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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建行‘行志》编纂领导小组全体同志合影。前排左起王仁许、石琦义、

徐四新；后排左起王余寿淳侠、张国衡、周正远

成都建行《行志》编纂领导小组组长石琦义(前排中)、副组长王仁许(前

排左)与行志办公室部份同志合影．



1991年2月21日建行总行行长周道炯同志视察成都建行。目

行领导汇报工作。右起第四位为周道炯行长。

总行周道炯行长、省建行张俊行长与成都建行部份处以上干

前排左起第三位为周道炯同志、第五位为张俊同志。



楼。”

周道炯行长视察成都建行第一支行时挥毫题词；“巩固成果，更上一层

省建行行长张俊陪同周道炯行长视察成都建行第一支行时挥毫题词

“开拓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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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道炯行长视察成都建行第二支行时，与部份职工合影留念。

周道炯行长视察成都建行第三支行人民西路储蓄所时，与三支行领导合
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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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道炯行长视察成都建行第四支行t听取支行领导工作汇报时的情景．

周道炯行长在省、市建行领导陪同视察成都建行专业支行时．与支行领

导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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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道炯行长、省建行张俊行长视察成都建行石油铁路支行时．与支行领
导合影留念。

1992年4月21日，建行总行副行长周汉荣(前排左起第三位)，在成都

建行行长刘明生(前排左第一位)、副行长刘俊田(前排中)陪同参观成都建行

都江堰市支行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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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的 话

《成都建行志》的编纂工作，是在中共成都建行党组的

直接领导下，在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指导下，在广大

职工群众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六年多时间的努力
而完成的。

《成都建行志》编纂过程中，通过发动群众，搜集资料，

实事求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所

占有的资料进行调查研究，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按照“详近

略远、详今略古”和“总结过去、瞻望未来”的原则精神编

修的。编者力求做到既体现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建行特点，

又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成都建行志》副本汇编了成都建行多年来制订的内部

工作章则、内部工作法规、理论探讨和工作研究、经济调查

四个部份的内容。前两个部份，在过去管理工作上长期起着

很好的作用，现在也还能见其影响，将来也有参考价值。后

两个部份，都是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对研究当前如何搞好

改革开放，以及如何作好固定资产投资管理，进一步完善财

政、银行双重职能，支持经济建设等方面，也有借鉴作用。

《成都建行志》各章、节均按记叙文记述，追溯历史有

根有源，记载事情实事求是，文字朴实，通俗易懂，但限于

编者水平，差、漏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九二年八月



凡 例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成都市分行在历史上曾有过三个行

名，即1964年前称成都支行，1965年至1978年称成都分

行，1979年后改为成都市分行。为统一三个不同时期的行

名，在志书中统称成都建行。由成都建行行志办公室编纂的

《行志》一书，书名称《成都建行志》

《成都建行志》中，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和中国人民
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的行名，分别简称为建行总行和省建行

《成都建行志》较全面、较系统地记叙成都地区自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成都建行经办国家对固定资产投资的

情况，是一部专业性、地方性、资料性的文本

《成都建行志》的编写时间，上限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包括1949年至1954年10月建设银行成立前的交通

银行，志书中简称成都交行)，下限断至1989年。

《成都建行志》体例采用志、记、图、表，以志为主体。

《成都建行志》中各种统计数字，都用阿拉伯字。各种

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都是根据会计决算报表的数字汇集的。

《成都建行志》1955年前人民币面额都按1万元换1元

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面额。

《成都建行志》中的贷款种类演变次数很多，无法按历

史上出现过的种类归类。本志的贷款种类是根据建行总行

1989年的规定归类的。

《成都建行志》资料来源于历史档案，政府文件，以及
调查采访实录，一般不注明出处，不作注解。鉴于历史原因，

有的资料无法搜集、考核，而造成缺、漏时，则保持本来面

貌，以待续志时补正充实。

《成都建行志》不包括1983年6月温江地区与成都市合

并前建设银行温江地区中心支行的情况，只在本志《附记》

里作简要记述。



序

《成都建行志》编纂工作开始于1984年9月，1988年7
月完成初稿，1989年5月进行了初审，1990年10月进行复
审，现已正式定稿，诞生了成都有史来第一部建设银行志。

《成都建行志》分正副两本。正本主要记叙中国人民建
设银行成都市分行在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所走过的历
程：记叙对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管理、贷款管理、建筑安装企
业财务管理，以及改革金融体制，拓展业务，．扩大经营范围，

组织存款，发展信贷，支持地方经济建设的实况。副本主要
搜集、整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成都市分行在历史的各个时
期，为加强管理而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筛选了十年改革时
期一部份在省级以上刊物公开发表过的各项科研成果的学
术性论文，工作研究；经济调查报告。为当今治理整顿、深
化改革，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投资管理、项目决

策提供参考依据，也为子孙后代提供历史借鉴。
《成都建行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江思想为

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

义，力求体现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建设银行特点，以达到
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从一个方面反映成都市建
设的发展，使之成为一部比较有价值的部门志。但由于成都
建行机构在历史上曾两次撤并，资料不齐不全，给撰著带来

困难，所以会有诸多缺陷，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志编纂工作的顺利完成，是在分行党组织领导下，在

成都市地方志编委会的指导下，群策群力的结果。参加本志
资料搜集的近200人，为本志提供资料的部门、单位70多
个，对参加本志第一次审查、第二次审查的上级机关和有关
专家、学者，以及为本志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表示衷心感
谢。’

、

成都建行原行长 ，，。．、，

行志编纂领导小组组长启习又
一九九一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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