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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法》的颁布实施，国家专业银行开始全面向现代商业银行转轨，云南省分行进行

了脱胎换骨的变革。从经营方式到业务发展方式，从机构网点设置到人力资源的优

化、组合，从产品种类到服务方式，从经营管理到风险控制，都进行了全面的改革

和再造；电子化建设飞速发展，提高了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含量，极大地促进了

全行综合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不断提高，增强了支持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在前进的道路上，云南省分行取得了一个个辉煌，业务发展呈现出一座座丰碑，扩

大和提高了云南省分行的影响力和对经济的渗透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向商业

银行转轨的10年，是云南省分行业务快速发展，经营稳健，经济效益最好的时期。

向现代商业银行转轨的历程中，云南省分行以改革总揽全局，团结全行干部职

工大刀阔斧厉行改革，消除改革的阵痛，保持全局的稳定，全面推进业务发展，坚

持稳健经营，强化内控管理和风险防范，经营效益和资产质量不断提高，为经济社

会的发展做了卓越的贡献。回首云南省分行走过的这段光辉历程，改革和发展是我

们的主旋律，客户满意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一流银行是我们永远的追求。在向现代

商业银行的转轨过程中，我们面临的是挑战与机遇同在，发展和困难并存。在这一

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广大员工翘首以盼的《中国建设银行云南省分行志(1986—

2004)》的编写出版，对这一光辉历史进行详尽的记述和总结，探索向商业银行转

轨的规律和路径，对于促进新世纪的改革发展和建设银行正在进行的股份制改造，

是继往开来，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千秋大业。必将对社会各界和全行员工了解和

探讨云南省分行的这段光辉历史，特别是对于教育青年员工和新人行员工，激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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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爱行、敬业的热情，推进云南省分行在新世纪的改革和发展，将会起到“资治、

存史、教化”的作用。我殷切希望广大员工在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造后，继续在总行

和省分行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以志为镜，继往开来，励精图治，与时俱进，弘扬改

革创新、开拓进取精神，谱写新的历史篇章，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

2004年10月1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中国建设银行云南省分行志(1986—2004)》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记述改革开放，特别是向国有商业银行转轨

以来，云南省分行各项业务不断开拓创新，经营稳健发展，效益持续提高的历史，

是《云南建行志》的庚续。上起1986年，下迄2004年9月，但对个别记述，特别

是对《云南建行志》阙如的部分，作了适当的追溯。

二、本志的编纂得到云南省分行党委和行领导的高度重视以及省分行各部门的

支持，于2002年8月开始启动修志工作，并采取“众手修志，一人成书”的方法。

其间各部门几度易稿，得以使本志较为全面系统，资料翔实。因此，本志是全行员

工智慧的结晶，是集改革和业务发展之大成。

三、本志根据志书编纂体例，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记述，横分

门类，纵述史实，以志为主，事以类从。为更好地发挥本志的“存史、资政、教

化”作用，承前启后，鉴往开来，推进股份制改革，对1994年以来向商业银行转轨

的史实作较详细的记述，之前的个别记述按照注重历史，详略得当的原则就难免有

遗漏。

四、本志的记述时间跨越了中国建设银行行名、行徽更替前后的两个时期，跨

度19年。为规范编写体例，便于阅读，避免理解歧义，故机构称谓一律以现行称谓

为圭臬。即依次为中国建设银行(或称为建总行)、云南省分行、地州市分行(二

级分行)、县支行。中国人民银行简称人行，人行云南省分行简称省人行。故1996

年前的机构名称不再称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地州市中心支行等。

五、本志下迄时间为2004年，为确保本志于行庆50周年与读者晤面，故各项

统计数据一律以2003年底的统计数据为准。2004年的业务经营情况和股份制改造

情况另辟专章记述，以搁笔时间为限。

六、本志的统计数据以省分行正式上报或公布的法定数据为准，个别年报阙如

的数据以部门的统计数据为准。

七、本志的数字表述，如世纪、年代和年、月、日、百分比等均用阿拉伯数字。

八、度量衡以国家规定的法定度量衡标准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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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建设银行云南省分行(以下简称云南省分行)以贯彻执行

党的改革开放方针为契机，特别是1985年信贷计划纳入国家综合信贷计划和1987年大力开办储

蓄业务后，云南省分行的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各项业务和经营进入了跨越式发展和效益持续

