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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工行1 985年成立，建行2 0年来，成为呼伦贝尔地区的第一大国有商业

银行。呼伦贝尔工行在支持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效益。

20ff来，呼伦贝尔工行为全市经济建设提供了可靠的资金保障，支持了地方经济的

发展和商品流通的扩大，改善了投资环境，连续多年获试验区建设贡献奖。在业务

发展过程中，传统存、贷款业务稳步发展，2 003年各项存款7 71，77627元，比建行

初期增长11 5 8．7％；各项贷款3 31，8 3477元，比建行初期增长206．2％。在发展传统

业务同时，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努力培育新的效益增长点。建行以来，牡丹卡、国

际业务、住房信贷、个人消费信贷、票据贴现业务有大踏步的发展。呼伦贝尔工行

目前已实现业务处理电子化、网络化，对公业务全部实现了计算机处理，并且在全

市金融系统中率先开通了资金汇划系统，企业实时汇划2小时到帐，批量业务24小

时到帐。目前全行储蓄业务实现了全国通存通兑。

建行以来，呼伦贝尔工行党建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全行切实加

强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完善服务和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规范服务行为，建立服务工

作机制，狠抓职工岗位培训，增加服务品种，强化服务功能，有力地推进了两个文

明建设。到2003年，工行获自治区级文明单位一个，获地市标兵级文明单位4个；

有23个单位获地市级文明单位，12个旗市级文明单位。优质规范服务是吸引客户的

重要保证．呼伦贝尔工行在通过创建“青年文明号”活动，涌现出大量的。青年岗

位能手”扣。服务标兵。，为全行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工青妇组织在两个文明

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适时开展职工喜闻乐见的活动，在创建职工之家、文明家

庭，巾帼文明示范岗等活动中走在了金融系统前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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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呼伦贝尔分行副行长周庆林

一 ’7 ； ：

《中国工商银行呼伦贝尔分行志》经过市行编写人员历经两年
●

半的努力，在市行党委关怀和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终于编辑成

书，正式出版发行，与全行职工和社会各界读者见面了。

呼伦贝尔工商银行是城市国有商业银行，自1985年工行同人

民银行分设后，肩负起城镇企业和机关团体存贷款、结算的重任，

成为支撑呼伦贝尔市国民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部门。～

这部志书既是一部较为全面反映呼伦贝尔工商银行成立以来

的著述，涉及了呼伦贝尔工商银行建行20年以来的两个文明建设

的方方面面，反映了20年成长发展的历程，又客观记述了工商银

行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工行所取得的成

就、经验和教训；既有纵向历史的记述，又有横向事件的展开，有辉

煌有曲折，有经验也有教训，可谓是不平凡的20年，是光荣的20

年，是奋斗的20年。在工行成立20周年来临之际，在全行乘着党．

的十六大东风，狠抓两个文明建设的时刻，谨以此书献给中国工商

银行呼伦贝尔分行建行20周年。 ·

读史使人明智。阅读此书可使工行的各级领导同志，以及曾

经在这一条战线上奋战几十年、今天已经退休的老同志得到慰籍，

可使工行青年一代得到启示和鼓舞，从而更加坚定信心，以百倍热

诚投身到我们崇高的事业中去。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书

的资料价值和历史价值会越发显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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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呼伦贝尔分行志》在编写出过程中，凝聚了呼

伦贝尔工行几届领导人的关心和编写人员的心血和汗水。两年

来，在编写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特别是1990年以前资料不

全，档案不全，有的机构已撤并，文件报表不全，这些给志书的编写

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但是在编写人员的不懈努力下，困难得

到了克服。在志书编写过程中，各科室、工行离退休的老同志和自

治区分行行志办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与帮助，市档案史志局给予

了有力的支持。这里，我代表工行系统领导和全体员工向《中国工

商银行呼伦贝尔分行志》的编写人员和为此书编写和出版过程中

给予支持的有关单位和有关人员表示深切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凡 例

凡 例
、’!?

