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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我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由中国工商银

行哈尔滨市分行编写的《哈尔滨城市金融志》同广大读者

见面了。这是我市金融系统文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

《哈尔滨城市金融志》对解放以来哈尔滨城市金融事

业的全貌作了如实的记述。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哈尔

滨城市金融事业四十五年的历史发展和现状，实事求是

地反映了城市金融广大职工在总、省行和市党政领导关

怀下，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按照党和国家

的方针政策，有效地运用货币政策和各种调控手段，与有

关部门密切协作，为保证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调

整，深化改革，支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振兴和繁荣哈尔

滨市做出的重要贡献。

《哈尔滨城市金融志》作为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我市

城市金融事业全貌的地方性、资料性工具书的问世，对于

广大从事经济、金融工作的人员和希望了解金融事业的

人们来说，无疑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对于了解和研究哈尔

滨经济，特别是研究哈尔滨城市金融的未来都具有重要

参考价值；对于充分发挥鉴往知来，古为今用的借鉴作

用，进一步深化城市金融体制改革也大有裨益。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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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是国民经济综合部门，是政府领导和管理经济 。：

工作的参谋部。工商银行作为主要经营城市金融业务的 lI
国家专业银行，在筹集社会闲散资金，分配和管理信贷资 }|
金，支持工业生产和扩大商品流通，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 1

技术进步，支持外向型经济，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 i

调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甩。愿广大金融工作者在实践 I

中不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勇于探索，积极开拓，不断 I

提高工作水平，为繁荣和发展哈尔滨经济，促进社会主义 2

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

一九九二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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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哈尔滨城市金融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述哈尔滨解

放以来城市金融事业历史发展的全貌，是一部地方性、资

料性的工具书。

二、本志编纂的体例以事(专业)分类，横排竖写。在

文体上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以志为主，图、表、录、记、照

“片等几种表现形式并用。使用的文字、标点按国家规定的

统一规范书写。 ，

三、本志上限起自1946年，下限到1990年，跨度为

45年。采用公元纪年，凡是年代、金额、计量等数字一律用

阿拉伯数字。 ．

。

四、本志分为篇、章、节三个层次，以节为记述的基本

单元。为体现地方特点和专业特点，本志重点记述解放后

哈尔滨城市金融事业的历史发展和现状，反映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国家银行在战争年代和经济建设时期，特

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深化改革、振兴哈尔滨

经济，支援四化建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五、本志资料来源于哈尔滨市挡案馆、市人民银行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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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工商银行档案室文件、市工询银行各有关专业处(室)

的资料、文件以及调查采访的实录，一般不注明出处，不

作注解。

六、本志历年的业务数字，一律以市人民银行、市工

商银行的统计报表为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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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述

哈尔滨市是黑龙江省省会，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全国十大城市之一，计划单列市，也是我国北方一座名城。

哈尔滨历史悠久，经济发达，金融业十分活跃。但在解放前，

金融市场长期受外国银行控制，金融业不为人民所用。。九三”抗

战胜利后，地方民主政权着手建立地方银行。1946年9月2日，东

北银行总行由沈阳迁来哈尔滨市，1947年，东北银行在哈设立东’

北银行哈尔滨分行。

东北银行建立初期，主要工作是建立统一的东北流通券货币

体系，发行。东北银行地方流通券”，从解放区驱逐伪满币，对国

民党占领区开展货币斗争，清理收兑红军票和解放区各级银行发

行的地方流通券；组织存款，对工、农、商各业发放贷款，支持

恢复生产、支援解放战争；组织异地通汇，沟通物资交流，对私。

营银行、旧保险业和金银买卖行业实行业务管理，建立金库和发

行库制度，统一财政金库和发行库管理I统一银行营业会计规程

和管理企业资金的制度{成立联合保险公司，开办人民保险业务；

支持国营贸易扩大收购，增加物资供应，活跃市场；支持私营工

商业的正当生产经营，限制市场投机，打击违法活动，并对囤积

居奇，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等行为进行公开的经济斗争。这些工

作，对解放初期恢复和发展生产，壮大国营经济，解决商品严重

不足和财政困难，稳定金融物价，安定人民生活，支援解放战争，

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_

1949年建国后及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城市金融业有了新的发

展。1951年，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东北银行改为中国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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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人民银行所属机构，发行人民币，统一全国币制；增设储蓄网点，

组织扩大存款，增加资金供应能力，对国营工商企业流动资金需

要，实行财政、银行分口管理，分别供应资金，农、工、商业贷

款逐年增加。抗美援朝时期，银行贷款重点支持大中型“南厂北

迁”的工业企业迅速投入生产，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国民经济恢

复时期，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严格实行现金管理，从

资金上支持生产流通，迅速实现了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和物资调

拨三大平衡，制止通货膨胀，稳定了金融物价，为哈尔滨市进行

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银行重点支持了国家在哈尔滨市的13

项重点建设工程，按进度拨付资金，实行监督，保证国家重点建

设，适时发放贷款，保证重点建设工程投产后的流动资金需要。支

持对主要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和扩大工业产品收购，贯彻“统筹兼

顾，全面安排，积极引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对私营工商业按

照“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积极支持个体手工业走合作化

道路，管紧私营工商企业贷款，支持公私合营企业．通过“有紧

有松、区别对待”的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

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版人民币，消除了过去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

痕迹，促进了生产和流通，进一步健全了全国统一、独立、自主

的货币制度。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末，全市各项贷款达52 819万

元，比1952年增长I．25倍，支持了哈尔滨市第一个五年计划的

完成。

1958年后，在全面掀起以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为中心的高潮

中，银行工作也经历了一段“马鞍形”。在“大跃进”中，一些行

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废除，管理流动资金的基本原则被动摇，财

政和信贷资金渠道被打乱。实行“全额信贷”后，企业流动资金

由银行包下来，资金管理权限层层下放，放松了资金管理，削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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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信贷监督，造成资金使用上的巨大浪费，货币发行失去控制。反

映在市场上，人们手中持币过多，商品严重不足，部分商品物价

上涨。三年。大跃进”，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损害。1962年，中共

中央、国务院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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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银行工作。六条”)，纠正了‘‘大跃进”

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迅速扭转了形势，使金融物价趋于稳定，国

民经济全面好转。到1965年末，全市工业企业资金占用水平显著

下降，市属工业生产企业每百元产值占用流动资金为20．40元，

比1962年下降49．8％，是工业企业产值资金率较低的一年，货

币流通量也恢复正常。

“文化大革命”中期，市人民银行与市财政局一度合并，财政

资金和信贷资金分口管理原则受到冲击，企业流动资金占用水平

重新膨胀起来，市场货币量猛增，商品匮乏，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边缘。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动乱局面，银行工作出现了新

的生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银行工作重点转移到服务于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哈尔滨

市的金融体制也迈开了改革步伐，冲破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几十年

形成的单一的“大一统”格局，人民银行开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

逐步建立起以人民银行为领导，各专业银行为主体，其它金融机

构并存的体系。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哈尔滨市分行正式成立，经

办原人民银行办理的城市工商企业货币信用、结算业务和城镇储

蓄业务。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金融业承担着愈来愈重的任务。通过综

合信贷计划，金融政策，资金管理，外汇管理以及信贷、利率、汇

率等各种调节手段，控制货币发行和贷款总规模，对支持工农业

生产发展和商品流转扩大，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促进国民经济持

续、稳定、协调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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