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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篇 金融 保险

第一章金融

1986-2∞5 年，是利辛基金黠体制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时期。 1986 年末，全县辖内银

仔业金融机构有 5 家:中自人员银行和j辛县支行、中国农业银行事j辛县支行、中嚣工商银

行科辛县支行、中罢建设银行利辛县支行、利辛县农材信用社。 1986 年，部电系统的邮政

储蓄恢复营业，利用其网点优势，逐步成为覆盖茧较广的金融服务院络，成为沟通城乡居

民个人资金结算的一个重要渠道。 1994 年 4 月，成立中国银智利辛县支行。 2∞4 年 8

月，中国银行股份制改制完成，成立中昌银行鼓份有眼公司利辛县支行。 1996 年 10 月，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农材信用社结束农业银行的托管，京l辛县农村信黑合作联社成立，

由中国人民银行和j辛县支行直接管理。 2∞4 年 11 月，安徽省信用合作联社成立，县农村

信用社归省联社直接管理。 1996 年 12 月 18 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利辛县支行批准设立。

2∞0 年 10 月，中国工商银行利辛县支行撤销，保留中国工商银行大桥储蓄所、十字街储

蓄所，其盘务想自中国工离银行蒙城县支行管理。 2005 年 1 月，两储蓄所合并更名为中

国工商银行毫州市利辛分理处。 2∞5 年 6 月，经中国银仔鱼监督管理委员会毫卅监管是

批准，被复中国工商银行科辛县支行。 2005 年 10 月，中国工商银行殷给制改制完成，成

立中国工离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j辛县支行。 20∞年 11 月，中国建设银行和辛基支行辞

格为分理处。 2∞5 年 8 月，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毫升|监管局批准，中国建设银

行毫州市利辛分理处棋复支行建制。 2∞5 年 9 月，中国建设银行股份制改割完成，成立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辛县支行。

第一节金融机构

2∞5 年年底，全县共有银行业金融机构 7 家，其中央行 1 家、国有股份制商业银有 4

家、政策性银行 l 家、农村信用联社 1 家，营业所、分理处、储蓄所(含部结专柜)89 家，从

业人员 609 人。

一、中昌人民银行和j辛县支行

中国人民银行利辛县支行于 1965 年 5 月建立。 1985 年 1 月，中国工商银行科辛县支

行在人行基础上成立，附设代理人行业务肢，人民银行撤踪。 1986 年 10 月，中国人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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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利辛县支行恢复，初期与工商银行合署办公，仅有 14 名员工。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人

民银行职能逐步转换，基层央行监管如服务职能得到强化，人员力量逐步充实。 1995 年

《中华人民共和菌中昌人民银行法》锺布实施以后，央行的地位布取责被以法律的形式确

立和现确。 2∞3 年第十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人民银行法》进行7修改，成立银监局利辛办事处，县人民银行将蓝管职能划给银监

局利辛办事处。到 2005 年底，中昌人民银行和辛县支行在职职工 21 人，大学专科以上学

历 17 人，中级以上职称 7 人。

二、中国农业银行和j辛县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科辛县支有于 1965 年 5 月成立，同年 12 月 31 日与人民银行合并，

1980 年 1 丹 I 日恢复建器与县人民银仔分开办公，划分账务，正式对外挂牌营业。县农有

恢复或立后组织投入大量信贷资金，支持县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建设、农村水利基础设

施建设、在营企业发展。农行从 1986 年存、贷款规模不是 25∞万元，发展为 2∞5 年存、

贷款规模过亿元。信贷结持由单一支持农业转变为支持农业为基础、乡镇企业为重点、各

行各业全面协调发展。经营性最由单一的农业贷款银行逐步过渡到经办农、工、商等金融

服务以及各种代理代收代付等中间业务的多功能的嚣有商业银行。 1996 年县农发行从

农行分出单设，县联社与县农行脆钩。 2∞0 年，县农行部分不良贷资产剥离给长城资产

管理公司。 2∞5 年末，县农行各项存款余额 136277 万元，其中储蓄存款 119948 万元，各

项贷款余额 49924 万元。

三、中国工斋银行利辛墨支衍

中国工商银有利辛县支行于 1984 年 1 月在原县人行基础上成立，下设 2 部 1 室。

20∞年撤销支行，设立 2 家储蓄所，出蒙域工行代管。 2∞5 年 6 月经毫翔市银监局挠准

成立为独立银行，恢复支行建制。

2∞5 年，支行在职员工 15 人，其中具有大学及大专文化的 10 人，具有各类技术职称

的 9 人。中罢工商镀行科辛支行经银监局批准经营范围包括人民币存款、贷款、结算业

务，代理发行金融债券，办理票据贴现，代理发行、兑付政府绩券，代理收付款项，代理保

险，代理基金以及经锻监局批准的其他业务。 2005 年年末，工商银行各项存款 31∞0 万

元，其中个人储蓄存款 280∞万元，贷款余额 837 万元。

四、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科辛县支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利辛县支行设立政策性金融业务代理专柜，于 1996 年 12 月 18 日

