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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油头航驶恋》是我分局遵照上级有关籀史修态静播零精神褥

编写静。《jIl『头航致志》掬初稿干一九八七每四月完成·经征求意
I

。

见并律遒酱昀修改补充盾·现正式定稿·本恋属于专业惑内分六

章与概述_大事记和附巍约六万五千字，断段时问黄～九八六年，

主要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圈成立后油头地缓域方航歇管理膏留发震情况

同时也记逮7建离前本地区。些娥潋管理情况·我们试冒通-过编写．

+《汕头航敢意》，为航致管理工律积罴历史资辩．揭幂莱垫工俸上

的经验和教铡，为加强航驶管理提供一赢借鉴．．以起辫H存史钟和

粕资治"的律甩·阍时也力辅写汕头交通态和水运吏提供有关资辫·

《汕头航致志>生要是根据档案赘料缡写的，部分内容魁参孳l

了扳嘲文章和本局机关辩(塞)、下属航敢所，站及粕分知情人提

供的赘料·在牧集资料和编写酌过程串，承蒙油头市档案饴，广州

中山图书板油头航运公司计划辩，档案室，东里港务所，油头帑

态办簿单位以及黄镇溜，陈建修，陈吉和，肖寅宗，李正瓠许广

发．沈伟每人酌大力支持或撼勘·谨致谢意·

由予编态工作对我们来说是·项新工俸．加上历史资料不金和



我们编写能力有风考证也不够I故本枣孛难免有错满之地壤靖

指正·

’本意在分厨朱汊精咐局长主持下·由辣文雄，吴律华‘主笔)

负责糕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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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汕头地区处于南海之滨，海岸线长约520·9公里，境内有韩江．

榕江F练江，龙江，黄岗河等五大水系，通航河流共有6 2条，通
‘

航里程9 7 l公里◆这些有利的地理条件，使本地区自古以来，．海，

河交通方便，水运也颇悠久发达．。对水运及船舶p当地历代官府曾
。

作了某些方面的管理。到了清朝柬叶，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滴，

汕头因而被辟为通商口岸，外国人控制的海关也在汕头设氩洋船

出入。华官不能干预t光绪来年，甚至答应洋人要求，把若干航政

管理主权拱手交由洋海关代管，航业行政主权进一步丧失·民冒初

年i汕头虽设有航政专职机构，但长时间以征收船舶税饷为唯一或

主要任务．三十年代识在国人舆论压力和强烈要求下，经反复交
、

涉，才将海关代管的部分航政亭权收回归口管理。日寇侵占澎油期

阀，航业受到极大摧：稼当时的航政工作也处于无政府状态之孛，

航政管理业务也大为减少．战后，航政机构虽重新恢复，所开展的

业务也未全面，所及的范围还不如三十年代初期。民国期间，虽有

颁订某些所谓航政法规，．但由于当时统治的固有弊病，航政管理的

实际情况与职责规章名实难符，如内河非机动船检验，其驾长的考

试发证、航行、停泊安全秩序的监督管理等，基本上都无办理其

l



它各种航政业笳开展也不正常，加上航政机构的有些人员经常

仗势敲榨中饱，其陋例举不胜举，今尚健在的老一辈船员对此仍众

I：／皆碑◆这些弊端，致使航政管理未能很好地服务干航业发展和保

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权接管了汕头的航政管理机构

和引水机构，组建了新的航政局，积极开展航政管理业务和其它有
⋯

关业务，工作面貌为之一新·此后，汕头航瑛薄及其分支机构经过

历史演革，分别演交成为今之中华炎溅洪和国汕头港务监督和广东

省航政局汕头分局◆建国后：地方航政管理机构潮鼋虢以．隶属于政：：

企合一的单位到独立自成行政单位姐织体系逐步趋向健金·地方航

政管理工作除了“文革"期阉曾一度受到冲击外，也逐步加强·尤

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航政管理机构为适应改革开放的

新形势，迸—步贯彻执行中央，省有关航政管理的法规，并结合辖

区的实际．制订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地方性规赶并积极深入基层，

深入现玩进一步加强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秩序的监督管理黼检验
管理，船员技术管理，发挥了代表政府对通航水域及岸线的安全秩

