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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方志在我国源远流长。春秋、战国之交，各诸侯国产生的“一国之史”是

最早的方志。广西自明代中叶以来，就有地方行政长官主持修志的惯例。方

志的盛衰与国力的强弱关系很大；方志蓬勃发展之时，必是国家繁荣强盛之

日。当今全国普修方志，正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的具体表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南宁市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经济建设进入

了一个历史最好的时期。1985年至1992年问，南宁市社会总产值、国内生产

总值、国民收入等各项主要指标及人均指标都以两位数的高速度持续增长，不
少指标实现翻番。1992年6月，国务院决定南宁市进一步对外开放，实行沿
海开放城市政策，给南宁市提供了更为开放和发展的良好机遇。随着世界经

济增长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中国对外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开展，大西南开

发战略的形成，使南宁市具有一种特殊的地缘战略地位。今后南宁市将会连

同钦州地区一起纳入东南亚经济圈，从而将成为大西南的交通枢纽，成为连

接第二条欧亚大陆桥的中转站，成为面向东南亚的地区性国际大都市。国民

经济建设的发展前景，给社会主义金融事业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和新鲜活力。

南宁市工商银行正是在这昌荣盛世下成立和发展起来的。为了总结南宁市工

商银行成立以来的历史发展，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提供城市金融发展方

面的科学依据和历史借鉴，很有必要编写《南宁工商银行志》。 ，

南宁市工商银行成立时，按照分工，衔接承办原人民银行南宁市支行的

全部经营性重头业务，诸如储蓄、工商信贷、对公会计出纳以及与之相关的

其他业务等等。这些业务的发展历史都要追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伊始。在

任务上，工商银行依照国家法令、政策和宏观金融决策，筹集社会闲散资金，

用好管好信贷资金，支持工商业和地方经济发展，推动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

发挥金融事业在经济建设中的资金调节和再分配的作用。

《南宁工商银行志》围绕自身专业设立篇目，着重记述本专业应该记述和

其他专业行不便记述的内容。本着管什么，做什么，修什么的原则，采取领

导、编写专业人员、现职工作者三结合的方法进行编修，按篇目分工写出试
写稿，然后综合编纂成志。

纵观南宁市经济建设的发展趋势，南宁市工商银行今后的任务更为繁重

．和艰巨，改革开放的路子会越走越宽。通过编写《南宁工商银行志》，总结经

验，吸取教训，不断探索金融体制改革的新路子，开拓新的领域，以新的姿

态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杨学全
199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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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说明

工商银行南宁市分行(1992年12月31日以前称市支行)于1987年参加

南宁金融各行、司联兮成立的南宁市金融志编纂委曩会，进行《南宁市金融

患》的舍缡工锋。

南宁市金融忠编委会先詹不定期地出版了《南宁市金融志资料》(内刊)

典十一期，剃载中、长篇专题资料王57篇，57万字。工商银行南宁市分行跌

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抖(130多万字)中为南守市金融态编委会提供20多万字

的专业资料，在备期资料内剁土发表了中、长编专题戈璃24篇，其中形成试

写体裁的长篇17篇。

在参与编写《南宁市垒融志》的鲻时，工商银行南宁事分行予王991年下

丰年着手组织撰写本行专照患，帮《南宁工商银行志》。本着略古详令原剃，

在原有资料基础土，掌握自身专业特点，较详细、全萄、系臻地阐述l商银

行南宁市分行成立娃拳的业务发展和金融体制改萃等历史状况，弼新方惠和

览体相结合的形式如实反映出来。结构为章节体裁，共十一章蔗十三节，分

门剐类，横排纵霉，顺序叙述。

根据南宁市地方志缡纂办公室量99圭年2冀最后确定的缡患时藩要繁，

《南宁工商银行志》的重点章节，如第一章杆机构"，第二章“存款”，第盖章

“贷款”及笨卡章“代理监务转姥下隈靖闻菇羔990年王2莠，其他部分基本土

只到1988年12冀；人、工蹲行分设摩，原人民银行惫宁事支行的大部分业

务，如储蓄、各项存贷款、会计、出纳及代理业务等均由工商银行南宁市分

行衔接承办，霹北撰写这些部分鸱上瓢酵闻也裁廷锋至量霉SO年盖胃，其他部

分基本上从市分行成立时的1985年1月开始。另外，第卡一章“科技开发"

