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9433

信阳地区金融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



l !
?9i

-!
．_j

；菇
．!；

；
。豢

?

L。‘?
≯
8． ≮

㈡
!：、：
弘
∥：
■
卜
IIi。

信阳地区金融志
信阳地区金融志编纂委员会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l

I
卜
}

旷
F

F ．

I

序⋯⋯

凡例

概述

大事记

第一篇

．第

。， 第

第二篇

目 录

货币⋯⋯⋯⋯“”⋯⋯⋯⋯”“⋯⋯⋯·

章金属货币⋯⋯⋯⋯⋯⋯⋯⋯⋯⋯

第一节制钱⋯⋯⋯⋯一⋯⋯⋯⋯⋯·，

第三节铜元⋯⋯”一⋯⋯⋯⋯⋯⋯“

第三节银两⋯⋯⋯·：⋯⋯⋯⋯⋯⋯·

第四节‘银元⋯⋯⋯⋯⋯⋯⋯⋯⋯：一

第五节 鄂豫皖苏区金属货币⋯⋯⋯

第六节 人民币金属币⋯⋯⋯⋯⋯⋯

章纸币⋯⋯⋯⋯⋯⋯⋯⋯⋯⋯⋯”。

第一节清代纸币⋯⋯．⋯⋯⋯⋯⋯⋯

第二节 民国时期银行兑捷券⋯⋯⋯

第三节 民闾钱票⋯⋯⋯⋯”“⋯⋯一

第四节 法币、关金、金元券⋯⋯⋯

第五节‘鄂豫皖苏区及豫鄂边区纸币

第六节 中州币⋯⋯⋯⋯⋯⋯⋯⋯⋯

第七节人民币⋯”⋯⋯⋯⋯⋯⋯⋯

金融机构沿革“⋯⋯⋯⋯⋯⋯．．．“：⋯·

●3

4

n钙驺硒如鸽娼∞∞轧轧匏鼹弘：；；的的．盯



2 信阳地区金融志

第一章 旧式金融机构⋯⋯⋯⋯⋯⋯⋯⋯⋯⋯⋯⋯⋯⋯61

第一节 民间借贷与信用组织⋯⋯⋯⋯⋯⋯⋯⋯⋯61

第二节 典当⋯⋯⋯⋯⋯⋯⋯⋯⋯⋯⋯⋯⋯⋯⋯⋯65

第三节 钱庄、银号⋯⋯⋯⋯⋯⋯⋯⋯⋯⋯⋯⋯⋯66

第四节 清末时期银行⋯⋯⋯⋯⋯⋯～⋯⋯⋯⋯⋯69

第二章民国时期银行⋯⋯⋯⋯⋯⋯⋯⋯⋯⋯⋯⋯⋯⋯69

第二节 国家银行⋯⋯⋯⋯一⋯⋯⋯⋯⋯⋯⋯⋯⋯69

第二节 地方银行⋯⋯⋯⋯⋯⋯⋯⋯⋯⋯⋯⋯⋯⋯71

第三节 合作金库⋯⋯⋯⋯⋯⋯⋯⋯⋯⋯⋯一?⋯⋯74

第三章革命根据地银行⋯⋯⋯⋯⋯⋯⋯⋯⋯⋯⋯⋯⋯75

第一节、鄂豫皖特区(省)苏维埃银行⋯⋯⋯⋯⋯⋯76

第二节 豫鄂边区建设银行信南分行·’⋯⋯·：⋯⋯一：80

第三节 中州农民银行信阳支行．⋯⋯⋯⋯⋯⋯⋯⋯82

第四章社会主义时期金融机构⋯⋯⋯⋯⋯⋯⋯⋯⋯⋯84

第一节 中国人民银行信阳分行⋯⋯⋯⋯．．．⋯⋯⋯84

第二节 中国人民银行潢川专区中心支行⋯⋯⋯⋯90

第三节．中国工商银行信阳地区中心支行⋯⋯⋯⋯9l

第四节 中国农业银行信阳地区中心支行⋯⋯⋯⋯93
． 第五节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信阳地区中心支行⋯⋯94

第六节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信阳地区中心支公司⋯97

第七节 信阳地区信托投资公司⋯⋯⋯⋯·：⋯⋯⋯·101

第八节 农村信用合作社⋯⋯⋯⋯⋯⋯⋯⋯⋯⋯⋯102

第九节城市信用合作社⋯⋯．⋯⋯⋯⋯⋯⋯⋯⋯⋯105

第三篇信贷资金管理⋯⋯⋯⋯⋯⋯⋯⋯⋯一“⋯⋯⋯⋯⋯”107

第一章信贷资金管理体制⋯⋯⋯⋯⋯⋯⋯⋯⋯⋯⋯⋯107
． 第一节 统收统支 指标管理⋯⋯⋯⋯．⋯：⋯⋯一⋯107

第二节 存贷挂钩 差额控制⋯⋯⋯⋯⋯⋯⋯．．．⋯11l

，第三节 实贷实存 相互融通⋯⋯⋯⋯⋯“⋯⋯⋯·112

l

!

