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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建行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党的十一
～

．居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以建设银

⋯～行湖北省分行的业务活动为主线，扼要地记述了湖北省建国后近三十年

问基本建设拨贷款及其财务管理的沿革过程。

《湖北省建行志》是在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行志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
’

下，在省金融志编辑室的指导下进行的。行志领导小组由罗德润、何光

．‘昶、李士藻、李庆鹏、刘家瑜、岳绍麟、韩国定、符谨芳等同志组成三下设行
志办公室，由谭经华、吴天经、卜功业、赵斌四同志担负编写任务。于

1982年5月13日正式开始工作，至次年11月试写稿完成，共花了一年半
时间。全部工作分为拟订篇鼠、搜集资料、整理资料、’试写四个阶段。

前三个阶段历时一年，其间，查阅了省行档案641卷和武汉、沙市、黄石

市建行与省财政局档案344卷，走访了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采访了崔溪．

亭、余茂功等凉建行老人。共搜集录制资料1605份，约300万字。经过分
析、’排比，考证、补缺，基本达到了“纵不断线，横不缺项"的要求后，

于19-83年5月进入试写。其时，．文革前省建行档案从省档案馆调回，又

根据撰写专题的需要，补查档案60余卷。试写中，采取集体讨论，分题

执笔，处室核稿，一专人总纂的办法，历时半年完成试写任务。

。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湖北省财政局、建设银行武汉市分行+、沙市
! 支行、黄石市支行和本行各处室的大力支持与协助。：谨向提供资料和热

^’ 情支持的同志致以谢意o
‘

、 编纂社会主义的新方志，对于借鉴历史、服务现实意义重大，是一

． 项十分严肃的工作。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之有些重要资料在“文革纾期

嗣散失，7记述不尽恰当，内容不尽完备，误漏在所难免，。恳请大家提出

意见，以便补充订正o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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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奴湖北省建行志》包括概述、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的建

立与发展、湖北省基本建设规模及投资效果、地方基本建设支出预算管

理、基本建设拨款管理、施工企业财务管理、基本建设信贷管理、大书

记述等8个部分33个条目。

二，断限：上限1952年，下限1981年。

三、编写方法：以时为经，以事为纬。除奴概述》外，其余各条目均

采用横排竖写，纵横结合的方法撰写之；直言其事，不加褒贬；只写事

业，不写工作o
’

四、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简称“省建行打，包工企业、建筑

安装企业统称“施工企业"。
’

．
．

五、文内表列各项数字，除“全省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疗和“新增固

定资产数"采用省统计局资料外，其余均为本行各处室提供。

六、引用资料和编写所依据的资料均采用文内注，以备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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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一述

湖北地处中原，九省通衢，资源丰富，气候兼南北之长．具有得天独厚的经济优势。

．^ 建国以来，湖北省是国家重点建设地区之一，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取

． ⋯～ 得巨大成绩。据统计，，1949-一19．81年，趟臣定资产投资总额：达436．8亿元r，居全屠第三位r一-一
‘

新增固定资产315．2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72．2％。在已建成的285个大中型项目中，有

全国闻名的荆江分洪工程、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长江大桥、丹江水利枢纽工程、汉丹铁路和

襄渝，焦枝铁路(湖北段)、湖北化肥厂、第二汽车制造厂以及葛溯坝水利枢纽第一期工程。

． 经过三十二年建设，湖北省已形成门类比较齐全、拥有一定物质技术基础的工监体系，成为

我国重要的钢铁、机械制造、纺织、电力工业和粮棉生产的基地之一。1981年．全省工农业

总产值达到366．2亿元，居全国第十名，比1949年21．5亿元增长了16倍，其中工业总产值

246．5亿元，增长了51倍，农业总产值119．6亿元，增长了近七倍。。
．

三十年来，全省建设银行(包括建设银行成立前的交通银行)担负着组织供应和监督管理

‰基本建设、更新改造资金的任务。1953年——1981年，全省各级建设银行经办基本建设各项
’

资金总额达417．6亿元。其中中央基本建设支出24,6．3亿元，地质勘探费支出3．9亿元；地方基

本建设支出163．7亿元，地质勘探赞支出3．7亿元(按。中央和地-方地质勘探费支出数，系

．．1959——1981年的数字)。在基本建设拨贷款及其财务管理工作中，全省建设银行按照党的

方针政策和国家计划，正确行使财政和银行职能，及时组织供应建设资金，监督执行国家计
‘

划，合理使用建设资金，对发展我省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基本建设拨款与放款作为一门专业问世，并由国家设立专业银行来管理，是新中国诞生以

后，社会主义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产物，它随着我国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不断进步和完善。

