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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志以现代社会分工为基础，以专业为主体，类为一志，分类编纂，

由总述、大事记和52卷专业分志及附录组成。

三、全志各分志统一采用篇、章、节、目四个层次编排。标题均以事命

名。做到准确简明，结构合理，科学分类，归属得当。

四、全志详今略古，古今贯通。当代为主，年代断限。上限不限，追溯

到事物的发端。下限断至1985年，城区志则下限断至1986年。

五、全志所记地域范围，以现行政区划为准。为反映历史地理沿革，间

有例外。

六、全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各分志以志为主辅以图、

表和照片。文体一律为语体文，著述体。除引用有特定含义的古籍原文，用

繁体字外，其余一律用国家统一公布的简化字。

七、志内纪年，历史朝代，沿用通称。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后通用公元纪年，地名、人名及历代政权，官职等，均以原称谓为准。

八、全志资料均来自各类档案、历史文献，及经核实的调查材料。资料

翔实可靠。

九、各类数据，一般采用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也有使用各有关单位调

查核实的数字。各类数字均按国家规定书写。

’十、本志所使用的计量单位，除历史资料涉及的度量衡单位沿用原单位

记载，必要的换算成现行的法定计量单位外，建国后的一律采用1984年国务

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十一、本志大事记的记述采用编年体，辅以纪事本末体。

十二、人物志分传、简介、表、录四个部分。立传人物遵循“生不立

传"通例。不论本籍或客籍，凡对西宁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已故人物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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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列入本志。立传人物以近现代为主，以正面人物为主，以卒年为序排列。历

代职官、革命领导干部以及正式命名的革命烈士、市级以上英雄模范人物、历

代科举人物、科学技术人员、能工巧匠分别列入表录。

十三、全志注释采用脚注方式，矗当页编码。

．十四、本志采用多卷本分册成书，统一封面，统一装帧，统一序列。备

分志有相对的独立性。

十五、志书中所说的“解放前、后"，系指1949年9月5日西宁解放前

后；“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



总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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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编修方志，源远流长，卷帙浩瀚，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瑰

电多一直～0

金融志是地方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事业的盛衰，标

志着一个社会经济发展与进步的程度。解放前的西宁，由于地处

边远，：经济落后，与经济发达、交通便利、辐辏殷繁的内地城市

相比，则相形见绌。其金融业几近空白，现代银行亦起步较晚。

民国时期，先后虽有甘肃银行、西北银行、农工银行、中央银行、

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金融分支机构，以及后来设立的青海

省银行、青海实业银行等地方金融机构，但是，由于经济落后、

交通不便，商品输出、输入受到很大限制，金融业在西宁的发展，

亦受到很大限制。

1949年西宁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人民

自己的金融机构，开创出一个社会主义货币、信用的新局面。35

年来，西宁市的金融部门，根据社会主义建设不同时期的要求，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执行金融政策，发挥货币、信贷管理的职能，

运用信贷杠杆，为西宁地区经济建设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贯彻，全市金融体制不断深化改革，已

形成了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

保险公司为主体，其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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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中，日益显示出重要的地位

和作用。

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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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宁市志·金融志》在西宁市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下，由市人

民银行牵头，市农业银行、市建设银行和市保险公司密切协作，

于1986年组成修志班子，设立专门机构，通过全体编纂人员的

共同努力，查阅了大量资料，穷根溯源，广征博采，呕心沥血，

致力编撰，先后几易其稿，历时七年始成此书，成为我市有史以

来第一部珍贵的金融志书，于改革借鉴、思想教育，珍存史料，

都不失为一部好书。

《西宁市志·金融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

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据实志事，上溯清朝末年，下迄1985

年，凡西宁地区金融机构，货币流通、信贷活动、结算制度-、储

蓄存款、保险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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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力求翔实。并且较多记述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史

实。旨在系统记载西宁金融业的历史和现状，起到“资政、育人、

存史"之作用。 ·

编修金融志，前无借鉴，今无蓝本，而且资料散失，残缺不

全，加之编修水平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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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金融志付梓之际，特向金融界的部分老同志为本志的形

成给予的大力支持一并表示深挚的谢意。

张 恩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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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西宁货币金融事业的发展，反映了西宁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商品交