提高的新时期，并顺利实现了国有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的初步转变。

1993年1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

行法》的颁布，不仅是金融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也是云南省分行业务发展的分水岭。由此昭示，

一个现代化、国际化的商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犹如喷薄欲出的朝阳，出现在世界东方。一个

资产质量优、经营集约度高、效益好、经营综合指标居全国建设银行系统前列和全省金融机构榜

首的一级分行——云南省分行，在彩云之南显示出勃勃生机。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储蓄业务的开办和信贷纳入国家信贷经营计划以及开办现金

业务后，云南省分行长期履行的单一财政职能获得历史性突破，业务范围、经营品种和市场定位

发生了重大变化，银行功能日趋彰显和上升，其经办中长期信用业务的市场定位具有无限的活力

和生机，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和好评。

1986年以后，在履行财政职能和国有专业银行职能时期，云南省分行的机构网点和业务发

展显示以下特点：

一是机构和经营网点快速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后，

为适应开办储蓄业务、拓展新业务的需要，加快了建立机构网点步伐。到1993年底，全行机构

网点、职工人数由1985年的153个、2 077人，增加到696个、7 861人。

二是储蓄业务的开办提升了银行功能。1986年，昭通市分行绥江县支行营业室在全行系统

首家开办了个人储蓄业务。继后，昆明市分行北京路储蓄所也在昆明首家开办个人储蓄业务。当

时，云南省分行开办个人储蓄业务成为全省城镇一道靓丽的风景，成为全行增强资金实力的重大

措施之一，是提升银行功能、促进经营机制转变的重大举措。之后，储蓄新增额一年迈上一个新

台阶，获得较大幅度增长，储蓄余额由1986年开办之初的10万元上升到1993年的21．56亿元，

占各项存款的比重达到31．2％。其中，有41个储蓄网点达到总行高产储蓄所标准并受到表彰

奖励。

三是发行和代理发行债券。金融债券、投资债券和财政、企业债券的发行，极大地丰富了金

融服务和代理业务的内涵，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经济建设和企业的生产经营，也是拓展银行功能的

重大措施之一。从1982年起，省分行率先在全国建行系统代理地方财政贷款基金，支持独立核

算的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挖潜、革新和技术改造，取得了较好的效益。全省各级财政委托基

金额最高的1986年达16亿元。

四是履行基本建设投资拨款和管理监督职能。省分行对投资管理实行按行业管理的原则，设

立了投资一、二、三处，后又按预算级别分为中央处和地方处，区分两级财政的拨款业务。1989

年，又把按行业管理的投资处合并为一个投资处。为确保重点项目建设，除成立铁路专业支行和

直属中心支行外，在重点项目所在地还成立了专门机构，如鲁布革办事处、漫湾电站专业支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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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三聚磷酸钠厂办事处等。1986年到1994年，全行累计拨付财政预算资金6 196．49亿元，其

中，中央级基本建设拨款999亿元，省级基本建设拨款5 197．41亿元。

五是开展项目评估和工程预决算审查业务。1986年，省分行成立了调查研究室，负责管理

贷款项目的调查研究和评估，使项目评估纳人了系统化管理。1989年，成立了项目处。1994年，

又改名为项目评审处。从1986年至1996年，省分行共评估审查项目566个，投资总额559亿

元，申请贷款额154．7亿元。经评估审查，对其中的90个项目予以否定或暂缓贷款。另外，工

程预决算编制和审查这一特色业务进一步拓展，为控制和节约建设投资起到了积极作用。至

1994年底，全行系统通过审查工程预结算、现场和柜台监督、提合理化建议，共为国家节约投

资16．2亿元，鲁布革电站办事处、漫湾电站专业支行成为全国重点项目目标管理达标行，受到

了建总行的表彰奖励。

六是拨贷款支持建成一批重点项目。“七五”、“八五”期间，云南省分行加大对重点项目建

设的支持力度，拨款和贷款支持建成昆明三聚磷酸钠厂、小龙潭电厂、开远水泥厂和鲁布革电

站、漫湾电站等一批国家和省属重点工程，增强了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漫湾电站是云南

省第一座百万千瓦级电站。1988年和1989年，云南省分行在信贷资金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及时

