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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县金融志》历经二年的编纂，现在与大家见面了。全

志共分14章、48节、11 6目、约23万字。这是我县有史以来

第一部金融专业志。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备行备业都在改革开放的浪

潮中取得很大发展，我县金融事业获得显著成就。截止1 990年

末，全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为三十年前的lo．2倍，各项放款余

额为15．8倍。这充分证明我县金融事业为搞活商品流通、支持

地方工农业生产作出积极的贡献。

修纂志书是一件十分严肃而艰巨的工作，我们金融工作者

有责任将蓬勃发展的金融事业予以记述，以利后人了解过去、

珍惜现在、展望未来，得到有益的借鉴。在修编的过程中，我

们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

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和

现状，立足当前、简叙沿革、突出特点，通过串古贯今，详今

略古，概述全貌的原则。

由于修编《永嘉县金融志》有史以来是第一次，既无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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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鉴，又无经验可循，加上“文化大革命"期间资料散失严重，

统计数据不齐全等，给编纂工作带来不少困难，但是，编写人

员不畏困难，为寻找第一手资料，经过干辛万苦摘录了数千份

资料卡片，做到广征博采、去伪存真、反复引证、力求翔实可

靠，整理成初稿。

为了提高志书质量，我们多次召集各行(司)领导和专业

人员进行修审，四易其稿，终于脱稿付梓。这部志书的问世，必

将给人们特别是金融工作者以不少的知识和教益。

在编写的过程中，曾得到县委、县府和上级行领导的重视，

以及永嘉县方志办公室、温州市金融志办公室、本县各行

(司)领导及有关同志的热忱支持和帮助，特此表示衷心的感

谢。特别对辛勤耕耘、付出大量心血的几位编写人员为本志成

书所作的努力，表示崇高的敬意。

由于时间短，任务重，加上资料不够齐全，疏漏在所难免，

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滕 敏

一九九四年五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永嘉县金融志》以记：事存史为宗旨，实事求是地记

述各个历史时期永嘉县的金融活动。其编纂范围，仅限于成稿

时永嘉县所辖城关及各乡镇的金融事业。对建国初期部分曾经

属于永嘉县的瓯江以南的乡镇，一般仅作简要叙述，其业务数

据即不予列入，以避免与温州市鹿城区、瓯海区重复。

二、编纂时着重记述建国以后的金融事业，尤其以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业务发展状况为重点，力求与我国改革成

就相衔接。

三、记事年限，立足于有据可考。上至明清年代前，下至

1 990年底。

四、有关统计数字，基本上以县统计局提供的资料为准，如

发现县统计局与各专业银行资料不一致时，采取反复校对，力

求真实与统一。如确实难以查清，即以专业银行年终统计报表

的项目与数字列入。

五、历年的利率，均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下达的为依据。自

温州地区列为开放城市后，利率进行改革，城乡存放款利率均

有较大浮动，永嘉县基本上按温州市的浮动利率执行。

六、《永嘉县金融志》除大事记外，共计十四章，以机构、

一3一



货币、贷款、信用合作为重点，以反映永嘉县原属贫困县，金

融工作以农村金融为主的特点。

七、志中的公元年份与金融数字，均以阿拉伯数字表示。建

国前除仍列原年号外，并附加公元年份。有关业务金额基本上

以万元为单位，必要时可再加一位小数。存放款利率均一律调

整为月息‰计算。

八、人物记载，主要记述各行、司的正副领导人的更迭、助

师级职称以上与市级先进以上的职工为主。根据“生不立传”的

原则，均不作单独记述。

九、成稿过程，从摘录历史档案与统计报表入手，’并与有

关单位联系取证，进行分工整理，先通过编写组内部四次反复

修改，然后三次召开各专业银行(司)行长、经理及有关人员

参加的编审会议，认真讨论、集思广益，采纳各方面的意见，核

实资料与统计数据，最后予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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