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

一九五四——一九八五



安阳市建设银行志

l 9 54～1 98 5

安阳市建设银行编纂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姑似悟臣舷姑{9寻魁删瞄、r哑廿



铁西办事处



淇县支行

浚县支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林县支行



啪奢廿重o⋯吲《I{。一言一廿甍里』I州岳一直强』l壬魁裂立<!_l



蚺丑斟将窨辩津睁爵啦茸怍凹鬻艟
¨萱唯勘罅睁畸静



目 录

第一章安阳市建设银行的建立与发展⋯⋯⋯⋯⋯⋯⋯(44)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安阳市支行及其下属机构⋯⋯⋯⋯⋯(44)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安阳市支行历年职工总人数及主要专业

人数表⋯⋯⋯．⋯⋯⋯⋯⋯⋯⋯⋯⋯⋯⋯⋯⋯⋯⋯⋯⋯(45)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安阳市支行正、副行长一览表⋯⋯⋯(47)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安阳市支行历年各科正、副科长、办

事处主任及所属五县支行行长名单⋯⋯⋯⋯⋯⋯⋯⋯(48)

第二章基本建设投资拨款与管理⋯⋯⋯⋯⋯⋯⋯⋯⋯(50)

第一节基本建设投资与拨款⋯⋯⋯⋯⋯⋯⋯⋯⋯⋯⋯(50)

历年基建投资计划完成及拨款支出情况表⋯⋯⋯⋯⋯(55)

历年经办国家予算拨款数额表⋯⋯⋯⋯⋯⋯⋯⋯⋯⋯(56)

第二节基本建设投资大包干⋯⋯⋯⋯⋯⋯⋯⋯⋯⋯⋯(56)

按概算投资切块划分表⋯⋯⋯⋯⋯⋯⋯⋯⋯⋯⋯⋯⋯(62)
． 1 ‘

、，、．、、-、、，

l

3

4

9／I一，，_，，-，，～

●

●

●

●

●

●

●

●

士巨明述

～

说

记

者

事前编概大



第三节 审查基本建设工程予(决)算⋯⋯⋯⋯⋯⋯⋯(63)

第四节 予付工程材料款及扣回⋯⋯⋯⋯⋯⋯⋯⋯⋯⋯(69)

第五节工程价款结算⋯⋯⋯⋯⋯⋯⋯⋯⋯⋯⋯⋯⋯⋯(70)

建筑安装工程价款竣工一次结算试行办法⋯⋯⋯⋯⋯(73)

第六节 大中型建设项目建成投产情况⋯⋯⋯⋯⋯⋯⋯(78)

大中型项目建成投产情况表⋯⋯⋯⋯⋯⋯⋯⋯⋯⋯⋯(98)

第七节 基本建设清产核资⋯g g o O Q Q O OO⋯⋯⋯⋯⋯⋯⋯⋯(90)

笫八节建筑安装工程招标投标⋯⋯⋯⋯⋯⋯⋯⋯⋯⋯(92)

第三章固定资产贷款⋯⋯⋯⋯⋯⋯⋯⋯⋯⋯⋯⋯⋯⋯．(95)

第一节基本概况⋯⋯⋯⋯⋯⋯⋯⋯⋯⋯⋯⋯⋯⋯⋯⋯(95)

第二节贷款种类及资金来源⋯⋯⋯⋯⋯⋯⋯⋯⋯⋯⋯(96)

第三节贷款工作的管理⋯⋯⋯⋯⋯⋯⋯⋯⋯⋯⋯⋯⋯(104)

安阳市建设银行历年贷款余额表⋯⋯⋯⋯⋯⋯⋯⋯⋯(106)

各项贷款新增经济效益统计表⋯⋯⋯⋯⋯⋯⋯⋯⋯⋯(107)

各种贷款利率表⋯⋯⋯⋯⋯⋯⋯⋯⋯⋯⋯⋯⋯⋯⋯⋯(108)

第四章施工企业财务管理⋯⋯⋯⋯⋯⋯⋯⋯⋯⋯⋯⋯(110)

第一节．施工企业沿革⋯⋯⋯·：⋯⋯⋯⋯⋯⋯⋯⋯⋯⋯⋯·(110)

第二节 国营施工企业财务管理⋯⋯⋯⋯⋯⋯⋯⋯⋯⋯⋯(114)

第三节集体施工企业的财务管理⋯⋯⋯⋯⋯⋯⋯⋯⋯⋯(118)

安阳市建筑工程总公司经济技术指标历年统计资

料⋯“⋯·“⋯⋯⋯一．．⋯⋯“⋯⋯··⋯······⋯⋯·····(125)

河南省第七建筑工程公司经济技术指标历年统计

资料⋯⋯⋯⋯⋯⋯⋯⋯⋯⋯⋯⋯⋯⋯⋯⋯⋯⋯⋯(126)

