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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朝历代一般都是在国泰民安的环境中

修史写志的，有“升平年间写升平”之说。古人

云：以史为镜，可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

得失”。值此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建行二十周年之

际，考证历史，编写行志，回顾各项业务发展的

艰难历程，总结经验，弘扬正气，励精图治，继

往开来，更好地激励广大员工确立“知我中行、爱

我中行、献身中行、振兴中行"的主人翁责任感

和荣誉感，增强全行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构建

未来国有商业银行的宏伟蓝图尽心竭力，其意义

深远。

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诞生于1975年10月1

日，是河南省涉外金融活动的重要窗I：t，迄今已

渡过了二十个风雨春秋。二十年来，河南省中行

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方针，

在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发展

壮大，各项业务如日中升，资产总额已达410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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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雄厚、机构遍布全省、充

素质的多功能、现代化、国

为河南省外向型经济的发

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建行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河南中

行的机构网点和职工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已从初

期的1个机构，发展成为拥有18个市地行、82个

县支行、60个城区办事处和706个分理处、储蓄

所的大行，形成了一个以郑州为中心，市地行为

主体，县支行、城区办事处、分理处为依托的河

南中行框架体系，员工已达10842人，并在实践

中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精通国际金融、熟悉外语、

具有丰富经验的涉外业务专门人才，为在新形势

下尽快把我行建成具有国际水准的国有商业银行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支持河南涉外经贸的发展，是我们义不容辞

的职责，迄今已累计发放人民币贷款650多亿元，

有力地支持了外贸、工贸、商贸、技贸和出口生

产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出Et创汇，全省出口创

汇累计已达117亿美元。同时我行已与世界上

150个国家和地区的4932家银行和分支机构建

立了业务往来关系，加入了SWTFT国际银行通

讯网络，开展了贸易、非贸易外汇结算业务，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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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业务实现了电脑化处理，做到了安全、及时、准

确收汇，促进了河南省对外经济的健康发展。

发挥外汇资金优势，积极支持了河南省重点

项目的建设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进步。建行

以来，已累计批准各类外汇贷款19．4亿美元，发
放外汇贷款14．3亿美元，占全省利用外资总额的

70％以上，重点支持了能源、交通、通讯和基础

原材料等一批全省支柱性产业，共计720个项目
的建设。发放外汇贷款8490万美元，支持了烟草

行业引进先进的卷接包设备，提高了产品的质量

和档次；转贷国家重点建设专项贷款9261万美

元，支持平顶山尼龙叫6．6”盐项目建设；完成了

河南省迄今最大的外汇转贷项目——鸭河口电站

3．718亿美元西班牙政府混合贷款；向中原油田

发放了5000万美元国际商业贷款；批准加拿大等

国政府贷款1．4亿美元，用于全省市县程控电话

改造，改善了河南省的投资环境；积极融通海外

资金9500万美元，支持了安阳玻壳基地建设；融

资1．01亿美元，为中原航空公司租赁了三架波音

B737--300型客机，结束了河南省没有大型客机

的历史；投资2500万美元为纺织行业引进先进纺

织设备400台(套)；投资2000万美元为肉类加

工行业引进火腿肠生产线150条；协助洛阳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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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成功地发行了2．5亿元H

股股票，为河南省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又开辟了新

的融资领域。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河南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中行在做好传统金融业务的基础上，还开办了长

城信用卡业务，率先推出ATM自动提款机、保管

箱、代客外汇买卖、国际租赁、担保见证、资信

调查、国外私人遗产托收等项新业务，经营品种

El趋完善。并开通了路透社终端机，向地方党政

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提供了国际经济金融信息、国

际市场行情，极大地便利了国内外客户。

回顾历史，成绩斐然，展望未来，前景广阔，

信心倍增。在当今国际社会上，作为百业之首的

金融业已步入了一个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的崭新时

代，尤其是国际金融业更是人们激烈角逐的热点。

国际金融业务作为中行的立足之本，是我们的传

统优势，河南中行将----k,既往恪守“信誉第一、客

户至上、优质服务、为国创汇"的经营准则，深

化改革、强化管理、锱铢必较、发挥优势，积极

为河南经济的振兴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竭诚欢

迎海内外有识之士前来河南洽谈贸易，投资开发，
交流合作。河南中行将以一流的服务态度、一流

的工作效率、一流的服务质量和一流的服务设施，



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j以报答社

会各界、海内外朋友对中行的支持和厚爱·

《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行志》的编纂，本着实

事求是的原则，力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科学态度，用新的观点、方法、体例，写

出科学性、资料性、思想性相统一的具有时代特

征的地方部门志。全书从历史的沿革；组织领导

与机构设置；业务发展；内部管理等四个大的方

面，分章节按时间顺序撰写。但是，由于我们编
写人员的水平有限，加之时间紧、任务重、资料

难觅，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有失众望，诚恳地欢

迎大家批评指正。

此书编成付梓之日，适逢中国银行河南省分

行二十年华诞。谨以此书献给关心和支持中国银

行发展的各级领导、各界朋友，献给为中国银行

河南省分行事业的繁荣昌盛不辞辛劳、呕心沥血

的全体员工。
。

赵炳申

一九九五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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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历史的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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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封建社会、中华民国、社会主义三个历史时期，

