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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有关领导参加乏通银行郑州支行开业典礼。

交通银行郑州支行营业走厅



趸行总处、武汉分行、郑州市政府、郑州

支行等有关领导在郑交行开业时合影留念。

交行武汉分行张优瑞总经理与郑州支行有

是领导合影留念。



之通银行郑州支行行级领导人员

什经理崔云才

躺
总经济师王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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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交通银行志》序言

程履仁

交通银行(简称交行)是一家历史悠久的银行。但是，由于它经

历了清王朝、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不同的

历史时期，其间有兴有衰，时断时续。解放后交行在我国内地停止

业务活动长达三十年之久，因此对交行的历史、现状、性质和特点，

不仅社会上许多人不甚了解，即便是目前从事交行工作的一些同

志也知之不多。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需要，增进人们对交行的

认识和了解，提高交行的知名度，进一步把交行办好，我们按照郑

州市人民政府和人民银行郑州分行的统一布署，编纂了《郑州交通

银行志》，以期郑州交通银行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前进，

在振兴中原经济、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事业

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

在编纂过程中，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力求全面、准

确．详实地介绍交行的历史沿革与现：淡，真诚的希望能为后人留下

一部真实可靠的郑州交通银行发展史册。本行志以反映郑州交行

的现状为主，为使人们对交行能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对交行总管理

处历史也作了_些概括的叙述。

交通银行是清政府为赎回京汉铁路和经办铁路、电报、邮政、

航运四项业务的收付款而设立的一家官商合办银行。

交行于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3月成立，至今已有83年



的历史。开办时额定资本金为库平银500万两，旋又改定为1000

万两，其中官股四成，商股六成。第一任总经理为李经楚，是北洋大

臣李鸿章的胞侄。开办时总行(称总管理处)设在北京，不久在津、

沪、粤、汉等地相继设立分行，并在香港、新加坡、西贡先后设置分

支机构。由于资金较为雄厚，时誉颇高。民国时期成为四大官僚资

本银行之一。1915年(民国4年)，北洋政府明饬其具有国家银行

的性质，享有货币发行权。1928年(民国17年)，总行迁往上海，国

民政府公布新条例，交行被指定为特许实业银行。1935年(民国24

年)．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确定交通银行、中央银行和中国银

行发行的兑换券为国币(法币)。交通银行自创办之13起先后经营

存款、储蓄、放款、抵押贷款、押汇、投资、信托、票据贴现转让及国

外金融等一般银行业务，还特许其代理国库、发行货币、经办公债

和管理金银外汇等特权，经营过太平洋、交通躲险公司，直至全国

解放。

解放前的交通银行，是为各个时期的统治阶级服务的。但是，

它的建立也为我国的交通邮电事业和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起过一些

积极作用。交行在发展过程中，借鉴资本主义商业银行某些业务经

营做法，是我国最早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的一家银行。它与中国银-

行一起较早改用西式薄记，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会计制度，它也

曾引进外国银行的一些先进操作方法，对于推动我国金融事业的

近代化有过一定的贡献。

解放后，经过人民政府对交行的接管和整顿，使之改造成为服

务于人民建设事业的金融机构。1949年交行复业初期，其业务重

点放在对国营工矿、交通、航运事业的贷款方面。随后又成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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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公私合营企业财务的专业银行，并具体办理公私合营企业中