建国初期，基本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改造旧有的生产企业和新建铁道、水利工程，

所需要的基本建设资金，经政府批准后，直接由人民银行拨交各主管部门下达各建设单位，

r 缺少·定的拨付和监督制度，建设资金和生产资金相互挪用的现象时有发生。

为了加强基本建设投资的计划性，正确合理地使用资金，1950年12月1日，．政务院通过

^ 的《关于决算制度，预算审核、投资的施工计划和货币管理的决定》中指出，要把。各企业基本

建设投资的拨款，逐步交由银行实行监督，按计划拨款?。同年年底，人民银行总行受中央财

．政部的委托，指定负责管理公私合营企业公股公产的交通银行，作为办理基本建设拨款的专
”

t 业银行。交通银行从1951年6月1日起开始办理中央工业，交通运输，邮电、农林、．水利等．

部门所属建设单位的基本建设拨款各此时，交通银行湖北分行尚未成立。直到1952年9月交

’通银行湖北分行成立，并先后设立了汉口工作组，黄石市支行、沙市和闸I：I办事处，由银行
’

办理基本建设拨款才在我省由点到面逐步推开。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赋予交通银行的主要任务是s保证供应基本建设所需要的资
‘

●
．

．

●●

． ．

‘ ‘ · 3 ·

．

一

。
，

’一
。 ．． ． -

‘

’

-’ ”

．·电 ．
．

。

·

，一
．·．：‘． ：、．，’

， ．．

．～． ，．：‘

‘

I‘
· 。

。， ··。

，j
·



金，不误工程用欺。当时基本建设拨款是作为货币管理的一部分进行的，主要是争取把所有

的基本建设拨款L结算和信贷都集中由银行办理。在监督工作上采取先宽后严，先拨付后监

督的办法，强调审查用款单据，提倡企业之问的收付款项通过银行转帐，少用现金，使资金 ．

有秩序地投入市场。从而节制了财政支出，减少了资金的积压浪费，’初步防止了基本建设资

金和生产资金的相互挪用。
’

1953年。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建设工作被提到了经济建设工作的首位．

国家要求集中使用投资，抓住主要环节，保证重点建设。我省各地交通银行按照。及时供应

基本建{殳资金，监督资金合理使用”的方针，加强资金调拨，加强对重点工程的监督，并开始

核定出包工程预付备料款，推行按工程进度结算：【程价款的办法和发放施工企业短期贷款。

为了适应大龇模经济建设的需要，1954年9月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负责
’

管理国家用于基体建设的预算拨款和企业，机关等Jfl于基本建设的自筹资金，同时根据国家
批准的信贷计划对施工企业发放短期贷款。同年10B 1日，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成立。原交

通银行湖北分行所有分支机构改属建设银行。这一年，各行处依靠党的领导和各部门的戈持，

着重抓了核实出包工程预付备料款，推行按工程进度结算1：稃价款的办法，重点审夼建设预．

算、合同造价和器材供应计划，督促处理积压器材，加强对施工企业的监督等项工作。到

1955年，湖北地区基本建设计划、设计程序渐趋正常，。各项定额、制度桐l继建立。为了响应

党中央。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号召．，全省建设银行开始把监督动员内部资源，降低：l：程造

价和非生产性建筑标准等项工作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特别足监料动’．

员内部资源工作战绩更为可观。1955年全省经过建设银行审查确定的动员内部资源实现数为

1445．82万元，上交国库和抵充财政拨款金额达1】31．97万元。建设银行丁F始显示出它在网民

经济建设中的重凄作用，赢得了各方面的信任和支持，有力地推动了建设锹行工作的全面开
。 ’

展。 i
。一五”时期I在建设中强调尊重科学，尊重专家，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湖北地区的经

济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同恢复时期榻比，年平均新增固定资产为恢复时期的五倍多。建‘

设银行对基本建设拨贷款的管理，除了强调设计单位，建设单位、施工企业的经济责仟和执

行经济合同以外0还较多地运用国家赋予的职能来发挥促进和监督作用。诸如按图家垡本建
。

设程序、国民经济计划、国家预算拨款，控制出包工程预付备料款，审查建设预算，反对积 ．

压浪费，协助调剂处理积压物资，等等。这就使这一时期的建设银行工作，不仅得到了各方 - ·

面的重视，取得T了较好的效果，而且在工作内容上也不断丰富，积累了经验，建立了一套规

章制度。所不足的是，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够完备或管理不够恰当的地方。在管理体制方面，
”

主要是只管拨款；不管预算，不审批财务决算，因而就不能参与计划分配，不了解令面情况，

预算和拨款往往脱节。在具体工作中，则存在着手续过于繁琐，有时执行制度比较枷械的缺 一

点，审查建设预算有时处理也不尽适当。但总的来讲，。一无”时期全省建设银行在比例协． 、

调的计划基础上l对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多快好省是作出了贡献的。 。

-

1958年初出现了国民经济全面高涨的形势，但是不久必起的。大跃进”运动，使得以高指 ．

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亢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在基本建设上，许多部 t