序实施行政监督和技术监督的职能。这对于服务生产，促进航运事

业的发展，保障匿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企起了积极的作用．

2



第一章 。航致管理机掬

●

，

第一节 清代及以翦的永运警疆’记’喀

’

一，永运活动记略

据有关史·．志书记裁驶羲瓣噩赫水运茸古以来麓颤发这·

汉代◆元鼎五年(讼嚅前l I 2年‘)≯汉兵征健赢觚：阀粤王

余善派兵率八干人奠汉兵采船避攻置蕞一嚣迭耨麓《瓤彻头地
●●， ●

： ．、j：

4区怖揭阳)··‘
．隋代r大韭六年<公元6 l o年)^．武将睬蓑和翱煮大关iII镇

州搴领啵载有万余喀兵士妇船队。从义安扈臌海，向东枞
、

： j
．_|、

球圈(隋代油头地区势义安鄱)·
7

唐他油头地区的农业生产秘交霞·．文化巴初其发达·宥蠢海

滨郐鲁●之称·大中三年‘公元8 4 1j1年>·宰相零穗黔于期j}H，
最后一段蓐程是秉蔫刭遗期娴曲·

．． 宋代·潮州的嗣睁瓷生产甚为兴旺，潮州城泰笔杂山一带习ll甓窑

近百条，·大量的瓷器经嘛蠢谴铺东胄亚0徽寨年阍。‘公元l l 0 I

～l l 2 5年)，盐运官拳翦主持陵：挖了澄海意崎山北麓之南嚣

进一步沟通了韩江下游支沈的东溪-北朝龟与沿海的航运·

3



竞代，沿海一带仍继续出海通番贸莠，潮油人已有航海翻达印

尼群岛麴三佛齐暖。

毋他洪武冠年．<公霭l 3 6 8年)，塞永惠和束亮祖率领明

军乘船沿海路南下平粤吼其船队是最先到达潮油妇，．洪武七年’

朝廷实行海荣，潮油沿海人民不顾蔡令，仍出海遵番贸历。远达日

本和东南亚各蠲·嘉靖，隆庚冬阍》官方也认为秘漳潮以番船为捌"

H沿海所在悉皆遵苷静·嘉靖年凤澄海人王天性也在咏《澄海八

景》诗孛云：’舅贾船商舶万里通，莱风破浪叙飞蜜，回头失措楼船

钒袖手虚谈横海功·"这都可见磐醣潮汕_一带海运外贸的繁盛和

海豢的有名无实·明孛咔，潮州当地官府为修理湘子桥．向韩江线

上航经该桥的船舶抽取描瓣银羚，御党橱典《海豫县人)还警在商

朝廷上奏的《请簧公硬筑提藏>’审提出将该埂牧整用予修筑潮j|ll{的

堤防·遗也可以侧面反映出当时韩江船舶众多和河运的繁盛·在明

代，还翦不少潮油人乘船涉弹毒匿I殖东南亚·

清代争油头地区昀水运日拉发晨，有髫盼和瑚j}I{红头船"大批

远航至津，泸·江渐和东南亚一带，歪赢串切年达到了霜盛期·公

元l 8 5 8辱∥期汕婚远洋帆船有舀百左右艘·

以上鞠有关记述I‘可以说螟油头地区昀水运历史确实潺运漉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二、历代官府对水运及船舶的管理概况

