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座城市的活力，离不开金融这脉血
液的奔流。

1984年，烟台迈出对外开放的步伐，
烟台银行业顺势而为改革升级，与烟台经
济并肩前行，为烟台的企业发展与民生改
善，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二三十年前，去银行存钱需要站着
排队，有时候还得高声喊话，到如今，坐在
沙发上“排号”，还有免费水喝；从汇款到
账最长要10天，到1分钟到账……30年来，
烟台百姓金融生活的变化，可谓天翻地
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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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的普及：

最初都是大老板在用

如今已成百姓必需品

1986年，中国银行在全国发行了第一
张信用卡——— 长城卡。“那时候用得最多
的还是各种存折，大家都没怎么接触过银
行卡，信用卡更是个新鲜玩意。为此，我们
银行专门组织了一次宣传活动。”王茹华
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那一年是我参
加工作的第一年。”那时候，她和另6名女
员工穿着白衬衣，站在卡车上向烟台市民
宣传推广长城信用卡。

“最初用信用卡的都是企业大老板。”
王茹华说，那时候，刚刚温饱的百姓还不
能接受“借钱”消费这种前卫观念。

实际上，当时能花钱的地方很少，买
粮食用粮票，买布用布票，从粮油副食到
大件家电，都是凭票供应。各种各样的票
和外汇券对百姓的吸引力更大。信用卡在
当时还没有被认识到它存在的意义。

1994年以后，当信用卡可以透支，POS

机也多了起来时，“我刷卡”就成了一句派
头十足的话。

如今，已不再有人拿信用卡来炫耀身
份，信用卡不过是百姓的日常金融工具之
一。

“这30年，变化太大了，单单从信用卡
上就能看出来。我都数不清我们银行有多
少种信用卡了。”王茹华笑笑说，有专门针
对都市女性推出的信用卡，有出国留学的
信用卡，有出境旅游的信用卡，还有为热
衷 淘 宝 的 网 购 达 人 推 出 的 淘 宝 信 用
卡……

烟烟台台银银行行业业发发展展3300年年，，百百姓姓金金融融生生活活大大变变样样
从4家到39家，银行类金融机构数量翻了三番多

银行大厅的变化：

从站着排队

到坐着排号

金融生活的变化，从银行大厅的升级
上就能看出来。

20世纪80年代，和市民相关的银行业
务，就是兑换外汇券、存款。“当时手里的
钱都不够花的，哪有几个去银行存钱的
啊！”老烟台人唐建华说，在他印象中，家
里的第一笔存款是在1992年存上的，一共
20块钱。“最早的时候，去银行都是做零存
业务，而且人也不是很多。”

到了90年代，大家手里有了点钱，就
攒着去银行存起来。那时候排队都是站着
排。客户站在外面，银行柜员坐在里面，两
人之间隔着一块厚厚的玻璃，说话听不清
楚时就得大声喊。“现在去办个业务，有高
脚凳可以坐，旁边还有糖果，里面的人和
外面的人小声说话也能听见，因为柜台防
弹玻璃内外都安装了扩音器。”唐建华说。

“现在有时候还是要排队，不过不是
站着等了，是叫一个号，坐在沙发上等，还
有免费水喝。”唐建华说，他和老伴退休
后，手里有了钱，也开始了理财。“去买理
财产品的时候，那儿有咖啡有水果，再想
想30年前，变化太大了！”

“上世纪90年代前后，除了外汇业务，
大家到银行就是做零存整取，那时候人还
不是很多。”中国银行烟台分行营业部大
堂经理王茹华说，到了2006年，银行理财
产品开始盛行的时候，到银行来办理业务
的市民就变得多了起来。

如今，烟台各家银行的大厅里都设有
等候区，有专门为残疾人设立的通道，急
救药箱，填单子的柜面上还有老花镜。为
方便市民使用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大厅
里还开通了免费Wi-Fi。自助终端设备也
大大减轻了市民排队的压力。

本报记者 李娜

“现在去办个业务，有高脚
凳可以坐，旁边还有糖果，里面
的人和外面的人小声说话也能
听见，因为柜台防弹玻璃内外都
安装了扩音器。”

——— 唐建华

“那时候用得最多的还是各
种存折，大家都没怎么接触过银
行卡，信用卡更是个新鲜玩意。”

