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挥农行在发展集镇储蓄中的作用

谈 洪 山

集镇储裕是专业银行开展存款业务竞争
的焦点。 本文试从分析丁蜀镇集镇储蓄的特
点、储户心理角度， 谈一些农行估用社如何
发展集镇储蓄的看法。

集镇储蓄的特点与储户心理
丁蜀镇是闻名中外的“陶都”， 其地理位

置的特殊性构成储源与储户心理的特殊性。
1. 稳定性储源主要取决千储户的传统

观念。 丁蜀镇现有农行和信用社、 工行、 建
行四家金融机构办理储蓄业务 。 工行（前称
人行）在集镇上办理储蓄业务已长达38年，
由于开办时间长， 储户基础较为牢固， 被称
为 “大银行” 。 以1987年末为例， 工行储蓄
占全镇储菩余额的75.3%。 农行 办事处于
1984年9 月正式对外办理业务， 近两年 来发

展 了6个储蓄网点， 集镇居民对其了解与熟
悉的程度正在加深， 知名度也有了相应的提
高。 而 镇郊的农民则认为信用社是 他 们 的

“银行” 。1986年6月原周墅乡与丁蜀镇合
并， 为信用社扩大吸储市场提供了有利条
件， 丁蜀信用社的储蓄余额不断上升。

2. 储蓄受市场消费影响较为明显。 丁
蜀镇是开放型集镇， 商品经济发达 ， 居民消
费要求高， 商品信息对储户产生的波动大。
市场的需求， 影响储蓄存款起伏升降。

3. 临时流动储源较多。 从丁蜀镇目前
情况来看， 流动性储源大致有以下几种：
(1)流动劳动力的劳务 收入储源。 丁蜀镇
目前有来自外地 或附近的乡建筑队、 运输队

8000多人 ， 另外，20多家陶瓷企业中，有5000

多个临时工是外乡农民， 他们的劳动收入都
暂时存进银行。 (2)农贸市场临时存款。
丁蜀镇农贸市场繁荣， 附近乡的农民或来自
外地的商贩， 到丁蜀镇出售农副产品， 获得
的收入暂时存入银行。 (3)外地大客商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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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存款。 从事陶瓷产品经销的外地客商到丁
蜀镇订购陶器， 为安全起见， 常把携带的现
金存入银行。 如一位港商来丁山订购茶具及
其他陶瓷产品，儿次将携带的巨款计160多万
元临时存进了农行办事处。

受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 丁蜀镇储户的
心理大致可归纳为：

1. 及时心理。 存取方便， 这是储户的
普遍心理要求， 而这种心理在集镇上表现得
尤为突出。 这 与集镇居民的生活节奏与方式
有关。 他们希望存取最好是在上下班路上或
午饭小憩的瞬间，存取方便的储蓄所最受他
们欢迎。

2. 分散储蓄心理。 集镇上个体户、 专
业户手持现金多， 但他们一般不愿在一 个地
点集中存储， 而是分散储蓄， 有个专卖陶瓷
的专业户， 有4万多元现金， 先后 存 进 工

行、农行、建行、 信用社的6个储蓄所。
3. 比较心理。 集镇上各家金融机构设

立的储蓄所有28 个， 储户在选择时往往不论
路的远近， 而倾向于服务热情的储蓄所。

4. 强烈的储蓄 “保值“ 心理。 集镇居
民参储的直接动力是存款增值。 他们最感兴
趣的是信用社的股金和高利率债券。物价上
涨， 储蓄利率过低， 他们容易产生 “存钱不
如存物”的保值心理。 保值储蓄推出后，集镇
储蓄很快走出 “低谷 ＇＇， 储蓄余额逐步上升。

必须采取的基本对策
就丁蜀镇集镇储蓄状况来看， 农行、信

用社储蓄余额占全镇储蓄的比重1986年 为
18. 1%,1987年为2 4.7%,1989年为27.7%,

可以说农行、信用社储蓄余额业务是在困难
中起步， 竟争中求发展。 面对的问题是， 知
名度还不够高， 还未在集镇居民中树立起较
高的信用度， 工作方法、服务手段与业务发



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 要使农行的集镇储蓄
业务在竞争中健康地发展， 并立于不 败 之
地， 我们认为应采取的基本对策是：

