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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 进口商品贸易

概 述

南宋(1127—1279年)时，吴淞江畔青龙镇与日本、高丽(-h朝鲜王朝)、契丹(古

国名、族名)、大食(古代阿拉伯帝国)等50多个国家、地区通商，输入商品有香料、珊

瑚、锰火油等。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上海设县，舶货进口量剧增，进口舶货中按

其价值高低分为粗、细两档。价值较高的细色货物有珊瑚、玛瑙等100余种，价值较低的

粗色货物有红豆、牛皮、筋角等90余种。明永乐二年(1404年)，形成今黄浦江水系。海

外贸易更加扩大，增加自南洋进口的糖、大米等。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放海

禁，设立海关。上海地区的商品经济重趋活跃。雍正三年(1725年)，鼓励进口南洋大

米，不仅以5—7折货税优惠，还准装载丝绸回程货。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廷禁止

广州以外各口岸的贸易，但特许上海、乍浦两港以6折征税来自东洋载铜商船进口。

上海开埠前夕，年进口货约5万吨，占港H吞吐量2．5％，主要有铜、糖、米、药材、

鱼翅、燕窝和其他南北货。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开埠，洋货可从上海直接进口。

道光二十四年，上海进El货值50．13万镑，道光二十五年即猛增至122．4万镑，增长1．4

倍。此时鸦片为第一大宗进口货物，其次为洋布。道光二十七年鸦片进口货值占上海进口

值的60％以上，称为“洋布”的机织布占上海进口值34％。咸丰十年(1860年)，鸦片和

机织布占进口总额92％，其余有木材、棉花、糖、铁制品、铝、酒、玻璃器皿等。同治

三年(1864年)上海口岸进口总值3062．89关两，占全国进口总值59．7l％，领先国内各

通商口岸。光绪二十年(1894年)主要进口货物有纺织品、鸦片、食品、工业原料、机

器设备、石油化工等。全年进口总值增加到9325．61万关两，比同治三年增长两倍多。进

口商品中，英国货占30％以上。光绪二十年，上海列名统计的进口商品来源地依次有英

国、香港、印度、美国、日本、欧洲大陆、新加坡、菲律宾、暹罗、俄国等。

甲午战争后，上海厂商云集，进口贸易发展。上海进口的大类商品有54种。机械、

生产资料进口增加，生活用品进口减少。光绪二十年机器和电器进El占上海进口总值

1．2％。甲午战后，纺织机进口最多，有梳刷、纺纱、织布、印染机等，民国8年(1919

年)进口值268万关两，占全国纺织机进口71％，民国20年1118万关两，占全国8l％，

分别占上海进口值的1％、1．3％。光绪二十五年开始进口美国辗麦机器．发电机、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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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进口商品贸易

