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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厦门商会档案史料选编》的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它不仅仅为"抚古"，整理保存珍贵的地方史料F 更主要在于"为

今"，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身处特区，作为工商经济界

社会团体的厦门总商会，如何以史为鉴，吸取历史文化精粹，发

挥自身优势，为特区建设出谋献策，搭桥牵线，乃出版发行此书

的现实意义。

综观《厦门商会档案史料选编)) ，厦门商会创始于清代末

叶，历经沧桑，在政权多次更迭，内忧外患频仍的动荡局面下，

作为地方民族工商业的代表，为厦门地方的市政建设、民生救济、

工商业改良、维护商家利益等，做出相当有益的贡献，也涌现了

如林尔嘉先生，洪晓春先生等一些卓有建树的会领，先祖父黄奕

住先生，倾囊投资祖国，关注厦门市政公共事业建设，曾连任两

届厦门商会会长、主席，在《厦门商会档案史料选编》中，也辑

录了先祖父传略，给予应有的地位和肯定，我作为先祖父的孙儿，

深感自豪、荣幸，这段历史值得我们记取。

我和厦门总商会(工商业联合会)也有深厚的感情，不仅仅

在于它是家乡的商会，且是我早年工作过的单位，时至今日，仍联

系频繁。厦门总商会在加强自身建

设中，不忘历史，整理出版《厦门

商会档案史料选编>) ，使我倍感欣

慰，因而秉笔述其梗概，并祝厦门

总商会事业发达，再立新功，是为

序。

二趴在》



编辑说明

一、本书所选编档案史料的时间起于 1904年，止于 1949 年

10月。

二、本书档案史料共分五部分(一〉沿革(二〉会务

〈三〉地方事务〈四〉社会活动及其它〈五)人物传略。各部

分又按其性质分成若干小类，每类档案史料按时间先后顺序进行

排列、

三、本书档案史料的标题均系编者所拟，一般一文一题，但

凡属同一事件，彼此有直接联系的则用组合标题。

四、本书所选档案史料，民国以前以年号纪年，后面加注公

元纪年，民国以后一律改为公元纪年，文中数字均改为阿拉伯数

字。

五、本书所选编档案史科，基本上原文照录，个别档案史料

正文中含有与本选题无关内容时，为免繁杂冗长，对个别语句段

落进行删节，并注明"上略"、 "中略"、 "下略"字样，凡属

编者根据史料整理的材料，书中均作注明。

六，本书档案史料如无注明出处，则均出自厦门市档案馆，

书中不一一注明。

七、由于历史和自然原因，造成档案史抖正文无标点，不分'

段，甚至字句错、谁、脱漏，凡此编者一律进行加工处理，并加

标识符号予以注明z 错字别字后用( ) ，将正字置其中 F 脱漏

字用( )予以补加，残缺无法考证者用口表示，若遇残快字数

较多时，则用文字予正文中夹注，原文有疑问者用(? )表示，

原文有注释者均予保留，凡编者所作注释用※表示，并加脚注。

因原件均系竖排，现改为横排，因此，凡原件文中有"左" "左



列"字样，一概改为"下" "下列"。

八、如档案史料中有明显诬蔑、歪曲史实的字句，予

以省略，并用A表示，如省略字数较多，则在( )中注明"下

略……"字样。

九、本书由厦门市档案馆和厦门总商会合作选编。

十、本书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承蒙福建省图书馆、厦门大

学图书馆、厦门市图书馆、集美图书馆、福建省档案馆、中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的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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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Ir

