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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H t F A o t

盛世修志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优良文化传统，志书是记录一地一行

业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镇江保险志》本着总结历

史经验，启迪未来发展的宗旨，全面、真实、准确地记述了镇江市

保险事业发展的曲折历程和光辉业绩。它是镇江市保险业界第一本较为

全商的资料书。相信本志的出版能够在镇江市保险事业的发展中，发

挥着“温故而知新”、资治和教化的作用。

盛世修志，《镇江保险志》的编纂是镇江保险业蓬勃发展的直接

成果，当镇江保险业发展 到下一个历史阶段时，新

镇江市委、市政府正在组织编纂《镇江市志》，作为志书编纂工作的

组成部分，当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镇江分公司作为镇江惟一的保险机构

责无旁贷地承担了保险部分的编撰工作，为此专门成立了编撰小组，

负责人是镇江人保的老前辈朱伟儒先生，另一成员是刘亚群先生。编

撰小组成员都是在完成本职工作任务的同时，还承担编志任务。由于

镇江保险曾经在1959年一1980年间停办了20年之久，资料都散失各

地，不知所在，编志人员花费许多时间，深入资料保管机构，查阅

了大量档案材料，同时走访了多名知情人，足迹尽及沪宁线各主要城

市。当时镇江人保公司的领导班子自始至终都对这项工作给予了有力的



支持，使1871年一1986年部分的撰稿工作在1989年得以完成，并成

为《镇江市志》中的“保险”章节。在此基础上，编志人员后来

又经过历年的补充，进行志稿的续编，直至镇江市人民保险公司产、

寿险分设前，于1996年完成了书稿187l一1995年部分的撰写工作。

该稿比较全面、完整地记述了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代表的镇江保险

两个历史阶段前后长达26年的发展历程。

2001年12月，时任中国人保镇江分公司总经理的王笋先生创建了

行业性学术机构“镇江市保险学会”，并任首届会长，他将完成《镇

江保险志》的编纂和出 版作为学会建立后的第

持，还从自己单位指派有撰志经验的刘亚群先生每周抽固定时间赴学

会撰写志稿，为书稿的最终完成，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本志书在编纂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存史、资

政、育人为指导方针，贯彻“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体

现时代特色与地方特征。由于20世纪90年代，镇江的保险市场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保险经营主体逐步增加，进入新世纪，每年都有保险

经营主体进入镇江保险市场。《镇江保险志》中1 996—2003部分要

全面记述这一历史特征，真实、准确地记述这些机构的建立与营运的



了按会员单位编写专志，专志下设章节的结构形态，使《镇江保险

志》既是行业志，又是各公司志的汇集。

本志书在编纂过程中，各单位指派专人负责，积极提供经费和资料

方面的支持，按时完成了本单位篇的初稿，从而确保了志书的全面完成。

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这部

较系统地记述了镇江保险业

过程，展示了镇江保险业的

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的

成，使志书能够于2005年2

纵横交错、以翔实的资料比

(包括各公司)发展变化的

特点及其在国民经济和社

志稿终于在2004年8月完

月正式出版。

在编纂本志书的过程中，我们深切感到照片是历史真实的形象记

录，是其他任何纪录删无法比拟的。各会员单位在认真完成志稿的
同时，还提供了大量形象生动记录历史的图照。我们从各会员单位2000

余帧照片中进行精选，以图照反映历史，展示发展历程，集中再现了镇

江保险业的发展进程以及主体多元化后，各公司蓬勃向上的情景，为镇

江保险业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真实、形象与生动的史料。另考虑到浏览方

便，我们将图片从志书中单独列出，编成上卷，文字部分编为下卷，以

便查阅。上卷图片册的截稿时间为2004年。

《镇江保险志》出版了，我们的工作只是千帆竞发中的一叶小舟，希

望为历史的大海留下一点小小的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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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是镇江市历史上第一部保险志。旨在记述近百年来镇江保险业的历史，特别

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镇江保险业发展历程和现状，以达到“存史”、“资政”、“教化”的目

的。

二、本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求实务真的原则，记述保险业发展历史和现状

时，力求真实、全面、准确，达到思想性、资料性和实用性的统一。

三、本志从实际出发，各保险公司、保险协会、保险学会设章，各章再以类系事，横向排

列。按各保险公司在镇江设立的先后为序。本志前设概述、大事记，后设附录收录全市保

险业的资料。

四、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历史纪年，后用括号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五、本志上自清同治年问镇江有保险业起，下限至2003年，部分图片延至2004年，力

求及时反映当前情况的变化。

六、本志述、志、记、图、表、录多种体裁并用，记述用规范的语体文。

七、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范围，解放后至1959年的镇江市为地

辖市，1983年后镇江市为省辖市，辖丹徒、丹阳、句容、扬中4县(市)，京口、润州2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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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镇江近现代意义上的保险业已有100多年历史。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镇江被辟为通商口岸，清同治十年

三月十二日(1871年5月1日)，经营船货保险的华

商保安公司(或称华商保险有限公司)在香港正式开

业，同时在镇江亨利洋行开设了代办处，成为镇江第

一家代办保险业务的机构，是保险业进入镇江的标

志。清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1874年7月4

日)，英商宝顺洋行所属于仁洋面保安行确定在镇江

设立分支机构，成为最早的专业保险机构。以后数

年，英商太古洋行、中国保险招商局分别在镇江开展

保险业务，从而开始了镇江保险业的起步。

民国期间，由于江苏省政府于民国18年(1929)

