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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纂 说 明

一、本志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贯彻“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

原则，着重记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73年外贸机构建立以来的史实，宁

波对外开放后更作详细记述，体现时代特色；对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摘要记

述，以存历史全貌。

二、本志上限起于638年(唐贞观十二年)，下限止于1995年，历史资料均据文字
、

所载，少数则为调查所得。

三、本志除列有概述、大事记外，设通商概略、进出口贸易、外资利用、对外经济援

助和合作、外贸管理等5章，分为16节。

四、本志涉及地域范围，根据1 983年国家颁布的有关“市管县范围’’记述，其中历

史统计资料则按此范围作了适当调整，对外经贸活动的记述也以宁波市区为

重点。

五、本志年代称谓，为符合规范化和史实，统一用公元纪年，以阿拉伯字书写；在

括号内加注朝代纪年，用汉字书写。

六、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体相结合，对某一事物始末联系性强的，采取连贯

记述，力求将全貌写清。

七、本志资料来源于国家和地方档案(宁波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文档)、旧志、

古书、报刊、杂志和文件等。新中国成立后的各项统计数字，由宁波市统计局、

宁波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宁波市各工业主管局和出口商品生产企业提

供。



序

宁波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委员会主任 戳箍岳

遵照宁波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统一部署和要求，在编写《宁波市志》对外经

济贸易卷基础上，两次出版《宁波市对外经济贸易志》，这是宁波市对外经贸战线

上的一件大事，也无疑是我市经贸系统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

宁波是开埠较早的历史名城，对外贸易历史悠久。早在638年(唐贞观十二

年)，已有货物频繁在宁波港出入。由于历史的变迁，宁波港几度盛衰，几经沉沦，

如今在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在宁波市委、市政府的领

导下，经过改革开放大规模的建设，宁波已成为我国国际交往的重要商埠。《宁波

市对外经济贸易志》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用大量翔实的史料，记述了古往今来

宁波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轨迹，展示了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

志书，自古以来受到世人重视，以其独特的“存史、资治、教化’’等重大作用代

代相传。编写《宁波市对外经济贸易志》，科学地再现历史，是当今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愿这本志书，发挥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激励今人，

启迪后代的作用。
’

当前，正面临世纪之交，新的跨世纪的任务有待我们去完成，愿我对外经贸

战线广大同仁借鉴历史经验，加快前进步伐，创造更多的辉煌。

199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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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宁波，早在唐朝就与El本、高丽有贸易往来。北宋时，在明州(今宁波)设市舶

司，贸易交往发展到东南亚和西亚。南宋时，明州地近临安(今杭州)，对外贸易地

位更为重要，成为当时三大市舶司之一。元朝时，对外贸易品类增加，有贸易交往

的国家增多，贸易更盛。明朝时，虽然实行海禁，但宁波仍列为与Et本进行“勘合

贸易”的口岸。到明嘉靖年间，日本人“争贡事件’’后，朝廷撤了所有市舶司。嗣后，

倭患频仍，对外贸易停顿。清初，厉行海禁，后来才允许百姓放洋。以后在宁波设

立了浙海关，对日本、高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贸易有所发展。鸦片战争后，宁波被

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对外贸易曾有过短暂的繁荣，浙海关的进出口总值一

度超过江海关，但当时倾人鸦片却被合法化，最高年份占进口总值的45．6％。不

久，上海港崛起，宁波港地位下降。民国时，对外贸易渐趋衰落，其中在20世纪30

年代一度稍振，此后宁波沦陷，抗日战争胜利后每况愈下，延至新中国成立前处

于衰竭。

新中国成立初期，处在经济恢复时期，又遭帝国主义国家封锁，宁波对外贸

易起步艰难，发展缓慢。以后有了一定发展，从出口商品收购总额来看，1958年

超5000万元，1973年超1亿元。1979年后，随着宁波港的开发、建设和宁波进一

步对外开放，经济繁荣，对外贸易连年递增较快。至1 987年，全市出口商品收购

总额达10．22亿元，比1980年的3．24亿元增加2．15倍；生产外贸产品的企业有

652家，出口商品有608个品种，通过国内17个出口口岸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

