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55。一

I(110669

舞蒸露蒸

—善

磊

，二



大连市志
金融志·保险志

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⑥ 大连市史志办公室2004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大连市志 金融志·保险志／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一大连：大连海
事大学出版社，2004．12
ISBN 7-5632-1818一l

I．大⋯II．大⋯III．①大连市一地方志②金融保险事业一概况一大
连市一1898～2000 IV．K2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3161 l号

大连市志金融志·保险志
编 者：大连市史志办公室

出 版：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邮 编：116026

网址：WWw．dmupress．corn

电子邮件：cbS@dmupress．corn

发 行：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发行

电 话：0411-84728394

传 真：0411-84727996

制 版：大连东方彩色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大连海事大学印刷厂印装

版 次：2004年12月第l版 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

幅面尺寸：185 mm×260 mm

印 张：32

字 数：683千字

印 数：1一1000册

责任编辑：书严 装帧设计：迟维斌朱青岩

版式设计：王万涛 责任校对：邹素勤

ISBN 7—5632—1818一l 定价：190．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大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李永金

副主任 怀忠民 贺 曼 王佩平

委 员 巩其庄 宋德福 王乃波 王义奎 李守全周大新

周元仿 孙福伟 徐国臣 邢良忠 张继先 孙吉春

阎承琦 张 中 于仁国 谭积斌 吕功政 曲晓飞

刘文健 洪文成 钟善恩 汪集刚 王新民 刘德成

崔亚萍 单文俊 李尚华 李 伟 王万涛 刘镇伟

《大连市志》编辑人员

主 审 怀忠民 贺 曼

主 编王佩平

副主编李伟王万涛

编 辑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晨曦 王万涛刘志民 刘学胜 孙凯旋 杜宏

邹素勤徐杰温明成

-7
少



大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李永金

副主任 怀忠民 贺 曼 王佩平

委 员 巩其庄 宋德福 王乃波 王义奎 李守全周大新

周元仿 孙福伟 徐国臣 邢良忠 张继先 孙吉春

阎承琦 张 中 于仁国 谭积斌 吕功政 曲晓飞

刘文健 洪文成 钟善恩 汪集刚 王新民 刘德成

崔亚萍 单文俊 李尚华 李 伟 王万涛 刘镇伟

《大连市志》编辑人员

主 审 怀忠民 贺 曼

主 编王佩平

副主编李伟王万涛

编 辑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晨曦 王万涛刘志民 刘学胜 孙凯旋 杜宏

邹素勤徐杰温明成

-7
少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l f h和寸卜一卜
兀恁哪惑

金融 壹
掌啦鞋



《大连市志·金融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张启阳

副主任李延军

顾 问 谷东昭 李淑英 李林

委 员 张启阳 李延军 张继红 邢国飞 王志峰

董建岳 薛 峰 寿梅生贾洪泉

主 任

副主任

执行主编

编 辑

《大连市志·金融志》办公室

李延军

符 林

张子光

李宜璞王寿鹏

责任主编邹素勤

责任编审 王万涛

《大连市志·金融志》

I●■■1

J■●■■■■1

J-I—●

●

1



《大连市志·金融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张启阳

副主任李延军

顾 问 谷东昭 李淑英 李林

委 员 张启阳 李延军 张继红 邢国飞 王志峰

董建岳 薛 峰 寿梅生贾洪泉

主 任

副主任

执行主编

编 辑

《大连市志·金融志》办公室

李延军

符 林

张子光

李宜璞王寿鹏

责任主编邹素勤

责任编审 王万涛

《大连市志·金融志》

I●■■1

J■●■■■■1

J-I—●

●

1



《大连市志·金融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张启阳

副主任李延军

顾 问 谷东昭 李淑英 李林

委 员 张启阳 李延军 张继红 邢国飞 王志峰

董建岳 薛 峰 寿梅生贾洪泉

主 任

副主任

执行主编

编 辑

《大连市志·金融志》办公室

李延军

符 林

张子光

李宜璞王寿鹏

责任主编邹素勤

责任编审 王万涛

《大连市志·金融志》

I●■■1

J■●■■■■1

J-I—●

●

1



序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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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自1985年开始进行市志的编纂

工作，至今已历十余度寒暑。经市有关部门、单位通力合作，众多修志工作者辛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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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志·金融志

努力，《大连市志》各分志的编纂工作将陆续完成，并组卷相继出版，与全市人民见

面。

《大连市志》是大连历史上第一次按照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编纂的地方志

书，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建设工程，卷帙浩大，内容翔实。《大连市志》坚持思想性、

资料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原则，全面记述大连地区自鸦片战争至1990年一个半

世纪的历史变迁，《大连市志》的付梓问世，将为国内外各界人士了解和研究大连

提供参考，为把大连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城市做出贡献。

受编纂水平和历史资料的限制，《大连市志》难免有纰漏之处，欢迎专家学者

和广大读者教正。

大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0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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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3·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辨证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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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余部分志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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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分志下限延至

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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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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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所记数字原则上以各级统计部门核定数据为准。

六、本志涉及的历史政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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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大连解放以前，之

后为大连解放后，“建国后”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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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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志·金融志

编辑说明

一、本志记述大连地区金融业自1898年以来的发展历程，扼要记述沙俄、日

本统治时期及苏联代管时期金融业所经历的沧桑变化，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金融业的发展和取得的巨大成就。上限起自1898年，下限断至1990

年。为系统反映改革开放时期大连市金融工作，增补1991年至2000年大连市金

融事业情况简介并附金融机构(部分)领导人员名录。

二、本志体例采用章、节、目三级结构层次。行文中涉及的机构名称．首次出

现使用全称，以后多次出现使用简称。

三、本志采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档案文献资料，统计数据来源于经济、金融

统计资料，照片、图表均由市各金融部门提供。

供。

四、本志涉及的货币数字，均为各历史阶段的原货币单位。

五、本志附录收入的金融机构领导人员名录均由所在银行组织人事部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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