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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亨

营口地区历史悠久，是中国东先近代史上第一个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

营口曾是东业的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宗教文化传播中心，也是各种物

资的集散地，有"关外上海"之称。

在中国近代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营口炉银作为一种地方性货币，以其

成色奸、重量严格一致的优势，解决了地区贸易流通中各类银绽标准不一的

问题，成为标准交易货币，发挥了显著的经济作用。 伴随近代营口经济地位

的提升，炉银业也承担了信用机构的职责，虽然没有演变成近代银行，但它

的众多机构和信用工具，汇兑业务的各种做法、汇划制度和复杂多变的利率

管理制度等等，为后来银行的产生准备了条件，提供了技术、业务和管理方

面的经验，也促使营口成为中国民族金融业兴起地之一。

但是，由于银炉业自身的局限性和国内外双重势力的影响，炉银在商业

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下降。..九一八"事变后，东先沦陷，伪满洲1政府下令取

缔银炉业，禁止炉银流通，并着手建立伪满洲金融体系。 至此，曾对营口金

融业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炉银最终远出了历史舞台。

此后，营口的金融业经历了伪满洲金融体系、过渡时期金融混乱等锤炼，

在新中国建立后，金融秩序逐渐恢复。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大地，营口金融业的发展又边来新的契

机。 营口银行业从一元银行发展成为多层次的银行体系，远渐建立起来的股

份制商业银行改变了营口金融的竞争格局，并最终形成功能完备的现代服务

型银行体系，为当前营口经济的腾飞添写了最为浓重的色彩。

营口金融业的发展历程，深深的镜刻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烙印，是中国金

融发展史的缩影。 本书本着以史实为基础的著书态度，在克分收集、整理各

方资料的基础上，遵循时代脉络，采取科学方法，顺应历史潮流，全面深刻

地总结了营口金融业百余年的发展历史。

《营口金融发展史 1840-2015 >>是对营口金融历史的总结成呆，以史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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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我们从中看到营口人踏实、勤奋、严谨、创新的创业态度;启边今人，

我们现在的金融从业者应该胸怀天下，以更体贴细微的精神为客户服务;展

望未来，我们应站在历史的新高度，以谦恭、诚信、创新、进取的态度，边

接新的机遇和挑战.



前言

《营口金融发展史 1840-2015 >>是一部以研究营口金融历史，反映营口

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著作。 本书由 1七京元贞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和营

口市史志办组织编写，经过历史、金融、地方志等各方面专家调研论证，反

复修订而成，力求以严谨的态度，创新的视角，把营口金融演变的历史过程

呈现在读者面前。

本书从 2014 年 1 月开始组织人员进行编写，全书共 6 章 I 26 万字左右，

以翔实的史料主要记述了 1840 年至今，营口金融的发展过程，井阐述该地金

融活动的特点。 本书结合不同时期的史实，分别阐明营口半殖民地半封建金

融体系的形成、深化和崩溃的过程，官僚资本主义的崩溃和新民主主义金融

的胜利，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营口金融领域的崭新篇章。 营口全

融史是中国自步入近代以来金融发展的缩影，是中国金融史的重要组成部

分，又有自身的特点。 因此对边段金融历史尤其应该予以总结。

研究营口金融的发展既可以丰富东先地区乃至全国金融史的研究内容，

同时为营口近代化历史进程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带来重大的贡献。 因此，此项

研究不仅是学术界的重要课题，更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研究营口金融史，

可以寻根溯源，考察追述、描绘概括其金融发展的未龙去脉和规祥，通过回

顾历史经验，以期能够知古鉴今，昭示未来，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自

觉地把握前进的方向。

《营口金融发展史 1840-2015>> 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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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金融，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是经济运行的核心。 它涵盖着与物价有紧密联

系的货币供给，银行与非银行的金融机构体系，短期资金拆借市场，证券市

场，保险系统，及国际金融诸多方面的存在，等等。 ①金融史的任务是要告

诉人们金融组合产生、发展、沿革的历史轨迹，活动的背景条件，活动的特

征，职能作用，地位走势，典章制度，重大事件，代表人物等。 ② 我国现代意

义上的金融业兴起于清朝中期，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近代金融在发展

之初，具有消极、被动和缓慢的特点。 直到新中国成立，国内外和平稳定的

环境给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虽然期间有短暂波动，但大体上是逐

渐走向成熟的。

营口地处辽河入海口辽东半岛中枢，西邻渤海湾，是中国东北近代史上

第一个对外开埠通商的口岸。 近代英国、法国、俄国、日本、德国、美国、

荷兰、丹麦、挪威、奥地利等国曾在营口设立过领事馆或领事机构。 在复杂

的国内外环境影响下， - 营口在东北地区市场经济发展中处于中外商品集散地

和贸易中心的地位，它又在派生出的交易活动中发挥着金融中心的作用。 ③

因此，营口金融发展历史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这里曾

出现了极具地方特色并支撑经济支柱产业的东北特殊金融业一一营口炉银，它

在近代营口乃至东北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了抵制国外经济侵略、维护民族经

济利益、振兴实业的作用。 随着国外金融机构的相继入侵，以营口炉银业为

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或衰落或转型，逐渐向近代金融机构转变九一八"事

变后，营口及整个东北沦丧日伪之手，其金融发展也曾带有很强的殖民地性

① 黄达 . 金融一一词义、学科、形势、方法及其他.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1 年，第 3 页。