门没有正确理解。破除迷信．解放恿想”的号召，只讲需要，不讲可能，急躁冒进．盲目大上o·

导致基本建设规模急剧膨胀。1958年金省堆夺建没投资总额“I卜-年的6．57亿元猛增刘12·3亿

。4。



元，其中地方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加了三点三倍。在建设过程中，一些必要丽规章制度被

当成是。条条框框。而破除，建设银行也被视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我省建设银行机构根据

国务院《关于改进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制度的几项规定》，只保留了省行，地、市、县行并入了

财政部门，虽然对外仍挂建设银行的牌子，但是已经削弱了财政监督的职能，以致发生了拨

款大撒手的现象，使财政受到冲击。 ．

1958年6月，国务院提出改革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制度，在基本建设中实行投资包干。9

1 月15日，毛主席视察大冶铁矿时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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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开始在宜昌试点，很快推及全省。投资包干本来是调整生产关系，实现

～ 权责下放、权责结合的一种尝试，它本身是无可非议的，但由于在推行中大轰大嗡，加之浮

⋯一一专风的影响，，不少地区和部门推行投资包千片面地强调大搞群众运动厂掷艮期卖现投资包干一
化，忽视了计划管理和专业监督，使得这一改革在三年。大跃进”期间没有能够发挥应有的作

‘用。

．同年，建设银行的财政职能发生7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从单纯办理预算拨款，发展弼

管理基本建设支出预决算和基本建设财务制度。通称“两闸并一闸”，。一闸。就是预算的分配

和管理，。二闸”就是拨款和结算。1958年以前，财政部门管。一闸。，即成立预算，分配资金，

进行财务管理，建{殳银行管。二闸”，‘星瞰款、结算和信贷。这样往往造成工作脱节，管理不
完善。1959年3月，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正式接办地方基本建设支出预算管理业务。，同年龟

月，湖北省财政厅又将省建筑工程局所属企业的财务管理和款项上交，交由建没银行湖北省

分行办理。这两个重大的发展，大大地加强了建设银行的财政职能。。

由于。大跃进”的折腾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

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b 1960年冬，党中央决定对斟民经济

实行调整。这次调整，实际上是从1961年开始直到1965年，先后调整了五年。’一方面是大力
‘

．压缩基本建设投资。1961年全省基本建设投资由上年的15．98亿元锐减到5．32亿元，1962年

又在1961年的基础上砍了一半。当时采取的措施是；强调全国一盘棋，加强综合平衡，上下
· 一本帐，把基本建设的权力集中到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规定一切基本建设要纳入计 ．

． 划，一切基本建设要通过建设银行拨款，并实行了专案拨款制度，加强对基本建设投资的控

制。另一方面是大力减少在建项目，下马减人，下马项目除必要的工资和维护费外，一律不
●

予拨款。

，-
。

·1962年1月，财政部总结了基建财务拨款在三年。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按基本

j． ·建设计划、+按国家预算、按基本建设程序和按工程进度拨款的。四按”拨款原则。3月财政部

‘“ 决定恢复建设{裂行机构。4月中共湖北省委批转了全省建设银行编制方案。各地建设银行陆 ．

续恢复，至次年7月，全省已设立54个行处，干部达600人。这一阶段，建设银行除了履行拨
’

款的职责外，还围绕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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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积压悬案。．1963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曲了《关于加强基本建设拨款监．- 。．

督工作钓指示》．强调。四按”拨款，强调审查建设预算，同时决定加强建设银行的机构。根据

这一指示，湖北省在继续恢复建设银行机构的同时，先后在大中型项目所在地和建设任务集．

中的地点设立了机构，加强了基本建设预算审查和拨款监督。 -． ，

1965年，基本建设财务拨款制度进行了．．次改革。改革的宗旨是：克服繁琐哲学，简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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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款手续，坚持洽

理制度，根据不向

．

●

t

●

●

珲制度，改进工作方法。这次改革t要是制度改革，如改革材料资金的管

的施工管理体制和物资分配体镪1．实行不同的拨款方式，省属和武汉市属

施工企业开始实行大流动资金制度，改革工程价款的结算办法，由过去分旬预支按月结算，

分次预支完工结算．改为按单项工程的形象进度预支，完工后一次结算l改革设备拨款办法，
’

由过去按设备清单拨款改为按设备投资总额控制货到付款，改革审查工程预算的方法，开始 。．

审奄并掌握执行概算，改革预算管理的拨款方式，实行对地市下达总限额的办法等等。这次

改革在当时适应阿工程建设的需要，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起了促进作用。． 。

经过五年调整，逐步把我国国民经济引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基本建设开始回升。但在

1966年，“文化犬革命”爆发了，形势又急转直下。。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计划、物资、财政的 ·

管理体制受到很大冲击，到处强调放权．基本建设上得太多，使经过很大努力争取得来的国民

经济综合平衡遭到严重破坏。从1967年起，折旧基金全部下放，虽然按规定应当用于更新改

造，但在实际执行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资金被用于新建项目。基建战线越拉越长，又不讲基

建程序，到处摘。三边“(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导致出现不少。半拉子。工程和建成后不

