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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展现在世人面前的这部《黑河海关志》，是诸多同志历时一年不懈

努力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o《黑河海关志》的问世，为瑷珲海关建

关90周年和黑河海关恢复建关14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黑河海关是我国最北部的一个海关，也是建关历史较长的一个海

关：黑河海关之前身是瑷珲海关，始建于1909年，关址设在举世闻名

的《瑷珲条约》签订地o 90年来，黑河海关饱经沧桑，经历了洋人帮办、

日伪强占及新中国海关三个兴衰起伏的历史阶段，经历了四次开关、三

次闭关和四次易名的不寻常历程。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开了中华民族

长期闭关锁国的大门，迎来了共和国姹紫嫣红的春天。黑河海关恢复

建关14年来，黑河这片北疆沃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海关各项工

作得到了长足发展，成为自瑷珲海关成立以来三部曲中最辉煌的乐章。

黑河海关的关员们心中铭记着党和国家的重托，顶酷暑，战严寒，忠诚

守护着祖国北疆的经济大门，热情为客户和进出境人员服务，创造出第

一流的工作业绩，书写着光照华夏的历史诗篇。面临世纪之交的黑河

海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激流中，正信心百倍地奔向21

世纪o
’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o

《黑河海关志》仅一年而集成，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尤其是原黑河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黑河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

主任、副编审王登明同志自始至终参与搜集资料、编纂和指导，在此谨

表深深的谢意o

《黑河海关志》的成书，是黑河海关史上的一次创举。今观此书，收

罗广备、著录详实、实事求是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基本反映了本关的历

史、现状以及各项事业的概貌，不失为一部较好的志书。它既是对瑷珲

海关、黑河海关历史的总结，也为后人留下可资借鉴的史料；它不仅可

续补中国海关志目及黑河地方志目之遗缺，也是教育当代、惠及子孙的

一部好的乡土教材，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是地方的一

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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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重要文化建设，对“资治、存史、教化”定有所裨益，故为之序。

由于搜集和掌握的史料不全，又受编纂时间和水平所限，不足之处
在所难免，敬请指教。

一九九九年五月一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上限起于1909年瑷珲分关建立之时，下限止于1998年。

为说明背景情况，大事记及有关章节作了适当上溯与下延。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采用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横排纵

述的方法，客观翔实地记叙黑河海关的历史与现状。

三、本志采用志、记、图、表、录、影(照片)等体裁，以志为主体。志

首设序言、凡例、概述，志尾设本志编纂始末。为使层次清楚，志的主体

部分设章、节、目、子目四级标题。

四、本志为海关专业志，注意突出专业特点及地方特点。为揭示科

技、行政与业务的相互作用，增设“科技设备和应用"与“行政管理"两

章。为展示本关“两个文明一齐抓"，创建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增设了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专章。历史上曾为海关兼办，而今又不属海

关的业务，如航运以及与之相关的港站等，也另设专章表述，以概其全

貌。

五、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关总署档案馆、

黑龙江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河市档案馆的600余卷档案，以及

一批资料书刊、核准的口碑，需引处比比皆是，个别处加了夹注及页下

注，而多处未能一一标明出处，故筛选重要历史文献、资料书刊附于志

末。历史文献中竖版改为横版，多数繁体字改为简化字，并加圈点，其

他保持原貌。

六、本志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必要处加注历史年号。纪数采用阿拉

伯数字，5位以上数字采用国际通用的3位分节法。

七、本志中各种计量及货币单位，建国前的保持原貌，必要处加注

释，建国后以法定计量单位为准。附图为历史原图。

八、本志《大事记》采用日不清者记于月末，月不清者记于年末的编

纂方法，用△号的条目，表示与上条时间相同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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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1)

概述⋯⋯⋯⋯⋯⋯⋯⋯⋯⋯⋯⋯⋯⋯⋯⋯⋯⋯⋯⋯⋯⋯一⋯⋯⋯⋯⋯⋯⋯⋯⋯⋯⋯·(60)

第一章建制⋯⋯⋯⋯⋯⋯⋯⋯⋯⋯⋯⋯⋯⋯⋯⋯⋯⋯⋯⋯⋯⋯(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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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关背景⋯⋯⋯⋯⋯⋯⋯⋯⋯⋯⋯⋯⋯⋯⋯⋯⋯⋯⋯⋯⋯⋯⋯⋯⋯⋯⋯⋯(69)

2．分关建立⋯⋯⋯⋯⋯⋯⋯⋯⋯⋯⋯⋯⋯⋯⋯⋯⋯⋯⋯⋯⋯⋯·o oi o·．．o o**,(70)

3．本关演变⋯⋯⋯⋯⋯⋯⋯⋯_⋯．．．⋯⋯⋯⋯⋯⋯⋯⋯⋯⋯⋯⋯⋯⋯⋯⋯⋯(71)