迁至镇江，镇江的工商业发展使许多保险业者看到了

商机，纷纷到镇江开设各类机构，镇江的保险业得到

发展，华安合群保险公司、安平保险公司等保险机构

在镇江开设分支机构。抗战爆发后，镇江沦陷，保险

业亦一蹶不振。民国34年(1945)抗战胜利后，虽然

江苏省会回迁镇江，但由于通货膨胀严重、市场萧条、

人民群众生活困难，保险业亦无起色。至民国38年

(1949)，先后有25家华商保险公司和21家外商保

险公司在镇江开设过各类机构，此外，总部设在镇江

的江苏省农民银行也在镇江市内和丹阳等地开办过

保险业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

国人民保险公司镇江办事处在镇江市宝塔路中国人

民银行镇江支行内成立，1950年lO月20日更名为

支公司，1952年6月改组为中心支公司，1954年3月

又改组为支公司。1958年7月，在镇江、丹徒市县合

并的同时，镇江市的财政、税务、保险、建行等部门合

署办公。1958年10月，全国财贸会议认为人民公社

化以后，人民保险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决定停

'—险
1不
√、-二-

办国内保险业务。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镇江支公司

1959年2月被正式撤销。

改革开放后，停办10余年的人民保险得以恢复。

1980年6月16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镇江支公司正

式复业。1984年12月28日，镇江市人民政府通知，

将镇江市现有市、县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机构级别上升

与市、县人民银行一样，作为一个经济实体，独立行使

职权。1985年2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镇江支公司

改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镇江分公司，是全市惟一的保

险公司。

20世纪90年代前后，镇江保险市场由独家经营

向多家过渡。1994年9月15日，中国太平洋保险公

司镇江办事处成立，这是镇江市恢复保险后的第二家

保险机构。1995年中国平安保险公司进入镇江市

场。1995年5月25日，南京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镇江代理处成立。1998年1月，中国平安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镇江支公司成立，自此，镇江保险市场开始

转为适度竞争。从1996年起各保险公司实施经营机

构改革。1996年5月5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镇江

分公司分设为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和

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原机构撤销。在

分设过程中，南京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代理处

机构撤销，人员、财产进行归编，统一参加分设。1999

年1月20日，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更

名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镇江分公司，同年5月，中保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更名为中国人寿

保险公司镇江分公司。全市共有5家保险机构。

2000年11月，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产、寿险分

设，分别成立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

中心支公司和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

江中心支公司。2003年2月，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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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产、寿险分设，分别成立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镇江中心支公司和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镇江中心支公司。同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革，统一更名为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公司也随之更名为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市分公司；中国

人寿保险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革统一更名为中国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公司也随之更名为中国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市分公司。

同时，更多的保险机构进入镇江。2002年6月，

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中心支公司成立；7月，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中心支公司成立。

2003年3月，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中心支公

司成立；4月，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中心

支公司成立。镇江保险机构达到10家。

百年间，镇江保险业险种不断增多，业务不断增

加，理赔工作也随之相应变化。民国期间的镇江的保

险业务以火险为主，另有少量的水险、寿险和汽车险

业务，在发展比较好的年份，总保险费收入约在13至

15万元(法币)。其间，民国4年(1915)和民国36年

(1947)，镇江发生过两起较大的火险赔款，一是民国

4年(1915)福昌泰等商号火灾案，保户获赔保银

13000两。另一起是民国24年(1935)源泰丰火灾

案，保户获赔法币48822．14元。

1950年至1958年间，作为镇江惟一的保险机

构，镇江人保公司开办强制保险(财产强制保险、船

舶强制保险和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和自愿保险

(主要是企业财产保险、公民财产保险、货物运输保

险、农业保险和人身保险)，从1950年至1958年底，

镇江市人民保险公司共收入各险种保费2150196．00

元(新人民币，下同)，其中强制保险987625．00元，

自愿保险收入保费1162571．00元。1954年，镇江市

遭受洪水袭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镇江支公司向105

个受灾单位支付赔款合新人民币8万元。

20世纪80年代，镇江市保险市场迅速发展，险

种不断增多，主要开办有企业财产保险、机动车辆保

险、货物运输保险、家庭财产险以及团体人身险、简易

人身险、婚嫁金、养老金等人身险。保费收入由1980

年的214万元，10年间迅速增加到1989年的4781万

元，远超过镇江的经济发展速度。

20世纪90年代，镇江保险市场开始从独家经营

向多家过渡，保险业务和从业人员都迅速增加。开办

的保险险种亦向多样化发展，保费规模从1990年的

5231万元，增长到1999年的53688万元，保险在社

会经济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10年共支付赔款

15570万元。在1991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涝灾害中，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镇江分公司赔付3200余万元人民

币。1991年3月15日，镇江谏壁电厂发生火灾，中

国人民保险公司镇江分公司向该厂支付赔款501．7

万元。

进入2l世纪后，全市的保险企业迅速转型，两家

国有保险公司完全转化为商业型保险公司。新的保

险企业更多进入镇江，镇江保险业内竞争局面全面形

成，险种结构迅速向多元化、系列化发展。2003年保

险费总收入达到17．06亿元，从业人员达到8000多

人，成为重要的经济产业和就业渠道，对稳定地方经

济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在2003年7月4日

发生的暴雨灾害中，仅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镇江市分公司，就支付赔款4107万元，对支持灾区

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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