能发挥效益的卫程。在管理工作方面，各种必要的规章制度和财经纪律被视为。管、卡、压。而

被冲破，建设银行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产物受到批判。1968年12,q，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仅

剩几个留守人员，建设单位要钱就拨，其余均随省财政厅先赴战陂，‘后转沙洋参加“斗、批， 。

改”。1970年10月，全省建设银'1jtJL构相继撤销．其业务由各级财政局负责。基本建设．拨款被作

为一般存款业务管理，没钱就向上要，有钱就往下拨，不讲经济核算，结果造成“投资大敞·．

口，拨款大撒手，施工吃大锅饭”的混乱局面。鉴于全国各地．普遍存在此类情况，1971年全国

基建财务会议要求各省，专，市健全基建财务机构，加强基建拨款工作。1972／-41"国务院又决

定恢复建设银行。同年9．月我省各地建设银行机构相继恢复。恢复后的主要任务是而向厂矿、

基层，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井展。支帮促4。1973年，开始参与编制建设单位年度基本建设

计划．审查集体施]：企业的预决算，强调对预算外资金加强锊理，恢复了限额拨款和审批地

方基本建设财务决算I全省统一制定了工程预付备料款、工程价款拨付和结算的办法，施]二

企业取消了经常费．恢复按工程预算结算制发．但是1974年的。批林：Jtl：孑L”运动和1975年的。反

击右倾翻案风。4使刚刚理出一点头绪的基本建设拨贷款管理工作又受到了冲击。在19664F到 ·

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国民经济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达到了崩溃的

边缘。这十年，{建设银行的工作和其他经济工作一样受到严重挫折。 。 ．

】976年lO．,q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国进入 ，

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 。

化建设上来，建设银行的工作得到了令而恢复，并不断开拓前进。1977年提出。大治基建财 t

务”的IXl号，着寻对建设单位财务、施1：企业财务、基本建没拨款进行整顿。全省建设银行系

统先后组织了1152个清理小组．开展。三清一促”(清在建、清物货、清财务，促投产)为主要内．

容的毖建财务大检查，有力地促进了工程建设，节省了近三亿元建设资金。全省地方施工企
。

业开始扭亏为盈。1978年4月，国务院发了102号文件，重申建设银行的任务是管理基本建设
’

支出预算和财务，办理基本建设拨款，结算和放款．并进行财政监督。同时还增加了-『个新

任务．要求建设银行把挖潜改造资余令面管理起来。是年，全省各地建设银行为履行上述职

责，狠抓拨款整顿，促进财务管珥I，并按总行济南会泌精冲，广泛开展经济调查。1979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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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建设银行的工作重心开

始转向清理在建项目，停缓建工程和开展各项专题凋查，弄清情况，给各级党政领导部门当
一 好参谋，以解决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问题，促进国民经济调整。同年8月，国务院决定从

1979年起将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逐步改为贷款，贷款工作全部交建设银行办理。建设银

·行的任务日趋繁重，银行职能得到加强。机构性质由事业单位改为企业单位，隶属关系也作了

改变。次年6月，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正式升为厅、局一级单位。地位提高了，机构加强了，

! 人员得到充实，业务范围不断扩大。．1980年，国务院决定全面推行拨款改贷款，要求建没银

； 行把固定资产投资管好尉活，努力提高投资效果，同时还要求建设银行努力学会用银行的办

- 法办银行，吸收固定资产领域里的闲散资金，组织发放贷款。我省各地建设银行从1980年开始

试办拨款改贷款，仅地方项目实行拨款改贷款的就有104个，贷款总额7127万元。同年开办了

。
。· 利用存款发放技术措施等贷款业务。至此，建设银行财政和银行的双重职能得到了全面发挥，

} 显示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这一时期全省建设银行的工作发展很快，不仅基本建设投资管理工作Et趋完善和科学，

还围绕国民经济调整，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检查监督工作。1981年的’’

项目普查工作声势之大，效果之好，是前所未有的。
’

． 基本建设拨款和放款由专业银行管理，在我省已有三十年的历史。其间几经兴衰，依然

曲折前进，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实践证明，建设银行担负财政和银行双重职能，是我国财：“o

政管理体制的一项运大改革，是我国财政金融史上的一个创举，它符合我目的实际情况，在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和监督作用。(赵斌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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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的建立和发展

第一节机构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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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0月1 El以前，基本建设拨款管理由交通银行负责。195：／年5月，财政部颁发了《交
’