公股股权的清理工作，后来又成为经营工矿交通事业的长期信用

银行，在担负原有任务的同时，开始承办国家基本建设拨款业务。

1954年以后，它的内地业务分别并入当地人民银行和建设银行，

但香港分行仍继续营业。

交通银行郑州汇兑所于1912年(民国元年)在大同路东段成

立，1917年初设立郑州支行，至1948年郑州解放前夕歇业斋、．解放

后，经过清理和整顿，1951年5月份交通银行郑州支行恢复成立，

1957年6月交通银行郑州支行撤销，其业务先后并入人民银行和

建设银行。

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需要，国务院于1986年7月

决定重新组建交通银行。1987年4月1日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由北

京迁至上海，上海分行同时开业。根据国务院国发(1986)字第81

号文《关于重新组建交通银行的通知》，重新组建后的交通银行是

和其他专业银行平行的全国性综合银行，是国务院直属局级经济

实体。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发(1987)40号文之规定，交通银行在

所有制上，实行以公有制为主的股份制；在机构建设上，按经济区

域设置，在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设立分支行；在业务范围上，不受

专业分工限制，既经营本外币各种银行业务，又经营保险、证卷、投

资、房地产、租赁、信托等各种非银行金融业务；在管理体制上，实

行统一管理，分级经营和在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在资金

使用上，实行自求平衡，自我控制。

重新组建后的交通银行，是金融体制改革的产物，是一家有发

展活力的新型银行。它致力于新兴金融业务的开拓，采取多种方式



筹集、融通资金，向社会各界提供优质、高效、多功能的金融服务，

促进横向经济联合的发展，努力培育和支持企业集团，初步形成自

己的独特风格。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在激烈竞争的形势下，交通

银行迅速发展壮大。到1990年底；在全国69个城市已建立了70

个分支机构。其中设有上海、南京、沈阳、大连、青岛、武汉、广州、重

庆、西安、北京十个管辖分行。全行职工13600人，资产总规模达

728亿元，各项存款302．4亿元，各项贷款2§3．8亿元，资本净值

45亿元，实收资本金39．9亿元；其中国家股、11．4亿元，地方财政

股22亿元，国营企业股6．5亿元。有27个分支行开办了外汇业

务，有29个分支行开办了保险业务，有38个分支行开办了证券业

务。一个全国性、外向型、多功能、综合性的新型银行框架已经形

成。

交通银行郑州支行，经过近半年的筹备，于1988年12月27

日在百花路十号开业，隶属交通银行武汉分行管辖。交通银行郑州

支行，开业两年来，在市政府、市人民银行和上级行的领导下，在社

会各界特别是在金融界的大力支持下，严格遵循国家的金融方针、

政策，坚持社会主义综合性银行的发展方向，，按照稳健经营，依法

经营的原则，一手抓开拓，一手抓管理，以“_流的服务质量，一流

的工作效率，一流的银行信誉”为办行宗旨，各项业务迅速稳健发

展，，取得了可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振兴郑州经济和繁荣郑

州市的金融事业做7出了应有的贡献。 、

到1 990年底，郑州交行的资产总规模已达：5亿多元，各项存

款为26726万元，累计发放各种贷款8；：6．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

25806万元，实收资本金4100万元，累计拆入拆出资金4．48亿



元，两年实现利润2226万元。和全市．1891个帐户单位建立了资金

和业务往来关系。在拓展业务的同时，紫荆山、铁道两个办事处和

太康路、陇西两个储蓄所先后建成开业。全行职工已发展到215

人，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105人，占48．8％，中专和高中以上

文化程度的107人占49．76％。有专业技术职称的116人，占全行

总人数的53．95％。有党员53人，团员98人。从以上情况看，郑州

交行职工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还是比较好的。

郑州交行重新组建两年来，一方面努力办好存款贷款、汇兑结

算、现金收、付等各种银行传统业务，一方面致力于开拓新的业务

领域，先后开办了委托贷款、租赁贷款、抵押贷款、票据承兑贴现、

房地产、证券、信息咨询、代保管和担保等非银行的金融业务，并抓

紧时机筹办外汇和保险业务。郑州交行的综合服务功能不断得到

字盖／U口o

郑州交行重新组建虽然只有两年时间，但是，由于它坚持改革

的方向，已在许多方面显示出它的优势和活力。一是在把银行办成

真正的金融企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全市率先建立了以资

产负债管理为核心的，自我调控，自我约束的管理机制，实行信贷

资产质量监控制度，财务、资金分析制度，经济指标考核制度等，为

进一步提高我市金融企业的管理水平，积累了一些经验；二是郑州

交行是一家综合性银行，服务范围不受专业分工限制，打破了原有

金融体制服务单一的局面，增加了新的服务功能，向社会提供多功

能、全方位服务，有利于企业横向联合，有利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

发展；三是进一步密切了地方、企业与银行的关系。郑州交行是我

省唯一一家公有股份制银行，地方和部分企业向郑州交行入了股，



成为交行的股东和后台。因此，增加了对交行的关注，都把交行看

成是“自己的银行”；四是与其他专业银行实行业务交叉，开展适度

竞争，促进了全市金融服务水平的提高；五是增加了融资渠道，有

利于振兴地方经济o

实践证明，国务院关于重新组建交通银行的决定，及人民银行

给交通银行规定的发展模式都是正确的，重新组建交通银行，是我

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贯彻党的改革开放方针的

必然结果。我深信交通银行在今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

业中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郑州交通银行志》共八章四十七节，对郑州交通银行的历史