一、《中国工商银行呼伦贝尔分行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客观地、全面地记

述和反映中国工商银行呼伦贝尔分行的历史和现状。在反映专业

特点的同时，兼顾时代特点和地区特点，以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

料性的有机结合和统一。

二、本志为中国工商银行呼伦贝尔分行成立以来的第一部志

书，故其上限始自1985年1月，下限断至2003年年底，个别内容

有所延伸。记述范围，以现时呼伦贝尔市行政区划和中国工商银

行呼伦贝尔分行所辖机构为准。

三、本志遵循志书一般编纂体例，即运用述、记、志、录、图、表

等体裁，由概述、业务各章(志)、人物、大事记、附录等组成，以志为

主，辅于图、表；业务各章(志)一般采用章、节、目三层．结构。全书

除序言、凡例、概述和编后记外，共设15章53节。

四、考虑到中国工商银行呼伦贝尔分行成立时间较短这一实

际情况，本志未设人物传，而以简历或简介形式收录中国工商银行

呼伦贝尔分行行长、副行长和纪委书记等副处级以上领导，并配发

本人照片，共n人。同时，收录获分行以上先进个人简介、名录。

此外，在人物章中收录先进集体名录。

五、本志数字运用和时间的记述，采用通例，即遵循国家技术

监督局于1996年6月正式颁布实施的《出版物数字用法的规定》，

一般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格式、不用分解号和用公元纪年。同时，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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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与汉字的得体统一，亦照顾专业特点。

六、本志资料来源，各业务专章、节内容与数字或由各业务科

室提供，或由市行年终报表、总结上摘录，其中属于全口径或主要

数据，由市行提供，局部者由各科室提供。其他有关文字资料则由

有关科室和市行档案室提供。

七、为使读者全面了解中国工商银行呼伦贝尔分行近20年的

发展历程和为保存资料，特在若干章节中以附件的形式选录了一

些不同时间的文件、调查报告及其他文字资料，以起到补充正文的

作用。

八、中国工商银行呼伦贝尔分行自1985年成立以来，近20年

间，机构名称几经变化，为统一起见，除在“大事记’’和第一章机构

中分阶段做介绍外，其余各章均用现时名称——中国工商银行呼

伦贝尔分行。为简洁文字，文中或有用“全行”、“全系统”或“呼伦

贝尔工行”及“市分行”者。旗市区支行名称运用和简称则在前面

冠以区划名称。

九、关于市(盟)、旗市区称谓与简称，尽管本书所记述的时间

在2002年以前为呼伦贝尔盟，或为海拉尔市、额尔古纳左旗、额尔

古纳右旗，为记述方便和统一，均采用现时区划名称和用简称，即：

呼伦贝尔市或全市，海拉尔区——海拉尔市，根河市——额尔古纳

左旗，额尔古纳市——额尔古纳右旗，莫力达瓦旗——莫力达瓦达

斡尔族自治旗，鄂温克旗——鄂温克族自治旗，鄂伦春旗——鄂伦

春自治旗、新左旗——新巴尔虎左旗，新右旗——新巴尔虎右旗、

陈旗——陈巴尔虎旗。

十、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尽可能做到以类系事，横排

竖写，述而不论，力求文风严谨、朴实和文字的简洁、流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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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市位于祖国的北部边疆，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北部，即东经115。317～126。

04’、北纬47。05’"-'53。20 7之间。它东临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的呼玛县和齐齐哈尔市的

龙江、讷河、嫩江等县，南与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的扎赉特旗、科尔沁右翼前旗相连，西与

西南部同蒙古国接壤，北与西北部同俄罗斯接界。边界线总长1 723．82公里，其中中俄

段边界长1 048公里、中蒙段边界675．82公里。全境南北长约700公里，东西宽约630

公里，土地总面积25．3万平方公里，占内蒙古自治区总面积的21．2％。

全市辖13个旗、市、区，即海拉尔区、满洲里市、扎兰屯市、牙克石市、阿荣旗、莫力达

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根河市、额尔古纳市、鄂伦春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新巴尔虎左旗、

