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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志书，阐述了自1907年至1 996

年的绥芬河海关90年的发展史。内容包括建制、货运监管、

行邮监管、关税、统计、查缉走私、稽查、科技装备及应用、行

政管理，并附有大事记、历史资料和历史文献。



舌音 士
刖 百

《绥芬河海关志》经过一年多时间，诸多同志的辛勤工作和不懈

努力，今天终于成书与大家见面了。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绥芬河

海关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绥芬河海关从1907年至1996年已有90年的历史，在近一个

世纪的漫长岁月里，绥芬河海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了各种风风。

雨雨，遇到过许多坎坎坷坷；在体制上发生过几次变化，隶属关系也

多次变动。绥芬河海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特别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大潮

中，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较大贡献，做到了既为国家把关，又为

经济建设服务。编纂关志，就是总结历史的经验，继往开来，为今后

海关事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绥芬河海关在她的历史发展、变化中，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史料，

关志的出版，对于“资治、存史、教育"必有所贡献。

绥芬河海关关长梁克义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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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上限自1 907年7月8日，下限断1 996年末。

二、本志分为《建制》、《货运监管》、《行邮监管》、《关

税》、《统计》、《查缉走私》、《稽查》、《科技装备及应用》、《行

政管理》，共计九章。另有《附录一》、《附录二》、《附录三》。志

首有《前言》、《凡例》和《概述》；志尾有《编后语》。各章本着

以类系事的原则，篇下有章，章下有节，节下有目。章与章、

节与节、目与目平起平坐，内涵外延不相重叠。章与节、节与

目之间层层相辖。以时间为序记述，共约32万余字：图片见

于志首。

三、对于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末动用笔墨，只在各章节

和大事记中体现。

四、本志资料来源是黑龙江省档案馆保存的1 907年至

1 933年绥芬河分关档案(英文)、绥芬河市档案局保存的

1 949年至1 979年绥芬河海关档案和本关1980年至1996

年自存档案。，日伪占领时期的资料以牡丹江市公安局、绥芬

河市公安局保存的口碑资料及《满洲国税关概史》为准。为

了节省篇幅，本志所引资料均未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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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绥芬河市地处黑龙江省东南部，位于东经130。097 13Ⅳ，北纬44。

23723Ⅳ，北、南、西三面与东宁县毗连，东与俄罗斯接壤，边界线长26

公里(均为陆地)，现有人口39，513人，平均海拔550公尺。因受寒

温带大陆季风气候和轻微海洋气候影响，春迟秋早、夏短冬长，温差

悬殊，天气冷凉，年平均无霜期119天，适宜于小麦、大豆、马铃薯等

农作物生长。全市总辖面积460平方公里，市区东高西低，丘陵广

布、林木繁茂，素有“东山里”和“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市内街路沿

山起伏，水泥和柏油路面整洁宽敞，楼房平舍层层迭迭，富有东欧、

日本建筑情调。站在炮台山上极目东眺，异国城郭依稀可见，两国山

川尽收眼底。这里是滨绥铁路的终点站，有一条通往俄罗斯格罗捷

阔沃站的铁路混合轨道和两条公路通道，是国家的边境重镇，是对

俄罗斯、东欧、韩国等国通商的陆路口岸城市，年最大吞吐量达200

万吨，历史上曾有过“国境商业都市’’之称。

绥芬河市因河得名。“绥芬”为满语，意为“锥子”，地名始于

1903年1月17日，由中东铁路通车后的“五站"，改为绥芬河站。历

代的大致行政归属是：清属宁古塔副都统辖区；1897年至1921年

为中东铁路附属地；1921年至1932年隶属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

署；1933年至1945年日军侵占，隶属伪满东宁县和绥阳县；1945年

8月至1948年9月隶属绥阳县；1948年10月至1968年3月隶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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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宁县；1968年3月至1 973年6月设区(县级)建制，隶属黑龙江

省；1973年6月至1975年8月恢复人民公社，隶属东宁县；1975年

8月建市，隶属牡丹江市；1985年3月改为省辖市(由牡丹江市代

管)。

绥芬河的漫长历史像一位历尽人世沧桑的老人，他目睹了沙俄

政权攫取中东路修筑权以来的狰狞面目；经历了日本法西斯铁蹄践

踏下的深重灾难；饱尝了真正回到祖国怀抱的幸福和喜悦。

(二)