沿革及现状，作了比较详尽的阐述，我上面介绍的情况，只是其中

的一些片断，也只能作为浏览全志的一个索引。

在市人民政府和市人民银行的领导下，我行全体编志人员，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以历史事实

为依据，经过艰苦努力，《郑州交通银行志》今天和大家见面了，这

是郑州市金融界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它不仅对郑州交行的发展，

对郑州市金融事业的繁荣将有所补益，同时也给编纂《郑州市金融

志》和《郑州市志》提供了素材。然而由于编志人员水平有限，加上

交行机构变化大，情况复杂，史料不全，因此难免有疏漏不妥之处，

请各位审阅者不吝指教。 ．



概 述

‘郑州地区(郑州有时又称郑县，是一个地方，两个名称)的交通

银行机构，最早是在1 912年开设汇兑所，属开封分行管辖。1917

年才设立郑州支行，1922年初被裁撤。1931年重新设立郑县办事

处，1 933年7月改设为郑县四等支行，属天津分行管辖。1 934年9

月，升格为郑县二等直隶支行，直属总管理处管辖。下辖西安三等

支行、陕州四等支行、渭南五等支行、开封六等支行(已由分行改支

行)以及洛阳办事处、彰德办事处(今安阳市)、灵宝办事处，以后又

调整变更为下辖陕州、开封、保定、石家庄、张家口五支行以及潼

关、灵宝、洛阳、彰德四个办事处，并暂时代管归绥(今呼和浩特

市)、’包头两行处，经营地域延及数省，这是郑交行的全盛时期：

1938年郑州被日本侵占前，郑交行向大西南撤退，先后在重庆、成

都、贵阳维持营业，并改为四等支行，转受西安分行管辖(由支行升

格为分行)。抗日战争胜利后，1 946年元月，郑交行返郑复业，改归

汉口分行管辖，直到1948年10月郑州解放前夕歇业。

1951年元月，汉口分行派出驻豫工作组，来郑清理交行资财

并协助筹建郑交行的新机构，5月份交通银行郑州支行正式成立，

6月份改名为河南支行并迁往开封，在郑州另成立郑州办事处，

1 952年又升格为郑州支行，属河南分行管辖(由支行改升分行)，

主要业务是管理基本建设拨款和清理企业中的公股公产。1954年

9月，根据国务院的批示，郑交行机构撤销，所有干部、资财和业

务，都移交给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郑州市支行接收。1．956



年5月，根据上级指示，又重新组建了交通银行郑州支行，受财政

部门委托，管理全市的公私合营企业财务，归河南分行管辖。1957

年6月，郑交行又被裁撤。1988年5月，在交通银行武汉分行和中

国人民银行郑州分行以及郑州市政府的共同指导下，经过近半年

的积极努力，报请总管理处批准，成立了“交通银行郑州支行”，12

月27 13开始试营业；1990年初批准正式营业，成为综合性的金融

机构。‘

综上所述，郑交行的机构和业务变化都较大，先后曾五次组建

机构和发生四度裁撤，以及七年时间的离郑外迁，曾受“总处”直辖

和五个分行管辖过，同时，也曾管辖过其他不少基层行处，变化频

繁，情况错综复杂。由于各时期的业务内容不同，机构沿革又不衔

接，为此，编志采用先横后直的特殊体制，把郑交行的发展变化先

划分为四大阶段，即1 912年到1．948年解放前阶段，1 951年到

1954年经办基本建设拨款阶段，1956年到1957年管理公私合营

企业阶段，1988年到1990年重新组建后实行综合性经营阶段。每

个阶段，再详述机构沿革、业务开拓和资财发展等内容。

郑交行编志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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