换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基本面貌。

西宁地区使用货币的历史源远流长。从西宁及东部地区考古发掘的几个

文化时期出土的大量石、骨、蚌、玉等“贝”可以证明，这些物品不仅是人

们的装饰品，而且还具有原始货币的功能。“卡约文化：’时期已进入青铜时代，

出现了“青铜贝"。在西宁市大通县上孙家寨还发现了23枚“金贝"，证明了

上古时期，．西宁及东部地区的货币，已从天然贝向金属铸币过渡，原始货币

从雏形到形成有了缓慢进步。

在旧中国，由于社会经济长期处于自然经济阶段，商品生产水平低，货

币使用范围狭窄。自北宋以后，各个时代的币钱、宝银、宝钞、银票等陆续

输入西宁地区，成为人们进行商品交换的主要媒介。到清光绪初期，一些民

间钱商发行的钱票，逐渐流通于西宁地区，开创了西宁发行地方纸币之先河。

西宁地处青藏高原，交通不便，较之内地省市，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直

到19世纪末叶，随着西宁商品经济逐步发展，为了适应商业贸易的往来，西

宁一些资金雄厚的大商号，除经营各种布匹、绸缎、皮毛、百货等商品外，还

兼办存放款与汇兑业务，实际上起了金融机构的部分职能。

1909年(宣统元年)，当时西宁隶属甘肃行省。甘肃当局以西宁“钱币流

通不畅"为由，设“甘肃官银钱局西宁分局”，其主要业务：贷放银钱，发行

钱票、银票，但无汇兑。辛亥革命后，甘肃当局以西宁商业兴盛，仍维持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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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分局。1913年(民国2年)3月，甘肃官钱局改组为“甘肃官银号”；1915

年(民国4年)甘肃官银号西宁分号成立，1919年(民国8年)西宁分号裁

撤。1924年(民国13年)10月，甘肃当局创办了“甘肃省银行"并于1927

年(民国16年)设立甘肃省银行西宁办事处，发行纸币，办理存、放、汇各

项业务。

1928年(民国17年)甘肃省银行改组为“甘肃农工银行”，原甘肃省银

行西宁办事处亦改名为“甘肃农工银行西宁办事处"，发行各种面额的“大洋

券”及“铜元券"约四、五万元。国民军冯玉祥部进入甘肃后，在兰州成立了

“西北银行甘肃省分行"，并在西宁成立支行，发行“军用大洋券”，流通额约

45万元。1929年(民国18年)，青海改为行省，西宁为青海省治，遂于1931

年(民国20年)1月，原在西宁设立的“西北"、“农工”两行分支机构均予

裁撤。

青海建省后，原设在西宁地区的甘肃省银行分支机构先后裁撤，西宁已

无金融机构。市场上出现了现银筹码奇缺，货币周转受阻现象，不少商号破

产倒闭，商品交易难以进行。加上地方政府财政枯竭，入不敷出，赤字严重。

于是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于1931年(民国20年)初，决定成立青海省金库，

隶属省财政厅。是年10月又决定发行“青海省金库维持券”，对外宣布发行

额为200万元，但在发行中又加印两次，实际发行额始终无法确悉。1934年

(民国23年)，“青海省金库维持券"不断贬值，每元只值银元7角，市场货

币流通几乎停滞，汇兑困难，市面萧条。6月，马麟借I=I维持公教费用，又成

立青海平市官钱局，改发“省财政厅临时维持券”，第一次发行60万元，后

又增发到120万元，1 935年(民国24年)，又发行200万元。

马麟其人，爱财如命，乘发行“维持券”之机，窃夺大批银元，并大量

套购市面的茶、布等紧俏物资，中饱私囊。当时任西宁城防司令的马步芳为

之眼红，一方面以筹集军费为名，扣留全部税款，并派人坐守，逐日追迫提

取银元现款；另一方面又骗取省政府及财政厅的印信，暗中仿制大批“省财

政厅临时维持券”，流通市面，强购物资，致使票券充斥市场，物价飞腾，通

货膨胀，金融更为混乱，商店纷纷倒闭，人民痛苦不堪。

1935年(民国24年)10月，马麟迫于形势，便捏词在南京《中央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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