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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再版序言

《中国近代海关史》是国家"七五"规划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晚清部分

于 1993 年 7 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5 年获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全国

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劳成果二等奖"; 1999 年复获全回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领导小姐颁发"回来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

1999 年 9 月，(中国近代海关史(民阎部分))由人民出版社继续出

版。

2∞1 年，经教育部委托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组织专家对

申报项目进行评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会议审定，(中

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和民国部分入选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

的研究生教学用书。

教宵部办公厅通知"入选教学用书应于组脱年 8 月 1 日以前出版

或再版""以便新学年培养单位选用。未经许可，不得延期出版。"据此规

定，我当即将全书复校，并进行修改补充，以备如期再版。

本书所称的中国近代海关，主要是指外籍税务词管理下的中回海关，

内容包括从外籍税务词海关制度的酝酿、建立到 1950 年在中回国土上最

后消失的全过程。

我是于 1972 年在处境极端艰难时刻开始进行中国近代海关史资料

的搜集工作的，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开始撰写。我的系统研究成果都是

.在 1986 年退休以后才完成和出版的。

退休以后，一切教学工作都摆脱了，学术上一时被歪曲、被篡改的问

题也得到拨乱反正。先攘的时间和学术思想的解放，使 1956 年前后的研

究春天再度来临，我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向着中国近代海关史的系统研

究迈步前进。

首先，我应中国海关学会之约，把历年发表的有关专题论文，辑成《中

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书，作为中国海关学会历史丛书第一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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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由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其次，在《初探》基础上开展中阻近代海

关史前期的系统研究。当晚清部分即将完成的时候，本来打算把书名定

为《中阁近代海关史》上册;但因想到自己已年近八十，能否完成下册，殊

属疑问，索性把上册改为"晚清部分";万一写不出下册，总算告了一段落。

现在看到这个课题的最后完成，非意料所及，不胜欣慰!

外籍税务司管理的中国海关，是在西方资本主义阔步前进、特别是英

国维多利亚女正在会球建立大英帝阁时代产生的。那时，中国还处于落

后、闭塞的封建时代，问关锁阔的政策，把自己的国家远远抛在西方资本

主义世界后面。资本主义强大的生产力突破了国家界限，摧毁了嫁后国

家脆弱的经济基础，打破了民族的问嘉隔阂状惑。它们的生产和消费，一

步步地卷进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激涡。落后国家，最自甘孤立，却孤立不

了;虽欲自主，却自主不了，终于被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落后的国家

民族，虽因此而伤心落泪，甚至奋起抗争，但因搭后，无法挽救，徒叹奈何。

中罔正是在这样的潮流中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落后，远不能满

足列强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不论是它们的政府或

工商业者，都要求清政府甚至自行在中国尽快地行驶汽船、开办工厂、开

采矿产、修建铁路，以便顺畅地运输商品、原料，加速资本积累，壮大本国

的经济力景。所以随着世界市场的建立，近代化的交通工具、生产工具和

生产技术，都输了进来，资本主义精神文化也被带了进来。

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中国，破坏了中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也促进

了商品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沿海、沿江地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但是因

为资本主义列强企图在中国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倾销商品，搜购原料，

壮大自己的经济力量，势必排挤、打击中圄的民族经济，从而阻遏了中国

社会的发展。

中国近代的海关，一方面是作为资本主义因素出现在中国的，这就不

可避免地带进了资本主义的新事物;另一方面，也是主导方酒，它是作为

维护、发展列强经济的工具，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

展。总税务词赫德曾就条约与海关的关系论述海关的作用 o 他说，条约

"总是制定者从外国立场出发强迫签订的，因此，极端重视的首先是要求

外部(国)贸易的发展，而不是发挥[中国]内部的潜在能力气根据条约而

建立的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是"为使贸易按照规定的方式进行，为使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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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按照条约规定强加于他们的贸易方向行动。"①这是海关开办时的

