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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
在盛世修志的年代，我们在旅顺口区地志办和市分行史

志办的指导下，经过资料搜集，核实和整理，终于完成了旅

顺金融志的编写工作，这是建国以来，银行在文化建没方面

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

旅顺地处辽东半岛的最南端，是举世瞩目的战略要地．

它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对日

作战的三次战争。解放前俄日统治时期，金融事业发展较

早，对城乡经济发展起到一定作用。1945年8月22日苏军进

驻旅顺后，即没立了随军银行，接收了日伪时期的银行和金

融组合等。当时地方政府着重银行建设，按着不同的历史时

期设立了银行机构，按排人员，开展业务，进行了币制改

革。建国后，银行和信用社在国民经济中地位更为突出．银

行通过国家发行货币，开展存款，发放贷款，组织结算，加

强现金管理，代理财政金库，开办信息等工作，对国民经济

的发展，城乡建设，按排人民生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进

入“四化l’建设时期，银行在管理经济，改革、开放中起着

经济杠杆作用．为总结历史的经验，找出银行工作为“四

化”建设服务的规津，我们编写了这部金融志，使它能够起

到专志作用．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

地反映旅顺地区的金融面貌，通过记述、讲明银行取得的成

就．从金融事业方面体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样一个真理。我们本着详

今略古．立足于当代的原则，力求观点正确，资料史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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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完备，语言通顺，特点突出。但是，由于我们的理论、业

务、写作水平所限，以及资料不全，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

诚恳地请求领导和同志们给予批评指正。

我们在征集资料和编写中，得到吉林省、黑龙江省、大

连市分行史志办，省、市、区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及有

关老干部、老同行和知情者的热情帮助和支持．在此表示感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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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人民银行为主，包括农业，工商、建设银

行，信用合作社、保险公司。

二、本志以两个阶段，即解放前和解放后，以事分类，

以时记述，横排竖写，以志为主，图、表、录，照片几种表

现形式。 、

三、本志上限起自1881年，下限至1985年底，采用公元

记年，凡是年代、金额、计量等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四、本志分为章、节，目三个层次。凡是历年所发生的

重大事件，有记载价值的都列入史册，特别是解放后和建国

以来的各个时期．银行活动为重点，充分体现了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银行为旅蹶地区发展商品经济所起的重要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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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旅顺是世界闻名的军事要地，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黄

海渤海交界处的老铁山脚下，是农、工、商、副业等全面发

展的地区，金融事业担负着重要职责。

旅顺历史悠久，地势险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被称

为“京津之咽喉”，曾发生过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更重

要的是气侯适宜，冬暖夏凉，是个美好的游览圣地。

据历史记载；在原始社会，人们以物物交换，换取自己

所需物品，进入殷商时代，随着商业的发达，即以“贝”作

为货币，春秋战国后，社会出现布币、刀币流通，至秦始皇

统一了全国货币，从唐朝开始，以年号铸币，(制钱)直到

清朝，清光绪年间开始铸造流通铜元和银元。1881年在旅顺

口设立银号。1898年7月成立华俄道胜银行旅顺支店，1901

年改称旅顺分行。十九世纪末叶，沙俄发行“羌贴”，币种

有：罗曼诺夫票、克林斯基票、鄂木斯克票、至1920年该币

停止使用．

1 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取代统治旅顺地区后，当时

由于军费开支，日本政府发行军用票l亿9千万元，投放在

东北境内。从1905年开始，旅顺先后建立了横滨正金、正

隆、龙口、朝鲜、旅顺银行和满洲兴业银行旅顺支店，以后

又建立股份公司等形式的金融企业8个单位，到1945年8月

15日，日本宣告投降为止，在这个期间，这些金融机关，为

日本侵略东北，在经济上的支持起到关键作用．

1 945年8月22 El，苏军进驻旅顺后接收金融机关，并建

立了随军银行，苏联红军司令部发行红军票。1946年建立了大



连银行，后改称关东银行，发行关东币．当时由于国民党封

锁旅大，使物价上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与东

北银行合并，改用东北流通券，1 951年又改称中国人民银

行，又兑换人民币(旧币)收回东北流通券。1955年3月又

发行新版人民币，收回旧人民币。人民币的发行实现了我国

货币的统一，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信懒。

从1881年光绪年代，旅顺建立了海军港口，并修建大

坞，到俄帝修建中东铁路，以及日本侵占旅顺后，经济地位

发生了变化，有了工厂、商店，这时的金融事业也得到迅速

发展，除上述列举的银行外，本地区中国人先启开设当铺业

25家、钱庄业7'家，日本人开设的21家经营信用业务，通

过旧社会银钱业办理存、放、汇款业务，为工厂、商店、个

人调济资金余缺，有利于生产和经营，尤其对本地区手工业

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特别是金融组合的建立，对农村的经

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1945年祖国光复后，旅顺口为苏军接管，经济发展缓

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土改和供销社集体经济

的建立，农村信用社对农、渔民开办了信用贷款，扶持贫民

发展生产，这个期间城乡分为两个部分，有国家银行和集体

所有制的信用社，信用社实行群众投资入股，盈余分红等制

度。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银行在城乡大力吸收社会闲散资

金。组织货币回笼，稳定市场物价，开办了各种储蓄和保险

事业，同时发放各种贷款，帮助私人企业迅速恢复生产和经

营，支持城乡互助合作生产的发展，搞好经营，增加收入．

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银行执行国家的现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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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把分散各单位的现金，由银行统一管理，集中凋拨，从