耋
Pm

_

发
㈣

竺《l¨m蚴__一搦～易焉



目 录 3

第二章人民银行贷款管理⋯⋯⋯⋯⋯i⋯⋯⋯⋯⋯⋯”113 。

，． ’第一节 年度性贷款⋯⋯⋯⋯⋯⋯⋯⋯⋯-⋯⋯⋯114

第二节 季节性贷款⋯⋯⋯⋯⋯⋯⋯一⋯⋯⋯⋯⋯115

第三节’日拆性贷款⋯⋯⋯⋯⋯⋯⋯⋯．．-⋯⋯⋯⋯116‘

第四节 再贴现⋯⋯⋯⋯⋯⋯⋯⋯·：⋯⋯⋯⋯⋯⋯·116

第五节 专项贷款⋯⋯⋯⋯⋯⋯⋯⋯⋯⋯⋯⋯⋯⋯117

第三章银行同业拆借⋯⋯⋯⋯⋯⋯⋯⋯⋯⋯⋯⋯⋯⋯119
+． 第一节 拆借资金市场的建立⋯⋯⋯⋯⋯_⋯⋯⋯119"

～t 第二节 同业拆借活动的开展⋯⋯⋯：⋯⋯⋯⋯⋯··120

第四章流动资金管理⋯⋯⋯⋯⋯⋯⋯⋯⋯⋯⋯⋯⋯⋯L2l

‘第一节’流动资金运用⋯⋯．．．⋯⋯⋯⋯⋯⋯⋯⋯⋯121

第二节 流动资金管理⋯⋯⋯⋯⋯一⋯⋯一⋯⋯⋯124

第四篇金融管理⋯⋯⋯⋯⋯⋯⋯⋯⋯⋯⋯⋯⋯⋯⋯⋯⋯⋯128

第一章机构管理⋯⋯⋯⋯⋯．．．⋯⋯。⋯⋯⋯⋯⋯⋯⋯128、

第一节金融管理机构⋯⋯⋯⋯⋯⋯⋯⋯⋯⋯⋯⋯128

‘第二节 金融机构审批⋯⋯⋯⋯⋯⋯⋯⋯⋯⋯⋯一129

第三节 金融机构整顿⋯⋯⋯⋯⋯⋯⋯⋯⋯⋯⋯⋯130

第二章外汇管理·：⋯⋯⋯⋯⋯⋯⋯⋯o⋯⋯⋯⋯一⋯·131

第一节 外汇管理机构⋯⋯⋯⋯⋯⋯⋯⋯⋯⋯⋯⋯131一·

， 笫二节 外汇额度管理⋯·j；⋯^．．⋯⋯⋯．．．．⋯⋯⋯··*133

第三节 外汇管理与审批⋯⋯⋯⋯⋯⋯⋯_⋯?⋯··134

第三章金银管理⋯⋯⋯⋯”⋯⋯⋯⋯⋯⋯⋯⋯⋯⋯⋯·136

第四章利率管理⋯⋯⋯⋯⋯⋯．．．⋯⋯，⋯⋯⋯⋯⋯⋯⋯141 ·

第一节 存款利率管理⋯⋯⋯_⋯⋯⋯⋯⋯⋯⋯⋯141

第二节 贷款利率管理⋯⋯⋯⋯⋯⋯⋯⋯_⋯⋯⋯146．

．‘ 第三节’人民银行对专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管理⋯’．．．153

第五章稽核⋯⋯⋯⋯··：⋯⋯⋯⋯⋯·：⋯⋯⋯⋯⋯⋯⋯·155，
t

第一节节核体系⋯⋯⋯⋯⋯“?⋯⋯⋯⋯⋯⋯⋯⋯155 l Q
～

， ． I D
， ，

， l 。

4

、编数-缴～I-
叛

一／-薏

二．

一

一

2溯一一汹一

，鳓_

一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4 信阳地区金融志

～第二节 稽核职能作用的发挥⋯⋯⋯⋯⋯⋯⋯⋯⋯156

第五篇 货币流通及转帐结算⋯⋯⋯⋯⋯⋯⋯⋯⋯⋯⋯⋯⋯158

篇一章货币流通⋯⋯⋯⋯一⋯⋯⋯⋯⋯⋯⋯⋯⋯⋯⋯·158
第一节市场货币流通量⋯⋯⋯⋯⋯⋯⋯⋯⋯⋯⋯158

第二节货币硫通特点⋯⋯⋯⋯⋯⋯⋯6 a Ol O．@⋯⋯⋯160

第三节 现金管理⋯⋯⋯⋯⋯⋯⋯⋯⋯⋯⋯·⋯⋯“163

一 第四节 工资基金管理⋯⋯⋯⋯⋯⋯⋯⋯⋯⋯⋯⋯165

第二章货币发行与现金出纳管理⋯⋯⋯⋯⋯w⋯⋯⋯170

第一节 发行库管理⋯⋯⋯⋯⋯⋯⋯⋯⋯⋯⋯⋯⋯170

．第二节 业务库管理⋯⋯⋯⋯⋯⋯⋯⋯⋯⋯⋯⋯⋯173

第三节 收付管理⋯⋯⋯⋯⋯⋯⋯⋯⋯⋯⋯⋯⋯⋯175

第三章转帐结算⋯⋯¨⋯⋯⋯⋯⋯⋯⋯⋯⋯⋯⋯⋯⋯179
． 一，建国初期结算工作(1949年一1952年)⋯⋯179

．

。

二、第一个五年计制时期结算工作(1953年一 ’

， 1957年)⋯⋯⋯⋯⋯：⋯⋯⋯⋯⋯⋯⋯⋯··180
： 三， “大跃进”年代及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结算