——— 王茹华

“资金到账时间由最初的7-
10天逐步减少到2-3天，直至目
前的不到1分钟。”

——— 吴明理

1984年，烟台还只有工、农、中、
建4家国有商业银行，如今已发展
出了3条有名的金融街：芝罘区南
大街、莱山区迎春大街、开发区长
江路。银行类金融机构的数量也从
原来的4家扩充到了39家。

“南大街上银行越来越多，应该
是从10年前开始的。起初只有中、农、
工、建、交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后来
多了招商银行、民生银行等股份制
商业银行，随后，韩亚银行这样的外
资银行也来了烟台。”烟台市银行业
协会秘书长苏浩回忆说。

从烟台银监分局提供的数据
来看，股份制商业银行密集来烟，
是从2004年招商银行烟台分行的入

驻开始的。此后，民生银行、兴业银
行、浦发银行、渤海银行陆续入驻。
目前，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已入驻9家。2013年，烟台出台《关于
进一步加快金融业发展的意见》，
根据《意见》，2017年底，所有全国性
股份制商业银行均有望在烟台设
立分行。

市民感受最明显的，应该是几
条金融街的形成。南大街是最老牌
的，莱山区迎春大街和开发区长江
路是金融街“新星”。以前取钱存钱
可能要跨区，现在有时候不用出小
区就能完成。

根据统计数据，截至目前，烟
台共有银行类金融机构39家。

村镇金融的升级：

“在村里超市买东西
也可以刷卡了”

以前，烟台村镇地区的银行网点偏少，
百姓生活很不方便。10年前，村民跑到县城
寄钱，是很常见的事。不过，经过多年发展，
这种窘境已大为改善。

吴明理行长说，针对村镇地区银行网点
偏少、金融基础服务比较薄弱的状况，自
2009年起，人民银行烟台市中心支行组织涉
农金融机构在村镇地区广泛布放ATM、POS

机、转账电话等金融基础设施，推广银行卡
助农取款服务，改善村镇地区的支付环境。

到2012年末，烟台市在全省率先实现了
县域金融机构100%参与农村支付环境建设、
行政村金融基础设施100%全覆盖的“双百目
标”，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在行政村实现
全覆盖，广大农民足不出村就能办理小额取
款、查询等金融基础业务，为实施新农保等
惠农政策、发放惠农补贴打通了最后“一公
里”。

截至2013年末，烟台市农村地区加入
大、小额支付系统的银行网点已达480个，布
放ATM1294台，POS机1 . 27万部，转账电话和
农民自助服务终端等3 . 36万部，银行卡发卡
量1132 . 6万张，人均2 . 19张，彻底改变了村镇
地区只能使用现金交易的历史。

“现在在村里超市买东西，也可以刷卡
了。”蓬莱市民曲静云说，给上学的女儿打生
活费，也不用托别人了。

数读烟台银行业发展

近30年来，烟台银行业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从以下数据中可见一斑。
从银行类金融机构的数量来看，已从最初的4家，发展到了目前的39家，30年间翻了

三番多。芝罘区、莱山区、开发区各发展出了一条金融街。
从存贷款额度来看，更为明显。截至1984年末，烟台市各类存款31 . 98亿元，各类贷款

38 . 76亿元；而截至2013年末，烟台市本外币各项存款6020 . 53亿元，各项贷款3942 . 99亿元。

金融机构数量的增多：

芝罘莱山开发区都有金融街

流通的加速：

最长10天的到账时间
已缩短至不到1分钟

如今，转账汇款在年轻人眼里，只不过
是动动手指头的简单事。退回到20世纪80年
代，转账汇款则要使用汇票、本票这类东西，
而且，到账时间还不敢确定。

“以前，购货单位给我们汇款，得7-10天
才能到账，现在不到1分钟就能到账，我们的
资金周转加快了，工作效率更高了。”谈起银
行支付结算系统的变化，烟台一家商贸公司
的财务经理深有体会。

改革开放初期，可供公众使用的支付结
算工具较少，主要是“三票”，即汇票、本票和
支票，费时费力。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和企
业使用银行卡、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支付结
算，方便快捷。