?冬r



第五章会计核算与资金供应

第一节核算内容⋯⋯⋯⋯⋯⋯⋯⋯⋯⋯⋯⋯⋯⋯⋯⋯⋯(127)

第二节 改革建设银行信贷资金管理体制⋯⋯⋯⋯⋯⋯⋯(132)

第三节经济核算⋯⋯⋯⋯⋯⋯⋯⋯⋯⋯⋯⋯⋯⋯⋯⋯⋯(134)

历年各项存款情况表⋯⋯⋯⋯⋯⋯⋯⋯⋯⋯⋯⋯(136)

历年收益情况表⋯⋯⋯⋯⋯⋯⋯⋯⋯⋯⋯⋯⋯⋯(137)

历年开立帐户情况表⋯⋯⋯⋯⋯⋯⋯⋯⋯⋯⋯⋯(138)

历年会计人员统计表⋯⋯⋯⋯⋯⋯⋯⋯⋯⋯⋯⋯(139)

第六章干部工作

第一节干部培训⋯⋯⋯⋯⋯⋯⋯⋯⋯⋯⋯⋯⋯⋯⋯⋯⋯(140)

第二节业务职称评定⋯⋯⋯⋯⋯⋯⋯⋯⋯⋯⋯⋯⋯⋯⋯(141)

第三节 纪律检查工作⋯⋯⋯⋯⋯⋯⋯⋯⋯⋯⋯⋯⋯⋯⋯(141)

安阳市建设银行业务职称统计表⋯⋯⋯⋯⋯⋯⋯(143)

安阳市建设银行历年离退休干部表⋯⋯⋯⋯⋯⋯(1 44)

第七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第一节 工会建立及其工作⋯⋯⋯⋯⋯⋯⋯⋯⋯⋯⋯⋯⋯(145)

第二节 岗位责任制⋯⋯⋯⋯⋯⋯⋯⋯⋯⋯⋯⋯⋯⋯⋯⋯(146)

第三节 历年涌现出先进集体和个人⋯⋯⋯⋯⋯⋯⋯⋯⋯(147)

人物简介⋯⋯⋯⋯⋯⋯⋯⋯⋯⋯⋯⋯⋯⋯⋯⋯⋯⋯⋯⋯⋯(150)

附 录⋯⋯⋯⋯⋯⋯⋯⋯⋯⋯⋯⋯⋯⋯⋯⋯⋯⋯⋯⋯⋯(156)

照 片 三十幅

，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1￡·—j1．^

刖 舌

《安阳市建行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

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以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间