正式成立，业务人员及财产全部从农行如转。农发行和j辛县支行内设办公室、信贷部、会

计出纳部，员工 21 人。

农发行业务为提供粮、油、棒收购、储备、谓锚贷款，扶持农业开发及支持农业基本建

设、技术改造贷款。 1997 年，县农发行发鼓贷款 65 万元;1998 年，发放 4623 万元;1999

年，发放 5124 万元;2∞0 年，发放 54217 万元;2∞1 年，发放 57651 万元 ;2∞2 年，发放

58234 万元;2003 年，发放 45045 万元 ;2∞4 年，发放 49517 万元;2∞5 年，发放 48420 万

元。农发仔的成立解决了长期困扰各级政婿的向农民"打白条"和农村长期接少发展资

金问题。

五、中国建设银行和j辛墨支仔

1978 年 1 月，中国建设银行科辛基办事处成立。 1979 年，办事处更名为利辛县支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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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属建设银有阜阳地区中心支仔，干部管理权属地方。 1984 年干部管理权收归建行上级

行管理。经银监会教准的营业革雷包括办理人民雨存款、贷款、结算盘务，办理票据贴现，

代理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政府债券，代理枚付款项，代理保险业务以及经人

行批准的其他业务。 2005 年年底，对外营业机梅保留 1 家，各项存款余额 31598 万元，其

中储蓄存款 27053 万元，各项贷款余额 97 万元。

表 14-1

1986-2005 年利辛县银行业金噩扭鹊离点建设一览表

单位:家

达1 农业发
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邮政储蓄
农村信用社

展银行 (含邮政专柜〉

1986 14 : 7 69 

1987 14 2 7 12 69 

1988 20 4 7 12 69 

1989 20 6 7 12 69 

1990 20 9 7 12 69 

1991 20 9 7 12 69 

1992 20 9 7 15 69 

1993 20 9 7 20 69 

1994 20 5 9 7 26 94 

1995 20 5 9 7 26 94 

1996 20 4 9 6 26 94 

1997 1 20 4 8 4 22 94 

1998 1 20 4 7 4 22 86 

1999 1 20 3 6 2 22 84 

2α)() 1 19 3 3 2 22 77 

2∞l l 17 3 3 2 22 69 

2∞2 l 16 3 3 2 22 52 

2∞3 1 15 2 3 2 22 52 

2∞4 l 14 2 1 2 22 51 

2∞5 l 14 2 1 1 22 48 

六、中国银行和j辛县支行

中国银行剥辛县支行于 1994 年 4 月成立，同年 5 丹 18 日人民路和五一路两家分理

处正式开业，7 月 28 日域毒和向黯路两家分理处相继开业， 10 月 18 日支行直属营业部正

式对外营业。壳、理人民币存款、贷款、结算业务;票据贴现;代理发行金融镜券和代理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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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销售政府镜券;代理收付款项:办理外汇存、贷款;外汇汇款、外汇兑换;外汇结汇、售汇

业务等。

1994 年，外币存款 13 万美元，到 2005 年外币存款 53 万美元(人民币存款 34(泊0 万

元，贷款 2200 万元) ;结售汇业务量由 1994 年的 4 万美元发展到 2∞5 年 33 万美元。由

于利辛县外向型经济基础薄弱，对公国际结算业务均在市分有壳、理，中有主要办理外汇储

蓄存款和对私外汇结售汇业务。中国银行的外汇储蓄存款来摞主要是虽好及港澳台地区

汇入和辛基的瞻家款(境内个人接受境外亲属提供的用以瞻养亲属的外汇)。对在外汇

结汇业务主要是当地居民持有外汇现钞到中医银有兑换。

2∞5 年年底，全行员工 32 人，其中正式人员 19 人〈含退养人员 4 人) ， 27 人具有大专

以上学历， 16 人获技术能于称号，平均年龄 31 岁。

七、科辛县农村信用合作桂

手IJ辛基农村信屠合作社成立于 1965 年 5 月，属集体所有制合作金融组织。 1986 年，

有基崖信用社 59 个，称和j辛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至 1996 年，一直为农业银行内设二级