‘

工作(．1958年一1965年)⋯⋯⋯⋯⋯⋯⋯181
．

- 四、 ‘‘文化大革命”时期结算工作(1966年一

1976年)⋯⋯⋯⋯⋯⋯⋯⋯⋯⋯⋯⋯⋯⋯⋯181

五，新时觏结算工作(1977年一均87年)⋯⋯⋯182

第六篇存款⋯⋯⋯⋯⋯⋯⋯⋯⋯⋯⋯·．_．⋯⋯⋯⋯⋯⋯¨⋯184

·第一章财政性存款⋯⋯⋯⋯⋯⋯⋯⋯_⋯⋯⋯⋯⋯⋯184

第二章一工商企业存款⋯⋯⋯⋯，⋯⋯⋯⋯⋯⋯⋯⋯⋯⋯188

笫一节 私营工商企业存款⋯．．．．⋯⋯⋯⋯⋯⋯⋯⋯188

第二节 国营工商企业存款⋯⋯⋯⋯⋯⋯⋯⋯⋯⋯190

第三节 集体工商企业存款⋯一⋯⋯·”⋯⋯⋯⋯⋯194。
。

； 第四节 个体工商企业存款⋯⋯⋯⋯⋯⋯⋯⋯⋯⋯194

～第三章固定资产投资存款⋯一⋯⋯⋯⋯⋯⋯⋯⋯⋯_197

了■懒缨簟二_I＼苎，Il互z一一尝_p绥‘一㈣



目 录 5

． 第一节 自筹资金投资存款⋯．．．．⋯⋯⋯⋯⋯⋯⋯⋯197

’第二节建筑安装施工企业存款⋯⋯⋯⋯⋯⋯⋯⋯198

、 “第四章农村存款⋯：⋯⋯⋯⋯⋯⋯⋯⋯⋯⋯⋯⋯⋯⋯I．200

第五章储蓄存款⋯⋯⋯⋯⋯⋯Ⅳ．．⋯⋯⋯⋯⋯⋯⋯⋯⋯·203

。 第一节城镇储蓄⋯⋯⋯⋯⋯⋯⋯⋯⋯⋯⋯⋯⋯⋯203

第二节 邮政储蓄⋯_⋯．．．⋯⋯”“⋯⋯⋯⋯⋯⋯”219

第七篇贷款⋯⋯⋯⋯⋯·^⋯⋯⋯⋯⋯⋯⋯··：⋯⋯⋯⋯⋯⋯223

第一章’工商企业贷款⋯⋯-．．：⋯_⋯⋯⋯⋯⋯··：⋯⋯··225

． 第。节 私营工商业贷款⋯⋯⋯⋯⋯⋯⋯⋯·：；⋯⋯225

第二节 国营工业贷款⋯⋯⋯⋯⋯⋯⋯⋯⋯⋯⋯⋯227

第三节 国营商业贷款(含供销社)⋯⋯⋯⋯⋯⋯⋯233

， 第四节：集体工商业贷款一⋯⋯⋯⋯⋯⋯⋯⋯··二⋯238

第五节。技术改造贷款：⋯；⋯⋯⋯⋯⋯⋯⋯⋯⋯⋯·241

第二章农业贷款·⋯⋯⋯⋯⋯⋯⋯⋯⋯⋯⋯⋯⋯⋯⋯··244

第一节 农户贷款⋯⋯⋯⋯⋯⋯⋯⋯⋯⋯⋯⋯··-“244

，第二节 社队集体磺款⋯⋯一⋯⋯⋯⋯⋯⋯⋯⋯⋯248

第三节 国营农业企业贷款⋯⋯⋯⋯⋯⋯⋯⋯⋯⋯250

第四节 乡镇企业贷款⋯⋯⋯⋯⋯⋯⋯⋯⋯⋯⋯⋯252
-