题的决议”为准绳。依据1954年至1985年基本建设投资的方针政

策，和拨款、贷款、及结算业务活动等编篡的。其内容力求按照

历史本来面目，如实地加以记述，以便研究基本建设演变规律，

提供历史资料，为现实服务。

《安阳市建行志》是在安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召

开全市各局、行编志会议后，于1983年3月由付行长潘瑶山主持，

8月因另有任务中断，又于1984年4月1 9日派杨宏勋同志参加

河南省建设银行省分行在新乡市友谊宾馆召开全省建行志编纂经

验交流会议，根据会议精神。于1984年5月重新调整力量，在行长

赵玉林直接领导下，由付行长王之英主持，贺清林同志、杨宏勋同

志，贾儒孟同志组成编纂小组。1986年4月试写稿完成，共花了

两年时间，全部工作分为拟订篇日、搜集资料、整理资料、试写

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历时一年半，其闻查阅档案322卷，4826

篇，在本着内容求详，取材求精的原则，共搜集录制资料290篇，

共抄写约41万字，经过分析整理、排比、考正、补缺、基本上达到

。纵不断线，横不缺项”的要求，采取“详今略古，”详今分专题

由科室执笔，略古编纂小组总编纂的办法，历时半年，共写8万
· 1 ‘



字。又于1986年7月将初稿分发给全行各科室，和曾在建行工作

过的老同志征求意见。又经1986年lO)9 25日，召开全行各科室进

行审稿。于1987年12月脱稿成书。

安阳市建设银行在建国以来曾经两次撤并，尤其在甜十年动

乱中”资料散失严重，给编纂工作中带来很多困难，加之我们写

作能力有限，不免记述不尽恰当，内容不尽完备，误漏之处有所

难免，恳请批评指正。在编纂过程中，承蒙市财政局编志办公

室，老干部，建设单位，施工企业，本行有关科室和档案管理人

员，文印员的大力支持与协助，谨向提供资料和热情支持的同志

致以谢意。

本志书系内部资料，请妥善保管，严防遗失。

安阳市建设银行编纂

1987年12月31日



编者说明

一，编纂志体；采用述、记、志、传、表、照各体裁编写，

以文字记述为主，在适当地方附以表、照。

二、编写方法；以时为径，以事为纬，立足今世，详今略

古，直言其事。

三、编纂年代；上限1954年，下限1985年。

四、编纂内容；除前言、编者说明、篇目外，共分概述、大事

记、志、人物简介、附录五部分，共七章二十四条目，并附表十八

份，照片30幅。

五，数字依据；建设银行由于机构三起两落，历年经办基建

投资计划总额和实际完成，及累计房屋竣工面积统计资料散失

不全。因此，文内表列数字，除“概述”引用市统计局，市工农

业总产值，累计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及累计房屋竣工面积资料

外，其余均为本行各科室提供。



概

安阳市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地带，是河南省的北部门

户，又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矿产丰富，气候温和，是经

济中心和农副土特产品的集散地，工业发展已初具规模，形成以

轻纺工业为主，轻重兼有，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基地，是一座社

会主义的综合性工业生产城市。

建国以来，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全市各项工作得到迅

速发展，据统计1949年至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392．4亿元，其中市

区222．4亿元，市区基本建设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8．9亿

元，累计新建房屋竣工面积达至J]498．3万平方米，相当于老城房

屋建筑面积5．43倍。
。

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能需要，1￡54年9月9日前政务院

笫二24玖或务会议通过了“关彳建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一的决

定。厩每】c月1日i_日诧省人氏西尿磅定‘谚立牛巨人民建设铱行

涧青名分行”o葫盟，冲匡人民建设钫行妄阳赤支行哥】：￡<年】o

月6日正式成立。原交通银行办事熨崩绍力戢业务交由建设银行

办理。业务范围；管理国家用于基本建设的予算拨款和企业，机

关等用于基本建设的自筹资金，根据国家批准的信贷计划，对国

营、地方国营施工企业办理发放短期贷款，具体工作着重抓了核

实出包工程予付备料款，推行按工程进度结算工程价款，对建设

·4。



单位予算合同造价永器材供应计划及完成情况等进行审查监督，

以保证基本建设资金及时供应，监督基本建设资金合理使用，严

防浪费，减少积压，推行经济核算，逐步降低工程成本，促使其

按计划完成，从而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比重的不断稳步增长。

在搿大跃进”时期，全国出现了国民经济全面高涨的形势，

使得在高指标、瞎指挥等“左”倾思想指导下对基本建设只讲需

要，不讲可能，急燥冒进，盲目大上，导致基本建设投资急剧增

加，在基建过程中，削弱建设银行监督作用。1958年3月安阳市

建设银行并入安阳市财政局，对外仍挂建设银行的牌子。但是投

资管理工作受到冲击，财政监督的职能被削弱，核算管理出现混

乱。

同年国务院提出在基本建设中实行投资包干，这是一项好制

度，毛主席曾视察湖北省时说；“搞基本建设还是采用大包干的办

法好，这样可以大大地降低建设成本”。投资包干本来是调整生

产关系，实现权责下放，权贵结合的一种方式。当时安阳市很快

推及全市，1960年新乡地区(安阳地区与新乡地区合并)在安阳

市召开基本建设投资大包干经验交流现场会，由安阳市建设银行

在大会上作了经验介绍，从而全地区掀起了高潮，但在“左”的

思想影响下，片面强调大搞群众运动，浮夸风泛滥，使得这一改

革没有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

1 962年中央强调建设银行对基本建设的监督制约作用，中央

南方会议精神再次强调建设银行为国家守计划，把口子的重要

性，1963年7月安阳市建设银行机构恢复，随着形势的好转，依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本建设拨款监督工作的指示》要求
·异’



建设银行坚持按搿四按”拨款原则办法办理，即按基本建设计划

拨款；按基本建设程序拨款；按基本建设支出予算拨款；按基本建

设工程进度拨款，基建规模立即得到控制。1964年建设银行先后开

展小型技措贷款和出口工业品生产贷款，支持了生产发展，增加

了收入。在这一阶段，建设银行除履行自己拨款的职责外，还配

合有关部门清理停缓建项目，清产核资，清仓查库，清理拖欠货

款等工作，使基本建设拨款工作发挥了应有的监督作用。

10年“文化大革命”使基本建设计划，物资和财政的管理体

制受到很大破坏。建设银行机构被第二次撤并，被认为是修正主义

的产物，受到批判，安阳市建设银行于1969年g月合并于市财政

局至1970年11月1日移交市人民银行。基本建设拨款视为一般存

款业务管理，没钱就向上要，有钱就向下拨，不讲经济核算，出

现。拨款大撒手，投资大敝口，管理大锅饭”的混乱局面。1972

年国务院又决定恢复建设银行，同年四月安阳市建设银行机构恢

复，10月1日开始营业，从此又继续开拓前进。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上来，并制定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建设银行工作得到了

全面恢复，注重了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提高经济效益。1978年国

务院发出102号文件，重申建设银行的任务是管理基本建设支出

予算和办理基本建设拨款、结算和放款，并进行财政监督，同时

又增加了一项新任务，要求建设银行把挖潜改造资金全面管起

来。1979年党中央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

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建设银行工作开始转向清理在建项目，

贯彻调整是关键，压积累、下基建，对于任意扩大建设规模，搞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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