1901年7月1日，中东铁路东部线哈尔滨一一四站(格罗捷阔

沃)通车后，俄国无视我国主权，未经中国政府同意，“独擅”在我国

境内设立俄国海关。

在中国境内设立中国海关，本属中国内政，但是，软弱无能的清

政府与俄国代表签署《北满洲税关试办章程》时“磋议半年始克就

绪，缘北满商务几为俄所独擅，设立税关与俄有密切之关系，故俄人

争辩不遗余力’’。直到1907年7月8日达成协议，俄国才同意设立

绥芬河、满洲里北满税关。《章程》规定，北满税关“稽查往来货物并

征收由边界一百华里免税贸易之区运出货物之税”，“凡货物由东清

铁路经过两处税关运入俄国者或由俄国运入中国者分别交纳进口

出口关税，此税系按中国海关税则之数三分之二”。“各国货物经中

东铁路运至中国也一体均沾"。从中可以看出，旧中国时期的绥芬河

分关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不论关税的征收，列车的监管，还是货物

的查验，无一不与不平等条约相联系，无一不受不平等条约的支配，

无一不为帝国主义的权益服务。中东铁路实质上成为中国的“国中
·2‘



之国"。被外国洋员把持下的海关，成了不平等条约有关条款的实际

执行机构。

1933年1月9日，日军用刺刀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满
洲国"接管了民国政权时期的绥芬河分关房舍，重新组建了为巩固

其政权和扩大侵华战争服务的殖民地性质的绥芬河分关(1938年

改为分卡，1941年撤销)。坐落在大直路和柴可夫街(现为迎新街)

的海关楼房，在1938年至1945年东北解放前，被日本宪兵队占用，

成了镇压和屠杀绥芬河人民及抗日爱国志士的魔窟。

(三)

1946年5月23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民主联军解放了

绥芬河。为了巩固东北根据地，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同年11月我国

成立了“中国东兴公司’’，绥芬河口岸开展了同原苏联的贸易往来。

1949年9月16日东北贸易总公司决定设立绥芬河海关。从此，绥

芬河海关历经42年的悲惨命运，终于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怀抱，“把

国家大门的钥匙真正装到自己的口袋里"，在为解放战争、抗美援

朝、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完成了“把守国家

经济大门"的光荣任务。但是，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和“十年动

乱”的破坏，1968年绥芬河关机构被“砸烂”，领导干部受到冲击，百

分之九十的人员被调出，打乱了自己建立起来的正常工作秩序。粉

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贯彻党的改

革、开放和以“促进为主”和“从严治关"的方针指引下，充分体现了

“海关是代表国家在口岸行使监督管理职能的机关，是贯彻执行国

家有关进出口政策、法律、法令的重要工具，是进行对外经济斗争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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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武器”。

绥芬河海关自1907年至1996年经历了90个春秋。回顾过去，

岁月磋砣，路程曲折而坎坷，海关的兴衰与荣辱同国家的命运紧密

相联。现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

大，中俄贸易和友好往来不断发展，绥芬河海关的任务日趋繁重，职

能在不断强化、扩大，全关职工正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海关而努力。展望未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深化“为祖国把

关，为国家争光，对人民负责”的海关意识中，绥芬河海关将以崭新

的面貌，用辉煌的业绩，继续谱写自己历史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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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建 制

第一节清末、民国、日伪时期沿革

一、建关

历史上的绥芬河分关始建于1907年7月8日。根据中俄两国代表在北京

签署的《北满洲税关试办章程》，哈尔滨海关税务司于同年7月11日派遣并任

命英籍洋员马特·长克为绥芬河分关帮办、路迪为监察长，由北京起程到达哈

尔滨接受哈尔滨税务司马乌·瓦尔达的指示后，转赴绥芬河筹建海关。1907

年7月17日，哈尔滨税务司致绥芬河分关第一号公函中确定：“为备案之目

的，现将你出发前对你所作的口头指示，予以详细阐述，并以书面记载，加以确

认。根据外务部和俄国代表团在北京签署的协议，现决定派你前往pogrd—

nitchnaya(绥芬河)建立海关。该关开始的日期定为1907年7月8日，这个日

期为协议文本在北京交换之日。’’

