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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银行是国民经济活动的中心和枢纽，担负着组织和分配资金的任务。邓小平同志指

出：要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必须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根据这个

指导思想，为了记述我市金融部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历史和现状，达到经世致用的目

的，在市委、市人民政府领导下，我们开展了《金融志》编纂工作。

金融，通常指货币流通的调节和银行信用有关的活动，起着社会舞金筹集和融通的
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金融事业在各个历史时期，围绕党的中心，

执行金融政策，发挥信贷管理的职能，为经济建设服务。随着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

的深入贯彻，我市经济建设蓬勃发展，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我市已形成以人民银行为

领导，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保险公司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分工协作，按

照统一的方针政策有计划地调节货币流通和组织信贷收支活动，共同为。四化”大业发

挥各自作用。使新编《金融志》能系统反映我市金融事业的历史和现状，科学地总结历

史经验，全面记述建国以来金融事业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活动概况。

1985年7月，在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开始了编纂工作。编纂组的同志在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的指导下，遵照“三新”的原则，本着。详近略远”、 “立足当代”、 。立意

求新”的格局，采取以类系事、横向展开、纵向记述的方法，除记述了民国时期旧银行

机构业务活动的史实外，主要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铜川金融机构发展变化、

货币、信贷、结算、保险等方面的演变和发展。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金融事业正面临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借助此志付

梓，鉴往知今，兴利除弊，探求规律，服务四化，必将卓有成效地运用信贷、结算、利

率的杠杆作用，为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开创一条新路子。

编纂专业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错误之处难免，敬请专家学者和

同志们批评指正。

在编志过程中，得到市志办的具体指导和各有关部门领导及同志的大力支持，特表

谢意。

军’戮言蓑黹票鬻姜杨雷中国人民银行铜川市分行行长
一 ’

1987年7月1日



凡 例

一、本志系行业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以志为主，以表为辅，记叙结合。

二、本志采用横列门类，纵贯时间，按时间顺序分别予以记述。

三、本志上限为1941年铜川有现代化银行业务活动开始，下限为1986年末。

四、本志除序言、凡例外，列有大事记，金融机构、货币流通、城镇储蓄、工商信

贷、保险、农村金融、信用合作、会计核算、现金出纳、党、团、工会、职工队伍等共

十章四十一节，主要记述解放后接管旧银行．筹建人民银行、社会主义金融事业发展壮

大等一系列政治、业务活动变化过程。

五、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我行文书档案，市档案局馆藏档案和旧银行职员、建国后

金融界老领导、老职工的口碑资料，共查阅了1144案卷。整理出口碑资料56件。

六、本志以铜川市城，郊区为主，1980年划归的耀县、广阳地区和1983年划归的宜

君县的有关资料分别从划归年份并入记载。

七、1952年3月1日前金额数字，均以新，旧币兑换标准折合成新币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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