区。

1988年宁波市实行计划单列，国家赋予进出口经营权，开创了直接自营进

出口贸易的新局面。第一年直接与70个国家和地区洽谈贸易，自营出口额

11458．17万美元，自营商品472种。1990年自营出口销往的国家和地区增至95

个，出口额27962．2万美元，比1988年增)9Ⅱ244％，自营商品品种增至786种；全

市外贸产品生产企业发展至ii]928家，出口商品收购总额达217078万元，比1987

年增加112．43％。

1995年全市进出口额347958万美元，比1990年增长10．66倍，其中出口额

增至236840万美元，增7．47倍；进口额增至111118万美元，增58．18倍。出口商

品品种1 969种，比1990年增加1 183种；自营出口销往的国家和地区增至135个，

·1 。



比1990年增加49个。全市出口商品生产企业2220家，比1990年增加1292家。

宁波利用外资的方式主要有承接外商来料加工，开展补偿贸易，接受国外贷

款、国际租赁等。吸收外商投资，举办独资和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始于1980年，自

1984年开始，利用外资得到较快发展。至1995年，全市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

3263家，年末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在册的有2875家，总投资额791675万美

元，注册资本445928万美元，其中外方投资167988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37．67％，实际到位外资89895万美元。

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迅速拓展。1995年已与28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劳务合作，

年末在国外劳务人员5670余人。至1995年，全市经批准在境外举办经营企业81

家，设境外办事机构32家；外商在甬设立常驻代表机构155家，境外中资企业在

甬回设代表机构29家。

·2。



第一章通商概略

第一节古代对外贸易

一、唐时对外贸易

唐朝与日本的官方贸易，是日本派遣唐使以朝贡形式进行的。自638年(唐

贞观十二年)至838年(开成三年)，日本共派遣唐使17次(实际到达13次)，其中

752年、804年、838年3次在明州登岸入境。

日本遣唐使携带的贡物主要有银、绝、丝、绵、布等，遣唐使只有少部分能入

京，大部分留在明州，没有人京的官员，将出国时带来的物品与明州居民私相交

易。

日本遣唐使停止后，中日往来由官方转为民间贸易。839"-'907年(开成四年

至天韦占四年)的70年间，中日往来贸易船舶共37次，其中有确切记载的7次。842

年(会昌二年)，明州商人李邻德船到日本。847年(大中元年)六月十六日，明州

商人张支信及元净等37人自明州望海镇放洋，二十四日到日本肥前国值嘉岛。

张支信后在日本太府任通事多年。849年(大中三年)，明州商人李延孝、张支信、

张言、崔及、杨清、崔泽等53人去日本。858年(大中十二年)六月八日，明州商人

李延孝去日，六月十九日到日本肥前国值嘉岛。862年(咸通三年)七月，李延孝

等43人又到日本。863年(咸通四年)，张支信船去日本。865年(咸通六年)，李延

孝等63人自明州望海镇抵日本肥前国值嘉岛。

贸易品种，从明州运去的主要是经卷、神像、佛画及文集、诗集、药品、香料、

瓷器、彩帛，换回金、锡、水银、棉、砂金等物。

二、宋、元时对外贸易

992年(iS化三年)四月，两浙市舶司由杭州迁到明州定海县(即以后的镇海

县)。市舶司的职能是：管理舶商，征收舶税，收买舶货，对抽解博买所得货物进行
·3·



处理和迎送外商。次年设在定海的市舶司又迁回杭州。999年(咸平二年)，明州

和杭州分设市舶司。至此，明州成为北宋时5个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前期为广州、

杭州、明州，后期增加泉州、密州板桥镇(今胶州市)。1080年(元丰三年)，北宋朝

廷规定“诸非广州市舶司辙发过南蕃纲舶船，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El本、高丽者，