二、隶属

1908年2月11日，隶属于哈尔滨海关领导的绥芬河分关正式开始对外

办公。绥芬河分关公事房和结关房均由车站免费提供，与俄国海关相邻。公事

房地址在车站中南(现在车站工厂北侧，占房五间)；结关房在车站大厦东南

(现在车站外宾食堂南部中间，占房二间)。

1908年5月1日，绥芬河分关设立驻邮局(俄国)检查所。

1908年5月27日，按照哈尔滨海关税务司的指示，以绥芬河分关房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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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由渥夫·车尼可夫负责开办小范围邮政，目的主要为了方便海关及外交

局工作人员，当时绥芬河尚无中国邮政机构。

1932年7月2日，哈尔滨海关监督通知绥芬河分关长王作民：“哈尔滨海

关于6月26日被满洲国接管，今后你将独立进行工作’’。从此割断了总关与分

关的隶属关系。

1932年9月24日，总税务司署根据绥芬河分关面临的形势，将分关改为

中国绥芬河海关，任命王作民为临时护理税务司，直属总税务司署领导。

1932年11月，绥芬河分关除留下四人看守关产外，其他人员在王作民带

领下经由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撤退到上海。

1933年1月3日，周庆丰、潘很新、崔庆财、刘世生四名留守人员最后撤

离绥芬河去上海。至此民国时期的绥芬河分关不复存在。

1933年1月9日，日伪政权设在绥芬河，海关迁至绥芬河，接管了民国时

期绥芬河分关的公事房、结关房和宿舍，又从哈尔滨海关调来一批工作人员，

重新组建了隶属于日伪政权哈尔滨海关领导下的绥芬河分关。

1935年3月23日，苏、日、伪满洲国在东京达成出售中东铁路的协议后，

1936年苏联宣布不承认“满洲国"，双方贸易往来中断。1938年绥芬河分关改

为分卡。1939年10月1日图们税关牡丹江分关设立，按照日伪政权行政区划

绥芬河分卡改归牡丹江分关领导。

1941年绥芬河分卡因无事可做而撤销。

1946年11月绥芬河口岸同苏联贸易往来恢复后至1949年9月15日，口

岸未设海关。当时出口货物无需填制缴纳关税单据，也不查验，办事处同苏方

签署交接证件便放行了。对进口货物则需要填制进口纳税单，这项工作当时在

口岸办事处输入科由专人办理，纳税单存放在输入科。

三、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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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7月8日至1933年1月3日清末、民初时期的绥芬河分关，内部

机构设置分外班、内班，由分关长、帮办统辖。

外班职责：监督检查进出境客货列车，查验货物及旅客行李，验估征税，查

缉走私和违禁品及邮政包裹的检查并课税，由监察长负责领导实施。

内班职责：关税及附加税的征收，统计和财务报表的编制及庶务管理等。

1907年至1912年清末时期绥芬河分关外班职员分监察长、副监察长、

一、二、三等检查员及见习扦子手四个等级。内班职员称供事、书办等。工人分听

差、苦力、伙夫、清扫工、更夫。关警称护勇、什长。

1912年民国建立后，仍沿用外班、内班设置，但改扦子手为稽查员，改供

事为税务员、事务员，改书办为书记员，仍分四个等级。工人不叫听差、苦力，均

改按职责称谓。

1933年1月9日，日本侵略军扶植的傀儡政权——满洲国重新组建绥芬

河分关后仍然沿用民国时期的外班、内班设置，往来公文和用语仍用英文。

外班负责监督检查进出境列车、查验货物及旅客行李和征收行李物品关

税，严防违禁品出入境。

内班负责税收、文书、财务、总务和统计。

海关在邮局设有检查所，负责国际邮件包裹的征免税和验放：

1933年9月海关进行机构改革，废除外班、内班机构设置，改设总务科、

税务科、监察科和监视科。海关驻邮局检查所不变。

总务科负责文书、人事、财务、关产及物品供应。

监察科负责查验货物、货物估价和制定税单。

税务科凭以监察科检验货物后制定的税单稽征关税。

监视科负责监督检查出入境列车和往来旅客，对应税的旅客行李物品直

接征税。

1938年绥芬河分关改为分卡，撤销科级机构，只留2人，负责监管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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