第五节‘苏区扶贫贴息贷款⋯⋯⋯⋯⋯⋯⋯⋯⋯⋯255

第六节 农贷的清理与豁免⋯⋯⋯⋯?⋯⋯⋯⋯⋯”258

第三章农业拨款及社队会计辅导⋯⋯⋯⋯⋯⋯⋯⋯?··263
‘

第一节农业拨款⋯⋯⋯⋯⋯⋯⋯⋯⋯“@l Q O⋯⋯⋯263

蝴 ，
· 第二节 社队会计辅导⋯⋯⋯⋯⋯⋯⋯⋯⋯⋯⋯⋯265

■ 第四章基本建设贷款⋯⋯⋯⋯⋯⋯⋯⋯⋯⋯⋯⋯⋯⋯．268
‘

第一节 流动资金贷款⋯⋯⋯⋯⋯⋯：。⋯⋯⋯⋯·"268
， 第二节 技术措施贷款⋯⋯⋯⋯⋯⋯⋯·⋯⋯⋯⋯··270

第三节 基本建设贷款⋯⋯⋯⋯⋯⋯⋯⋯⋯一⋯⋯273

第八篇信用合作社业务⋯⋯⋯⋯⋯⋯⋯⋯⋯··：⋯⋯⋯⋯⋯279L．
r a

．H

：⋯缫㈣■

一．：

赢～

≥

一

宓



；

6 信阳地区金融志

第一章农村信用合作社业务⋯⋯R Q 4"O m O⋯⋯⋯⋯⋯⋯⋯279‘

第一节 股金⋯⋯⋯⋯⋯⋯⋯⋯⋯⋯⋯⋯⋯⋯⋯⋯279

镣二繁 蒋款⋯⋯⋯⋯⋯⋯⋯⋯⋯⋯⋯⋯⋯⋯⋯⋯280

第三节+贷款⋯⋯⋯⋯⋯⋯⋯⋯⋯⋯⋯⋯⋯⋯⋯⋯284

第四节 利率⋯⋯⋯⋯⋯⋯⋯⋯⋯⋯⋯⋯⋯⋯⋯⋯287

第五节‘代理业务o⋯⋯⋯⋯⋯⋯⋯⋯⋯⋯⋯⋯⋯·287

第六节 会计核算⋯⋯⋯⋯⋯⋯⋯⋯⋯⋯⋯⋯⋯⋯288

第二章城市信用合作社业务⋯⋯⋯⋯⋯⋯⋯⋯⋯⋯⋯289

’第一节 资金来源⋯⋯⋯⋯⋯⋯⋯⋯⋯⋯⋯⋯⋯一·289

第二节 资金运用⋯⋯⋯⋯⋯⋯⋯⋯⋯⋯⋯⋯⋯⋯290

第三节 核算⋯⋯⋯⋯⋯⋯⋯⋯⋯⋯⋯．．⋯⋯⋯⋯·293

第九篇基本建设拨款监督⋯⋯⋯⋯⋯⋯⋯⋯⋯⋯⋯⋯⋯⋯296

第一章基本建设投资拨款⋯⋯⋯⋯⋯⋯⋯⋯⋯⋯⋯⋯296
． 第一节 审查基本建设预(决)算⋯⋯⋯⋯⋯⋯⋯⋯296

第二节 地方基本建设支出预算管理⋯⋯⋯⋯⋯⋯298

第三节 基本建设拨款管理⋯⋯⋯⋯⋯⋯⋯⋯⋯⋯300

第四节 地质勘探拨款⋯：⋯⋯⋯⋯⋯⋯⋯⋯⋯⋯··309

第五节 清理基建投资⋯⋯¨⋯⋯⋯⋯⋯．．一·。⋯⋯31．0

第二章施工企业财务管理⋯⋯⋯⋯⋯⋯⋯⋯⋯⋯⋯⋯313
’

．第一节 管理体制的演变⋯⋯⋯⋯⋯⋯⋯⋯⋯⋯⋯313
．

’

