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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 明

一、本志称《醴陵工商银行志》，涉及醴陵人民银行时期的工商信

贷、储蓄存款、银行管理等项业务活动。

二、本志按材详今略古，存真求实一的原则，记述醴陵工商银行的

发展历史和现状，既记述成就，也记述失误，以达“资治、教化、存

史”的效果。

‘三、本志记述时间上限为清宣统元年(1909)下迄1988年，因叙事

溯源，时有逾越。

四、本志以记述货币及专业金融活动为主，未设财政金库、消费信

用，保险、农村金融等金融活动。地方银行(包括民营银行)活动，按

金融机构分别记述。

五、本志使用以货币名称及金额，清末至民国时期，均按当时通用

货币编列，新中国成立后通用的人民币，1955年2月底以前的旧人民币。

折算为新人民币，以万元为单位，小数点后以两位数为限。

六、本志为便于比较各种货币金额的实值，民国时期按照民间习惯

以米计值，并加注值米数，米价依据醴陵县田粮处，民国版《醴陵县

志》及湖南省秘书处《统计月刊》编印资料为准，但民国年间粮价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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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民国末期，’一日数交，故所注米值均以“期末之值一为准。

七、本志计量单位，民国时期，均按当时通用重量为担、斗、升、

合。新中国成立后通用重量为公斤，50公斤为一担或吨。其房屋建筑面

积为平方米(m 2)。

。

八，本志称“战前”或“抗日战前”系指1937年7月7日前，“沦陷"

指1943年6月至1945年8月。日本侵略军占领醴陵城区及主要集镇期间。

“战后”或“抗日战争胜利后"指1945年9月至1949年7月24日前“新中

国成立后”系指1949年-0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九、本志所称“醴陵市”系指198S年舄月15日，醴陵县改为醴陵市

后，1985年8月15日前称“醴陵县”。为节省文字，中国人民银行醴陵县

(市)支行和各专业银行均未用全称。

十、本志历史纪年清以前用汉字书写，并括注公元纪年，民国纪年

及月日概用阿拉伯字书写，新中国成立后概用公元纪年。

十一、本志人物以事系人，只记述正、．副行长和地(市)以上先进

工作者。



序

《醴陵金融志》，于1986年秋根据市志编纂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于

1986年8月市财委组建金融志编写小组，谋篇发凡，分配工商银行承担工

商信贷，城镇储蓄，结算三章的编写任务。石兰，林茂因病中途弃手，

增迪于1987年冬起，独揽其事，虽遇重重困难，经艰难搏拼，于1988年

12月完成上述三章编写初稿．工商银行为反映专业银行全貌，决定编纂

《醴陵工商银行志》，发凡谋篇设章，继续搜资编写，终于1989年10月

《醴陵工商银行志》送审稿问世，后经多次修改定稿成书，实为金融战

线一件大事。

《醴陵工商银行志》，约17万字，上至民国纪元、个别处追根溯

源，下限1988年，除概述，大事记外，分机构沿革，货币，存款(包城

镇储蓄)，工商信贷、技术改造贷款，结算，银行管理等章节，业务活动

择其重要者入志，秉详今略古，存真求实的原则，客观地记述了醴陵工

商金融事业的成就得失，经验教训和发展现状。尤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的现状记述更为详尽，旨在为关心工商金融事业者提供资料，为金

融工作者提供借鉴．它的问世，对发展醴陵金融事业，振兴醴陵经济，

将会发挥一定的作用，对广大金融工作者是一部难得的参考书。在《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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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工商银行志》编纂的过程中，工商银行编纂人员，付出了辛勤的劳

动，全行职工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同时还得到了有关单位的热情关怀和

帮助，请允许我以行长的名义，致以衷心感谢，由于资料搜集不齐，编

写水平有限，志稿难免疏漏差错，敬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程学干

199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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