1. 更新观念， 勇于竞争。 首先， 国家
确定继续实行宏观控制的金融政策， 信贷资

金供求矛盾将更加突出。 这就必须树立全局
观念， 自觉服从宏观控制， 始终抓好存放第
一业务。 其次， 银行实行企业化经营的步伐
正在加快， 必须树立经营观念， 千方百计组
织储蓄搞活经营。 再次， 集镇上多家金融组
织竞争局面已经形成， 竞争日趋激烈， 必须
树立信息观念， 掌握集镇储蓄工作的 新情
况、新动态， 及时采取有效的竞争措施， 在
党争中求得储蓄业务的新发展。

2. 求新、求实， 改进储蓄宣传工作。
储裕宣传是银行向全社会灌输储蓄意识、招

揽业务的重要手段。 在宣传方法上， 一是勤
向党政部门宣传， 经常向他们汇报衣行储蓄
与信贷挂钩的新办法， 争取他们重视农行储
嘴工作。 二是及早建立农行集镇储蓄工作领
导小组，定期召开碰头会议，研究资金形势，
制订增储措施。 三是继续努力提高广大群众

的 “参储意识” ， 使广大储户真正认识参加
储蓄 “ 功在国家、利在自己” 。 在宣传的内

容上要翻新。 当前要继续进行保值储蓄的由
来、好处、补贴率的宣传， 使储户真正了觥
保值储蓄这一新储种， 同时要因时因地因人

搞好针对性宣传。 如元旦、春节之时， 要及

时翻新宣传内容。 此外， 要讲究宣传方式，

仅运用广播会、贴标语、公告等形式已太单
一， 应开展寓储蓄宣传于文体娱乐之中的活

动， 如储蓄杯球赛、储蓄知识竞赛等等， 在

柜面上可采用 “致敬信” 、 “储蓄贺信片”

等来引导储户。 总之， 既要扩大储蓄宣传的
覆盖面， 又要讲究宣传的实际效果。

3. 合理设网点，积极增储种， 提高竞

争力。 合理增设网点能增强集镇储蓄业务发

展的后劲。 按照 “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经济

核算” 的原则， 要继续慎亟在闹市繁华地段

增设网点，同时， 重视建立银企联办储蓄
所。 此外， 进一步开办适应储户心埋的有奖
储蓄。 例如金首饰，彩电、冰箱等高档紧俏商
品的有奖储蓄。 在吸收方式与开奖方法上作
一些改进， 比如采取当场吸储、当场开奖、
当场兑现的办法， 以进一步增强有奖储蓄的

吸引力。
4. 立足优原服务， 注重内涵竟争。 银

行竞争， 在很大程度上是信誉竟争， 要想在
竞争中立千不败之地， 就必须努力提高自己

的信誉。 而只有注重内涵竞争， 才能取得基

于一定经济实力的信誉， 因此， 要引导职工

树立 “信誉第一” 、 “服务就是存款” 的观

念， 进一步组织职工开展“争当文明标兵”、
“吸储能手” 的活动；要在所柜之间开展劳

动竞赛活动；要进一步完善储蓄承包经营责

任制， 以增强储蓄工作人员的责任性， 调动
其积极性；要严格要求职工提高自身索质，
以广博的知识、熟练的技能为客户提供优质
服务， 从而赢得广泛的信誉。 同时， 要发挥
群众的监督作用， 通过设立意见箱、挂牌公

号等办法，将职工的服务质最、服务态度置
千群众监督之下。 对储蓄工作岗位上表现突

出的同志要及时表彰奖励， 对出现有损信誉
的行为要及时纠正， 严肃查处， 从而真正形
成 “树誉为荣、毁誉为耻” 的好风尚。

5. 积极开办多功能储蓄所。 为适应集

镇个体经济的发展， 大力吸收个体户存款，
要根据个体户资金周转的需要， 积极开办储
蓄所多功能服务， 实行存、放、汇一条龙。
可采取存贷积数贷款办法， 即以存款积数情
况确定贷款额度， 贷款使用期限较长， 在积
数内的贷款额度就越小， 反之就越大。 如存

款积数为60万元， 贷款期限为30天， 就只能

贷出2万元， 若期限为10天， 则可贷出 6万
元。 这样， 个体户要想获得更多的贷款， 就
必须有较多的存款作为基础。 总之， 要在结
算上、信贷上为个休户提供方便， 以尽可能

多地吸收个休户的闲散贤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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