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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建行志》经过编纂审定，并于今日面世，这是中国人民

建设银行郑州市支行(简称市建行)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也

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它可为研究市建行的系统状况、发展趋势．

当前的改革和今后自身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和现实的依据，也为编

纂郑州市《金融志》提供了重要资料。这是值得大家庆幸的一件事
／

情． 、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郑州市是重点建

设城市之一，国家在郑州投放大量的建设资金，为了把国家投资管好

用好，根据政务院决定，于1954年10月，成立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郑

州支行．在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它历经沧桑之变，通过管理固定资产投

资和办理拨贷款业务，对郑州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尽到了自己的职·

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付出相当代价的教

训，同时，也形成了自身的独有特点。这些内容在《郑州市建行志》

中都有了比较详细的记述。 ，

在职能方面，市建行是金融经济组织，是管理固定资产投资的国

家专业银行，并具有财政和银行的双重职能。在业务活动中，它既负

责办理基本建设支出预算拨款，管理基本建设财务，对基本建设实行

财政监督；又负责办理固定资产投资领域的信用，有计划地组织建设

资金的存取、借贷和结算业务；同时，还把建设单位和建安企业的经

济活动，都组织到市建行一家开户往来，以利于把建设资金从头到尾



更好的发挥投资效果．历史证明，。双重一职能是建设银

产投资的一大优势，也是建设银行的独有特点．

制改革方面，市建行最近几年有了新的突破，取得了一

首先是，基本建设投资由无偿使用改为有偿使用，由财

政拨款改为建设银行贷款，这是我国基本建设投资管理方面带有根本

性的一项改革。市建行从1980年起开始试行，到1985年已经全面推广，

把财政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拨款全部改为贷款．这种运用银行信贷

方式，管理财政拨款，实行基建投资有偿使用的办法，就从根本上打

破了建设资金使用上的Ⅳ大锅饭”，使建设单位和建设银行，在资金

使用上都树立了明确的周转观念、利息观念和投入产出观念。从基本

建设贷款项目的经济效益看，一般都是好的：施工进度快、质量好，。

按时或提前建成投产，能完成预计产品、利润计划，贷款按时收回．

其次是，信贷资金管理体制的改革，这是市建行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改

革．通过改革，市建行把所吸收的存款和发放的贷款，全额纳入国家

综合信贷计划，结束了原来执行的信贷指标管理，信贷资金统收统支．

的Ⅳ大锅饭”，实行了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差额控制、实借实存．

存差上缴的管理办法。在信贷活动中，调动了开发存款的积极性，克

服了单纯向上级行要贷款指标、要信贷资金的依赖思想。这次改革，

在市建行与上下级之间，与人民银行和其他专业银行之间，互相借占

和缴存的信贷资金都要计算时间价值，而且执行存款、计划内外借

款、按期归还与逾期归还借款、按期缴存与拖欠等资金的差别利率．

这次改革，还严格划分了财政和信贷两种不同渠道的资金界线，不同一

的交存比例，定期调整交存额度，并核定相应额度的周转资金．总

之，这次信贷资金管理体制的改革，促使市建行更加关心信贷资金的



经营，计算经济效益的高低，，准确预测、统筹安排、加强计划、灵活

调度，以保证业务资金的正常运转，为把市建行办成充满生机和活力

的经济实体创造了条件．再次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干部的

工作作风和思想方法也起了重大变化，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对

重点建设项目进行了经济评估，工作面貌为之一新．多年来，市建行

对基本建设投资拨款管理，着重是守计划，把口子，执行。四按’拨

款原则j外勤忙于审查用款单位签发的凭证，有时在内勤部门还设立外

勤。尽管如此，对建设项目的全过程来说，也只是管理了在建阶段这

个中间环节，‘对建设项目决策阶段的研究和建成后的经济效果，相对

来说都是重视不够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近几年来，

发生了很大变化．1980年总行提出，建设银行对基本建设投资管理要

向_两头一延伸，要管建设项目的金过程，即：对决策阶段、在建阶

段和建成投产后的经济效益，都要进行可行性调查研究和经济活动分

析。从1982年开始，市建行每年都进行了大量的在建项目、投产项目

和重要产品的行业调查。以及县办工业调查。这对支持重点王程建

设，提高投资效果，避免盲目投资损失起到了一定作用。近两年来，

又吸取国内外固定资产投资管理方面的经验，对重点建设项目开始了

经济评估。对建设项目的资金使用，改变了过去静态计算的方法，采

用流量动态分析，计算垫支资金所付出的代价；在计算效益时，不仅

要用现行价格分析，．而且还要按影子价格计算，剔除采用不合理价格

造成经济效益的假象．市建行通过大量的经济调查、可行性研究和经

济评估等一系列活动，不仅为基本建设计划决策部门提供了重要资

料，而且也为市建行择优选定贷款项目，掌握了比较可靠的依据，提

高了管理水平，加强了自身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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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郑州地区经济文化建设所作的贡献来说，郑州市建行自1951年

