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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市市长 马延利

“盛世修志"。经过五个春秋的辛勤笔耕， 《鞍山市志》丛

书，陆续出版问世。它是鞍山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的璀璨硕果，是鞍山市文化建设事业的宏篇巨著，也是鞍山市社会

安定，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的显著标志。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鞍山市志》作为钢

都的科学文献，将日益显示出它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效益。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鞍山是辽东半岛开发区的腹地；是连接

对外开放城市大连，营口和沈阳的枢纽，是蜚声中外的祖国钢都。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勤劳勇敢的钢都人民，使它诞生不到一个世

纪就成为全国22个特大城市之一。中国最大的。鞍山群静铁矿藏，

世界上储量最多的材辽河群’’镁矿和滑石矿藏，就埋在鞍山的地

下：全国1 2座名山之一的千山，全国著名的汤岗子温泉，就在鞍山

的城郊。

据考古发掘，远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生息繁衍在这片

土地上。战国时代，鞍山为燕国的属地；汉代，鞍山古冶铁业盛

行；唐代，鞍山一带一度为古战场；明代，兴建?鞍山驿”、 。长

甸铺”、 “沙河铺”，开通了边塞邮路；清代，留下许多文化遗

迹。所有这些，都标志着鞍山在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进程，说

明鞍山历史悠久。清末以后，鞍山一直处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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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被掠夺，河山被践踏，人民被奴役．然而，英雄的鞍山人民并

没有屈服，义和团的风暴震慑沙俄，抗日义勇军在鏖战中前仆后

继，争取民族解放的工人罢工斗争此起彼伏。在全国取得抗日战争

胜利的斗争中，鞍山人民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解放战争期间，富有

光荣革命传统的鞍山人民积极投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

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奋力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2月

19日迎来了鞍山的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9年来，鞍山市在前

进中虽曾有过失误，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所取得

的成绩是辉煌的，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给鞍山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

力，使鞍山人民迸发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极大热

情。鞍山正在发生着新的巨大变化。

纵观鞍山的历史，既是一部苦难史，又是一部斗争史；更是一

部发展史。

今日鞍山，她不仅拥有我国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鞍钢，而且还

拥有机械、‘化工、能源、电子、建材，轻工、纺织，印染、食品等

门类齐全，协调发展的工业体系。鞍山农村自然资源丰富， “四山

一水五分田一，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农村产业结

构得到了调整，呈现出农业、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工业、建

筑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十业兴旺的景象，农村经济开始向着

城乡统一市场、城乡一体化的方向迈进。鞍山市城市建设日新月

异，壮丽多姿的建筑群拔地而起，优美雅致的居民楼鳞次栉比，城

市基础设施日臻完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商业、金

融等事业，更呈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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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地方志，目的

丛书，以丰富翔实的资

化、美丽的大自然、蓬

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文、下载地理，中括人

史，服务现实，鉴戒未

．《鞍山市志》丛书

委、鞍山市人大常委会

始至终得到各级领导和

志办公室和广大修志工

向为此书做出贡献的同



序 二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鞍山市分公司经理 周荣林

中国具有保险性质的事业，早在周代即已萌芽，开始有了储粮

备需的制度。战国时期，各诸候国仓储粮甚为普遍。隋朝初叶，隋

文帝搿将所得粟麦贮仓，听社司理之，岁遇饥馑，则发仓赈给”。

此后，历朝各代均将充盈仓廪，视为国治民安的重要措施。类此以

实物为储备的形式，可以说是现代保险的雏形。

中国现代的保险，是随着国际资本主义的发展，于第一次鸦片

战争(1840年)之后，伴随着英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而传入的。它

是帝国主义对古老的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海上贸

易开始，而逐步扩伸到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我国的保险市场几乎为外国保险公司所垄断，民族保险

业受到重重扼制，势单力弱，难以发展，大量资金流入外国保险商

的腰包，保险对于处在“三座大山”重压下的中国人民来说，只不

过是多了条套在脖子上的绞索。

保险事业是社会生产发展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其社会效益如何要看这一事业为谁所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后，中国的国民经济走上了独立自主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

