室和省地方志办公室，省人民银行金融志办公室，

沈阳市地方志办公室，以及省内外有关部门和同志的犬力支持。谨

向为《辽宁省农村金融志》编纂出版付出劳动的每一位同志，致以

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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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断限： 上限1949年，下限1990年。对建国前的

事项和金融业务活动作了追述，对1979年至1990年辽宁农村金融发

展状况记述较详。

二、本《志》采用篇、章、节体，按“横排竖写”方式记述，

力求繁简适当。

三．．文字与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使用文字、标点、数

字、计量均按国家规定的统一规范书写。

四、纪年：通用公元纪年。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

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 “建国后"。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

前后简称“解放前"、 “解放后，，。_般都记实际年月。

六、本《志》对人民币的记述。1955年3月1日，国家发行新人

民币，以前称旧人民币，东北币、关东币，在《志》中一律换算为

新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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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1述

， 建国初期，‘辽宁省划分为辽东、7辽西两省，以及沈阳、旅大(大连)‘、鞍

山、抚顺、本溪五个东北区直辖市。1954年辽东、辽西两省合并为辽宁省，

原东北区五个直辖市改为省辖市。。 ，i，_。．． 11’1、 ■ 2、j：j

早在辽宁省全境解放以前，国家银行予1946年和1947年先后在旅大市和

辽东省开始设置分支机构，在人民政府财力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帮助贫苦

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拨出适当数量的资金发放部分农业贷款j此

外，为恢复和发展农村生产，活跃农村经济，还发放一定数量的供销社商品

流转贷款。建国后，随着银行机构下伸，基层营业所的建立，从1950年将储

蓄业务由城市扩展到农村。通过开展农村储蓄业务，为筹集信贷资金做出了

贡献，但在开展储蓄业务当中，由于对“农民持币量增多矽估计过高，加上

千部力量不足，缺乏工作经验，采取行政手段回笼货币，因而几次发生过带

有普遍性的强迫摊派的“偏差"，造成不良影响。经过多次纠正“偏差∥，‘

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始使银行农村储蓄存款和贷款工作步入正常轨道ah 1950

年开始典型试办进而普遍试办农村信用合作社，伴随全盘农业合作化的实

现，1956年全省实现了农村信用合作化，信用社成为国家银行的得力助手。、

但是，农村金融事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过财贸管理体制下放与收

回，营业所与信用社合并又分开以及农业银行“三起两落"等随折的发展过

程，才逐渐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

农业银行第三次恢复办公，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指导下，全省农

村金融机构不断扩大，各项金融业务蓬勃发展，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取得显著

成效。农业银行已成为资金实力雄厚、经营各类金融业务的农村综合性银

行，农村信用社变“官办黟为“民办糟，增强了信用社的群众性、’民主性、

灵活性，真正办成了集体所有制的合作金融组织。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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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不断发展，已经形成为以农业银行为主导，以信用社为主体，以民间借贷。。’

为补充的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农村金融体系。 ～：

农村金融是农村中商品生产发展的产物。透过《辽宁省农村金融志》各+二

篇章的翔实记述，不难看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金融是有计划地筹

集、分配和管理农村货币资金的重要工具，是活跃农村经济的有力杠杆。四

。十余年来，辽宁省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的发展变化说明，农村经济状况决定

农村金融活动，农村金融活动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以1990年与1980年相比

·较，全省农村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20．7％，全省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

各项存款和贷款年末余额平均每年递增26．9％和21．74。农村经济和农村金

融同步发展。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r 。．

，’·一

声 首先是农村经济状况决定农村金融活动。其主要表现：·是农村经济的

所有制性质与形式决定农村金融的性质与形式。辽宁省实现农业合作化后，

农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性质，就决定了农村货币资金运动中所形成

的分配关系与交换关系的社会主义性质。以1959年为例，从全省农业获得大

丰收、银行支持商业部门收购农副产品贷款数额增加，社队和社员纯收入提

高，到银行、信用社集体农业存款和农村储蓄存款余额比1956年增长达6．5

倍，这一系列的农村货币收支变化，都反映出社会主义农村的分配关系与交

换关系的发展和变化'二是农村经济结构与生产水平，决定农村金融活动范

围与规模。辽宁省农村的生产结构长期单一化，基本上是以粮食为主的种植

业。农村信贷主要支持粮食生产，粮食产量却数年徘徊不前。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农村商品生产迅速发展，生产结构逐渐得到调整。全省种植业

在五业中所占的比重，由1978年的74．2％，下降到1988年的51．74。农业贷

款已由单纯支持粮食生产进而支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支持农，

工，商、运，服务业综合经营’由单纯支持生产环节转变为支持再生产全过

程，因此，农村信贷和农村货币流通的范围和规模都不断扩大和发展，三是

农村商品的供求状况决定农村金融的内容与速度。农村金融部门向农村提供

的信贷货币资金，按客观经济规律要求，应与农村物资供应相适应。但是，

全省农业银行和信用社1988年累计发放农业贷款总额比1985年增长1．22倍，

平均每年递增30．1呖，而同期农村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额

仅增长66．4呖和58．54,平均每年递增18．5呖和16．6％。发放贷款和投放货

币不能换回同额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是货币投放过多，贷款增长较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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