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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历时多年的《上海金融志》编纂工作现已告完成。《上海金融志》的出版问世，是上海市

地方志办公室大力指导与帮助，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历届领导和上海市各金融机构以及数

十位编撰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上海金融有其突出地位，曾是全国最大的金融中心，远东国际金融

中心之一。解放后，上海金融业通过运用信贷、结算、利率等手段，在支持国内外贸易、工业

化建设，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经济效益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上海

的金融事业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先后开始进行机构体制、业务经营、资金管理、贷款制度等

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对振兴上海经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99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宣

布浦东开发开放，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提出“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

之一”的号召后，上海经济持续发展，城市建设突飞猛进，上海金融业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在

改革开放中不断壮大，为实现这一宏伟而庄严的目标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到本志下限年份

1998年年末，上海市已有各类中资金融机构营业网点3000多个，营业性外资银行48家，外

资金融机构代表处134家；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证券交易所也均

落户上海。上海金融业新增值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5年占9．9％，上升到

1998年占13．9％。

面对历史久远、经营活跃、机构庞大的上海金融体系，如何完备而又确切地加以记述，确

非一件容易的事。所有编撰人员唯有遵循志书的原则要求，结合上海金融的实际，力求做到

指导思想正确，篇目框架合理，资料丰富翔实，专业特色鲜明。同时，在具体写作上努力做到

繁简适当，文字简炼，平实朴拙，以便读者参阅利用，以期达到“存史、资治、教化”的基本目

的。

修志是一项系统工程，工作量大，涵盖面广，要求甚高。由于《上海金融志》编纂工作追

溯的时间长，任务重，因而缺陷与不足在所难免，尚祈识者多加匡正。

胡平西

2002年7月

(作序者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

《上海金融志》编委会主任)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

辩诞唯物主义和历变唯物主义静基本原理，力求科学、完整地记述上海金融事韭的历史帮现

状。

二、本恚为《上海市专志系剜丛刊》中的一郝专鲎志，是第一部全市性上海市社会主义

金融志，行文遵循《上海市专志、区志行文细则(试行)》执行。

三、本志断限，上限溯至事物发端，下限为1998年，个别的作必要延伸。全志幽序、记、

述、志、图、表、录、传等组成。按照统合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分为十篇，静货币、解放蓠金融

机构、解放后金融机构、存款业务、贷款业务、信托证券保险、外汇、金融市场、金融管理、金融

人物。

四、本志纪年，清代部分先标朝代年号，括号内注公元纪年，民国按民圜记年，公元记日、

月。解放前或解放后，以上海解放目1949年5月27日为界，解放后一律公元纪年。部分外

资银行叙述该行在该国创办情况，时闻也统一港我国纪笨，括注公元纪年。

五、本志中的货币单位，除另有说明者外，在1935年11月3目前为银元，在1935年11

月4基以后为法币，1948年8舅19墨至1949年5更27爨为金黧券，上海鳃效后兔人民币。

1949年5月27日到1955年3月1目新币发行前系人民币旧币，均已按一万比一的比率折

合成新人民砸。

六、本志使用诗量单位名称，以国务院1982年2胄27冒颁蠢的《关于在我琶统一实行

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为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圈成立前的旧计量单位一般照原记载。

七、本恚的数字用法，以1996年6月由国家技术监督局援准实麓的《关予出版物上数字

用法的规定》为规范。

八、本恚收录的金融人物传记，传童以已故的、曾对上海金融事业的发展有较大影响、为

菜一著名金融视构的铹办入或长麓主持该金融税构的著名银行家为限，包括少数保险公司

创业人物，排列以生年为序。

九、本志记述的金融机构，第一次出现时均用全称。隽簿练文字，以层凄现对有用筒熬

的。对多次出现的机构，如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为行文方

便，有时亦称市人行、市工行。

十、按照“专志贵专”的原剃，为避免与其倦专志过多重复，本恚对有关党务系统、工会

系统诸史事不作记述。

十一、本志资料来源于有关方瑟的档案、图书、文献、报刊、文件、统诗资斟、l毽志、碑刻

等。一般不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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