中国人民银行烟台市中心支行行长吴
明理说，从20世纪80年代起，银行支付结算
系统建设经历了从手工联行到电子联行、再
到现代化支付系统成型的历史性飞跃，实现
了从通过邮局信件、电报汇划资金到支付清
算业务处理电子化的跨越式发展。“资金到
账时间也由最初的7-10天逐步减少到2-3

天，直至目前的不到1分钟。”
在支付方面变化最大的，应该是2005年

以来建设的大、小额支付系统，成为烟台现

代化支付体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其中，大
额支付系统实现了跨行支付业务的即时转
账结算和债券交易的“券款对付(DVP)”结
算，小额支付系统实行了7×24小时连续运
行，为社会公众办理跨行柜台转账、网上支
付和电话支付等业务提供了全天候支付清
算服务。截至2013年末，大、小额支付系统共
处理烟台市各类支付清算业务19万亿元。

如今，在银行
大厅里，已经有了
供市民等候用的
沙发，还有免费
Wi-F i可以上。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
银行在烟台推出第一张信用
卡——— 长城卡，左图即为王茹
华(左二)和同事站在卡车上向
市民宣传长城卡时的情景(王
茹华供图)。王茹华说，那时候
市民还不能接受“借钱”消费
这种前卫观念。经过几十年发
展，截至目前，中国银行已累
计推出近百种信用卡。下图为
王茹华(左二)和同事在展示中
行的各种信用卡(本报记者韩
逸拍摄)。如今，信用卡的透支
消费理念已被市民普遍接受，
说信用卡是金融生活必需品，
一点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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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105000

农发行：1091115

工商银行：4066824

农业银行：3837382

中国银行：2509323

建设银行：3547545

交通银行：836566

中信银行：401294

光大银行：833643

华夏银行：903137

招商银行：720269

浦发银行：301804

兴业银行：642108

民生银行：365683

恒丰银行：3821658

渤海银行：49667

烟台银行：2013499

农村合作机构：6308416

邮政储蓄：393893

韩亚银行：95447

企业银行：33410

人民银行：8299971

农发行：241595

工商银行：4808381

农业银行：7065122

中国银行：4564908

建设银行：4658266

交通银行：1300583

中信银行：736510

光大银行：996597

华夏银行：805985

招商银行：930736

浦发银行：201148

兴业银行：924723

民生银行：274621

恒丰银行：6133196

渤海银行：41845

烟台银行：3363876

农村合作机构：8758882

邮政储蓄：3135468

韩亚银行：86652

企业银行：63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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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0077年年33月月，，在在第第三三届届中中
国国金金融融 ((专专家家 ))年年会会上上，，烟烟台台市市
被被评评为为““22000066中中国国最最具具魅魅力力金金
融融生生态态城城市市””。。评评委委会会认认为为烟烟
台台的的金金融融生生态态魅魅力力在在于于：：““借借
助助五五区区融融合合，，使使城城市市的的发发展展资资
源源充充分分聚聚集集、、高高效效运运转转，，激激活活
了了发发展展潜潜能能。。烟烟台台向向真真正正的的大大
城城市市、、大大都都市市迈迈进进。。借借得得东东风风
催催春春雨雨，，乾乾坤坤万万象象更更峥峥嵘嵘。。””

结束语
这是本报《三十而立——— 烟台成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30周年口述史》系

列报道的最后一篇。
全系列总共26篇，每周二至周五刊发(6月3日除外)，5月6日推出第一篇，

前后历时45天。
你还记得都有哪些内容吗？
口述史内容涉及烟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包括：讲述开发区的

建成与蜕变的《三十年，烟台建起一座“城外”城》，讲述烟台水利发展的《一座
海滨城市在“水”上的摸爬滚打》，讲述文化生活变化的《从老电影到大剧院，
奏响城市文化乐章》，讲述百姓住房变迁的《烟台房改：百姓从忧其屋迈向优
其屋》……

1984年5月4日，烟台成为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为向读者展
示烟台30年来开放发展的恢宏画卷，我们特别策划了这组报道。

口述史陪你走过45天，在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未来，我们会为你呈现
更多更精彩的内容，敬请期待。

如今，不论是在市中心还是在居民区，银行的身影均随处可见，市民办理业务十分方便。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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