第二节 监督降低王程成本⋯⋯⋯⋯⋯⋯⋯⋯⋯⋯314
。‘

第三节 参与制订预算定额及取费指标⋯⋯Ⅵ⋯⋯316

第十篇保险⋯⋯⋯⋯⋯⋯：⋯⋯⋯⋯⋯⋯⋯⋯⋯⋯⋯⋯⋯“319

．第二章人身险⋯⋯⋯⋯⋯⋯⋯⋯⋯厶⋯⋯⋯⋯⋯⋯“’·319
． 第一节 简易人身险⋯⋯⋯⋯⋯⋯⋯⋯⋯⋯⋯．I．⋯320

第二节 学生团体平安险⋯⋯⋯⋯⋯⋯⋯⋯⋯⋯⋯321
． 第三节 团体人身险⋯⋯⋯⋯⋯⋯．．⋯⋯⋯⋯⋯⋯·322

，： 第四节 公路旅客意外伤害险⋯⋯⋯⋯⋯⋯⋯⋯⋯323



目 录 7r

第五节 其它险种⋯⋯⋯⋯⋯⋯⋯⋯⋯⋯⋯⋯⋯⋯324

第二章财产险⋯⋯⋯⋯⋯⋯一⋯⋯⋯⋯⋯⋯⋯⋯⋯·、·326
’、。

第一节企业财产险⋯⋯⋯⋯⋯⋯⋯⋯⋯⋯⋯⋯⋯326
：， 第二节 运输工具险⋯⋯⋯⋯⋯⋯⋯⋯⋯⋯⋯⋯⋯329

第三节 家庭财产险⋯⋯⋯⋯⋯⋯⋯⋯⋯⋯⋯⋯⋯330

第四节 涉外险⋯⋯⋯⋯⋯⋯⋯⋯⋯⋯⋯⋯⋯⋯⋯333

第三章农村险⋯⋯⋯⋯⋯⋯⋯⋯⋯⋯“：⋯⋯⋯⋯⋯⋯333

第一节 种植业险⋯⋯⋯⋯⋯⋯⋯⋯⋯“⋯⋯⋯⋯·334

第二节养殖业险⋯⋯⋯⋯⋯⋯⋯⋯⋯⋯⋯⋯⋯⋯335

第四章收入：理赔与防灾⋯⋯⋯⋯：⋯⋯⋯⋯⋯⋯⋯“337

第一节 保费收入⋯⋯⋯⋯⋯⋯⋯⋯⋯．．．．⋯⋯⋯⋯337

第二节 理赔(给付)⋯⋯⋯⋯⋯⋯⋯⋯⋯⋯⋯⋯⋯338

第三’节 防灾⋯⋯⋯⋯⋯·⋯⋯⋯⋯⋯⋯⋯⋯⋯⋯一341

第十一篇 会计核算及国库业务⋯⋯⋯⋯⋯⋯⋯⋯⋯⋯-“⋯344

第一章会计核算⋯⋯⋯⋯⋯⋯⋯⋯⋯⋯．．．⋯⋯⋯⋯⋯344

第一节’人民银行会计核算⋯⋯⋯⋯⋯⋯⋯⋯⋯⋯34"4

第二节 工商银行会计核算⋯_⋯⋯⋯⋯⋯吖⋯⋯353

第三节 农业银行会计核算⋯⋯⋯⋯⋯⋯⋯⋯⋯⋯357

第四节 建设银行会计核算⋯⋯⋯⋯⋯⋯⋯⋯⋯⋯359

第五节 保险公司会计核算⋯⋯⋯⋯⋯⋯⋯⋯⋯⋯362

第二章，固定资产⋯⋯⋯⋯⋯⋯⋯⋯⋯⋯⋯⋯⋯⋯⋯⋯365

＼1第一节，人民银行固定资产⋯⋯⋯⋯⋯⋯_⋯⋯⋯365

第二节 工商银行固定资产⋯⋯⋯⋯⋯⋯⋯⋯⋯⋯369

第三节 农业银行固定资产⋯⋯⋯⋯⋯⋯⋯⋯⋯⋯371

第四节 建设银行固定资产⋯⋯⋯⋯⋯⋯⋯⋯⋯⋯371

第五节 保险公司固定资产⋯⋯⋯⋯⋯⋯⋯⋯⋯⋯373

第三章国库业务⋯⋯⋯⋯⋯⋯⋯⋯⋯⋯⋯⋯⋯⋯⋯⋯374

’第一节 经理国家金库⋯⋯⋯⋯⋯⋯⋯⋯⋯⋯⋯⋯374
’

