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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写志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目的在于“资治、存史、育

人弦。，在经济快速发展，金融体制改革日益深化的今天，《河北建

设银行志》编纂完成了。这在河北省建设银行以及全省金融界都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河北省建设银行走过36年的发展历程后，

通过志书的形式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必将对今后的工作起到史

为今用的积极作用。

河北省建设银行自1954年创立至1 990年，经历了创业、发

展、改革的进程，其间因历史的原因曾几度兴衰，但作为经管固

定资产投资的国家专业银行，始终认真履行职责，克服重重困难，

完成了不同时期的历史使命，其在我省经济建设中的功绩是值得

载入史册的。

建设银行自建立之日起，即担负起管理基本建设财务和施工

企业财务及自筹资金管理的任务，发挥职能业务优势，在加强拨

贷款管理，节约建设资金，支持全省重点工程建设等方面，作了

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

改革开放新时期，河北省建设银行锐意改革，勇于创新，积极拓

宽业务领域，发挥银行功能，开办储蓄、出纳、外资、房地产、证

券等新业务，壮大资金实力，完善银行功能，社会信誉不断提高。

几年来，其自身机构日益健全，队伍不断加强，人员素质普遍提

高。随着改革的深入，建设银行在固定资产投资领域的宏观调控

作用愈加明显，在全省的经济生活中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河北建设银行志》的编纂过程中，编写人员坚持马列主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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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盛世修志j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古人说：“治天下者以

更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可见，史志历来是志士仁人寻求

兴邦治国良策的宝库。新中国成立后，各项事业飞速发展，繁花

似锦。以“资政、存史、育人’’为目的的志书尤为当今专家学者

所关注、所借鉴。

‘同大家见面的这部《河北建设银行志》，重点记述了1954年

至1990年河北省建设银行走过的一段曲折发展的路程。36年

问，河北省建设银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认真执行党和

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基本建设资金管理中，充分发挥财政、银

行双重职能：为合理地、_’节约地使用建设资金；支持大中型重点

建设项目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中共中央+一届三中全会后，在

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引下，河北省建设银行事业发展迅速，机构网

点不断延伸，业务范围不断扩大，资金实力不断增强，服务功能

不断完善。由单纯管理基本建设拨款和少量放款业务的银行，逐

步发展成既管理财政性资金又经营信贷资金；既办理国内金融业

务，又办理国际金融业务的长期投资信用银行。为把我省尽快建

成经济强省做出了贡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改革浪潮风起

云涌，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当着建设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转轨的

历史关头，我们将这部河北建设银行起伏发展的历史如实地记录

下来，奉献给读者，目的在于从中找出我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

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借以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得更

好。



河北建设银行志

编写一部《河北建设银行志》，是河北建行万余名职工的夙

愿。编写此书的意向始于1987年秋，成立了行志编纂委员会，下

设行志办公室，同有关处室一道通力合作，查阅有关档案，走访

老建行、知情者，搜集大量史料和口碑材料，并作了整理、归纳、

鉴别等撰写前的准备工作。在此期间，先后为《河北省志·金融

志》撰写了建行篇，为《河北省财政志》撰写了基本建设财务收

入和支出篇，编辑出版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会计统

计资料》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大事记》。通过长时间

的酝酿和准备。199。2年夏，《河北建设银行志》的撰写工作拉开

了序幕，在无先例可援、无经验可循的情况下，沿着不夸张、不

渲染、不溢美、不隐恶和文字简练、内容朴实、语言准确的路子，

摸索前进。{自撰写初稿到成书，四易其稿，终于完成这部六十余

万字的建行志书。可以说这部志书的字里行间都倾注着编者对事

业的执着，凝结着编者的辛劳。

志书，是群体智慧的结晶。此书编纂过程中，得到省地方志

办公室、省金融志办公室的指导和帮助I得到省财政厅、省人民

银行、省统计局和省档案馆等有关部门的鼎力支持。在此表示诚

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

免，敬请读者提出宝

行行长



凡 例

一、指导思想．本志以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思想。

二、断限：本志上限为1954年10月1日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河北省分

行成立之日，下限到1990年末。

三、内容：本志着重记述建行履行财政拨款监督、银行信贷、核算等

主要业务活动及其相关的机构、干部、教育、监察、保卫、后勤等方面管
i ．

理内容。

四、结构：本志分章节两屡，以章为事类，以节作横陈，依B寸!间顺序

纵述始末。本志首部为概述：内按业务性质分设章节。另对所属11个中心

支行及华北石油专业分行单独设篇，以辅全志，映其全貌。 ，

五、体例：本志体例采用述、记、志，图、表、录。以志为主，图表

相间，附录其后，记于另册。

六、纪年：本志纪年一律采用公元年号。

七、领导人名录：分届次收录。每届以正职之变动为届次之更换。

八、劳模：收录范围系构成省建行系统以上组织(包括全省建行系

统)表彰过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九、技术职称：收录范围系经授予中级以上职称的人员名单。

十、称谓：文内对。河北省人民政府一、“建设银行总行一、“河北省财

政厅一、_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一、一建设银行各地、市支行或各中心支行-分

别以。省政府一、“总行一、。省财政厅一、“省分行力、。各地市支行或各中心

支行斗简称之。“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系统’’简称为“河北省建设银行一。

．十一、数字：本志所引数字，来源于《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

会计统计资料》和省分行各处室业务统计。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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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河北省地处华北平原，因位于黄河以北而得名，古称冀州，简称冀。东

临渤海，西南和南部与河南、山东接壤；西隔太行山与山西相邻I西北部、

北部同内蒙古、辽宁相接，中环京津两大城市。河北省地理位置优越，交

通发达，资源丰富。然而，在新中国建立以前，河北省是一个经济基础十

分薄弱的省份，工业落后，农业多灾。1949年，全省社会总产值仅31亿元，

国民收入21亿元，财政收入不足2亿元。新中国成立之后，河北省步入新

的历史发展时期，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特别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得到高速发展。从1949年到1990年全省

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投资1098．46亿元，建成投产大中型项目和单项工程

400余项，使河北省工农业生产水平有了较大幅度提高，形成了以水利、能

源、原材料、机电、纺织、建材、交通运输业等为主干，具有一定物质技

术基础的农业、工业并重的国民经济体系。1990年末，全省社会总产值达

1753．48亿元，国民收入702．59亿元，财政收入81．15亿元，分别比1949

年增长55．6倍、32．5倍、39．6倍。河北省的经济巨变，凝结着河北省建

设银行系统干部职工的智慧和辛劳。 ，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成立于1954年10月1日，，总行设在北京。河北省

分行与总行同年同月同日建立，省分行机关初设在保定市，1958年5月随

省会迁至天津，1966年5月复迁保定，1968年冬迁至石家庄。全省的分支

机构，随着业务的开办和银行功能的增加而逐渐增设。 ’．，·

自1954年10月1日至1990年底，河北省建设银行已经历了36个春

秋。1954年9月，政务院公布<关于设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的决定》，指出

_凡国家用于基本建设的预算拨款以及企业机关等用于基建的自筹资金，均

集中由建设银行监督拨付力。据此。建设银行成为国家管理基本建设投资的

专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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