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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会裂；鬻萎嚣蓑⋯怒江州金融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一’

经过三届编委会历时13年的努力，<怒江州金融志》终于

面世了，这是全州金融系统的一件大喜事。

盛世修志，和全国、全省一样，80年代中后期我州金融

系统就着手考虑《怒江州金融志>的编纂工作。该书的编纂，

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由人行怒江州分行牵头于1987年8

月12日成立了第一届编纂委员会，李道生同志担任主编。为

征集金融志的第一手材料，李道生、章嘉祥、兰永青等老一辈

金融人做了大量的工作，完成了<怒江州金融志>的初稿，时

间下限到1987年。但由于初稿中有些资料和数表空缺，有待

于进一步完善。

1995年10月，怒江州金融志编纂委员会进行调整，成立

了第二届编纂委员会。由李道生、兰永青二同志任主编。第二

届编委在初稿的基础上继续编写，用了一年多的时问形成了

<怒江州金融志》的第二稿，时间下限到1993年。但第二稿仍

然存在很多资料和数据空缺的问题，未能全面反映怒江金融的

历史全貌。

L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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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9月，又成立了第三届金融志编委会，由和光益、

兰永青任主编，张馥标、杨新民任副主编，和淑娟参与编辑。

在第二稿的基础上，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完成了《怒江州

金融志》的编纂工作，下限至1999年。

怒江州山高坡陡、峡谷纵深、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解放

前，分别处于封建地主经济、领主经济和原始社会末期的社会

形态。商品经济不发达，以物易物是商品交换的主要形式。泸

水县的南部和兰坪县的大部分地区与内地的距离较近，交往较

多，在以物易物基础上也流通金属币和纸币，但几乎没有什么

金融机构。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边疆少数民族特

困地区的经济建设，派来了银行工作队，陆续建立了各级金融

机构。

1978年以前，怒江州的金融机构只有人民银行和农村信

用合作社，由于受极左路线的严重影响和千扰，怒江金融业几

经周折，步履蹒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的发

展和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逐步恢复和成立了

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保险公司和农业发展银行等

机构。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是怒江金

融业迅速发展的20年，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

党的十四大以后，怒江金融业更是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怒

汪州金融志》客观、准确、全面、系统地记述了这一金融发展

历程，它将发挥“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和作用。

《怒江州金融志》近三十万字，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文

字简明通俗，如实地记述了各个时期金融机构、货币、存贷

款、金融管理、队伍建设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情况，是怒江

州金融系统讫今自编的首部金融资料书籍，是全州广大金融干

部职工辛勤劳动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渗透着三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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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编辑人员辛勤的劳动和汗水。特别是我州金融元老、老一辈

金融人李道生同志、兰永青同志和怒江州志办的志书专家和光

益同志为《怒江州金融志>的出版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编纂金融志对我州金融系统来讲，是一项全新的工作，缺

乏经验，加之资料不全，编辑人员水平有限等，书中遗漏、差

错和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我们热忱地希望广大金融同仁和社会

读者提出宝贵意见，有待今后插漏补缺，使《怒江州金融志》

更加完善。

2000年3月18日

1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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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怒江州金融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

策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

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反映怒江州

金融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资料性、科学性和实用

性的统一．o

二、本志按志书体例要求，述、记、志、表、录并用，以

志为主，以时系事，述而不论，力求做到言简意赅，突出地方

特点。

三、本志上限始于1949年，下限至1999年。

四、根据怒江州金融事业发展的特点，全志开篇设序言、

凡例、概述、大事记，共14章、61节、六十多个目和子目。

五、文中时间表述、数据使用、计量单位、符号和称谓

等，均按国家有关规定书写。

六、本志中凡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系指中国共产党

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之简称。金融机构中的名

称第一次出现时写其全称，之后出现均写简称。如“中国人民

银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分行”简称“人行怒江州分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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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银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分行”简称“农发行怒江州分

行”。“中国工商银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心支行”简称“工行

怒江州中心支行”，“中国农业银行怒江傈僳族州中心支行”简

称“农行怒江州中心支行”，“中国建没银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中心支行”简称“建行怒江州中心支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心支公司”简称“人保怒江分公司”。

七、本志的行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当地名称，地

名、历史名称加注现今用名。

八、本志数列人民币为单位的统计数字，以1955年3月1

日发行的新人民币万元为单位。

九、本志各项数字资料，均由各行(司)提供，其中存

款、贷款、现金收入、现金支出数字是金融系统的综合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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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地处滇西北横断山系峡谷地

区，地理坐标东经980397～99039’，北纬25033’～28023 7之间，

北与西藏自治区接壤，东连迪庆藏族自治州和大理白族自治

州，南接保山地区，西与缅甸联邦为邻。东西最大横距153公

里，南北最大纵距320．4公里，总面积为14 703平方公里，国

境线总长449．467公里，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25人，白治

州首府设于泸水县六库镇，距昆明省会638公里。

怒江在汉代、元代、明代、清代已有建制。1926年至

1933年，先后改为泸水、碧江、福贡、贡山设治局，分别隶

属于丽江和保山的行政专员公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建立了包括泸水、碧江、

福贡、贡山四县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区”。1957年兰坪县划入

怒江，改称为“怒江傈僳族自治州”。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

撤销碧江县建制。到1999年，全州辖泸水县、福贡县、贡山

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和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下辖29个乡

(镇)、77个办事处、260个村委会(村公所)。辖区内居住着

傈僳、怒、独龙、普米、白、汉、彝、纳西、藏、傣、景颇、

回共12个少数民族。人口有460527人，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

口的9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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