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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言

《铜仁地区建行志》是在中央领导 i司志关于我国地方志侈志工作的

指示，校据锅仁地区修志工作的部署，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捂导

患想，实事求是地记述铜仁地区建设银行自建立以来〈包括建设银行的

前身交通银行 )37 年的机持沿革和业务活动的全过程。

《锅仁地区建行志》就是《铜仁地区金量生志》的一部份，又是独立的

建设银仔行志。是在铜仁地区建设银行党组的直接领导下，明确由五十

年代起，就一直在建行工作的张德江同志负责编写，于 1985 年 12 月份

开始进行，历经两次停顿，于 1992 年 1 月试写完成，历经五卒年头，实

际编寨时间两年半。

全志资料收集主要查阅本行档案资料;有关章节本行有关科室积

极提供资料和情况;请原交通银行和建设银行的老同志开座谈会和走

访原建行的老同志提供情况;向省建行、地区统计局取得有关资料。资

料搜集约 30 余万字，成志为 12 万字。编篡的方式，按章节边搜集资料

边试写，避免搜集与试写脱节。

行志的完成，谨向提供资料、靖况的有关单位和个人致以热忱的谢

意。

行志的编篡，由于我钉的水平有限，如之建设银行机构历经"三起

两落"再次撤并，又经"文化大革命"档案资料遗失严重，因此，记述不尽

完善，误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提出意见，以便修正。

张德江

1992 年 1 月 20 B 



凡{到

一、《铜仁地区建行志》包括交通银行在铜仁地区设代理处、工作

组、支仔;建设银行全区的机构建立和业务发展统况，全志分 15 章 37

节。

二、时闰断限:上报 1945 年自交通银行设立办事处起;下限 1990

年止。

三、编写方法:采取按章节排列，横排竖写，纵横结合，反映历史现

状，直言其事，不加褒疑。

四、志中行名简称:中雪人民建设银行总行简称"总行"依倒，简

称"省建行"或"省分行" "地区建行"或"中文":"XX 县支行"。

五、志中对有领导、中级职称、县支行领导独立的办事处、工作组及

中心工作组领导书写姓名。

六、本志第三章第一节"历年基本建设拨、贷款及技资效果表"中提

资完成情况 1958一-1967 年系采眉铜仁地区统计局资料，其余数据均

为本行资料。

七、为章节与分类的完整，第三章第一节"历年基本建设支出及投

资完成情况表"和第五章第一节"历年基本建设挂质贷款及吕枝一芫

表"同时反映"拨改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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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述

钢仁地区位于贵州省东北部，地处武陵山路主峰梵净 w地段，东邻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南连黔东南苗族自治 ;)+1 ;西接遵义地区;

北抵1m )11 5音凌地区，素有"群东门户"之称。全区辖八县一市一特区，即

玉屏、松桃、石肝、江口、印江、思南、德江、沿河县、铜仁市、万山特区。否

积 18023 平方公呈，人口 326 万人(1990 年〉。

锅仁地区地关山区，境内丛山竣怜，河流纵横，属亚热带地区，有温

嚎湿羁的气侯，充坤的商量，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嚣，地下矿藏有 40 多

种，其中 z 以录为最著名，储量居全国之苔，居世界第三，万由素有系都

之称;锺矿亦极为丰富，储量居全E第一;水能资源丰富、蕴藏量达 400

多万千瓦，可供水力发电、水利灌溉的开发;气候温暖、土地应沃，适宜

种植多种经济作物，其中 z 烟叶、油菜、花生是三大优势。铜仁地区的地

理、气最条件蕴藏着经济发展可开发的皇大潜力。

锅仁地区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经济较落后地区，解放初期 1950 年

工农业总产值为1. 95 亿元，其中 z 工业总产值 O. 11 亿元，农业总产值

1. 84 亿元。 1990 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1 1. 50 亿元，比解放初期 1950 年

增长了 4.9 倍，其中 z 工业总产值 3. 70 1:乙元，增长了 33.6 倍;农业总产

值 7.80 亿元，增长了 3.24 倍。财政收入 1953 年为 0.07 亿元， 1990 年

达到1. 55 亿元，增长了 21. 3 倍，财政支出 1953 年为 O. 071:乙元， 1990

年达到 2.09 亿元，增长了 28.8 倍，即财政支出大于收入 0.54 亿元。

铜仁地区建设银行的前身一一交通银行机构的建立， 1945 年在思

南设办事处， 1952 年省交通银行在铜仁、思南、印江、江口 E县设交通

.1. 



