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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坝州金融志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融志编纂领导小组 主编

．·九九三·马尔康



阿坝州金融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甲她妹

副组长：汤明忠、张永明、周全、桑朝晖

成员：李兵、曹长庚、陈指针、刘本俊

<<lrSl坝州金融志》办公室

主任：李兵

副主任：曹长庚、何斌

《阿坝州金融志》总编纂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陈指针 曹长庚

《阿坝州金融志》撰稿人

；

王鲁江、文1l本俊、肖子贵、何斌、侣德昭、周全、陈民秀、

陈指针、张琴、桑朝晖、曹长庚、蒋祖友

注：参加《阿坝州金融志》第一稿撰稿的人员还有邓军、董水

贵。参予专门收集资料人员还有吴渝、张世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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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分行行址

中国农业银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心支p行址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心支行行址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阿坝藏放毛族自治州中心支公司地址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信托投资公司办公楼

帐篷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若

尔盖县支行解放初期

在条件十分艰苦，没

有办公房的情况下，



1990年人民银行阿坝州分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阿坝州中心

支行行长及保险公司阿坝州中心支公司和9_|1信托投资公司经理合

影。从右至左为：州建行行长张永明、州人行行长甲她妹、州农业银行

行长汤明忠、州保险公司经理周全和州信托投资公司副经理桑朝

晖。



阿坝州甘堡水电厂

——阿坝州甘堡水电厂是阿

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首批林业

转产建设项目之一，装机容

量3×0．85万千瓦，年发电

量1．83亿千瓦时。该厂建设

期闩银行共发放固定资产贷

款三千七百多万元。

阿坝铝厂
——在改革中崛起

的阿坝铝厂，是阿

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七·五”期间投资

最大，经济效益较

好的重点工业骨干

企业，年产普通铝

锭14000吨。该厂

< ，，行(司)

累计发放固定资产

贷款五千，宴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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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中央银行松潘分行行址

(现中国农业银行松潘县支行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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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代修史，当代修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可谓渊源流
。

，}

●

长，相沿久远。然阿坝地区自秦置县迄今二千余年，却仅有清代与

民国时期松、理、懋、茂、汶等地的方志传世，殊为一大憾事。且

旧志因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大都重人文、轻经济，凡关经济建设之

内容，或蜻蜒点水，一笔带过，或孤鳞半爪，残缺不全。令人读。

之，似难尽意，遂又成一遗憾。

值得欣喜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政通人和，国泰民安，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事业的向前发展，迎来盛世修志的新时期，古老的方志文化得以

发扬光大，修志事业已根植于各族人民之中。阿坝州新方志的编纂

工作从1985年整体起步，其工作进展之快，涉及部门之广，挖掘史

料之多，编纂质量之高，在当地历史上堪称前无古人。以州志，县

志、专业志、部门志为代表的方志系列的陆续出版发行，无疑将是

对上述不足的一大弥补～·这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融志》的

编纂问世，即是明证o

金融志系阿坝州历史上首批编纂出版的经济类独立专志之一。

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为指导，

坚持中共十三大所确立的基本路线，以翔实的史料，独具的特色，

志体的形式，朴实的文风，着力展示阿坝金融业兴衰起伏的基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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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突出反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当地金融部门运用经济杠

杆，多渠道、多形式筹集融通资金，稳定金融市场，打破封闭式经

营状况，为振兴民族经济，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所作出的巨大贡

献，同时也不回避事业发展进程中的某些失误，是一部力求溶时代

性、科学性，专业性、地方性于一体的资料著述。它对于探索认识

民族地区金融事业乃至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因地制宜，扬长避

短，促进阿坝州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

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o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融志》的成书传世，适逢自治州建立

40周年之际，它为自治州的诞辰献上了一份厚礼。阿坝州的历史又

写上了新的一页o

2

阿坝州州长 泽巴足(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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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坝州金融志》以“资政，教育、存史彦为宗旨，记述自1911年至1990年阿坝藏

族羌族自治州金融业发生，发展，演化的史实。

阿坝地区解放以前，全地区只有屈指可数的少数银行机构，存，放、汇业务均处于

基本停歇状态，市场货币流通以银元、银两为主，同时并以大量物物交易。各族农牧民

的生产，生活资金困难，主要通过自由借贷和高利借贷解决。1950年解放后，迅速建立

了以人民银行为主的各类各级金融机构。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金融体

制改革，原有的金融机构得到加强，新的金融组织开始出现。到1990年全州巳设置各类

各级金融机构387个，共有干部职．T．2168人，其中少数民族干部558人(不包括19处邮政

储蓄机构人员)，分别比1950年增长54倍和21倍，基本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人民银行)

