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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耳益发展，，全国． 。

， 人民意气奋发地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迈进‘ ，

的时候，《张掖市金融志》在编写入员的努力下，。历经四载，终
’

手编纂告成。《张掖市金融志》是张掖地方志书的组成部分，它
， 的编纂告成，不仅是对张掖市地方志的拾遗补缺，也是对张掖市

，≈ ．金融业发展历史的总结；不仅是张掖市修志工作的重大成就，也 ，

。‘

是张掖市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意义重大，可喜可贺．、·～

．+ 。 张掖地处河西走廊中部，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由于其优越7 J

的自然条件和重要的地理位置，’早在隋唐时期就已成为东西方经 。

’

· 7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因此，‘“我国各个时期的货币在此均有 ：

一c 流通，、从而推动和促进了商品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但由于 。

： ．’受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约束和影响，直到民国时期，张掖才出 ‘

： ，’现了几家银行机构，且规模有限，功能单一．新中国成立后，中
，

、

国人民银行在张掖设立了分支机构，标志着张掖市的金融业进入

一， ‘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4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

一j“ 领导下。随着张掖市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张掖市的金融事业也’，-：
7 h。

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形成了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专业银行。7 ，’

。 ： 为主体、。其他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金融机构遍布城乡，金
’

7

．： 二’ 融业务范围不断拓展，金融宏观调控日益加强，为张掖市经济的 二。，

‘

发展筹措了大量资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由于我们在发展社 、

；’

4。会主义金融事业方面缺乏经验，因此张掖市的金融事业同全国一 ．

’-一?’、 ， ．■_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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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走上了曲折的道路，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和教训，本书。

√j√对此都做了认真记载，难能可贵． ‘t。 t一
·

，，+r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把张掖金融业的发展和I

+沿革真实地记录下来，既能让人们。以史为鉴”，继往开来，启迪
，。 。后世；又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事业服务．我深

、 信，《张掖市金融志》一书的问世，对增强全社会的金融意识7．一7二。
‘

一．研究张掖的金融业如何适应深化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提高金 ，

。’‘、，，融职工的业务素质，都将发挥_定的作用，也为今后续编张掖金。{
。 ．‘融志奠定了基础。值此《张掖市金融志》成书之际，+兴奋不已，

’

一 故威然命笔，书此序言，以表达对编者的感激之情i+，?二。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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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准确翔实的资料记述张掖 ‘，。

的发展过程． ．

． ，’t

志以类系事，横排门类，竖写事实，以时为经，叙事

． ’为纬．上限始于先秦，下限止于1990年，并本着略古详今的原

则，首次对张掖在各个历史时期流通的货币简述梗概，以达补史 ．

．之目的。
’

．
，』一

·

， ：

、 三、本志采用新方志体裁，以述、记、志、表，图、照片为 ‘

表现形式，以志为主． j
．

。

· 四、本志除。张掖市简介”、。大事记”外，共分11编，采用语
～

。． 体文．记叙体，力求朴实、通俗。 ．。

』

，

五、‘本志内一些称谓，。如：中华民国简称。民国”．1949年

10月1．日前，称“建国前”，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

立后称。建国后”．中国人民银行简称。人行”，中国工商银行简称

， “工行”。中国农业银行简称。农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简称。保

．司”，统称时用。四行(司)”。。： 7’
，

’∥
7

1、 ’六、1954年以前人民币金额为旧币值，并加以注明．． ．，。

+，七、本志业务上使用的。上级”，系指总行，省分行，地区分 ，’

行、，中心支行和保险总公司、’分公司、中心支公司。一 ‘

， 八，本志资料大部分来自各金融机构文档和省、市档案馆， ’

。 图书馆资料，以及社会调查搜集的口碑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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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龙首

浅，戈

海——

中国连

． 云港—·荷兰鹿特丹港)的东段，自古便是丝绸之路的要冲．这 。。

j。 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山中融雪，可资灌溉，阡陌纵横，禾麦
。 5丰盛，是全国著名的商品粮基地之一，素有。金张掖”之称。 一；

，．

’， ⋯，张掖历史悠久，文化发达，音乐、戏曲源远流长，名胜古迹 ，

“

众多，1986年12月，4国务院确定并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张掖

市是张掖行署驻地，地直机关单位均驻张掖。． ·，一t。
，：、

*
’ 一。．．

．

·

．4，?；，‘，÷。。
”

一、地理环境
’

“、一’ 一’
， ．

‘
’～”

。。
』

’

#
’” ’ ，

，

， 张掖市东界山丹县，西界临泽县，东南、西南公别与民乐“．
’

2 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接壤，北及东北与内蒙古自治区的阿拉善 ．

。’ ．右旗相邻，位于东径100。06：——一100。52’，北纬38。32’-寸
。39 7 24’之间．'东西长65公里，．南北宽98公里，总面积4240平’