发放工程建设和设备贷款8 000万元，到1993年底，累计发放投资贷款10亿元、设备储备贷款

5．5亿元，为当年两台25万千瓦机组的建成创造了条件。1988年底，为确保鲁布革电站第一台

机组投产，及时发放临时贷款180万元，使该机组提前3个月发电。1989年，因施工计划与投

资计划相比缺口1．08亿元，云南省分行先后两次专题报告国家计委、能源部和能源投资公司，

追加了投资8 740万元，满足了工程建设的需要，还参与该电站4次概算的调整和编审审定，通

过预决算审查，共节约投资5 000万元。“八五”期间，投放贷款45亿元，支持建成了昆玉、昆

曲、安楚、昆河等高等级公路。1993年，南昆铁路建设进人施工高峰期，为缓解建设资金的临

时周转和设备储备资金的不足，及时发放投资贷款和周转贷款2．5亿元。

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重要讲话发表后，中国进入了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

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颁布实施，云南省分行进入向现代商业银行全面转机建制的时期。

在向现代商业银行迈进的道路上，处处流金溢彩，洒满了新时期“建行人”的辛劳和汗水，竖

起了一块块耀眼的丰碑，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琳琅满目的银行产品和服务，犹如寒凝大地

的春燕展翅飞入寻常百姓家。地处边疆、山区、多民族地区的不显眼的云南省分行逐步发展成为

资产质量、经营效益和集约度等综合经营指标都跃居全省金融机构榜首、全国建行系统前列的省

级分行。

1986年底，云南省分行的各项存款余额仅16．7亿元，贷款余额13．07亿元。到2003年底，

全口径本外币存款余额飚升至669．3亿元，贷款余额428．3亿元，分别增长了40．8倍和31．7

倍。由于长期坚持稳健经营的方针、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特别是近年的“提质降比”工

作连年完成或超额完成了总行的既定目标，全行的不良贷款额和比例都大大低于当地金融机构和

全国建行系统的平均水平，取得了优良的经营效益和社会效益。从1990年至2003年，全行累计

实现利润47．83亿元，每年实现利润都问鼎当地金融机构之首，执一方牛耳，2002年以前均位

居全国建行系统十大盈利行之列。

1993年12月，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吹响了专业银行向现代商业银行

转轨进军的号角。10余年来，云南省分行坚持改革和发展的主旋律，客户满意是最大的心愿，

一流银行是永远的追求，不断改革业务管理体制和架构，对业务品种和服务种类进行整合、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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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立健全风险管理平台，促进业务发展方式和经营方式的转变，坚持稳健经营的原则，极大

地促进了业务全面、持续、健康的发展和经营效益的不断提高，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竞争力

不断增强，更有力地支持了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从1994年为肇始，向现代商业银行转轨的10年，是云南省分行成立以来，业务发展、资产

质量和经营效益最好的时期，其管理和经营业绩赢得了社会的好评和广泛赞誉，其中有的在全国

建行系统和云南金融业开了先河，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提升了云南省分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概

括起来，云南省分行的辉煌业绩有如下诸条：

1．1991年8月，受中国第三届艺术节筹资组委员会委托，承包发行艺术节奖券l 000万元，

上缴集资款300万元。

2．1992年3月，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发文，委托云南省分行办理政策性房改金融业务，各级

行设立房地产信贷部。

3．1992年7月，成立云南省铁路专业支行，办理南昆铁路、内昆铁路建设的拨贷款业务，

并建立云、贵、川分行联办制度。

4．1992年，率先在全国建行系统代理地方财政委托贷款基金业务。

5．1994年，首次实行省分行本部中层干部综合考评末位淘汰制。

6．拨贷款支持建设澜沧开发的漫湾、大朝山百万千瓦级电站。漫湾电站装机容量125万千

瓦，于1995年6月全部投产。大朝山电站装机容量135万千瓦，于1997年8月开工，至2002

年已投产4台机组，其余2台机组于2003年12月投产。小湾电站是国家西电东送的骨干工程，

设计装机容量420万千瓦，于2002年1月开工，计划2012年全部建成投产。

7．1996年，率先在全国建行系统5地州市分行设立稽核审计办事处，同时撤销各二级分行

设立的总稽核制。

8．贷款支持’99昆明世博会配套工程建设，并以龙卡的管理优势获门禁系统制作承办权。

9．1997年8月，为支持云南省交通厅转让石安公路经营权，向香港有关业主出具担保期12

年，金额13．68亿元人民币的履约保函。

10．1998年，牵头与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中国银行昆明分行组成联合贷款，支持云南航空