到1985年共办理拨款支出70．8亿元．郑州市建行截止1985年固定资产

投资贷款余额达7．8亿元，办理流动资金贷款余额达5，124万元。通过

拨贷款业务活动，支持了郑州地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取得了

经济文化建设的重大成就；通过参与建设项目设计会审提合理化建议

‘和对预决算审查，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建设资金；通过调查研究，向领

导部门报告和反映情况，帮助建设单位解决了不少急需解决的投资缺

口，同时，也防止了某些建设资金使用方面的浪费．市建行还利用自

身联系面广和信息灵通的有利条件，经常帮助建设单位和建筑安装企’

业引用先进管理技术、调剂建筑材料余缺，组织交流管理经验，解决

了不少单位一时难以克服的困难。为了适应膏四化一建设的需要，市

建行还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向社会开展咨询服务，帮助建设单位和

建筑安装企业培训财会人员，使固定资产投资财务会计管理水平逐年

一有了提高。

就市建行的教训来说，在三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最大的莫过于两

次机构的撤并，·一次是1958年，．一次是1968年．这两次撤并的共同特

点，都是在我国的经济建设，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犯了严重。

左倾错误的情况下出现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行之有效的基本

建设管理制度和建设银行的拨贷款管理制度．僦成是经济建设的，。绊

脚石一，或者当成修正主义的东西进行批判，结果导致建设银行机构

被撤销，其他基本建设管理部门的职能被削弱，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失

控，加上其他原因，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社会主义建设受到重大

挫折．为了克服困难，加强对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控制，国务院又分别

于1962年和1972年两次决定恢复建设银行机构，市建行也同时得到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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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其他基本建设管理部门也得到加强．．经过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

基本建设严重失控的状况很快得到控制，国民经济开始好转，经济建

设也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以上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中建设银行机构是需要的，它的职能也不能削弱，只能

在改革中逐步得到加强，这不是一个部门的兴废得失之计，而是搿四

化”建设的需要，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 。

．《郑州市建行志》全篇共有11章30节，前有概述，后有附录‘，内

容比较丰富。以上略举的市建行发展史上几个方面的回顾， 并不是

《郑州市建行志》的全部内容，仅是全豹之一斑。

这次从事和参与编纂《郑州市建行志》工作的同志，在市志编

委、上级行和市建行党组的直接领导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

指引下，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把市建行三十多年的发展

变化，经验教训，各种资料，经过整理编纂成志，实在是一件难能可

贵’的事情。市建行多年的历史资料，过去没有经过系统整理，特别是

两次机构撤并，有些资料现已失落无存．造成了历史资料的间隔；再

加上从事修志工作的同志，对编纂志书来说，都是一次新的尝试，没

有经验。因此，这本志书中某些缺点甚至错误在所难免，某些重要事

项也会有遗漏。 膏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编修志书也是如此．我希

望市建行今后从事修志工作的同志，对《郑州市建行志》中错误的地方
’

进行订正，遗漏和不足之处给予补缀，俾使市建行的修志事业，源远

流长．历久不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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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郑州市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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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营业人员正在办理建设资金结算情况

本行开始建立电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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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断限：上限1951年，下限1985年．郑州市建行前身交通

银行郑州支行的1951年至1953年经历，撰于《郑州市建行志》内．大

事记写至搁笔．“
一

二、本志是以郑州市建行行使财政和银行双重职能的业务经历，

横排竖写，大事记是采取编年和记事本末相结合的方法编纂。

三、本志遵从现代规范汉语与记述体，结合图、表，照片编纂。

宜文则文，宜表则表。

四、序数档次：章、节、一、(一)、1、(1)．

五，本．点一1951年至1955年8月1日前所用人民币计算单位，均按

1955年3月1日币制改革后一比一万元换算。．

六、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郑州市支行，简称郑州市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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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国人民建设银行郑州市支行前身是交通银行郑州支行，是国家

