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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本书是(( ;:ft京部政史料汇编》中的一部，书中选录了

从北京邮政正式开办至北平和平解放期间，反映北京邮政

经济、业务等方面的有关史料。蔚选材料大部分为我属挡

案。

本书正文分为西部分，即中国〈北京〉部政发展史

略z 从正式开办到部政总局甫迂前的北京邮政z 从部政总

局离迂到抗吕战争胜和j前的北京邮政z 解放战争时期的北

京邮政。另外，将在京的民信焉及部分部政法规作为附录

收入。为方便阅读，史料编排按照时间颠序，并尽量将内

容上有一定联系的材料排列在一起。.

本书所选的史料，为保持其历史档案史料原貌，原文照

录。对原文中残缺或字迹模糊难以辨认者，以口代之s增补

缺漏字，以( )标费:对原文需加注释或说明者，用脚

注说明。凡未标明年、月、目前文件，均未及考订，只依

文件的内容决定其排列赎序。

文件的成文时闰一律改用公元纪年，如括号置于挥题

下、正文章宫，将原文的时i可略去。但标题旁标有※则为文

件内容所论及的时间。文件的标题、标点、分段，凡原文

未标明的，均为编者新在t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F凡、飞

前

邮政的前身是邮驿。早在属朝，北京地区就出现工鳝e

踊的遵信机梅-一驿站。大约到了清朝乾隆年阂，伴随着

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一种由商人组织，专营民间书信传

递的组织-一民信局，开始在北京产生，并在道先、咸

丰、罔治年闰迅速发展，直到一九三四年因邮政局的竞争

和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的强制封闭，才在北京消失。而驿

站则是在一九一二年被裁撒的。

北京邮政的正式开办日期是一八九七年二月二十日.

从邮政正式开办到一九四九年初，北京邮政局在办理邮政

事务的社会实践中，直接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历史记录

-一档案。自前，这些档案有的已经散失，有的则散放各

处，一般读者不易搜集，更不便于集中阅读。为了方便社

会各界和邮学爱好者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在科学的分

析和研究的基础上认识邮政敢为现代社会基础抗梅的地位

和作用，从商探索郎政发展的麓律，为今天正在进行的经

济体棋改革、部政体制改革和部政建设服务，促进苦都邮

政事业的发展，我们选编了这部《北京邮政史料>> ，主要

从北京邮政的经济、业务、局房、人员发展及邮政法规等

方面，比较系统丽又有重点地介绍当时的啻况:至于邮政

等级制度、工资制度、考绩制度以及酶工的生活与斗争等

方哥的材料，详细介绍，当以另曰.

由于部政档案散失各处，虽经多方搜集，限于条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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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本书所收迭的材料仍不很齐全;如之编者水平有

限，钟误之处在病难免，敬请读者鉴谅。

本书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研究项目

《北京邮史》的薪段成果，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在编

选过程中，得到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孙金择、李建平、王迎春、X11娟、何肖光、冯平、张立

平、赵族人等同志的直接帮助，谨向他们表示感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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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京)邮政发展史略

一、我国邮政发展简史

(- )发端之始

远在周世，我国即有邮传之制，递直直 至清，传递官

书，设有驿站。民间寄信，利用民局。海通以还，各国客

邮，擅自竞设，沪工部局亦早于民国纪元前四十九年开办

书信馆，侵我邮权，国人初不知怪。及中英天津条约成

立，我国更有保护外国使领所温文件递差之责。嗣以办理

不便，乃将使领文件，改由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街门伤驿代

运，前四十六年(同治五年) .复规定交总税务司署代

理，总税务司署乃设邮务办事处，办理邮递事务。前卅六

年(光绪二年)是项邮递事务扩充，他处海关亦设邮务办

事处，业准收递普通人民交寄各通商口岸之信件。前卅四

年三月二十三日(光绪四年二月二十日〉海关邮务办事处

开始收寄大众邮件;现代邮政之基本条件，始告具备。盖

古之邮驿，均仅供官军之用，普通人民不得享受，民信局

虽可供人民享用，惟为商民所营，属于私邮，非国家邮政

可比也。

〈二〉妻灌制设

总税务司试办之邮递事务，随海关之增设而逐渐发

展，惟仅限于通商口岸，范围甚狭，内地通信则纯恃民信

局.时客邮或外人所设之书信馆既不断扩展，官办驿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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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自弊窦丛生，班辈在库款甚巨，此种倩影，深为识者所需

