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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秦皇岛港是世界第一能源输出大港， 是我国重要的综合性国际贸易口岸，在我国

国民经济中占有特殊地位。《秦皇岛港纪事知是叙述秦皇岛港重大历史事件的一部编

年体专著.本书上起远古时期，下迄 1989年 9 月，分为古代篇、近代篇、现代篇三部

分.据路富详今原则，近代篇、现代篇又各自分专题叙述，举凡秦皇岛港及其附近地

区的组织、政治、 a慧、海上交通、对外贸易等，本书均有所记载.

本书材料翔实，体例溢密， 对研究秦皇岛港及其附近地区的历史、搞好港口的

建设与管理、促进华北地区的对外贸易，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供港航、水运交

通、外贸、海关、经济、历史等专业的工作者、研究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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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一、编辑《秦皇岛港纪事)) (以下简称《纪事>> ) ，是为了

使大家了解秦皇岛港的基本历史沿萃，向读者提供查阅有关事件

的参考资料。

二、编辑《纪事》的原则，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尊重

历丈，依据事实，注重经济、技术，客观地记述港口的经济发展

及影响港口运输的政治形势。

三、编辑《纪事》的资料来源，古代部分主要根据秦皇岛所

属山海关、北戴河和昌黎、抚宁、青龙、卢龙地区的府、县方志

以及《史记》、 <<1:辅通志》等大量史书，近代部分依据港口和

开 i采矿务局中、外文档案资料以及有关专著史料p 现代部分借助

于交通部、河北省、唐山地区、秦皇岛市和本港的档案资料以及

有关报刊资料。

四、 《纪事》古代部分不分类，近代、现代部分按社会生活

和港口工作性质分类〈见目录) ，均以事情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

排列，缺乏具体日期的放在每年、月之后，段首标叫 "6" 符

号。有关考核港口经济技术指标完成情况附后。

五、 《纪事》中的月、日，在清代以前采用农历，用汉字注

明青代以后采用公历，用阿拉伯数字'注明。

六、限于水平，本书难免有遗漏和不妥之处，切望读者赐予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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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秦皇岛港是中国华北地区两大商港之一，是中国对外贸易重

要口岸，以输出煤炭、原油为主，为水路、铁路，水路、公路，

水路、信'道联运港口。秦皇岛港地处河北省滨海平原的东北侧，

与辽西走廊西端接壤，是华北、东北两大行政区的咽喉要道和首

都北京的重要门户，具有车船辐辑、 "故道可由，扬帆直指"的

优越地理位置。其地理座标北纬 39 0 54'24"，东经 119 0 36'26"。

秦皇岛地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是海湾型港口，海域开敞，水深浪

小，淤少不冻，气候温和，为中国北方沿海著名不冻天然良港。

其腹地辽阔，有华北、东北两大经济协作区为依托，当地旅游业

发达，玻璃等建材工业、桥梁制造、机械加工，以及纺织、食品

和矿业等也都具有相当规模，改革开放后开辟了对外经济协作开

发区P 港口交通便利，铁路联接京沈、京秦、大(同〉秦三条铁

路干线，并与地方铁路相im，京哈、津秦及承(德〉秦公路横贯

市区 p 海运，国内可达沿海及长江、珠江下游诸港，国外可达各

大il沿岸国家。

秦皇岛港历史悠久，它的前身是喝石海港。追溯到春秋战国

时期，喝石己是中国沿海交通线上著名的海港之一。自秦汉、经

隋唐，迄至明清，港口几经兴衰、演化和变迁F 从明嘉靖十四年

(J 535年) ，秦皇岛替代雨石而正其名，到近代清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 ，清朝政府开辟秦皇岛通商口岸，借款建筑码头，营

造铁路等，秦皇岛已由古代舟船聚泊的自然港口，发展成为轮船

往来军泊的通商口岸。

秦皇岛开埠之初，清朝政府曾委托开平矿务局代理秦皇岛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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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事务，设经理处和海关。 20世纪伊始，秦皇岛港正式对外开

