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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恰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之际，中国工商银行迎来了她25周岁的生日。
作为对党的改革开放方针30周年和工商银行建行25周年的最好纪念，《中国工商银行史》正式出版了
。
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
    中国工商银行诞生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春，是我国金融改革的产物。
25年来，伴随中国经济金融改革发展的大潮，在党和国家的关怀指导下，工商银行经历了由一家国家
专业银行到国有商业银行再到国家控股股份制银行的深刻转变，已经成长为国内领先、国际市值排名
第一的大银行，各项主要经营指标已经进入国际优秀大银行之列。
作为中国最大的一家银行，工商银行的发展史就是中国银行业改革发展史的缩影，工商银行的历史见
证了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主要过程和主要成绩。
《中国工商银行史》所记述的不仅仅是一家银行的发展和成长，更是对中国金融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
的伟大成就的讴歌和颂扬。
    盛世修史。
《中国工商银行史》的编修，就是要真实、全面、准确地记述工商银行建行20多年来在体制改革、管
理制度建设、主要业务发展、机构与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发展变化过程和历史状况，正面总结工商银行
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告慰前者，激励后人。
对历史的研究和记述不是为了怀旧，重要的是为了放眼未来，以史为鉴，积累经验，吸取教训，把工
商银行建造成为国际一流的现代金融企业，打造最富价值的“百年老店”。
    因此，无论从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全局来看，还是从工商银行自身的发展需要来看，《中国工商银行
史》的编修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里，我着重就行史编修中的重大问题作一点说明，这也是行史编修过程中始终坚持和把握的一些
原则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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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加强资产负债管理，增强自我约束能力　　为了有效地控制超负荷扩大贷款的现象，保证
足够的支付能力，工商银行于1989年开始尝试实行资产负债管理与控制。
1989年年初，总行在全国分行行长会议上提出：要牢固树立风险观念，加强资产负债管理，逐步建立
业务营运的自我约束机制；坚持以资金来源制约资金运用的基本经营原则，切实做到有多少钱办多少
事，并且留有余地，防止和纠正超负荷经营。
会后，工商银行采取了一系列强化资产负债管理的措施，包括：　　1.实行存贷比例控制。
从1989年起，总行规定，各分行新增存款必须首先按规定缴足存款一、二级准备金，留足存款备付金
，安排好政策性贷款资金，在作出这些必要扣除之后，按照以存定贷、“可汤吃面”的办法发放贷款
，实际开始了最初的存贷比例控制。
　　2.实行严格的备付金制度。
为了确保支付能力，总行规定，从1989年起，各分行在人民银行的存款备付金最低不能少于存款总额
（包括代理财政性存款）的3％；同时，必须按比例向总行缴足二级支付保证基金。
　　3.实行拆借资金比例控制。
总行规定，拆借资金只能用于“头寸”调剂，必须以能按期偿还为前提，短借短用，有借有还。
禁止用拆借资金填补长期资金缺口和扩大固定资产贷款；对城市行实行了拆借资金量不得超过总资产
一定比例的比例控制，并把拆借资金权上收到城市行及其以上，县支行和城区办事处一律不得向外拆
借资金。
　　4.加强稽核检查。
把各级行稽核部门的稽核重点放在本级行贷款规模控制、政策制度执行情况，资产负债管理控制以及
经营风险、资金安全控制上，进行经常性的稽核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及时纠正处理。
　　（三）转变总行和省分行两级的领导职能　　在工商银行对城市行放权后，其总行和省分行相应
转变职能的改革就提上日程。
按照工商银行“统一规划、分级经营、逐级核算”的管理体制改革目标，对总行和省分行职能转变总
的要求是：根据城市行为基本经营核算单位的新体制，改变总行和省分行的管理职能；在承担全辖管
理职能的同时，总行和省分行逐步实现直接经营。
由于各方面条件需要一个逐步创造和具备的过程，职能转换不可能一步到位。
因此，工商银行首先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迈出了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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