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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州志·金融志》(续编)编纂出书，是州内第一部《续志》，一值得庆

贺。

我作为分管金融工作的一名政府领导成员，和金融界的同志们结下深厚友

谊。黔东南州金融志编纂领导小组的同志，要我作序，盛情难却，我欣然同

意，值《黔东南州志·金融志》(续编)出版发行之际，略赘数语，是以为序。

《黔东南州志·金融志》(续编)一书，在省、州地方志办公室和省金融志

办公室的指导下，由人行州中心支行牵头，各家银行、保险公司参与，历经近

两年的辛勤笔耕，才得以完成。各部门联合修志，能够做到长期通力合作，是

非常可贵的。在志书编纂队伍中，有退休的老同志；有曾担任过领导职务而让

贤下来的负责同志，他们在修志中的敬业精神，十分令人敬佩。

这部《续志》，上起1988年，下迄2000年，使自治州13年的改革开放金

融业绩得以充分展示。开卷纵览，观点鲜明，资料翔实，脉络清楚，因果昭

著；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为一体，参考性很强，加之图、文、表、照、

录并于一炉，于改革借鉴，启示后人，珍存史料都不失为益卷，值得一读。

这部《续志》的出版，使《黔东南州志·金融志》成为自治州一本完整的

20世纪的金融志史书。这部《续志》，详细记载1988年后州内金融业发展轨

迹与兴替沿革，其中，既有丰富的经验，也有重要的教训，这对借古鉴今，深

化金融体制改革，发挥金融工作在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中的作用，具有现实

的深远的意义。读者通过志书不仅可以了解自治州金融业发生发展的历史，还

可以对金融业在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予以加深认识。早

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就精辟地指出：“银行应该抓经济。要把银行作为发展

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必须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实践证明，经济是

源，金融是流，金融离开了经济，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济决定金

融，金融反作用于经济，金融作为有力的经济杠杆，连接着整个社会经济的脉

络。这部《续志》依此客观规律，记述了黔东南州的地方物产、商品流通，市

场风云，生产态势，经济走向，居民生活以及信贷收支、货币发行、政策演

变、机构沿革等一系列金融活动，构成一幅幅以经济生活为背景、金融活动为

主题的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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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的发展史，也曾经过风雨变幻，细览此志，悠悠往事，历历在目，

感慨万千；既令人激动，催人奋进，又给人留下许多拂不去的遗憾。但这就是

历史，概不得更改，惟有如此，方能起到“存史、资治、教化”之功用。

愿这部《续志》的出版，能于广大读者有所裨益，并以此能推动自治州金

融事业更加蓬勃稳健地发展。

中共黔东南州委常委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墨歹杉7芩
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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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纂 说 明

一、本志为1990年10月出版发行的《黔东南州志·金融志》的续志。旨

在把20世纪90年代黔东南州的金融活动作系统记述，连成一本完整的20世

纪黔东南州金融志书。借在新千年到来之际，展现在广大金融工作者和社会各

界人士面前，以供了解黔东南州金融历史，通过它可以总结历史经验，吸收历

史营养，指导工作。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的

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记述黔东南州范围内的金融事项。本续志在资料取材、

文体、地域称谓及年号、数字用法等，均以《黔东南州志》《总凡例》为准。

对有过重要贡献的人物，采取以事叙人的方法记入有关章节。

三、本志采用章、节、目排列，全书横排竖写，述、记、志、图、表、

照、录诸体并用。全书有16章64节，计54万字。

四、本志专用名词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再次出现时用简称。如“中国人

民银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心支行”，简称“人行州中心支行”，其余机构

名称：如农发行、工、农、中、建行、保险公司照此类推。

对各行、司多次更名，在第一章组织机构中作了说明。

各行司的办事机构设置，均按2000年底为准。

在大事纪要及附录(2)栏目中，各行、司的称谓，一律用1998年后更名

的简称。

五、货币计量名称，除注明币种者，如美元、港币、澳门元、日元、英

镑、法郎、瑞士法郎、卢布、澳大利亚元、荷兰盾、马克等外，均为现行人民

币。黄金白银以克计量，银元以枚计量。

六、利率、汇率，采用银行习惯写法，即利率年息为％，月息为‰；汇率

弓垆



分比、千分比、万分比，分别使用“％”、“‰”、“‰”等符

百分比、千分比、万分比符号。

，主要来自州级各行、司档案。有关货币、信用业务数字、

划执行情况统计表，主要以人民银行年度决算报表为准。机

数字，主要以各行、司人事年度报表为准。党员、干部(职

，主要以州金融系统纪检组(委)、监察室、年度报表为准。

起于1988年1月1日，个别章节往前追溯；下限止于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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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信贷组等。建设银行也由原来以财政性职能为主的国有专业银行发展成为面

向市场，功能齐全的国有商业银行，实行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推进

国有专业银行、保险公司向商业银行、商业保险公司转制。组建凯里市兴黔、

四达两个城市信用社；太平洋保险机构也在黔东南设立营销部。建立健全农村

信用合作社县(市)联社，把农村信用合作社逐步办成农村金融事业的主力

军。截止2000年末，自治州共有各类金融机构644个，从业人员5662人，比

1987年末新增从业人员1329人。在州内，一个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以国家政

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各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金融体系已

