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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系统、完整地记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冀东革命根据地银行以

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唐山人民银行的历史全貌。它包括机构、货币、金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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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口

唐山市为河北工业重地，冀东经济中，心，金融事业突飞猛进。不

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唐山金融都发挥了重要

．鲰经济杠杆作用，为振兴唐山：经济、、健≤市场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

人民银行又是唐山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核心，在解放40年来的光辉

历程中，，‘取得不少的成就，也有过失误，这些成就与失误值得总结

与借鉴．，以教育当代，惠及后人。但从始至今。，尚无一部反映金融

事业的志书呵供参考；，．’如此隔断历史，：实属极大憾事。今天，，我们

在唐山市地方蔫编委会和河北省金融志编委会的领导下，，受托修志，

肩负重任，经过三年多r的艰苦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完成了

哒部鬈中国人民银行唐山分行志》的编纂任务，这是唐．山金融史上

的_一大喜事，它将在两个文明建设过程中越来越显示出资治．存史、

教化等重要作用。这部志书也。是．目前唯一能够反缺唐山人民银行全

貌的珍贵文献。

全书共分4篇19章。约卫2万字．，依照_详今略古、立足当

代”的原则．，重点记述了哩948～1988年唐山人民银行的机构强革，

货币流通、业务状况以及金融管理和体制敢革的内容与成果。本书

将为领导的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广大金融工作者和经济界人

士提供研究资料。 ．

在编纂过程中。我们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

决定》为准绳，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

资料性的统．一。突出唐山金融的专业特色、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以

便更好地为发展金融事业，支持生产、流通服务．

《中国人民银行唐山分行寿》的问世。将填补唐山金融文献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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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也为后人续志奠定了基础。这项成果与省市领导和有关部门以

及各界朋友的大力支持密切相关，在此，我们一并深表谢意。

由于我们都是初次修志，经验不足，水平有限，又无前志可鉴，

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希批评指正。



话 惠

唐山地区人民银行机构，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诞生的，在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成长起来的。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中，走

过的道路既不平坦，也不笔直，它经受了战火的洗礼，“文革”的创

伤、唐山大地震的破坏。但它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

持下，克服了种种困难，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从无到有、由小到

大，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着，现已进入较成熟时期。在这一成长过程

中，曾有多少老一辈金融工作者牺牲了宝贵生命，有多少人奉献了

美好的青春．又有多少同志为唐山金融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奋斗

了一生!因此说，唐山金融事业的发展浸透着许多银行工作者的鲜

血和汗水。后来人要缅怀他们，继承他们的业绩，学习他们的无私

奉献精神。既要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又要不断充实新的内涵，扎

扎实实地、一丝不苟地做好工作，推动唐山金融事业的健康发展。在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发挥经济纽带和杠杆作用，为实

