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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市金融志(1989—2000)))

编纂委员会

《茂名市金融志(1989～2000)))编纂委员会成立后作了一次调整。调整

前后人员组成如下：

一、调整前人员组成

主任：刘为霖

副主任：梁山柯泽畴

委员：李秦黄恩生张树浩何光武黄耀辉李 蒸

谢鼎强 李秉棠黄和平 陈 明 裴春晓 陈苏文

吕国升全劲兴 苏 华

办公室主任：全劲兴(兼)

办公室副主任：苏华(兼)

二、调整后人员组成

主任：刘为霖

副主任：梁山

委员：卢卓雄黄恩生张树浩陈增华黄耀辉李 蒸

邓郁武柯泽畴 陈桂 陈汉雄唐庆善陈 明

关宏 陈苏文谢峰全劲兴严 青李聪

周铨

办公室主任：全劲兴(兼)

办公室副主任：周铨(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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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市金融志(1989。2000)》编写组

组长：全劲兴

副组长：周铨

成员：(包括现职或聘请)

中国人民银行茂名市中心支行：全劲兴周 铨

中国工商银行茂名市分行：李定镕

中国农业银行茂名市分行：柯瑞明 徐洪江

中国银行茂名分行：吴乐娃

中国建设银行茂名市分行：梁庚水

广东发展银行茂名办事处：黄伟健

茂名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柯松茂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茂名分公司：许铭芳

《茂名市金融志(1989。2000)》

主要采编人员

全劲兴严 青 苏 华 童康钧 周 铨莫积河李定镕杨伟明

易志恒 关伟 覃 赘 冯必风 梁锦杰柯瑞明 苏培泽 陈 铭

张冠基吴乐娃林雄伟 全洪 梁庚水黄伟健张云建柯松茂

许铭芳 罗立森廖朝法 张永德 曾胜霖 陈亚珠傅肖欢 陈腾云

苏治铭黎垣 闫志红莫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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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茂名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镇宏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金是经济运行的血液。没有金融就没有市场

经济，没有金融的发展就没有经济的进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我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运行市场化、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在

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

茂名市金融业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新中国成立后，特别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茂名市金融业经过各个时期的演变和发展，由

小到大，形成了以货币市场、保险市场、证券市场为主体的金融市场体系；

形成了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和金融监管体制，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全

市各金融机构依靠科技进步，广泛使用电子计算机、自动柜员机、信用卡办

理金融业务，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和经济运行能力。金融业务品种由计划到市

场化，由单一到多元化，业务蒸蒸日上，存贷款业务翻番增长。此外，还成

立了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股份制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拓展了证

券业务、理财业务、保管箱业务以及居民住房按揭贷款、汽车按揭贷款、助

学贷款等贷款种类，多方面、多形式为企事业单位和城乡居民提供优质的金

融服务和创造良好的理财环境，有力地促进全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盛世修志。回顾历史，翔实记述金融业发展的过程很有必要。《茂名市金

融志(1989～2000)))，是继茂名市第一部金融志后又一部全市性金融专业志

书。该书系统、全面地记述了20世纪最后12年茂名市的金融发展概况。该书

由中国人民银行茂名市中心支行牵头组织，成立金融志编委会，在全市各商

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农村信用社、邮政储汇局等单

位的通力合作下，经编纂人员广泛征集资料，精心编写，并三易其稿而成，

是金融志编委会和编写组成员集体智慧的结晶。

《茂名市金融志(1989。2000)))的出版，既是茂名市金融系统的一件盛

事，也是茂名市两个文明建设的成果之一。它将为茂名市人民了解昨天，认

识今天，展望明天提供金融资治、存史、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宝贵资料和借鉴

依据，为金融界人士特别是金融界各级领导提供决策经验，对服务当代，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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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本志的出版发行，

俱进，开拓创新，在深化改

2003年11月



凡 例

一、本志为1993年7月出版的《茂名市金融志》的续志，定名为《茂名

市金融志(1989～2000)}，记述茂名市金融业发展情况。

二、时间断限：上限原则上为《茂名市金融志》下限的次年，即1989年，

下限为2000年。但为与前志相互衔接和记述原委，或因前志未记，前后略有

浮动。

三、叙事区域范围：以现茂名市行政区域为限。即包括茂名市城区、茂

南区、水东经济开发试验区、信宜县(市)、高州县(市)、化州县(市)和

电白县。叙事采取详市略县的原则，以市区、全市事物发展为主线，兼及四

县(市)。

四、体裁结构：本志采取横排竖写，由“概述”、“大事记”、“分志”和

“附录”构成。“概述”综合了茂名市金融业发展概况，统摄全书；“大事记”

记述了金融业的大事、要事、新事；“分志”设篇、章、节、目四个层次，按

银行、保险、证券、综合排列分篇，综述金融事业发展情况，全志共分4篇

27章83节及若干细目；“附录”辑录了某些单项性重要资料。

五、本志用语体文记述。全志除引原文外，均以第三人称记述。

六、本志所用数据，除固定词组及习惯用语外，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

所用的货币信贷数据，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信贷数据为准。其他数据以有关

单位公布或提供的数据为准。

七、称谓记法。

本志记述的历史朝代、机构、官职、地名、人名，均依当时称谓。

纪年除注明外，均指公元纪年。

“党”，均指中国共产党。

“省”，非注明均指广东省。

“茂名市”指茂名市城区、茂南区、水东经济开发试验区、信宜县(市)、

高州县(市)、化州县(市)和电白县。“茂名市”也可称“全市”。

“茂名市市区”指茂名市城区、茂南区、水东经济开发试验区。简称“市

区”。

“茂名市城区”指茂名市市区除茂南区8个镇和水东经济开发试验区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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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东毗阳江市，西邻湛江市，南临南海，北连肇庆市和