二、瑷珲海关监督公署⋯⋯⋯⋯⋯⋯⋯⋯⋯⋯⋯⋯⋯⋯⋯⋯⋯⋯⋯⋯⋯⋯⋯(72)

、三、瑷珲海关税务司署⋯⋯⋯⋯⋯⋯⋯⋯⋯⋯⋯⋯⋯⋯⋯⋯⋯⋯⋯··0．0 O 0··(74)

四、所辖分卡⋯⋯⋯⋯⋯⋯⋯⋯⋯⋯⋯⋯⋯⋯⋯⋯⋯⋯⋯⋯⋯⋯⋯⋯⋯⋯⋯(77)

．1．大黑河分卡⋯⋯⋯⋯⋯一⋯⋯⋯⋯⋯⋯⋯⋯⋯⋯⋯⋯．．．⋯⋯⋯⋯⋯．⋯⋯⋯(77)

： 2．陡沟子分卡⋯⋯⋯．．．⋯⋯⋯⋯⋯⋯⋯⋯⋯⋯⋯⋯一⋯⋯⋯⋯⋯⋯⋯⋯⋯⋯·(77)

3．梁家屯分卡⋯⋯⋯⋯⋯⋯⋯⋯⋯⋯⋯⋯⋯⋯⋯⋯⋯⋯⋯．．．⋯⋯⋯⋯⋯⋯⋯(78)

’‘一4．小黑河分卡⋯⋯⋯⋯⋯⋯⋯⋯⋯⋯⋯⋯⋯⋯⋯⋯⋯⋯⋯⋯⋯⋯⋯⋯⋯⋯⋯(79)

5．卧牛河分卡⋯⋯⋯⋯⋯⋯⋯⋯⋯⋯⋯⋯⋯⋯⋯⋯⋯⋯⋯⋯⋯⋯⋯⋯⋯⋯⋯(80)

6．瑷珲分卡⋯⋯⋯⋯⋯⋯⋯⋯⋯⋯⋯⋯⋯⋯⋯⋯⋯⋯⋯⋯⋯⋯⋯⋯⋯⋯⋯⋯(81)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黑河海关⋯⋯⋯⋯⋯⋯⋯⋯⋯⋯⋯⋯⋯⋯⋯⋯·(81)

一、沿革⋯⋯⋯⋯⋯⋯⋯⋯⋯⋯⋯⋯⋯⋯⋯⋯⋯⋯⋯⋯⋯⋯⋯⋯⋯⋯⋯⋯⋯⋯(81)

二、内设机构⋯⋯⋯⋯⋯⋯⋯⋯⋯⋯⋯⋯⋯⋯⋯⋯⋯⋯⋯⋯⋯⋯⋯⋯⋯⋯⋯(86)

三、分支机构⋯⋯⋯一⋯⋯⋯⋯⋯⋯⋯⋯⋯⋯⋯⋯⋯⋯⋯⋯⋯⋯⋯⋯⋯⋯⋯·(91)
’

1．逊克海关⋯⋯⋯⋯⋯⋯⋯⋯⋯⋯⋯⋯⋯⋯⋯⋯⋯⋯⋯⋯⋯⋯⋯⋯⋯一⋯⋯(91)

2．嘉荫海关⋯⋯⋯⋯⋯⋯⋯⋯⋯⋯⋯⋯⋯⋯⋯⋯⋯⋯⋯⋯⋯⋯⋯⋯⋯⋯⋯⋯(92)

四、党团工会⋯⋯⋯⋯⋯⋯⋯⋯⋯⋯⋯⋯⋯⋯⋯⋯⋯⋯⋯⋯⋯⋯⋯⋯⋯⋯⋯(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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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货物⋯⋯⋯⋯⋯⋯⋯⋯⋯⋯⋯⋯⋯⋯⋯⋯⋯⋯⋯⋯⋯⋯⋯⋯⋯⋯·(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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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间互市贸易货物⋯⋯⋯⋯⋯⋯⋯⋯⋯⋯⋯⋯⋯⋯⋯⋯⋯⋯⋯⋯⋯⋯(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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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128)

1．边境经济合作区贸易货物⋯⋯⋯⋯⋯⋯⋯⋯⋯⋯⋯⋯⋯⋯⋯⋯⋯⋯⋯⋯(128)

2．外商投资企业货物⋯⋯⋯⋯⋯⋯⋯⋯⋯⋯⋯⋯⋯⋯⋯⋯⋯⋯⋯⋯⋯⋯⋯(130)