公司购置飞机。

11．1998年5月，在全国建行系统和云南省金融机构率先实行省分行和昆明市分行本部的合

并，推进机构扁平化管理。

12．1998年，在昆明市首家推出个人汽车消费贷款业务。

13．2003年7月3日，为促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总行张恩照行长与徐荣凯省长出席中

国建设银行与云南省政府签订银政合作协议。承诺协议期间对云南省的信贷投放量不低于790亿

元人民币。此为当地金融机构总部首家与省政府签订的银政合作协议。

14．2003年8月22日，为配合现代新昆明建设发展战略的实施，与昆明市政府签订“政府

顾问协议”，承诺在投资建设、项目融资、资本运作、管理咨询等方面进行密切合作。

15．2003年9月19 Et，云南省分行本部和省分行营业部、昆明市城东支行、滇龙支行、新

兴支行4个试点行经审核，取得BSI公司推荐通过IS09000国际标准质量认证的资格。11月7

日，云南省分行被英国标准协会BSI公司授予IS09001：2000版国际标准质量管理认证证书，在

建行系统内，成为继新疆分行之后第二家通过国际标准质量认证的一级分行。

向商业银行转轨以来，云南省分行根据中央和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以及建设

银行总行的战略规划和部署，以改革总揽全局，全面规划，整体推进，做到张弛有度，“引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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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极大地推动了经营业务流程的再造和组合，各项业务的经营和管理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令人瞩目。向商业银行转轨10余年来，云南省分行围绕经营管理体制、业务发展和精神文明建

设重点抓了以下工作：

一、进行机构与人事激励制度改革。

云南省分行的机构网点和人员经过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前期的扩张，为适应当

时业务的快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管理半径长，集约度低，粗放经营的弊端也日益显露。

据此，云南省分行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反复论证，决定把机构人事激励制度的改革作为转机

建制的推进器，业务发展的润滑剂，促进业务的持续快速发展。

首先，撤并机构网点，缩小管理半径，推行扁平化管理。1997～1998年进行了17个地州市

一地两行(二级分行与所在地县级支行)的合并工作。顺利实现了“一地一行，一户一库，一

个清算中心”的目标。1998年5月，云南省分行与昆明市分行合并，开了全国建行系统和当地

金融机构省市分行合并的先河。同时，从1997年起，开始进行县级支行的撤并工作。第一步，

1998年，共降格县支行57个，使其由相对独立的经营实体变为一线经营窗口，上收贷款审批权

和财会权，撤销机关。核减人员编制。第二步，从1998年开始，对业务量小、经营亏损、资产

质量差，无发展前途的县支行进行撤销。到2003年底，已撤销县级支行29个，占全省县级支行

总数的23．5％，另外，还降格县级支行1个。仅2003年就撤销机构网点140个，完成总行下达

的3年撤销计划的81．4％。

其次，进行干部管理体制改革。1994年以来，进行每两年一届的干部考核聘任。考核的标

准是坚持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将干部的德、能、勤、绩细化为16项考核指标，对排序

最后的2—3名干部实行解聘。到2003年底，已进行了四届中层干部的考核聘任工作，有12名

处级干部在考核中被末位淘汰。从2000年起，二级分行的领导班子也实行聘期3年的考核聘任。

同时，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为年轻干部的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氛围。2001年，推出了行长助理、

处长助理制，在选拔出的5名二级分行行长助理、11名省分行处长助理中，经锻炼考核，当年

就有4人走上了处级领导岗位。2003年，省分行本部副总经理、昆明市城区支行副行级领导岗

位实行公开竞聘，有28名年轻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专业技术职务也实施择优聘任、竞争上岗。

第三，打破工资福利分配的大锅饭、平均主义，建立奖罚分明的激励约束机制，优化人员结

构。在分配制度多年改革磨合的基础上，2002—2003年，云南省分行经过认真的调查测算，把

薪酬分配建立在经营责任制和员工内部等级基础上，坚持“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拉

开了收入分配差距。薪酬分配以员工的工作表现和业绩为基础，向经营部门、技术岗位倾斜。同

时，针对人员结构不合理的情况，根据政策透明、公开公正、依法合规、有情操作的原则，进行

了人员分流工作，将原定的3年分流任务提前在1年内基本完成。至2003年底，共有偿解约

1 297人。

二、进行经营管理体制综合改革，市场竞争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和向商业银行转轨以来，云南省分行党委站在历史的高度和时代的前沿，运筹帷