以违制论"，限定去日本、高丽船舶，必须由明州签证。1085年(元丰八年)，又规

定“诸非杭、明、广州，而辙发过南海船舶者，以违制论"，把辙发过南海船舶的签

证权，扩大到明、杭、广三港。其时，明州的海外贸易除日本、高丽外，已扩展到阁

婆(今印尼爪哇)、真理富(今柬埔寨)、占城(今越南)、波斯(今伊朗)等国。

明州输出的商品主要有：金、银、缗线、铅、锡、杂色丝织物、精粗瓷器，以丝、

瓷为最多。进口的商品主要有：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诽、鳖皮、镔铁、玛瑙、车

渠、水晶、蕃布、乌栈、苏木、刀剑、扇子、硫磺、铜器、人参等。

北宋时，宁波对外贸易主要是日本和高丽。当时日本不许私人出海，中日之

间“往来商舶只有宋船"。史籍记有确切年份的往来船舶有70余次。由明州运往

日本的商品主要有：绵、绫、瓷器、香药、文具等。从日本进口的商品主要是砂金、

水银、绵、绢、布、刀剑、扇子等。

与高丽的贸易，北宋熙宁以后，由于北路航线被辽国所阻，往来船舶都走南

路，由明州出入。1079年(元丰二年)，北宋朝廷规定：凡商人去高丽，资金值5000

缗者，必须在明州登记姓名、籍贯，请人作保，才准放行。自此，明州成为北宋往返

高丽的主要口岸。

高丽使团来宋，一般都兼做贸易，以金、银、土产换回彩帛、珍珠、书籍、金箔

等商品。同样，宋使团去高丽，在开城“聚为大市，罗列百货”进行交易。民间贸易

往来也十分频繁。据记载，明州商人到高丽经营贸易的有120多次，少则几十人，

多则百余人。

明州从高丽输入的贸易品主要是金器、银器、铜器、人参、松子、毛皮、硫磺、

螺钿、花纹席子、折扇等。明州输往高丽的货物主要有各种绸缎、瓷器、乐器、香

料、书籍、文具等。

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后，明州的海外贸易地位更加突出。南宋时的明州与

广州、泉州并列为三大市舶司。《乾道四明图经》载：宋时的明州“南则闽广、东则

倭人、北则高句丽(即高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明州舶务盛况空前，中心是江

厦一带，码头风樯林立。海外贸易除日本和高丽外，还有南洋的阁婆(印尼爪哇)、

真理富(柬埔寨)、暹逻(泰国)、勃泥(加里曼丹北部)、麻逸(菲律宾)、三佛齐(苏

门答腊南部)以及波斯等国。

1195年(庆元元年)，南宋朝廷废了杭、温、秀、江阴4个市舶务，“凡中国之贾
·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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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与日本，诸蕃之至中国者，唯明州一港”，这时明州从海外输入的商品有1 60

