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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溪市副市长王永义

编史修志，在我国已有悠久历史，自周秦以来，历代都把史志视为

。资治之书”、“辅政之书”、“博物之书”，主张“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

国者以志为鉴”。新中国成立以来，为继承和发扬我国修志的优良传

统，党和政府一直十分重视编繁新方志的工作。值此盛世，以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为准绳，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对

于思想教育、领导决策、工作参考、改革借鉴、史料辑存，其意义可谓大

矣，基于此目的，《本溪金融志》的编纂工作，经过《本溪金融志》编纂委

员会和编辑人员的同心协力，穷根溯源，广集资料，多方考证，辛勤笔

耕，终成此志。此乃本溪金融史之先河，亦是本溪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果实。

《本溪金融志》做为山城的一部珍贵文献，将日益显示出它的历史

价值和社会效益。这是利于当代，惠及后世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本溪现代金融业，始于本世纪初叶的20年代，距今已有74个春

秋的历史。日俄战争之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本溪开办本溪湖煤矿，

日资的银行和各式金融会社相继设立，为抵制外国金融资本的发展，

1921年1月，东三省官银号在本溪湖设立了东三省官银号本溪湖分

号，随之民族资本银行、民间金融机构相继出现，至1945年日本帝国

主义投降前，本溪金融业主要被日伪银行所控制，为日伪统治当局服

务。

“九三”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银行本溪支行成立，接

收了伪满洲中央银行本溪湖支店，在平抑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支援解

放战争的资金需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46年5月，国民党军

队占据本溪，随之，其中国银行沈阳市分行本溪办事处、交通银行本溪

办事处，私营的安东银行本溪分行相继成立。由于国民党政府政治腐



败，经济崩溃，物价暴涨，货币贬值，其在本溪的统治免强维持到1948

年10月。

1948年10月30日，本溪解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银行安东

省分行本溪支行(1951年6月改为中国人民银行本溪分行)于1948

年11月18日正式对外营业，并积极开展各项金融业务，对稳定物价、

安定人民生活、恢复本溪工农业生产，促进商品流通，发展国民经济起

到了重要作用。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全市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有了

新发展。人行本溪市分行成为本溪市货币发行，信贷结算、现金管理中
心，对恢复经济，发展生产起到重要作用。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至1989

年来的30多年里，本溪的金融业经历了不平凡的历程。在“一五”计划
时期，银行为适应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开办各种金融业务，有力

地支持了本溪的钢铁、煤炭、建材、冶金、机械、商业等各行业的发展，

为完成“一五”计划时期的经济发展目标作出了贡献。“大跃进”期间的
1958年，金融事业受到重挫。1960年以后，坚决贯彻“银行六条”，促进

了国民经济的调整。“文化大革命”时期，本溪的金融工作受到严重破

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适应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对金

融体制、资金管理、信贷及外汇管理、保险业务进行了改革，使金融事

业获得了前能末有的发展。1979年5月恢复了农行本溪市分行，1980

年8月重新组建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本溪分公司，1984年9月成立
了中国银行本溪分行，1985年．1月分设了中国工商银行本溪市分行，

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本溪市分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至1989年末，

已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以国家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

并存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几年来，这些金融机构，认真贯彻改革、开

放的方针，建立健全了金融市场，开拓了新的信用工具，加强了金融宏
观调控，改善了金融系统内部的经营管理，推动了金融改革，从而促进

了全市工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

编纂史志，目的在于‘‘资治、教化、存史”。《本溪金融志》以其丰富

的内容、翔实的资料，再现了本溪金融业的发展历程，必然起到总结历

史，服务现实，鉴戒未来的作用。不失为本溪金融业之“百科全书”。

值此《本溪金融志》出版之际，我代表全市人民，向为此志做出贡
献的同志，表示诚挚的敬意，并祝愿全市广大金融工作者鉴往知来，资

治开拓，再创本溪金融工作的新篇章。

199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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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溪金融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唐有民

《本溪金融志》始纂于1988年，全志分为13篇、15部类。《本溪金

融志》在本溪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指导和协助下，在本溪市金融界前辈

的关注和支持下，得到全市金融系统及有关部门专家及支持修志工作
的广大同志们的协助，历时6载，现已正式出版。

金融，包括两个主要范畴，即货币与信用。人类历史出现商品交换

以后，金融即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领域息息相关。对社会、

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将历史上的金融变迁和金融状况记载下来，使

之成为一部史实确凿、资料翔实、观点正确、体例完善的志书，不仅有

着资治、教化、存史的特殊功能，而且也是益于当代、惠及后世之大事，

更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意义。

本溪地区使用货币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境内出土的大量古钱

币中，有远在战国时期的燕、齐、赵、韩等诸侯国通用的刀币、布币；秦、

汉直至明、清均有不同数量的铸币、铜钱等出土和收藏。可见，本溪的

政治、经济、文化在历史上曾出现过繁盛时期。20世纪，金属货币逐渐

退出历史舞台，民国以后，开始通行纸币，当时旧中国统治者的不同政

权集团和一些外国银行印发的各类票券、种类较多。新中国成立以后，

1951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发行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