定资产投资的专业银行，建立于1954年10月1日．三十多年

照国家计划确定的投资方向和规模，遵照党在各个时期的路

针、政策和国家规章制度，通过运用银行办银行的办法，负责

定资产投资拨贷款、结算和建筑经济，行使国家财政、银行

职能．郑州市建行的业务和组织机构，虽然历经三起两落的波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仍然得到扩大和加强l

51年至1985年，通过交通银行郑州支行和郑州市建行办理的固

投资拨款支出70．89亿元。截止1985年，郑州市建行经办固定资

产投资贷款余额7．89亿元；经办建筑业与商品房流动资金贷款0．51亿

元．根据郑州市统计局的统计资料：全民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58．1亿

元，新增固定资产43．3亿元，其中生产性的28．2亿元，全部建成投产

使用的项目有2，277个，其中大中型项目72个；竣工生产和非生产房

屋建筑面积1，851万平方米．1985年主要产品产量：棉纱7．9万吨，

棉布38，904万‘米，印染布13，210万米，氧化铝53．3万吨，手扶拖拉

机34，090台，磨具15，624吨，原煤1，352万吨，发电量10．6亿度，肥

皂22，850吨，卷烟88．6万箱，电力电缆6，121公里，郑州铁道枢纽日

编解能力24，000辆，拥有客货载运汽车28，730辆，高等学府在校学生

26，861人，医疗机构拥有病床16，468张。同时，郑州市建行通过对固定

资产投资拨贷款管理和设计概算、预算、决算的审查，节省固定资

产投资1．5亿元．为将一个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旧郑州建设成以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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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为主并拥有冶金、煤炭、电力、机械综合性的工业城市做出了应有

的贡献．

1951年前，郑州市基本建设投资拨款，‘由人民银行办理．1951年

5月，财政部和人民银行下达《关于交通银行办理基本建设投资拨款

并监督使用临时试行办法草案》后，交通银行郑州支行接办郑州市基

本建设投资拨款监督使用的业务。

“一五”时期．1953年至1957年，我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

期，郑州市列为全国大中等城市发展规划，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基本建

设．交通银行，不能适应经济建设发展的要求，。1954年lo月1日，建

立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郑州支行，办理基本建设投资拨款业务。根据

当时基本建设投资管理高度集中，中央提出。艰苦朴素，勤俭建国”，

。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一的方针，严格执行1954年，1955年财政部分

别颁发的《基本建设拨款暂行办法》、《基本建设拨款实施细则》和

1956年国务院《关于颁发基本建设拨款暂行条例草案请转知所属试行

的通知》，坚持按基本建设拨款程序办事，守计划，把口子，保重

点，监督专款专用． 。哪里有重点建设，建设银行招牌就扛在哪里"，

先后对11个大中型建设项目施工工地派出了拨款工作组并设置办事

处．依靠建设单位，配合郑州市基建处，运用开工前审查，开工

后检查监督的方法，集中力量做好重点基本建设单位资金供应，加强

日常柜台拨款审查工作。由点到面地参与工程设计概算，施工图预

算、竣工决算会审，协助建设单位作好资金使用计划，施工计划的安

排及其执行情况检查总结；改变资金供应方式对财政投资拨款实行限

额管理，建设单位对承包施工企业推行预付备料款和按工程进度结

算价款制度；重点开展动员建设单位内部资源．1954年，根据上级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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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开办地质勘探部门经费拨款，接办了由人民银行经办的建筑安装

