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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指导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z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

。

二、编寨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和经世致用的原则，如实记述本

溪地区保险事业的成功经验和失误教训，旨在为更好地发展保险

事业提供可资借鉴和科学依据，对广大职工进行传统教育提供基

础教材。

三、内容编排:((本溪保险志》由序言、概述、大事记、机构沿革、

经营管理、保险业务、条款费率、人物、附录等部分组成。以序言开

篇，申宗明义，以概述接续，展示全貌;大事记为全书之经是志书的

纵贯线，综记大事、要事;经营管理、保险业务为志，是全书之纬，分

事详述;记载人物事迹、业绩，借以催人奋进;附录殿后收存珍贵资

料 F照片、图、表散见有关篇章中。

四、结构:篇、章、节三级结构，力求领属得当，上领下领得住，

下跟上跟得紧。

五、体例:按事物属性横分门类，以时为序纵述史实 g除概述及

各篇章的无题简述外，均重在记述，叙而不论，寓褒贬和观点于事

实记述之中。

六、断限 z上限自 1951 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本溪市支公司成

立，下限断至 1990 年，有的篇章因事而异上溯事物的发端，并适当

下延。



七、纪年 z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有的内容涉及清朝，在公元纽年

后括庄帝王年号，涉及民国纪年在公元纪年后括注民国年号。

八、文体 t采用语体文，叙事力求言简意贩、通俗质朴，使用汉

字、标点，以国家规定为准。

九、称谓:对上级机关名、本企业不同历史时期名、群众团体名

等，首次出现用全称括注简称;对人物名称一律直书其名和职务，

不加任何褒贬之词。

十、数字:以本单位统计机构核定的数据为准 z数字的书宇一

律用阿拉伯数字。

十一、人物: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本志只设主要领导人简介 F

市企司以上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 F高、中级专业人员表。

十二、资料:本志资料来源广泛，不一一注明出处，必须标明出

处的在行文中随文括注，不另加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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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修志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早在周代就有编史修

志之举，可谓源远流长。如果说春秋时所著的《尚书·禹贡篇》是方

志的雏形，那么西汉末期班固所著的《汉书·地理志、》问世，已把全

国性的详细的系统的区域志建树起来。宋元时期，使地方志的体裁

和形式日臻完备。明、清代，则是我国方志发展的兴盛时期。当时

的兴盛景象正如一部旧志序中所述..邑有邑志，卫有卫志，郡有郡

志，省有省志，合邑为郡，合郡为省，合省为天下。"民国为清之余

续，也有相当数量的志书问世。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修

志工作， 50 年代，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曾提出修

志倡议 ;60 年代初期国务院下达了《关于编写地方志工作的几点

意见))，但未及开展即遭十年内乱的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喜逢

盛世，举国上下，长城内外，众手修志，令人振奋。中国人民保险公

司本溪市分公司就是在这个喜人的盛世，组织力量编修本志的。

《本溪保险志》正式出版了，这是一项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继

往开来的文化建设大业。《本溪保险志》是第一部记述本溪市保险

事业历史兴衰起伏发展过程的专业志书，为我们了解和掌握本溪

市保险事业的历史与现状，指导和推动保险工作，将起到特有的

"补史之缺、参史之误、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的作用，并以其独有的

地方保险特色，与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直接的重

要的内在联系。因此，通过这本书，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促进本

溪市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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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具有重大意义。

本溪的保险业始于 20 世纪初叶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

主义入侵，利用保险工具掠夺中国的财富，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

以后，回门被打开。营口开港，其侵略势力逐渐扩大到营口、大连、

沈阳等地后，外商保险的势力逐渐扩大到本溪，可谓历史悠久。但

在解放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为外国资本家所垄断。尤其"九·一八"

事变后，东北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本溪的政治、经济一切

权力全部为日本控制，保险市场也为其独占。解放后创办的人民保

险事业亦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1958 年底，在"左"的思想影响

下，本溪市保险事业和全国各地一样，被迫撤销机构，国内保险业

宣告中止。直至 20 多年后的 1979 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恢

复国内保险业务 .1980 年 8 月 25 日正式恢复了本溪市保险公司，

尤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保险事业得到振兴和发展。

《本溪保险志》以比较翔实的资料，本着实事求是、详今略古、详异

略同的原则，记述了这一发展过程。前世不忘，后事之师。作为本

溪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本溪保险志>>.能够对全市当前和今后的保

险事业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这正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这本志书的编写工作是在辽宁省保险学会和市地方志办公室

的直接领导和具体指导下进行的。志书编写前经过广泛搜集资料，

加工整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实事

求是地追溯本溪市保险事业的变迁，注意详今略古，力求文约事

丰，言简意骸，最后编寨成书。其中有编写人员的辛勤努力，也有有

关单位、部门领导及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水平有限，加之有些资料尚不够完备，书中遗漏和偏颇在

所难免，希望各位专家、同仁，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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