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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1、《云南建行志》是编写组在分行党组领导下，在各处

室的积极支持和紧密配合下，在编纂《云南省志·金融志》的

基础上完成的。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云南省财政厅部份老领导，

云南省分行大部分历任行长、副行长的关怀和指导。部分地、

州、市行的同志参加了初稿的评审。《行志》的编纂及完成体

现了“众手成志矽的现代修志特点。

’2，《行志》严格遵照地方志“求实存真"，“详今略古，

详近略远，，，囊述而不评修， “横排竖写矽横不缺项，竖不断线

的体例，用记叙体，语霎雾囊薹錾i冀羹薹羹薹薹蓁羹羹蓁

主鬟冀霜霪鋈霪餮露耄薹蠹薹篓蚕雾i襄夔誊薹薹；露

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云南珍、稀，危植

物》彩色图谱第一册。同年9月，委托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正式开机拍摄云南“凤

山鸟会”科学教育电影。

1984～1985年，省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厅与云南农业大学合作，举办了两期农业生

态和农业环境保护培训班，共培训各地、州、市环保和农业部门的管理人员100多名。

省环保部门管理自然环境保护的另一重要手段是组织调查研究和科学考察，掌握全

省的自然环境和资源状况。

1976年起，省环境保

芾砣嗽�100多名。

省环保部门管理自然环境保护的另一重要手段是组织调查研究和科学考察，掌握全省的自然环境和资源状况。

1976年起，省环境保护办公室组织省环科所、昆明医学院，云南大学和昆明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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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各地区、各部门按照省人民政府的部署，积极编修地

方志。《云南建行志》在多方努力下，终于与我省四千多建设银行

职工见面了l这是我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项可喜的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省建设银行(包括建行成

立以前的交通银行)全体职工，扎根边疆，在云南38万平方

公里土地上，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边疆而辛勤工

作。边疆建设取得的成果，凝聚着建行职工的劳动和汗水，

建行工作中出现的缺点和差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边疆

建设的成效。《行志》正是按照社会主义新方志以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方法，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

针、政策，按“全面系统，翔实可靠"的要求，如实地记述

云南省建设银行几十年来的机构沿革，发展变化，业务开

展，工作面貌，经验教训⋯⋯等等，以承先启后，继往开

来，为各级领导指导工作、为各部门的同志了解各项业务的

历史状况，研究现实问题服务。

当前，全省建设银行在贯彻执行中央治理整顿，深化改

革的方针中，在总行和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

搞好自身治理整顿和改革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本部门的职能

作用，促进边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以出

色的工作，撰写我们新的历史。

罢暑含鼍萎蓑罢爹嘉囊萎釜墨磊至任委员许健吾云南省《金融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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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办拨款之初，面对制度法规不健全，建设单位管理薄

弱，银行缺乏工作经验的局面，交通银行总管理处提出。 “保

证款项及时下拨或付给建设单位，不要单纯强调手续。"云南支

行提出： “先拨付后审查，先宽后严’’的指导方针，工作侧重

于保证及时供应建设资金。在机构设置上，先后设立个旧、东

川，安宁三个办事处办理有色金属，钢铁工业单位的拨款。

从1953年开始，国家执行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基本

建设提到首要地位。随着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财委)颁发《暂行办法》，财政部颁发《实施细则》，国务院

颁发《暂行条例》，云南省财政厅两次作出补充规定，拨款制

度法规日臻完善。全省交通银行职工也由1951年的122人增加

到1953年的429人，围绕有色金属，新修国防公路和干线公

路、机械工业等建设，建立了4个支行(其中个旧、东川支行

系由办事处升格)，9个办事处。在投资任务零星，不具备设

’立机构条件(年投资50万元以内)的地方，委托人民银行代理

(交行派一人监拨)，设立代理处23处。当年经办的基建投资．

14，708万元，较1952年增加139％。

1954年成立建设银行前后，围绕电力、煤炭、公路，水利、轻

工以及建设比较集中的地，州、市，县和重点工程所在地陆续设

立儿个支行，24个办事处。到1957年底有职工513人。拨款工作在

前两年着重帮助建设单位清理资金，清理物资，清理债权债务，

划分生产资金、基建资金，建帐建制的基础上，按照总行提出的

“保证资金及时供应，监督资金合理使用，严防浪费，减少积

压，推进经济核算，逐步降低工程成本，集中主要力量，管好

重点工程，促进基本建设按照计划完成，从而促使社会主义经

济比重不断增长黟的工作方针和拨款制度法规全面开展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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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及时供应资金方面，从1953年起，改变过去实行的按建

设单位逐户汇拨为银行内部根据各建设项目的建设进度，用款

需要，逐级匡算，请领资金的资金调拨办法，并组织银行存款

资金参与运用。1956年起实行“上存下支"办法，及时供应了

建设资金，保证了工程的顺利进行。

在运用银行职能监督资金合理使用方面，从1953年开始对

建筑安装工程核计预付备料款，1954、1955两年实行逐户细致

核算，使预付款的占用从过去的30一40％降低到20一25％左

右，避免了资金过多过早的支用。但是，由于逐户核计过于繁

琐，工作量大，因此1956年以后改为按行业、分部门确定控制

额度的办法。从1953年起全面推行按工程进度结算付款，通过

审查验工月报，现场复丈，不仅防止了计划外工程而且削减虚报

错算价款255万多元。5年中通过对设备款和其他款项的结算以

及对器料供应计划的审查，削减了多购、错购的器材价款1，350

万元，帮助处理积压器材2，859万元。1954年开始，各行处开

展了审查工程预算、合同造价，到1957年审查的预算总值达

3．7亿元，为国家节约资金3，367万元。1957年开始对建设单位

的年度计划投资分配情况进行检查分析，·当年建议削减分配不

当的投资723万元。此外，还对投资计划，固定资产动用计戈Ⅱ

和降低成本计划的完成情况进行了检查。1956年接办固定资产

更新改造拨款，两年共拨款562万元。对建筑企业为适应季节

性需要超定额储备材料等短期资金的贷款，因预付款额度偏

高，建筑企业多占资金而很少贷出。

这一时期，专业银行充分运用国家赋予的监督职能及相应

的业务手段，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下，密切联系主管部

门，采取事前监督(或称“柜台监督")，现场检查■报裹分

析，进行事前的，事后的、经济的、技术的、本地的、外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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