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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地方志书，是我国固有的传统；是一种异于世界各国

的独特的文化建设．地方志有。一方全史’之称，它所记载的内

容，包括一个地区从历史到现状，从自然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是一个地区的百科全书，可以为我们提供翔实可靠的地情、国

情．对于地方志的功能和作用。古有。资治、存史、教化”之

说，今天来说，编纂新的地方志，能为领导部门在进行社会主

义建设中提供科学依据，帮助我们为进一步搞好经济建设，改

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作出正确的决策。同时也给广大人民群众，

特别是青少年一代提供_份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爱家乡的教

材。．因此，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进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好

事，雅事、盛事。

怀化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在组织、指导地区志，县市志

编写工作的同时，集地直各部门、各单位的力量撰写专业志，

汇编《怀化地区地方志丛书》，这是一种创新，是我区极为重

要的文化建设．由地区人民银行会同各专业银行及保险公司编

纂的《金融志》。就是丛书之一种．该志凡1 0章37节，约

25万字．编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系

统，如实客观地记载自1840年至1990年我区金融事业发展

的历史与现状。既充分肯定其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又

揭示应吸取的经验教训，政治观点正确，史料翔实，编排科
， 一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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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地方特点突出，繁筒适宜，行文规范，溶资料性，整体

性、科学性于一体。填补了怀化地区金融事业无史的空白。所

以《怀化地区金融志》的出版是有极大的现实意义的，一定会

受到各级党政干部和专家、学者的重视与欢迎，为此我很高兴

应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邀约，为本书作序．

《怀化地区金融志》是《怀化地区地方志丛书》率先成书

之一种，要编纂好整部丛书并非易事，是一项系统的文化建设

工程，需要编纂工作者的刻苦努力，需要社会各方的鼎力相

助，共襄其成．我殷切地期望《怀化地区地方志丛书》能够如

期奉献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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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怀化地区金融志》是《怀化地区地方志》丛书之一

的专业志．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全面系统地记载怀

化地区金融事业的历史与现状，是具有行业特点，地方特点的

科学资料． ．

二、本志记叙范围以现今怀化地区行政区划为限，即包括

现辖黔阳、沅陵，溆浦、辰溪．芷江、新晃、会同、靖州、通

道，麻阳十县和怀化，洪江二市．已划出本区的县不在记载范

围内。

三，本志记叙时限，上限为清道光20年(1840)；下限

为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末期。个

别内容为追根溯源亦有所上溯．
‘

四、本志体裁由志。记、图。表．照片。附录组成，以志

为主，采用语文体．层次按章、节、日叙记，横排竖写，略古

详今，全志分1 O章37节，共25万字．

五、本志行文用字、数字书写及版式等均按《怀化地区地

方志编写行文通则》规定．

六、．本志采用历史纪年，清朝及以前的年代除标历朝年号

外；民国时期除标民国纪年外，均夹注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时期均以公元纪年，并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七、本志业务统计数字，均按年序综合各行数据列表编

述，信用社，保险公司随单设章节编列，均计至万元，以资醒

一l一



。 凡例

目．

八、本志使用货币计量单位，黄金、白银以克，银元以

枚，镝元以串，纸币以元．在文字夹叙中为切合时况，有将白

银以两的；纸币有注明旧币的则以括号加示人民币换算标准。

九。本志资料来源以选采南京、湖南省、保靖等档案馆及

本行档案为主，并择搜有关图书、报刊、公报．文件等资料。

一般不注明出处，不作注释．

十、本志采用的货币图样照片，仅择部分在本区流通较多
或有地方特色的货币样片。

一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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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清道光20年(1840)时，湘西地区处在封建社会末期，

落后的自然经济结构使湘西金融凋敝，封闭自守，除几个州，

府、厅所在地有少量以交换为目的的小生产外，广大农村仍处

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商品交易不发达，民间以自由借

贷互通有无，或以典当济一时之急．此后钱庄兴起，制钱，银

。元、银两为交易媒介．’时因土地兼并与高利盘剥，广大劳动人

民生活处于极低水平．咸丰时代，官绅使用银两，民间使用制

·钱，由于铜产萎缩，缺乏币材，铜价日昂，钱价日贱，减重小

钱充斥，私商钱票、市票渐有流通．后因铸造大钱、铁钱、铅

钱，通货贬值，民受其害．光绪年代，湘西经济逐渐开发，与

外埠土特产交易促进金融活动，钱庄发达，官钱局亦发行票

币．但因清政腐败，外患频仍，湘西地域受经济及自然条件的

局限，工商业困顿，田赋日重，经济萧条，区内金融仍呈阻滞

状态。 。

民国时期，湘西渐次开发，商品交易与资金往来逐渐增

多。过境军旅携钞就市，增益货币流通，境内金融机构略有发

展。民国1年(i912)区内原官钱局改设成湖南银行，继改组

成湘西银行。湘西农村银行亦树帜4载。民国18年(1929)，

湖南省银行分支机构遍及全区各县。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流通

10余年。抗日战争阶段，长沙沦陷，外地银行迁入区境的甚

多，加上区内原设有的银行共达36家，形成区内金融业一时

畸形繁荣。外地银行虽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陆续撤走，．但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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