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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也是藉古鉴今惠及子孙

的千秋大业。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要。编纂

《大连市志》，准确记述大连地区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及现状，总结历史经验与教

训，弘扬民族文化，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乡土教材，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依据，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城市提供历史借鉴，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大连市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也是一个综合性的港口、工业、贸易、旅

游城市，是东北地区的门户，对外开放的窗口。在旧中国，大连曾经遭受长期

的苦难。自从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以炮舰敲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大连便成为

沙俄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觊觎的目标。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甲辰战争，

大连先后沦为沙俄和日本殖民统治长达47年。这期间，大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秘密组织领导下，面对残酷的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进行了不屈不

挠的斗争，谱写出壮丽的历史篇章。1945年8月，随着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历史

性胜利，大连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在解放战争中，大连地区作为特殊解放区，

恢复和发展生产，支援前线，为赢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大连人民充分

发挥聪明才智，以主人翁的姿态，医治殖民创伤，经过50余年的艰苦努力，将

大连建设成为具有相当规模和基础、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基地。特别是中国共

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连市加快了改革开放步伐，工业、农业、对外经

济贸易、交通运输、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及旅游事业蓬勃发展，城

乡建设日新月异，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日趋完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日益

得到改善。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有过失误和教训。编

纂地方志的目的便在于以史为鉴，服务当代。只有认真地总结过去，才能更好

地建设未来。根据国家的统一要求，在中共大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大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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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真实地记述大连地区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资

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以志为主，志、记、述、传、图、表、录、

照片诸体并用。

三、本志由近60部分志组成。分志之下设章、节、目、子目4个层次。根

据分志内容，组卷出版。

四、本志记述内容上限起自1840年，下限截止1990年。为追本溯源，综

述始末，部分分志以记、述的形式适当上溯。本志本着详今略古、经世致用的

原则。努力反映地方特点和时代特点。

五、本志所用数字、计量单位等，均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部

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

单位名称和符号方案》的要求书写。所用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采用

中国历史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其中民国纪年视语言环境灵活处理；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文中所记数字以各级统计部门核定数据为准。

六、本志涉及的历史各时期政权、职官名称，沿袭历史习惯称谓；地理名

称。视具体情况在旧称后夹注新称或在新称后夹注旧称；机关、团体、部门名

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并夹注简称，再次出现时采用简称；人物名称直书其名，

不加褒贬之词。

七、本志遵循不为生人立传的原则。人物志不以职务高低为选录标准，入

志人物以本籍为主，兼收对大连有重要贡献和影响的客籍人士；其他分志以事

系人不受此限。

八、本志收录的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九、文中如无其他注释，所及“解放前”指1945年8月22日以前，之后为

“解放后”，“建国后”指1949年10月1日之后。

十、本志卷帙浩繁，内容涉及百科，采用统一凡例难以概全。故在部分分

志增设编辑说明，以晓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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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大连市志·口岸查验志》由《海关》、《商检》、《海监》、《船检》、《动

植检》、《卫检》6部专业志组成，均独成一体，以隔页相别，合卷出版。

二、本志6部专业志在体例上基本保持一致。由于机构变动等原因，各专

业志在记述的下限及体例上略有差异。

三、《口岸查验志》应包括《边防检查》专业志，因种种原因，边防检查的

相关内容转至《大连市志·公安志》中记述。

四、为了弥补《大连市志》中无系统记述大连口岸各项事业专业志之缺憾，

在本志的综述中，扼要记述了边检及外代、外供、海员俱乐部等口岸服务部门

的工作情况。

五、为方便使用，本志设总目录。总目录按6部专业志的装帧顺序排列。6

部专业志均单独设页码序号。

六、本志栽录的照片，采取集中排列方法，均按类编入6部专业志正文之

前。

七、本志收录的资料、照片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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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皇，下—睑

大连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港口、工业、商

贸、旅游、金融中心城市，是东北地区对外

开放的窗口。大连口岸以大连港和周水子国

际机场为主体。具有海运、空运、铁路、公

路、管道五种现代交通运输方式，形成现代

立体交通运输网络，并配备具有国际先进水

平的邮政电信手段，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外贸

口岸。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居于重要地位。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大连口岸为大连和东北