种。南宋宝庆《四明志》卷六《叙赋》载，市舶货物：

从高丽国输入：

细色有：银子、人参、麝香、红花、茯苓、蜡。

粗色有：大布、小布、毛丝布(苎麻布)、纳(蚕丝织品)、松子、松花、栗、枣肉、

榛子、椎子、杏仁、细辛、山茱萸、白附子、芜夷、甘草、防风、牛膝、白术、远之、茯

苓、姜黄、香油、紫菜、螺头、螺钿、皮角、翎毛、虎皮、漆、青器、铜器、双瞰刀、席、合

蕈。 ．

从日本输入：

细色有：金子、砂金、珠子、药珠、水银、鹿茸、茯苓。

粗色有：硫磺、螺头、合蕈、松板、杉板、罗涎板。

从海南占城输入：

细色有：麝香、笺香、沉香、丁香、檀香、山西香、龙涎香、降真香、茴香、没药、

胡椒、槟榔、荜澄茄、紫矿、画黄、蜡、鳖鱼皮。

粗色有：暂香、速香、香脂、生香、粗香、黄熟香、鸡骨香、斩坐IJ香、青桂头香、藿

香、鞋面香、乌里香、断白香、包袋香、水盘香、红豆、荜拨、良姜、益智子、缩砂、蓬

莪术、三赖子、海桐皮、桂皮、大腹皮、丁香皮、桂花、姜黄、黄芦、木鳖子、茱萸、香

柿、磕藤子、琼菜、相思子、大风油、京皮、石蓝皮、兽皮、苎麻、生苎布、木棉布、吉

布、吉贝花、驴鞭、钗藤、白藤、赤藤、藤棒、藤篾、窳木、射木、苏木、椰子、花梨木、

水牛木、牛角、螺壳、条铁、生铁。

由“化外蕃船”运来的：

细色有：银子、鬼谷珠、朱砂、珊瑚、琥珀、玳瑁、象牙、沉香、笺香、丁香、龙涎

香、苏合香、黄熟香、檀香、阿香、乌里香、金颜香、天竺香、安息香、木香、降真香、

亚湿香、速香、乳香、麝香、加路香、茴香、木札脑、白笃耨、黑笃耨、蔷薇水、白豆

蔻、芦荟、没药、没石子、槟榔、胡椒、硼砂、腽肭脐、藤黄、紫矿、犀角、葫芦瓢、红

花、蜡。

粗色有：生香、修割香、香缠札、暂香、香头、斩坐IJ香、香脂、杂香、卢甘石、窳

木、射木、茶木、苏木、檀香、椰子、赤藤、白藤、皮角、鳖皮、丝、簟。

贸易往来较多的仍为日本与高丽。1158年(绍兴二十八年)以后，日本取消

了不许私人出海的禁令，来明州贸易的商舶逐渐增多。运来的货物主要是黄金、

木材和硫磺。1232年(绍定五年)，宋一两黄金值钱4万文，日本一两黄金值钱630

文，中El商人都以贩卖黄金来牟取高利，多时一年从日本输人的黄金达四五千

两。日本所产的杉木、罗木(即桧木)长至十四五丈，径四尺余，也大量输入，明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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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童寺千佛阁、阿育王寺舍利殿的楹柱都是用日本大木材建造的。

从明州输往日本的商品，主要有绢、帛、绵绮、瓷器、漆、香药、书籍、文具以及

大量的铜钱、银锭等。

南宋初，金国控制了中国北方，1164年(隆兴二年)，最后一批高丽使臣转道

明州去临安入贡后，南宋与高丽就中断了使节往来，明州与高丽之间只有民间贸

易往来。1139年(绍兴九年)，中国商船4批327人从明州出海去高丽。

元朝对外贸易更为开放，不但允许外国人“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而且还令

各地市舶司“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1293年(至元三十

年)，1298(大德二年)，温州、上海等市舶司相继并入庆元(今宁波)。宁波对外贸

易日益繁荣，已发展到东南亚、西亚、地中海、非洲等国家和地区，也是元朝对日

本、朝鲜贸易往来的最重要口岸。元时，中日之间贸易，元朝是庆元，日本是博多

(今九洲福冈市)，所有商船都往来于这两港之间，博多到庆元以三四月为多，庆

元到博多以五六月为多。庆元向日本出口的贸易品主要有铜钱、香药、经卷、书

籍、文具、唐画、什器以及金裥(用金丝织成花纹的织品)、金纱、唐饰、唐绫、毛毡

等丝织物。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元朝担心铜钱外流，禁止使用铜钱与外国贸

易。从日本进口的贸易品主要有金、银、檀板、硫磺、乌木、苏木、刀剑、描金、螺钿

等。

庆元向高丽出口的贸易品主要有茶、瓷器、丝织、书籍等。从高丽进口的贸易

品主要有人参、松子、榛子、铜器、漆、纸张、新罗参、高丽松花、香红、茯苓、红花、

水银、香油、青器、高丽铜器、鹞鹄肉等。

至正《四明续志》载：元朝浙江输入的贸易品种达220种：

细色有：珊瑚、玉、玛瑙、水晶、犀角、琥珀、马价珠、生珠、熟珠、倭金、倭银、象

牙、玳瑁、龟简、翠毛、南安息、苏合油、槟榔、血竭、人参、鹿茸、乌犀、腽肭脐、丁

香、丁香枝、白豆寇、芯澄茄、没药、砂仁、木香、细辛、五味子、桂花、大腹子、茯苓、

茯神、茴香、黄芪、松子、榛子、松花、黄熟香、鹿熟、黄熟头、速香、沉香、暂香、笺

香、虫漏香、蟹壳香、蓬莱香、登楼眉香、生香、光香、阿香、委香、嘉路香、吉贝花、

吉贝布、木棉、三幅布罩、番花祺布、毛驼布、袜布、鞋布、吉贝纱、胡椒、降真香、檀

香、糖霜、苓苓香、麝香、脑香、紫矿、龙骨、大枫油、泽泻、黄腊、八角茴香、金颜香、

朱砂、天竺黄、桔梗、磨香、坐lJ香、硼砂、新罗漆、笃耨香、乌里香、搭泊香、水盘香、

肉豆寇、水银、乳香、栀子花、红花、龙涎、修割香、硇砂、牛黄、鸡骨香、雌黄、樟脑、

赤鱼螵、鹤顶、罗纹香、黄紧香、赖核香、黑脑香油、崖布、绿矾、雄黄、软香、脊蛤

皮、三泊、马鸦香、万安香、交趾香、土花香、化香、罗斛香、高丽青器、高丽铜器、芯

拨、沙鱼皮、桂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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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色有：红豆、壳砂、草豆寇、倭枋板柃、木鳖子、丁香皮、良姜、蓬术、海桐皮、

