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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洛阳地区金融志》在行署地方志编委会、中国人民银行洛

。阳地区分行及各专业银行-、保险公司领导与支持下，经过近两年

j细致工作并报经行署地方志编委和省人民银行审查批准，现在和

，本区各级金融工作者见面了。

：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行署档案馆大力支持，地区各金

，‘‘融机构各科室及有关同志积极配合。邀请了经济师何可人、樊洪、

。张国华、会计师张丁麦，地区工商行副行长刘卫星和助理工程师吉

，朝宗等同志为本书撰写了稿件，特此向上述单位及个人表示感谢。

本书完稿后，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钱币学会名誉会长、著名

经济学家千家驹同志得知后非常关怀，并为本书题写了书名，特

】。向千老表示敬意。

根据国务院指示：一九八六年二月洛阳地区撤销。调整了新

的区划，三门峡市升格为省辖市，辖卢氏、灵宝，陕县、渑池县

和义马市；栾川、嵩县、。伊川、宜阳、洛宁、汝阳六县划归洛阳

市管辖；临汝县划平顶山市管辖。这一新的行政区划变更，使原洛

阳地区金融志也就急促的结束。故有些资料搜集整理可能还不够

细致全面，该入志的资料而没有入志j再加上编辑同志水平有

限，错误的地方可能不少，请读者批评。

编者

·。 一九八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a垂目旁ai-wd#d日a；氛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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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固有的优良传统，发端前秦，源流亘古，功用卓著，蜚声海内。

建国以来，中央领导同志早就提倡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更热。吲昌导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编写社会主义新方志，系统

记载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为当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

依据。志书内容虽然包罗万象，涉及经济、政治，天文、地理诸多领域。然而，以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编纂《洛阳地区金融志))，确属史无先例。遵照上级指示精

神，在洛阳行署及其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领导下，由中国人民银行洛阳地区分行，中国工

商银行洛阳地区中心支行、中国农业银行洛阳地区中心支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洛阳地

区中心支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洛阳地区中心支公司联合领导，密切协作有关单位大力

支持。 《金融志》编辑室全体同志共同努力，历时二年，始成此书。

《洛阳地区金融志》据实记事，货币演变上述至公元前三千多年，从物物交换到贝

币的出现，并较详细叙述历代货币直至现今人民币的沿革，从这一历史演变可以了解到

，我国劳动人民创造了世界最古老和最丰富的钱币文化。金融业历史悠久，有7货币就逐

渐有了金融活动，有了金融活动，也就出现了各种金融机构。但金融业的充分发展，则

是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之后。洛阳地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经济上长期处于落后状

态，广大农民长期受地富豪绅的压榨，挣扎在死亡线上，农村经济萧条，城镇工商业凋

零，金融业亦不可能得到发展。本志主要记述了一八四。年晚清以来，各县私人高利贷

对广大人民的盘剥，以及后来较普遍发展起来的典当业、钱庄等活动。洛阳地区现代金

融业的发展始于民国四年(1915年)，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银行、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分支机构以及银号、钱庄先后在陕州、灵宝、洛阳等

地建立起来，随后河南农工银行基层机构和各县银行及信用社、合作金库等皆在本世纪

三十年代抗日战争暴发前后，在各县普遍建立起来。本志记述了国民党时期的金融业务

活动及其消亡过程。

通过记述封建社会金融业的活动，可以了解它虽起了资助商人、促进贸易、繁荣市

场的作用，对封建经济的解体也起了一定的影响。但它是建立在封建经济基础上的。为

了不断地对劳动人民进行高利剥削，总是力图维护其依附的旧生产方式。因而也就成为

建立新的生产方式的障碍，成为发展商品经济的阻力。

还用一定的篇幅记述了解放战争时期太岳五专区，豫陕鄂三专区、陕南一专区及洛

阳市各革命根据地金融事业的建立和发展。这个时期的金融事业区别于任何历史时期，

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自己的新型金融事业。中州农民银行豫西各个解放区分支机构

成立后，就肩负起支援革命战争的历史使命，发行自己的货币中州币，对固民党统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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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发行的货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打击金融黑市，促进生产发展，改善群众生活。各
一。。 根据地银行在金融活动过程中，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银

’， 行体系的建立与业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书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金融事业谱写的新篇章。中国人民银行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即已建立，后来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洛阳地区
，-- 相继成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成

．‘ 为统二的国家金融体系。并在各县、市、区、乡都设有分支机构，同时作为群众性的信
? 用合作事业也在全区各乡、村建立起来，金融机构的普设在本地历史上是空前的。
。1- 建国后，金融业以崭新的面貌，在工农业生产、商品流通等各个领域发挥着积极作

用。因此金融系统各业务部分，诸如货币流通、现金管理，城乡储蓄，工商信贷，农业

信贷、基建拨款、保险、信用合作等项业务，在本书中均占有主要地位，篇幅也较多，

约占全书字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这一部分从建国以来，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第一个五

年计划，三年困难时期，调整国民经济，文化大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个时期

都作了较详细的记述。注意继承和发扬我国编纂志书的优良传统，着重史实，不加评

议，必要时，采取寓意予叙的办法。是非曲直寓于叙述的词句问J得失成败寓于记述的

过程中，发展规律寓于记述的始末里。

为了充分体现建国以来银行作为结算中心，现金出纳中心的作用，本书也用一定篇

幅记述了会计核算，转帐结算、出纳工作制度的演变过程。

金融系统科学技术与金融研究工作，建国后虽也不断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

真正自上而下重视，取得显著效益的，还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技术装备上，

才开始普遍使用了计算器、点钞机，汽车运钞，甚至开始使用电脑为业务服务。金融研

究在各级金融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这一时期也多于历史上任何时期，再加上信息与反

馈，给各项工作带来了生机与活力。故也用一定篇幅记述了已取得的成果。

对金融系统的干部管理，职工教育，技术职称评定以‘及涌现出的劳动模范，先进工

．作者，红旗手县以上正副行长都有较详细的记载，特别是对出席省以上先进工作者红旗手

在志书中占有较突出的地位。

人物传是志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历代史籍均将人物传记放在重要位置。从洛阳

地区金融系统实际出发，按照写人物传记要求，一般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但也根据实

际情况，对解放战争中根据地银行的主要领导者，确为我区金融事业作出贡献奠定了基

础的前辈虽然健在，也在志书中作了简介。
’

各金融系统房屋及固定资产设备也单独歹|J了一章。凡不能列到各章节中的事件、资

‘料，都列入附记中。
1

本书章节的编排，是按业务项目分类，统一编排，不受金融机构历经变、撤、建、并

的影响。前后业务贯串至今，这样便于系统研究参考。在各个章节中，不同性质的问题

分别叙述，相同性质的事项混合编写。根据这一原则，全书共编排了二十三章九十九

节，约五十余万字。其中建国前时期四章十七节，这样即符合详今略古之精神。

资料系来自多条渠道、各个方面，经过多方印证，反复分析，去伪存真，采用符合

实际的资料，选用合乎情理的内容。除必须引用的原文外，均以编纂者自己的语言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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