通银行办理基本建设投资拨款并监督其使用的临时试行办法》。指定交通银行自1951年6月1日

起开始办理中央工业、交通运输、邮电、农林、水利等部门所属建设单位的基本建设拨款，

并规定了银行应对各建设单位的用款进行检查监督，必要时得查阅各建设单位的帐册单据，

工程图表以及物资的使用存储情况等(注：中国人氏建设银行总行编印《基本建设的拨款和放

敖》第二章二节17页，1956年11月)。1952年5月，交通银行中南区行派余茂功来湖北与财政厅岳

瀛洲在省财政厅领导下筹备交通银行湖北分行(注。余茂功口碑)，9月10日湖北分行正式成

立，位子武昌解放路467号。当时的交通银行湖北分行属。财政机关及上级行的双重领导”(注：．

交通银行中南区行《档案历史考i,,r-))1955年3月26日)。经理岳瀛洲、付经理余茂功，分行设有

会计、拨款，合企(管理公私合营企业)、秘书四科．随后成立了汉口工作组、黄石市支行，
’

沙市和闸口办事处，年底全省职工已达145人，干部除粮食厅支援部份外，主要来自·财政厅。

为适应我省基本建设事业的发展，1953年上半年又新成立了沙洋支行，大冶支行，并将汉口．’．

工作组改为汉口办事处，沙市办事处改为沙市支行，分行内部机构增设了计划科，全省职工

增至203人(注l省财政厅《湖北省财敢系统省纽机构及干部统计表》，1952年12月，省财政厅

((1953年7月交通银行鳊制情况统计>>，1953年7月)。

1954年10月1日起，基本建设拨款管理由建设银行负责。1953年，。我国已进入有计划的经

济建设时期．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逐年增加。为了保证基本建设资金的及时供应和监督资金

的合理使用，促使各基建部门在按照国家规定的计划完成基本建设任务中，同时推行经济核

算，降低工程成本，为国家节约建没资金。’195．4年9月9日政务院第224次政务会议通过，决定 。

在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系统内设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同年10月1日，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湖北
。

省分行在武昌青石桥8号成立，专职办理基本建设拨款监督工作，受上级行和省财政厅双重 ．。

领导。内部设有计划科、拨款一科、拨款二科、秘书科、人事科、监察室、会计科，技术科 t‘7

等八个职能科室(注。省建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内部办事细则》，1954年>．并将

原交通银行湖北分行所有分支机构改为建设银行，干部由1953年7月184人增趸237人(注t省
。

财政斤《省建行1954年人事工作总结》，1954年12月16日)。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1957年

底全省行，处已发展为14个．职工人数增加到700人(注。省建行《建设银行中南，西南片会

汇报材料》，1982年8月14日)。 ．．

．

．

1958年．国务院《关于改进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制度的几项规定》中指出，。为了充分发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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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部门各建设单位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决定将。基本建设财务拨款工作，改归各级人民委员

会财政部门直接管理，取消系统垂直领导的方法。中国人民建{殳银行总行改为财政部的基本建

设财务司(对外名义继续保留)。地方有关这方面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和是否保留建设银行的

名义等，统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根据当地情况自行决定。”我省保留了省建行，

地，市行合并到同级财政部门办公，对外仍挂建设银行牌子，撤去了3个县支行(注t同上)。

1959年，全省基建财务管理工作会议，对建设银行组织机构作了明确规定：。武汉市仍设立市

分行，宜都行署和专署设立中心支行，黄石、宜昌，沙市、襄樊市设立支行，各县设立办事

处(已设立支行的最好不变)，领导关系。各专，市、县建设银行仍归同级财政局领导，但在

业务上应同时受上级建设锹行的指导”(注，省财政厅《韩洪如在全省基建财务管理工作会议上
●

的总结纪要》，1959年11月)。 。

1962年，财政部根据中央关于迅速充实银行、财政和企业事业部门的计划，统计、财务、

会计，信贷，税务人员的紧急通知精神，为了加强基本建设财务拨款监督工作，确定恢复建

设银行机构(注。财政部《关于恢复建设银行机构和加强领导的通知》，1962年3月28日)。同年

4月1,9日，省委以‘鄂发【62】089号文批转了全省各级建设银行的编制方案。省建行据此对所辖-一；

‘各行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作了三个方面的具体规定。一、恢复建设银行的建制，建设银行

‘与各级财政部门分别设置，二，建设银行的业务实行垂直领导，在党的关系和政治思想等行

．政工作，除武汉市外，省以下各级分、支行、办事处受当地党委和人民委员会的领导，-兰f札

各专，市分，支行、办事处的编制，由省建设银行统一管理，干部来源由地方配备(注：省

建行《关于各专市县建行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的具体规定》，1962年5月3日)。建设银行在各级

党委的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补充了人员。调整了机构，培训了干部，相应恢复

和健全了一些内部制度。并且针对农业和支援农业投资迅速增长的情况，着重建立和充实了：’t-

． 一批以经办农业投资为主的专县行处。通过一年多的工作，到1963年7月，全省已设立各级行

处54个，实有干部600人(注I省建行《关于我省机构干部情况的报告》，1963年7月19日)。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干部人数已发展到1055人(注l省财政局《关于湖北省基建财务拨

款人员情况》，1971年3月22日)。
‘

1968年12月，省建行除留少数留守人员外，其余均随省财政厅先下黄陂，后转沙洋集

中。斗、批、改。。

1970年，我省根据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军管会《关于加强基本建设拨款工作，改革建设银行