腹地经济发展所显示出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1994年，大连港货物吞吐量首次突破6000

万吨，其中外贸吞吐量3412万吨，分别为

中国沿海港口的第四位和第二位；1998年

货物吞吐量达7515万吨。至1998年，全市

航空港有国际和地区航线9条，国内航线

59条，年客运量实破212万人次。全市城

乡电话全部实现程控化，可直拨世界200多

个国家和地区，城市每百人拥有电话46．1

部；年货邮吞吐量3．2万吨，经大连口岸进

出口商品总值达122．3亿美元。大连外贸货

物吞吐量一直居于中国沿海港口的前列。

随着口岸外贸事业的发展，口岸管理与

服务工作不断加强。1951年1月，苏联将

大连港的管理权移交给中国政府以后，大连

港翻开了新的一页。1960年6月1日，经

国务院批准，大连港正式对外开港，可直接

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和航运往

来。大连逐渐按国际惯例建立并完善口岸管

理与服务配套机构，并积极地发挥各自的职

能作用，使大连口岸有序地运行。1984年，

根据国务院指示精神，大连成立口岸管理委

员会。大连创立的口岸管理工作制度得到国

家的肯定，以口岸委员会形式管理口岸的做

法在全国推广。根据中共大连市委确定的

“立足港口，背靠东北。港贸兴市”的战略

思想。从1984年以后，大连市大力发展开

放型的外向型经济。1990年，市委又提出

把大连建设成为以经济为中心功能为主，开

放度高、吸引力大、辐射力强、功能齐全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战略目标。中

共十四大以后，大连市制定了<大连经济上

新台阶规划纲要)，提出把大连建设成为重

要的国际交通枢纽、技术先进的工业基地和

东北亚商贸、金融、旅游、信息中心之一的

“北方香港”。1995年，中共大连市第八次

党代会把实施“外向牵动、口岸经济、科技

兴市和区域共同发展”做为大连跨世纪四大

发展战略。根据国务院的部署和宏伟战略目

标，大连的口岸查验国家工作部门和职能部

门，围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树立大连

为腹地服务的宗旨，着眼服务大外贸，立足

走向大市场，不断地探讨并确保大连口岸安

全、畅通、高效、文明的新路子，不断地加

强管理，改进服务，加快口岸查验工作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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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惯例接轨的步伐。大连海关、商检、港

监、船检、动植检、卫检与边检等机构，共

同行使大连口岸管理职能。为改善大连及东

北地区投资环境，塑造大连口岸的新形象做

出了重大贡献。

在沙俄和日本统治时期，中国大连海关

主权被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攫取。大连口岸

成为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物产和对东北地区实

施侵略的桥头堡。1906年6月，日本大藏

省制定《关于辽东半岛租借地实施关税政

策》，规定实行自由港制度，对大连港进出

口货物一律免税，在大连设置中国海关。海

关上至税务司下至一般职员全部由日本人充

任。大连海关自1907年7月10日正式开

关。1932年伪满州国成立后，强制接收大

连海关，废海关之名，改称“税关”。实际

上直至1942年，日本是大连口岸唯一贸易

国。其问，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为后盾的走

私活动十分猖獗，严重地冲击了中国内地经

济，加剧了中国社会经济危机。1944年5

月，又宣布免除“日满贸易”关税，使中国

蒙受无法统计的巨大损失，大连税关成了日

本帝国主义对华经济掠夺的工具。日本投降

后，在苏军的协助下，于1945年11月成立

海口管理处，履行人民海关的职能。在解放

战争中，大连口岸向各解放区运送了大批武

器弹药等军用物资，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

争。并开辟大连至香港、朝鲜的航线，沟通

了解放区与香港间的经济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大连海关列为中国海关

总署直属机关，并根据中国人民海关统一职

能要求，逐步对海关业务进行了调整。自

1956年开始，大连海关设立专职查私人员，

严厉打击走私违法活动。1960年6月，经

国务院批准，大连口岸正式对外开港。“文

化大革命”中，大连海关遭到新中国成立以

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粉碎“四人帮”