及各类机器设备也相应进口，民国8年机器类商品进口值为1003万关两，占全国同类商

品进口40．28％，民国10年增至3551．6万关两，分别占上海进口值4％和8．63％。咸丰九

年，上海开始进ISl船舶，同治十二年进口人力车，光绪二十九年有进ISl汽车5辆。民国8

年进口交通工具货值291万关两，民国20年升至1423万关两，占上海进口值1．73％。甲

午战争前夕，上海开始进口少量棉花，以后成为主要进口货物，民国10年进口3277万关

两，占上海进口值7．5％。开埠后汽油亦为大宗进口商品，还有小麦、烟叶、人造丝和武

器。民国8年，上海进El贸易的国家、地区有29个，日本货占上海进lZl总值28％，居首

位，美国货第二位。

民国20年以后，已无鸦片报关进I=I。国内棉纺织业发展，进口棉纺织品数量大幅下

降。民国25年的纺织品进口量仅及民国2年的5．6％。机器、车辆、化工产品、电料、染

料、钢铁五金6项生产资料商品的进口不断增长。这6项商品民国20年的进口货值是民

国2年的5．7倍。轻工原料和汽油进口量也有较大增长。民国20年，上海进口总值为

8．24亿关两，为民国以来的最高点。抗日战争前夕的民国25年，进口总值下降为5．53亿

元。这一时期，上海进口商品来源地有53个国家和地区。

表4—1 1860、1894、1931年上海大类进口商品比重情况表 单位：％

商品类别 1860年 1894正 1931年

合 计 100 84．9 78．4
●

鸦 片 48 19．8

纺织品 44 43．7 12．9

工业原料 6．8 42．9

机械设备 6．4 9．2

石油化工 1．2 6．8

食 品 7．0 6．6

杂 品 4

棉 纱 4

说明：(1)工业原料包括棉花、小麦、烟叶、木材、金属矿砂。
(2)食品指粮面粉、米、纸烟。

抗战爆发后上海“孤岛”时期，租界人口激增，所需棉、粮、煤和日常生活品均依赖

进口，上海进口值维持在5—6亿元之间。粮食、棉花占进口总值比重在20％以上，居一、

二位，其他依次为烛皂脂、糖、纸、煤、化工品、杂货、烟草、油漆颜料等。太平洋战争

爆发后，英美商撤走，洋商企业被日军侵占。翌年，上海进口值降至1．2亿元。以后，进

口完全中断。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鼓励输入”，入超激增，出现八进一出之比。民

国35年，上海进口总值12809亿元，占全国进口总值85．3％，主要进口货物为美国倾销

剩余物资和奢侈品。民国37年上海进121总值9．1亿金圆券元，占全国进口总值78．5％，

主要进口货物有橡胶原料、钢铁五金、化学产品、棉花、汽油、煤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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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表4—2 1936—1941年部分年份上海口岸前十位进口商品比重情况表 单位：％

1936拒 1937年 1939年 1941越

位次 占上海 占上海 占上海 占上海
商品类别 商品类别 商品类别 商品类别

进口总值 进口总值 进口总值 进口总值

杂货(包括
l 15．40 金属及矿砂 17．24 棉花 26．65 粮食类 22．41

日用百货)

烛、皂、油脂
2 金属及矿砂 11．29 杂货 8．盯 7．84 棉花 20．42

蜡、胶、松香

烛皂油脂蜡胶
烛、皂、油脂

3 松香包括汽油 7．28 纸、纸板类 8．34 粮食类 6．99
蜡、胶、松香

5．53

煤油柴油

烛、皂、油脂
4 纸、纸板类 7．0cz 7．2l 金属及矿砂 6．06 糖 4．72

蜡、胶、松香

杂类
5 6．53 机器及工具 6．93 烟草 5．46 纸、纸板类 4．41

金属制品

化学产品 化学产品
6 棉花 6．23 5．60 4．97 煤、煤砖 2．69

及制药 及制药

化学产品
7 机器及工具 6．02 杂类金属制品 5．53 纸、纸板类 4．∞ 3．18

及制药

染料、颜料、油 染料、颜料、油 染料、颜料、油
8 5．56 4．69 4．03 杂货 2．70

漆、凡立水 漆、凡立水 漆、凡立水

化学产品
9 5．c15 车轮、船艇 4．42 煤、煤砖 4．02 烟草 2．69

及制药

染料、颜料、油
lO 车轮、船艇 4．32 烟草 3．17 杂货 3．87 2．68

漆、凡立水

上海进口 161956 149∞3 17914l 196778

总 值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上海解放初，为粉碎美国封锁，以进出结合、易货贸易进口必需物资。1949年12月，

用猪鬃、生丝同苏联易换卷筒纸和纸浆，成交解放后第一笔易货贸易。1950年，进口工

业原料、机配件，生活、军需物资等29种，进口总值1．17亿美元。进口值1％以上的商

品依次为棉花50％、糖12．5％、橡胶8．7％、黄麻1．8％、钢板1．7％、紫铜1．4％、烧碱

1．2％。占上海进口总值77％以上。进VI西药、二硝基氯化苯、锌氧粉、纸张、真空管、

轮胎等1500多万美元，其中青霉素21万支、链霉素30万支，1952年分别上升为41万

支、78万支。1951年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对华禁运案，上海进口值下降为9600万美元，

1952年更降为7400万美元。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开展对日民间贸易，并与锡兰签订大米换购橡胶的5年协定，