一



8 信阳地区金融志

第二节 代理发行各种债券、+国库券⋯⋯⋯⋯⋯⋯376

第十二篇科技教育与调研⋯⋯⋯⋯⋯⋯⋯⋯⋯⋯⋯⋯⋯⋯380

第一章科技教育⋯⋯⋯⋯⋯⋯⋯⋯⋯⋯⋯⋯⋯⋯⋯⋯380

第一节 科技应用⋯⋯⋯⋯⋯⋯⋯⋯⋯⋯⋯⋯⋯⋯380

第二节 职工教育⋯⋯⋯⋯⋯⋯⋯⋯⋯⋯⋯⋯⋯⋯382

第二章金融学会⋯⋯⋯⋯⋯⋯⋯⋯⋯⋯⋯⋯⋯⋯⋯⋯384

第一节 金融学会的建立与发展⋯⋯⋯⋯⋯⋯⋯⋯384

第二节， 金融研究活动⋯⋯⋯⋯⋯“⋯⋯⋯⋯⋯⋯·386

第三章调研信息⋯⋯⋯⋯．．．⋯⋯⋯⋯⋯⋯⋯⋯⋯⋯“、387

第一节 调研信息机构及网络⋯⋯⋯⋯⋯⋯⋯⋯⋯387

第二节 调查研究⋯⋯⋯⋯⋯⋯⋯⋯⋯⋯⋯⋯⋯⋯389

第三节 信息预测预报⋯⋯⋯⋯⋯⋯⋯^⋯⋯⋯⋯·391

第十三篇 金融队伍⋯⋯⋯⋯⋯⋯⋯⋯⋯⋯⋯⋯⋯⋯⋯⋯⋯393

第一章干部管理体制⋯⋯⋯⋯⋯⋯⋯⋯⋯⋯⋯⋯⋯⋯393

第一节 人民银行干部管理体制⋯⋯⋯⋯⋯⋯⋯⋯393

第二节 工商银行干部管理体制⋯⋯⋯⋯⋯⋯⋯⋯394

．第三节 农业银行干部管理体制⋯⋯⋯⋯⋯⋯⋯⋯395

．第四节 建设银行干部管理体制⋯⋯⋯⋯⋯⋯⋯⋯396

第五节 保险公司干部管理体制⋯⋯⋯⋯⋯⋯⋯·?396

第二章干部职工队伍⋯⋯⋯⋯⋯⋯⋯⋯⋯⋯⋯⋯⋯⋯397

第一节 人民银行干部职工队伍⋯“⋯⋯⋯⋯⋯⋯·397

第二节 工商银行干部职工队伍⋯⋯⋯⋯⋯⋯⋯⋯400

第三节 农业银行干部职工队伍⋯⋯⋯⋯⋯⋯⋯⋯400

第四节 建设银行干部职工队伍⋯⋯⋯⋯⋯⋯⋯⋯401

第五节 保险公司干部职工队伍⋯h⋯⋯⋯⋯⋯⋯·403

第三章1名录与简历⋯⋯⋯⋯⋯⋯⋯⋯⋯⋯⋯⋯⋯⋯⋯404

。 ’笫一。节 地区各行(司)历任正、副行长(经理)名录

’‘⋯⋯⋯⋯⋯⋯⋯⋯⋯⋯··t⋯⋯⋯⋯⋯⋯⋯404

黝

l
篇
物

锄

}l彩

。

女～。

磁

彩_{～

一，6{落蔫一《



-

目 录‘ 9
’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地区各行(司)历任正副行长(经理)简历⋯407