病，于是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揭等均相继奏请创立国家

邮政。总税务司幸事德〈英人)主张尤旱，韭叠向总理衙门

建议。前十七年(光绪二十一年〉藤德拟呈开办章程四

项，计四十四条。总理衙门乃于前十六年三月二十日〈光

绪二十二年二月裙七 13 )据以入奏，请由海关理办邮递推

广，益与各吕联会，以总税务司赫德专司其事，而自总理

衙门总其成。同日，奏皇帝朱批"依议

政，遂获法定地位而成为国家邮政，故交通部特于民国卅

六年五月十五日令，定三月二十日为邮政纪念日.

〈三〉正式开办

自经正式奏准开办国家郎政后，总理衙门即照会瑞士

政府表萌露于各埠邮政办理完善后如入国际邮会，蓝白开

办之百起免费转递各国寄来部件，以为先自履行国际邮政

公约之表示。总税务司则一面指派邮政总办，调拨人子，

一噩规定于前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光绪二十三年一丹十九

百〉正式开办离家邮政。是 13 ，各海关部务办事处一律改

称大清部局，经办信函、明信片、贸易契及印刷物四类邮

件。次年(光绪二十四年〉一月开办汇兑业务，五月开办

包裹业务。前十三年〈光绪二十五年〉一月，确定各通商

口岸之自在政局为各部界之邮政总局，各口税务司兼各部界

邮政司，总税务司赫德兼总部政苟，即主i北京之总税务司

署为邮政之总管理机关，隶总理衙门，嗣总理衙门改组，黯

改隶外务部。及邮务区域扩展，所属各部界之下复添辟副

部界。前七年(光绪JH一年〉八月，事务日囊，乃开始委

派管理由5界之专任邮政司。

(1m)脱离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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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于前六年(光绪卅二年〉改革宫错，设邮传部，

部置部政局，专管邮政事宜，即筹越接管邮政费锥直至前

一年〈宣统三年〉始有成议。是年五月廿五日，部传部大

臣盛宣怀与内揭总理大臣弈勘等会奏，定五月二十八日

〈宣统三年五月韧-a) 接管邮政，由部设邮政总局主管

其事，以署邮传部左持部李经方暂行兼署局长。局长之

下，设总办及会舟，郎以当时之邮政总办串黎〈法人〉充

任总办.当日奉旨"依议

税务处，五月二十八百即由邮传部与魏务处接交部政案

卷，而总税务司署则于五月三十吕将邮政事宜全部移交恙

;jJ.、自黎接管。是 E为邮政与海夫正式分立之吕，亦即邮政

总局成立及自黎正式就任邮政总局总办之目。是后各部界

总局改称郎政局，主管部界之邮政司改称部政局部务总

办，副部界总局改称邮政分局，主管副部界之部政司改称
邮政分局部务总办.

(五〉裁并驿站

民国肇造，邮传部改为交通部，邮政总局组织与人事

均仍lI=t 驿站事务在原先属兵部车驾司主管，及邮传部成

立，上谕是i归邮传部，于前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宣统三年

七月初一日〉正式由邮传部接管，仍采逐渐裁并政策。至

是交通部乃决定完全裁并，先将原由北京捷报处改组之邮

报处撤销，盖自元年六月一日起将各衙署公文均攻自各衙

署自行送交邮局挂号寄递，各省驿站遂亦次第报撤。

(六)加入dllS会

当前三十四年〈光绪四年)我国最初试办邮政之时，

国际邮政会议开会于法国巴黎，即经正式邀请我国加入.