中耀述的科技工作，发展很快，成为帑分行业务发展必不可少妁关键性的重

要工作，毽此将其下疆时簿与“失事年表挣瘸步莲至王99s年。l姻王年莲羹l

鹤，市分行增设牡丹信用业务部。这是颇具规模的新*部门，成立两年来业

务发展也很快，为此，特将其发展状况筒介于章节之惑。 ’。 t‘

。邕宁、武鸣鼹县支行因参与县志编修，‘其金融史料除一些监务数据需要
一起统计和个别相关的业务活动之外，其他方褥不蒜纳入《尚宁工商银行

患》范围以内。

工商银行悫守带分舒盼雷时蹦、臭磺秋、髑琪玫、覃峻峰先后担任过南

宁市金融患缡委会的领导工作并分管《南宁工商银行态》编写缎；张从一、孔

1



德钧、张志清及黄翠群参加过修志的采写I作。

在采集资料和编撰工作中，得到南宁市地方志编委会和南宁市金融志缡

委会的关，心指导，市档案馆、区人民银行及工商银行档案蜜的大力支持以及

市分行有关部门的积极配舍。均此深表谢意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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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南宁市予圭949年熏2曩4霉解放。圭950年圭月王霹中国人民银行广西省

分行由桂迁邕，同年1月21日广西省分行营业部正式对外赞业。南宁市是省

分行所在地，不另设支行，一切金融业务由分行营业部办理，直至1956年3

雳l搿，为了适应形势发展麓需要，加强对各项工作的领导，将省分行营业

部改为中国人民银行南宁市支行。1970年“月21日，经南宁市革委会批示，

将市财税局、建设银行和人民银行合并成财政局，·实行“五统一"和‘‘一元

化虮领导，至羔972年12晨29 g市财政局(包括税务局、建设银行)圊中圈

人民银行南宁市支行分家，重新恢复原有机构。1985年1月1日，根据国务

院《关于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中国人民银行南宁市支行

分设为中国人民银行南宁分行帮中国王商银行南宁市支行。经广鼯区人民银

行批复同意，中国工商银行南宁市支行于1992年12月31日更名为中国工商

银行南宁市分行。

王950年至王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由于南宁市是一个解放较晚的

城市，工业没有基础，商业也很落后，解放初期，·物价波动，人心对货币持

观望态度，因此金银成为货币形式在市场上流通，黄金、银元、港币、西贡’

钞占绝对统治地位，给银行发行人民币造成了不少困难，为扫除这个障碍，提

高人民币的信誉，1950年2月市人代会通过明令禁止金银外币在市场上流

通，并采取措施，对～些扰乱金融的金银贩子进行严厉的打击。同时，推销

公债开展汇兑，办理折实存款，支持贸易公司收购，开展货币市场，从而使

人民币占领流通领域，随之贯彻执行统一财经政策，实行现金管理，将各机 ，

关企蛾的现金全部集中到国家银行，使现金收支达到了平衡，物价得到稳定。

在这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工商业贷款，对公营放款2l。8亿元(1日版，l万

元等予新版1元。下同)。私营放款93．1亿元，农业放款1亿元，促进了城

乡内外物资交流，满足了国营企业与合作社扩大生产商品流转的资金需要，从

i}li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不断增长，安定民生，巩固工农联盟。1951年随着

经济的繁荣，治安的稳定，进一步加强了现金管理，建立金库，实施货管，组

织划拨清算，开展私营存汇泣务，年来存款总额为2 126亿元，其中公营存款．

余额l 985．5亿元，私营存款余额4l亿元，储蓄存款余额99．5亿元。年来放

敦总额1 039亿元，其中公营放款791．9亿元，私营放款245亿元，农业放款

2．2亿元。1952年上半年搞“三反五反’’运动，对如旃开展渡务考虑很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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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外勤工作停止，私商经营消极，市场陷于半箨顿状态，银行业务也停止不

靛。“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为迅速恢复市场，繁荣经济，遵照广西省分行

指示，积极发放应急贷款，第一次30亿元，第二次20亿元，共50亿元。年

来贷款余额2 332亿元，比上年增加王22．王3％，其中公营放款2 133．S亿元，

私营放款196．4亿元，农贷2．1亿元。年末存款余额2 798．4亿元，比上年增

加31．64％，其中公营存款2 549．6亿元，私营存款42亿元，储蓄存款207亿

元。 ．

1953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第一年，为满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资金需要，对国营企业实行计划管理，推行经济核算制，改进贷款管理制度，

