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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大连市分行成立于一九五四

年，是管理固定资产投资的国家专业银行，包括建行

成立之前的从事基建拨贷款的专业银行机构，大连建

行实际上已经过去了三十七个春秋。三十七年来，在

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几经曲折

发展状大，已经成为筹措、融通、供应和管理建设资

金以长期信用为主，遍及全市的金融机构。纵观大连

建行三十七年的历史，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诚然，三十七年来，有成

功的经验，也发生过挫折和失误，三十七年的经验和

教训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从中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

示。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更好地为大连经济建设服

务。根据党中央、省、市委关于编纂地方志工作指示

精神和市委，市政府(1984)3号文件的通知要求，我们

组织建行有关同志，从实际出发，在搜集资料、调查

研究的基础上，对大连建行管理固定资产投资的历史

经验做出系统地分析与总结，从中找出工作的客观规

律。为科学地制订建行发展战略目标提供参考依据，



我们编辑出版了这本《大连建行志》。这是一项很有

价值，很有意义的工作。它对于培养干部．传授固定

资产投资管理知识，将是一部有益的教科书。同时对

于抢救和积累珍贵的历史资料，推进金融事业发展史

的研究，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今年是我国进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

计划的第三年，大连建行将继续管好固定资产投资资

金，支持国家的重点项目建设和企业的技术改造。在

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引下，我行的对外业务也在逐步

发展，开办了直接外汇存、贷款业务，支持出口创汇

企业的发展。在金融体制改革中，推进市场机制，活

跃金融市场并逐步实现银行企业化管理。面对现实，

任重道远。我相信， 《大连建行志》的出版，将增强

全行职工和基本建设战线的财务管理干部实现党的

“十三大，，提出改革、开放战略目标的信心，为振兴

大连做出应有的贡献。

李早航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凡 例

一、《大连建行志》是一部以建设银行大连市分

行的业务演变为主线，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大连地区

建国后三十七年来基本建设拨贷款及其财务管理活动

的专业性志书。编写宗旨是力图为各级领导机关科学

决策和事业规划提供翔实的历史资料，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服务o ．

二、本志书共12个部分62个条目。断限时间：上

限一九五一年，下限一九八七年。

三，本志书从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的实际出

发，以类系事，横排纵写。采用以志为主，志、记、

图、表并用的综合体裁。

四、本志书从全市建行系统范围取材，所写内容

多数包括所辖各县区支行、营业部、投资银行、投资

公司等部门的资料。

五、本志书资料，主要取之档案材料和各县区支

行、处、室提供的文件资料。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

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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