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沧州金融
《沧州金融志》编篡委员会编

方志出版社

' 且一且A

J~、



责任编辑:王广生

装帧设计:温源

, 

《沧州金融志》编篡委员会编

方志出版社

(北京市丰台区北铁匠营 108 号 邮政编码 lC削75)

新华书店经销 保定市北方胶印厂印刷

ISBN 7-80122-282-2 开本 16 开印张 23.875 插页 8 字数 566 千字

9 "787801"222824">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

ISBN7 - 80122 - 282 - 2/F'2 

定价 70 元



《沧州金融志》编篡委员会

主任:杜树勇

副主任:高会昌杨继勋李洪印孟祥来靳学斌刘庆祥

尹树通汤玉文高道纯李树仁

委员:曹国通陈喜顺

主编:杜树勇

主审:孟祥来

副主编:曹国通朱秀福苏同录李保斋周守谦李仲祥

毛云鹏张晓明

编辑:李俊生孙金岭赵学荣石宗伦王力奕方绒

贾炳霞李志维刘荣生程锡华沈木文王东靖

闰树生王权国边延民张俊智提义张福震
• 

刘亮王友恩刘桂芳肖德芳张希晨张巨印

吴锐敏

终审:刘瑞恒王权国叶范伟辛景田杨延松张藻箴



11 1 J七沧州 dî 委 I~ i~ 关振华!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放
乞
·
在
/
税
价
志
。
叭

八
仰
伊b/
h
r
a
H
儿
旨
。

a
v借用
'
'
F
d
吨

4
7
破
记
4
2职丛
我
剑
会
/
鸽
，
曾
传

有
必
从
今
d
h令
徒
手
法
，
俐
在
农

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赵海宽题



百k州金融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 97 .4. 10 

沧州1，:日虫学会如:次会员代表大会
前排自左至右(2 - 18 名)

沧州金融系统负

责人合影

(从左至右)前排:

冯俊英(中行)、赵

炳起(华抽建行)、

王金升(农行)、杜

树勇(人行)、高道

纯(财保)、尹树通

(农发行)

后排:

田德明(工行)、杨

继勋(人行)、高会

昌(人行)、张殿昌

(寿保)、贺志昆

(人行)、柳立增

(建行)、李洪印

(人行)

牟志瑞(社科联)、王汉儒(中行)、张森木(农村金融体改办)、高会昌(人行)、贾长生(社科

联)、赵炳起(华抽建行)，王金升(农行)、董胜聚(省金融学会)、赵海宽(中国金融学会)、尹树通
(农发行)、高玉琦(建行)、张股吕(寿保)、冯新民(财保)、杨继勋(人行)、姜国良(城市合作银行

筹备组)、李洪印(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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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留史，历来被称为"功在当代，泽被腊人"的善事义举。古人认为，

编史修志可以"资政明俗"、"经世致用"就是今天，我们研读"二十五史"，
亦可廊清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脉络，棋识世事的沧桑变迁。

银行是百业之首.万本之源.素有国民经济的"寒罄表"之称。但是，长

期以来由于多方面原因，沧州的方志史籍中涉及金融的内容却为数戈戈，金融
数据资料多有散供，更没能形成全面、系锐地反映区域性金融史迹和发展概貌
的专业志书，这就为地方党政和部门领导决策以及广大金融职工了解沧州货
币、金融发展史和日常工作引鉴带来了困难。
所幸的是，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经过沧州各行(司)共同努力，今天终

于看到了沧州有史以来第…部《枪州金融志》的问世，这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
的喜事。

为了编篡好这部志书， ((沧州金融志》编办蜜的同志们，做了大盘艰苦细

致的工作，全书字里行间浸透着各行(司)编志人员的心血和汗水。
《沧州金融志》是…部体例完备、内涵丰实的行业志书 o 全书上溯夏商，下

及当世，从货币衍变、机构泊草、建国以来金融保险业务以及金融科教的发展

诸方面做了精栗的记述 o ((沧州金融志》主要有以下特点:一、资料翔实，评
析得坷。全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真实、准确地记录、
反映历史事件，科学、认真地总结分析经验得失，不饰壳，不隐恶，令人信服。

一、详今略亩，重在现实教益。沧州货币金融历史跨度三千七百年，本书却着
重墨于建国后四十余年，条分缕析，备极详致，旨在教化后人，资政当今。三、
纲目清楚，结构严谨。书中"货币"部分按政权性质分意记述"金融机构"一
编划行分写，建国以后业务及金融科教按业类分应次阐述，所以全书能够做到
纲举目张，虽广博阳不杂乱 o

历史已跨进"九五"阶段，社会主义的经济和建设又将进入一个持续、快
速、健康发展的崭新时代。在此之前，枪州被国家化工部命名为全国仅有的三
个化工城市之一 o ((沧州金融志》的出版适逢其时，相倍她能够给怆州广大金

融工作者增加禅益，并进而为开拓金融工作新局回.促进沧州经济发展发挥作
用。

我做为沧州市市伏，对《沧州金融志》编办室同志们表示感谢，对《沧州

金融志》的出版发行表示祝贺 o

沧州市市长:薄绍锥
九九五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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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著述，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它撰述宏富，历代不绝，保存了大量史

实，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主义

第一代修志工作在全国陆续展开。 1989 年 4 月，在沧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和上

级行的指导帮助下，沧州人行、工商行、农行、建行、中行、保险公司联合成

立了《沧州金融志》编篡委员会及其领导下的办公室。经过几年来的努力，现

在终于完成了这部沧州金融系统的行业志一一- ((沧州金融志》。

《沧州金融志》的编寨工作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力求反映沧州金融业的特点，努力做到思想性、科

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发挥"资政、存史、教化"的作用。

《沧州金融志》共 6 编 47 章 140 节，另有概述、大事记、附录等，全书共

计 50 余万字。该志除简要记述了沧州悠久的货币史和旧金融业外，着重记述

了沧州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建立、发展及其对经济建设起到的积极作用。从记

述过程中，反映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为进一步促进沧州金融业的发展提

供借鉴。同时，也希望该志能对社会各界了解金融提供一个便利条件。

《沧州金融志》的编篡工作，各行(司)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提

供了丰富的资料，为总篡奠定了基础。



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

地记述沧州金融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记述范围为沧州市及所辖十四个县(市)。

三、本志上限追溯到夏商时期，下限到 1989 年底。为保证事件的完整性。

个别章节延到 1991 年底。

四、本志为中编结构，分设六编，编下设章、节、目。采用志、述、图、

表、录等体裁，以志体为主。

五、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述而不论，褒贬寓于史实之中。

六、本志入选人物为沧州金融界历年获省级以上荣誉称号的先进个人和

历届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七、本志纪年，建国前采用传统纪年法，加注公元纪年;建国后采用公元

纪年。

八、本志简化字以国家语言文学委员会 1986 年 10 月重新公布的"简化汉

字总表"及文化部异体字整理表为准。数字书写以 1987 年 2 月国家语言文字

委员会、中宣部"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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