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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志载蛊世．《杭州对外经贸志》在杭州市对夕卜

经贺机构诞生二十周年之际与读者见面了，这是杭嘲市对夕卜l丕=

贸系统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 。

杭．硝对外贸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但由于历史局限，有

关反映这一历史的专著却十分鲜见．《杭州对外经贸志》以欠

量翔实的史料记述了古往今来杭州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轨迹，

从而为后人留下了历史见证和宝贵财富。《杭州对外经贸志》

从内容上分为古代杭州海外贸易、近代杭州进出口贸易和当代

杭州对外经济贸易三部分．该书上溯吴越“博易务”，笔涉宋元

。市舶司”，以记述近代开埠百年来杭州对外经济贸易历史灯

重点，基本上反映出杭州对外经济贸易的历史和现状，为研荛

杭州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规律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地方志书，自古以来以其独特的“存吏，资治、教化”手

功能而代代相传．在当代，真实地科学地再现和记述历史，是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而新编地方惠

书又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杭州对外经贸志》的完成，依靠r



修志人员的艰辛劳动，他们数年来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克服

了许多困难，终于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也得力予本市经贸系统

各单位的密切协作和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持，才能比较顺利地完

威这一社会文化系统工程．

历史是一面镜子．杭州对外经济贸易有着值得自豪的昨

天，在九十年代杭州对外经贸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让我们坚

宪地踏着改革开放的节拍，去追赶和迎接光辉灿烂的明天．

二杭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矽刊物，



凡 例

一，本志是杭州市对外经济贸易专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

主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辩证唯物主叉和历史唯物主叉断

发，力求实事求是地记述和反映杭州市对外经贸发展的历史和

现状．

二。本志为章节体，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形式．奎

志除设概述，大事记外，设市舶司，钞关，杭州关，近代断

口贸易，近代进口贸易、近代资本输入，外贸收购、外贸舒

营，利用外资、外经合作、新中国成立后的杭州海关与商检、

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外经贸机构，共十二章，计四十五节．有关

资料以附录形式列后．

三、本志时限，上限根据历史资料，追溯至事物发端，下

限一般止予1990年，少数内容考虑到事物发展连续性，适当延

伸．

四，本志记述范围为各历史时期杭州所辖区域，记述内零

以市区为主线，兼及各县．

五、有关称谓， 。杭州市。或。全市”，包括杭州市区和



育属各县(市)； 。解放后”，指1949年5月杭州解放之后#

。新中国。或“建国后”，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以后；古代历史纪年沿用旧历，加注公元年号；民国时期

莱用公历；各历史时期的职官、地名，均按当时称谓．

六、对外贸易的业务称谓，因各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而有

斯不同：1896年lo月杭州开埠以前，称海外贸易；1896年lo月

至1949年5月，称进出口贸易；1949年5月至1973年8月，称外

贸供赁；1973年9月至1988年，称外贸收购；1988年至1990年

分剐称外贸收购和自营进出口．

七．本志各项统计数字，近代以中国海关册为准，解放后

金社会外贸收购(供货)以国家公布的统计数为准，市经贸系

铳内外贸收购(供货)以年报为准．统计口径，1974年至1988

年外贸收购(供货)按计划价，1989年至1990年收购按实际

价，自营进出口按实际刨汇(美元)．外口岸供货一律按实际

价．

八，外贸收购(供货)出口商品，均按国家规定的经营范

周记述。其中茶叶，丝绸，机械设备，畜产品属国家统一经营

戴国家和省外贸进出口公司联合经营，本志不作详述．

九，本志资料来自各类档案和古籍、旧报，旧杂志等，一

般不作注释。



概 述

据史料记载，杭州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巳与海外发生了经

济联系．到隋代，京杭大运河的开凿，进一步沟通了杭州与海

外的贸易．《隋书·地理志》记述当时杭州。川泽沃衍，有海

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辏”．唐朝，杭州。骈樯二十

里，开肆三万室。，是全国知名的商业城市和重要贸易港口．

唐中期以后，我国经济重心南移，吴越国免遭战乱，杭州港

。海舶常至。，海外贸易日趋频繁。吴越国时期，杭州创建了

最早的海上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博易务．宋始，杭州海外贸

易走向鼎盛时期．北宋端拱二年五月(989年)，朝廷先于杭

州设掌管蕃货，海舶、征榷，贸易，招商之事的海外贸易专职

机构——。两浙市舶司”，不久又设。杭州市舶司”．此后，

杭州的市舶机构或置或废，几度兴衰，其间自北宋端拱二年至

元祜二年(1087年)，杭州市舶司与广州、明州市舶司并存了

近百年，史称。市舶三司”，是当时我国最重要的三大市舶机

构．元代，杭州海外贸易继续发展。至元二十二年(1 284年)，

元政府于杭州设。市舶都转运司”，不仅掌管进出杭州港的船

货抽解、博买，还承担各处市舶司舶货中转任务，是当时我国

沿海对外贸易最大转储机构．宋元两代市舶机构的建立，推动

着杭州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明初，朝廷以。海疆不靖”为由，

严禁商民出海贸易；后期，则因。倭乱”而厉行海禁政策．杭

州对外贸易因此受到影响，逐渐走向衰退。宣德四年(1429年)，

明政府于长江沿岸设置13所内陆关口，其中杭州北新关。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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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之要冲，中外之走集，百货所辏会。．杭州北新关初征
。水饷”(船钞)，后再加征商税，兼有管理海内外贸易双重

