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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新修《迪庆藏族自治州金融志》(简称《迪庆州金融志》)以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的辨证观，遵照《地方志工作条例》的要求，实事求是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

2008年底迪庆州金融业发展的历史。

二、鉴于1997年编修的《迪庆藏族自治州金融志》下限已编修至1995年底，本

志对1996年至2008年的部分，采取从详从细的方式进行编修；而对1995年以前并上

溯至1950年的部分，则坚持“拾遗补缺、保持连续”的原则进行补修。

三、本志遵循一般志书的体例，按照“横排纵写”的方式，平头立卷。全志由图

片、凡例、序、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和编后记组成。

四、本志的行政区和地名名称，按历史沿革和称谓编述，加注现今名称。金融机

构称谓，按照各机构的历史发展和改革编述。

五、历史纪年，一律采用公元纪年。货币单位为人民币元；1953年3月1日以前

的旧版人民币单位均折算为新版人民币单位。

六、本志大事记，以年代先后为顺序。1996年以后，采用编年体的方法。

七、各类数据的使用和书写，凡表示数量的，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八、本志书的资料来源，主要收集整理于迪庆州辖区内各金融机构的历年工作文

书档案，并参考相关的志、鉴、资料。

九、为帮助读者对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业务发展的了解，在相关章节中使用了历

史背景和文献资料。



迪庆州金融志

序
迪庆州金融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吕 华

根据在迪庆地区的考古发掘和历史记载资料，在迪庆州境内，商品流通和实物货

币的使用，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特别是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兴盛，助推了作为

滇、藏、川结合部的迪庆地区成为藏东的物资集散地和交流中心。商贸的发展和藏传

佛教的传播，给迪庆的货币流通和使用留下了无穷的历史财富。

从考古发掘和民间流传物考证，磨孔海贝曾作为商品交换的等价物在迪庆境内使

用过。而在清末、民初，迪庆市面上丰富而又杂乱无章的货币流通，印证了迪庆曾经

的商旅繁盛和嘈杂。“甸市银”、“敦市银”则似迪庆藏区货币流通市场上的一把金梳，

梳理着迪庆藏区市面上流通使用的各种实物货币，让其在市面上井然有序地发挥等价

物的作用。

从1935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5年间，国民政府曾在迪庆州境内

推行合作金库、典当以及富滇银行货币兑换所等金融机构，推行纸币流通。但由于遭

到僧侣寺院和商会的抵制，仅在维西县保和镇和中甸县(现香格里拉县)金沙江流域

沿线推行使用，并最终随国民政府货币政策的失败而招致民众抛弃。

迪庆州金融事业的真正发展是随着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发展起来的。1950年11月

10日，在欢庆迪庆全境和平解放的喜庆中，中国人民银行维西县支行正式挂牌成立；

到1951年9月，迪庆境内三县都设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县级支行。迪庆现代意义上的金

融事业开始步人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到1959年，迪庆州境内已先后设立了保险、农

村信用社、专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金融服务覆盖城镇和乡村。但在1959年至1978年

的20年间，由于全国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建设受到干扰，迪庆州的金融事业走过了一段

曲折发展的道路。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

开放政策指引下，迪庆州的金融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健康发展。专业银行和保险

公司相继恢复建立，农村信用社按“三性”原则规范发展。特别是：1984年，中央银

行的基层监督管理体制开始建立；1995年，金融法制建设推动了金融事业的发展进入

依法管理、依法经营轨道；2003年以后，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发展体制建立。



序

这些金融发展中的重大历程，把迪庆州金融事业推向了更深、更高的发展层次。到

2008年，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迪庆州金融事业已建立起以基层中央银行、银行

监督管理机构为主导，国家农业政策性银行、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

保险机构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相互补充发展的金融组织体系；品种齐全、广覆盖、大纵

深、科技含量高的金融服务体系；金融职工队伍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金融企业文化

建设都得到了蓬勃健康的发展。

迪庆州的金融业，走过了一段曲折而光辉的历程，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

2008年这30年，是迪庆州金融事业发展中的一段辉煌的历程。盛世修志，目的是记录

这段艰难曲折而光辉的历程。资治、教化、启迪，是修志的本义。因此，我们有责任、

有义务，把这段艰辛、、辉煌的历史，真实地整理、记录下来。对过去的先行者，对今

天奋斗着的人，也为将来的继承者们，留下了解迪庆金融事业发展历史的文字记载。

经过迪庆州金融系统近3年的集体努力，记载和反映迪庆州金融事业发展58年特

别是改革开放30年艰苦奋斗和辉煌成就的《迪庆藏族自治州金融志(新修)》，在迪

庆州现代金融事业发展60年之际，与大家见面了。掩卷沉思，我们不敢有丝毫的自满

和懈怠，而是深感责任重大。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我们深信，迪庆州金融事业

的明天比昨天、今天更璀璨辉煌。我们致敬迪庆金融事业发展的先驱，是他们的不怕

牺牲、艰苦奋斗、敬业奉献铸就了今天的坚实基业；我们激励今天的耕耘者，团结奋

斗、开拓创新、继往开来，在先行者们铺就的道路上，走得更快、更稳、更坚实；我

们寄予明天的继承者，“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迪庆州金融事业的未来

将更加充满希望和作为1

201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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