经建立起来，为持续、快速，稳健发展自治州经济和兴州富民提供了良好的金

融服务环境。

扩大银行业务范围，筹集融通建设资金渠道。银行存款是银行发放贷款资

金的主要来源。只有努力增加存款，多方筹集资金，才能扩大贷款规模。银行

贷款的规模和投向，体现政府扶持产业的政策。

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和发展，自治州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物价平稳，

人民安居乐业，金融业运行平稳，金融机构遍及城乡，人民收人不断增加，银

行存、贷款业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全州银行存款看，1987年底共

有各项存款余额78646万元，占同期贷款余额92883万元的84．67％，资金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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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短缺。1988年后，各家银行狠抓存款，把抓存款作为立行之本，结合工作

实际，利用储蓄调高利率，职工增加工资和贯彻《储蓄管理条例》之机，广泛

开展多种形式的储蓄宣传活动毒各储蓄机构网点，均设有宣传窗、宣传柜、板

报，宣传内容有储蓄政策原则、储种、利率等。各网点有醒目的行徽、行名、

所名牌及营业时间，以及“储户之家”牌，给储户设置温馨的环境。是年，自

治州各项存款迅猛增至109969万元，比1987年末净增31323万元，是前37

年总数的1．51倍。为方便广大客户，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先后推出吸存

新举措，开办夜间银行和上门搅存，送款等，到2000年底，全州各项存款余

额达665511万元，比1988年末增加555542万元，年均净增46295万元，一

年的净增长，就达到前37年总数的58．9％。1988年至2000年13年的存款增

长，是前37年总数的8．46倍。从贷款方面看，过去州内银行的信贷活动范围

很窄。其贷款只是对企业生产和流通中的临时流动资金不足发放。1979年开

始，银行发放固定资产贷款，支持投资少见效快的技术改造项目和国家重点建

设项目，对于促进国民经济调整、改革，加快轻纺工业发展，增加市场商品供

应，稳定货币流通和促进民族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银行贷款，不仅内

容上有了重大变化，贷款对象也有很大变化：过去银行主要是对国营企业、集

体企业发放贷款，现在扩大到多种经济形式和经济成分；过去主要是对生产、

流通企业发放贷款，现在扩大到各个行业，包括科技、文教、卫生、邮电、交

通、饮食、旅游和服务等各个领域的各种行业，以至发展到发放个人消费(住

房、生活)贷款等等。截止2000年底，全州各项贷款余额达739637万元，比

1987年末增加646754万元，年均净增49750万元，所增贷款，是前37年总

和的7．96倍。

改变单一的银行信用形式，促进资金市场发展。在扩大贷款范围的同时，

州内各级银行和城乡信用合作社，逐步改变单一的银行、信用社的信用形式，

发展了商业信用、消费信用、国家信用和民间信用。金融工具和融资形式日益

多样化，各种商业票据，银行票据、金融债券、企业债券、信用卡、资信卡、

绿卡等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此外，金融机构之间还相互进行短期资金融通，央行开办再贷款、再贴现

业务，商业银行上下之间也开办贴现业务，解决了过去各金融机构之间资金此

多彼缺的问题。克服资金管理上吃。“大锅饭”，没有钱可以随便向上面要，使

基层行(社)产生“等、靠、要”的思想。建立金融同业拆借短期资金市场，

和同城票据交换所，对于发展资金横向融通，加速资金周转，促进经济发展，

提高银行自身的经济效益和服务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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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和发展保险事业。1988年后，州内保险业有了很大发展，建立了保

险经济补偿制度，实现保险市场主体多元化格局。保险机构，也由过去一家发

展成现在3家(共35个网点)，保险机构延伸到县。从业人员由过去的163

人，发展到现在的820人(含代办员)。为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

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停办近30年的国内保险业务，不断扩大服务领域，增加业

务项目。保险种类已由过去单一的企业财产保险、运输工具保险、机动车辆保

险和第三者责任险、家庭财产保险，增加到包括货物运输保险、农业保险、责

任保险、保证保险、普通寿险、年金保险、人身意外险、健康险等95个险种

项目。 ： 1．．．

二

服务对象，遍及城镇、农村。从国营经济到集体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

济，以至城乡居民个人，都有相应的险种为其服务，截止2000年末，州内开

办的各种险种已达95种。70％左右的企业参加保险，全州有12．5亿元的企业

财产得到了保险保障，机动车辆及第三者责任保险的承保面已达全州车辆数的

80％；农村业务保费收入占整个州内业务保险收入的30％。家庭财产保险已

承保0．8亿元。人寿险业务有了较大发展。由于自治州保险业的发展壮大，为

确保国家财产、集体财产的安全，稳定企业经营，安定人民生活，振兴地方经

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四

金融系统的管理体制作了重大改革。为适应金融业务迅速发展和体制改革

的需要，1988年后，州内金融系统在机构设置、党建管理体制、干部人事管

理、财务经营管理等方面，都作了重大改革：一是1998年10月后，金融系统

党的组织实行垂直领导，分级管理的体制。各行、司成立党委会和党的纪律检

查委员会，党、团、工会组织，实现自成体系；二是干部、职工实行垂直领

导，分级管理。其用工制度先后实行任命制，任期目标责任制，选任制，聘任

聘用制，全员劳动合同制等形式；三是在财务管理上，由过去统收统支的办

法，改为统一管理与分级管理相结合、逐级核算、自负盈亏或实行预拨制、报

账制；四是加强内控机制。建立中央银行稽核、系统稽核(内审)监督机制，

以巩固改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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