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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广军

这本志书是《淄博金融志》的续修。记录了淄博金融业1986年至

2003年间的重要经历及史实。

自1986年以来，同全国一样，淄博的金融业经过近二十年的改革与

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一是建立和完善了地方金融组织体系。

逐步形成了以人民银行为领导，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

业银行分支机构以及地方性金融机构并存、布局基本合理、各类业务竞

相发展的银行业组织体系。淄博保险业由计划经济时期的独家经营逐步

转变为市场放开的多家竞争、财寿险分业经营的格局。淄博市证券业在

股份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从无到有，经历了试点、发展、规范等阶

段。总起来看，淄博金融业组织体系基本满足了当地经济发展的客观需

要，成为淄博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支生力军。二是建立和健全了金融管

理制度。人民银行逐步转向以经济和法律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各商

业银行在全面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基础上加强了内控制度建设，并

逐步进行着股份制改造。淄博市各家保险公司在加强自身制度建设的同

时，引入了新的营销模式。淄博市上市、非上市公司及证券经营机构按

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范性要求，不断建立、完善

了各项规章制度。三是发展和创新了多种金融业务品种与金融工具。传

统业务不断扩大，新兴业务不断涌现，满足了不断成长的市场需求。

在国家经济金融发展的大环境中，淄博的金融业经历了若干重要阶

段。1988年前后，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通过贯彻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政

策而有效地稳定了当地物价。1992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形势下，淄博的

信贷资金投入增长很快，既支撑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为后来不良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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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量沉淀埋下了隐患。1,A1993年下半年开始大张旗鼓地整顿金融秩序

并取得积极成效。1994年按照国家总体部署进行岁,t-9体制改革，有力地

促进了淄博外向经济的发展。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在国家人民币

汇率稳定政策的指导下，从淄博实际情况出发，采取积极措施避免了大

起大落。1999年以来，认真贯彻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地区金融机构建

设，注重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地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回顾淄博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总结出这样几点历史经

验：一是正确认识和洽当发挥金融在宏观经济调节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对地方经济而言也是如此。二是稳定健康的金融环境是促进

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三是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要与国家产业政

策、当地经济发展相结合。

无庸讳言，淄博金融业在改革与发展中，也面临着不少的困难和新

的挑战。金融企业制度建设还存在许多亟待改进与完善的地方，金融业

不良资产比例依然较高，金融产品服务与经济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

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淄博的金融业将在国家金融方针政策的指引下继续

加快改革与发展，并将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努力提高金融

业自身建设。加强监管，完善制度，降低不良资产，提高服务质量和水

平。二、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造，完善治理结构。欠力发展保险市场。规

范发展证券市场。三、健全金融调控机制，整顿金融秩序，加快信用体

系建设，努力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四、积极支持当地经济结构的调

整、改造和振兴，支持外向经济的发展。

历史是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金融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认真总结

历史的经验，存史以资今，是一件很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工作。值

此《淄博金融志1986～2003))付梓之际，权记数语以为序。并期待淄博

金融业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谱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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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6年以来，淄博银行业经历

了金融体制的深刻变革，银行业务迅

速扩大，自身建设逐步完善，日益成

为淄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支持

当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应有

的历史作用。

第一节银行机构

随着淄博经济社会的发展，淄博

银行业的组织体系与机构不断扩大和

完善。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做出

了《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

银行职能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中

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地位、作

用和职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作为

中央银行的派出机构，不再承担工商

信贷和储蓄业务，专门行使基层人民

银行的职责。从1986年开始，人民银

行各区县支行恢复行使人民银行职

能。1986年初，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

辖有区(县)支行5个，员工共计230

人。工商银行淄博市分行始建于1984

年11月。1986年初，该行管辖有区办

事处5个，县支行1个，分理处19

个，储蓄所72个，员工计1 496人。

工商银行淄博市分行主要承担城镇范

围内的工商信贷与居民储蓄业务，是

主要面向城镇的国家专业银行。农业

银行淄博市分行在经历了建立、撤

并、恢复的历史过程后，1986年初辖

有区(县)支行6个，办事处42个，

营业所48个，储蓄所7个，员工计944

人。农业银行淄博市分行成为主要为

全市农村金融服务的国家专业银行。

中国银行淄博分行始建于1981年。

1986年初，中国银行淄博分行下辖办

事处1个，全部员工仅有36人，是主

要负责办理外汇业务的国家专业银

行。建设银行淄博市分行在1986年初

辖有6个支行，办事处1个，员工计

206人，是管理基本建设投资的国家

专业银行，具有财政与银行的双重职

能。1990年初，由于行政区划调整，

高青县、沂源县划归淄博市，其辖内

的人民银行和四家国有专业银行的分

支机构也相应随之划归淄博市管理。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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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4家专业银行所承担的政策