抗构。 1996 年，提据国务院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要求，县联社与袁行脱离行政隶属

关系，成立独立法人单位，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并按合作制原用进行规

范，选举产生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

2∞O 年后，另再N庙、中撞、东关、商关

存款总量萎缩，被降格为分社，并人汝集、双桥、域关、春店 4 家信用社o 2∞1 年，根据人

民银行总行要求，原城市信用社归并联社管理，更名为宏大农村信黑合作社，实行独立

核算。

2∞5 年，联社有正式职工 362 人，代办员 108 人。职工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 163

人，具有中专学员的 175 人，具有高、中、相级技术职称的 36 人。 2005 年年底，县联社各项

存款余额 94733 万元，各项贷款余额 81381 万元。

第二节货乖

一、货币投放回笼

1986 年，利辛县各银行货市净投故 5398 万元，各项存款余额 6828 万元，城乡居民储

蓄 2017 万元，各项贷款余额 16140 万元，累计投放现金 26663 万元，累计收回现金 21265

万元，扎差净投放现金 5398 万元;2∞5 年，县内各银行货币各项存款余额 374311 万元，城

乡居员储蓄 328166 万元，各项贷款余额 181946 万元，净回笼 27514 万元，累计投放现金

954537 万元，累计收吕现金 947705 万元，扎差净投放班金 6832 万元。

二、反假币、反洗钱

1986-1990 年，利辛县银少发现有假人员币，20 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第四套 50 元券、

l∞元券大雷穰人民币陆续进入流通领域，最i贩假人民币案件增多。从 1990 年起，利辛县

各金融机构陆续配齐防伪币验钞机，严防假人民市流人金融抗构。至 2005 年年底，仅利

辛县农行和部政储蓄就累计缴获{巨人民币 49885 元，抓获制版最币的犯罪嫌疑人 5 人。

2∞2 年，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颁布两个规定一个办法((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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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执行暂行规定》、《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上《收付交易执行管理办法抖。是年，人民银行

利辛县支行成立反洗钱工作领导小盘，并按照商个规定一个办法的要求，建立金融交易分

析监测报告制度和信阜沟通在制，切实落实各项规章制度，防革和打击洗钱等犯罪活动，

同时开震大规模反洗钱宣传和培训工作，提高全社会特期是金融就构对反洗钱工作的

认识。

三、残奇货币兑换与处理

残污货币晃换与处理，是人民币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由中国人民银行利辛基支行负

责统一上报处理，各家银行营业网点负责按要求兑换。

第三节存贷

一、存款

1986 年，全县各金融机持各项存款余额 6828 万元，其中居~储蓄存款 2017 万元。资

金力量薄弱，存款主要来摞子信用社存款、机关单位和企事业存款。

为争取存款，各金融抚构主动采取多种措施，完善制度，正向主导，及时制定工作方

案，组缤资金工作旱部署、存款早动员、措施早落实。对员工业余撞存按金额给予一定的

奖励，并对在组织存款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单位领发流动红旗和奖金。应对金融机构日益

激烈的市场竞争，充分发挥"综合网络上线\装配电子资金运算系统，电子汇兑业务与全

省、全自联肉，锯蓄业务全国通存通兑，以及"ATM 扭"、 "POS 机"等科技成果作用。深挖

储源，大户小户一样对待，旺季淡季一样去掠，利南小额信贷深入农户和点多面广的优势，

大力组织资金，向珉成本资金和财政资金延掉服务。采取发放贷款与暖收存款梧结合的

办法，动员农户将闲置资金存人金融机构，形成放贷吸储的良性锚环;同时，发挥对企业类

贷款吸结引导作用，争取企业开立基本账户，并积极争取代发企业工资。加大宣传，提高

服务技能，重点宣传金融工作在经济社会的重要性和对发家致富的支撑作用，京i黑媒体捏

宣传工作廷伸到千家万户 G 牢固树立金融机构良好的社会形象，要求员工统一着装镇戴

工号牌，对客户做~J来有迎声、闰有答声、走有送声，使客户获得一个良好的第一印象，提

高工作效率，缩短客户在柜台等候时i胃，严格执行结算办法，遵守结算纪律，如快结算速

度。建立一支专业提存队伍，确确重点公关目标;同时，设立专职大客户经理，专职负责对

大客户的公关和联系工作。

1990 年后，搓着经济的不靡发展，信贷资金严重不足，为解决资金部题，各银行纷纷

设立储蓄所或结蓄代办所，招聘业务代办员，行内设储蓄股，专司存款储蓄工作。至 2005

年年底，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374311 万元，其中，域乡居离存款余额 328166 万元。

