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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J 快与

在篡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时，地方金融志的编篡，几无例外地

得到各级领导与社会各界的重视，我想，此中肯定有这样一个原

因，即 :金融活动的状况是地方经济形势的寒暑表，金融活则地方

活，金融兴则百业兴，于是，大家自然也就希望从金融志中回首往

事，探寻得失，研究成败，总结经验，以为经济工作的借鉴。

湘潭地处湘省中部 、洞庭之南，是令世人瞩目的伟人故里，湘

潭的经济发展、金融形势如何，所有湘潭人和所有关心湘潭的人

都十分看重。 由于工作关系和对湘潭的关注，我认真阅读了《湘

潭市金融志》样书，并祝贺它的正式出版 !

地方金融志应当反映地方金融活动的特点。 这方面， {湘潭

市金融志》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从它的记述中，我们知道 : 明清至

民国时期，湘潭地方曾经流行一种形状独特的银质货币一一高边

圆(铅)丝银 ; 民国时期，湘潭还曾是湘中一带的白银交易中心;新

中国刚一成立，湘潭地方的人民保险机构即开始着手建立;人民

银行迅速展开卓有成效的工作支持地方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湘潭在全国率先发放科技贷款，建立起省

内首家资金拆借市场，组建起全省首家专营证券业务的证券代理

处，开办全省第一家城市信用社，并且在全省首家发行企业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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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还是寿险产险分营的全国试点。 在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中，

湘潭各家银行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农业的现代化，支持

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和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支持地方文化教育

事业，可谓调研评估，热情服务，千金一掷，全力以赴。 仅以改革

开放中各家银行为全市企业化解 60 余亿元债务的史实为例，即

可略见银行为地方经济作出的贡献和承受的重荷!

这部志书在篇目设置上亦有特点。 除开一般专业志书皆有

的如大事记、业务、管理等篇章以外，{湘潭市金融志》还记述了本

地区金融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情况，显然，它对于树立人本

思想，构建"两型"社会，提倡和谐与可持续发展，都有积极的借鉴

作用。 《湘潭市金融志》的《社会金融活动》一章，将湘潭地方发生

的其他金融活动收入志书，以帮助读者了解金融在地方经济中的

方方面面，尤其是有别于其他地市的记述，如《供销社系统"扩股

增资吵一节，记载了当时全省地市中湘潭供销社系统唯一没有眼

风搞"扩股增资"的始末原委，彰显出鲜明的地方特色。

恩格斯曾说每一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

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

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

明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257 页)因此，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一部地方金融志，也就是一个地方的经济乃至社会发展

的主要剖面，至少《湘潭市金融志》可以印证这一点，不知读者诸

君以为然否?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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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庆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湘潭是一个经济相对富庶、商业相对繁

荣、金融相对活跃的地方。

湘潭为湘中重镇，北邻省会长沙，东行可往赣晰，南下可至两

广 ，西去可人川黔，在公路、铁路尚未出现的年代里，湘江与境内

涟、涓两水织成的河网，形成便捷的舟植之利;今天，随着京广、湘

黔两条铁路和京珠、上瑞高速公路在境内的交汇与穿行，地理位

置与交通条件更显优越。

湘潭四季分明，山川秀美，良田万顷，湖塘密布，农牧植业发

达 ，素有鱼米之乡的称誉。 新中国建立前，厚重的湖湘文化以及

近代湘军的崛起，不仅让地方经济发展所需的人文基础得以形

成，更使湘潭较早敞开域门，一度成为中南一带著名的药材、谷米

集散地和白银交易中心。 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随着现代工业在境内的奠基与兴起，以及与传统农业形成的

良性互动，湘潭的经济工农并举 、百业兴盛，金融形势亦有日新月

异的变化。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湖南经济政治文化最发达

的"金三角"一一长株潭城市群中的一员，湘潭成为湖南融入"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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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经济圈的前沿阵地，亦是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和东

部产业向中西部梯度转移的要冲之一。 这种历史环境下的湘潭

金融，自然遇有良好的发展机会与广阔的成长空间，当然也经历

或面临着种种严峻的考验与挑战。

本志主要记述从清道光二十年即公元 1840 年至 2008 年这一

时段湘潭金融变迁的历史，它也是由古迄今第一部反映湘潭地方

金融事业兴衰起伏的志书。

《湘潭市金融志》是在湘潭市首轮及第二轮编篡新方志的基

础上形成的。

1986 年，由人民银行湘潭分行牵头，组建《湘潭市志·金融

篇》的编篡班子，参与者蝉精竭力，史海钩沉，历时数载，将明清、

民国时期至 1985 年间湘潭金融的发展，尽可能详实地加以记述，

给后人留下大量弥足珍贵的资料。

2005 年，为展示改革开放迄今湘潭金融业的长足发展，湘潭

市金融志编委会及办公室成立，除完成省金融志湘潭部分和市志

金融篇的撰稿外，又积极筹备这部金融志的篡写，集两轮修志成

果、汇百年事业兴衰于一册，这实在可称功在当代、惠及千秋的一

大好事。

金融之志当记金融。 什么是金融呢?在商品经济中，货币只

是一般等价物，金融则是围绕货币展开的经济活动，如发行与回

笼货币，办理存贷款业务，买卖金银与外汇，发行与转让有价证

' 券，以及办理保险、信托、货币结算业务等。 如果说，货币是静止

的画面，那么金融则是流动的影象，而将这些影象定格为永恒的

图集，则是金融史志的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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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境内金融活动虽然较之其他某些地区相对活

