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透源南金融志
_≈

#隅攀i攀黧雾篓黪’挚掇；参麓
t、√j_：?一=

‘

’
+



辽源市金融志

《辽源市金融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五月。



《辽源市金融志》

编纂委员会

主任委员 孟满同

耐主任委员 臧景范王秉权。事占臣

杨悦深李 汉姜志远

1仲崇明解、放

委 员 赵奎武、。李春山 王君廷

马长生

《．辽源市金融志》编辑人员

主 编．．，马长生

编 辑 马长生 张玉祥j。程厚福

邦lj俭



《辽源市金融志》

编纂委员会

主任委员 孟满同

耐主任委员 臧景范王秉权。事占臣

杨悦深李 汉姜志远

1仲崇明解、放

委 员 赵奎武、。李春山 王君廷

马长生

《．辽源市金融志》编辑人员

主 编．．，马长生

编 辑 马长生 张玉祥j。程厚福

邦lj俭



中国人民银行辽源市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辽源市支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辽源市中心支行

中国农业

一银行辽源市中心支行



中国银行辽源市支行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辽源市支公司





．督 专

编写具有时代特点和丰富内容’的社会主义新方志，是我国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辽源市金融志》的编
一纂工傩，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7

测，7苯著誓详冷略寺，盛怒当代耖、妁愿则，力求7思想性、科学性

．积姿料性晦统·，并突出、记载地方性和金融系统的历史和现状，

以发挥资治、存史和教化作用。

辽源市金融业从清末至民国时期，典当、钱庄等金融业兴起

之后j相继一些官僚资本银行在辽源设立。通过金融活动，集中

．大量财富，为维护其统治服务o=尤其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帝国主

义为拢断金融，，在辽源设立伪满洲国家银行，。金融合作社等金融

机构。它们通过货币、信贷等手段，掠夺财富，为其侵略战争服

务，使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其害。

。t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揭开了人尉金融事业的新篇

章。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继串国人民银行辽源市支

珩成立后，-又相继设立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

国工商银行、中国锻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城、乡信用合作社

，等金融事业，形成了l__以人民银纷。审央银行)为，领导，国家专业

鳃行为主体的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按作的社会主义金融体

景。本志书主要记述了辽源市各时期金融机构按照各盲的职能所

避彳亍的业务活动，其中包括建国裙期的加强金融管理，斟‘止通货

謦溅。。运用信贷和利率杠杆，支持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

l



遣，不断改进信贷和货币管理，促进国民经济调整，积极深化次

革，不断探索银行建设的正确道路。

认识来源于实践，通过实践进一步加深认识。经过编写《辽

源市金融志》，从大量龅漯统的金融活动中，找出固有的规律，

苁中总结经验，吸取教稍，做蓟古为今屑，兴利除弊，探索金：融

体黼改革的方向，开拓新的金融领域，为党的宏伟建设事业做曲

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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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g辽源市金融志》的绪约、1篇目、体裁、称厢、历史嗣期划

分等按如下俸例编写。
‘ ’

’

，一、《辽源市金融志》(以下简称本志)为行业态。体例以

事分类，以时叙事，磺排竖写。文体采用语体文、j记述体。内容

戥惑为主，。兼甩图、表、录等形式。 ?

二、．本志上煨起鸯1902年，。。下限到1985年。

三、本志分为篇、章、节、目4个层次i计10篇44章129节，
全书约30万字。+ ；

。 ，

。、． ，

一四，称谓：本志书历史记年、地理名称、官职、，溃币、氅务
术语等，均以当时当地的历史习惯称呼，必要时用括号注明公

壳，今地名、注释等记载。-
五、历史时期划分

-(一)涛柬时期：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至宣统三年

．(公元1911年>； 一

(-V-．)民国时期：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至民国二十年

(公元1931年)，

(三)沦陷时期lo太隰元年(公元1931年)至康德·十二年

．(公元1945年)八月卡五日， 。。。
： 、t。．

_

(四》解放战争时期j‘公元1946年9月：3日歪1948．年∥

． (五)中华人民燕和国时期露公元1949年10胃l曰至1985年

j奎润摹1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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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辽源市(原西安县)与省、地隶属关系划分，

(一)1912竿(清光绪二十八年)隶属奉天省海龙胸#

(二)1914年(民国三年)隶属奉天省辽沈道；

(三)1929年(民国十八年)隶属辽宁省；
’

(四)1931年(沦陷时期)隶属奉天省，

(五)1941年隶属四平省；

(六)1948年隶属辽北省；

(七)1949年隶属辽东省通化专署；

(八)1．949年～1953年隶属辽东省直属；

(九)1954年～1955年隶属吉林省直属j

(十)1956年--1958年隶属吉林省公主岭专区，省辖市F

(十一)1959年一1961年隶属吉林省四平专区省辖市；

r十二)1962年一1982年隶属吉林省四乎专区直辖市，

《十三)1'983年一1985年隶属吉林省直辖市。

七、辽源市与东辽县合并与分设时间：

(二)i1948年10月1日成立西安市，将西安县的县城和矿区

部分划归西安市。1952年西安市更名为辽源市。1956年西安县更r
名为东辽县。

(：)1959年3月23日撤销东辽县，并入辽源市。

(三。)’1962年5月28日恢复东辽县建制，市县分设。

(四)1969年5月14日撤销东辽县建制，市县合并。

’(。五。)1976年2月l It恢复东辽县建制、市县分设。．

(六)1980年3月1日撤销东辽县建制，市县合并。

(七≯1983年10月2n日恢复东辽县建制，i辽源市升格为地缎
省辖市。辖东辽、东丰两县。

一、 ’’

八、辽源市与东辽县人民银行分设与合并时间：

℃一)11956筝8月l臼成立牵阑人民银行东辽县支行。

(二)196)年薹月撤销东辽县人民银行，并入市人民银行0

⋯4



(三)1962年7月恢复人民银行东辽县支行。

(四，1965年4月16日撤销人民银行东辽县支行，并入市人

民银行。
～

’

‘j一。

(五)1966年7月12日恢复人民银行东辽县支行。

(六)1969年5月撤销人民银行东辽县支行，并人市人民银

行。

(七)1976年3月恢复人民银行东辽县支行。

(八)1980年1月撤销人民银行东辽县支行，并入市大民银
，

行。

九、辽源市与东辽县农业银行分设与合并时间：

(一)1955年7月10日成立中国农业银行西安县支行(后改

东遗县支行)。 、

。 (二>1957年8月撤销农监银行东辽县支行，并入东辽县人

民银行。

(三)1964年4月6日，设立中国农业银行辽源市支行。东

辽县同时恢复农业银行东辽县支行。

(四)1965年11月撤销市、县农业银行，，并入市人民银行。

(五),1980年1月恢复农业银行辽源市支行。 ．．

十、辽源市建设银行分设与合并时间；

(一)1953年3月，成立东北区基本建设投资银行辽源支

行。

(二)1958年9月；撤销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辽源支行，并入

辽源市财政局。．7
。’

<三)1962年6月，恢复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辽源支行。

(四)1969年1月21日，撤销中国人民建竣银行辽源支行，

其业务并入中国人民银行辽源支行。’ ，

，

(五)1972年11月29日，恢复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辽源市支

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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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辽源市金融志》中的文字构成，、现金收、支、存、

放敖余额等均按上列市县分设年度编写。1984年和1985年数字部

分按地区填列，包括东辽、东丰两县。

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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