二、贷款

1986 年，各项贷款余额 16140 万元， 1999 年各项贷款余额 202449 万元，净增 186309

万元;其中，工业贷款 13808 万元，商业贷款 86986 万元，个体工商户贷款 1073 万元，乡镇

企业贷款 19079 万元，农业贷款 47582 万元，有力地支持了富科达捕网厂、牛羊肉加工厂、

复合应厂、科辛商厦、暖器片厂、盛利皮革厂、绥利边贸公司等三十余家重点企业，使利辛

县企业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 2∞0 年后，工、农、中、建四家固有银行先后对不良资产(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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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进行了事i离，因家富有银行的各项贷款余额也自 1999 年的 130886 万元下降到 2∞5

年的 1∞565 万元。

至 2∞5 年年底，科辛县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181946 万元，比 1986 年净增 165800

万元，其中农村信用社各项贷款 81381 万元，科辛县农村信用社逐步成为支持利辛经济发

展的主力。

表 14-2

1986-2005 年科辛县金融机构各项指标完成情况一览表

单位:万元

平L 各项存款余额 城乡居民储蓄 各项贷款余额 货币净投放

1986 6828 2017 16140 5398 

1987 8073 3032 17875 3122 

1988 9515 4143 18771 39322 

1989 10776 5246 19659 36631 

1990 13370 7017 24955 2941 

1991 16776 9164 30114 7524 

1992 19462 10982 34533 55258 

1993 25240 15387 44116 75433 

1994 33573 23782 60869 15888 

1995 45827 34144 79879 13233 

1996 58281 44189 97840 11047 

1997 62146 46764 120157 29706 

1998 64418 47962 130684 19205 

1999 147376 126303 202449 11896 

2∞。 153563 132878 172205 10910 

2∞1 177543 156839 182952 7019 

2∞2 210476 186014 185030 -9453 

2∞3 262653 231125 173751 -26901 

2α)4 319818 280380 184412 -9196 

2∞5 374311 328166 181946 -27514 

注表示净回笼。

2(削-2∞5 年，京j辛县袁村信用社累计发放贷款 459230 万元，其中:农户小额贷款累

放 263088 万元，支持农户数 185736 户，支持 109611 人兢贫致富。在扶持农户的同时，重

点扶持一社像江淮扬天、凯盛汽车、丰源车业等汽车制造企业，和医盛实业、学丰畜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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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万头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及地方特色行业企业，解决部分重点企业蔬动资金、技改资

金、产业升级资金不足的问题。

三、信贷管理

20 年间，利辛基银行业信贷管理经历从简单程放式经营逐步向以集约化、科学化经

营管理转变。各银行根据自己的实际，制定出不同的信贷管理方法。逐步实行贷款五级

分类管理，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成立宰贷委员会，实行审贷分离制度;采取信贷授信授权

制，严格执行《新信贷规则>，施行集中式信贷管理系统( CMS) 。县联社先后制订《信贷管

理工作责任制》、《外勤工作最i度》足不良贷款清枚考核制度》等，将信贷资金管理制度化。

增加"三农"贷款中小额贷款的比重，解决农民贷款捏保难抵押难问题。同时整治农村信

用环境:采取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清较不良贷款，盘活沉淀资金;积极推行信用贷款证

制度，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为农户评定信用等级，旗发证书，并开展信用社文费创建

活动，对信用户、信用村实行优惠信贷政策，向社会展示诚实守信的价值。

第四节结算

一、商城结算

1986 年，和辛县银行结算业务种类中，同城结算主要有支票结算〈现金支票和转胀支

票〉、付款委托书结算、托段无承付结算。展据人衍总行改革银行结算的要求。 1989 年，

结算种类有银行汇票、商业汇票、银行本票、支票、汇羌、委托收款 6 种。 1990 年，六总行

〈人、工、农、中、建、交〉针对当时企业多头开户普遍、不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办理结算

有章不循、压票、退票等突出问题，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账户清理程结算纪律检查。

和辛县内各行积极协助县人行清理多头开户，帮弱企业清理"三角债"。由于多方面原

因，结算纪律松弛、汇路不畅、梧互拖欠货款的严重现象在全县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变。

