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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经过5年多的艰苦努力，《广西金融志》今天与广大读

者见面了。这是广西金融发展史上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o

。在全国来说，广西货币金融的发展，I较之中原地区、东

南沿海省份虽较迟缓，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其曲折与

独特的经历，．将其很好地加以科学编述，：使之发挥存史、资

治．、．教化的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我们早

年的夙愿‘。1 98 5年，全国出现盛世修志的形势，编纂新方

志均工作在各地蓬勃开展。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

统一部署，区直金融系统各部门共同商定。；由人民银行牵

‘头，会同各专业行、司组；成了一个联合编志班子，并抽调一

．‘批懂业务、有实践经验的人员，专责编纂广西金融志。几年

．来，尽管金融机构有所变化，人员有所调整，但编志工作坚

持不懈，从未间断o {

广西金融志是广西方志系统工程的一部分o．为了探索编

好新型金融志书的路子，和适应业务部；门的需要，我们确定

编纂工作分两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先编成行业志即部门

志；第二步，在完成行业志的基础上，编成《广西通志·‘金

融志》，即地方志的专志。．编志步骤虽有先后，。但在方法上

都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改革精神贯串

其中，坚持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两个步骤不同
· 气 。



序 ．
．

之处在于，前者内容上力求广博性，记述较详；后者则以业

务为经，．内容较精炼。现在第一步编写《广西金融志》的工

作已经完成，全书共25章1 34节，．约1 40万字。它记述了

’广西自西汉武帝时期起至公元1 989年止货币金融发展的概

貌及其历史经验教训。是一部较为完整的金融志书，它填补

了广西金融史志的空白。这是金融系统各级领导重视与支

持，各个部门通力协作，以及近百名编志人员不辞劳苦，精

心耕作的硕果苦我们为此书的编纂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虽

然这部志书尚有不足之处，但它为我们金融系统认识过去，

、服务现在，开创未来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o我们应该承先启后。，继往’开

来，．推陈出新搞改革，为发展广西金融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有感于编志工作‘的艰辛及其成果的重要意义，特表数语
● ●

．以·为序。
，

f·-_j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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绾辑说明

编辑诜确

一、本志属于行业志，择要记述断限以内广西的金融活动j以存史为主旨，提供读者借

鉴，作资治、教育之用，兼备《广西通志·金融志》，采择取材。 ．

二、本志按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要求，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广西金融事业的状况。以改革精神编纂志书，，在思

想上、改治上保持与党中央一致。 ‘．

三、本志上限从西汉武帝铸造的五铢钱在广西使用开始，．．下限到1989年底止(藉以纪

念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成立40周年)。
‘

’四、本志先按时间划分成上下两篇(即解放前和解放后)i，全书以《概述》为先导，再t

按事类划分章节，章节以下按事类横排，按时间纵述，从而兼收‘q赞排竖写，，和“事以类从刀的

优点，做到按时间与按性质划分之统一。 ．

五、本志是在统一篇目，统一体侧，统一规范的基础上由自治区·级人民银行、工商银

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保险公司及几家信托投资公司共同编写的。其分工‘

是；《概述》、《广西金融大事记》、《解放前的金融》、((人民币的发行与流通》。．《社会主义金

融体系的建立与发展))：((结算》、《金融行政管理》、《信贷资金计划管理》j《会计、出纳、发

行管理》i《金融事业内部其它管理》、《经理和代理业务》由人民银行综合编写，《城市工商

业贷款))、《城市信用社业务》由工商银行编写；《农业贷款》、((农村工商业贷款》、《农业拨

款监督及社队会计辅导》、《农村信用社业务》由农业银行编写，《基本建设投资管理和贷

款》由建设银行编写；《外汇业务》由中国银行和有关行编写，’((保险业务》由保险公司编

写J《各种银行存款业务》、((信托投资业务》分别由有关行、司编写。 ． ．．

．六、本志各章节在编写过程中为节省篇幅，对于解放后金融机构名称第，1次记述时用全

称，以后用简称。并根据行政区域．变更，1958年3月以前冠以省字，．_以后冠以自抬区的区

字。对专用名词述语的简写在第1次记述时也作必要的注释，以利阅读。 。．；

七、本志行文规范·格式、用字、标点、称谓、数字、计量单位、图表i引文注释等均。

按照1988年4月．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颁布的((关于新编地方志行文规一

定》．的要求书写。·
’

八、货币单位。民国时期的金融统计数字使用国币(法币)计算I解放后一律以人民币’

(新)计算，但为叙述方便，1955年以前使用旧人民币计算者，另用括号加以注明。’ ：
·

九、本志资料来源， (一)区内5个直辖市和重要县(市)的图书馆、博物馆、通志馆

有关经济金融文献。(二)人民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保险公．

司等金融机构解放后的档案。(三)区内各地出版的文史资料。(四)全国经济金融书刊有关

广西的资料。
。

此外，编委会还派人到南京、重庆、广州、武汉、长沙、西安等地搜集资辩和学习借鉴
、 ．

· 7 ··



编辑说明 ．

修志经验。

十、本志编写程序 第l步，将所搜集的资料全部上卡，卡片资料共looO万余字I第

2步，按篇目要求，整理成长篇资料，此项资料共200万余字，第3步，在长篇资料基础上

编写成志书草稿，草稿经过3次审改成为初稿’第4步，初稿通过编委审核，成为定稿，定

稿字数约140万。

由于水平有限，资料收集亦不够全面完备，错漏难免，请读者指正。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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