及前十六年奏准开办，复经我国将愿意入会之意照会瑞士

-3--



政府转达国际邮会各会员国.是后华盛顿及罗马两次会

议，均经我国先后派遣大臣列席或观会.民国三年，我以

办理邮政成绩略具，乃照会瑞士政府通告联邮各国，声明

我国自是年三月一日起正式入会，盖自九月一日起生效.

因客邮之设，违反国际邮约，故自是日起对各国在我领土

所设客邮改采不承认态度，惟其撤销，则于民国十年各国

在华盛顿召开太平洋会议之后二年方克实现，而南满铁路

沿线独得保持之日本客邮，更迟至抗战胜利东北邮政接收

始不复存在。此邮权被侵之长期痛史殊是友人深省1

(七)邮权自主

我国邮政，在未脱离海关以前，由总税务司及各口税

务司兼司，全由外人主管。分立后，邮政总局局长虽由国

人充任，惟大权均操诸外籍总办之手。第一任总舟、自黎、

第二任总办铁士兰，均法人，前后任达十七年之久，于我

国邮政，固为建树，惟鉴于法使之数次照会我国须派法人

办理邮政，似不能谓为无规制我国邮权之意。国籍人员中

不满此种现象者，于民国初年即组织邮政协会，以谋改

革.造十五年北伐军兴，邮工运动渐炽，各地工潮起伏.

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即于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另设邮政总

局于南京，与北京总局共同管理全国邮政.十七年北平攻

克，北京邮政总局于六月十四日撤销，由南京总局统一管

理，总局总办亦改称会舟、2 旋局长复改称总办，客卿退处

襄助地位，我国邮权至是方克自主。当南北两总局议订共

管条款时，法使认为有损洋员利益，曾约他国公使提出抗

议。个七年七月一日，铁士兰起假回籍，仍举法籍邮务长

自代，未依其请，翌年初准其退体。其中心之不满，仍可

概见。惟不情而论，客卿中之忠于我国邮政者，实不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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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于建立我国邮政之功勋亦殊不可没也.

〈八〉储汇分立

我国邮政汇兑业务，于民前十四年一月开办，储金业

务于民国八年七月一日开办。因邮政局所普遍各地，故能

深入民间，颇具成绩，且克尽为民服务之责任。十八年二

月邮政司司长兼邮政总局总办刘书蕃奉派出席伦敦国际邮

政会议，曾顺道往欧美日本考察邮政，归国后建议将储汇

事务划出，另设邮政储金汇业总局独立经营，直隶于交通

部。十九年一月六日，交通部请呈行政院转请国民政府核

准。邮政储金汇业总局，遂于十九年三月十五日在上海成

立，由刘书蕃兼代总办，其原兼邮政总局总办职务，于其

出国时由林实代理，至是年五月部派常任次长韦以献兼

任。储汇分立，邮政人员原表不满，分立之后，邮政经济

忽由历年之盈余而转为亏损，十九年度亏四百余万元，二

十年度更达七百余万元，邮政人员深感邮政经济危机之威

胁，乃于二十一年五月以工会名义向中央各部院提出巩固

邮基方案，要求合并储汇局，曾一度发生罢工风潮。是月

卅一日行政院决议组织邮政经济制度委员会，其下另设专

门委员会从事研究.二十四年三月一日国府颁定组织法，

将邮政储金汇业总局改为邮政储金汇业局，直隶于邮政总

局，是年七月 一 日，正式改组，储金合并运动遂告结束.