。 方公里f西南为海拔2500——4000米的祁连山，东北为海拔

’。 250卜3600米的走廊北山的龙首山矿龙首山的主峰东大山海
，．。 拔3633米，市区海拔1474米，地势的总走向是东南高西北低。
。’ ， 境内地形可分为北部山地和走廊平川两大类型；．北部山地又分中

高山、低山和梯状高原三类。i ；。 ’。一V’，；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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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军司(军区)、镇夷郡、宣化府。元至元八年(1271年)改

为甘州路，至元十八年(1281年)，在甘州路设甘肃行中书省， ，

辖7路，．2直隶州。、明洪武五年(1372年)改为甘肃卫。洪武二’

十四年(1391年)改甘州卫．洪武=十六年(1393年)陕西行 ‘．

。都司徙置甘州。辖9卫。永乐八年(1410年)改为甘肃镇，辖 ．．，

13卫、所，到弘治元年(1488年)甘肃镇辖16卫、所：清初仍，

为甘肃镇，．所属分巡西宁道：领7卫、所。康熙二年．(1663。

年)设甘肃提督军门，驻甘州，统领甘肃、宁夏、；西宁、“安西四 ，．

镇总兵，同时将分巡西宁道改为分巡甘山道，领5卫：7所。‘雍正
’

三年(1725年)设甘州府，与分巡甘山道同驻甘州，’领3县，

乾隆八年(1743年)甘山道并入肃州道，改称甘肃道，甘州府

领3县。乾隆十五年(1750年)甘州府领3县、1厅．。民国改为’

张掖县，属河西道，。民国二年(1913年)属甘凉道，民国十六 z

年(1927年)属甘凉行政区，民国三十年(1941年)届第六行

政督察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张掖县，属张掖分区，一

1950年属张掖专区，1951年属武威专区，，1956年属张掖专区，．’

1967年属张掖地区，1985年改为张掖市，仍属张掖地区，辖3，

镇，．8个街道办事处，22个乡，240个行政村。 ．。’ ．

。。，，一3。，q一∥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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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1张掖处于丝绸之路的交通文化带上，自张骞凿空，汉武建 1

． 郡，丝绸之路畅通之后，』使者、僧侣、商贾、÷学者、旅行家，，东‘ 。

。i西往还，络绎不绝，张掖成了繁华的商埠，成了中西文化荟萃之 ’．’ ，

’：地，这是张掖文化发达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张掖是一个多民．t

族聚居的地方，北凉．回鹘曾在张掖建都。西夏时是河西的军’ -一

．+ 事、政治中心，各民族的文化在此相互交融，这是张掖文化发达 一一

t：：=’ 2的又一因素。，’ 。一，一，、 。、。：，!。 一． ．一。 ．．：．‘

，-‘．’佛教文化是张掖历史文化的瑰宝：印度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 ‘r

‘‘⋯人中国后，+张掖便成了僧侣来往的必经之地，有许多西域高僧驻、‘

+足张掖，‘使张掖成了佛教圣地，佛教文化相当发达。‘张掖佛寺吸 ，

-、 收于阒佛曲创作的佛教音乐《西凉州呗》，‘别具÷格，在全国各
’

“。!

一

地佛寺风靡一时0张掖佛寺藏经之多也是举世瞩目的。‘大佛寺藏，
。

经阁藏有《永乐北藏》3584卷，西来寺藏有红字藏经108部，：
’

t 。都是无价之宝。张掖的佛寺建筑雄伟，数量众多。’有。半城芦苇．|、‘
一

‘7．半城庙”之说．：建于西夏的大佛寺，’有全国最大的泥胎室内卧．。1·

一．一佛；。建于北周的万寿寺的木塔，‘更是蔚为壮观。j社k i“。。。一：‘i：，：
’，一， 张掖的歌舞和戏曲，也曾大放异彩。著名的霓裳羽衣舞和丛’ t． 1

4

．* ‘甘州命名的曲牌系统，如甘州曲、甘州歌、甘州子、甘州破、。八、 j一

声甘州等f便都出自张掖。明末清初在张掖形成的西秦腔，对我 一，

，国戏剧的发展影响很大。、⋯一’．。，! 一7， 一．：1 7，- 。：”一’
‘

’．， ．

。’ ’．‘’￡
’：

4，’ ’，p
‘：‘。 ’

j
7

’．

’

。

， 』7 、 ⋯ ’

，_ ，一四j’自然资源 一 ；0‘。。；，。一，_．T，?。六。-?“，；一’?。一j’
z， 。’!

，，，
”一

： ．¨．二 ’

．、。． 。t j，’ 和

’，一 乞一：张掖市地域辽阔_山水相间，’，草原广袤无垠：绿洲青翠欲 。’

．÷

√ 。滴：‘自然资源相当丰富，除上面提到的日照长、温差大等气象资， 。一17

芝 ；+源外；水土资源：“生物资源、?矿藏资源也十分可观。。‘cI +，．．， ：。●4
一’ j 土地资源：全市有耕地68．6万亩，7人均1．58亩。’灌淤土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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