职能．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宣布开通海禁，但

此时杭州巳不再是海外贸易通商口岸，土货出洋多赖于上海．

宁波，乍浦，定海，温州等处．
‘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

破，依照《马关条约》规定，杭州被迫对外开港通商，翌年设

海关于杭州拱宸桥堍．杭舟f开埠后，对外进出口贸易渐呈活

跃．据中国《海关关册》统计，1896年至1937年的42年间，经

由杭州关集运的土洋各货累计值银771664737关平两；征收关

税值银27152047．7关平两i 1905年至1933年的28年间，按海关

章程行驶出入杭州港的中外商船193556艘．这期间杭州进出口

贸易在当时我国中部地区16个通商口岸中，占有重要地位．

1937年12月杭州为日本侵略者所占领，并对苏浙皖地区推行贸

易。统制”政策，致使杭州经济衰败，市场萧条，进出口贸易

一落千丈。但日本侵略者出于侵华需要，曾对杭州地域的物资

资源进行了疯狂性的掠夺．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杭州的对外贸

易多为外国洋行所垄断，加之国内“厘金”制度的阻碍和政局

构动荡，土货出白连年下降，直接出洋更为鲜见，而洋货进口

则有增无减。旧杭州实际上成了帝国主义列强掠夺资源、倾销

洋货，进行资本输出的重要场所．

解放后。杭州对外贸易随着国家经济的恢复发展而逐渐起

步．五六十年代，杭州市对外贸易计划由国营商业和供销合

作部门承担，主要任务是受浙江省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部门委

托，采用加工定货，包购包销的形式，代为上海，广州等外贸

口岸公司收购货源．建国初期，杭州市外贸供货商品仅有丝

鲷，茶叶．花边，扇子、剪刀．伞、淡水鱼、猪鬃．羽毛，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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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皮，绵羊毛等1 o多只．1958年后，随着对原有轻纺、丝绸，

食品等行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毕，化工、电子，机．

械、建材等新兴工业起步，出口商品逐步增加．1960年杭州市

外贸供货总值达6818．77Y元．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初期，

由于。文革”的影响，杭州对外贸易经历了缓慢曲折的发展时

期。1973年8月，杭州市对外贸易局暨杭州市对外贸易公司成．

立，全市外贸工作归口管理，接着各县对外贸易机构也相继组

建，杭州市外贸工作得到加强．1979年以后，国家实行改革开

放，外贸经营管理体制有所改善，对外经贸领域不断拓展，收

购值开始连年递增．1980年杭州市外贸收购值达4亿元，1985年一

上升到5亿元，1988年突破lo亿元。与此同时，引进外资和对

外经济技术合作工作也开始起步。自1974年至1990年的17年，

间，经由杭州市，县外贸专业公司收购的出口商品总值累计达

948590．66万元．自1979年至1990年的12年间，杭州市累计签

订来料加工装配合同540项，·合同金额6478．96万美元；补偿贸’

易40项，合同金额2545．47万美元；技术引进440项，用汇金额一

2．34亿美元：技术出口41项，合同金额2315万美元；利用国外·

政府贷款23项，合同金额9810万美元；国际租赁2项，合同金

额12l万美元；举办。三资”企业173家，投资总额3．9亿美元；

设立境外企业9家，投资总额7180．575美元。1988年以后，杭。

州市被国家列为沿海开放地区，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市、县

外经贸经营管理体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外经贸步伐迅速加’

快．1988年至1990年的3年间杭州市自营出口总值达11693万一

美元．引进外资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工作已成为杭州市外向型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杭州市对外经济贸易步入新的历史发展．

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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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北宋端拱二年(989年)五月

新市舶司创设于杭州．此为古代在杭最早的市舶关榷机

北宋淳化三年(992年)四月

’漫立杭州的两浙市舶司移到明州定海县．

北宋淳化四年(993年)

两浙市舶司复移至杭州。

北宋成平二年(999年)九月

两浙转运使王渭上书朝廷，在杭州、明州分设市舶司，杭

州市舶司设置后，属在杭的两浙市舶司统辖．

．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

两浙市舶司并归两浙转运司．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五月

两浙市舶司依旧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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