性金融业务分别移交给国家开发银

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等，

并把由于历史原因所形成的不良资产

分别剥离给4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

从而4家专业银行转向商业化经营，

在所有制性质上成为国有商业银行。

1996年6月，农业发展银行淄博市分

行成立，承担了政策性农村金融的任

务，是淄博市第一家国有政策性银

行。1987年交通银行重新组建后，淄

博市于1990年底成立交通银行淄博支

行，成为淄博市第一家国有股份制商

业银行。1986年11月成立了第一家城

市信用社，此后各区(县)纷纷组建

城市信用社，并在此基础上相继成立

城市信用社联社。1992年初，组建淄

博市城市信用社联社，负责对全市城

市信用社的管理。1997年8月，在城

市信用联社的基础上组建淄博城市合

作银行，后更名为淄博市商业银行，

成为淄博市第一家地方性股份制商业

银行。1996年12月28日，中信银行淄

博支行在张店挂牌营业，成为又一家

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在淄博设立的分支

机构。．淄博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始建于

五十年代初。1986年初，全市共有农

村信用合作社93个，员工计1 097

人。1994年各区县相继成立农村信用

社联社。1996年底，农村信用社与农

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农村信用

麟■r

合作社不断发展壮大，日益成为农村

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2003年末，全

市农村信用社共有8家区(县)农村信

用合作社联合社，61家农村信用合作

社，391家分社(包括7家金融超

市)，全部员工3 171人。

至1J2003年底，在淄博市行政区划

内，地市级中央银行分支机构1家，

政策性银行分支机构1家，国有商业

银行分支机构4家，股份制商业银行3

家以及61家农村信用合作社。全市银

行业从业人员共计10 381人。形成了

以人民银行为领导，国有商业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其它地方性金融

机构并存、布局基本合理、各类业务

竞相发展的银行业组织体系。淄博的

银行组织体系基本适应当地经济发展

的客观需要，成为淄博经济与社会发

展的一支生力军。

第二节银行业务

一、存款

自1986年以来，银行各类存款绝

大多数年份都以较高的速度增长，这

就为银行的资金运用提供了有力的资

金保障。1986年末，各类存款余额为

19．61亿元。其中：企业存款6．29亿

元，占23．08％；城乡居民储蓄11．30

亿元，占57．62％，人均储蓄312元。

1987年，在“多存可以多贷”信贷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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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促进下，各银行积极扩大城乡储

蓄，邮政储蓄也有了较快增加。当年

末城乡储蓄余额达到了15．85亿元，·

比上年增长40．27％。1989年到1991

年，由于利率水平较高，存款增长十

分迅速，每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

长。1990年存款增长率高达40．01％。

此后的几年中，由于社会集资的冲击

和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分流的影

响，存款增长逐年放缓。1994年至

1995年，在贯彻适度从紧的货币政

策、认真整顿金融秩序的同时，各银

行进一步加强工作责任与服务意识，

各项存款大幅度增长，其中储蓄存款

1994年过百亿，1995年达到159．58亿

第一编银行。

元，占各项存款的64．83％，比重进一

步提高。1997年，受国际、国内宏观

经济形势的影响，存款增长大幅回

落，，年增长率仅为9．54％。1998年到

2001年，全市存款步入了一个稳定增

长的时期，每年的增长速度大体保

持在15％左右。2003年底，全市各项

存款余额达838．71亿元。其中：企业

存款为226．61亿元，占各项存款的

27．02％，比重有所提高；储蓄存款达

487．76亿元，占各项存款的58．16％。

2003年末的存款余额是1986年的43

倍。全市人均储蓄为1 1 806元，是

1986年的37．8倍。

1986～2003年淄博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统计表

单位：亿元

＼项目 存款 比上年
其中 ＼项目 存款 比上年

其中

＼ 企业 储蓄 ＼
余额 增长

企业 储蓄
年纡＼ 余额 增长 鳓＼． 存款 存款

＼
存款 存款

1986 19．6l 28．25％ 6．29 11．30 1995 246．15 34．06％ 64．77 159．58

1987 32．38 65．12％ 8．79 15．85 1996 293．3 19．15％ 72．41 196．56

1988 42．56 31．44％ 11．06 21．79 1997 321．29 ．9．54％ 85．08 222．51

1989 51．74 2】．57％ 11．45 29．91 1998 363．94 13．27％ 91．01 258．03

1990 72。44 40．01％ 14．05 44．38 1999 415．66 14．21％ 100．18 289．96

199l 92．49 27．68％ 21．34 55．53 2000 480．79 15．67％ 119．89 322．35

1992 112．90 22．07％ 22．88 44．54 2001 549．55 14．30％ 134．49 364．62

1993 132．81 17．64％ 32．87 80．66 2002 673．99 22．64％ 181．69 414．14

1994 183．6l 38．25％ 52．51 114．89 2003 824．26 22．30％ 222．99 47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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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贷款

