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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丁世发

<沈阳商会志>的编纂与出版，填补了沈阳商会(沈阳市工商业联合会)史

的空白。这部<商会志>客观历史地记述了沈阳商会组织成立、发展一百三十

余年的历史，为各界人士，特别是工商界人士了解沈阳商会的过去和现在，提

供了一部很好的志书。

<沈阳商会志>记述了沈阳市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

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历程；反映了从旧商会到工商业联合会的活动史实；撰

写了工商界知名人士为振兴中华和祖国四化而献身的精神及其业绩；介绍了

重点行业的演变概略。使我们从中看到，解放前工商业者艰苦创业，惨淡经营

的历史。同时也反映出工商业者对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沈阳

解放后工商业获得新生得到蓬勃发展，广大工商业者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感

召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为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作出了新贡献。

几十年来，市工商联在党的领导下，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

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纵观沈阳商会的发展，既有顺利，

又有曲折，认真回顾历史，吸取经验教训，可增强工作的科学性，减少盲目性；

对于青年一代了解过去，知道现在，展示未来，启迪爱国主义思想觉悟，从而更

加珍惜今天，努力为明天奋斗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撰写<商会志>，不仅为沈阳市近现代工商业经济研究提供资料，同时也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希望工商

联的广大成员，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认真执行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

策，继续发挥工商界人士几十年所形成的与党长期合作，同舟共济的优良传

统。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发挥自身的优势，发展经济，为实现沈阳“一高两大两

化”(高科技、大生产、大流通、国际化、现代化)战略目标作出更大的贡献。

<沈阳商会志>的问世，是关心沈阳商会历史的各级领导同志和工商界人

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是资料征集和编纂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晶。值此，请向他们

表示衷心祝贺。



凡 例

一、《沈阳商会志》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思想，以史实为依

据，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沈阳商会(沈阳市工商业联合会)的历史和现

状。

二、本志采用条目结构，依次为分目、条目、子目、细目。主要分

目有：组织沿革、主要活动、大事记、人物。

三、记述的时间，上限为1862年(清同治元年)，下限为1995

年，重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四、本志关于商会活动的记述，分四个历史时期。其中“解放后

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是指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到1952年

末；“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是指1953年到1966年；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是指1977年12月，中共沈阳市委批

准市工商联恢复活动至1995年末。



／ 出版说明

／ I 、

十、沈阳地方商会组织自建立以来长期称做商会。沈阳解放后

商会组织改称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工商联)。工商联亦是“对内对外

的尉间商会”。为适应对外开放需要，1990年9月，经沈阳市政府

批准，沈阳市工商联同时称沈阳市总商会。商会是沈阳民间工商业

组织的统称，故本志定名为《沈阳商会志》o

／ 二、本志的组织沿革分志，在列述市工商联各届委员会的执委、

常委、正副会长(主委)、正副秘书长名单中，凡是常委或正副会长

／(主委)、正副秘书长的，在执委名单中不重复出现。对区县(市)工

／商联，只列到正、副会长(主委)和秘书长。 ／

／ 三、本志商会活动分志重点记述市工商联的活动，对区县(市)

工商联，只分述组织沿革，不记述其活动。

四、本志在记述上，力求大事突出，要事不漏，尽量做到有首有

尾。 ，

五、商会人物分志的市工商联历届领导人及工商界知名人士的

生平事迹，采用生者I；A简介、已故者以传略形式，以示区别。受资料

收集的限制，未尽详确之处在所难免，切盼有关亲朋故旧惠予指教。

氏、本志编纂工作始于1995年6月，1997年7月完成审评，根

据审评意见，进行补充修改，于1997年11月最后定稿。

f七、本志卷首彩照50幅，文内黑白照片119幅o

／ ：



彪 日 商会志

题



会◆受觅固



10月，国家副主席、原全国工商联主席荣毅仁(左一

亡．商联主席经叔平在全国工商联招待会上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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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862—1913年，盛京省璃



P 1y6Z下／，j．Z目

工商联副主席孙起孟

f右三J在沈阳视察时

同省、市工商联负责

人合影

△1956年，全国工商联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全体委员

合影，全国工商联主席陈叔通(前排右五J、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巩天

民(前排右四)



△1990年，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张全列席中善

q】995年．

宁省委副书

阳市委书记

f前左三)碜

联会员企业

发集团举办

活动





q 1994．

商联召，

代表大≤

委副书毛

出席大≤

大会主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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