(丸)东北撤退

民国二十年 u九一八"事变突起，辽、吉、黑三省

相继沦陷，该处邮政屡被干涉，员工时遭危害。及伪组织

出现，复迭谋劫夺，我以邮权关系重大，不可轻予丧失，

故仍艰苦维持，以便民众.至廿一年七月间，因伪满有于

八月一日发行新邮票强我行使之议，不得已于七月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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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及二十五日将辽宁、吉黑两邮区邮政停办.根据二十五

年度统计，该二区共有邮局三0一处，占全国邮局总数十

分之一强，收寄邮件七千七百余万件，占全国总数十分之

。点九强，收寄包裹件数则占全国总数十分之一点六强。

东北撤退，邮政发展受一顿挫.撤退入关之邮务员工二千

六百余人均分配各区，邮政经济，更增负累，故虽经极度

紧缩开支，二十一年度营业支出较二十年度减近三百万

元，而仍亏逾六百万元之巨.二十二年度复槽节支出达四

百万元，情形始略好转.二十三年度底，民信局一律遵令

结束。二十五年关内各省厉行公路建设，航空邮运亦大见

发达，邮政业务异常繁荣，是年盈余达四百八十余万元，

创开办以来之最高记录.时邮政总局局长为郭心崽，于二

十三年五月十六日接任，其前任为黄乃抠，二十一年五月

二十三日接充，再前为钱春祺，于二十年二月二日继韦以

献为总办，其由总办改称局长，则始于二十年七月，储汇

总局总办亦于同时改称。

(+ )抗战前期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节节进逼，至二十六年七

月七日，我国忍无可忍，遂起而抗战。邮政方面，为应军

事需要，八月起开办军邮。我各地邮局，亦于极艰苦之环

境下，竭力维持。十二月南京陷落，邮政总局迁汉口办

公.二十七年初，战地日广，陷区扩大，我为争取陷区民

众及便利游击地区军民通讯，乃呈奉最高当局核准，继续

维持陷区邮政，惟将往来邮件，严加检查，以防奸冗.凡

邮区之管理局沦陷，丽尚有一部份地区为我方政令所可及

者，则设管理局办事处以指挥之，如其范围甚小氯则暂拨

邻近之后方，邮区管辖.二十七年十月，汉口、广州相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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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部政总局人员先后迁移昆明及重庆办公.自抗战裙

起，铁路与轮船邮运干线改递阻断，邮局为琉运部件，乃

自办长途汽车运输，至是交通益感困难，邮政自办汽车运

输遂日加扩展。二十八年二月，为搓挥珞区部政，暂设部

政总局驻沪办事处。二十九年起，陷区之北平、河北、山

西、山东、河南等部区，因敌伪之路锚，与后方失却联系，

南方各区，尚能继续指挥。后方各区郎务，以机关与人民

内迁关系，自趋发达2 二十七年收寄邮件总数仅五f乙二千

余万件，二十九年竟达八亿六千余万件，较战前收寄邮件

最多之:二十五年仅少一千余万件。惟自是年起物价开始波

动，币值日渐低落，而邮政因自办汽车运输成本增高，军

部扩张，负担加重，包裹业务无法发展，故亏累日多一

日，虽于二十九年九月作抗战后之第一次调整邮资，以后

盏逐年调整，憧远难及飞涨之物价，故邮政经济，江、河日

下。此为抗战发生后部政所遭遇之最大因难也。

〈十-)抗战后期

太平洋战事未发生以前，邮政总局驻上海办事处指挥

下之陷区各地邮运，尚可籍海运绕道与后方联络，陷区业

务较佳，其盈余亦可拨剂后方。及卅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

战事发生，海运被踵，陷区邮务吕萃，指挥亦增困难，邮

运仅恃撞越敌伪防线之秘密部路勉强维持，备极艰苦。与

国外通部凡纯赖空运。三十一年六另邮政总局全部移重庆

办公，局长一职于是年十二月由徐继庄继任，所持政策，

趋重予储汇之发展。三十二年六月，邮政总局驻沪办事处

被敌伪劫夺，我方对黯区邮政之指挥权无法继续行使，遂

将该处撤销e 三十三年豫期战局恶化，桂黯边区亦被敌窜

拉.至是捕，医邮政盈余之拨济既已断绝经年，豫湘等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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