现国家的第二步、第三步重大战略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

张逸生 1992年2月

＼Q



一、《中国人民银行唐山分行志》(简称唐山人行志)，是为两个

文明建设、为领导决策、为职工教育、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服务的，

力求起到资治、存史、教化之作用。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

决定》为准绳，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全面记述唐山人行的发生、发展与

现状，反映金融事业的经验教训与发展规律。

三、本志上限自1948年，下限至1988年，重要内容略有上溯

或下延。

四、本志由述、记、志、传、图、表、录等诸体构成，前有序

言、凡例，后有修志始末．诸体并用，以志为主，文不显则辅图，图

不详则系例，词不精则用表，表不明则加注，志难收则附录。

五、本志结构设篇章节目四个层次，顺序统辖，横向并列，全

志共分4篇19章，约22万字。

六、志体为语体文、记述体。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结合记事

本末体。

七、本志横排纵写，纵横结合，详今略古，详独略同，实事求

是，秉笔直书，寓观点于记述之中，力求体现唐山人行的金融特色、

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

八、本志区域代称是：全市含十县五区和两个农场，市区含市
7



内五区，原则上按市管县的新口径。

九、本志“人物”部分，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酌情分设：

人物简介、7英模录、先进个人名单。

十、7本志对历次政治运动，遵循“宜粗不宜细”的原则，重点

记述其对唐山金融事业的重大影响，而不涉及群众之间的具体情节。

十一、本志其它事宜如专业术语、统计口径、一般称谓、标点

符号、数字用法、文字注释等均按《唐山市金融志撰文规范》和

《唐山市金融志大事记编写规则》执行。

十二、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唐山市、南京市、河北省、保定市档

案馆(局)，大连市、保定市、河大图书馆，河北省、天津市、唐山

市、秦皇岛市各金融部门、总行、研究生部有关资料、历史报刊、旧

志、专著资料以及云南省农行、湖南省财政厅、总行计划司和本市

有关人员的口碑资料。但因行政区划和金融机构多变，强烈地震及

。文化大革命”的毁损，许多资料已无从查考，使志书资料的翔实性

和连续性受到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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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集体福利⋯⋯⋯⋯⋯⋯⋯⋯⋯⋯⋯⋯⋯⋯⋯⋯⋯⋯⋯⋯”?

一、职工住房⋯⋯⋯⋯⋯⋯⋯⋯⋯⋯⋯⋯⋯⋯⋯⋯⋯⋯⋯⋯⋯⋯

二、福利设旄⋯⋯⋯⋯⋯⋯⋯⋯⋯⋯⋯⋯⋯⋯⋯⋯⋯⋯⋯⋯⋯⋯

三、医疗保健⋯⋯⋯⋯⋯⋯⋯⋯⋯⋯⋯⋯⋯⋯⋯⋯⋯⋯⋯⋯⋯⋯

第五节职称⋯⋯⋯⋯⋯⋯⋯⋯⋯⋯⋯⋯⋯⋯⋯⋯⋯⋯⋯⋯⋯⋯⋯

一，职称评定⋯⋯⋯⋯⋯⋯⋯⋯⋯⋯⋯⋯⋯⋯⋯⋯⋯⋯⋯⋯⋯⋯

二、职称改革⋯⋯⋯⋯⋯⋯⋯⋯⋯⋯⋯⋯⋯⋯⋯⋯⋯⋯⋯⋯⋯⋯

附表一1983年获经济师、会计师职称名单⋯⋯⋯⋯⋯⋯⋯⋯

附表二 1988年末唐山人行系统获高、中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
． 名单⋯⋯⋯⋯⋯⋯⋯⋯⋯⋯⋯““⋯⋯⋯⋯⋯⋯⋯⋯⋯”