保险事业才完全可能实践马克思论述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分配原

iN,4时所说的“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金或保险基

金”的职能，发展经济，造福人民。故国家在1949年lo月即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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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保险机构一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大力开展保险业务。此后，

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50年代，充分发挥了经济补偿作用，同时

积极参-9管理危险；对减少社会财富的损失，安定固计民生，为国

家积聚建设资金，发展国民经济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鞍山是一个以钢铁工业为主体的新兴工业城市，现代保险只有

70多年的历史。其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保险业主要是

受日本帝国主义控制；解放后，鞍山保险业始获新生，在1952年之

后的数年中，由于贯彻政务院发布的《关于国家机关、国营企业、

合作社财产强制保险及旅客强制保险的决定》，业务发展较快。但

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到起了“共产风’’，中国人民保险公

司鞍山市支公司奉命撤销，保险业务因此而中断。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一系列的拨乱反正工

作，百业俱兴，受搿左”的思潮干扰中断了二十余年的国内保险业

务才得以恢复。1 980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鞍山市分公司正式成

立。1982年国务院发文指出： “积极开展保险业务，逐步建立我国

的经济补偿制度，对于保障企业正常生产和经营、安定人民生活、

减少社会财富损失都是有利的。同时，也是积聚建设资金的一个重

要渠道。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是国民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

一环”。从1 980年至1987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鞍山市分公司坚持

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和自愿的原则，努力开拓进取，为繁荣鞍

山的经济和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作出了积极贡献。机构逐年完善，

服务领域日益深广，保险费收入大幅度增长(1987年是1984年的

6．2倍)，经济补偿能力越来越强。仅在1985年鞍山发生特大洪灾

中就支付赔偿费1537万元(财产险和农l妫j使1400多；个企业，近



1．6万户灾民，39所中小学及时得到补偿，博得社会良好反响。 自

身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成果显著，先后获得了鞍山市先进集

体、文明单位、重合同守信用单位； 辽宁省文明机关， 保险系统

先进单位；全国保险系统、金融系统先进单位等光荣称号。，

古人云： “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又云： “盛世修志"。

而今正值政通人和的盛世，汇集鞍山70余年来的保险业资料，编纂

成志，传留后世， “资治、教化、存史一，乃吾辈责无旁贷之事。

《鞍山市保险志》便是基于此面问世。

本志书的编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

则，实事求是地追溯鞍山市保险事业的变迁，注意详今略古，力求

文约事丰，言简意赅。此志书出版，若能对今后鞍山保险事业健康

发展有所裨益，诚乃我们期望所在。

1988年11月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根据中共串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精神，历史地

唯物地记述鞍山市保险业的发生、发展及变化的历程和规律，反映

保险专业特点。

二、本志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述新中国建立以来，特

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暨保险业务恢复后，鞍山保险业的改革及

发展。

三、本志书上限从1915年始，下限断至1987年。

四、本志书采用章、节，目的层次编列。目题加鱼尾号，子目

用黑体字。

五、本志书运用述、记，志、录诸体以图表。大事记采用编年

体，辅以记事本末。

六、本志书所用数字，除>---．j惯用汉字表示外，一般均采用阿拉

伯数字。计量采用国家规定的统一单位。

七、本志书所用货币名称，除特别标明的以外，均以现今人民

币的单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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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鞍山市区保险业起于1918年。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已在鞍山。南