发展同苏联、东欧各国贸易。1953年上海进口总值仍降至6100万美元。1954年，根据中

国同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波兰和保加利亚科技合作协定，上海进口机械设

备。1957年巴黎统筹会宣布放宽对华禁运后，上海进口总值为3758万美元。比上年2100

万美元增长78．95％。其中，生产资料进口占上海进口总值80％，生活资料占14％。进口

商品有钢铁、紫铜、铝锭、染料等，商品来源地主要有联邦德国、瑞士、英国、法国、意

大利、瑞典、荷兰、比利时、澳大利亚、日本、印度、马来西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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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进口商品贸易

1958年，上海进口值升至6600万美元。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上海进口值下降，粮食进口居各进口商品之首。1961。1963年上海

接卸粮食155．95万吨，其中上海自用79．95万吨，占51．3％。其间，外贸部拨给上海800

万美元，上海自行投入“以进养出”周转外汇1468万美元，进口棉花、化纤原料、纸浆、

黑铁皮、橡胶、牛皮、铝锭、木材、铜、锌、翡翠石等原材料，用以加工棉(纱)布、人

造棉绒衫、尼龙袋、牙刷、卡普隆丝袜、的确凉衬衫、扑克牌、轮胎、胶鞋、皮革制品、

铝(箔)器皿、胶合板、铜锁、小五金、揿钮等出口。1961年以后，进口机电仪产品逐

年增长，至1965年累计进口项目9595项，货值1936万美元。此时，商品来源地主要有日

本、意大利、香港。1965年上海进口总值恢复到6000万美元。1966年开展“文化大革

命”，进El值不断下降，1969年降至最低点为1600万美元。1971。1975年引进新技术，为

出口产品生产厂改造技术设备，进口逐年增长。机电仪表每年进H约1000万美元。1974

年达2000万美元。1975年，上海进口总值突破亿美元，达1．08亿美元。1978年。增至

1．33亿美元。

80年代初，消费品进VI增加。有柯达、日本富士、樱花以及阿克发等彩扩设备和胶

卷相纸产品进入。1982～1985年，引进彩扩设备200台，年进El彩卷400～600万卷。1984

年起，直接从生产厂家进121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电，每年进口约2亿美元，还有复印机、

电子琴、音响设备等。1985年起大规模引进技术设备，发展国产家电工业，彩电、冰箱

等进VI逐年减少。1990—1995年，机械、电子、仪表进12I值居首，钢铁、五金次之。1993

年这几类商品进口值达13．73亿美元，占上海进12I值25．67％，其中钢材295万吨、9．2亿

美元，进口汽车零部件货值3．35亿美元。同期，轻工业品进口减少，占上海进口总值

5％o 1995年进El总值达74．79亿美元，主要有技术成套设备、电子计算机和仪器、汽车、

化工原料、钢材、矿砂等。向上海输出商品的国家和地区有118个，其输出货值占上海进

VI总值比重居前四位的是日本(占31．2％)、香港(占16．04％)、美国(占10．26)、德国

(占9．88％)。

表4—3 1958—1995年部分年份上海进口商品结构情况表 单位：万美元、％

1958正 1984年 1991矩 1995焦
商品类别

货值 比重 货值 比重 货值 比重 货值 比重

年进口总值 6566 l∞ 8127l 100 230秽玎 100 747917 100．00

成套设备及技术制造 2887 3．55 7289 3．2 71528 9．56

机械 79B 12．15 987l 12．15 5”83 23．3 139630 18．67

其中：汽车及摩托车 31542 13．7 55899

轻工机械 6117 8舛5 3．9 2326l

2546

仪器 216 3．29 (电子、光 3．13 1209l 5．25 103794 13．髓

学、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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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概述

1958年 1984年 1991年 1995年
商品类别

货值 比重 货值 比重 货值 比重 货值 比重

其中：电子计算机 8589 3．7 ．74463

五金矿产 2987 45．49 4322l 53．18 32055 13．9l ll删 15．36

其中：钢材 16523 187ll 8．1 51817

有色金属 16878 8936 3．9 9504

石油、化工 1174 17．88 溯 6．77 31634 13．73 9c聊嘶 12．17

其中：石油及产品 3718 1．6 10啪

(染化料)
335

化工原料 姗 2144l 9．3 69782
(化工原料)