至今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在国际上享有崇高信誉。

中国银行在河南设立机构源于1908年。经历创业、停业、再

创业和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时期，随着我国、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河南省中国银行从1975年10月1日成立

以来，至今已有二十年。二十年来，在历届党组的正确领导下，通

过全体员工的艰苦创业，使中国银行从小到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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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河南经济建

设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第一节大清银行在河南的分支机构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正月(农历)，清廷准奏参酌各国银

行章程，试办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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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是1000

万两)，官商各半，设总行于北京。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户

部改为度支部，该行于同年7月1日改称。大清银行”。并先后在

各省设立分行。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国家银行．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大清银行总行委派姚舒密为总办，

李振廷为经理，陈尧年为协理，来河南筹办开封分行，并向总行

领取资本银2亿厘，于同年10月20日在开封马道街北口路西先

行营业。宣统元年(1909年)2月，大清银行总行正式批准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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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开张营业，这是河南历史上第一家银行。分行内部设出纳、核

算、国库、文书、营业五课，周口分号也同时成立，隶属于开封

分行。大清银行开封分行的营业项目为：(1)短期拆借。(2)各

种期票之贴现。(3)买卖生金银。(4)汇兑。(5)代收公司、银

行两家所发票据。(6)收存各种款项及保管紧要贵重物件。(7)放

出款项。(8)发行各种票据。

大清银行有纸币发行权。开封大清银行曾在河南省发行银两

票和银元票。银两票为库平银1两、五两、十两、五十两、一百

·两五种。银元票为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五种．从

1909年到1911年上半年两年内共发行银两票1，558，969．490

厘，银元票159，464，280厘(厘为记帐单位，银元票折合为厘，

便于统一记帐)。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

国。开封大清银行于1913年4月正式停业，成立。大清银行开封

清理处”进行清理。1916年10月清理结束，并向中国银行河南分

行办了移交。

第二节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银行及

在河南的分支机构

中国银行系由大清银行递嬗而来。1912年大清银行改名为中

国银行，后因当时政府主张将大清银行清理，由财政部另拨股本，
‘

组织中国银行，原大清银行之商股商存，由中国银行分期偿还。

1913年4月，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中国银行则例》30条，并 ．

明确中国银行为中央银行，有发行钞票、代理国库之特权。中国

银行总行初设北京，1927年迁移上海。国民政府于1928年开设中

央银行以后，中国银行改组为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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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河南分行开设于1913年，行长凌慎夫，副行长袁姜

龛，4月1日在开封西大街大清银行旧址开业。分行内设四科，营

业科主任陈哲卿、会计科主任段澄甫、文书科主任刘葆斋、出纳

科主任傅仲甫。分行成立后，迅速在全省建立分支机构，扩展业

务。计有信阳分号(1913年12月开业)、彰德分号(1913年12月

7日开业)、漯河分号(1913年12月5日开业)、周口分号(1913

年12月24日开业)、禹县分号(1915年9月22日开业)、许昌分

号(1915年10月5日开业)、归德(商丘县)分号(1916年2月

23日开业)、郑州办事处(1921年11月1日开业)．还有洛阳分

号和道口汇兑所，均在1916年底前设立。

河南分行及各分号均办理一般商业银行之存、放、汇业务，并

发行兑换券。1916年12月31日河南分行及所属各分号共有各种

存款l，438，156．45元，放款921，554．28元，经营情况一般。

河南省国库从1915年起，交由中国银行代理。

1924年前后，河南省灾荒频繁，军阀混战，城市工商业萧条，

农村破产，军队所到之处，摊派军费，搜罗现款，就连中国银行

这样的官办金融机构，也不能幸免．为避免损失，该行在河南的

分支机构，均先后停歇，仅留开封分行维持营业。1927年奉军入

豫，河南局势更加混乱，开封分行也于是年停业，河南全省已无

中国银行机构。

1932年局势稍定，该行才开始恢复机构。至1937年，中国银

行在河南省有下列机构营业。郑州支行，主任潘世强；开封办事

处，主任翁文津；安阳办事处，主任康竹农，许昌办事处，主任

洪家寅；漯河办事处，主任谢舜官，驻马店办事处，主任戴文剑；

新乡寄庄，主管员张邦英；灵宝寄庄，主管员陈凤骞；陕县寄庄，

主管员方俊。 t

中国银行在河南各行处，除经营一般存、放、汇业务外，还

在河南西部陇海铁路沿线产棉各县对棉花产销合作社直接发放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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