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地面积11 458平方公里，沿海迂回海岸线220公里。2000年人

口644．8万人。茂名市辖茂南区、水东经济开发试验区、电白县，代管高州、信宜、

化州三市。市人民政府设在茂南区。茂名，是全国闻名的南方油城，拥有华南最大的

现代化石油炼制工业；茂名，是全国著名的农业大市，四季花果飘香，香蕉、荔枝、

龙眼驰名中外；茂名，还是美丽的海滨城市，有绵长的海岸线和多个优良港口。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高

度重视金融工作，高瞻远瞩，果断决策，明确了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及时、正

确地制定和实施了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方针和政策，使我国金融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跨

越，基本建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金融体制。12年来，茂名市金

融业克服种种困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金融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改革开放

和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金融组织体系逐步健全，有力支持了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目前，茂名市已初

步形成由人民银行、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机构、保险公司

和证券公司组成的数量众多、功能齐全的金融组织体系。1989年末，茂名市金融机构

各项存款余额34．91亿元，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1．2l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40．58亿元。到2000年底，全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达327．98亿元，其中城乡居

民储蓄存款余额247．45亿元；各项贷款余额208．78亿元。新增贷款除大力支持茂名

石化公司等国家大中型企业和重点项目建设外，还分散投放于中小企业、农业、非生

产性服务行业、基础设施、消费信贷等多个领域。

金融市场体系日趋完善，社会资金配置和使用效率稳步提高。20世纪90年代，

货币市场、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得到兴起和发展。1993年7月，广东证券公司茂名营

业处正式开业，到当年底拥有股民6 000多户，累计成交金额4亿多元。2000年，广

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茂名管理总部的开户数达6．2万户，全年累计总成交金额达189

亿元，为1993年的63倍。另外，全市有上市公司3家。保险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不断

扩大，1989年全市保险公司只有1家，保费收入6 964万元，2000年，全市保险公司

已发展到5家，保费收入达3．41亿元，其中，产险保费收入1．61亿元，寿险保费收

入1．80亿元。1989年到2000年的12年间，全市保费收入总计24．13亿元，办理各

种保险赔案共计23．45万宗，赔付总金额9．38亿元。

金融宏观调控水平明显提高。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逐步建立了一套宏观调控

机制。20世纪90年代初期，全市金融部门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治理整顿、深化

改革的方针，执行“控制总量、调整结构、保证重点、压缩一般、适时调节”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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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政策。1993年到1996年，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

有效抑制了通货膨胀。1997年以来，执行中央扩大内需的方针，贯彻实施稳健的货币

政策，取消贷款规模控制，运用利率、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调控货币供应量，金融

宏观调控实现了由直接控制向间接调控的根本性转变。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同

时，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强贷款营销观念，改进信贷管理，加大对经济发展的

支持力度，防止和克服通货紧缩，确保人民币币值和市场物价的稳定，促进茂名市经

济继续保持了稳定发展态势。

金融监管工作明显加强。1993年以来，全面整顿乱放款、乱拆借、乱提高利率等

违规经营行为，清理银行账外账，严肃了金融纪律，促进了金融秩序的好转。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多年积聚的金融风险逐步暴露出来，不良贷款大量冒出，金融机构亏

损严重，一些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突显，曾出现较大的支付困难，部分地区和一些中小

金融机构曾一度发生存款挤提事件。人民银行不断强化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

险，成效明显。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及其占全部贷款的比例开始下降，

经营效益逐步好转。农村信用社支付风险降低，社会信誉得到恢复，整体经营情况也

开始好转。对信托投资公司、城市信用社等各类中小金融机构进行了清理整顿和分类

处置，有效化解了一些地方突出的金融风险，保护了存款人利益，维护了金融和社会

稳定。多次整顿外汇市场，外汇市场秩序良好。全市金融机构通过贯彻执行以《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金融法律为核心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不断规范

金融业务运作，促进了金融体系的平稳运行。

金融电子化建设和金融业务创新快速发展，金融服务水平明显提高。1989年7

月，茂名市开始发行银行卡，同年，茂名市区及四县县城部分储蓄网点开办电脑联网

通存通取业务。随后，相关业务迅猛发展。1991年，人民银行茂名分行卫星通讯系统

实现全省联网，1993年1月实现全国联网，1997年电子联行业务实现网络到县，大

大加速了全市资金周转。到2000年底止，全市金融机构已发行银行卡43．46万张，

安装自动柜员机(ATM)93台、销售终端机(POS)926台，特约商户1 022家。银

行卡集存款、取款、转账、消费功能，还实现跨地区联网通用。各商业银行、邮政储

蓄营业网点全部实现通存通兑，农村信用社部分网点也开通了通存通兑业务，方便了

城乡群众的生产生活，金融服务硬件建设大大提高。

金融党建和金融队伍建设逐步加强。各金融机构党组织得到建立和健全。1998年

金融系统党组织实行了垂直领导，党建工作明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得到落

实。1989年底，全市金融系统有党组织151个，党员1 400人，到2000年底，全市金

融系统有党组织351个，党员4 975人。同时，建立了一系列对党员、干部职工的管

理和教育制度，稳步推进了劳动用工制度和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金融队伍的素质

逐年提高。1989年底，全市金融系统从业人员6 832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人员569

人，占比为8．34％，到2000年底，全市金融系统从业人员11 336人，其中大专以上

学历人员4 598人，占比为4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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