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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一个中

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经过改革

开放，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迅速发展，经

济建设，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都上了一个大台阶。

举国上下经济生机勃勃，政治局面稳定，社会安

定团结，中华大地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目

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高

速发展的历史时期。作为经济改革重要组成部分

的金融改革，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步入了一个

新的发展阶段。面对这样的大好形势，编修一部

具有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的民族地区金融志，发

挥“存史、资政、教育"的作用，为社会主义

“四化痧建设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具有重

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金融，作为一种货币、信用活动，它是商品

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服务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编修甘南自治州金融志，研究民族地区货币金融

的起源、演变和发展，不仅能为深化金融改革，推

进货币金融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又

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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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加深认识，增强商品经济

意识，积极支持地方商品经济的发展，更好地为

振兴甘南服务。同时，还是对广大金融职工，特

别是青年职工，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

传统教育的现实的、生动的、富有说服力的教材。

它使人们从金融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中，更深

刻地理解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

义才能发展中国：从而启迪人们热爱党、热爱社

会主义，热爱金融事业。

根据《甘南州志》编委修志工作规划，1 990

年春，始由中国人民银行甘南州分行牵头，各专

业银行、保险公司积极参与和支持，成立了《甘

南州金融志》编纂委员会，抽调了既有在金融战

线工作多年熟悉甘南情况，又具有相当撰写能力

’和有实际工作经验的老同志组成编写小组，开始

草拟纲目，史料收集和编纂工作。

甘南藏族自治州现辖七个县。于1953年10

月成立自治州时只设四县，现行区划及部分县级

行政机构设置如碌曲、玛曲、迭部三县，是建州

后逐步划并，陆续建立起来的。夏河、临潭、卓

尼、舟曲(原西固县的一部分)四县，建州前其

行政管辖及银行业务领导关系分属临夏、岷县、武

都等几个地区，并迭经变更，资料残缺，州上无

档可查。在这种情况下，编写人员不畏艰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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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跋涉，先后赴临夏、岷县等州县及州内各县查

阅历史档案1806卷，走访建国前后金融、商业、
政界人士，搜集和借阅有关书、报、杂志数百本，
广征博采，编成资料卡1200多份、50余万字。通

过多方搜集，反复核实，迭次修改，经两年多努
力编纂成册。经多方征求意见并送州志办公室阅

审后，集纳众议，又作了通篇修改，订正补充，始

脱稿与读者见面。其间，得到甘南州志编委会领

导同志的悉心指导和州博物馆，州、县档案馆，修
志办，临夏、岷县等兄弟行处及有关人士鼎力协
助，在此表示真挚的感谢。

《甘南州金融志》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导，以记事存史为宗旨，坚
持历史唯物主义，以时为经，叙事为纬，求真存

实，详今略古，上不封顶，下限至1990年底，翔
实地记述了甘南地区货币金融历史和现状。书中

除“引言”、“甘南藏族自治州概况"、“甘南金融

大事记刀外，分为6章，19节，共12万字。主要

记述了建国前甘南地区的货币、金融与借贷活动

和历代流通的货币j流入的渠道和商品交换与经

济兴衰的概况；介绍了金融工作在促进国民经济

恢复中的作用和建国初期设立银行机构、开展业

务的艰辛，以及甘南货币流通的特点和成立银元
交易所，建立人民币与银元混合流通市场的情况；



记述了“一五”时期金融工作的发展和“大跃

进"：十年动乱期间金融工作出现的问题及纠正措

施；重点介绍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金融工

作的新发展和甘南地区金融体制改革的成就。

编修金融志，对我们来说，还是一次新的尝

试。由于着手较晚，时间紧迫，搜集历史资料相

当困难，加之编写人员水平有限，缺乏修志经验，

书中错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教正。

琴舍公当
199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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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南藏族自治州概况

自然状况与资源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甘肃西

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南以四川省阿坝藏

族自治州为界，西与青海省黄南自治州毗连，东北

和临夏回族自治州相接，东南与定西、陇南专区相

连。地处东经101。15，一104。28，、北纬33。067—
3 6。10，之间。州人民政府设在合作，距省会兰州

265公里；总土地面积38141平方公里，折5718万
—k
田。 ．

全州地势，西高东低，北高南低，大体由西北

向东南倾斜，地形地貌复杂而高亢，境内以岷山、

西倾山、积石山山脉构成地形的基本骨架，均属于

昆仑山支脉。境内除主脉高耸嶙峋，余皆平缓成为

丘陵，最高点海拔4811米，最低点海拔1173米，

相对高差达3638米，全州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

州府所在地为293 6米。境内河流纵横，汇成白龙

江、黄河、洮河、大夏河一江三河，分别属黄河和

长江两大水系：碌曲，玛曲、夏河、卓尼、临潭县

的河流属黄河水系；迭部、舟曲及碌曲郎木寺一带



的河流属于长江水系。

甘南境内群山峻秀，清流纵横，偶而有高山湖

泊点缀其间：尕海潮位于碌曲县西南尕海乡，海拔

3470米，湖面积1．5万余亩，为州内第一大淡水

湖。湖周围水草丰美，为天然牧场，湖中盛产石花

鱼，湖边是侯鸟栖息地；商冶池在临潭县冶力关乡

与八角乡交界的庙花山区，海拔为2700米，面积

0．3平方公里，水深11米左右，尊称“仙女周茂

湖"，为洮州八景之一；骨麻湖座落在迭部县桑巴

乡境内峡谷之中，海拔3800米，面积0．4’平方公

里，水深4至5米，湖水来自四周的山溪，相距几

公里处，一股大水滂湃冒出，周围山峰壁立，山上

松柏长青，灌木茂密I达力加翠湖在夏河县甘加乡

海拔4000米的达力加山区，周围有五个湖，素称

“五山池"。

由于全州平均海拔高度均在2000米以上，地

形复杂而形成高原严寒区、丘陵寒冷区和高山温和

区。碌曲、玛曲年平均气温低于2。C，迭部、舟

曲两县气候较温和，年平均在4。C以上。因地处

低纬度地带，受西南温暖气流影响较大，云量和降

水量均为全省最多的地区之一，水源充沛，地表蒸

发量小，湿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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