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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盛世修志"的

优良传统。我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建设具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编写《烟台

市农村金融志》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农村金融事业的发展，有经验、有教训、

有波折、有成就《农村金融志》就是这些事实

的真实纪录。它可以为农村金融部门j借鉴继往，
，

服务未来。这些史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烟台

市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反映了农村金融对

促进农业生产的职能；也记述了烟台市农村金

融的方方面面以及它的特点和作用。对“资治”、

“教化"、“存史”都有一定的价值。

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息息相关。它运用货

]?‘



币信用等经济手段，渗透到生产、分配、交换

和消费的各个环节，贯穿在农村经济活动的全

过程，对调剂农村经济和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特别是对大农业计划的开发，发挥着重要作用。

烟台的农村金融活动．既有其悠久历史，

又有其自身运动规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中，它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

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挥着巨大作用。随

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发展，

社会生产方式逐步改善，农村金融的运动规律，

无论从静态和动态上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现

在它承担着烟台市广大农村的各种经济和各种

经济形式的金融业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

务。

为了更好地发挥农村金融的作用，本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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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市志编纂委员会和省农行的领导下，学习

； 兄弟行经验，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克服了

许多困难，广征博采，掌握了大批翔实资料，

j 给编志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编志过程中

坚持了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中

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为准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辨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农村金

融方面，如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金

融活动和建国三十六年来， 特别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农村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化。‘

充分地体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

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一颠扑不破的真

理。

我们本着详今溯古，立足当代的原则，横
·

． 萝乙，



排纵述．不夸不稀．秉笔直书，褒贬寓于事实

之中，这部志书的问世．是许多同志共同劳动

的结晶，承蒙省农业银行、市人民银行、市档

案馆、长岛博物馆等众多单位的积极支持，在

此致以谢意。

编写新方志，由于我行缺乏经验，以及政

治、业务和编写水平所限，志书中疏、漏、错、

讹在所难免，恳切期待领导和读者给予批评指

正。

王志国

1989．7．20



凡 例

一、烟台市农村金融志的宗旨：以提供历史资料为

主，立足当代，详近略远，借鉴继往，服务未来。起“资治"、

“教化’’、“存史”作用。 ，

二、本志资料：来源于历史资料、文献、报刊、人、农两

行的文书、会计档案和统计资料，以及各县农行提供的资

料等。

三、本志体例：用现代汉文：汉语、述、记、志、图、表，

予以记述。历史朝代，概用原称，一般不加政治性定语。

四、本志文字：一律用现在通用的汉字形体，不用异

体字和繁体字。

五、本志断限：上朔到1840年，下限为1985年，其中

从建国前后开始较详。
’

六、本志记时：公历年份用阿拉伯数码，农历用汉字，

历史朝代的年历用汉字在括号内注明。

七、志中地名：使用原名记述史实按当时的规定和论

述编写，现名在括号内注明。
‘

八、章节安排：基本是按业务性质和时间顺序而定。

九、人民币数据：1955年3月1日前是旧币，尔后是

新币。统计表按页头单位而定。

十、数据范围：1949年一1985年的全市综合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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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烟台市位于山东半岛东部。东经120。一123。，北纬

36。一38。之间。东、南、北三面为黄海、渤海环绕，西面与。

潍坊市、青岛市接壤；北面与辽宁省大连市隔海相望，成

犄角之势，守护着首都北京的门户。烟台市东西最大横距

为280公里，南北最大纵距为130公里，总面积18，932

平方公里。下辖芝罘、福山两区和牟平、文登、荣成、乳山、

海阳、栖霞、莱阳、招远、掖县、黄县、蓬莱、长岛12个县，

代管县级市威海市。总人口815万。烟台地处北温带，受

海洋影响，空气湿润，气候温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平

均气温摄氏1l。一12．5。，每年平均降水量7'40．3毫米，年

平均日照2，668．7小时，无霜期一般在190一220天。

烟台市地形中部为浅山区，大部份为波状丘陵。较大

的山岭，自西向东有泽山、罗山、艾山、牙山、昆嵛山、伟德

山等，形成半岛屋脊。据此地势，也形成百川奔海，南北分
‘

流的特征。南流的有母猪河、黄垒河、乳山河、五龙河、大

沽河；北去的有章安河、大沽夹河、黄水河、界河、王河等。

烟台市海域辽阔，岸线漫长，西起胶莱河口，南至丁

字湾顶部，海岸线长达1，358公里，海岸类型多样，岬湾

相间，沿海有大小岛屿102个，沿海15米等深线内水域

、■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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