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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志
(1976—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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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本书记录了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自1976年成立到2005年，30年间

业务发展和经营管理方面的主要工作内容。时间上限为1976年1月1日，

即中国银行石家庄分行成立，下限为2005年12月31日。为交待背景，

文中也涉及1958年中国银行秦皇岛办事处成立到1976石家庄分行成立前

的个别内容。因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的名称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一行

两称” (“石家庄分行”与“河北省分行”并行)时期，为不混淆概念，

本书文中把1988年以前的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称为：中国银行石家庄分

行，简称石家庄分行；把1988年(舍)以后称为：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

简称省分行或省行。

全书严格按照志书“横排竖写”的要求，确定四大“横”项内容：历

史沿革、组织领导与机构设置、业务发展和内部管理，即本书的四大章。

在“业务发展”一章中，横排了8项内容：省分行早期业务、贷款业务、

存款业务、国际结算业务、银行卡业务、零售贷款业务、资金业务和其它

业务。其中，零售贷款业务虽开办时间不长，但对银行转变经营方式、实

现效益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把它升格单列。30年问，中国银行

的业务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消失、有些弱化、有些性质发生了改变；同

时。新业务层出不穷。逐渐成为新的效益增长点或发展方向，如代理业

务、网上银行、理财服务等．但其地位尚不能同前速几项相提并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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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志

此，把它们集中归在“其它业务”中。与“其它业务”相对应，一些已消

失或是弱化的业务，都曾在中行业务中占有重要地位，有些还是中行所独

有，如：侨汇、外汇券、夕I-,r4言托、外汇留成、外币兑换等，如把其横排

在主要业务序列中必将出现断限现象，因此，将其集中归为“早期业务”。

在“内部管理”一章中，横排了人事管理、风险管理、稽核工作、法律与

合规工作、信息科技、监察保卫、工会工作、调研与学会工作等8项内

容。

上述16项横排内容都定位在“节”，按年份竖写，综合叙述。除贷款

业务、存款业务和其它业务等项分出若干小项外，其它都没有再继续细

分。比如：零售贷款业务还可细分为汽车、住房、投资经营、商铺、助学

贷款等多个条目。但这些业务开展的时间不同、程度不同、效果也不同，

如果再细分，则内容单薄，写无可写。因此，使用综合叙述的办法，以点

带面。点到为止。

本书主要内容以省行为主，兼顾分支行。文字资料主要来源于省行档

案室的文件、资料、书籍或档案管理系统的电子文档，部分来源于员工个

人留存．另有部分来源于1988年《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志稿》；图片主要

选自省行档案室。部分来源于分支行；各分支行机构名录及主要负责人任

职情况由各分支行提供。

作为一部志书。本书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但不能替代历史档案。读

者若需查证涉及集体或个人权益方面的证据资料，应以原始档案为准。

愿本书能为读者了解我行历史变迁或查找资料带来一些方便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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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历史沿革

第一章历史沿革

中国银行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也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家国家银

行。历经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至今已有近百年历

史，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中国银行在河北省最早设立的机构是中国银

行张家121分行。1907年。户部银行张家121(当时的张家口是察哈尔省省

会)分行成立，后改称大清银行张家口分行；辛亥革命胜利后，大清银行

张家口分行改名为中国银行张家口分行。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天津曾是河

北省省会(1958年一1966年)，中国银行天津分行一度成为中国银行设在

河北省的机构。1976年1月1日，中国银行石家庄分行成立。1979年，

中国银行石家庄分行从人民银行分设出来，成为中国银行在河北省的领导

机构。1992年6月正式改称为巾围银行河北省分行，2004年8月又变更

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30年来，在历届党组(党委)的

领导下。通过全体员工的艰苦努力，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从小到大，由弱

变强．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多功能、现代化、国际化的大银行，为河北省的

经济建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节新中国成立前中国银行在河北

1904年(光绪i十年)初，清政府参酌各国银行章程，试办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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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志

次年八月．清政府正式创立“大清户部银行”。当时收股本白银400万两

(后又增加600万两，合计1000万两)，官商各半，总行设在北京。1908

年(光绪三十四年)，户部改为度支部，户部银行遂于同年7月1日改称

“大清银行”，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国家银行。当时收股本白银400万

两(后又增加600万两，合计1000万两)，官商各半，设总行于北京。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原大清银行副监督陈锦涛被任命为财政总