3．“三来-*b”贸易货物⋯⋯⋯⋯⋯⋯⋯⋯⋯⋯⋯⋯⋯⋯⋯⋯⋯⋯⋯⋯⋯⋯⋯(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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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车辆⋯⋯⋯⋯⋯⋯⋯⋯⋯⋯⋯⋯⋯⋯⋯⋯⋯⋯⋯⋯⋯⋯⋯⋯⋯⋯⋯⋯⋯(150)

’．三、航空器⋯⋯⋯⋯⋯⋯⋯⋯⋯⋯⋯⋯⋯⋯⋯⋯⋯⋯⋯⋯⋯⋯⋯⋯⋯⋯⋯⋯(155)

四、轮渡运输⋯⋯⋯⋯⋯⋯⋯⋯⋯⋯⋯⋯⋯⋯⋯⋯⋯⋯⋯⋯⋯⋯⋯⋯⋯⋯⋯(156)
’ 五、其他⋯⋯⋯⋯⋯⋯⋯⋯⋯⋯⋯⋯⋯⋯⋯⋯⋯⋯⋯⋯⋯⋯⋯⋯⋯⋯⋯⋯⋯(158)

1．马车、爬犁⋯⋯⋯⋯⋯⋯“⋯⋯⋯⋯⋯⋯⋯⋯⋯⋯⋯⋯⋯⋯⋯⋯⋯⋯⋯⋯·(158)

2．集装箱⋯⋯⋯⋯⋯⋯⋯⋯⋯⋯⋯⋯⋯⋯⋯⋯⋯⋯⋯⋯⋯⋯⋯⋯⋯⋯⋯⋯(160)

3．国际输电线路⋯⋯⋯⋯⋯⋯⋯⋯⋯⋯⋯⋯⋯⋯⋯⋯⋯⋯⋯⋯⋯⋯⋯⋯⋯(1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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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905—1998年)

●‘

，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 。．

_， E’
』

12月22日 《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之附约规定，在东北的
瑷珲等16个地方对外开埠通商o ．

十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7月8日 中俄签订《北满洲税关章程》，规定中东铁路在中俄交

界处中国地设立税关。清廷在准予铁路交界处设立税关的同时，允准

陆路贸易通道齐齐哈尔及瑷珲设立税关o ?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

7月’瑷珲副都统遵照黑龙江省及总税务司署关于拟在瑷珲设立

海关并要备好办公用房的通知，即租赁瑷珲城东门外青阳街临江码头

楼房1座，与房主惠恩堂(商号)议妥上下楼3间，每月租价羌洋(俄币)
60吊o’

‘‘

1909年(清宣统元年) ；

2月19日 中俄签订《互订代寄邮件章程》，规定中俄间经常性互

交的邮件，不论平常，挂号包裹或零散信件、明信片、印刷品、货样贸易

契约均按既定办法迅速转寄o

7月1日 哈尔滨、三姓、拉哈苏苏三地早瑷珲1个月先行设关o

7月14日。《瑷珲分关暂行试办章程》经总税务司署及清廷税务

处批准试行，由哈尔滨海关税务司葛诺发对外公布，晓喻华洋商界周知

并遵照执行。本《章程》分船只、税钞两项，船只11条，税钞12条，并规
定在大黑河、陡沟子、梁家屯等地设立分卡o

+

8月1日‘哈尔滨海关瑷珲分关在瑷珲正式开关，由哈尔滨海关

税务司葛诺发兼任本关帮办o‘ ．

‘是年7瑷珲分关监管进出口货物值关平银7，966两(其中进口



4，449两，出口3，517两)。监管国内其他通商口岸进入本口岸货物值

关平银811，486两。监管进出境船舶123艘(次)，船舶吨位15，030

吨。征收关税关平银20，251两o

1910年(清宣统二年)

是年 瑷珲分关监管进出口货物值关平银27，943两(其中进12

18，473两，出12 9，470两)，监管国内其他通商12岸进入本口岸货物值

关平银2，070，648两，由本12岸发往其他12岸的货物值关平银15，778

两。监管进出境船舶968艘次，船舶吨位162，250吨。监管进出境人

员16，133人次，其中进境5，689人次，出境10，444人次。征收关税关

。平银62，911两o ，。

， 1911年(清宣统三年)

3月 瑷珲分关从瑷珲移设于大黑河，仍隶属于哈尔滨海关。原

瑷珲之分关改为分卡o 。i 、

是年 瑷珲分关监管进出口货物值关平银164，023两，其中进12

94，601两，出12 69，422两。监管国内其他通商12岸进入本口岸货物

值关平银2，392，604两，由本口岸运往其他口岸货物值关平银7，620

两。监管进出境船舶854艘次，船舶吨位157，538吨。监管进出境人

员16，746人次，其中进境7，290人次，出境9，456人次。征收关税关

平银58，153两。

’1912年(民国元年)
_

是年 俄政府强行要求黑河、瑷珲人民过境小票加贴俄海关发行

之印花税票，每份75戈比，每票只准过江1次，3日有效。此规定遭到

黑河、瑷珲人民强烈反对。后俄方取消了小票加贴印花税票的要求，改

为华人长年在俄从事劳作的发给大照，俄方收费2卢布25戈比，限期
“

1年，临时赴俄的收75戈比。
”

