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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牡丹江是由二十世纪初逐步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市。自1903年(光绪

29年)起，伴随着牡丹江城的兴起，便有了货币的流通， 随着经济的

发展，金融业也便应运而生。同牡丹江市饱经磨难的历史一样， 牡丹

江市的金融也几经沧桑。

一一民国期间。 为适应当耐经济发展的需要， 牡丹江诞生了典

当、金店，钱票汇兑等金融业，‘为解决民众生活燃眉之难，促进本地经

济和沟通与外埠的经济往来尽微薄之力。

一一日伪时期j’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洲统治者在牡丹江大力兴办各

种银行、金融会(社)等金融机构，进行殖民地化的金融活动。通过金融

活动，掠夺资源，搜刮民财，集中财富，为其侵略政策和巩固伪满统治

服务。
’ ”

一一“八一五”光复后，牡丹江市获得新生，随之建立和发展了金

融事业。1946年初牡丹江实业银行宣告成立。 牡丹江实业银行作为地

方银行，为巩固人民政权、支持解放战争、发展地方经济、 稳定“东

满”革命根据地的财政金融形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取代实业银行的东

北银行牡丹江支行，为解放初期牡丹江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稳定金

融和市场物价、支援全国的解放发挥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一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牡丹江市由单一的国家银行一一全



能的人民银行体制，逐步发展成为咀人民银行(中央银行)为领导，

以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分工协作的金融体系， 并根据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适时地开展各项金融业务活动。 特别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市广大金融职工投身改革，锐意进取，不断开拓

工作领域；各专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按照各自的职能， 积极地开

展业务，为支持牡丹江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纵观牡丹江市的金融，充分说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没有新中国也就不会有今天的人民金融事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金融事业才能真正为人民。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借鉴历史，我们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

想为指针，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为准绳，在尊重史料的基础上，本着“详今略古、立足当

代”的原则和力求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特点突出的要求，

编纂成《牡丹江市金融志》，实事求事地记载反映牡丹江市的金融面

貌及其演变。古人云：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

《牡丹江市金融志》的刊印发行对更好地发展我市的金融事业有着重

要的意义；《牡丹江市金融志》与广大金融工作者见面，会受到鼓舞

和启迪，它将起到资政、教化和存史的作用。

《牡丹江市金融志》编纂委员会主任抵Ⅲ鼻士

中国人民银行牡丹江市分行行长赵蔼昔

一九八九年六月



凡 例

一、叙《牡丹江市金融志》(以下称本志)为专业志。体例以事分

类，以时事，横排竖写；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内容以志为主，兼

用图、表、录、照片及专记等形式。
。

二、本志上限起自1928年(金融业诞生)，下限至1985年， 货币

活动追溯到清朝末期的1903年。年号，解放前以中国年号、 伪满洲年

号为主，并标公元纪年；解放后采用公元纪年。货币金额： “八一五”

光复前，除以括号注明外，均系当时货币单位； “八一五"光复后，除

’以括号注明外，均系现行人民币数额。

三、本志分为编、章、节，目四个层次，计8编、21章、75节，共

3l万字。

四、 为体现地方和时代特点， 在牡丹江市解放前， 着重叙述典

当业、银钱业、保险业及金银业的沿革与兴衰，对主要典当、银行及金

融会(社)作些简介；解放区时期主要记述银行的发展变化； 建国以

后，除记述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发展形成外， 还叙述了牡丹江市金融

业务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及发展过程； 货币以其专编进行记述，并对

主要流通币种作些简介。对历年所发生的大事， 以年表排列于后；对

重大事件和有价值的资料分别以专记和附录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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