滑石、藿香、破故纸、花梨木、麝香、窳木、乌木、苏木、赤藤、白藤、螺头、鲜鲇、琼芝

莱、倭铁、苎麻、硫磺、没石子、石斛、草果、广漆、史君子、益智、香脂、花梨根、椰

子、铅锡、石珠、条铁、红柴、螺壳、相思子、豆寇花、倭条、倭橹、芦头、椰蕈、三顿

子、芜荑仁、硫黄泥、五倍子、白术、铜青、甘松、花芯石、合蕈、印香、京皮、牛角、桂

头、镬铁、丁铁、铜钱、麂皮、鹿皮、鹿角、山马角、牛皮、牛蹄、香肺、焦布、手布、生

布、藤棒、椰子壳、生香粒、石决明、云白香、真炉、黄丁、断白香、暂脚香、画黄、杏

仁、沥青、松香、磨珠、细削香、条截香。

品类大大超过了宋朝，贸易的商品也从以前昂贵的奢移品逐渐转向有实用

价值的日常生活用品。

三、明、清时对外贸易

1369年(明洪武二年)，明太祖下令沿海各地实行海禁，对外国来华船舶只

允许以朝贡形式进行贸易，实行勘合贸易，限定宁波港只接待日本“贡船”。

明朝中日之间的勘合贸易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期为1404"-"1410年(永乐条

约时期)，日本派勘合贸易6次计38艘。第二期为1432～1547年(宣德条约时

期)，日本派勘合贸易11次计50艘。“贡物’’之外所携私物在民间进行贸易。具体

如下：

日本第一期勘合贸易船：

1404年(永乐二年)，第一次勘合船以明室梵亮为首来，第二年回国。

1405年(永乐三年)，第二次勘合船来，第二年回国。

1406年(永乐四年)，第三次勘合船以坚中圭密、中立为首。

1408年(永乐六年)，上半年第四次勘合船来；下半年第五次勘合船以坚中

圭密为使。

1410年(永乐八年)，第六次勘合船来。

日本第二期勘合贸易船：

1432年(宣德七年)，第一次勘合船来，共5艘，以龙室道渊为正使，回日时明

使雷春同行。

1434年(宣德九年)，第二次勘合船来，共6艘，以恕中中誓和永顼为正使。

1454年(景泰五年)，第三次勘合船来，共10艘，正使东洋允澎。

1468年(成化四年)，第四次勘合船来，共3艘，正使天与清启。

1476年(成化十二年)，第五次勘合船来，共3艘，正使竺芳妙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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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3年(成化十九年)，第六次勘合船来，共3艘，正使子孙周璋。

1493年(弘治六年)，第七次勘合船来，共6艘，正使尧夫寿冥。

1510年(正德五年)，第八次勘合船来，共4艘，正使了庵桂悟。第四艘的纲司

为宁波人宋素卿。

1523年(嘉靖二年)，第九次勘合船来，一批以宗设谦道为正使、月渚永乘为

副使，共3艘；另一批以鸾冈瑞佐、宋素卿为首，发生“争贡"事件。

1539年(嘉靖十八年)，第十次勘合船来，共3艘，正使湖心硕鼎。

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第十一次勘合船来，共4艘，正使策彦周良。

朝贡贸易的货物进口有：刀剑、硫磺、苏木、铜扇、描金品、屏风、砚等。出口

有：铜钱、丝、丝棉、布、绵绌、锦绣、红线、水银、针、铁链、铁锅、瓷器、古钱、古名

画、古字画、古书、药材、毡毛、马背毡、脂粉、食箩、漆器、醋。

1523年(嘉靖二年)，宁波发生日本商人“争贡"事件，日本各封建主间为争

夺对中国通商特权，相互残杀。他们劫东库，焚嘉宾堂，杀我边防将领多名，洗劫

了宁波城，夺船归国，朝野震惊，朝廷下令停止市舶，撤销宁波等三处市舶司，实

行海禁。1567年(隆庆元年)，宣布开禁，但仍限制较严。

清朝初期沿袭明朝做法实行海禁。1656年(顺治十三年)和1661年，先后两

次颁布禁海令：“片板不许下水，粒米不允越疆。’’