新巴尔虎右旗、陈巴尔虎旗。2003年，全盟有乡镇级行政单位154个，其中镇74个(含2

个矿区)、乡23个(其中民族乡13个)、苏木25个(民族苏木1个)、街道办事处32个。海

拉尔区是市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满洲里市地处祖国北

部边陲，是我国最大的陆地口岸城市，也是沿边开放的城市。2003年来，全市总户数
839 513户，总人口2 696 998人。其中少数民族占总人口数的17．69％。 ．

呼伦贝尔市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全境因自然条件差异，分为大兴安岭以西呼伦贝尔

高原牧业4旗，大兴安岭以东、嫩江河谷平原农业3旗市，大兴安岭山地林业4旗市。全

市有闻名全国的“绿色宝库"大兴安岭森林，有林地面积2．03亿亩(含松加地区)，占全市

总面积的53．4％；森林活立木总蓄积量9．5亿立方米，占内蒙古自治区的93．6％，占全国

的9．5％。全市天然草场面积1．25亿亩，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32．9％。其中世界著名的

牧业4旗草原面积达1．03亿亩，是未被污染的天然优良牧场。全市耕地面积达1 800万

亩，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4．8％，且土壤有机质含量高达5"--11％。全市有大小河流3 000

多条、湖泡500多个，地表水和地下水年平均径流量达286．6亿立方米，占内蒙古自治区

的56．31％。，水能储量150万千瓦。呼伦湖面积2 000多平方公里，是中国北方第一大

湖。矿产资源探明或初步探明储量的有40多种、370多处，其中煤、铁、铜i银、金、铅、锌、

钼、芒硝等含量丰富，已探明煤炭储量达302亿吨，远景储量在630亿吨以上，是我国东北

地区重要的能源基地。全市野生动植物资源也很丰富，有动物500多种，经济植物500多

种，被誉为“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博物馆"。
“

呼伦贝尔市以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而闻名于世，更以“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

摇篮”而名享内外。早在二、三万年以前，这里就有古人类在活动。一万多年前，生活在呼

伦湖畔的“扎赉诺尔人’’创造了呼伦贝尔的原始文化。公元前直至清代两千多年的时间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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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这方土地成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成长的历史摇篮。东胡、匈奴、鲜卑、室韦、契丹、女

真、蒙古等诸部族在此繁衍生息。公元2～3世纪，大兴安岭北部的鲜卑拓拔部，逐渐南

迁，于386年在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建立魏国，公元436年统一北方，号称北魏。12世

纪初，成吉思汗以呼伦贝尔为自己的武库、粮仓和练兵场，完成了统一蒙古诸部的宏

业⋯⋯。现在，这里仍生活着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30多个少数民族和汉族，是

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呼伦贝尔地区的各项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78年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1988年1月呼伦贝尔市经国务院批准开始进行经济体制

改革试验区建设后，全市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全市在“改革促开

放，开放促开发，改革、开放、开发三位一体’’和“打开两端，网开一面"的战略方针指引下，

为全市的经济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经济实力明显增强。进入21世纪以后，全市进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阶段。2002年，以撤盟设市为标志和起点，全市经济与社会

发展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崭新时期。2003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完成213．26亿元，其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完成49．83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完成59．11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完成

104．32亿元。全市财政总收入完成22．32亿元，基中地方财政收入完成15．24亿元。全

市粮食总产量6．5亿公斤，大小牲畜牧业年度存栏首次突破800万头只，达到855万头

只。全市工业保持快速增长，全部工业增加值完成35．62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创新高，达

到97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继续保持全区第一位，达到11．5亿美元。全市城乡人民生活

水平继续得到提高和改革，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完成6 246元，农牧民人均纯收人完

成1 530元和3 508元。所有这些，都为呼伦贝尔市今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基

础，必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和繁荣。

中国工商银行呼伦贝尔分行及下属的13个旗市支行于1985年成立。当年全行各项

贷款10．8亿元，各项存款6．1亿元。工行成立正值呼伦贝尔市改革开放初期。这个时

期是呼伦贝尔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时期，工行业务大踏步前进。建行初期，为适应广大储户

