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储蓄业务管理办法（储蓄业务包括哪些）

#人人能科普，处处有新知#

 储蓄，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一种传统美德。早在原始社会,我国老百姓就有积存谷物
、牲畜、衣物之类的实物储蓄。战国时期，金属货币
开始使用,就有了货币储藏，多是将钱币放在坛罐内,封好后埋藏在地下或墙壁夹缝
等隐蔽之处的“窖藏”。在《尉缭子·治本篇》中就有“民无二事，则有储蓄”的记
载。

 西汉
时代，民间出现了一种用粘土烧成的封闭式小瓦罐,有进口而无出口，储满后需要扑
破才能取出钱币，“扑满”也由此而得名。这是古代妇女和儿童们喜爱的小金库。

 唐代
经济空前繁荣,大都市里出现了商人开办的代客保管财物，收取手续费,客户凭券或
约好的信物支领的“柜坊”，也出现了类似汇票的“飞钱
”，这是中国最早的汇兑业务。

 北宋
真宗年间，出现中国早期的纸币“交子”。宋、元之后，“柜坊”渐渐变为“钱庄
”,储蓄业务日益扩大。

明清时期，工商业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活跃，一些较大的经营银钱兑换业的钱铺发
展成为“钱庄”、“银号”、“票号
”。它们接受存款，并有定期储蓄
和活期储蓄之分，同时付给储户一定的利息。“钱庄”除兑换银钱外，还从事放贷
。

 1897年，开设的“中国通商银行
”是我国办理储蓄业务最早的第一家民族资本银行,标志着中国近代银行的产生。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社会主义经济
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可投资的产品种类很多，除了储蓄存款，还有理财
产品、债券、保险、股票、基金、贵金属、房地产、收藏等投资渠道。但是储蓄还
是老百姓主要的理财方式，也是商业银行的一项重要的基础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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