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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上海邮政金融业务初探

包文俊 缪维祥 朱念芬

上海市的邮政储汇事业， 近年来有了突

飞猛进的发展， 已经成为上海市整个金融

事业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

论在汇集和融通社会主义建设资金， 还是在

促进国民经济和方便人民生活方面， 都发挥

了很大的作用。 为此， 我们最近特对上海邮

政储汇事业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作了探索性

的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展望。

（ 一 ）

上海市的邮政储汇业务是在改革开放中

恢复和发展的， 而邮政储汇业务的发展， 也

是为改革开放服务的。 去年一年， 是上海邮

政储汇业务取得新的进展的一年。 无论业务

发展、业务收入， 还是装备建设都是成绩十

分显著的一 年， 主要表现在，

1. 邮政储汇业务大幅度增长。 去年年

末全市邮政储蓄存款余额达到26.76亿元，

比上年净增9.53亿元， 增长了55.34% ， 居

全国各大城市之首， 为历史上储蓄余额增长

最高的 一年。 邮政汇兑业务的增长也很大，

全年收汇金额21.9亿元， 较上年增加了7.6

亿元， 增长了53.1%， 兑付汇款总额22.6亿

元， 长期处千较大幅度的兑超局面正在发生

变化， 汇兑差已大幅度缩小(1991年兑超为

1.1亿元；1992年兑超为0.7亿元）。

2. 储蓄网点进一步扩大， 网点的吸储

能力进一步提高。 到年末全市储蓄网点已达

311处， 较上年增加25处， 增长8.7%， 储蓄

点的平均余额为892片元，较上年增加291万

元， 增长18.,l%， 在个国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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趴储汇业务电算化水平大大提高。 继

前年在全国率先开发使用出口汇票计算稽核

和实现了全部储汇票据稽核计算机化之后，

去年又实现了13个储蓄事后监督点全部用计

算机进行业务处理。 去年全市又新增储蓄计

算机营业窗口12个， 使全市计算机营业窗口

已达24个， 其中浦东东昌路邮电支局已在全

国首家使用储汇计算机合一进行营业。

4. 储汇业务收入有很大增加。 全年储

蓄业务收入达到4271万元。 去年人行下降转

存款利率0.9%，影响邮政储蓄收入近30%。

在这种情况下， 经过努力， 全市邮政储蓄收

入， 仍较上年增加581万元， 增长15.7%。

全年实现业务总量5918万元， 占邮政业务总

量15.47%， 邮政汇兑收入1627万元， 较上

年增长43.60%， 邮政储蓄和邮政汇兑的业

务收入合计为5898万元， 在邮政业务中已处

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5. 开办了与美国、 日本和国际汇兑业

务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中美、 中日国际邮

政汇兑业务先后于去年7月1日和8月3日

正式开通， 这标志着我国邮政金融业务的发

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到年末， 全市共设立国

际汇兑通汇局6个， 开发两国汇票322张，

金额117679.42美元，进口汇票705张， 金额

约715538.18美元， 入超60余万美元， 为国

家吸收了 一笔外汇资金。 据北京国际汇兑中

心统计， l..海国际汇兑进、 出口业务量均居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之首。

6. 代理业务也有很大发展。 个年共兑

付国债11692万元， 比l一 ．年净加1675丿j儿，



增长16.7%，发行两期国库券共4500万元， 优”的经营思想， 不断推出新招， 办出特
比上年增加3150万元， 增长2倍多， 代理发 色， 积极参与储蓄市场竞争。1987年率先推
行两期住宅基金奖券共275万元（张）， 代 出了房屋有奖储蓄， 在全市范围引起了强烈
理发行第七届全运会奖券450万元， 共得代 的反响 ，

一 时间供不应求。 邮政储蓄的影响
理近百万元， 既扩大了邮政金融的社会影 迅速扩大。 以后每年都坚持举办若干次有奖

储蓄， 到目前已连续举办了75期有奖储蓄，响， 也锻炼了邮政金融队伍。
兀适应邮政储汇业务的发展， 各项管 邮政的 “聚宝盆有奖储蓄” 已深入人心。 又

理工作进一步加强， 储汇队伍的素质进一步 将业务重点从有奖转向 “双定 ” 。 此后又用
提高。 先后补充修订和颁发了 “市话初装费 “双定”一一最方便的邮政储蓄“ 为主题大
专项储蓄业务处理办法” 、 "｀双定 ＇ 、礼仪 h进行宣传， 充分发挥邮政储蓄网点遍布城
业务处理补充规定” 、 “储汇业务稽核检查 乡的优势 ， 使业务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到去
实施细则 ” 等有关业务规章制度， 进一步规 年底， “双定” 余额已占总余额的41.5%,
范了有关业务处理工作， 加强了管理。 同 有奖储蓄的比例则降至22.7%。
时， 进一步加强了储汇稽核检查工作， 全年 去年5月， 又推出了住宅电话初装费预
共出检589人次， 书写稽查报告259张 ， 检查 存专项储蓄， 办出了邮电特色 ， 共收储1.66
了492个区县局和支局所。 一年来还根据业 亿元， 效果显著。
务、 技术发展的需要， 举办了较大型的全市 汇集中经营 ， 强化管理。 1990年1
性的储汇人员培训班255人次 ， 保证了储汇 月， 邮政储蓄由代办改为自办， 由缴存款改
业务健康稳步地发展。 为转存款， 由手续费收入改为利差作为经营