为领导，以国家专业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为主体，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

农村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等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分工协作的适合阿坝州当前经济发展

水睁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自1950年以来，全州金融机构充分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多渠

道多形式筹集和融通资金，为促进搞活，振兴民族经济和稳定藏区，增强民族团结发挥

了重要的不可取代的作用。

——阿坝州解放初期，人民银行的首要任务是统一货币流通，根据少数民族思想上

对人民币有顾虑的倩况，采取了人民币与银元混合流通的过渡步骤，对银元逐步由限制

流通到完全取缔，于1957年在全州统一了人民币流通。随着民族经济的恢复，发展和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银行现金收付量逐年增加。1980年以后，放宽了现金管理政策以适

应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扩大的新情况。从1952年到1990年，银行共支出现金71亿

元，收回现金64亿元，调节了市场货币流通。实现了金融、物价基本稳定。

一1950年至1990年41年来，全州金融机构都把组织存款放在金融工作的重要位
置。除1958年开始的搿大跃进"时期和十年。文化大革命彦时期两次存款受挫外，其余

年度存款均不断增长。至1990年，各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达9．1亿元，其中，银行吸收

的存款为7亿元，较1952年增长245倍J城乡储蓄存款余额巳达到2．9亿元，较1955年增

长210倍，累计从州外拆入资金1·1亿元，向州外拆出资金4．3亿元，开始打破了阿坝州

金融业封闭式的经营状况。

——41年来，全州金融机构，在民族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尤其是在1980年以后，

都根据国家和上级金融部门统一的方针政策，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制订了一

系列与本州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较为宽松的缚殊具体贷款政策措施，不断调整信贷结

构，适时注入信贷资金，逐步扩大信贷服务领域。1990年各项贷款余额已达4．6亿元，



较1952年增长i414倍。1950年至i990年41年向，泉计发放农业贷款2．8亿元，i986年至

1990年问，累计发放固定资产贷款2·3亿元。信贷资金巳进入全州工、农：牧，林业生

产、商品流通、文化教育、科技开发和固定资产投资领域。银行还累计管理、监督国家

基本建设拨款25亿元，累计监督拨付国家农业拨款8亿元。有力地支持了民族商品经济

持续，稳定发展。

——41年来，全州银行工作从简单操作逐步发展到结合州情管理规范化，电子计算

机操作已在部分金融机构内部报表，工资、文书档案，统计分析，信息预测，企业经济

活动分析等方面形成了信息管理系统，并在部分县支行储蓄存款和对公存款门市业务管

理方面得到广泛运用。

——41年来，全州金融业在不断发展中也有过失误，志书中如实记述，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本志书限于撰稿和总编纂人员之水平，必多漏误之处，谨请专家学者和全州金融战

线的实际工作者斧正。

2

中国人民银行阿坝州分行行长

甲她妹(藏族)



例

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融志》简称《阿坝州金融志》，属于金融业专志，编

修《阿坝州金融志》以资政、教育、存史为宗旨，全书记述阿坝州金融活动80年(191l

N--1990)的历史，其目的是为阿坝州民族经济建设和金融事业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二，按照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要求，《阿坝州金融志》编纂中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贯彻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地区的若干政策，指示。编纂原则是：详今略古，

详近略远，古为今用，实事求是地记述阿坝州民族金融业的主要历史。全书共十四章，

并设有靠概述黟、“大事记黟，露附记黟、口文存一等专节。
⋯

三，各种称谓均按记事年代的称谓记述，如：解放前，国民政府发行的纸币统称

“法币秒，解放后，1955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人民币前的人民币称旧人民币，新人民

币称人民币，文表中旧人民币均按旧人民币1万元等于新人民币1元折算。年代均采用

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年号，用“民国一年号加注公元年号。地名记
●

●

．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一律简称阿坝州或阿坝地区，各县及县以下均按记事年代使用

的地名记述，并在第一次出现时加注现用地名。概称“草地黟或“牧区矽之处，主要包

括今阿坝，红原，若尔盖、壤塘县。金融机关单位名称从简，如中国人民银行阿坝藏族

羌族自治州分行，简称人民银行州分行或人行州分行。

四，((阿坝州金融志》在文体上都采用记叙文体，文字和标点符号均以国家现行规

定为准。

五，《(阿坝州金融志》由人民银行州分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州中心支行、保险

公司州中心支公司，州信托投资公司共同组成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融志编纂领导小

组主持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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