满铁路附属地’’内实行行政、司法，军事、经济、文化等全面的殖

民统治，形成了“国中之国”。．作为经济侵略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日

本国内的保险公司便乘机侵入，设立分支机构或在当地商号中寻找

代理人，经营生命保险和火灾保险业务。当年鞍山有4家保险株式

会社，翌年增至8家。海城早在1915#-即有保险业。在当时的16家

保险业中，日本人占1 2家。日本 “明治生命保险株式会社弟 便是

于是年在海城站。附属地”开设保险代理店的。台安县则在1937年

后才开办了一种代理保险业务一一邮政生命保险。至1925年，鞍

山、海城日商保险分支机构及代理店已多达20余个，英国、美国的

保险公司亦相继侵入，中国的民办．’．官办保险公司，如肇泰保险公

司等也在这里开展业务活动，但因：资本不足，又没有充分主权的国

家作后盾， 无力与日本等国外商竞争， 气象不景， 日趋衰落。

1931年，发生了“九·--A”事变，东北开始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

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加剧了对鞍山的经济掠夺。日伪政权成立后，

保险市场成了日本商人的独霸天下，欧美在东北的保险业纷纷撤离；

中国的民族保险业已无立锥之地，几乎全部倒闭歇业。至1939年，日

伪的保险分支机构及代理店已扩张至37家，其中“日本生命”，“万

国征兵”、 “明治生命’’、 “三井火灾”、 “大连火灾”、 “三菱

火灾”、 。满洲生命”， 一邮政生命”等株式会社，在政治和经济

上都是具有特殊势力的。1 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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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投降，日伪保险机构也随之解体。

在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无条件投降前， 鞍山保险业经营的险种

分两大类，二是生命保险，或叫人寿保险； 二是损害保险。 二者

均分别以人身和财产为保险标的。 生命险包括简易生命保险， 养

老保险、子女保险、 征兵保险； 损害保险包括火灾保险和运送保

险。 1919年至1932年间， 鞍山生命保险株式会社最多时(1924

年)有12个，146间保费总收入为607647元(伪满币，下同)给付

210351元，每年平均投保人数)白2225人，被保险者多为日本人。

1920年至1932年13年里，鞍山经营损害保险业的株式会社最多时

(1923年)也是12个，保费总收入为76438元，赔偿21219元，年平

均保险件数为185件。1936年，生命和损害保险仅日本方面保额即达

71 1 3623元，保费1 Ol 244元。I 93 7年至1 945年，鞍山境内的中国人

财产、人寿保险，统由日伪满洲火灾海上和满洲生命保险两大专业

公司所属的鞍山、海城的分支机构垄断经营。简易生命保险由邮政

局经营。同时，还有一些日本保险机构经营日本人的入寿险及财产

险业务。．

在1 947年国民党军队占领鞍山期间，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保

险事务所沈阳分所办理过鞍山钢铁公司的保险业务，经营火险、运

输险和员工寿险。鞍钢的全部资产都保了火险，其由营口运到上海

的部分材料也办理了运输险，薪给名册上的员工都保了寿险。1 948年

2月1 9日鞍山解放，3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展的冬季攻势胜利

结束夕‘并为解放全东北奠定了基础。3月9日，国民党政府的资源

委员会保险事务所理事会纪要决定： 。沈阳分所因战局关系，业务

停顿⋯⋯正式结束”。旧中国鞍山的保险业务至此告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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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7月，东北银行鞍山支行成立保险代理处。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1950年

，9．月5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鞍山市支公司正式成立，其行政和业。

务分别归东北银行鞍山市支行和东北区保险公司领导。鞍山市支公

司首任经理由东北银行鞍山直属支行行长杜湛兼，李健民任副经’

理。鞍山市支公司成立之初，内设三个股，在市内外相继设代办处4

个。1 951年4月1 5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城县支公司成立，下设

4个组(翌年改组为股)。支公司归辽东省保险分公司领导。1953

年5月29日，鞍山市支公司划为保险总公司直属支公司，行政归当

地政府领导。1954年，辽东、辽西省撤销，鞍山市支公司业务上接

受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辽宁省分公司领导，行政上由鞍山市财政局领

导。1956年4月19日，台安县保险办事处升格为支公司。1958年9

月26日，根据鞍山市人民委员会通知，鞍山市支公司合并到鞍山市

赋政禹o

1 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起了“共产风”，在“左”的

思潮冲击下，是年1o月在西安市召开的全国财贸会议作出了“国

内保险业务立即停办”的决定。之后，省、市有关部门都发出停

，．办国内保险的通知。错误地认为“人民公社化以后，保险工作的

作用已经消失”， “保险公司已完成了历史使命”。鞍山市、海城

县、台安县3个支公司遂于年末撤销。这一重要的金融业务机构解

体了。财产移交，人员转业。从此，保险业务便中断达20余年．

在保险业务停办前的1950年至1953年问，鞍山保险工作认真贯

彻执行“保护国家财产，保障生产安全，促进物资交流，增进入民

福利”的方针，．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了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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