第六节技术革新⋯⋯⋯⋯⋯⋯⋯⋯⋯⋯”『．．⋯⋯⋯⋯⋯⋯⋯⋯⋯。

一、革新成果⋯⋯⋯⋯⋯⋯⋯⋯⋯⋯⋯⋯⋯⋯⋯⋯⋯⋯⋯⋯⋯”
二、电子机具应用⋯⋯⋯⋯⋯⋯⋯⋯⋯⋯⋯⋯⋯⋯⋯⋯⋯⋯⋯⋯

第七节金融信息⋯⋯⋯⋯⋯⋯⋯⋯⋯⋯⋯⋯⋯⋯⋯⋯⋯⋯⋯⋯⋯

一、分工⋯⋯⋯⋯⋯⋯⋯⋯⋯⋯⋯⋯⋯⋯⋯⋯⋯⋯⋯⋯⋯⋯⋯⋯

二，简报⋯⋯⋯⋯⋯⋯⋯⋯⋯⋯⋯⋯⋯⋯⋯⋯⋯⋯⋯⋯⋯⋯⋯⋯

第九章金融体制改革⋯⋯⋯⋯⋯⋯⋯⋯⋯⋯⋯⋯⋯⋯⋯⋯”
第一节组织领导⋯⋯⋯⋯⋯⋯⋯⋯⋯⋯⋯⋯⋯⋯⋯⋯⋯⋯⋯⋯⋯

第二节重要改革⋯⋯⋯⋯⋯⋯⋯⋯⋯⋯⋯⋯⋯⋯⋯⋯⋯⋯⋯⋯⋯

一、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形成⋯⋯⋯⋯⋯⋯⋯．．．⋯⋯⋯⋯⋯⋯⋯

二、实行新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

三、利率改革⋯⋯⋯⋯⋯⋯⋯⋯⋯⋯⋯⋯⋯⋯⋯⋯⋯⋯⋯⋯⋯⋯

四、增开新的业务项目⋯⋯⋯⋯⋯⋯⋯⋯⋯⋯⋯⋯⋯⋯⋯⋯⋯⋯

五、改革信用制度⋯⋯⋯⋯⋯⋯⋯⋯⋯⋯⋯⋯⋯⋯⋯⋯⋯⋯⋯⋯

六、开放金融市场⋯⋯⋯⋯⋯⋯⋯⋯⋯⋯⋯⋯⋯⋯⋯⋯⋯⋯⋯⋯

七、改革管理体制⋯⋯⋯⋯⋯⋯⋯⋯⋯⋯⋯⋯⋯⋯⋯⋯⋯⋯⋯⋯

第四篇党群、社团⋯⋯⋯⋯⋯⋯⋯⋯⋯⋯⋯⋯⋯⋯⋯⋯⋯⋯⋯⋯

第一章党群⋯⋯⋯⋯⋯⋯⋯⋯⋯·．．⋯．．．⋯⋯⋯⋯⋯⋯⋯⋯⋯⋯”
第一节组织⋯⋯⋯⋯⋯⋯⋯⋯⋯⋯⋯⋯⋯⋯⋯⋯⋯⋯⋯⋯⋯⋯⋯

一、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

二，中国共青团基层组织⋯⋯⋯⋯⋯⋯⋯⋯⋯⋯⋯⋯⋯⋯⋯⋯⋯

三、工会基层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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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是华北重工业基地，是冀东经济金融中心。唐山名源于后

唐，建镇于晚清，设市于民国。自后唐以来历代货币在唐山均有发

现，明末清初，外币经津入唐。光绪年间，随着全国第一座煤矿、第

一个机车工厂和第一家水泥公司的兴建，国内独有的银市应运而生。

辛亥革命前后，又有了钱庄、典当和中国、交通两行办理货币发行

或经营存、放、汇、保管、兑换等业务，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陶

瓷、纺织、制铁、炼钢以及造纸等工业林立市内，河北、实业、农

工、边业各行以及储金汇业局先后建成，各种货币多达20余种，经

济金融均已颇具规模，但多依附于天津。。七·七事变”后，日、伪

银行乘虚而入，控制了全市金融，日币、伪钞充斥市场，大量金银

外流。日伪政权掠夺人民财富，扩大侵华战争，冀东人民奋起抗战，

在边缘各县建立了游击根据地和边区银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

继续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物价涨势惊人，经济金融一片混乱，人民

生活日益艰难。到解放时止，唐山曾有过各类银行15家(含革命根

据地银行3家)，大小银号2家，邮汇局1家，典当13家，金店23

家，钱庄银号6家。
‘

1948年12月12日唐山解放，原长城银行冀东分行由遵化迁入

市内，派员接管了前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河北省银行以及唐山市

银行。1949年3月改建为中国人民银行冀东分行，统一了全市的金

融、货币，实现了银行国有化。1949年8月，冀东分行并入河北省

分行，唐山设立省辖办事处。1951年2月办事处改为唐山中心支行，

1952年9月，中心支行迁到昌黎，新建唐山市支行，直到1959年7

月专市两行合并。合并之前那段时间，人民银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运用信贷、利率、结算、现金管理等经济手段，在制止通货膨胀，稳

定金融物价，恢复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促进“一化三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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