机构的报告》和全国财政银行工作座谈会的精神，。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减少机构重

叠。，同年10月以后，全省建设银行机构相继撤销，基建拨款工作并入各级财政局统一管理，

到1971年初，全省基建拨款专业人员只剩下58人，其中省局六人I兼职74人，72个县就有15
． ‘个县无人管理(注。同上)。 ‘

19年4月国务院国发 号文批转的财政部《关于恢复建设银行的报告》指出；。有．

‘的地方建．72设银行与人民银行1：并1．．9．在72—32起6后．对于基建财务和拨款监督工作放松了，有的甚至连

一些基本情况和拨款数字也反映不上来。”为了加强基本建设管理，建议恢复建设银行机构。省

．一革委会结合我省情况，·以鄂革(19721127号文批准了省财政局《关于恢复建设银行的报告势；确

定恢复各级建设银行机构’省和武汉市分别恢复湖北省分行和武汉市分行，黄石市和各地区

分别恢复中心支行，地辖市、县和重点建设工程项目所在地，报据需要，由地(市)确定，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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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恢复建设银行市，县支行或办事处。各级建设银行统一实行上级业务部门和当地党委的双

重领导，以当地党委领导为主。9月10日省建行鄂建办(72)第1号文，通知启用。中国人民建

设银行湖北省分行”印章，办公地点在省财政局内。10月9日省委召开了省、地、县委书记紧

急电话会议，把恢复建设银行机构，作为。贯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方针，保证重点项目的建

设”九条措施中的一条。省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在省工业、财贸书记会议上也多次强调恢复建

设银行机构的寒义。由于各级领导的重视，使恢复建设银行机构、充实人员列入了党委的议事

日程(注I省建行《依靠党的领导，狠抓组织机构建设》，1973-年-4月8日)。虱]1973年底正，全省

已成立分支机构!1044,-，其中·省、地、市行16个，县以下支行，办事处88个，职工共992人
(注t省建行《建设银行中南、西南片会；i-4虽．14"料》，1982．。r-8月14日)。省建行内部设有。中央

拨款科、地方拨款科、综合会计科、施工企业科、政治办公室、行政办公室。19Y8年5．月，

国务院国发(197：8)102号文批转财政部《关于加强基本建设拨款管理工作的报告》明确：建设

银行仍然实行总行和地方双重领导，．在业务．卜恢复以总行领导为主。各级建设银行党的工作

和政治工作，以地方领导为主。地方对当地建设银行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调动和机构的设

置，要与上级行商鼍一致。为了加强省、市，自治区建没银行分行的领导力量，分行的主要

负责人应由厅局一级干部担任。实际直到机构升级前分行的主要负责人没有配备厅局级干

部。1978年底全省实有职工1486人，其中省建行77人。

1980年6月26日，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务{皖批转国家计委、囤家建委、财政部((关于基本

建设投资试行贷款办法报告的通知》精神，决定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由二级单位

改为省直一级单位。直属省人民政府领导”(注。省人民政府《关于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湖北

省分行由二级单．位改为省直一级单位的通知》，1980年6月26日)。省建行升级后，内设：办公

室，人事处、监察处、计划处，会计处、建筑经济处、中央拨款贷款处、地方拨款贷款处，

1981年底，全省职工达2082人。其中省建行增至126人。 ．

，1
1 ．

． } 第二节历届行领导简介

姓名 职．务及任职时间 简
‘． 历

岳瀛洲 1954·lO—1958，行长 ． 河北人。1938年参加节命’中j℃党员．曾任IlI心村抗日自
卫队队长。区民政助理，南F后，担fE湖北沔m地K财政科
长，湖北财政厅经建科科长，湖北交通银行经理，省建行行
n o

余茂功 1954·10一1962，副行长 浙江人，大学毕业，荚同纽约大学法学博士。1936—1949
●

．
年曾n：一卜．海沪江大学、东键人学教书，先后侄I川民党经济部
商业司科长，交通银行总管理处设计处襄理．新巾『闷成立到

‘

1962{1"。曾任交通银行总管理处没’计窀科长，交通银行湖北
分行剐经理，省建行副行长。

崔溪亭 1954·10一1961．剐行民 河北人，1938年参加革命，巾共党员。竹ft巾心村抗口111

1961—1970，行长
卫队指导员，1940钎"任Ⅸ橄株千事，定冀『{：IIlⅨ区艮，目t粮
税副科长，南下后，}fift竹u】柏行署1：商处副科长，湖北省税
务局科长，湖北交通银行科长、副经理，省建行副行长、行
一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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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姓名 职务及任职时间 简 历

’