1991 年，人行总行决定整顿结算秩序，严肃结算纪律。 9 月，工行开始启用"271"和"272"

表外科巨，健全托收、委花凭证的核算，对托收、拒付理由的审查和退托都实行会计主管人

员复审责任制。实行主管行长批准制度，挂付延时赔偿金按上级仔规定按月划付，并排在

扣款旗序的首位:建立举报制度，鼓励对结算违纪行为进行举报。同年，人总行、工总有、

省工行相继发出加强商业汇票管理的通知，将银行承兑汇票的签发技暂时上报到地、市支

行，银仔承兑汇票凭证全部集中到签发行，自签发行会计部门统一保管、使用，严禁签发无

商品交易行为的银行承兑汇票，严禁利局镀行承兑汇票进行资金拆借、绩权债务抵押、套

取银行资金和进行其他违法经济活动。 1994 年，人总行邱发《关于如强银行结算工作的

决定> ，不久又颁发《违反银行结算制度处罚规定>，遏制了银行、单位、个人违反结算制度

行为的发生。

二、异地结算

1986 年，和i辛县银行异地结算方式有托收承仔结算、汇兑结算，后托收承付结算停

办。 1990 年 4 月 1 日，恢复办理异地托枚承付结算方式。为保证弄地托收承付结算的正

常进行，人行总行要求基层银行专门设置结算专柜，配备一定数量的结算专管人员，认真

办理结算和按照有关规定做好审查、监督工作，县内各行认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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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起电子在益，逐渐替代传统的通过邮件传递结算摄单的手工操作。电子汇兑

开通后，异地结算资金可 24 小时内茹账，比原部汇快 4 至 5 天，比电汇快 1 天。

三、信用卡结算

1997 年 9 JJ 19 日，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印发薪的《支付结算办法}，自 1997 年 12 月

1 吕起施行。新《办法》所称支拧结算是指单位、个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使用票据、信用卡

和汇兑、托收承传、委托收款等清算方式进行货币给付及其资金清算的行为，支付结算原

则没有改变。支付结算方式有汇票〈银行汇票、商业汇票、包捂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

汇票)、银行本票〈定额本票、不定额本票〉、支票(转账支票、理金支票)、信用卡、汇兑(信

汇、电汇)、花收承得(邮托、电托)和委托收款〈部委、电委)七种。《办法》还规定自 1997

年 12 J3 1 日起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签发 50 万元大穰银行汇票通过人行清算资金的规定。

1999 年，利辛建行率先开办"速汇通"业务，省内汇款即汇IlP到，跨省汇款 2 小时内到

睐。电子借记卡可在华东地区远存适兑长城结用卡"、"龙卡"可在全茵通用，颇受外出

创业人员欢迎。

2001 年，国际贸易结算由和i辛县中有办理，客户可以在利辛县中行亘接办理或通过

该行委托毫州市中行办理。

第五节外汇

一、业务

中昌银行科辛基支行是经外汇管理提关教准经营外汇业务的金融机梅，主要办理外

汇存、贷款，外汇汇款，外汇兑换，外汇结汇，售汇等业务。

2005 年年底，为更好地殷务企业，降低出口企业成本，便于出口企业办理出口收汇核

销业务，出自枚汇核铺权限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毫升!分局下放到中嚣人民银行科辛县支苟，

与中国海关、国家外汇管理局计算机联网的出口枚汇远程核销系统同时开通。本地出口

企业出口收汇核销业务，在当地人民银行即可办理。

二、外汇管理

1979 年以前，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外汇管理体制，外汇收支实行计划管翠，出国家计

划委员会统一平衡和分配使用。 1979 年后，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外汇管理体制开始

进行改革，成立专门管理外汇的政府机构即国家外汇管理尾，利辛县的外汇管理机构是县

人民银行，县中行每丹定期向县人民银行报送非现场监管外汇业务报表。

1990 年，全噩如强对外汇的管理工作，中国银行利辛县支行每半年组织一次对该行

嚣际收支、结汇、售汇、付汇等项吕现场检查，及时提出整改意觅，促其正常经营。同时，还

对县内外资企业生产和经营情况进行调查。

1993 年 11 月，虽务院下发《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上提出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建

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

币的目标。 1993 年 12 JJ 28 吕，中昌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公
告} ，外汇管理玫革全雷启动，岛市场化发展c 取消外汇留存和上辙，实行银行结售汇制

度;取消外汇调剂市场，建立银仔向外汇交易市场;汇率并轨，外汇汇率由外汇市场供求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