资金上支持财政和贸易，迅速实现了财政收入，现金收支和

物资调拨三大平衡，很快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金融物

价，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奠定基础，使银行真正成为现金、

结算、信贷三大中心。

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后，银行在城镇、农村普遍设了储

蓄机构，广泛开展各项储蓄，为广大居民服务，为国家建设

筹集了大量资金。银行的信贷任务，主要是支持国营工业、

交通和商业的发展，促进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加快国家工业化的步伐。通过贯彻“统筹兼顾、全面按排，

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发放贷款，支持国营经济的

发展，促进了个体手工业、商业、服务行业走合作化道路。

对私营工商业通过管紧贷款，促使其接受改造，过渡到公私

合营。

1958年后，在“左”的错误影响下，国民经济发展违背

了客观经济规律，盲目追求高速度、大指标。银行工作出现

了只讲服务，不讲监督的倾向，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受到破

坏，信贷资金失去控制，盲目支持了重工业的发展，加剧了

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给银行内部工作也造成混乱。I 962年

国家凋正了计划经济，贯彻“农、轻、重”的方针，银行坚

决执行了中央对银行工作的“六条”决定，严格控制货币投

放，大力组织货币回笼，恢复了会计结算制度，再次加强了

现金管理，使金融物价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进

入正常轨道。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严重

破坏，给国家造成灾难，社会上搞帮派组织，出现了停工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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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使经建设遭到破坏，银行货币发行过多，市场商品缺

少，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

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并制订了“四化”建设的宏伟目

标，在新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全党必须十分重

视提高银行的作用，努力学会用银行的经济手段，促进国民

经济的高速发展”．从此，银行工作进入了新时期，并始由

单纯按行政方法办事，转变为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吃大

锅饭，不讲经济效果的经济方法，转变为实行现代化的企业

管理。银行的信贷管理体制也有所改进，执行“区别对待，

择优扶持”的信贷原则，重点支持农业、轻纺工业、建材工

业和出口商品的生产以及支持利技事业的发展，几年来收到

良好效果。同时，再次加强现金管理，大力组织货币回笼。

城乡居民的收入在增多，储蓄存款不断增长，群众的生活有

了显著的改善。

银行从1946年建立到1985年止，前后经历40年的时间，

随着形势的发展，银行的名称也在不断的更改，在经济发展

的大好形势下，人民银行和各专业银行的任务更加繁重，日

均业务量由几百笔增加到上万笔，机构和人员也逐渐扩大、增

多。为提高干部素质，组织了各种学习和培训，使职工的文

化和业务水平不断提高，以适银行的工作需要。银行在整顿的

基础上进行了职称的评定，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同时每年都参加上级组织的业务比赛，取得了较好的名次．

每年被评定出省，市．区、本行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充分发

挥银行干部在“四化”建设中的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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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大 事 记

清、俄、日时期

(1881—1 945)
1 881年(光绪七年)1 o月，组建工程局．统管旅顺港

口、船坞等建设工程，下设银号。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7r月，设立华俄道胜银行旅顺

支店，1 901年改称旅噘分行。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4月，日本设立横滨正金银行

旅顺口办事处后改支店。至1917年1 2月停止营业。

1 91 1年(宣统三年)5月，日本设立正隆银行旅顺支

店，1936年1 2Y]并入满洲兴业银行旅顺支店。

1917年(大正六年)1 1月，设』立龙f_i银行旅顺支店，

1 924年8月休业，1 925年1 1月并入正隆银行。

1 917年(大正六年)6月1日，设立朝鲜银行旅顺支

店，至1 945年8月22日关闭。

1 918年(大正七年)6月1日，设立旅顺银行，于1 923

年与龙口银行合并。

l 924年(大正十三年)5月I 1日，设立旅顺会屯金融组

合，1938年8月改称旅顺第二金融组合，至1 945年8月22日停

业。

1927年(昭和二年)9月7日，设立旅顷无尽株式会社

(扒会)至1 934年1 2月停业．

1928年(昭和j年)1{月1 3日，设藏梭顺金融组合，

1938年8月改称旅顺第一金融组合，至1945年8月22日停业。

1937年(昭和十二年)1月1日，设立满洲兴业银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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