情况，其后，海关被肆成英国对华关系的基右，这就在更广泛的范围维护

和发展了列强特别是英国在华的经济利益。

由于海关一开始就和清朝最高统治者一一-满族统治者结合在一起，

满族统治者企回依靠海关加强它的统治，商海关又企阁建成英国对华关

系的基右，所以海关势力得以乘机惨遭进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军事

各个领域。这样，它的业务越广泛、权力越大，对中国的危事性就越显著，

它的本质也因而越来越暴露。因此，当中国人民民族意识高涨，民主革命

兴起，它便成为革命的打击对象。

由于海关惨遭到近代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所以它的业务非常庞杂。

它以怔收对外贸易关税、监督对外贸易为核心，兼办港务、航政、气象、检

疫、引水、灯塔、航标等海事业务，还经办外债、内债、赔款及以邮政为主的

洋务，从事大景的业余外交活动。海关组办的业务和活动，牵涉到近代中

国财政史、对外贸易央、港务史、洋务史、外交史以及中外关系史等专门学

科，它对中国近代社会有着广泛的影响和作用。深入地探讨中闺近代海

关的起源、发展、活动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和作用，不但可以丰富

有关学科的内容，而且可以充实、扩大整个中国近代史，加深对中国近代

社会性质的认识。

如何看待一个如此庞杂的行政机构，这是一个关于如何对待历史研

究的态度问题。我们认为，从事历史研究，最起码的态度应是忠实地依据

历史资料，从历史事实出发进行探讨;其次是把历史事件放在特定的历史

条件中加以辩证的分析;第三，要用全面观点去考察问题。这看来是:t生

常谈，但是在长期"左"的思潮的深刻影响未尽消除的情况下，不能不老调

重弹，以免3重蹈覆辙。我们正是荣着这种态度，从事本书的撰写的。

中回近代海关史的研究，是在辛亥革命后继起的民主革命时代兴起

的。 1917 年，孙中山在广州集结革命为量，发动反对北洋军阀破坏宪法

的护法运动，接着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到了 1归4 年，在广州

革命政府领导下，掀起了北伐大革命。当时，全阁民族意识高涨，知识分

① 1864 年赫德曼英国议会《关于中国洋关创办备忘录)，全文刊载于{中国近代海关历史

文件汇编)(参阅附景一"主要征寻|书目介绍"第 1 条，第 1η…1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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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和海关华员为了配合收回关税自主权、收回海关的斗争，他们比较集中

地撰写了一批揭露海关阴暗面的专著和论文。这些论藉，对于当时的反

帝运动起到了宣传鼓动的作用，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情绪，其功绩是不可磨

灭的。但是因为当时海关档案还在外籍税务司严密封锁之下，海关制度

不许外人研究，所以这些论著还不可能进行系统、全面的论述。尽管如

此，它们却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1928 年，大革命转入低潮，海关史的研究气氛，随着社会矛盾的转化

而渐趋沉寂，前后几达 30 年之久。

到了 m 世纪 50 年代后期，中国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近代经济

史资料丛刊编委会和海关总署研究室才编译了 10 种《帝国主义与中国海

关》丛书，从海关密档中辑译出大最有关外交史和中外关系史的资料。这

止是资料，揭露了中国海关大量的业余外交活动和中外关系的历史事实，为

近代海关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但是这套丛书的出版，并没有

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从此以后，社会逐渐进入动葫不安，中国海关史

的研究又度过了沉寂的 10 年。

我对中国近代海关史的研究是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我在厦门大

学担任中国近代史教学的.时候(20 世纪 ω 年代以前)，对于中国近代海

关问题就颇感兴趣;但因教学任务繁霞，缺乏研究条件，无从着手。从

1966 年下半年开始，全国进入"文化大革命"浩劫时代，研究工作停顿。

直到 1979 年，我终于结束了众所周知的长期的知识分子改造生活，开始

走出学校，访问了厦门海关。关长张震间志大力支持我的工作，吩咐经办

人员给我查阅、借用档案的便利。在此谨向张关长和厦门海关档案寰的

无私援助，致以谢忱。

中国近代海关史内容如此庞杂，海关档案浩如烟海，要全面完成这项

研究任务，绝非个人能力所能办到的。因此，培养一批青年的研究力量，

是当务之急。于是，我于 1985 年开始招收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生;为了

进行分工合作的系统研究，我还有设置中国海关史研究机构的构想。

就在这卢年(1985 年)中国海关学会在北京酝酿成立。我希望厦门

大学和中因海关学会合办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这个主意得到厦大事联

崖副校长的首肯。于是，我奔走于京、厦两地，终得学会领导的问慧，并提

供经费和人员 o 这样，中回海关史研究中心便于 1985 年 11 月在厦门大

、



再版序苦苦 5 

学正式成立。研究中心成立后五六年中，撰写论文 ω 余篇，大多在全国

性刊物发表;还出版了专著 3 部、外国著作译本一部。

研究中心顾问、厦门海关秦惠中关长，对于中心的研究工作备极关

怀，提供了查阅使用厦门海关档案的诸多方便。本书的撰写，受惠特多，

在此特致谢忱。

鉴于中国近代海关是在外籍税务司管理之下，又和外国的政治、经

济、文化紧密联系，英、英等国外交档案保存了大最有关中国海关的档案

资料;随着海关外籍人员的返国，还有许多私人信件、日记等分散各国，而

各国学者研究中回海关史和海关人物的也不乏其人。因此，有必要在囱

际拖罔内交流各国有关的研究资料、研究成果和不间观点，求间存异，共

同促进，才能推进这门学科的全面发展，因有举办国际学术研究的设想。

香港大学王腐武校长，热心扶掖学术研究工作，慨然承诺该校历史系

和亚洲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第…次中国海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以资倡导。