后，海关业务工作开始走向全面恢复的轨

道。1976年4月，中国当时最大的油港

——大连新港(鲇鱼湾)竣工投产后，大庆

的原油通过大连新港出口，大连海关监管货

运量跃居全国海关之首。其监管的运输方式

也在海运、陆运、邮运的基础上增加了航空

运输，初步形成了海、陆、空立体监管的海

关管理模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

连海关按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海关的

思路，使海关工作由抓阶级斗争为纲的“防

范为主”，转移到保护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促进为主”方针上来。

1980年2月，根据国务院《关于改革

海关管理体制的决定》，大连海关成为海关

总署直属厅局级海关，监管对象发生了巨大

变化。进出口货物由建国初期只监管的钢

材、煤炭、矿石等几种，发展为监管几百种

多规格品种；监管货物的贸易方式也由新中

国建立之初的一般贸易，发展为包括一般贸

易、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加工装配、

进料加工、补偿贸易等多种贸易形式；运动

方式也发展为海运、陆运、空运、邮运、地

下管道运输等多种形式。大连已与140多个

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往来。在货运监管方

面，遵循“坚持制度、依法监管、简化手

． 续、加速验放”的方针，依据国家政策法令

和规定，履行职能，加强对加工贸易的监

管，逐步建立起从接受申报到核销的一整套

管理制度。在征税方面采取“一抓住二实行

三坚持”做法，全面完成关税征收任务。加

大查稽走私的工作力度，采取一系列切实可

行的措施，坚决打击走私违法活动，保护和

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90年，大连

海关共监督进出口货物3261万吨，进出境

运输工具5885艘(架)次，进出境人员

19．8万人次，进出境邮寄物品1347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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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关税4．9亿元，查获走私案件151起。

进入90年代，大连地区改革开放的步

伐加快，大连口岸采取各种措施加强综合管

理，深入开展打击走私专项斗争，切实发挥

海关监管、稽查、调查3条线的作用，全面

把握工作主动权，收到明显成效。至1998

年，大连海关监管进出口货物4018万吨，

进出口运输工具53．1万艘(架、辆、箱)

次，进出境邮递物品280万件，出入境人员

82．6万人次，征收关税16．7亿元，查获走

私案件89起，私货总值1．46亿元。

商品检验机构是伴随着国际贸易而产生

并发展起来的。在沙俄和日本统治时期，殖

民统治当局疯狂掠夺我国东北的农、林、矿

产资源，操纵了进出口商品的检验权。1945

年旅大解放后，大连港由苏军实行军事管

制，商检事务亦由苏军监管。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了旧中国的商检

机构，停止了外国的或中外合办的检验所和

公证行的业务活动，收回了商检主权。

1950年10月，东北商检局在旅大市斯

大林路100号正式宣告成立。其前身为东北

人民政府贸易部对外贸易局商品检定科。东

北商检局自成立之日起，就将大连口岸的进

出口商品检验作为重点，陆续在松江、黑龙

江、吉林、辽西、辽东、热河六省以及各对

外贸易口岸和进出口商品集散地设立分支机

构。其后，随着东北行政区的撤销和并省，

1956年。在分离出哈尔滨商检局后，东北

商检局改称大连商检局，负责辽宁、吉林工

商进出口商品检验任务。1961年起，在分

离出长春商检局后，大连商检局的管辖范围

基本限于辽宁省境内。1984年1月，大连

商检局改称辽宁商检局，驻地仍在大连。
’

