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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痒

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新时期，在我们满怀豪情地迈向新世

纪之际，经广大修志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盐城市金融志>编纂

出版了，这是一件“有益当代，惠及后人”的好事，也是盐城市

金融系统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丰硕成果。

盐城市金融业始于清代道光年间，由于长期处于落后的农业

经济状态，交通不便，历史上的金融业并不发达。民国时期，金

融业也是几起几落，经营时断时续。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银行，对保障军需供给，扶助工农业生

产，繁荣革命根据地经济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

立后，金融在服务盐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同时，自身也得

到相应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市金融部门

认真贯彻党的改革开放政策，遵循“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的

思路，积极探索，扎实工作，初步建立了在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和

监管下，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相分

离，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制。金融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



位日益提高，对促进盐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现在，盐城已是一座初步现代化的新兴城市，宛若一颗璀璨明珠

镶嵌在祖国的黄海之滨。

盐城早有修志历史，但出志书专门记述金融尚绝无仅有。

《盐城市金融志》的问世，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对盐城金融业

“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承蒙金融界老领导、老前辈关怀、支持

和帮助，有关评审专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省内有关

兄弟行、本市以及南京、上海、北京等地的图书、档案等部门为

我们查阅资料提供了方便。在此，一并表示最诚挚的谢意。但由

于历史资料残缺，加之编者水平有限，疏漏难免，尚祈广大读者

原宥教正o

1998年10月



凡-例 ．1．

凡 例

一．本志按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要求，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突出重点，反映地方特色

和时代特点，实事求是地记述盐城现行行政区域内金融事业发展

的历史状况o

二．本志自1940年10月民主建政后，行政区域命名有盐阜

区和盐阜分区。苏皖边区第五行政区。苏北行署第五分区和第十

一分区，不久仍合为第五分区。苏北盐城行政区。江苏省盐城专

区、盐城地区和盐城市。辖境范围在各个不同时期略有变更。

三．本志以金融事业为主体，着重记述盐城货币流通、金融

机构沿革、金融管理和信用业务等活动，以达存史、资政和教化

作用o ．

。

四．本志时间断限：上限不定，追溯至事物之发端；下限断

至1992年末。

五．本志体例继承“横分门类，纵向叙述”的传统格局，采



·2· 凡 例

取以事分类，以时叙事，横排竖写，务求分类得当，领属得体。

六．本志取事，详今略古，注重史实，不加评议。全志设

章、节、目、子目四个层次。

七．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内容以志为主，图表为辅。

总述和各章小序，以概括的语言，纵述历史，横陈现状，勾勒事

物发展的轮廓。

八．本志自1949年至1955年期间的人民币数额，均按旧币

10 000：1折成新币记述。

九．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为主，力求事物记述的完整性。所载

大事主要为具有影响的重要事件，包括金融活动中取得的重大成

就、主要机构变更、重大事故的发生等。

十．本志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不设人物章，收录全国金融

系统总行、司和省政府授予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名单(不含单项)。

十一．本志记述的经济犯罪，以追究刑事责任定案为限。

十二．本志资料，录自历史文献、档案、旧志、报刊、图书

和口碑资料，均已整理核实，为节省篇幅，不再注明出处。数据

资料以市、县(市、区)统计局的统计数字入志，统计局没有

的，以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入志。

十三．本志采用历史纪年，并加注公元年号，省去“公元"

及“年”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采取公元纪年。

十四．本志计量单位，采取国务院1984年3月4日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中

的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执行。

十六．本志标点符号用法，按1995年12月国家技术监督局

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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