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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内蒙古建设银行志》，经过四年多的努力，正
式出版发行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为建设银行

40年行庆献上的一份礼物。这部行志比较详细地

记载了建设银行内蒙古分行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

巨大成绩，是经过精选的宝贵档案资料，对建设银

行职工了解建行的创建和发展过程有着重要的价

值。所以，行志的出版发行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是我区建行经济金融生活中一件值得庆贺的大＼’
．

I

事。 ．

．

。

’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成立于一

1954年10月1日，至今已经走过了40年的发展

历程。在40年中，全区建设银行经办的固定资产

投资约1000亿元，通过全区的分支机构，保证建

设用款，，支持建成了几千个大、中、小型项目，支持

建设了一大批学校、医院、住宅等职工生活福利设

施，对形成我区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奠定国民经

济物质技术基础，改善生产力布局，提高城乡1乍垦一
，

． 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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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化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区建设银行在

管理固定资产投资过程中，根据党和国家不同时

期的方针、政策和中央、自治区的投资计划，严格

监督资金使用，通过办理基本建设拨款、贷款、结

算、管理基本建设预算和财务，审查设计概算和工

程预决算，为国家节约了巨额资金，促进了建设项

目经济效益的提高。

经过40年的发展，我区建设银行目前已成为

具有一定资金实力的国有金融实体。现在遍布全

区的分支机构有169个，分布于城镇的储蓄网点

、j Sl 6个，全行拥有职工8000多人，其中具有高级
＼- 专业技术职称的83人，已发展成为一个专业技术

力量雄厚、金融功能较全的金融企业集团。内蒙古

建设银行的发展，是在总行及自治区党委、政府领

导下，全体建行职工积极努力，辛勤奉献的结果。

，当前我区建设银行正处于新的发展时期。中

共十四大确定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把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我区

建设银行将根据国家金融体制、投资管理体制改

．革的要求，实行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相分离，

逐步朝着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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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的国有商业银行方向发展。1994年是建设银行’

向商业银行转轨求得新的发展的新起点·摆在我

们面前的主要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要求，强化商业银行的经营意识，加速内部经营管

理机制的改革，不断开拓业务新领域，稳步向国有’

商业银行机制迈进。在庆祝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成

立40周年，内蒙古建设银行行志出版发行之际，

希望我区建行职工，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

研究历史，分析形势，抓住机遇，朝着国有商业银

行的目标，继续开拓进取，为建设银行的改革发

展，为国家和自治区经济建设继续谱写新的篇章。

t、
l

畔秘
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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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建设银行的创建时期(1954年"-,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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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区行始建于1954年lo月1

日．到1992年已经走过了·38年的历程。交通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区

行，在组织机构、管理制度等方面为建设银行的创建提供了物质基

础和组织准备． ．’

．

。 ’ ”
．

建国初期，国家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开始了国民经济的全面 ．

恢复工作。尽管财政十分困难，但是，为了迅速医治战争刨伤，恢复 。

和发展生产，稳定物价和繁荣经济，国家每年仍安排相当数量的资．

金用于基本建设投资。这个时期，内蒙古自治区和原绥远省的投资 ，

”

均分别由各级财政部门经管。为了有效地使用基本建设投资，加速

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建设，1950年2月21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金

融会议决定：“金融机构的建设应本着集中统一，城乡兼顾、减少层

次、提高效率、力求精简的方针，建立与健全人民银行，有计划地建

立与调整专业银行、分管长期与短期信贷。”为了使交通银行在中

国从民银行领导下，迅速负起长期投资信贷的专业业务，限在4月

底以前把过去办理的短期业务，移交给当地人民银行办理。．同年
’

，2月1日政务院在《关于决算制度、预算审核、投资的施工计划和

货币管理的决定》中又进一步确定。“各企业基本建设投资的拨款t

逐步交由银行实行监督，按计划拨款”。据此，1951年2月1日、，中

国人民银行指定由交通银行为办理基本建设投资拨款的专业银

行，并负责组织长期资金市场。2月19艮，交通银行总管理处在北

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基本建设拨款会议，统一了对监督基本建设投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