清代以前，潮汕地区基本没有比较固定的官府专门机构或职宫

对水运及船舶进行管理。如宋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 8 0年)，有

一艘三佛齐国(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的一个古国家)的商船I

载有香药、象牙-犀角等名贵货物来到潮州，外商自称因遇风飘流

至此，由于当时潮州没有设立市舶司，州官只好把贷物送交广州市

舶司处理．并为此事上报朝庭。当然，有时官府为了统治者的利益，

也曾经对某些水运活动及河道等实行过某些管理，但这些有限的管

理也多是一时之权宜之计。如盐是历代封建王朝控制的物资，称为

“宫盐"，通过垄断盐的运输和买卖，官府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

宋徽宗年间，李前为官府的盐运官，那个时候汕头地区的海盐运输

则归属李前管理。据地方志记裁，潮汕地区的一些官员为了河运的

畅通，曾对一些通航河道进行鼋皱．和清滁航道障碍，如酸万历十六

年<公元夏5 0 3每)，詹争守叶元玉膨玎县王恺主持修姻玉窖涎
“原水宽四丈，两旁官路一丈，河宽岸坦，殊为民钇近被居民侵

占，致河路窄猊舟辑难行，⋯⋯请于太守限日清复原定丈尺。"，

“‘万历三十一年(公元卫6 0 3年)县令又查河路之侵占者，浚复

之·"(弓f乾隆年阍修之《潮州府志》)又如明正统年闽(公元

王4 3 6～1449．每)，潮州境内之“三剂溪"被大水淹毁。州官

5



月硕勋到潮州上任后又倡导萤新挖漉自此潮人之“漕运者不之海

而溪，’’免除了“出没巨浪孛小不支则有复溺之患"。

清代初期，海禁解除t．随着潮汕地区水运的迸一步发展，官府

对水运和船舶的管理才比较重视·顺治十五年(公元王6 5 8年)，

在潮阳县设立河泊所，至雍正六年(公元玉7 2 8年)后才裁撤．

河泊所这个机构设置时闻长达七千年，是潮汕地区的官府对船舶进

行管理的较早一个专门机构。至于潮阳河泊所在当时如何对船舶和

水运进行管理，可惜现在尚未见有具体记载，清代．官府为增加赋

税收入，在沿海各主要港埠设立海关税口，对出入各关I：1的船运物

资征取关税。雍正八年至乾隆二十一年(公元l。7 3 0^~I 7 5 6

年)，潮州府在所属各地共设海关税口九个I各关口在征税时，“要

指定船舶停泊，1登船查验载量，办理放行出|i手续等，这也是对船
●。’ j

舶实行了某种管理。由于海关税口属官府机构，故各税1：I及关役经

常依仗权势进行敲榨勒索和营私舞弊．如“货船出入各税I：I业经前

口验过，．该口人役擅行登舟逐舱搜盘滋事_，：又有正货业已输税∥丽

附载之搭客捎带有零星物件亦任意勒索。稍不遂意贝lj借查夹带为名

擅作威福”∥或“更有视其船有贵重适用之物而短价勒买者”，

“⋯曩·种种豫弊不可枚举"。(弓l自《潮州府志》)对上述的恶习，

官府为欺骗人民群众，也曾“拳颁禁例’’示禁．但事实上这些统

治者的恶习是禁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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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潮海关代管部份航政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腐败的清朝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威。

胁下屈服了·成丰八年(公元丑8 5 8年)六月二十六曰．，签订了

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孛英天津条约"，条约规定潮州列为通商

口岸，--A．六一年又签订续约，将潮州改为汕头。自比汕头效辟

为商埠并被迫对外开放，帝国主义列强蜘魔爪从此就毫无顾忌地伸

向汕头·成丰十年(公元 五8 6 0每)八月十七日，由外国人掌

握控制的“潮海关"在汕头设立(该关设立时间，另有史料载为

互8 6 4萍)。对进出口船舶及货物施行检查和征收关税，英国人

华为士为第一任潮海关税务司。一八六四年，当时的潮海关内部机

构分为关税，海事两部分．至一九。一年，其中的海事部门称为海

务部·并设有理船厅。理船厅主任一职由关税部外勤总巡(洋员)

兼耄毛竣厅并订菊章程卡五款和续议告白四款及号炮事倒(具体见

附录)。潮海关理船厅当时主要掌管港内船舶停泊，测验与管理引

水人员，签发引水执照，系泊设备的行政及技术管理。规定船舶的

有蓉信号，监督船船运载危险品，丈量-检验船舶，核发船舶证书，

代领永代发船舶固籍牌照，处理海事纠纷等·潮海关理船厅设立后，

汕头港t：t及整个粤东地区的航政管理事权从此就基本上由帝国主义

控科的潮海关所掌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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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的航政管理事权要由外国人控制的海关代管?而海

关代管的船舶事权有那些方面呢?据李少庭在一九三三年所著之

《广东航豉管理之沿革及港务设局之缘起》一书中云：_原夫海关

理船厅蚍实行子前清光绪末年，无所谓条约关系也．徒以我国
脯当时深感缺毛故不惜殉赫德总税务司之请．而以丈量船舶
检验船舶。发给牌j|11．代领牌照诸要政·予外人经理之权·一又据