郝继臣 1961--1970，副行长 山东长清县人，1940年3_月参加革命， 中共党员。 曾在

1972·12—1980·6，行长
冀，鲁．豫一分区后方医院、平阳大队等单位任通讯员、文
书，司务上士、通讯班长、文干、副政指， 政指， 1948--

1980·10--，翻行长 1951年在湖北军区孝感分区教育队学习后，任黄陂大队轮训
班、分区管卫连政指，分区司令部副协理员，随县大队副主
任，红安大队剐政委，1952年至1979年任交通银行汉口办事

● 处主任，省建行副科长、科长、副行长，省财政局基建组组
长，省建行行长，1980年lo月省建行机构升级后，任副行
长．

马中芳 1963·5—1970，副行长 河南洛阳市人，1948年4月参加革命‘中共党员．1948年
至1949年曾相：洛阳市人区、三区及南下武汉大队任财粮千事，

1979·9—1980·6，行负责人 队员，1949至1963年任武汉市武昌区税务局、财政局秘书，
副局长、局长，武昌区付区长，武汉市财政局税畋处长、办
公窀主任，1963年至1981年任省建行付行长、负责人，建行
机构升级后任副处氏。

刘琳 1972--1973·墨·行负责人 湖北郧县人，1948年8月参加革命，‘中共竟员．’1948年
至1952年，曾任郧县花果区儿童团团长j村干部，区政府秘
书、副区长，郧县组织干事，郧佴l地委组织部干事，1952年一
1959年省委组织部综合干部管删处N-R"长，科I毛，1959年一
1973年，省委工交政治部、组织部科长‘宣传处副处长、省
财政局办公室负责人，省建行负责人。f ，

刘家瑜 1972·12—1980·e．；剐行长 湖北汉阳人，"1949年12月参加革命，中共党员．1949年至
1956年曾在汉口交通银行、武汉市人民银行一营业部、一纱

I
‘ 办事处、满春路办事处，汉腭I区办、随县食品公司、随县万

和I五任出纳员，会计、人事干部，副股长I 1956年至1981年
·● ．

任建设银行青山分行副科长，湖北省分行科长，十堰支行领
导小组组长，省建行副行长，省建行升为一壤机构后任副处
长。

． !

李庆鹏 1973·●一1980·6．剐行长 湖北武汉市人，1949年6月参加革命-．中共党员．曾在中
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汽车五团训练班学习后，担任副驾驶员、
驾驶员t 1952年至1970年任武汉市建行社员、 副科长， 科
长、副主任，武吕支行行长，青山建行铡行长、行长，1971
年至1972年任长阳钢厂后勤组组长’1972年至1981年省建行
副行长，省建行升为一级机构后任剐处长。

甄金絮 1979·8一1980·6，副行长 河北唐县人，1942年6月参加革命，中共党员．曾在河北
● ．

唐县东要村小学教书，华北联大学习，张家口市邮政局工
-’ ● 作，1945年至：946年，为察哈尔省邮政局工作人员，省人民

银行出纳员，省委党校学员，1947年至1948年任河北省平西
专署mt政科会计，1949年到1981年任湖北省荆州专署m|收科
会汁．股长，副科长．省财委物价科剐科长，商业厅物价科
副科挺．黄石市棉纺厂副科长，党支部书记，黄石市建行副
行长、行长，省建行副行长．省建行升为一级机构后任副处

●

-R· i
郭振乾 1980·10--，行长 河南省洛宁县人，大学文化程度，19．1,7年参加革i钳，中共

党员。曾任县公安局审讯员、侦察员、件I共jl{『南省蚕秘书处
干事、 秘书， 1951—1954年在中因人民大学贸易系学习，
1954年后任湖北省商业厅主任科员、教育科长，武汉商校剐
校长，湖北省革委会财贸办公室政治处副主任．主任，中共

● ‘ 湖北省委财贸办公警副主任、省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剐主任，
·l

兼任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行长，党组书记。

·11·



续表

姓名 职务及任职时间 简 ． 历

都国伟 1980·10--，副行长 山两省沁水县人，194s年1月参加革命。巾共党员．曾任
lIl两沁水县凹Ⅸ武委会剐t任、县武委会指导员，南下后。

1
1948年夸1 981 4t-婀俺湖北郧王1．城荚白．I蚕会f；记、县委雨点乡
组长．省委埘贸部科K，灭rJ县委剐f5IC、县长， 46l_TI程
指摔部付指挥长，·县革委会剐主ft、县委会书记。省建行副

