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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黔西南州广大金融工作者期盼已久的《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金融志》，在中共

黔西南州委、州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黔西南州史志办公室的指导

和帮助下。在人行黔西南州中心支行和州级各国有银行、保险公司分支机构领导的运筹策

划、组织协调下，修志人员以“甘于清贫、耐得寂寞，淡泊名利、乐于奉献”的境界，发扬“孜

孜不倦、锲而不舍，坚持始终、辛勤耕耘”的精神，以科学的态度，从卷帙浩繁的档案、文献

中查找可用资料、核实数据、取舍材料、文笔凝练，经反复推敲、苦心斟酌、数易其稿，历时

数年后终于完稿，不Et出版发行。这是境内金融界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在此，也一并

向为这部志书编纂做出辛勤努力的修志人员表示感谢。他们所付出的持久与艰辛，确非

亲身经历难以体会。

这部志书，是修志人员通过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记载境内货币、金融的存在、发展变化

和兴衰起伏，科学合理地分类排比真实可靠的资料，按志书的体例编纂而成，是集体智慧

的结晶。它通过向读者揭示境内货币流通及金融业的历史发展过程和规律性，以便为更

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事业服务。既是为满足当前的需要，也是有益后世、

惠泽千秋的一件大事，是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境内金融系统精神文明

建设和对全体金融职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很有价值的乡土教材。

这部志书，从货币在境内流通的初始形态着笔，全面记载了数百年来境内流通货币的

种类与更迭和近80年来境内金融机构的创建与发展，尤为详细地记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金融机构建立以来的发展轨迹与兴盛沿革。既记述了草创时期的使命和辉煌及动乱年代

的失误和挫折，也记述了改革开放后的成就和许多拂不去的遗憾。既客观地反映了境内

金融业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和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也通过对得与失、兴与废、谁

来运用金融工具与如何正确运用金融工具的纵横比较，展示了金融业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和壮大自己的光辉前景。它的出版发行，结束了境内金融业无“志”可查阅的历史，因而具

有拓荒意义。这部志书，以“志”为主、抓住实质，体现与反映金融业发展规律，从而融系统

性、资料性功一体，是一部查阅境内货币、金融发展的必备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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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这部志书的问世，给当代和后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资

料，给广大金融工作者以不少的知识和教益。细读之、慎思之，不仅可以了解境内金融业

发生、发展的历史，还可以增强对金融业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可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起“资治、教育、存史”作用。故，这部志书的社会效益无

疑是很好的。

我们之所以集中时间、集中财力，组织人员来编修这部工程巨大的《金融志》，其目的

纳和科

质量高

各级金

行充分

导小组



编纂说明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修编地方志工作的若干规定”进行编纂。

二、本志中所使用的简化汉字、记时、记数、称谓、地名、标点符号及度、量、衡等，均以

国家有关规定为准。

三、本志时限，上限以事物发端开始记述，下限截至2000年底。但个别章、节适当顺

延至成稿时。

四、本志为保持事(物)记述的完整性，对个别章、节的设置作了技术处理。一是对流

通货币的记述，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流通货币”与“人民币”两章；二是对机构的

记述，分为“中华民国时期金融机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金融机构”两章，对“中

华民国时期金融机构”的发展、演变记述中，一并记述其业务活动的兴、废情况。以后各

章、节着力专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境内各金融机构的业务发展、变化情况。

五、本志各种货币名称及计量，中华民国时期及以前的流通货币沿用其原名称及原计

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人民币，1955年2月底前流通的第一套人民币称旧人

民币。为便于记述规范，按10000：1折合新人民币后人志，如仍用旧人民币计算，均括注

“旧人民币”宇样。黄金、白银计量单位为“克”，如用“两”计算，皆以市制16两(每两

31．25克)计算。

六、本志利率单位，除民间金融活动等沿用月息、年息几分几厘表述外，其余均按银行

习惯年息以％、月息以‰表示。

七、本志资料，中华民国时期及以前的以查阅的各级档案馆、室文献档案记载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来源于州级各行、司及各农村信用社和城市信用社文书档案。

有关货币、信贷业务数据来源于人民银行年度决算报表和综合信贷现金计划执行情况

统计表。入表或记述中使用的统计数据，均为境内现行行政区划所辖各县(市)汇总

数，均不含原中国人民银行兴仁专区中心支行、兴义专区中心支行下辖关岭、盘县2个

县支行的数据。

八、本志金融机构名称首次出现用全称，以后用简称，在记述中用括注的方式处理。

九、本志收录的受表彰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工作者)标准，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和各总



行、司及以上部门表彰者。因历史资料残缺，尽力收集，并以系统为次序名录附于书后。

个别的根据不同情况，列入大事记或志书相关章、节穿插记述。

十、本志中各金融机构的排列顺序按惯例进行排列。

十一、本志中所称“境内”、“辖内”，均为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所辖兴义市、兴仁

县、晴隆县、普安县、贞丰县、安龙县、册亨县、望谟县以及顶效经济开发区之境域。

1●ll玎f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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