地区各行(司)纪检组、科室历任正副组长、

·科长、主任名录⋯⋯⋯_⋯⋯⋯⋯⋯⋯⋯429

+各县(市)行(司)历任正副行长(经理)名录

⋯⋯⋯⋯⋯⋯⋯⋯⋯⋯⋯⋯⋯“⋯⋯⋯‘i。。442

。．第四章劳动竞赛⋯⋯⋯⋯⋯⋯⋯⋯⋯⋯⋯⋯⋯⋯⋯⋯461

第一节 人民银行系统劳动竞赛⋯⋯o⋯⋯⋯⋯⋯461

第二节 工商银行系统劳动竞赛⋯0 0 0@Q·O U$⋯⋯⋯·?·466．

第三节 农业银行系统劳动竞赛⋯⋯⋯⋯．．⋯⋯⋯·468

．‘j 第四节 建设银行系统劳动竞赛⋯⋯⋯·，j⋯^⋯⋯475 ．

7

第五节 保险公司系统劳动竞赛⋯⋯⋯⋯⋯⋯⋯⋯477‘

第五章技术职称评定⋯⋯⋯⋯⋯⋯⋯⋯⋯⋯⋯⋯⋯⋯478

第一节 人民银行技术职称评定⋯⋯⋯⋯⋯⋯⋯⋯478

、第二节 工商银行技术职称评定⋯⋯⋯：⋯⋯⋯⋯··479
、

·’ 第三节 农业银行技术职称评定⋯⋯⋯⋯⋯⋯·⋯“482．．

第四节建设银行技术职称评定⋯⋯⋯⋯⋯⋯⋯⋯484

第五节 保险公司技术职称评定⋯⋯?⋯⋯⋯⋯⋯··486

第六章干部职工离退休⋯⋯⋯⋯⋯⋯⋯⋯⋯⋯⋯⋯⋯487

第一节 人民银行系统干部职工离退休⋯⋯⋯··：⋯487

第二节 工商银行系统干部职工离遇休⋯⋯⋯⋯?··488

第三节 农业银行系统干部职工离退休⋯⋯⋯⋯⋯490．，

第四节 建设银行系统干部职工离退休⋯⋯⋯⋯⋯492

第五节 保险公司系统干帮职工高退休⋯⋯⋯⋯⋯492

第十四篇县市金融概况⋯^⋯⋯⋯“⋯⋯⋯⋯⋯⋯⋯一⋯“494 +

信阳市金融概况⋯⋯⋯⋯⋯⋯⋯⋯··v⋯⋯⋯⋯⋯⋯。·j 494

信阳县金融概况⋯⋯⋯⋯⋯⋯⋯⋯⋯⋯··?⋯⋯⋯⋯⋯⋯501

罗山县金融概况⋯一⋯⋯⋯⋯⋯⋯⋯⋯⋯⋯··：⋯⋯⋯⋯50a

光山县金融概况⋯⋯⋯⋯⋯⋯⋯⋯⋯⋯⋯⋯⋯⋯_··?⋯515 ，1 f t

·’
、 ，．， ，、纠一t ■I●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lO 信阳地区金融志

新县金融概况⋯⋯⋯⋯⋯⋯⋯⋯⋯⋯⋯⋯⋯⋯⋯⋯⋯⋯523

潢川县金融概况⋯⋯⋯⋯⋯¨⋯．．．⋯⋯⋯⋯⋯⋯⋯⋯⋯530

息县金融概况⋯⋯⋯⋯⋯⋯⋯⋯⋯⋯⋯⋯⋯⋯⋯⋯⋯⋯536

淮滨县金融概况⋯⋯⋯⋯⋯⋯⋯⋯⋯⋯⋯⋯⋯⋯⋯⋯⋯543

商城县金融概况⋯⋯⋯⋯⋯⋯⋯⋯⋯⋯⋯⋯⋯⋯⋯⋯⋯550

固始县金融概况⋯⋯⋯⋯⋯⋯⋯⋯⋯⋯⋯⋯⋯⋯⋯⋯⋯557

附录⋯⋯⋯⋯⋯⋯⋯⋯⋯⋯⋯⋯⋯⋯⋯⋯⋯⋯⋯⋯⋯⋯⋯⋯564

一、一九]kYk年信阳地区金融工作概况⋯⋯⋯⋯⋯⋯⋯564

一二、章程辑存⋯⋯⋯⋯⋯⋯⋯⋯⋯．．．⋯⋯⋯⋯⋯⋯⋯⋯581

信阳地区银行联席会议章程⋯⋯⋯⋯⋯⋯⋯⋯⋯⋯58t

信阳地区金融学会章程⋯⋯⋯⋯⋯⋯⋯⋯⋯⋯⋯⋯583

河南省信阳地区信用合作联合社章程⋯⋯··：⋯⋯⋯585

信阳市老城城市信用社章程⋯⋯⋯⋯⋯⋯⋯⋯⋯⋯594

三、《信阳地区金融志》(送审稿)评审意见书⋯⋯⋯⋯598

编后记⋯⋯⋯⋯⋯⋯⋯⋯⋯⋯⋯⋯⋯⋯⋯⋯⋯⋯⋯⋯⋯⋯⋯60l



志书编纂，历史悠久，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古人说：“治天下

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当今“盛世修志”，不仅是为了

继承和发扬我国优良的文化传统，而且是为了服务于社会主义的

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金融，作为经济的组成部分，在经济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

．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条件下，金融的作用更为突

一出。本区金融业在产生和发展的漫长过程中，既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又遭受过不少挫折。为了总结经验，鉴往知来，推动金融事

业的发展，促进国民经济的振兴，特编纂《信阳地区金融志》。

《信阳地区金融志》，由人民银行信阳分行牵头，信阳地区工

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保险公司参加编纂。1987年建立

了编志组织，筹措了经费，．并做了其它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1988

年元月正式开始编纂，按照篇目和业务范围，首先由地区入民银

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保险公司分别进行分纂．

而后集中总纂。从开始分纂到完成总纂，最后修改定稿，历时1

年零5个月时间。
‘

． 《信阳地区金融志》．编纂．始终坚持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以中共十三大精神为指针，运用新

观点，新方法，新材料，按照立足当代、详今略古的原则，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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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突出时代特点、行业特点．

地方特点，实事求是地反映本匿金融事业发展的历史。

本志上限1840年，下限1987年，并对1988年概况作了专辑记

载。解放前，由于战争频仍，历史资料荡然无存。建国后，又因

行政区划多次变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档案资

料失散甚多。修此志书，涉及面广，事类浩繁，考证史料，殊不

容易。但修志人员不畏艰苦，知难而进，不遗余力地进行工作，

终于使《信阳地区金融志》问世。这部志书，是信阳地区第一部

金融志，填补了信阳地区金融史上的一项空白，是全区金融系统

广大干部职工的一件大事，是值得庆贺的。在志书编纂过程中，

得到河南省金融志编纂办公室．信阳地区地方史志编委会总编室，

以及有关部门的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值此志成之际，谨向为《信

阳地区金融志》编纂付出辛勤劳动、做出贡献和给予关心、，支持

的同志们致以最真诚的谢意。

文一?青
)

