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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国四千多年的文明历史，编史修志已有两千余年。《确山县

金融志》的编纂，填补了历史的空白，总结我县金融史经验，为今

后金融工作提供历史借鉴和实际依据，P(达到承前启后，扬长避短

继往开来，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之目的。

金融工作是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清朝以来

具体组织金融活动的机构就是银行。我国社会主义银行已经建立近

四十年历史。金融事业同其它事业同样经历了伟大而艰巨的历程，

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为全面开创社会

主义新局面而作贡献。

“确山县金融志”的编纂工作，在县志编纂委员会和上级行的

领导下，于一九八六年五月成立“金融志编纂小组”，具体布置和

安排本志编修工作，由人民银行牵头，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

银行各参加一名人员成立“金融志编纂办公室”。七月开始搜集有

关资料。在搜集史料过程中，查阅了县档案馆、图书馆，有关金融

资料，查阅了本行和信阳地区银行，驻马店地区银行系统档案资料，

召开了本单位和外单位老领导、老同志、老前辈参加的座谈会，

走访了本地区和外地区的老领导、老同志，收集点滴1：／碑史实。查

闼抄录了外地有关档案馆、图书馆、货币展览等有关资料，摘录了

四百万字的活页素材，分析参照现存的历年工作总结，各种报表和

县统计局、地区金融系统统计资料数据。

编纂《金融志《人员不畏严寒酷暑，收集百余年的史料，走访



上百人次，整理选稿，辛勤努力，历时二年有余，按照新方志的要

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忠于史料，突出时代性、专业性的特点，略古详今，

实事求是的记述确山县金融系统的历史和现状，志成留传后世造益

后代，

编纂志书是一项新的开拓性工作，我们缺乏经验，很多史料无

棼可查，加之编者水平较低，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贻笑于里手行

家，如蒙领导、。老师和同志提出批评指示，并借此机会对本书的编

辑、整理给予领导和协助、支持的有关单位、各家行、司特表示谢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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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山县金融志编纂领导小组

一九八八年十月一日



箭 吉
刖 青

《确山县金融志》就编纂时间：大体从l 8 5 2年(清咸丰二

年)起至l 9 8 5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止。作者遵照上级指示精

神，认真执行编写新志的原则，实事求是记述了一百三十多年的金

融史实。确山县历代属于军事战略要地，沧海桑田几经变迁，解放

后又经“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历史资料遭到严重散失，所存资

料残缺，在世同仁古稀，史料无稽可查，故某些章节一略而过，时

间也不一。

本志内容结构，除序言、前言、凡例、概述、大事记外，共列

十三章四十五节，约十三万多字，对搜集到的资料经过筛选、整

理，反复核实，排比考证，求得文理，数据各有出处。清朝民国时

期主要包括货币、银行机构、民间金融等结构内容。社会主义’时辫

主要包括国家金融体制变革、货币流通、农村金融、工商信贷、城

乡储蓄、会计、出纳、企业管理等结构内容。

在此对协助我们工作的兄弟单位和同志深表感谢。

确山县金融志编纂组

一九／k／＼年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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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1，本志内容，仅以中国人民银行及各专业银行按照国家规定

钧职能和业务范围记载。

2、本志的记年，建国前按朝代年号，列注公元年号。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使用公元年号列述。

3、社会主义时期使用的经济数据，主要根据专业行年终决算

报表和《驻马店地区金融统计表》，其次是各行有关各股室统计资

料和总结材料。

4、 l 9 5 0年至1 9 5 5年2月底止，使用的货币额度为旧

人民币， l 9 5 5年3月1日起为现行人民币。新、旧币比率为

1：l 0 0 0 0。

5、选用之图片，图表分别附于有关章节之后，货币选样图系

当地市场流通过的各种货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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