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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合肥工商银行志》的编纂工作始于1992年2月。几年来，在各级领导的

关怀和各部门的配合下，编志人员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锲而不舍地进行了

各类资料的征集和广泛的调查，精心研究，分类编写，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

这本分14篇共30余万字的《合肥工商银行志》终于付印了．这是合肥金融史

上的一件大喜事，值得庆贺。

《合肥工商银行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辨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坚持怎么千就怎么写的实事求是原则，体现

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了经济金融体制从过去

高度集中的传统模式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历程。

《合肥工商银行志》按照志书体例，做到观点正确，资料翔实、结构严谨，

涵盖了1949年到1984年原合肥市人民银行和1984年底人、工两行分设后的市

工商银行各项业务活动，通过大量的金融实务往来，基本上反映了合肥市经济

金融发展的脉络。在时间跨度较大的情况下，行志做到了纵不断线，横不缺项，

具有专业特点和地方特点。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既有益于当代，更惠及于后世。1972年

起，我在合肥市人民银行工作，1983年9月担任合肥市人民银行副行长，1984

年12月至1992年6月任合肥市工商银行行长、党组书记。读《合肥工商银行

志》，使我备感亲切并深受教育。它不仅展示了过去，而且激发我们面对未来，

使我们在向国有商业银行转轨时期及今后的金融运作中，将更加努力工作，以

不负时代赋于我们的历史责任。

袁皓



序

编纂《合肥工商银行志》是合肥市工商银行的一件大事，’也是建行以来的

创举。古人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它能够较完整、系统地记载反映我行

的历史事实，对于承袭过去，指导未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合肥工商银行

志》在各方热情支持和帮助下，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终于编写完成，我感到十

分高兴，衷心表示祝贺。

合肥市工商银行于1984年11月成立，它承接原人民银行合肥市支行所属

机构及所经营的工商信贷、城镇储蓄和结算等业务，编写行志就必然要追溯到

1949年建国初期合肥市人民银行及其前身皖北分行营业部各项业务和工作开

展的史实，直至1990年前后时限长达四十二年。因此，编写难度较大，任务相

当繁重。行志编纂人员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不畏困难，勇挑重担，战酷暑，

斗严寒，广泛开展调查，多方征集资料，按照横排门类，纵观史实的编志要求

和略古详今的原则，将本行在各个历史时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

及各项业务的发展变化，顺序进行记述，为编写《合肥金融志》提供了比较翔

实的史料，也为以后续编行志奠定了基础。 ‘，

近十余年来，随着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合肥市工商银行

和其他专业银行一样，各项业务均有长足的发展，对于振兴合肥经济，建设社

会主义新合肥，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值兹《合肥工商银行志》付印之际，行志

编委会嘱我作序，由于自身阅历不广，水平有限，难以作较多评述，但读后总

的感受是深刻的，受益匪浅，同时我期望本志对我行今后工作能起到借鉴作用。

李和生



前 言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中央的指

示，各地开始了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工作。1983年人民银行合肥支行就有编写

《合肥金融志》的安排，并着手抽调人员收集有关历史资料，后因人、工两行分

设而被搁置．1988年10月，工商银行合肥市支行在市人民银行的具体组织下，

曾参与《合肥金融志》的编写，后由于种种原因于1991年11月底又告停顿。次

年，人民银行合肥市分行对《合肥金融志》的撰写在各专业银行中重新作出安

排。1992年2月，合肥市工商银行成立了行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抽调

4人，在参与编写《合肥金融志》的同时，专门从事市工商银行志的编纂工作。

1993年，工商银行合肥市支行改为市分行，行志编纂委员会人员变动，为使工

作不受影响，在原基础上相应作了调整。几年来，在行志编纂委员会的直接领

导和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编写人员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兢兢业业，锲

而不舍，广泛调查，征集资料，精心研究编写，终于1995年8月胜利完成了繁

重的行志编纂任务。

行志资料的搜集筛选、整理加工、撰写编纂是一项艰苦而又细致的工作，本

行前无首例，况且市工商银行是衔接承办原市人民银行的主要业务，行志时限

要从1949年起写至1990年底，时间跨度较长，加之以往资料保管不善，散失

不少，给行志撰写编纂工作增加了难度。为了能够及时向《合肥金融志》提供

史料和顺利完成本行修志任务，经过反复研究，对编写方法作了改进，改原由

行志办“单枪匹马一完成为“众志成城一的做法，发动市行各专业部门指定专

人按照修志要求，首先撰写初稿，再由行志办编写人员分工负责，根据从各方

面搜集的资料，对初稿进行整理加工、删补和合理编排，形成复印稿，提交编

委阅看、讨论。根据编委反馈的意见，再进一步充实完善，形成评审稿。在评

议的基础上，《合肥工商银行志》定稿为30余万字。肥东、肥西、长丰三县支

行因参与县志编修，在行志中除少量数据和个别相关的业务活动需要一起统计

和记述外，未再纳入本志。
3



《合肥工商银行志》，其资料主要来原于合肥市档案局、市统计局、市人民

银行和本行备科、室所保存的现有档案资料以及部分老同志的回忆记录。查阅、

记录各种档案资料的数量达600万字，从中筛选摘录约150万字。在查阅、采

访、编纂过程中，曾得到各联系单位(部门)和知情者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同

时，承蒙市地方志办公室、省工商银行金融研究所和市人民银行修志同仁的热

情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谢意。

《合肥工商银行志》的编纂是按照社会主义编志原则，力求做到观点明确，

资料翔实，方法对路。但是，由于历史资料残缺不全，加之编写水平所限，漏

误之处在所难免，敬盼读者批评指正。

4

卢玲

1995年8月8日

1



凡 例

’

一、本书定名为《中国工商银行合肥市支行志》(简称《合肥工商银行志》)。

编纂目的，以保存史实为主旨，提供有关各方借鉴、资治，兼作《合肥市金融

志》采择取材之用。

二，合肥市工商银行于1984年11月正式成立，继承原中国人民银行合肥

市支行的下属机构和城市金融业务。为体现建国后经营城市金融各项主体业务

发展的连续性，上限自1949年起，下限至1990年止，分别记述各个历史时期

的发展趋向及其相互联系。新创办的技改、信托、调研信息与咨询、科技等项

业务，从业务发端之日写起；党团、大事记等，从工商银行合肥市支行成立之

日记述；图片延伸至1995年7月底。

三、《合肥工商银行志》借鉴新方志体例，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以内部现设

职能部门划分归属，横排门类，综述史实。结构层次分篇、章、节，按述、记、

志、图、表、录等不同体裁编写，以文记述为主，图表附有关章节后，综合反

映工商银行合肥市支行各项业务的发展状况。

四、《合肥工商银行志》货币计量以1955年3月1 El发行的新人民币币值

记载。凡此以前原以旧人民币计值的，为统一口径，便于前后经济对比，均按

新旧币比值1：10000折算为新人民币，个别保持旧人民币计值的，另加注明。

五、《合肥工商银行志》记述的银行各项业务数字和工商业主要经济指标，

为合肥市市区数字，个别包括所辖各县数字的，另行加注。
‘

六、《合肥工商银行志》资料来源于合肥市档案馆，统计局和人、工两行文

书、会计档案，均以正式文本为依据，除文内记述来源者外，其余未予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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