实现了货币统一，从而结束了中国有史以来一直混乱的货币市场。

在本溪境内，最早出现的金融机构是始建于1814年(清嘉庆十九

年)的广和当、仁义当、法源当、万流当、天元当，距今已有180年的历

史；最早出现的钱桌是开业于1912年(民国元年)的苗钱桌。现代银行

的出现，是1921年(民国10年)，由东三省官银号在本溪湖设立的东

三省官银号本溪湖分号，当时，正值日本大仓财阀与清政府合办本溪
煤铁公司的兴旺之际，距今已有74个春秋，在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

本溪的金融业经历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殖民地和社会主义不同的历史



时期，各个历史时期的金融机构都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体现着不同

的阶级性和不同的服务方向。

1948年本溪解放后，建立起了人民的金融机构。在党、政机关的

领导下，坚持以恪守信用、竭诚服务为宗旨，全心全意为本溪的社会发

展和经济建设服务，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

改革的不断深化，本溪金融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已形成了以中国

人民银行本溪市分行为领导，各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

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本溪金融志》，把本溪人民建设和发展金融事

业的历史经验教训和光辉成就记载下来，把大量历史资料辑存起来，

载入史册，使《本溪金融志》成为一部研究本溪经济、金融的工具书，是

向金融战线广大职工进行传统教育的基本教材。

我们编修《本溪金融志》，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

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中共中
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本着实事求是和

略古祥今的原则，使志书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在内容

上做到门类齐全、重点突出、贯通古今、立足当代，真实地记述了本溪

金融事业的发展历程；在体例上采取横排竖写、纵横结合，以横为主；

在结构上采取篇、章、节的形式，对各金融机构按照统一完整的体系进

行记述。

纂修《本溪金融志》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编纂过程中，始终

得到各级党、政领导和各级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许多单位和部门以

及热心关注和支持修志工作的人员积极为我们提供历史和现实资料，

在总纂合成过程中，得到本溪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审室主任郑全忠同志

的全力支持和帮助，在《本溪金融志》出版之际，特向为修志而辛勤劳

动、精心著述的全体纂修人员表示感谢!向积极为《本溪金融志》提供

资料的单位和部门表示感谢!向热心支持修志工作的各级领导及同志

们表示感谢l

诚然，成志之际，因时间仓促，加之纂修人员水平所限，疏漏之处

在所难免，敬请各界人士批评指正。

《本溪金融志》的出版发行，是本溪金融界的一件喜事，将鼓舞本

溪金融系统广大职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衷心希望本溪市金融系统的广大干部和职工认真汲取历史

经验，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为发展本溪的金融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1

1995年5月



凡 例

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力求用新观点、新材料、

新方法编纂具有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专业性相统一的专业志。

二、坚持实事求是和经世致用的原则．，客观地记载本溪地区金融、

保险事业产生、发展的兴衰起伏历程和经验教训，旨在为领导决策提

供借鉴和根据；对金融战线广大职工进行专业知识和传统教育提供素

材。

三、本志的内容由序言、概述、大事记、专业志、人物、附录等部类

组成。以序言开篇，阐宗明义；概述接续，概全貌述特点；大事记为全志

之经，综记大事要事；各专业志为全书之纬，分类记事；人物以英模名

’录为主，激励今人，名垂后世；附录殿后，收存资料；图表散见于各有关

。章节之中。
一

四、本志除概述、大事记外，设13篇，各篇为篇、章、节、目四级结

构。

五、本志的各专业志均采取横分门类、以类系事、纵述史实、横陈

现状、纵横结合、宜纵则纵、宜横则横、以横为主的体例。

六、本志上限为事物的发端，下限断至1989年末。

七、本志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如所记史实时间久远涉及历史纪年，

将历史纪年以括注方式处理。

八、本志除概述篇及各篇章无题简述外，均重在记述、叙而不论，

寓观点于事实记述之中；叙事力求言简意赅、通俗质朴，使用汉字、标

点以国家规定为准。 ’

九、对单位、部门的称谓首次出现用全称括注简称，对人物名称一
律直书其名不加任何褒贬之词。

十、本志使用数据以国家统计部门及本单位统计机构核定的数据

为准；数字的书写按国家《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十一、本志资料来源广泛，在行文中不一一注明出处，如需标明出

处的在记述史实过程中随文表述，不另加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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