40余年来，辽宁商检局随着国民经济

建设的发展，不断壮大。至1990年末，辽

宁商检局大连本部设有农副土特产品、石油

化工橡胶塑料产品、轻工纺织服装玩具产

品、金属材料机械设备家用电器产品、水产

肉食罐头产品、矿产品检验等7个业务处室

和检务处、科技处等10个管理部门，并在

大连新港、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沈阳、丹

东、锦州、营口、鞍山、鲅鱼圈、抚顺、辽

阳等地设有10个分支机构。全局共有技术

行政人员980人。设有各类实验室23个。

配备各类检测仪器2200多台(件)，价值

4000余万元。检验手段由过去的瓶瓶罐罐

发展到使用先进的精密仪器设备。对进出口

商品可进行化学、物理、微生物、农药残

留、机电产品性能等项目检验以及容器、衡

器、水尺计重、船舶验舱、残损、集装箱、

包装等检验鉴定。

辽宁商检局做为口岸商检局，自建局以

来，为大连口岸、辽宁地区乃至整个东北和

内蒙古东部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建

局以来，辽宁商检局共受理进出口商品报验

263万批。经认真检验，严格把关，查出一

大批不合格商品，避免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

损失。仅粮谷一项，1961～1990年30年

间，大连口岸共进口小麦、玉米、大豆等粮

谷1956船批、5700万吨，从其中查出批次

不清、货证不符、包装不良、污染霉变等有

质量问题粮谷2100万吨，索赔600余万元。

1990年，辽宁商检局检验大连口岸进

出口商品59504批，商品总价值2469615万

元。其中：出口商品53986批，总值

1585673万元；进口商品5518批，总值

883942万元。经检验，出口商品不合格率

为3．9％，进口商品不合格率为30．9％。通

过开展新增法检商品检验，保证重点进出口

商品质量，并按国家商检局的要求，开展出

口商品包装检验，把好口岸检查最后一道关

口，为国家、企业挽回了巨大损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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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五”和“九五”计划期间，大连

市经济不断跃上新台阶，东北地区各省市进

出口贸易额也大幅度增长，辽宁商检局不断

地改革常规检验程序，努力提高为外经贸服

务的水平。1998年，辽宁商检局检验进出

口商品7．3万批，商品总值54．9亿美元。

其中，出口商品6．5万吨，货值33．7亿美

元；检出不合格商品430批，货值1205万

美元；检验进口商品6902批，货值21．2亿

美元；检验出不合格商品450批，货值1．1

亿美元。完成衡器鉴重934．8万吨，水尺计

重319船／709．2万吨，容量计重499船／

2397．1万吨。检舱400船(舱)，残损鉴定

81批，提赔金额64．7万美元。集装箱鉴定

4．9万标箱，一般包装检验1．8万批、

5371．4万(桶、箱、袋)。外商投资财产价

值鉴定198批。对外签发普惠制证书4万

份，受惠商品金额12．8亿美元；签发一般

原产地证书7669份。商品金额12．6亿美

元。

大连海上安全监督局(大连港务监督)