需要，存款工作实行各种新办法，如发行大额存单储蓄、实物奖售储蓄、有奖储蓄、摸奖储

蓄。1996年，为了调动储蓄员的工作积极性，实行储蓄所承包，推行多种形式的储蓄所经

营承包责任制，如“四包一挂"形式，即包任务、包质量、包服务、包管理，和工资奖金挂钩。

通过承包，改进了服务，增加了存款，促进了储蓄所管理水平的提高，调动了储蓄员的工作

积极性。1997年推出通知存款、定期存折业务，当年开办代理保险、代理债券、代收水电

费、代理牡丹信用卡等中间业务，总代理额12 097万元。1998年经营业务范围由传统的

收付业务扩大到负责本外币存款业务、消费信贷业务、个人代理业务，以及其他私人业务。

这标志着储蓄专业由单一经营方式转变为全面办理个人金融业务的综合部门。当年实施

大所战略，全行5 000万元以上的大所有15个，其中亿元所3个，这15个所的存款余额

占全行的29．4％，成为“创品牌、树形象、抓存款、抢市场”的最前线。1999年，推出教育储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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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蓄和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当年在做好柜台吸储同时，注重巩固发展存款大户，广泛收集存

款信息。海拉尔河东支行在国债营业所设储蓄点，全年收储1 000万元。鄂伦春旗支行

开展“走千家百户活动”，建立储蓄户信息档案，2000年外出揽储蓄2 500万元。此外，不

少支行开展二线包一线、行长包储蓄所，极大的调动了储蓄所员工的工作积极性。2000

年储蓄所科技含量提高，14个支行、79个储蓄所与分行大机联网，当年全行更新主机41

台，终端50套。大力开展优质规范服务活动，让优质规范服务贯彻储蓄所工作每个环节，

开展服务立行、服务兴行活动，实行挂牌、站立、微笑服务，推广电话预约、上门服务和文明

用语活动，开展流动收储，做储户的贴心人。与此同时，全行紧紧抓住对公存款，树立存款

第一的思想，实行领导负责制，发挥整体功能，领导亲自抓，统一指挥，部门分工，抓大促

重，龙头突破。充分发挥存款信息员的作用，经常分析存款变化形势，深入企业开展调查

研究，掌握存款信息。完善对公存款承包办法和奖惩机制，提高对大企业、大集团的服务

标准，实行差别服务，坚持上门收款服务，极大的方便了企业。

在贷款上，全行发挥城市银行的优势，坚持区别对待、择优扶持的信贷原则，通过不同

的贷款种类，支持企业生产的发展和商品流通的扩大，支持农副产品收购和集体和私营经

济发展，以及支持教育、文化、卫生等行业的资金需要。支持国有大中企业发展和重点项

目建设。1988年呼伦贝尔市进行经济试验区建设后，工行重点支持列入试验区规划内的

交通、能源、原材料、化工、森工、煤炭等资源优势项目建设，当年支持55个项目建设，如海

拉尔木兰街立交桥、东山机场跑道、海拉尔制酒厂的技术改造、邮电部门万门程控电话工

程等。当年发放网点设施贷款326万元，用于海拉尔民族饭店、海拉尔百大楼6个项目建

设，美化了环境，增加了效益，当年新增利润581万元，新增税金243万元。支持个体经济

发展，发放贷款508万元。1993年，分行推行抵押担保贷款，当年全行共办理抵押担保贷

款134 000万元。年内，呼伦贝尔分行执行总行下发的《关于按照信用等级掌握发放流动

资金贷款的通知》精神，区别掌握不同企业的贷款，全年新增贷款20 297万元，其中85％

以上投入效益好的企业。如支持邮电系统移动电话工程项目贷款5 000万元；支持森工、

煤炭企业增贷4 070万元；支持电力、石油贷款1 900万元。1999年新增项目贷款1 339

万元，其中支持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建设800万元。2000年新增项目贷款9，340万元。