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开海禁，翌年在宁波设海关署，代替历代的市

舶司。清廷允许百姓放洋，“招徕诸国夷人互市"。1688年，是中日贸易进入日本

长崎船舶数最高的一年，计194艘，其中宁波32艘，占16．5％。

1689年，日本制止金银外流，实施《割符仕法》，限定中国船舶的贸易额为白

银6000贯，船只70艘，并对去日本期限及起锚地点作出规定：春船20艘，其中宁

波7艘；夏船30艘，其中宁波5艘；秋船20艘，其中宁波1艘。1715年，日本限定中

国去日本船只为30艘，其中南京、福建和宁波21艘。1738年为20艘，1790年为

10艘。1830年(道光十年)，对日贸易仅限于浙江宁波一地，而船只限于10艘。

其时，宁波向日本出口的货物主要有：白丝、绉绸、绫子、绫织、纱绫、锦、南京

，缎子、金丝布、葛布、毛毡、棉罗、茶、纸、竹纸、扇子、笔墨、砚石、瓷器、药、漆、方

竹、冬笋、南枣、黄精、笕实、竹鸡、红花、木犀、附子、药种、化妆用具等。宁波从日

本进口的货物，最重要的是铜和金、银，还有海参、干鲍鱼、鱼翅、海带。后因铜产

量减少，铜进口量受到限制。

清廷解除海禁后，赴日商船又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宁波“商人往东洋者

十之一，往南洋十之九”。从宁波出海走南线的船只，每年约585艘。宁波出口的

货物，主要是生丝、茶、药材、瓷器、海产品、干果和各种土产品。从南洋进口的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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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主要是大米、木材、糖、香料、象牙、珍珠、药材及机制毛棉织物等。

宁波建立海关后，“外洋红毛诸国蕃船"来宁波者甚多，光绪《鄞县志》载，

1698年(康熙三十七年)，设红毛馆于定海，增税银万两。乾隆年间，英国、葡萄

牙、荷兰等国商船频繁来浙，清廷疑洋船至宁波者多，先加以税，1757年又废红

毛馆，次年又关闭了浙海关。

第二节近代对外贸易

一、“五口通商”后对外贸易

鸦片战争后，宁波于1844年1月1日开埠。开埠后的第一年，贸易额达50万

元(西班牙元，4．615元合1英镑)。1849年贸易额大大下降，只有5万元。其原因

是上海港逐渐兴起，其优越的港口条件和深广的腹地，使宁波港难与竞争。到60

年代中期，除个别年份外，宁波的对外贸易虽有明显回升，但主要是转口贸易，直

接对外贸易额所占的比例很低。宁波直接进口贸易，在通常情况下，只占全国进

口总额的2％～3％，在本埠进口额中即使最好的年景，也不过占20％～30％左

右。1880年以后，直接自外洋进口货值更是急剧下降，跌到5％以下，最低时仅占

0．3％。直接出口额更是微不足道，通常不到本埠出口数的1％，最高时也不到

5％。详见下表。

1867～1896年宁波直接与外洋贸易货值表

直接从外洋进口额 占宁波进口额 直接对外洋出口额 占宁波出口额
年 份

(海关两) (％) (海关两) (％)

1867 675445 14 5117 0．088

1868 537870 11 29921 0．5

1869 401988 8 336065 4．6

1870 765900 13．6 136193 1．86

1871 579363 11 7903 0．088

1872 1225147 20 18987 0．18

1873 1786875 28 2627 0．034

1874 1977925 32．9 6396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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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从外洋进口额 占宁波进口额 直接对外洋出口额 占宁波出口额
年 份

(海关两) (％) (海关两) (％)

1875 1902759 30．7 5543 0．1

1876 2106626 36．5 22378 0．4

1877 634522 10．6 18668 0．4

1878 1556416 24 21260 0．5

1879 872766 13．6 19878 O．4

1880 73252 1．2 10448 O．2

1881 259170 3．7 16002 0．35

1882 204672 3．3 28355 O．75

1883 163720 2．8 12709 0．35

1884 64899 1．2 17846 O．37

1885 57032 1 17336 O．34

1886 85954 1．3 7645 O．15

1887 18256 O．4 O

1888 21392 0．3 O

1889 128853 2．2 O

1890 372951 6 3651 O．07

1891 269647 4．3 26165 O．53

1892 137085 2 11620 0．24

1893 304820 4．3 35118 0．56

1894 133238 1．8 11002 O．2

1895 156513 2 O

1896 434375 4．8 41221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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