② 姚遂 中国金融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ω7 年，第 1 页。

③ 于阜民.营口通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1 年，第 598 页。



2 营口金融发展史 1840-2015

质。 这些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使营口金融业的历史脉络独具特色。

营口金融发展史作为独具特色的区域性地方金融史，是全国金融史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区域经济史乃至全国经济史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因此对

这段历史的记载显得尤为重要。

28 万年前，金牛山人已经在营口繁衍生息，营口的历史就此拉开序幕，

对营口金融历史的研究，应从先秦时期开始，历经春秋战国 、 秦汉、三国两晋

南北朝 、 唐 、 宋 、 元、明 、 清，几乎贯穿整个中国史，而本书在研究营口金融

发展史的时间断限上，将重点从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开始发展至今，根据政

治、经济及金融本身的几个方面来综合考虑，可以划分为六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 1840一1860 年，主要描述营口开埠前的金融发展情况。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大门被迫打开，整个社会开始发生前所未有

的变化:政治上，开始从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济

上，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压迫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瓦

解，另一方面在国外先进生产方式和科学管理方法等影响下，开始向近代化

迈进。

清中期以后，关内的大批流民涌入东北地区，给营口带来了充足的劳动

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 方法。 再加上便利的交通，使营口的各项实业迅速发

展。 为了适应商贸交易，凭贴和虚码货币一-1末银出现，这就为贸易结算带

来了极大便利，同时又促进了营口地区金融业的发展。 此时办理金融业务的

主要机构是传统的钱铺 、 当铺和布铺等，一些商铺也从事信贷业务，这个时

期，中外银行等新式金融机构还没有在营口出现。

第二个时期为 1860-1911 年，营口开埠后到辛亥革命之前金融业的发展

状况。 清末民初是我国金融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营口作为东北

地区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城市，其金融业受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影响。 这也

促使营口具有现代意义的金融机构逐渐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也起到了抵制侵

略、保护民族利益的作用。 此时也是营口近代金融业发展最为活跃的时期。

第三个时期为 1911一1931 年，从中华民国建立到 1931 年"九一八"事变

发生以前。 中华民国建立后，胜利的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中国陷入军阀

棍战时期，营口及整个东北被奉系军阀统治。 在此期间， 一方面辛亥革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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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后，西方几个主要国家元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给国内民族工业

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和时间 。 诸多因素为营口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客观上的有利

条件，营口民族资本经过七八十年的积累也具备一定规模，营口经济社会呈

现出畸形繁荣的景象。 在此时期，日本排挤其他欧美国家，成为侵略东北的

主要力量。 日本同其他各国在营口建立外资和中外合资企业，在向中国倾销

商品的同时，大量掠夺原材料，对营口民族经济的发展形成阻碍。

这个时期，营口的金融业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历史过程。 传统的金融业受

国内外金融业的排挤，再加上自身因素的限制，其发展道路越来越艰难;新型

的金融业受到时局和外国金融资本的影响，走上了缓慢发展的畸形道路，但

在抵制外国资本侵略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

第四个时期为 1931一1945 年，营口沦陷时期的金融发展情况。 1931 年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三省沦陷，营口作为东北地区重要的港口城市也

在劫难逃，营口人民蒙受巨大灾难。 日本受到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为了转嫁

危机，更是加剧了对包括营口在内的东北进行金融掠夺。 伪满洲国的中央银

行于 1932 年(民国二十一年) 7 月 1 日正式成立，拟定了一系列相关规章制

度及货币政策，对东北地区的金融发展进行控制。 为了达到长期垄断东北金

融的目的，日本还相继设置了伪兴农合作社、工商金融合作社、满洲兴业银

行、兴农金库及经营典当业务的公司，由此形成了一个受日本直接统治的，以

伪满洲中央银行为主体的伪满金融体系。 通过这个途径，日本在中国东北掠

夺了大量财富，对营口及整个东北的金融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第五个时期为 1945千1949 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

民党官僚金融资本在自身缺陷及革命力量打击的双重原因下，财政金融迅速

崩溃，国民党政府覆灭，国外金融势力退出中国;另一方面，营口军民击退国

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金融制度。

第六个时期为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迎来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

新时代，营口的金融业也谱写了新的篇章。

营口的金融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但也不断受到干

扰和扭曲，不得不在曲折中前进。 改革开放后，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

复，改革开放方针的贯彻执行，营口的金融事业空前繁荣起来，金融机构通过

合并、重组、增设等形式扩大发展，金融市场逐步开拓，金融工作内容更加丰

富，为促进营口经济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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