幄，在贯彻实施总行中长期业务发展战略的同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各业务部门的发展和

架构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多轮规划与再造。经过多年的改革、磨合和校正，一个产品服务齐

全，管理科学规范，内控制度健全，效率高，效益突出的业务体系正逐步建立健全和完善。

(一)改革筹资方式和路径。

自筹基建投资“先存后用”规定的废除和政策性业务分离后，资金头寸的紧张给业务发展

造成一定影响。因此，变单一筹资为多元筹资，变被动负债为主动负债，变单轮驱动为多轮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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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建立商业银行的筹资格局，是摆在云南省分行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经过10多年，筹资机构几经变化和改革，已由单一部门的筹划、营销发展到整体营销、联

动、互动，形成个银部、公司部、房地产部、国际部、中间业务部等整体联动的筹资新格局。并

制定了相应的考核、奖惩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全行职工吸收存款的积极性，促进了一般性存款的

快速稳定增长。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是云南省分行一般性存款稳步、快速增长的重要时

期。2003年底，本外币一般性存款余额从1993年的69．09亿元增长到624．4亿元；储蓄存款从

21．56亿元增长到261．5亿元，分别增长8倍和11倍。令人难以忘怀的1992年3月，云南省分

行受省政府之托，代理政策性房改金融业务。各中心城市的建行职工上街摆摊设点，宣传房改金

融业务，给城市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至2003年底，全行政策性房改金融存款56．98亿元，

贷款17．34亿元，占了全省半壁江山。

(--)改革信贷管理体制，优化信贷结构，构建风险管理平台。

在向商业银行转轨的过程中，云南省分行把建立新型的信贷管理机制、风险控制机制和优化

信贷结构作为经营工作的重中之重，建立风险识别评估、风险控制措施、风险监测和检查评价体

系，收到了明显实效。一是按照“精简、高效、岗位落实、功能齐全”的原则，合理设置信贷

机构，实行信贷经营和信贷审批分离，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建立起以经营主责任人和审批主

责任人为主的经营责任体系。二是统一完善法人体制，制定信贷业务转授权、再转授权实施方

案，进一步提高贷款评审的质量和效率。三是搞好贷款的5级分类工作，建立风险预警制度。

1998年，首次列出25个高风险贷款客户的“黑名单”通报全辖，对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提高

信贷资产质量起到了警示作用。四是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加大信贷结构调整力度，逐

步退出市场空间小、效益差等行业和企业的信贷投入，将信贷投放重点向中心城市和绩优客户

转移。

密切银企合作关系，构筑稳固、绩优、集中的客户群体。1995年，实施总行提出的大行业、

大企业的“双大”战略后，云南省分行首先选择了28个管理能力强、经营稳健、收益高的企业

作为主攻目标，首次对烟草行业进行信贷渗透，先后与省电力局、云南建工集团、昆明钢铁公

司、烟草机械集团、中轻依兰集团、西南商业大厦等10家有较大影响的企业签订了银企合作协

议。以点联线，以线织网的信贷营销雏型已基本形成。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加入世贸组织，亟需进一步强化信贷结构调

整，以适应国内外市场的激烈竞争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全行将信贷投放的重点调整到交

通、电力、电信、烟草、航空和城市基础设施上来，并进一步集中于昆明、玉溪、红河、曲靖、

大理等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2001年，这两类新增贷款分别占公司类新增贷款的77．04％

和74．57％。

为了加大信贷营销力度，架起银行与企业的桥梁，夯实银企合作的基石，2001年以来，云

南省分行在系统内全面推行客户经理制。翌年，省分行为77家重要客户配备首席客户经理。各

主要业务部门不仅派出部门领导和业务干部组成的客户经理小组，各级行领导还出任首席客户经

理进行高层营销，效果显著。

为了建立和完善信贷风险管理机制，云南省分行着重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健全完善信贷风险管理制度。1993年以后，从建立风险控制制度人手，不断规范审贷

分离办法，使之更加科学化，增强可操作性，并制定了经营决策者和经办人员的违规违纪处理办

法。1999年，编印了《中国建设银行云南省分行内部控制要点》印发全行职工遵照执行。2000

年6月，及时出台了《高风险信贷业务审计工作实施细则》，要求各级信贷风险管理部门在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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