研讨会于 1988 年 11 月在香港大学举行。参加的有美国、日本、加拿大、

中国以及香港、台湾的学者 30 多人，提交论文 29 篇。 1990 年 8 月，由中

国海关史研究中心牵头，(历史研究》编辑部、《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中山

大学历史系、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第工次中国海关史

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举行。出席的各国学者 46 人，提交论文 32

篇。 1995 年，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办的中国海关史第三次国际学术研

讨会，出席的中外学者 ω余人，提交论文 40 篇。通过以上三次国际学术

研讨会，海关史的基本问题，经过反复讨论，深受启发，获益良多;研讨会

的大最论文，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研究成果d

中国海关史研究，还有一支不可忽视的力囊，这就是在中阁海关学会

领导下，全阁各海关都成立了编写关志办公室，拥有鹿大的编撰队伍。在

他们辛勤努力之下，各关大多写出了关志初稿、定稿，许多巳经出版了。

此外，中国海关学会编辑的《海关研究》、中因海关杂志社编辑部编辑的

《人民海关)(后改《中国海关})也发表了不少有关论文。以上这些成果丰

富了中国海关史研究的内容。

有柴专家学者最近著译出版的书籍，如陈霞飞编审主编的《中国海关

密档》、画至到教授编著的《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汪敬虞教授

著的《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叶松年教授著的《中国近代海关关税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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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关学会编的《海关职工革命斗争史上魏尔特著陈欺才等译的《赫德

与中国海关》、徐万民和军恭忠同惑编的《中国引航史》、叶寒舍间;也主编

的《中国航标史》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译著。

本书晚清部分在撰写过程中，承中国海关学会特予大量的经费资助，

朱剑白、宿世芳两位会长，江西大学名誉校长、我的老师区到教授，厦

门大学副校长郑学橄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庆成教授，西

南财经大学啤革丑教授，人民出版社编辑部.f.*~雄编审等给予关怀、鼓

励和鞭策;福建师施大学林振盛副教授、厦门大学教师阅览室石翠金同

志，在我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帮助我借阅书籍，给予聋阅资料的方便;人民

出版社编辑部的定期发稿，对我的写作起了督促作用;在此敬致衷心谢

忱!

腹大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连心豪副教授、薛鹏志问志协助我处理大

量的注释，校阅了全书。戴一峰教授提供有关资料，关亚敏关务监督提供

部分译稿耐高龄的厦画同志，冒着酷暑为我州了凌乱的稿件，在

此一并致谢。

在这里，我也不会忘记，在生活条件极端困难境况下，匮虱同志不

辞劳苦地带领全家大小为本书的撰写做好了大景的准备工作;没有这些

工作，我不能想象在今天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特书此以为留念。

本书民国部分附录刊载了[英]魏尔特著的《关税纪实》中《民国元年

至二十五年海常各关关税总数收支表)，对 1912 年到 1934 年海关和常关

的收入和分配情形.记载甚详，资料价值很高。虽篇幅较多，不妨作为附

录部分录下，以供参考。

附录还载了几篇本人关于这个课题的研究经历、讲话、出版缘起、序

宫、译序，反映我的研究过程、方向和观点，也一并录下。

民国部分书稿蒙叶克豪同志精心打印，前后费时三四年，费尽心血;

厦门大学海关史研究中心薛鹏志同志为我输送大量资料，还为我完成

"1912 年到 1倒8 年海关职员人数统计表";厦门海关档案室继续提供查阅

档案的便利;厦门大学历史系孔永松教授、厦门海关温后柱间志提供了解

放区海关资料。胡月英老师冒着酷暑协助校对。所有这柴，都是本书成

书和出版不可或缺的宝贵帮助，在此敬致衷心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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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虽连续撰写了七八年，但因内容庞杂，外误遗漏之处，在所难免。

敬请学术界、海关界同志，不吝批评指正，是所切盼。

2仪)2年 2 月 28 日于厦门大学

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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