其中投向海拉尔热电厂、牙克石热电厂6 150万元，累计新增供热面积167万平方米，发

电量7 000万度；投向根河市世纪广场、文体中心1 490万元；2001年支持海拉尔桥、贝尔

桥建设，贷款5 300万元，改善了海拉尔的交通环境。1992年，为支持住房制度改革，市行

开办房地产信贷业务。1993年，为适应对外开放和促进经济发展，减少社会现金流通量，

方便广大客户购物、消费，推动工行结算制度改革，呼伦贝尔分行成立牡丹信用卡业务部。

1996年办理国际业务，包括外币存款、外币贷款、外币储蓄、贸易及非贸易结算、结售汇业

务。2001年办理票据业务，经营手段和服务品种更加多样化。

工行发展过程中，特别是1990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新旧体制

碰撞，各种矛盾也应运而生，导致工行出现经营困难。其一，外部经营环境恶化。由于呼

伦贝尔地区经济持续低速、低效运行，能够正常经营的且有效益的大企业减少，而破产、倒

闭企业大量增加，一些企业难以支付职工的工资，使储源下降。其二，呼伦贝尔地处偏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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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不便，市场相对封闭，产业结构转换能力低，商品运输成本高，生产耗能高，投资成本

高，直接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其三，企业技术装备水平低。据有关资料表明，呼伦贝尔工

业企业建国前及五六十年代的设备占17％，70年代的占35％，且生产出的产品多为原材

料的初级加工产品，高技术含量、高附值的产品少，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落后地

位。从自身条件看，工行地处偏远，网点分散，点多、线长，全辖16个支行分布在25万平

方公里土地上，管理难度大，加上内部资金占用过大。所有这些，给工行发展和经营造成

了很大影响。而破产使工行贷款蒙受巨大损失，工行效益开始下滑。这期间，工行狠抓存

款，存款占比始终名列各专业银行之首。各级领导班子恪尽职守，惮精竭虑，变压力为动

力，带领全行职工尽可能把工作做好，较好的完成了上级行下达的各项任务。

1992年以后，银行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工行从传统业务到各项新业务的开拓，

从国家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体制的转变，从传统业务管理向限额控制下的资产负债

比例管理和风险权重管理转移，从各项业务管理到机构改革，开始了一次次的体制创新。

1995年，市行加快信贷改革，工商技改信贷合并，提出信贷工作的三个转移和三个结合及

五个一批。三个转移是：向有效益、有市场、有信誉、规模大的行业转移，向林矿区及整体

经济形势好转的的地区转移，向新的增长点转移；三个结合是：贷款投向与搞活存量相结

合，贷款投向与专业银行间竞争相结合，贷款投向与增加存款相结合；五个一批是：一是集

中一批，二是努力盘活一批，三是优化组合兼并一批，四是多方协调搞活一批，五是淘汰清

理一批。实行新办法，信贷工作有了明显转机。当年，为了进一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

要和国家专业银行步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化的需要，将全行统计信息工作从单一、分散的管

理模式转变为集中管理模式。根据总行《关于统计工作移并调研信息部门统一管理的通

知》精神，将计划部门的资产负债项目统计和现金项目统计及工业、商业、技改信贷部门基

本数据移并调统科。

1999年，为了加强信贷资产风险管理，市行于3月成立资产风险管理科。当年上级

行批准呼伦贝尔分行剥离呆帐，使全行甩掉了大部分压在肩上的沉重包袱，经营呈现了新

转机。为建立和完善工行信贷风险防范机制，提高科学决策水平，组建审贷委员会。年

内，将原信贷科中的固定资产性质的贷款分出，成立项目信贷科。同时，对内蒙古森工集

团等5户大型企业进行统一授信，通过对其信用等级及财务状况的综合评估，确定最高授

信额度，以此对大客户的信用风险进行控制。2000年3月，市行成立其他资产科，专门对

收回的实物形态的信贷资产进行管理，从而使信贷资产的管理更加科学化。这一年，全行

全面推行信贷分段管理，明确新老贷款责任，严格管理新贷款，有效清理转化不良贷款，建

’立严格的贷款管理制度和经营管理体制机制，提高信贷资金使用效益。

与此同时，全行加强内部管理，深化财务体制改革。1985年至1993年，全系统共实

现利润32 649万元，1994至2003年10年间帐面亏损84 006万元，2002年全行一举甩掉

连续8年的亏损帽子，全年实现封闭考核利润1 641万元，2003年又实现封闭考核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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