1989年5月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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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指导思想：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

料性的统一。 。

’

= 编纂原则；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

力求反映时代，地方和行业的特点。 ，、’

三、本志断限：上限1840年，下限1987年。但对1840年前的

个别事件做了追述，对1988年金融概况作了记载。，

四、本志采用篇、章，节，’目体，按“横排竖写”的原则排

列，全书共14篇47章，另设附录。因事有繁简，故篇章节字数多少，

随事而定，不求一律。
‘

。．

五，文字与文体。文字以现代汉语为规范}采用记叙文体。

力求文风严谨、朴实，通俗，除文字记叙外，还设置图，表，录、

照片，以求图文并茂。
’

六，行政区域；1840年至1965年7月以前的记载，包括17县

2市的范围，1965年7月以后，以记载现在的建制9县1市为对象。

七．数字：以1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公布

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八，纪年：通用公元纪年。解放前的年代除保持旧称年号外，

并注有公元纪年。

九，本志对人民币的记述。1955年3月1日，国家发行新人民

币，以前称旧人民币。志中旧人民币金额，一律换算为新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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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东南部，地理位置在北纬30。23’～32。37’

和东经113。45’一115。55’之间。东临安徽、南连湖北，西和南阳

地区接壤，北与驻马店地区毗邻。全区东西长205公里，南北宽142

公里，总面积为18 293平方公里。辖信阳市、信阳县、罗山县、息

县、淮滨、光山、潢川、固始、商城，新县，共九县一市，191

个乡，10个镇，七个办事处，3093个行政村，52个居民委员会，

45 174个村民组。总户数为154．46万户，总人口655．9万人，其中

农业人口为589．7万人，占89．9％，地区行政公署设在信阳市。

信阳地处大别山区，山区丘陵面积占70％以上，自然条件优

越，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淮河横贯东西，京广铁路

穿越南北，自古以来都是江淮河汉之间的战略要地，又是南北方

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就是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活动中心。

信阳历史悠久。战国时期局属楚国，固始县期思(现归淮滨)，

是楚相孙叔敖的故里。楚国的“郢爱”、铜贝一蚁鼻钱常在这里出

土。陆续在潢川、光山，息县、罗山等县出土的还有齐国的“刀

币”，魏国的“平首布”．秦代铸造的“半两钱’：汉代的“五铢”，

唐代的“开元通宝’气宋代的“年号钱”等50多种。方孔圆形钱币

从秦始皇时代开始，一直持续到清末，才为圆形无孔的铜元所逐

步取代。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政府开铸银元“光绪通宝?。

民国时期“袁头币”，“孙象币”银元以及中央银行、中国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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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河南省银行发行的纸币，都曾在全区

，。 广泛流通。民国24年．(1935年)，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政策，规定中

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家银行的钞票为

法币，银元及其他钞票均被取缔。但实际上银元仍然流通，直至
9

解放初期。·解放战争时期；中州、北海、冀南等地方性货币都曾
“

在全区流通。随着全区的艇放，人民币逐步取代地方币，成为唯
’

一流通的货币。 ，

．

．

? ’‘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信阳~一带就有旧式金融业，形式有：典

当，·票号，小押店，还有民间借贷形式的行业。清嘉庆十四年
‘

(1809年)，山西富商刘万昌在潢川北城开设“市上典当铺”，据考查

清朝末叶全区有当铺23家，时至今日信阳老城仍有当铺胡同。辛

亥革命(1910年)典当受战乱影响，加之铜元贬值，收货常有亏

折，日渐衰落，北伐以后，逐渐淘汰。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京汉铁路正式通车，次年浙江兴业银行在信阳建立分理处，
’

这是在信阳建立最早的民族资本银行。’· ·

民国初期，由于内外贸易发展，垄断资本的官办银行和民族
· 资本的新式银行都在信阳设立机构，并且日渐增多。民国2年

(1913年)中国银行信阳分号成立，这是在信阳成立的第一家官办
’

金融机构。民国5年(1916年)，张恒兴，·恒升福、信义生，同盛

福四家钱庄先后在信阳开业。继之，交通银行信阳办事处，盐业
6

银行信阳汇兑所、邮政储金汇业局信阳二等局，河南省银行信阳

分行、西北银行信阳分行、河南农工银行信阳支行、中国农、臣银
． 行信阳办事处，中央合作金库信阳分理处、豫泉官银钱局信阳汇

： 兑所，信阳县银行总行、新乡同和裕银号信阳分号等10余家金融
1

机构先后在信阳和潢川成立。．这些金融枧构大都以存、放款，汇

兑为主要业务，部分银行还办理信托、票据承兑、贴现和代理国

库及保险业务，少数行有发行钞票和债券枳钆这些金融机构的建
立，对于方便客商和扶植城乡经济的发展曾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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