信贷逐级下推。对国营商泣，先后进行核资，取消了金库露笼剃，实行经济

核算制，改变过去“上贷下管"的做法。推行八种结算，协助企业加速资金

周转，同时执行现金出纳计划考核办法，巩固现管，加强资金积累。配合国

营擒强对私人资本主义的领导，带动私资活跃城乡交流，促进工农韭生产发

展，扶助手工业生产，从联产联营走上互助合作道路。由于以充分资金支持

困营贸易、合作社对农产品的收购与工业晶的掌握，因而保证市场金融物价

豹稳定，发挥逮渡时期国家银行应有的作焉。年来存款余额3 882．4亿元，毙

上年增加1 083．6亿元，其中公营存款余额3 543亿元，私营存款余额49．3亿

’元，储蓄存款余额290亿元，年来放款余额7 251．8亿元，比上年增加4 919．8

亿元，其中公营放款余额6 986。5亿元，私蒋放款余额258。5亿嚣，农韭敖款

余额6．8亿元。1954年加强对单位资金的监督和服务工作，推行分旬(月)算

账方法，及时掌握单位资金动态，商流计划完成程度及存在问题。下半年根

据国营、合作社城乡分工及国营商业撬构下推情提逐步按系统推展了同城异

地间的各种结算办法，尤其着重推展了提高单位资金运用计划性的托收承付

结算方式，加强了单位资金管理和银行信贷资金的掌握作用。八月截止，通

过托收承付结算清算的贷款达王5434笔，金额23 797亿元，比1953年(3尽

开始办理)11031笔，金额8 817亿元有显著增长。支持手工业完成生产计划

及合作化运动的发展，今年对手工业贷款8．3亿元，对公私合营贷款7．6亿

元，资本主义工商业贷款8．3亿元。通过资金调剂与监督，对手工业和资本

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起到积极作用。年末存款余额4 387亿元，比

上年增加504．6亿元。其中财政健存款3 l，16亿元，占7圭．7l％；国营企业合

作社存款872亿元，占19。88％；储蓄存款314亿元，占7．16％；合营企业

存款7亿元，占0．16％；私营企业存款，18亿元，占109％。年末放款余额

圭7 018亿露，毙上年增加9 766．2亿元，其中对公放款16 797亿元，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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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7％；资本主义工商业敖款王亿元，占O。O王％弱(比去年底3．6亿元显著