是国家设在大连口岸的管理机构，隶属交通

部。早在1840年，清政府即成立海关海务

科，办理港口船舶及航行设施。1880年以

后，清政府将旅顺口辟为北洋水师基地，并

将对大连口岸商船管理业务交旅顺水师提督

统理。明令奉天洋面商船必须到旅顺水师营

挂号，无旅顺水师营验过之印花，各海口不

准人口。沙俄和日本侵占旅大后，大连港El

主权被侵夺。沙俄统治当局在大连设港务

局，置港务次长和监视官。日本侵占旅大

后，为加紧经济掠夺和政治统治，于1907

年11月在大连设立关东州海务局，制订和

实施港政、航政管理法规，行使对船舶、船

员、助航标志、检疫、海难、海事等港政、

航政管理办法。在日本统治的40年中，殖

民统治当局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需要，先

后公布了50多个法规，严密控制了大连口

岸。1945年8月22日大连解放。翌日，苏

军进驻大连港并接管了一切港政、航政事

务。直至1951年1月，大连港一直由苏军

代管。在解放战争期间，进出港运输船舶主

要为战争服务。在苏联代管时期，基本上维

持了苏方和中方分设机构、分工管理的原则

和局面。1951年2月，随着大连港移交中

国，港务监督事务亦移交中国。中国接管

后，在港务局内设港务监督处，分管港政、

航政业务，大连港实行政企合一体制。此

后，根据中央有关法规和大连港口水域特

点，陆续制定实施大连港港政、航政管理的

法规、规定、制度、办法，全面开展船舶联

检、船舶签证、船舶登记、海事处理、海难

救助工作。组建考试委员会，开展对船员技

术鉴定考试、发证工作。建立大连港区、海

域良好的管理秩序，保证了港口、船舶安

全。“文化大革命”中，除外轮联检、船舶

引航、信号指挥工作外，船舶登记、签证、

船员考试等各项正常监管工作被迫停止。粉

碎“四人帮”以后，各项管理法规、管理制

度、管理秩序重新建立和完善起来。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

势，大连港务监督根据交通部规定，进一步

健全各项管理法规，并具体实施。1986年，

以大连港口局机关和大连港务监督业务机构

为主体，在全国第一个组建大连海上安全监

督局，对外仍保留“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连港

务监督”名称。其主要职责是代表国家对所

辖区的港口海域和中外籍船舶及船员，按国

家有关海上交通安全法规和大连海区特别法

规，实行海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1989年，

交通部确定大连海上安全监督管辖海区为北

纬38。30’以北、39。30 7以南、东经120。30’以

东联线内中国海域。80年代后期，随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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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港口、航运事业的发展，国际海事组织各

项公约在中国生效，海上交通安全管理宏观

政策向国际对等、国内统一的方向发展，管

理工作逐步同国际接轨。大连海上安全监督

局新开展了船员专业培训，危险品运输咨

询，进口废钢船防污监管、船舶集装箱危险

货物监管等业务。安装了国际先进的海上交

通管理设施，提高了大连海监工作的水平。

1990年，大连海上安全监督局组织实施船

舶联检6503艘次，其中外籍船舶4395艘

次；船舶进出港签证26479艘次；指挥船舶

进出港16189艘次；移泊10689艘次；办理

船舶进口审批3098份；完成专用岸线和码

头竣工5项；审批危险货物633艘次，

134．6万吨；培训和组织船员考试6783人

次，签发各类船员技术证书28267份。

进入90年代。随着近20种国际公约、

法规、条例生效，大连海上安全监督局加大

工作力度，在人员培训、法规配套、单证制

作等方面逐项进行落实，坚持依法行政，保

证了各项法规的实施。1998年，大连海上

安全监督局办理船舶进港审批3038份，国

际航行船舶进出港手续7726份，船舶进出

港签证10．2万艘次；审批包装危险货物

2323艘次，计35．6万吨；组织7647名船

员进行各类证书考试，签发各类证书1．8万

本；船舶安全检查452艘次；组织指挥海难

救助10起。

大连船舶检验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

检验局驻大连的船舶技术监督机构，也是中

国船级社大连分社。大连地区与外地航运往

来历史悠久。但清末以前，一直没有设立船

舶检验机构。日本侵占旅大地区后，为了适

应其殖民统治的需要，于1907年11月公布

了<关东州船舶检查规则》并于1908年11

月正式设置关东都督府海务局，为日本统治

当局航政事务管理机构，掌管大连地区船舶

丈量、船舶检查、海事裁判、海港检疫等业

务。1919年4月，关东都督府海务局改称

关东厅海务局，1934年12月又改称关东海

务局，管理大连地区航政事务直到1945年

日本投降。其间，统治当局曾先后颁行《关

东州船舶安全令》、《关东州小型汽船管理规

则》、《关东州船舶安全令施行规则》等。日

本统治当局还于1913年成立了大连海务协

会，承担船级检验业务，同时也进行船价鉴

定、船舶货物堆装检查、货损检查、货物重

量计测等公证检验。

旅大解放后，大连市政府于1946年4

月成立船舶管理处。市政府与苏军大连警备

司令部议定，大连中苏自由港的苏联船舶和

苏军人员由苏方管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船

舶及人员由中方管理。此问到达大连的外国

船舶，除接运日侨的日本船舶外。多为苏联

船舶。1954年9月，为适应中日两国商贸

需要，国务院决定大连港对El本船舶开放，

随之增加了外国船舶检验业务。1958年10

月，全国第一次验船工作会议进一步确定了

各大港口船舶检验机构体制、分工及检验业

务范围。1963年10月，国家颁布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船舶检验局章程》，明确规定了