{ 行长。

罗德涡 1981·12一，副行长 湖北江陵县人．1950lF 5月参】】Il革If}r，中j}党员．．1950年至

1 1．953{f：曾fE，丘『J化纱nj公id会汁、会汁股I乏，1 952年证1 981{F
侄湖北竹Ⅲt政厅科员．湖北ml敛{任}l：记荷、编辑．湖北省委财

1 贸办公簪：}ifE科员．湖北钉9{¨{[JJ．刖}÷l长、湖北省mt政L0 JJ，粤
组负贵人、办公审刚fj．fE，湖北钉建{j办公气i上任，副仃K。

{

一尢八一年各处室领导名单

●

，

各．处室领．导名 单

处，室名称 姓 名 职 务 胬 注

办公室 罗 德 润 主 fE

● 胡学 高 副 主 任

人事处 虞 和畅 处 长

■ 符 谨芳 剐 处长

监察处 陈 达 一

马 中芳
●

■ ■

计划处 何光昶 ，

会计处 李士藻 处 长

建筑经济处 刘 家·瑜 一

徐东 文 副 处长

中央拨贷处 甄金絮 处 长

， 岳绍麟 副 处 长

地方拨货处 李 陕鹏 处 长

技措拨贷处 范光烈 副 处长

F 《ll； 蝈 定 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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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全省机构人员变化

全省机构人员变化情况表

机 构(个) 人 员(人)

年份 备 注
省地 县支行 县支行合计 合计 省行 地市行
市行 以下 以 下

一、交通银行t

1952 5 4 l 145 72 省地市行禽汉口工作组，黄石支行，．沙市办事处

1953 6 4 2 203 82 98 23 19个勤杂人员列入了地市行，统计截止期7月

。=，建设银行l

1954 237 只含干部 。 。；-

1955 7 6 ’1 260 88’ 152
· 20 统计截止期6月 !

1956 11 6 5 231 只各干部 7

1957 14 11 3 700

1963 54 600 统计截止期7月
●

。‘‘

1965 97 15 83 957

1966 1055 。文革，以前
谗

建行机构撤销，基建拨款并入各级财政局，
1970 58

其中省局6人

1973 10d 16 88 992

1974 ．112 16 96 1064 64 212 788
I一
y

1975 112 18 94 1157 55 245 ．857

●

1976 114 16 98 1295 70 353 872

1977 124 16 1Q8 137】 73 406 892

1978 124 20 104 1486 77 432 977

1979 124 25 99 1703 88 59l 1024

1980 12l 20 】01 1817 104 649 1064

，

1983 123 22 101 2032 126 779 1177

资j8l来源。】．省建行《建设银行中南，西南片会汇报材料》，1982年8月14日．2．省财政厅甙湖北省财政系
统省级机构及干部统计表》，1952年1z月。3．省财政厅((1953年7月交通银行编制情况统计》，
1953年7月。4．省财政，f(<省建行1954年人事工作总结))，1954年12月16日。5．省财政厅《建
设锻行湖北省分行机构设置与员工人数情况》．1955年6月。6．省财政厅《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现

1 有人员配备情况》，1956年．7．省财政局《湖北省基建财务拨款人员情况》，1971年3月22日．
· 8．省建行统计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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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培训干部与出席省先进单位
、

． 一、培训干部

建设银行是随着我国基本建设事业的发展建立起来的专业银行，干部来自各条战线，各个

部门，一般缺乏专业知识，省建行自成立到1966年这段期间，曾陆续举办训练班，采取脱产

轮训，委t彭,l-单位代训，送总行学习等多种形式，先后培养了一批比较熟悉业务的干部．为

做好拨款l监督工作创造了条件。 ．。

·

由于我省建设银行机构在1958年和1970年两次撤并，干部大蹬凋出．1970年底全省号职

拨款人员只剩58人。1972年，建设银行再次恢复后，除部分干部归队外，从外单位凋入和新

参加工作的人员不少，他们基本上不熟悉建行业务。搞好在职干部的堵训工作，是当时一项

迫切任务。省建钳除动员各地、市行自行组织培训外，并自办或委托外单t电代办各类专业培

训班，使大批干部学到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对适应银行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作用。19724|-

至1973年，省建行先后举办了三期会计、拨款专业学习班，培lJlI I二部208人。1974年至1976

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培训工作有所中断。1977年继续了F办预算专业学习班，培训

干部43人。1980年6月，省建行由二级单位升为省直一级单位，建行系统义陆续调进一批干

部。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从1979年至1981年，又先后举办了拨款、贷款、工程预算、基

建会计、建行会计等各类专业训练班和行、科长训练班共九期，培训s}二部435人。1980年至

1981年，经总行委托辽宁财经学院训练的地、市行长有四批，共计25人．(注。人事处及有关

人员提供，

1977年

卑}9月27日)·

1
单共湖北省

二、出席省先进单位

委召开了全省财贸学大寨、学大庆会议。金省建设银行系统￡l 席

先进单位。英山县建行、安陆县建行，钟祥县建行。沙市建行会计科、枣阳县建行，宜

昌市建行综合科，武汉市建行武昌支行拨款股、黄石市建行企业秘、大冶县建行(注j．省财
政局《湖牝财贸建行系统学大寨、学大庆红旗单位和先进单位》，1977-年-5月)。(吴天经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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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湖北省基本建设规模及投资效果

第一节
’

I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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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级历年基本建设预算内支出及投资完成

●

％

月

堆"
o处事办。遭个渠九江位丹单行进建先区，地个阳一褒位。单位旗单红旗的红

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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