收入。管理局及时总结前几年集中管理的经
（二） 验， 决定在集中管理的基础上实行集中统一

上海的邮政储蓄业务自1986年恢复以 经营 ， 对现业局仍实行手续费。 去年起， 结
来， 目前已形成了相当的经营规模 ， 取得了 合核算办法的改变， 将原来向各区县局支付
明显的成绩。 手续费改为结算利差。 调动了基层单位采取

上海发展邮政储汇业务以来的主要经验 措施、 改善经营的积极性。 在一 手抓发展 ，

是： 一手抓管理的方针指导下 ， 及时建立和健全
1. 加强领导 ， 真抓实千。 在统一 认识 了各项规章制度 ， 充实和加强了各级管理机

的基础上， 上海市邮电管理局于1987年成立 构和人员， 狠抓制度的落实 ， 加强稽核检
了邮政储蓄组织委员会， 直接指导、 组织协 查。 还坚持对干部和职工进行业务培训 ， 实
调全市的邮政储蓄工作。 凡经营发展中的重 行合格上岗制度。
大问题都由组委会及时决策， 有力地推动了 4. 狠抓宣传， 拓展市场。1988年在全
业务的发展。 各现业局也相应成立了邮政储 国范围内开展了 一 次征求邮政储蓄广告用语
蓄组委会。 在两个层次组委会的具体组织、 的活动， 最后确定的广告语 “ 邮政储蓄是您
指导、协调下 ， 形成了上下一 齐抓 ， 各级领 的聚宝盆” 已家喻户晓。 做好业务宣传周活
导经常抓 ， 业务部门具体抓， 真抓实千， 加 动， 利用报纸、广播、宣传条、 用户座谈会
强领导的局面 ， 保证了全市邮政储蓄工作扎 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 从而有效地促进了市
扎实实朝前健康发展。 场开发。

2. 使出新招 ， 办出特色。 为了打入市 5. 发挥优势， 服务取胜 。 注重发挥邮
扬， 邮政储汒部门昭持 “人无我存 ， 人有我 政点多面广、联系千家万户的网络优势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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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开拓新的储种。1987年率先推出了“定额
定期市内通兑“ 业务， 目前已成为邮政储蓄
的 “拳头” 储种。 还坚持发扬邮政上门服务
的优良传统， 走出局门， 下厂下乡、 上门收
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三）

（ 一 ）上海邮政储汇业务面临的机遇。
当前， 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

发展加快， 人民群众的货币收入增加，经济
往来增多， 社会货币流通量大幅度增长。 为
邮政储汇业务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储源和良好
的机遇。 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 金
融市场蓬勃发展， 多种金融机构互相协作、
互相竞争的局面基本形成， 这就对邮政金融
业务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认为，
邮电企业目前发展邮政金融的优势有三条s
第一， 邮电部门拥有先进的通信网络、 通信
设备和通信手段，营业网点遍及全市城乡。
同时， 邮政系统有一支庞大的外勤队伍， 他
们走街串巷， 联系千家万户， 这些生产力要
素既体现邮电通信能力， 也反映邮电行业的
雄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这是邮政金融赖以
发展的重要条件。 第二，恢复开办邮政储蓄
业务巳经7年了， 通过努力， 邮政储汇业务

已经初具规模， 形成了邮政金融的经营管理
网络， 有了一支邮政金融队伍， 制定了 一整

套邮政金融业务的规章制度，积累了 一定的
工作经验。 第三， 最为重要的是各级领导重

视、 关心、 支持邮政金融事业。
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一 些不利的因素。上

海是全国的金融中心， 各家专业银行和金融

机构都在上海设立网点办理和储蓄汇兑业

务， 竞争十分激烈。 上海又是全国最大的证

券市场， 股票、 债券的大量发行， 企事业单

位职工集资， 资金分流，影响了邮政储蓄的

储源。 相比之下， 上海恢复开办邮政储蓄业

各时间不长， 在经办的业务种类、 服务手
仪、 机构设置、 人员配备、 队伍东队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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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与专业银行相比，也处于明显的劣势。
尤其是在经营指导思想方面， “不嫌繁琐，
积少成多， 不贪大利， 方便稳妥” 的思想，
还没有在邮政储汇实际经营工作中很好得到
贯彻。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研究采取切实有
效的措施， 增强邮政储蓄业务在市场的竞争
能力， 以求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90年代上海邮政储汇业务发展的
主要目标。

