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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 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玉树州金

融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上限原则始自玉树和平解放时期，部分史实酌情上溯，下限断

至1998年底。

三 体例以志为主，记、传、图、表、录并存。

四 本志一律采用语体文，第三人称记述。文风力求严谨、朴实、简洁、

流畅。

五 计量单位统一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沿用旧制计量，

均以公制单位文中括注。

六地名、人名直书其名。藏语言一律采用音译，以汉字书写。

七 1949年以前的年号使用朝代年号，以公元年号括注，解放后一律采

用公元纪年。

八 本志由序言、概述、大事记、专志四部分组成。专志分章，章下设

节、目、细目。

九本志概述为全志之纲，大事记为金书之经，专志以业务类别分章，横

排纵写，详今略古。



序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是一项重要的思想

．文化建设事业。盛世修志，鉴前世之盛衰，知异日之变革，具有服

务当代，惠及子孙的深远意义。

+金融志是地方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事业的盛衰，标志

着社会经济发展与进步的程度。解放前的玉树，由于地处偏远，生

存条件艰苦，交通信息闭塞，经济文化落后，金融业一片空白。解

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人民的金融机构，开创了社

会主义货币、信用的新局面。48年来，玉树州金融部门根据社会主

义建设不同时期的要求，紧密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结合自治州各个

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情况，认真执行金融政策，切实发挥货币、信

贷管理职能，积极运用信贷杠杆，为玉树州发展民族经济，建设美

好家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

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贯彻，全州金融体制不断深化改革，已形成了

以人民银行为领导，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为主体，

农村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代理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为辅助的

金融体系。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功能的金融网络。使金融作为调

节经济的重要手段，在搞活企业，发展生产，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增

长中，日益显示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为了实事求是地研究我州金融事业48年来的发展历史及其

客观规律，总结经验教训，继往开来，以史为鉴，促进我州社会主

义金融事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1 997年3月，在玉树州金融学会

的领导下，由人民银行玉树州分行牵头，农业银行玉树州分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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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银行玉树州中心支行、农业发展银行玉树州分行和农村信用合

作社密切协作，组成修志班子，设立专门机构，。选调具有较高政治

理论水平和文字驾驭能力的业务骨干从事《金融志》的编纂工作。

经过全体编纂人员的大胆摸索，共同努力，查档阅史，穷根溯源，

广征博采，呕心沥血，辛勤笔耕；先后数易其稿，历时两年终于不

负众望完成此书，成为我州有史以来第一部珍贵的金融志书。

玉树藏族自治州《金融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各民族团结平等，有利

于稳定的原则，力求翔实反映具有高原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金

融事业，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据实志事。上限基本起自

玉树和平解放，部分史实酌情上溯，下限断至1 998年底。凡玉树

州金融机构、货币流通、信贷活动、会计结算、储蓄存款等方面的

演变和发展，以时为经，以事为纬，大事突出，要事不漏，横排纵

写，重点记述了自治州建政以来金融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

单一到多功能的发展过程，突出体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金融事业的发展变化。玉树藏族自治州《金融志》作为我州有史以

来第一部金融志书，她的问世于改革借鉴、思想教育、珍存史料以

及增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了解，发展民族经济和金融事业都有

积极的意义。

编修玉树藏族自治州《金融志》，前无借鉴，今无蓝本，而且

资料散失，残缺不全，加之时间仓卒，人员紧缺，缺乏经验，水平

有限，虽尽力所为，然挂一漏万，+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望读者批

评指正，以利修订。

值此玉树藏族自治州《金融志》编纂告成之际，特向编纂、撰

稿及审稿人员深表感谢。对大力支持《金融志》编写工作并提供资

料的各单位各部门和社会同仁表示深挚的谢意。

宗 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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