企业结算户存款并发放短期贷款业务．1955年，首次参与了编制郑州

地区建筑工程单位估价表，使郑州地区建筑工程造价编制有了统一的

依据；开展建筑安装工程成本计划完成情况检查与分析。对合理节约

使用基本建设资金，减少积压和浪费，促进建设单位和建筑安装企业

经济管理，提高投资效果发挥了较好的作用。随着业务的发展，1957

年，郑州市建行机构扩大，职工增加到164人，较1954年刚成立时的

89人增加80％．

。大跃进一时期．1958年实行基本建设财务体制改革，郑州市建

行并入郑州市财政局，‘在其内部成立基本建设财务科，代行郑州市建

行职能，对外仍保留建设银行牌子，下设三个办事处，职工减至66

人．基本建设财务科，除对三个办事处办理基本建设投资拨款业务进

行指导外，并负责郑州市基本建设支出预算的分配和财务决算的审批

工作．从此，将资金分配开始至决算全过程管了起来。1958年，有重

点地试行基本建设单位投资包干，协助建设单位落实投资计划，帮助

建筑安装企业开展班组核算，收到投资省，见效快的效果。1959年全

面推行基本建设投资包干时，提出了。投资一顶二，产量翻一翻一取

消了基本建设项目承发包经济责任制，实行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

施工、统一核算，财务统一管理，会计核算试行以表代帐；建设银行

拨款外勤人员大办好事，送款上门，革掉了一些监督专款专用的拨款

规章制度；造成建设资金与生产资金相互挪用，基本建设投资透支挤

入生产成本，截留财政收入，投资计划规模失控，加之国家财政困

难，基本建设纷纷下马，建筑安装企业经济效益也遭受一定影响．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3年至1965年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2



年郑州市建行机构恢复，组织原建设银行专业人员归队，充实业务骨

干力量。根据国家调整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的方针和国务院颁发的《加

强基本建设计划管理几项规定》、《基本建设拨款的几项规定》和国

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联合颁发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各项费用划分规

定》，坚持“四按”拨款原则，进一步加强了基本建设、地质勘探经

费监督；对基本建设停缓建项目和在建工程进行清理，协助建设单位

落实投资计划，有效地贯彻执行了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的八字方针，使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纳入到国家计划范围之内．

1965年根据财政部、建设银行总行规定，开办了小型技术措施，

出口工业品生产专项贷款业务，为支持地方国营企业技术革新、技术

革命和增加外贸出口产品起了一定的作用。

根据上级行关于加强建筑经济管理的规定，郑州市建行设置企业

财务科。积极协助建筑安装企业-9建设单位在“大跃进”期间，所造成

债权、债务和财务遗留问题的清理工作；开展企业财务决算审查，整

顿企业管理，恢复财务管理制度；开始对集体建筑安装企业进行管

理，帮助建立健全财务制度，改进经营作风．

_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 搿文化大革命”开始，郑州市建

行基本建设投资拨款管理工作，被视为修正主义的“管、卡．压"，

机构也随之被撤销。1972年郑州市建行机构再次恢复后，组织干部第

二次归队．1976年底，干部增加到123人．由于当时仍处于尚未理顺

的状态，建设银行的职能未得到充分发挥。

新的历史时期。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又经两年的徘

徊．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调整、改革、整

顿、提高一的方针．郑州市建行，根据财政部、人民银行、建设银行



总行和中央有关部颁发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和政策，迅速恢复了一些行

之有效的固定资产投资拨贷款管理制度，并对不适应提高投资效果的

规章制度，开始进行改革。1980年，有重点地试行基本建设投资由拨

款改为贷款，由过去的无偿占用，改为有偿占用．同时，开展了建设

银行利用存款发放贷款。1985年，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拨款一律

改为银行贷款。对国家批准建设的大中型贷款项目，开展经济调查和

评估论证，积累投资信息，对工业产品进行了行业调查。经选定的贷

款项目，在批准的投资规模和贷款控制指标范围内，监督贷款资金有

计划地合理使用，协助贷款单位加强投产后的生产经营管理，提高投

资效果，组织贷款回收，使建设银行固定资产投资管理向着。两头一

延伸．．

1982年，开始实行基本建设投资经济责任制，使权、责、利结合

起来，按照规定有计划地逐步推行建设单位对主管部门包干，建筑安

装企业对建设单位包干，提高少投入，多产出观念。由于国家对企业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企业自有资金增大，国家提出扩大再生’产走以

。内涵"为主的路子之后，郑州市建行更新改造拨款、贷款业务也随

着增加，同时开办了信托业务。为统一基本建设自筹资金管理，1985

年，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联合下

达《关于基本建设自筹资金必须存入建设银行监督管理的紧急通知》，

在郑州市人民政府领导的支持下，经与郑州市计划委员会，人民银行

和有关建设单位主管部门协商，将全市基本建设自筹资金全部转入建

设银行管理，结束了长期各专业银行分管的局面．

随着建设银行信贷业务的不断扩大，1985年，建立了新的信贷计

划管理制度，实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L塞货实存一．相互融通二j；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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