减少)，说明社会主义经济日益壮大，资本主义经济逐步受到限制的必然趋势。

1955年3月1日起，将发行业务由现行的银行现金调拨办法，改为现金调剂

办法。囊去年?月份推行银行现金调拨办法嚣，对有计划的调剂货币流通，保

证国民经济发展的现金需要，加以新的联行往来制度自3月1日起推行，夏

给推行现金调剂办法创造了有利条件。推行发行现金调剂办法，其内容的变

动主要有：(1)行库会计合一，改变了过去行库鼹套账，造成人力物力浪费

的现象。(2)发行基金由现金出纳计划部门掌握，发行基金调拨计划由现金

出纳计划部f-】编制，改变了过去行库分开编的办法，统一了调拨。今年在国

营商业实行了新贷款办法，在挂露北区森林_I业局实行了工业部门的林业贷

款办法，推行了新结算制度，如新支票，新汇兑和异地托收承付结算，举办

了结算贷款，秀嚣强了信贷监督，协助企韭进行商业信用清理。1956年‘‘三大

改造"取得了全新胜利，国民经济更以飞跃的速度向前发展，商品流通扩大，

市场呈现淡攀不淡，旺季更旺的一片繁荣景象。国营商业实行对工业和手工

监的产品全部包下来的办法，这种办法，对促进改善经营，提高质量，增加

花色品种等方面产生消极作用，造成某些商最积压和个别品种脱销的现象，

产、供、销关系不平衡。今年11月间在国家统一的社会市场领导下的自由市

场开放后，对于刺激生产，扩大商品流转，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方面，都发生

了极为有利的作用。在信贷资金供应上，按照不周系统，分别掌握，首先对

粮油等国家掌握物资所需资金，不受指标限制，充分予以供应；其次对国营

裔监及合作社除大力支持其计划内进货(生产)资金需要外，并从实际出发，

保证其因满足市场迫切需要丽增加的超计划进货资金；对公私合慧商业及手

工业贯彻从宽从简精神，结合实际充分满足其扩大生产或购销的资金需要。年

来放款余额8 S58万元(新版，王元等于疆版l万元。下露)，其中国营商业

放款3 025万元，比去年增加27．68％；合作放款220万元，比去年增加

117．39％；对外贸易放款4 852万元，比去年增加8．82倍；中央工业放款144

万元，比去年增加王8。96％；地方工业敦款王王5万元，院去年增加75．79％；

合营工业放款4l万元，比全行业合营前增加4l倍；手工业放款47万元，比

合作化前增加233．89％；合营商业放款120万元，比去年增加30倍。年末存

款余额4 807万元，毙土年增加王重．77％。王957年是我嚣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

一年，中央提出“继续发展，适当调整”的方针。对小商小贩的贷款仍继续

贯彻“三包’’政策，采取描商提行贷”的作法；对工业生产企业，主要对增

加生产所需要原材料储备的资金需要，支持企监增产；对合营工监和手工业

5



的放款，则根据其原料有来源，产品有销路的原则给予贷款，避免新的积压。

年来存款余额5 S77。8万元，毙上年增长王32．6％。敖款余额?638．5万元，毙

上年减少16．23％，但商业部门的贷款是增加，年末比年初增加19．67％，支

持了企业扩大商晶流转和增加储备资金需要。从今年四季度初，选择了地方

国营砖瓦厂、人民印割厂试点撬行冒营工业薪放款办法。

1958年，党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

义”的总路后，出现了以钢铁生产为中心的工农业生产全面大跃进，对钢铁

生产所需信贷资金积极主动地供应，除铁工厂、农械厂、联社钢铁厂等太厂

给贷款指标外，对生产耐火材料所需的耐火材料及焦煤等地方国营或民办工

厂均给予贷款支持。为贯彻桂林信贷现场会议，及时有效地支持地方工业的

发展和商业大赡大销，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对那些妨碍生产的规章制度进

行了大胆的改革，适应大跃进的需要。市医药站、人民制药厂、经建制药厂、

国药总店、回民社等推行了“工商信贷一条龙和城乡信贷一条龙”的做法。取

满了会计出纳复核制度，实行会计出纳混合小组制，砍掉了表外科目核算，革

新结算和同城票据清算办法，托收承付结算的金额起点在区内取消，区内外

100元降为50元，碗城三种结算30元的起点额一律取消。企监每天收到的阂

城票据过去三时半以后送开户行的次a才收妥抵用，使企业每天有部分资金

不能期天运用，经过改革，打破先付后收的常规，实行由贷方专柜用借报代

付，即时收入存款单位帐，当时使用，避免积压单位的资金。年末存款余额

20 507万元，比上年增加王4 929万元。其中企业存款余额2 110万元，比上

年增加898万元，财政性存款余额17 390万元，比上年增加13 567万元，年

来放款余额6 814．8万元，纥上年减少823．?万元。工鲎增加，贸易减少，农

业增减不大。其中工业放款余额564。?万元，比上年增加225，7万元，地方

正业放款余额289万元，合营工业放款余额142．9万元，比上年增加73．7万

元，增长106．6％，手工监放款余额王55万元，毙上年增加堇07．?万元，增长

227。5％。1959年中央将财政信贷体制作了重大的改变，管理权下放地方，采

取差额包干的办法，平衡使用，财政收入增加，就可以多搞基本建设，信贷

资金充实，就可以夏多地满足企业生产与商品流转中的资金需要。过去国家

对流动资金是采取由财政和银行分管的办法，为适应工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

需要，国务院公布了改革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国营企业(包括已实行定股

定息的公私合营企韭)的露有浚动资金，全部转给人民银行，作为人民银行

的贷款，今后所需要的流动资金一律由银行统一供应，统一管理。今年是实

行全额信贷的第一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清转流动资金开始，贯彻使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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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金的三顼原则，处理遗留问题，实行薪敖款办法，协助企监核实资金