1898年戊戍变法后，面对着内忧外患的清政府为挽救其

摇摇欲坠的统治，推行一系列较为开明的政策。经济方面，

在中央设立农工商部，提倡和鼓励商业活动，并制定商会

《章程)) ，要求各地广泛设立商会，以挽回利权，改变过去轻商

‘抑商的倾向。

位于我国东南沿海的厦门，凭着得天独厚的优越地理环境和

深水良港， 16世纪以来，逐步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和国

内物资交流的重要转运站。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英国侵略者签

订了《南京条约)> ，厦门被迫开放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西方列

强陆续在厦门开洋行，设工厂，创办轮船公司。西方经济的侵

入，对厦门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加上劳动人民的大

量移民出国，厦门成为华侨出入祖国的门户，促进了厦门商业的

发展，使厦门成为闽南商贸中心，在东南沿海占有重要的地位。

为此，清政府商部《章程》明确规定厦门为应设总商会的城市之

一。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 ，厦门商务总会正式成立。从此，

厦门商人有了自己的组织。 1916年，厦门商务总会改称总商会。

1932年又改名市商会。 1938年 5 月厦门沦陷，商会随市政府迁往

内地，在漳州设立办事处，开展战时服务工作。抗战胜利后，商

会于1945年10月迁回厦门，直至1949年10月厦门解放。

厦门商会是厦门商人组织的社会团体，从1904年到1949年，

历时45年。这期间，由于它所处的社会地位和自身的活动，使它

成为厦门最重要的社会团体之一，并在社会、经济、地方建设等

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以谋求工商业及

对外贸易之发展，增进工商业公共之福利jg宗旨，成为商人和政



府及各部门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政府通过商会了解商务情形，落

实各项商务政策并协助推进地方各项建设，商人通过商会向政府

及有关方面反映问题，参与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在旧

社会，由于政府和商人各自所处的地位和利益不同，决定了二者

之间经常有不可避免的矛盾。因而在二者之间有个媒介机构也就

非常必要，尤其当商人和政府部门之间存在明显利益冲突的时

候，更需要商会出面来解决。例如，旧社会苛捐什税等超额负担

往往导致商人抗揭拒税，而政府采取高压手段迫征也是常有的

事。每当二者矛盾处于尖说的时候，商会就以一神中间角色的面

目出现，在二者之间进行协调，从而使矛盾得到境和解决。因

此，政府需要商会，商人也需要商会。商会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

地位，来保护和促进商业的发展。

商会虽然是一种商人组织，但是，作为一个社会团体，由于

它拥有其他社团所没有的经济优势，具有特殊的社会经济地位，

因而，其?舌动也大大超出商会本身的职能范围。纵观商会 45 年

的历史，地方上凡有重大活动或发生重大事件，总有商会的参

与，有些活动甚至是非有商会参加则无法进行。例如二十年代的

大规模市政建设，以及历来的民生救济、公益事业、社会秩序等

等方面，商会都曾发挥积极的作用。

厦门商会成立于清末，一开始就面临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和在.

会动荡不安的现实。尽管商会与封建政权和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有

着某些联系，但在腐柜的封建统治和西方列强侵略;而双重压迫之

下，也产生了一定的反抗心态。因而，以维护商人利益为主要任

务的厦门商会，在历次的反封建反侵略爱国运动中，领寻商人参与

厦门人民的战斗行列，在厦门人民民主革命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南洋群岛是华侨最主要的聚居地。厦门有着深水良港和发达

的海上航运，商会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发挥自身优势，广泛与南

洋各地华侨团体开展经济文化交流，密切联系，在促选华侨支援祖

2 



固和家乡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厦门商会在反帝爱国运动中以及推动地方建设和经济发展方

面，作出了相当的贡献，赢得人们的尊重，并成为厦门最有影响

的社会团体之一，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也不能否认，商会毕

竟是社会的产物，它的存在，不可避免地打下时代的烙印和带有

若干资产阶级的特性，因而在历次的反帝爱国运动中，也暴露了

动摇妥协和革命不彻底的一面。具体地说， 1927年以前，商会较

能体现商人团体爱国、进步的一面;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

政变后，商会也发生了变化，政治上站在国民党一边，成为国民

党新军阀御用的统治工具，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

采取非议态度。正是由于它的性质的改变，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

年代抗战爆发前夕，商会的活动和职能明显受到影响，削弱了主

要社会团体应有的作用，建树不多。及至抗战胜利后，商会在政

治上倾向国民党尤为明显。总而言之，商会45年的历史，既有积

极进步的一面，也有消极落后的一面。

基于上述的认识，我们本着尊重客观事实，维护商会活动真

实历史面貌的原则，选编了这本商会档案史料，为研究商会的历

史， JE确评价商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提供了较为翔实的史料。

同时，书中收录的反映商会经济方面活动的史料，也为我们当前

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借鉴，特别是对于今天的市场经济建设有一定;

的现实意义。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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