一九三三年八月胡雄(当时的广东省港务管理局局长)所著之《牧

回广东各海关管理船舶事权之经过》一书孛云：“迨至光绪二十八

年订立中英通商行船条约时l，于第十款列举◆凡船舶之指泊口界之
。

觌定浮椿号船塔表望楼之分别设置．-皆为海关权限所及，于是海关

代管船舶事权之基础始确立·因条约关系操海关大权者属之客卿，
一

而孛国航政大权从此由外人越俎代惠，华官无从干预。各海关税务

司得寸入尺，对于海亭行政，遂无时不施其侵越，及专擅之行为矣

⋯一．．海关代管船舶事权之理船厅·其业务分别之，大概有航海行政

及航海技术两部份·兹将该两部分之主要事务-，略述予左：<甲)
?

关于航海行政方面：一，船舶之登记与取缔事项；二，船舶之出入

查核指泊事项；三，船舶之发给牌照事项；四～船钞之征收事项；

五，船员及引水人之考核事项；六。船舶纠纷粜之处置事项；．屯

造船造机之取缔事项一(乙>一关于航海技术方面：一．港湾避风塘

码头贷仓修建事项；二，航路之疏通事项；三～河海之测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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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船舶之检验与丈量事项；五·灯塔浮标及其他海上标志之建设

及管理事项t卯这些记述，基本可以回答以上两个问题，，．逮就是帝
一

禽主义的海关头目为迸一燧取中国的航政主杌对一些不平等条
j约再咖以牵强附会，进而向清政府提出要求r而清政府软弱无能，

：如上当时我国这方面的人才缺乏鲁遂满足了洋人的要求。致把若干

?航政事权交由洋海关代管，丽鹭j醛潮燃理船厅的业务范围-则和
胡雄文申所述列的差不多簟 、⋯

第三节 民国期间的航攻管理机构

j 民国二年(盖9五3年>二月，汕头设立航政分局-隶属于广

东省地方交通管理处所辖·汕头航政分局这个机构，是汕头地区在

，民国．时期最早设立的航政机构·同年七月问(另有史料说为九月)，

汕头航政分局奉令裁擞，其原所负责的征解船税工作改由各县署代

办· - o V：：荔菇，≯一

。 民冒五年，因各县署代征解船税无成绩，又规复汕头航政分局．

并改称为潮梅航政分舞麸一隶属于鹭时魄睡隶省航政总局，分局地址

仍设干汕头◆

民国十八年十二月。省建竣厅改组省航政总局为省河航政局，

并将各地十一个航政分局一律测去“分"字，．冠以地名而改称××

航政局。原潮梅航政分局即随之改称为潮梅航政局，由建设厅直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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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该局还在潮安，潮阳、澄海三个县设分卡三个．其

“工作较省河航政局为简，较其他各属航政局为繁”·在各属十一

个航政局中为唯一的“一等局”(其他各个航政局分别列为二，三，

四等)，其经费予算每年二万七千多大元，较其他航政局多l一4

倍不等6当时配有局长_技士，总务主任～会计员各一名，征收员

八名，事务员三名．稽查员二名，录事二名。分卡专员一名，分卡

书记一名，分卡稽查二名。另局和分卡各配有巡兵水手若干名，配

备的人员较其他各地航政局为多。

民国二十一年(王9 3 2每)，广东省为筹备接管各海关代管

的船舶事权j经省政府核准成立广东省港务管理局，秉承航政局办

理航政事务。潮油港务管理分局在民国二十葺(1 9 3 3年)三月

十臼奉准成立，隶属于广东省港务管理局。原潮梅航政局同时奉令

裁并于潮汕港务管理分局，由港务管理分局兼理潮梅金属航改口

民圆二十五年(互9 3 6年)七月。圆民党政府交通部在广州

设立航政局。该航政局在汕头设立办事处，原潮油港务管理分局也

予当时改为潮汕船务管理所譬民国二十八年(1 9 3 9年)六月二

十一日，日寇侵占汕头，潮汕各地相继沦陷，因航监凋零。业务大

为减少。广州航政局汕头办事处随后撤销，潮油船务管理所也于当

年九月裁为分所·

抗战胜利后，广州航政局从广西迁回广州．又在汕头重设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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