定额，挖掘物资和资金潜力，满足企业对流动资金的实际需要。柳州会议以

后，积极促进工业企业贯彻够二参一改三结合"的工业管理宪法，实行资金

定额下放分管和建立铡度，加强财务成本管理，商监零售部门核定库存资金

定额。年来存款余额3l 316万元，比上年增加20 570万元，比1958年增长

191．4％。年末放款余额14 736万元，比上年增加6 756万元，比1958年增

长84 73％。圭960年高举总路线、大跃透、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积极贯彻“以

农业为基础，以糗为纲，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大力支持工业生产

发展，开展送资金、送情况、送经验的“三送’’运动，帮助企业大搞“四化，’’

大搞原材料生产，大擒综合利用，大攻高、大、精、尖新产品。支持商韭供

销系统大购大销，促使工商贷款大幅度上升。由于盲目投放，贷款失控，贷

款资金被占用积压。年末地方工业放款余额为4 572万元，比上年增加1 696

万元，商业教款余额为主O 344万元，院上年增加2 30圭万蟊。王96王年贯彻中

央关予控制投放，组织回笼，加强信贷资金计划管理，清理不合理的占用等

规定，认真把口堵漏。从7月‘1日起，对国营工业企业流动资金实行的供应

办法(定额内8◇％由财政拨款，主管部蠢佟企业宦有流动资金，20％由银聋亍

贷款)，取消原来由银行全额贷款的办法。年末存款余额30 92l万元，比上年

减少9 529万元。年来放款余额17 460万元，比上年减少l 230万元。总的是

存大予放13莲6王万元。工业放款年末余额硅312．2万露，比上年减少2 226万

元，其中地方工业下降1 712．8万元，中央工业下降1．6万元，地方物资局下

降256．4万元，中央物资局下降158．2万元，手工业下降97万元。1958年一

兰96王年这四年闻，工商信贷工作经历三个阶段。圭958年至王959年6月这个

阶段主要是破除迷信，跳出单纯业务圈子，参与生产与购销；1959．年6月以

后，到1960年8月，这个阶段主要是根据上海财金会议，开展大搞群众理财

运动，把银行内部竞赛与外部群众理财运动相结合；王960年8月到1961年这

个阶段主要是贯彻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把好银行口子。

1962年初，中央提出了“当年平衡，略有圈笼’’的要求，3 J碍又作出了．

“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后。又面临

～项“卡紧信贷，暴露矛盾，控制投放，促进调整’’的急要任务。根据农、轻、

重安排的原赠，对确保的企监采取积极的态度。羽11月底止，轻工业贷款比

重由1961年的42．2％，上舞到45．8％；重工业贷款比重则由24。7％，下降

为20．7％。全市货币流通量由1961年底的797万元，压缩到1962年底的420

万元，降瞩为47．33％。由于市场票子减少和工农生产发展及市场供应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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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物价逐步下降。圭963年由予协助企蹙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亏损

减少，盈利增加，资金周转加快。工业贷款周转率由1962年的1．07次，加

快到1963年的1．37次，纥1962年加速了28．04％。年来工业贷款余额为

4 160．6万元，比上年增加l 226．6万元，增长莲1．8％。全年共发放工业超定

额贷款541笔，金额达4 778万元，比上年发放笔数增加88．5％，发放金额

增加88。4莲乡≤。商照贷款全年除按计划供应正常需要翁资金外，还发放临时贷

款4 244万元，促进商业企业超额完成总购进计划。全年购进总值比1962年

增长18％，社会商品零售额比1962年增长O．9％。费用降低，不合理占用减

少，加上全年核拨国营商业“三清”损失669万元和增拨自有资金324万元，

冲减贷款的因素，因而国营商业贷款比1962年减少907．6万元，供销合作贷

款减少260万元，两商品库存爨|j比王962年增加958万元。王964年通过清仓排

队，组织交流，成龙配套，返工复制等办法，推销处理了各种新老积压商品

(物资)918万元，其中物资局系统825万元，解放了大批资金，保证了正常

生产的资金需要。全年各项存款毙上年增加2 738万霓，放款减少圭423万元，

以商业贷款减少741万元最大，其次工业贷款减少413．2万元，供销合作与

外贸贷款亦分另《减少313．3万元和206．3万元。全年对中央、送、市鞣手工

业企业发放了贷款3 570万元，其中地方工业贷款1 772万元，比上年增长

27．6％。商业贷款由于商品购销扩大，商品下摆增加，商业贷款大幅度下降，

不少商品销售毙上年有了大量的增长，商品库存总值比上年略为减少，年末

为6 133万元，比上年减少O．2％。1965年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在工业、

