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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指货币的融通状态而言，货币则是固定充当一般i等价

物作用的特殊商品。货币的运动强烈地体现着社会的政治、经济、

工农业生产、商品流通、贸易兴衰和人民生活的升降变化。

金融事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国家的经济命脉。

f．列宁说，大银行是“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国家机关’”，“没有

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我县金融业的发展壮大，，形成

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

制。国家银行担负着组织存款、发放贷款，它是全县的信贷中心； j

办理货币发行，调节货币流通，它是全县的现金出纳中心；．办理各。

部门、各单位之fq的转帐结算，它是金县的结算中心。通过业务活
‘

动贯彻落实党的金融方针政策，向党政领导和上级行提供决策依

据；通过经济情况的分析和反映，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实行信贷监

督；通过金融活动最大限度地集聚闲散资金，合理有效地使用信贷

资金：运用信贷、利率杠杆，调节经济结构，扩大商品流通，支持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为了记载全县金融业的发展和变化，为后世之鉴，为社会主义

“四化”服务，特编纂灵石县金融志，作继往开来之用。

灵石县金融志的编写工作是在灵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领导和

上级银行帮助指导下进行的。金融志记述了从一八四0年至一九八

五年一百四十余年的金融发展变化状况，依照略古详今的原则分类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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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

在编写金融志过程中，由于资料缺乏记述不全，加之我们写作

水平不高，编志经验不足，宇中缺点和疏漏之处一定不少，诚恳地
，

希望阅者批评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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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是商品货币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在一定的社会形态和

经济范畴内，经济的发展决定金融的发展，金融的发展又反作用于

经济的发展。《灵石县金融志》是一部地方性专志，它记述和反映

了灵石县货币流通和金融事业发展状况，其印行是地方史志编纂工

作的喜事。．

以银行为主体的现代金融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

存在与发展都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社会主义银行是国民经

济各部门、各单位资金活动的总枢纽，它通过开展信贷、结算、现

金收支等业务活动把国民经济各单位的经济活动从价值形态上联系

起来，能够及时了解和灵敏地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动态。运用信贷、

利率杠杆，通过货币吞吐以影响生产的规模和结构，促进商品的合

理流通，从而对社会再生产运动进行有效的调节和控制，支持国民

经济协调稳定地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灵石和全国全省一样建立了以人民

银行为领导，专业银行为主体、其它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机制。资

金管理和金融体制的改革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金融意识正在经济领

域的每一个角落里萌发，复苏，发展。

《灵石县金融志》比较系统地记叙了我县货币流道和金融业在

各个时期的发展状况。金书共分五章二十三节，具有编目系统合

理、内容丰富完整、资料记载翔实、文字通达精炼、数字齐全准



确、图表通俗直观、查阅实用方便的优点。给地方领导、有关部门

和金融战线工作的同志了解灵石金融历史和发展状况提供了比较全

面的资料，有较高的参考和实用价值。’

《灵石县金融志》由于是初次编纂，在资料搜集与取舍、编目

方法、图表设计、文字斟酌等方面尚有商榷，差误之处难免，望史

志专家和各界读者指正，以便今后充实完整，使之为经济建设服

务。’ ，

谨 序

赵 万 书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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