1 邮政储蓄余额年平均增长30％以
上，年末存款余额占全国邮政储蓄总余额的
6％以上， “八五” 期末， 全市邮政储菩存

款余额达到60亿元， “九五” 期末达到120
亿元。

2. 邮政汇兑金额递增30%, “八五”

期末， 全市邮政汇兑金额达48亿元， “九
五” 期末汇兑金额达180亿元。

3. 邮政储蓄业务收入， “八五” 期术
达到1亿元， “九五” 期末达到2亿元，汇
兑业务收入 “八五” 期末达到3500万元，

“九五” 期末达到1. 3亿元。
4. 积极发展邮政储汇服务网点， 逐步

调整支局所的业务结构，扩大邮政储汇岗口
的处理能力。 “八五” 期末二人以上的邮电
支局、所全部开办汇兑业务。70％的支局、
所办理邮政储蓄业务，10％的支屈、所办理
国际汇兑业务。 “九五” 期末90％的支胁、
所办理邮政储蓄业务，30％的支肋、所办理
国际汇兑业务。

5. 加快邮政储汇业务的技术装备步
伐， 尽快实现邮政储汇业务电子化。“八五 ”

期末上海邮政储汇使用大型计算机处理业
务， 全市40％的邮政储汇网点联网， 安装20
台自动取款机。 “九五” 期末80％的邮政储
汇网点联网，实现全市邮政储汇业务通存通
取。

6. “八五” 期末建成以区、 县邮局为
基础为两级储汇资金调度系统。 首先伴成
区、 县局的金痄， 实行区、 县邮J,,}池旧内的



一级（诸汇资佥闷度， 然后实行全市范围内的

二级储汇盗金调度， 为全国实行三级汇兑资

金驸度打好峈咄， 为向邮政金融机构过渡创

浩条件。

7. 根书和网务院和邮电部的统一 部署，

“八五 ” 期间括本建成独立的、 综合性多功

能的邮政佥融机构。

（四）

为了切实落实全国邮政储汇专业会议的

精神， 更好地完成上海储汇工作的各项任

务， 实现90年代上润邮政储汇工作的主要目

标， 开创上淘邮政金融工作的新局而， 我们

认为， 上海邮政储汇业务部门应从以下几个

方面进一 步努力。

几进 一 步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 自觉

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2. 把业务发展放在储汇工作的突出地

位， 常抓不懈。 在指导思想上要坚持狠抓老

业务， 开拓新业务， 增加余额， 优化结构，

提高效益。 注意担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 

加强领导， 妥善安排， 精心做好储苔业务发

展的组织工作。 ＠进一 步拓宽业务领域， 适

时开办新业务， 优化老业务。 ＠注意加强经

营分析， 加强储汇经营。 ＠加强鼎务宣传，

不断扩大邮政储汇的社会影响。

3. 抓好服务工作， 把优质服务作为经

常对下考核各单位工作的重要内容。

4. 充分发挥政策的调节激励作用， 增

强邮政储汇业务发展的活力。

5. 建立邮政金融机构是邮政储汇业务

发展的高级阶段。 应该从人力、 物力、 财力

等方而作好建立邮政金融机构的必要准备，

积极地与有关银行或金融机构进一 步商洽合

作， 一 方面拓展邮政金融业务的范围， 另 一

方面借此培养一支邮政金融队伍。

6. 采取措施， 加快邮政储汇计算机建

设的步伐。

我校与珠海恒通置业有限公司合作创

办上海财大恒通工商管理学院

经中央财政部地准， 上悔财经大学恒通工商管理学院(MBA)千5月31日在上悔正式

官告成汇。 上海财经大学恒通工商管理学院是由上海财经大学与珠海恒通咒业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创办的二级学店。 新创办的恒通学院以精心培养t商管理硕士生为主， 是我国第一所按

j!（国际上成功经验， 采用新方法培养研究生的学校。 恒通学院的眢理， 将采取鸡大事宜坚持

大学党委的领导， 具体事宜采取院輩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的眢理模式。

为了悚证实现焙养一 流管理人才的目标， 上海财大将派出最优秀的教师和管理人员到该

l;'，［工作， 汴向全市、 全国、 同外名牌大学诚聘一 流教师；恒通公司每年出资一百万元人民币

用曰亥I究的事业， 以保证学院以 一 流水准运作。 在课程设置上， 恒通学院将以哈佛大学、 斯

坦福大学课程设骰为参考， 结合我国国情和教委规定实行大胆改革；在教学方法上， 以理论

教学和案例教学并重， 在校期间完成400个案例分析。

同时学院对教职工采取招聘制， 一年一聘， 实行满负荷全能工作制。 教师的平均课时报

闭水平为每小时60元， 管理人员平均月收入将达1000元左右。

（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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