长。陈锦涛与项藻馨等大清银行商股股东上书孙中山。建议将大清银行改

为中国银行，作为新政府的中央银行。孙中山同意了这个建议，亲自召见

陈锦涛要求其“另筹官股”，并派正副监督“先行开办，克期成立”。1912

年1月24日。陈锦涛以财政部名义书面批复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组成临

时监事会，由新任监督吴鼎昌筹划成立中国银行。1912年2月5日。中

国银行在上海汉口路大清银行旧址召开成立大会。同时对外营业。3月15

日．中国银行临时监事会呈袁世凯要求通令东北银行一律改名为中国银

行，很快得到袁的复准。因北洋政府设在北京，坐落在北京的原大清银行

总行于1912年8月1日被改为中国银行总行。1914年9月1日。中国银

行总行又被改组为总管理处。中国银行成立后．作为民国政府和北洋政府

的中央银行，履行中央银行职能，管理国库、发行货币、公债，偿付外债

等，同时经营存款、放款、汇款和一般银行业务。中国银行在履行中央银

行职能过程中，先后在各地建立起了分支机构。

中国银行在河北省设立最早的机构是中国银行张家口分行。1907年．

户部银行张家口分行设立。户部银行改称大清银行后，张家口分行隶属于

大清银行北京分行。辛亥革命后，改为中国银行张家口分行。隶属于北平

分行。1916年、1921年，北平、天津发生挤兑风潮，张家口受到了极大

影响。在停兑期间，中国银行张家口分行业务几乎陷入停顿。汇款一律停

止，存款拒付，并电请中国银行北平分行筹款lO万元应急。在中国银行

张家121分行及张市各家银行恳请下。地方政府通令所有银行兑换券在市面

照常与现洋通用。后因业务减少，中国银行张家口分行改为寄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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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历史沿革

1908年，大清银行在保定设立分行。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保定分

行改为中国银行保定办事处，隶属于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营业对象主要是

政府财政局、税务局、烟酒专卖局等公营机关和少数大企业，如电力公

司、乾义面粉公司、通惠盐厂、庆兴蛋厂、福和公粮店等。1916年和

1921年停兑风潮期间，保定西大街中国银行门口，每天都有人排队用中

国银行发行的纸币兑换银元，当时规定每人每次限兑10元。1937年9

月。日军入侵保定．中国银行保定办事处南撤。抗战胜利后，中国银行在

保定恢复了机构。但没有广泛开展业务。

1914年8月18日．中国银行唐山汇兑所设立。隶属于中国银行天津

分行。1917年7月1日改为支行，1929年又改为办事处。1942年2月，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唐山分行”进驻中国银行唐山办事处，强行改组为

日伪“中国银行唐山办事处”。1945年抗战胜利后，唐中行又成为国民党

政府银行。1948年9月15日，唐中行迁入新址中山路7l号办公。根据

天津分行指示。设个人存款部，办理办理个人活期和定期储蓄，并吸收团

体存款。

1915年7月。中国银行石家庄汇兑所设立，隶属于中国银行天津分

行．是专门从事银元票兑换的货币兑换所。改为支行后，成为石家庄较大

的银行之一。“七七事变”后，中国银行石家庄支行南撤。1946年，在

石家庄中山路16号恢复营业。

1924年6月。中国银行秦皇岛办事处设立，隶属于中国银行天津分

行．同时也是秦皇岛第一家新式银行。办事处设立不久，就遭遇直奉战

争，因此停业。1925年复业，11月，因山海关兵变又停业。1926年7月

复业。次年6月遭匪徒抢劫第三次停业，11月再复业。1929年4月，办

事处改为支行。1932年6月，秦皇岛支行再改为办事处。1933年因战事

再次停业，9月复业。1936年，由于经营清淡，业务量减少，办事处又改
’

为寄庄．归中国银行唐山办事处管辖。 “七七事变”后撤往天津。抗战胜

利后于1946年12月恢复办事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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