一一

△ 瑷珲分关监管进出口货物值关平银432，753两，其中进12

301，901两，出12 130，852两。监管国内其他通商口岸进入本口岸货

物值关平银3，441，191两，由本岸运往其他口岸货物值关平银100，167

}一两。监管进出境船舶1，184艘次，船舶吨位292，138吨。监管进出境



大事记

人员54，453人次，其中进境25，020人次，出境29，433人次。征收关

税关平银74，828两o ：

1913年【民国二年)

1月14日 沙俄政府废止阿穆尔省及后贝加尔中俄边界50俄里

(100华里)进12货物免税条例。
1’

是年 瑷珲分关监管进出12货物值关平银478，949两，其中进口

价值290，282两，出12值188，667两。监管国内其他口岸进入本口岸

货物值关平银3，478，358两，由本口岸运往其他口岸货物值关平银

24，351两。监管进出境船舶1，056艘次，船舶吨位286，094吨。监管

进出境人员52，341人次，其中进境28，011人次，出境24，330人次。

征收关税关平银68，976两。一 。’ 。，

1914年【民国三年) 一

8月 鉴于俄方已取消边境百里不纳税的决定，华方遂于本月亦

取消百里自由贸易的规定o①一
’+

，

是年 瑷珲分关监管进出12货物值关平银554，860两，其中进口

296，844两，出口258，016两。监管国内其他口岸进入本口岸货物值

关平银3，339，078两，由本口岸运往其他口岸货物值关平银49，056

两。监管进出境船舶8，605艘次，船舶吨位454，883吨。监管进出境

人员55，525人次，其中进境25，949人次，出境29，576人次。征收关

税关平银58，795两o ：．

：
⋯ 1915年【民国四年) ， ～

是年 根据《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第14条规定，对俄国人家用、船。

用之物品，只要有本国领事签印作证，均可免税o
△ 瑷珲分关监管进出口货物值关平银281，583两，其中进口

146，200两，出口135，383两。监管国内其他12岸进入本口岸货物值

关平银2，898，639两，由本12岸运往其他口岸货物值关平银188，916

两。监管进出境船舶6，577艘次，船舶吨位433，727吨。监管进出境

① 引自《中华民国十三年瑷珲口岸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

’



人员69，611人次，其中进境37，744人次，出境31，867人次。征收

税关平银39，958两o

1916年(民国五年)
-

5月21日 中俄两国政府签订《北满若干地区禁卖酒精协定》

月9日实行。本关对缉获私运酒精人员以及“发觉人"均按酒价

1／10给予奖赏，有眼线者按3／10给予奖赏o
’

j

是年 瑷珲分关监管进出12货物值关平银249，316两，其中进

130，189两，出口119，127两。监管国内其他12岸进入本12岸货物

关平银2，347，016两，由本口岸运往其他12岸货物值关平银294，2

两。监管进出境船舶4，987艘次，船舶吨位335，252吨。监管进出

人员66，286人次，其中进境35，215人次，出境31，071人次。征收

税关平银31，921两。 一

1917年(民国六年) ，
、

是年 瑷珲分关监管进出12货物值关平银202，048两，其中进12

48，161两，出12 153，887两。监管国内其他12岸进入本口岸货物值关

平银4，464，230两，由本口岸运往其他口岸货物值关平银125，213两。

监管进出境船舶5，125艘次，船舶吨位339，561吨。监管进出境人员

43，312人次，其中进境21，874人次，出境21，438人次。征收关税关

平银78，861两o
。 j

’‘

“。

，

●

●

1918年(民国七年)
”

’

上半年 黑河道尹张寿增以地方名义与苏俄阿穆尔省布尔什维克-

首领穆欣经数月多次磋商：议定华船往来黑龙江4条办法，并电告黑龙

江省府先派“庆澜号"轮船来黑河o’ 1

。
。。

6月2日，“庆澜号’’轮船到达黑河，从此中国官商轮船往来络绎

不绝，始得见黑龙江航线有中国国旗飘扬o ，

。：

s

1、是年 瑷珲分关监管进出口货物值关平银231，607两，其中进口

114，390两，出口117，217两。监管国内其他口岸进入本口岸货物值

关平银7，332，048两，由本口岸运往其他口岸货物值关平银59，284

两。监管进出境船舶1，958艘次，船舶吨位177，975吨o·监管进出境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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