丁纷

纺织品、丝绸 7344 9．04 49669 21．56 8勰58 11．0B

其中：丝绸 4065 1．80

棉花 13845 6．00 38“

羊毛 714 5406 2．30 5624

合成纤维 2367 9092 3．9 13558

织物 2613 12517 5．4 41457

土产、畜产 3 0．05 654 O．8 6368 2．76 18899 2．53

其中：木材 69 6733

种籽 5

种套 246

S勰
1549

医药保健品 8．35 (医疗器械 1．9l 534{9 2．32 9150 1．22
(西药5凹)

1355)

轻工业品 6134 7．55 15282 6．63 39l’72 5．24

其中：家用电器 120 1476 0．6 Z!ol

电视机用音响设备 2E玎 勉 1．5 10518

工艺品 99 1．51 339 O．42 2306 1．O 4448 0．∞

250

粮油、食品 (奶油 O．3l 7332 3．18 l溯 2．5l

109)

其他 74l 11．29 978 1．20 7219 3．13 53715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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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轻纺品

第一节纺织品

一、棉花(棉纱)、棉布

棉花(棉纱) 上海开埠后，英国商人将棉花和印度棉纱输入上海。清同治六年

(1867年)，上海从印度进口棉花100担，从英国进口棉纱120担。此时，中国棉料进口市

场在广州，上海是产棉区，因而上海进口棉花量小。

19世纪70年代后，棉纺工业渐兴，棉料开始作为重要进口商品输入中国。印度棉纱

质地稀粗，容易染色，价格低廉，适于织造土布。且印度与中国均以白银为货币，结算方

便。同治十二年，进口棉纱每担平均白银47．16关两，以后不断下降，最低时降到每担银

16．48关两。因而印度棉纱对华输出激增，并进入上海棉纱市场。光绪九年(1883年)，

上海进口印纱3000担。光绪十五年，上海开始进口日纱6担，值银120关两。由于上海

是产棉区，此时进口量仍然不大。光绪二十年，上海进口棉纱增加到62．26万担，其中

54．27万担转口输往长江各口岸和华北地区，上海本地销售仅4．41万担，不到全国棉纱进

口总量的4％。

表4—4 1868．1894年部分年份上海进口棉纱情况表 单位：万担、万关两

进口棉纱合计
其 中

年 份 英纱 印纱 日纱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l＆68 3．8 12．1

1870 1．9 5．8

1874 0．07 1．8

1876 0．5 18．1

1878 0．6 15．9

1880 1．7 42．7

1882 0．9 23．2

1884 2．1 53．2

1886 lO．1 221．3 2．7 60．4 7．3 160．9

l鹤7 11．8 271．3 2．8 64．3 9．O 20r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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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轻纺品

(续表)

进口棉纱合计
其 中

年 份 英纱 印纱 日纱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1888 8．3 165．4 5．2 111．0 3．1 54．4

1889 12．2 237．3 1．9 42．4 10．3 194．9 O．0006 0．012

1890 22．5 39r7．9 4．8 95．9 17．7 3舵．0 O．002 O．03

189l 33．1 551．8 3．5 72．7 29．6 478．9 O．Ol O．2

1892 40．7 657．7 1．4 28．3 39．3 629．4

1893 50．6 871．3 1．8 41．5 48．5 824．9 0．3 4．9

1894 62．3 1123．9 3．8 102．O 55．4 969．2 3．1 52．7

以后由于国内棉纺工业迅速发展，棉纱进口逐年大幅下降，为棉花进口所替代。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日纱商虽想乘机扩大中国棉纱市场，但受到中国爱国抵制，终未成气