放。清光绪二十六年 (1900年〉下半年八国联军侵占秦皇岛后，

开平矿务督办张翼〈燕谋) ，在英帝国主义分子威逼利诱下，

"为保利权"谎报清廷改开平煤矿和秦皇岛港为"中英合

办"，遂被英人骗占，并于伦敦非法注册，港口改称"开平公司"

秦皇岛经理处。民国元年(1912年) ，英人假名与深州官矿有限

公司"联合"成立了开漆矿务总局，秦皇岛随之隶 属 该局领

导。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 ，开 平 矿务局与谏州矿务局正

式"合并"实行两总经理负责制，港口仍受开谏矿务局的统

抬。自 1900年至1952年，英人控制港口达半个世纪之久。新中国

成立后，英人弃职返国，放弃经营，港口遂由人民政府代 管。

1953年初，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 《关于统一航务、港

务管理的指示》精神，秦皇岛港归属交通部统一经营领导， 正式

结束了英帝国主义对港口的统治。新中国诞生前，港口年均吞吐

量 200 万吨左右。民国二十九年 (1940年) ，港口在日本帝国主

义的野蛮统治下，吞吐量高达 459.4 万吨。民国三十七年 (1948

年〉则降至 86.3 万吨。

新中国的诞生，社会主义管理体制的确立，给港口发展带来

无限生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港口实行军事管制，坚持"劳资

两利，发展生产"的正确方针，废除封建把头制，开展民主改革，

极大地激发了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劳动热情，港口迅速摆脱了生

产经营困境。 1953年港口生产计划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轨道，提前

完成"一五"计划规定的 250 万吨指标。"二五"期间，港口开

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局部使用简易机械化生产设备，使

全员劳动生产率由"一五"时期的平均 644.2 吞吐吨，提 高到

"二五"时期的 820.4 吞吐吨 1959年和 1960年，吞吐量分别完

成 510.6 万吨和 542.7 万吨，超过了1940年的历史最高水平。国

民经济调整时期，国家投资建设了乙码头两个杂货深水泊位，在

2 



政变港口单一性能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港口生产经过调

整，货物吞吐量由 1962年的 224 万吨，提高到1965年的 477 .6 万

吨。

"文化大革命"期间，港口生产和建设一度遭受严重挫折.

1966-1972年，货物吞吐量徘徊不前。 1973年以后，广大职工逐

渐认清并抵制了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坚决贯彻周恩来总

理"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指示，港口生产和基本建设出现新的

高潮，在此期间，港口建成了全国第一座管道式原油输出码头，

进而建成甲码头两个杂货深水泊位。同时开始有计划地对乙码头

进行技术改造。港口煤炭、原油、杂货通过能力大大提高。 1975

年吞吐量完成1557万吨，位居全国沿海港口的第三位(1973年居

第五位〉。利润总额完成 1719.4 万元， 。 同 1972 年的 151 万元

(1949年以来历史最低水平之一〉相比较，增长1038% 。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秦

皇岛港认真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和"对内搞活，对

外开放'方针，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生产建设的新发展.

十年改革使港口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效益明显提高，港口

规模不断扩大，运输生产持续稳定增长。

十年改革期间，国家对基本建设管理实行概算投资包干制.