1986年，在改善宏观控制、松动

放款、搞活经济的背景下，贷款增加

较快，到年底达至1J23．01亿元，比上

年增长38．87％。1987年，人民银行对

专业银行的贷款实行“总量控制、限

额管理、确定期限、按期收回"的信

贷政策，专业银行通过多存实现多

贷，贷款的发放依然保持了很快的增

长速度，达至1J60．76％。贷款的过度投

放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通货膨胀。1988

年，继续贯彻“控制总量、调整结

构、扶优限劣、提高效益"的信贷政

策，上半年贷款增长较快，下半年则

开始压缩贷款来抑制越来越明显的通

货膨胀。1989年，以治理通货膨胀为

中心，以调整信贷结构为重点，首先

满足农业需求，优先扶持国营大中型

骨干企业，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贷款

增速明显放缓。1990年继续贯彻紧缩

政策，在贷款的投放上保重点、压一

般。农业贷款增加较多1，对外贸出口

产品的生产和收购实行重点倾斜，帮

助企业清收相互拖欠、挖掘资金潜

力。1991年，围绕开展“质量、品

种、效益年"活动，实行“五优先、

五从紧、八不贷’’政策，进一步调整

信贷结构。1992年，全市金融形势遇

蕊1广

到资金供求矛盾突出、调控政策前松

后紧、专业银行大面积透支等新情

况，人民银行采取了坚决管住货币总

量等措施，如期完成贷款进“笼子"

的任务，组织银行千方百计筹措资

金，年末解决了透支问题。1993年，

贯彻大力整顿金融秩序方针，落实

“约法三章”，集中资金保重点项

目、保重点企业。1994年，对银行开

始实行限额下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

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实行有监督的资产

负债比例管理，在存款增加较多的情

况下贷款的增长也有所加快。1995年

以后，全市银行贯彻国家适度从紧的

货币信贷政策，从严控制货币信用总

量，从严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加大非

正常贷款清收力度，注重防范化解信

贷风险。至U 1999年，贷款投放速度逐

年放缓。2000年，认真贯彻国家稳健

的货币信贷政策，加大信贷投入，改

善金融服务，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支

持当地经济的发展，贷款投入逐年增

加。至U2003年底，全市人民币贷款余

额达至0605．11亿元。其中短期贷款为

405．40亿元，占贷款总量的67．00％；

中长期贷款为134．38亿元，占贷款总

量的22．21％。2003年的贷款总量比

1986年增加了25倍之多。



第一编银行9

1986"--'2003年淄博市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统计表

单位：亿元

＼项目 贷款
比上年 其中 、

比上年 其中
＼项目 贷款

＼ 余额
增长 短期 中长期 、 增长 短期 中长期

年份＼ (％) 贷款 贷款 年掰＼ 余额
(％) 贷款 贷款

＼ 、

1986 23．01 38．87 18．36 2．92 1995 207．21 21．15 150．OO 46．57

1987 36．99 60．76 28．56 4．24 1996 243．05 17．30 181．64 47．74

1988 46．06 24．52 35．50 5．79 1997 291．32 19．86 225．91 51．9

1989 54．69 18．74 42。27 6．71 1998 316．03 8．48 228．70 53．61

1990 74．62 36．44 55．86 9．51 1999 327．46 3．62 244．52 45．39

1991 92．18 23．53 65．67 14．03 2000 354．28 8．19 267．17 43．04

1992 112．40 21．54 57．34 18．78 200l 393．35 11．03 288．13 62．57

1993 136．09 62．30 91．63 22．98 2002 496．72 26．28 355．21 88．05

1994 171．03 25．67 127．55 35．76 2003 641．46 29．14 423．61 168．1

三、结算

1986年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

展和金融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银行

结算制度和结算方式进行了一系列改

7革。1988年，中国人民银行改革银行

结算制度。1989年初建立了以汇票、

本票、支票等票据为主体的信用支付

工具体系。确立新的结算原则：恪守

信用，履约付款；谁的钱进谁的账，

由谁支配；银行不垫款。从1989年8

月1日起，废止托收承付结算方式。

1990年4月1日又恢复办理异地托收承

付结算。1994年10月9日，中国人民

银行发布《银行账户管理办法》。

1996年1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票据法》，进一步依法规范了票据

的使用与流通。2003年9月1日起施

行新的《人民币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

20世纪80年代以来，淄博银行业

支付系统伴随全国的步伐进行了一系

列改革。人民银行和各国有商业银行

建立了行内的手工联行往来系统，通

过邮电部门传送全部支付凭证与信

息。各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也

都相继建立了行内的电子汇兑系统，

处理本系统内的结算业务。1992年人

民银行淄博市分行完成卫星小站建

设，参加全国电子联行系统，处理人

民银行系统内和商业银行跨行间的结

算业务。1998年，淄博市完成电子联

行到县工程。2001年组织农村信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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