交通部fl建立12个托拉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积计划单

位，是我国工业管理上的一个重大改革，对于加强集中领导，合理地组织生

产，管好用好物资和资金都是有利的。在12个托拉斯中与银行有业务联系的

有：汽车工业、烟革公司、盐监、医药工业、橡胶工韭等公司，这些公司都

是全国性的，它们的核算体制，有的是总公司集中核算，有的是两级核算或

三级核算。年来存款余额43 870。6万元，比上年增长44。07％。各项贷款余

额13 562万元，比上年增加23．27％。工业贷款比上年增加硅28．4万元，其

中中央工业增加613．1万元，物资局增加344万元，地方工业减少516。4万

元，手工业减少王2．8万元。商业贷款也大幅度增长，国家掌握的物资增加。

年末商业贷款余额7 668．8万元，比上年增加2 054万元。其中地方商业增加

593万元，供销合作增加558万元，粮食增加903万元，各站、司全年购进总

值达25．907万元，超额29．37％究成年度计划，眈上年增长23．95％。

1966年开展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各项规章制度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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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开办无息存款，储蓄所取消综合账卡，会计取消在异地结算凭诞第二联

上盖公章和私章，还提出“信贷是管、卡、压，应该取消’’的错误做法。1967

年出现了群众与群众，学生与学生的大规模武斗，致使许多商店和工厂无法

开门营业和进行生产，全市国民经济处于半瘫痪的状态。为了蘸家金库的安

全，把解放路，灭资路(即民生路)中山路等办事处的账款搬移到共和路办

事处照常营监1，保证全市货币的流通。根据当时中央《紧急通知》精神。对

备单位在银行1967年年底应当冻结的存款，实行冻结，不再动瘸。王968年所

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实行所谓的“革命大联合”和

“革命三结合箨。僵是，镶行还是坚持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1971年我国开始了第四个五年计划建设，国民经济进入了大发展的薮时

期。1972年由于企业管理水平跟不上生产发展，产值资金占用水平较高，流

动资金周转慢。原因是：(1)积匝物资处理缓慢，超额储备过大。盲圈采购，

宁多勿少，产晶未试制就大批备料。(2)产大予销，商品销售收入减少，成

品资金增加。因此，工业生产企业贷款增加较大。年末贷款余额为3 431万元，

范上年增加5圭8万元，加上工业企业增拨流动资金收回工妲贷款l lOl万元

的部分，实际工业贷款比上年增加1 619万元。1973年根据国家计委、财政

部“关于切实加强流动资金管理的通知”精神，坚决克服过去由于受反革命

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贷款不管用途，要钱就给的“大撒手”的倾向，积极

协助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加强经济核算，合理使用资金。一年来对生产发放

贷款589笔，金额4 921万元，有力地支持工业生产的资金需要。197，1年工

商信贷的特点是：热强了调查研究，积极参与生产，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调查

的就有30次以上。如“春耕生产资料的调查’’，“小农具生产供应的调查”，

“插秧机的推广使用问题的调查”，“四季豆豆篱供应问题的调查"等等。1975

年深入开展王韭学大庆，农监学大寨群众运动，生产发展，市场繁荣，物价

稳定，在71个国营工厂经济活动情况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是：今年资金占用

过多原因(1)超储积压物资多，(2)产品不及时出厂，(3)在产品，半成品

资金占用增多。年来存款余额89薹99万元，魄上年增绷王5 272万元，年来货

款余额34 770万元，比上年增加3 280万元。工业贷款余额17 369万元，比

上年增加2 178万元。．其中地方工业生产企业增加220万元，是1971年以来

，增加最少的一年。工业供销物资部门贷款王O 53l万元，毙上年增加’l 699万

元，是“四、五"计划期间最多的一年。物资供销部门贷款增加，是由于物

资储备增多，生产企业贷款减少，主要是在生产体系逐步完善及加强产销平

衡后，产晶销售加快，节约了资金。集体王业增加289万元。，商业贷款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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