港口建设在实施投资包干的过程中，坚持在工程施工 中开展竞

争，推行按概算降低系数承包施工、公开招标和施工经济责任

制，从而加快了港口建设步伐。十年港口基本建设、技术改造及

更新累计完成投资额 14.14 亿元，为改革前 30 年总投资的 4.45

倍，这十年先后建成以大型现代化煤码头为标志的深水泊位 12

个，其中z 煤炭泊位 7 个，原油泊位 1 个，杂货泊位 4 个，十年

共新增吞吐能力7000万吨。截止到1988年港口泊位共24个，总长

4575.4米，比新中国成立时增加 17个泊位，总长度增加3678.7米。

十年改革，港口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强，库场总面积增长

3 



唱10946平方米，机车增加13台，其中内燃机车 7 台，车型巳更新|

换代，车辆也由大吨位铁质车皮代替了木质车皮，港作船舶能力

〈马力〉增加 1 倍，添置了千吨级供油、供水船 4 艘以及消防、

代缆、巡逻、垃圾、浮油田收、工程技术等不同门类的技术、 安

全、服务性船舶。港内铁路，十年建成新线87公里，是前30年的

1.4 倍。装卸机械则从无到有，发展到 300 台，尤其是新建的专

业化码头装备了相当数量的现代化装卸设备。十年改革，新建职

工住宅 28 万多平方米，交付住房 6862 套，职工生活福利设施状

况得到较大改善。

十年改革期间，港务局在企业内部深化体制改革，不断完善

经济承包责任制和经营机制，实行局长〈经理、厂长〉负责制，

并建立两级管理机构，下放管理权限，对基层单位实行"独立核

算，臼计盈亏"从而调动了基层和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推

动了生产建设的发展。目前秦皇岛港与世界上89个国家和地区建

立了贸易往来， 1988 年港口吞吐量，完成 5812 万吨，连续 4 年居

沿海港口第二位，并连续 6 年评为部级"经济效益先进企业"。

1988年 7 月，经国家批准为"国家二级企业"。十年改革，累计

完成吞吐量 3.77 亿吨，是改革前 30 年累计完成的1. 75 亿吨吞

吐量的二倍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的

自主权，推行经营责任制，实行利改税，交通部对港务局还实行

税后承包制，港务局对基层单位实行利改税、利润留成、增长利

润分成等多层次、多形式、多联挂的承包责任制，进一步打破吃

"大锅饭"的局面。通过改革，增强了企业自我改造、自我完

善、自我发展的能力，企业经济效益有了更大的突破。十年改革

中，累计完成上缴利润 10.3 亿元，是改革前26年(从1953年开

始独立核算) 1.78亿元的 5.8 倍，而1988年实现利润高达2.14亿

元，人均创利居沿海港口第一位。

4 



秦皇岛港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十年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写下了辉煌的篇章。四十年来，中共中

央、国务院都非常关心秦皇岛港口的发展，毛泽东、周恩来、刘

少奇、朱德、叶剑英、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多次视

察港口。

本世纪末下世组初，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构想从第二步向第

三步过渡的重要时期。秦皇岛港作为国家重点建设港口之一，到本

世纪末将拥有 42 个生产泊位，其中煤炭泊位 14 个，原油泊位 3

个，杂货泊位25个{其中集装箱泊位 2 个〉。总吞吐能力达 1.2 亿

吨以上，不但跻身世界亿吨大港行列，亦将超前成为世界最大的

能源输出港和综合性国际大港。秦皇岛港将为中华民族乃至人类

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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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代 篇

〈公元前21世纪-1840年〉



夏朝(公元前21世纪一公元前16世纪〉

秦皇岛地区，史载"夏属冀" "夏禹治水始于冀"。大

禹自冀导河入海，为古人类接触大海-一渤海的最早记录。

古籍 《竹书纪年》记载"夏帝芒东猜于海，获大鱼"。

诲，应是渤海。既然能够"猝猎"于海上，即说明当时已经能造

船并且开始了海上航行。

商朝(公元前16世纪一公元前11 世纪)

商朝发祥于河北。<<诗经·商颂》中"相土烈烈，海外有

截"的文献记载，说明了商王朝时已经发展了海上即渤海的交

通，并有能力治理海外领土。

秦皇岛一带"商属孤竹"。孤竹为商的诸侯国，在帝辛

(纣〉时，被迫迁到北方。史书记载，孤竹故城在卢龙〈今为秦

皇岛市属县〉城南，并i己载了孤竹君二子伯夷、叔齐的历史传

说。

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一公元前771 年)

孤竹地处渤海北岸，据当时海、陆要冲z 东北有肃慎，西北

有燕毫 〈今商县) ，沿海西南有苏(今邢台)、殷〈今河南安

阳) ，隔海与莱〈今山东掖县〉相望，成为渤海北岸两大陆路干

线的枢纽和海上咽喉通道。

商周时期，孤竹已经形成港口，为战国时期北燕"南石港"

的崛起打下基础。

周武王姬发〈公元前1027年〉纠合诸侯进军伐纣，大军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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