船检机构体制、性质、任务、职权范围，使

国内外船舶检验工作步人有法可依的轨道。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船舶检验行之有效

的技术监督检验制度被斥之为“管、卡、

压”，机构裁并，人员下放，工作瘫痪。

1970年后，陆续恢复船检工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船舶检验部

门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遵循“加强基

础，健全体系，适应发展，面向全国，走向

世界”的方针，积极推进船检改革和建设。

从1982年1月起，交通部直属船舶检验部

门实行由中国船检局直接领导的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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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行了《船舶与船用产品监督检验条例》、

《船用产品检验规则》、《船舶建造检验规程》

等四部法规和11部规范，使船检工作有法

可依，依法检验，严格管理。为适应中国航

运事业和造船业的发展需要。成立了中国船

级社。自1986年起开始办理船舶人级检验

业务。1988年5月，中国船级社加入国际

船级社协会(IACS)，成为世界11个知名

船级社成员之一。

50年来，大连船检机构从检查丈量木

帆船，到检验十几万吨的现代化大型船舶。

从单一的船舶检验到集审图、船用产品、集

装箱、各类船舶、海上设施及质量认证等检

验业务于一身。50年代后期，曾对中国自

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4500吨油船和5000吨

远洋货轮进行制造检验。60年代，完成了

新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跃进”号的

制造检验任务。70年代，先后承担了1．5

万吨、2．4万吨、5万吨油船和1．3万吨大

舱口远洋货船及中国第一座海上石油钻井平

台“渤海一号”的制造检验任务。80年代

以来，先后检验了2．7万吨散装货船、1．23

万吨集装箱运输船和7000吨滚装船、6万

吨双壳体油船、15万吨散装货船等具有当

代先进水平的新型船舶。

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检验局

大连分局共检验营运船舶718艘次。检验船

用产品28类(其中钢材18103吨、机电设

备9223台、部件13934个)。对东北地区3

家船用产品制造厂和11种船用产品进行了

工厂认可和产品型式认可。在“七五”期

间，大连船检局共检验营运船舶3945艘次。

从1991年下半年起，中国船级社大连

分社经过两年多努力，建立起一整套符合

IS09000系列国际标准和国际船级社协会认

证计划要求的质量体系，使船检工作与国际

接轨，获得国际船级社协会颁发的《质量体

系合格证书》。1998年，大连船检局完成营

运船舶检验593艘，207．35万总吨；建造

船舶检验3艘，25．39万吨；船用产品检验

完成船用材料检验2．3万吨。机电产品1．3

万台(套、件)，集装箱检验600TEU。对

27家船产品厂家进行认可；船舶审图17

艘，船用产品审图38套；救生筏检验735

只，开展IS09000质量体系咨询11家；派

出IS09000审核员，完成中国船级社质量

认证公司指派企业初次审核21家；开展船

公司《符合证明》咨询7家，完成船舶《安

全管理证书》初次认证审核35艘。

大连动植检局是国家设在辽宁口岸的动

植物检疫机构，代表国家依法对经由辽宁沿

海及空港口岸进出境的动植物、动植物产品

和其它检疫物、装载容器、包装物、运输工

具实施检疫。

在沙俄和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殖民统治

当局操纵中国东北地区的动植物检疫主权。

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于1950年的东北商检

局增设了动植物检疫业务，办公地址设在旅

大市斯大林路(今人民路)100号。1951年

2月中国从苏军手中接管了大连港管理权

后，东北商检局正式受理进出口商品检验和

动植物检疫。1965年2月，在大连商检局

农验室基础上，成立大连动植物检疫所，并

于同年10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连动植物

检疫所名义正式挂牌办公。大连口岸进出口

动植物检疫工作开始有了独立的管理机关。

“文化大革命”时期，动植物检疫所的隶属

关系几经变化，检疫工作也受到严重冲击。

1977年5月，大连动植物检疫所开始全面

恢复工作，并迁入斯大林路67号新办公楼。

1980年2月，大连动植物检疫所改制为农

业部直属单位，实行以农业部与地方双层领

导，以农业部领导为主的体制。为了适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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