银行代理处， 1953 年 6 月在钢仁设铜仁支行，代理处停止业务。时锅仁

地区的基本建设攻自主要是贵判采矿和思铜公路。 1953 年拨款数为

148 亿元(亿元括新市万元)，铜仁支行的设立芬是为经办此两项工程，

当时，全省交通银行机构省分行所辖仅遵义和铜仁两个支行。钢仁交通

银行设立期间，一是办理一般的拨款、存款;二是清理原企业，属于官僚

资本的要没枝，属于私人的投资要退还。

1954 年 10 月 1 8 ，建设银行铜仁支行成立，系由原来的交通银行

铜仁支行攻称建设银行，人员编制、办公地点、经办业务不变。至 1957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菊间，国家在政治上进行土地攻革，开展"三反"、"主

反"运动手在经济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

义攻造。这期间铜仁地区的基本建设任务不大，五年中建设银仔共袭款

1980 万元。铜仁建设银行在这期间，主要办理基本建设拨款和地勤事

业费拨款，以及审查建设预算工作， 1954 年至 1956 年，共审查预算

830. 1 万元，净核减 169 万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除 1957 年发放 4

万元小型技措贷款外，未办理贷款业务，建设银行还处于单纯的财政职

能。

1958 年国民经济全面高涨，全国掀起"大跃进"高潮，各行各业出

现亮指标，放卫星、急躁冒进、盲自大上。基本建设投资疆增，铜仁地军

仅 1958 年一年的拨款数 1257 万元，就占第一个五年计运拨款总和的

63%。对建设银行的拨款监督，必要的规章制度，当成条条框框来破除，

祝建设银行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飞建设银行受到冲击。这年自务院

《关于改进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制度的几项规定》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抚

构并入各级财政，据此，建设银行锅仁支仔并入地区时政局，成为财政

局的基建财务科，人员编制不变，对外仍保留建设银行名义，挂建设银

行牌子，但建设银行对基本建设的拨款监督己大大削弱，有款就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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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拨多少，建设银行人员也随之减少，由 1957 年的 26 人减到 1960

年的 8 人。置"大跃进"的第二个五年计母，铜仁地区基本建设通过建设

银行拨款 4700 万元，为"一五"时期拨款数 2. 4 倍，这个时期铜仁建设

银行除办理拨款外，还对建筑施工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但额度较

小，仅 S 万元。

1962 年，在总结基本建设财务拨款三年"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

财政部根据中央迅速充实银行、财政、税务人员的紧急通知精神，于 3

月 28 8 发布《关于恢复建设银行机构和加强领导的通知>>， 4 月 5 E1省

焉政厅下达关于坟复贵州省建设银仔的通知，明确全省建设银行编制，

其中 z铜仁支行 15 人。铜仁支行于 1963 年更名为铜仁专区支行。锅仁

建设银行恢复后在三年调整时期中 (1962一-1964 年〉加强了基本建

设拨款监督，加强"四按"原则拨款，并加强审查工程颈决算工作。三年

拨款 2670 万元，放款 53 万元。

经过三年调整时期，建设银行对基本建设的财务管理，已逐步走向

正规，但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基本建设拨款管理和建设银行机构

再次受到冲击，扭基本建设必要的规章制度视为"管、卡、压"来破除 z扭

建设银行视为修正主义的产物来批判，到处声称砸烂建设银行，建设银

行人心不稳定，基本建设拨款，不敢提监督二字，拨款大撒手，有款就

拨，建设银行形同虚设。 1970 年全E建设银行再度撤销并入人民银仔，

铜仁专区建行于 12 月份并入锅仁专区人民银行，成为人民银行的基建

科，人员减少到 5 人，仅维持一般的拨款工作，基本建设费务管理，已无

暇颜及。时隔窝年，儿经实践，基本建设拨款监督必需加强，建设银行机

构必须存在， 1972 年 4 月，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恢复建设银行的报

告"全国建设银行相继钱复。铜仁地在建设银行于 1972 年 10 丹 1 8 正

式对井营韭。 1973 年全区各县设拨款员，办理基本建设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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