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夔黼豢

鬻

≤囊襄垂甄互客西露二i譬菇

tm§EtmIg#*|§％§§{‘{g#



青岛市农村金融志
(1897——1988)

中国农业银行青岛市分行编

1989年12月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中国农业银行行长马永伟同志题词

一髫伊镌鬈豸锫农再

J■，

一

t．■尔一缎

彳妻覆分笙马彰後¨



■

中共青岛市委书记郭松年同志题词

玄■争卜讫李夕霪级餐世
卿枇X1

Z分．



9

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原行长房毅民同志题词

研究历史．始鲒经验吾亍改串向拓前进I厉菝氏元札咛l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青岛市副市长胡延森同志题词

研宠农村金融历史焉全面报舆青

焉骚济服拚
胡遥森

一九九。午II【月十．【：目



编纂委员会全体成员合影

自左起：王夏fL．曲洪玻、刘文凌、王华、刘德林、榜占经

自左起：孙宝山、张杰民．房学诗、张清懦、张培禄．王丕胜、朱春谦

韩天良。

自左起：臣圜、陈夸山、张明德、王新业，退存国．刘伟利，刘厂良
韩规亭，蓁耀义．毛方玉。



编辑人员合影

自左起：王鹤年 郑献忱 孙宝山 王振春



圃'晕屿梧尔咖魁霉睾爿机怅廿∞∞m一挂旺埋捌妲lI车爿佯怛田怔



青岛市农村金融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王华顾问匝囹
副主任 刘文浚 刘德林

委 员 曲洪波 杨占经 王文礼 孙宝山

王丕胜 韩天良 张培禄 张杰民

房学诗 朱春谦 韩规亭 綦耀义

刘伟利 王新业臣囹 迟存国

毛方玉臣囹 刘广良 张明德

张清儒 陈令山 (名次不分先后)

主 编： 孙宝山

主 笔 郑献忱

编 辑 郑献忱 王鹤年 王振春

摄 影 王振春 刘维青 李瑞诚

丛连青 唐立和



序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历代不衰，源远流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咀

后，为了继承发扬我国的文化传统，党和国家十分关心编志工作并倡导用新观念、新方

法、新材料编写社会主义新方志。

《青岛市农村金融志》，在市委、市府和省行领导下，经过征集资料，调查核实，

研究编写，于1989年12月完成了编纂任务。。这对鉴往知来，职工教育，珍存史料均有一

定价值。

经济决定金融，金融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金融作为有力的经济杠杆，调节着整个

社会经济生活1。在新中国建立前，广大农民受着封建地主、高利贷者的压迫和剥削，农

村经济根本得不到发展，更谈不上农村金融的发展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

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才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农村金融体系。社会主义农村金融以马列主

义的货币信用基本原理为指导，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支持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尤

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服务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农业

现代化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青岛市农村金融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编写

的。本书共分25章、44节，30万言。本着详今略古的精神，总括地记载了上自1897年，下

至1988年青岛市农村金融的历史。它将为研究青岛市农村经济，特别是农村金融，提供

了一部较为完整的农村金融史料。

在编纂过程中，力求按照社会主义编志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中共中央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力争资料翔实，以期4有益当代，惠及

后世”。但是由于历史资料不全，加上编写水平有限，漏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级领

导和读者批评指正。。

本志在资料征集、编辑出版过程。申，得到了各级领导及有关部门和同志的积极支

持，特此表示衷心谢意I

王华

I 9 8 9年1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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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 明

一、本书属于行业专志，择要记述断限以内的全市农村金融活动，以存史为主旨，

提供读者借鉴、资治和教育。

二、本书按编纂社会主义新志书的要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按照历史的

本来面目，记述农村金融业的状况，以改革的精神编纂志书，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服务。
’

三、本农村金融志时限是从1897年德帝国主义侵占胶澳起，下限断至1988年。农村

金融志主要记述了社会经济属性的农村金融活动。新中国成立前后，不仅金融事业的性

质、银行的职能、作用、发展途径等有本质的不同，对这两种截然不同性质的史实，立

足当代进行整理和记述，方法不可能一致，贯彻详近略远的方针，对建国以前50余年的

历史只作概述，建国以后40年的活动务求详备，尤其是市农业银行1980年成立以来的资

料更详尽一些，可做建行史参考。

四、坚持“三新”(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两性”(科学性、现代性)的要求，做

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五、注意继承和发扬我国编纂志书的优良传统，着重记述史实，一般不加评议，必

要时，采取寓议于叙的办法：是非曲直寓于叙述的词句间，得失成败寓于记述的经过

中，发展规律寓于记载的始末中。

六、对来自多渠道、多方面的资料，经过多方印证，反复分析，去伪存真，采用符

合实际的资料．’或选用合理的内容。除必须引用的原文以外，均以编纂者自己的语言记
述。

七、本书分列章、节二个层次广章为大类，节有独立内容，均属按事类划分，前后

次序一般按事类发生时序排列，有的按性质的主次记述，节以下不再设层次，有的段落

事实上列有小题，即作为该段落的首句，以便于阅读。

八、记叙年月均采用历史纪年，1949年以前夹注阿拉伯字公元年号，省去公元二

字，除专用名词、成语中夹带数词仍用汉字记述外，凡属表达数目，均用阿拉伯数字。

九、穿插图、表主要是为了精简文字篇幅，更为概括，形象地记述有关内容，有的

代替正文，有的可与正文对照阅读。 一

十、农村金融志的编纂工作分两步进行：第一步自1985年10月至1987年2月搜集、

整理、编写市府部署的《青岛市地方志》中的《金融分志》中的《农村金融篇》材料交

市人民银行合成；第二步着手编写《农村金融志》，于1986年3月召开了各县行史志人

员会议，广泛搜集基层资料，采取上、下、内、外结合方法搜集资料，经过多次审修，

而后定稿。



十一、由于青岛从历史上属中国九大都市之一，城市金融业比较发达，城市与农村

有密切关系，故本志在“大事记”、“货币”和“金融机构”等章将旧中国城市金融业机构情

况亦加以简要概述，以便读者全面了解青岛经济发展概况。

十二、为便于对比分析，有关存、贷统计数字均按1988年区划标准作了调整。对每

一个时期的业务活动，则按当时的行政辖区情况记叙。

自1980年农行建行起，在文字说明内的有关数字均包括当时农业银行与信用社的合

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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