跃，但毕竟机构为数不多，业务有限，经营亦十分艰难。 今天，全

市有多家实力雄厚的国有及其他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邮政储

蓄银行和保险、证券等公司，金融业已经发展成机构众多、门类齐

全、业务多元、联系广泛、作用显著、社会地位日益重要的行业。

金融的繁盛必须依靠地方经济的进步，然而繁盛的金融又必

定会给地方经济以更大推动，因此，凸现地方金融在地方经济中

的作用与金融体制改革，应是本部志书需要记述的重点。

地方志是一方全史。 著名学者、湘潭人黎锦熙认为，地方志

有"史、地"两种性质，当然这里的"地"是指的地情。 根据这一观

点，地方金融志是一定时期内一个地方的金融活动的全面记述，

因此，本部《湘潭市金融志》主要设有清道光二十年至公元 2008

年的大事记、机构、业务、内部管理、金融科技、企业精神文明建设

等几个部分，目 录在兹，无须赘述。 至于业务部分分为'上、下两

篇，则是依所记述内容、成书时间、统计口径等因素考虑的 ，上篇

以首轮修志的内容为主，稍有修订;下篇以第二轮修志的内容为

主，尽量详实。

整部志书以方志的体例要求与行文通则的规定撰成，力求观

点正确，篇目完整，图表清晰，数据真实 ，繁简适当 ， 文从字顺，然

而，圄于编篡者的水平与条件，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说误;尤其近

20 年来，金融体制处于不断改革之中，期间所进行的探索与尝试，

肯定会有正面的经验或负面的教训，志书虽不作评论，但字里行

间褒贬之意自现，可能也有判断失当的地方，祈请读者切实指正。

在《湘潭市金融志》的编篡过程中，全市金融业的各级领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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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重视，或参与其事，或审阅志稿，或予以人财物的全力支持;金

融行业中的诸多员工，或提供资料，或反映情况，或校正史实，同

样给予充分地关注;在此一并深表感谢。

作为湘潭金融首轮修志的参与者、第二轮修志的主持者，在

深感责任重大的同时，我对于自己能两度为之工作而倍感荣幸，

的确，当人们越来越善于使用历史这面镜子的时候，他们会感到

前行的信心更足，决心更大，因而步子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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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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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h

物主义，力求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地记述湘潭地方金融发展的历

史与现状。

二、本志记述内容的时空范围分别是:记述上限为清道光二

十年(公元 1840 年) ，下限是公元 2008 年，因记述的需要，个别内

容适当上溯;所记地域为 2008 年底湘潭市行政区域，因历史上行

政区划的变化，需要时，适当述及原属湘潭、湘乡而今属长沙、株

洲、委底等地的内容。

三、本志所称境内， 1949 年以前，指湘潭县 ;1959 华 3 月起，

指湘潭市、湘潭县，不包括原湘潭地区所辖其他县; 1965 年 7 月，

湘乡县由邵阳地区划归湘潭地区，本志所称境内，指湘潭市(县级

市) 、湘潭县、湘乡县; 1983 年地、市合并以后，本志所称境内(全

市、市内) ，包括城市县级行政区和湘潭县、湘乡、韶山三个县

(市) ;市区，即指城市县级行政区，如雨湖区、岳塘区。

四 、本志所称金融机构，主要指银行、银监、保险、证券及信

托、典当等从事金融管理或业务的单位。 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要

指从事商业性存款贷款业务的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单位。 保险业

金融机构，指从事商业性产险、寿险及相关代理公司 。 证券业金

融机构指经营证券交易的单位。 机构中的员工人数，为在册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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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数。

四、本志采用文、表、图 、 录等形式，严格按照方志所要求的

"横排门类 、依时纵述"的原则，用现代语体文撰写，力求史料详

实、数据准确、语言通顺、行文简洁。

五、本志严格执行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发布的《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 、 《 国务院关于在我国统一

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国家技术监督局《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的规定)) ，力求行文规范正确 。

六子志的公元纪年 、 民国时期纪年及月、日，均用阿拉伯数

字;民国以前的历史朝代，均用朝代名加年号纪年，年、月 、 日使用

汉字，在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连续出现同一历史纪年时不连续

加注。

七、因本志记述的时间跨度几近两百年，不少机构迭经变化，

为便于记述、不致混淆，机构名称在第一次出现时一般使用全称，

以后需要使用简称的一般用简称。

八、新中国成立后，境内金融机构的成立、更名、撤并，均以人

民银行或相关金融监管机构的批文下达之日为准。 对人志单位

的机构一般只记述到机关科室 ;下属单位一般只记述到支行和与

支行同级的部、处、公司;业务经营状况，一般只记述到分行及相

应级别单位，典型事例或影响较大的不受此限制。

九、文内提到的货币金额指人民币金额，如涉及外币则加外

币名称。 金额统计数据一般以万元为单位，数额较大的以亿元为

单位，小数点之后一般只保留两位数。

十、新中国成立后的境内金融机构的市分行、分公司一级历

届负责人，其他金融机构法人代表或法定代表人列表附录 ; 获全

国、省部级授予有关荣誉称号的先进集体或个人等列表附于相关

章节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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