候。民国元年(1912年)上海进口日纱货值1159．8万关银两，民国20年减至27．3万关银

两，仅及民国元年的2％。

20世纪初，上海及内地纺织工业迅速发展，需要大量棉花进口。进口棉花大多来自

印度、美国，部分从日本转口输人。光绪三十一年，上海进口棉花3．3万担，占全国进口

量的34．5％。上海经营棉花进口的外商洋行大都是国外大出1：3商在中国的分行或独家代

理，进口美棉的有美安、美福、合义等洋行，专营印棉进口的有庚兴、克赉振等洋行，经

营各国棉花的有福家、盛亨、茂新等洋行。

民国初，上海成为中国棉花进口主要口岸。民国2年，上海进口棉花n．32万担(货值

233万关两)，占全国进口同类商品的81．09％；此后，上海棉花年进口量均占全国棉花进口

量的80％以上。至民国加年，上海进口棉花值14514．11万关两，比民国2年增长6l倍，占

进口总值的17．61％，在进口商品中排行第一位。棉花进口贸易为外商洋行所垄断，华商很

难与之相竞争。华商经营棉花进口的主要是西洋庄和大棉行及南洋庄的建源公司。

表4—5 1922—1933年上海口岸进口棉花情况表

数量 货值 数量 货值
年份 年份

(TY担) (万关两) (万担) (万关两)

1922 145．∞ 34睨．92 1928 152．65 蚍．24
1923 135．79 4547．12 1929 190．78 7∞8．48

1924 99．3l 4091．鼹 1930 271．97 10615．96

1925 144．86 册．09 193l 375．鼹 14514．11

1926 2二12．0l 7515．62 1932 333．50 10775．45

1927 l昭．46 60昕．28 1933 l髓．15 5807．8l

说明：表内数字为已减去复出口效的净进El数。1932、1933两年为外洋进口货总效。其他年份包括从其他通商El

岸进上海口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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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1905—1936年部分年份上海进口棉花量占全国进口量比重变化示意图

(占全国比重％)

9S 22％

9仉儡1E1丽坩 !，1．4毋 白 64．1

8‘09％ 万担

81．09％ 2n 8 84 7扬 42&7

万担
万担

11．3 2lS々

万担 万担

34 5l％

厂]3盯担

1905 1913 1919 1921 1929 1931 1936 (年)

说明：表内数字是进口总数，未减除复出口数。

上海“孤岛”时期，国内棉花供应中断，纺织工业更依赖进El棉花。民国25年、28

年、30年，上海进口棉花占进口总值的比重依次为占6．23％，列第六位；占26．65％，列

第一位；占20．42％，列第二位。当时，上海棉纺厂适用印度棉花，印棉货价及运费低

廉，约占总进口量的一半。次之为美国棉和巴西棉。约各占20％。

抗战胜利后，美棉倾销，棉花仍为进口首位商品。民国35年，美国贸易输入上海棉

花117．2万担，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又输入美棉104．4万担，已超过上海纺织工业的需

求，导致棉价暴跌。自民国34年11月至1949年底，上海进口美棉、印棉共约258万包

(每包500磅)其中美棉占66．3％，印棉占33．7％。

上海解放后，为扶持棉纺工业解决上海棉纺织厂原料、资金短缺开工不足的困难，

1950年，由花纱布公司先后向苏联、巴基斯坦、印度、埃及、巴西、苏丹、美国、芬兰、

叙利亚、缅甸10个国家进口棉花。当时，棉花仍占上海进口商品首位，比重近50％。

1951年5月，美国通过对华禁运案，美棉中止进口。1952年起，进口业务陆续集中由北

京专业进出口总公司对外订购，上海VI岸办理到货接运。1950．1956年。上海口岸进口棉

花共566．7万担，其中巴基斯坦的棉花占42．5％。

60年代初，上海市政府决定并经外贸部批准，自筹外汇资金，从国际市场上进口原

材料加工为成品或半成品出口(即“以进养出”)，加工出1：1后所赚外汇继续滚动使用(即

地方周转外汇)。上海利用地方自筹和国家下拨的周转外汇进口棉花、毛条、人造丝等加

工成棉布、针棉织品、服装、呢绒出口，支持地方工业，增加出口货源、国家外汇收入和

财政收入。1963年，上海利用中央外汇2．49万美元、地方周转外汇85．25万美元进口纺

织原辅材料。其中。进口棉花43．2l万磅、货值13．68万美元。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美棉恢复进口。1973年，上海进口外棉1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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