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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海关修志是海关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o

《哈尔滨海关志》历时两年，今天终于成书了。它是哈尔滨海关事业发展的真实

记录，是海关文化建设的里程碑。它填补了从清代至今近百年历史修志的空白，

确实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o

哈尔滨海关的前身哈尔滨关，始建于1907年(清朝光绪三十三年)，它是英、

美、日、俄等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东北，争夺势力范围的产物。日俄战争以后，哈尔

滨做为俄国独家经营的侵华大本营的局面被打破，继而成为各国均可通商的国

际商埠。当时的哈尔滨关是腐败的清朝对日外交的挡箭牌，同时充当英、美、日

经济利益代表的角色。在英、俄、日等国洋员的一手控制下，资本主义的海关制

度在这里建立起来，并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资本输出、商品倾销和经济掠夺的

工具。本志通过对哈尔滨关历经清朝、中华民国、伪满洲国三个时期饱尝屈辱历

尽坎坷沧桑的如实记述，真实地描绘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海关的凄惨形象，

再现了帝国主义侵华的阴险嘴脸。1946年哈尔滨解放，海关管理权终于掌握在

人民手中o ．

1950年以后，哈尔滨海关从税务部门分立出来。它忠实履行国家和人民赋

予的职能，为促进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及科技文化的交流服务。特别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哈尔滨海关认真贯彻“把关服务”、“促

进为主”和“从严治关”的工作方针，坚持依法行政，深化海关业务改革，为黑龙江

经济建设，特别是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建立的过程中，哈尔滨海关加快了业务科技一体化建设步伐，她必将带着崭新

的现代海关制度迈人21世纪，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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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海关志

鉴往而知今，《哈尔滨海关志》为我们展示了哈尔滨海关曲折的发展历程，我

深信这部志书的出版，必将起到“资政、教育、存史”的积极作用。哈尔滨海关志

办的同志们艰辛劳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广泛搜集资料，

审慎查核史实，终于收获了丰硕果实。在此，我向你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并向

《哈尔滨海关志》编纂过程中，给予大力帮助的朋友和同志表示衷心的谢意!

展望未来，前程似锦，我们将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开拓进取，用汗水和智慧

来继续谱写哈尔滨海关新的历史篇章。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哈尔滨海关

关长 孙庆发

199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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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本书为哈尔滨海关业务工作志，机关内党政、群团、行政后勤工作不作重

点记述。

二、本书记述内容仅限于哈尔滨海关一关之事，而不是哈尔滨关区之事。

三、上限起自1907年，需用的背景资料上溯几十年；下限截至1995年末。

四、为便于记述，书中除“建制”一章外，其余各章解放前一律用“哈尔滨关一

称谓；解放后一律用“哈尔滨海关”称谓。

五、书中采用公元纪年。年号标在括号内。

六、业务数字三位以上的，整数三位一节，以空格划分。

七、本书记述采用述、记、志、表、录等五种文体。正文按照事物的发生、发展

和结果，以时为序记述。

八、本志设序、凡例、概述、正文、附录、后记六个部分。

九、本志采用章节体结构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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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哈尔滨市地处松嫩平原东端、松花江南岸，是我国与俄罗斯、东欧及东北亚

地区进行经贸往来和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中华人民共和国哈尔滨海关就

设在这座城市o

哈尔滨海关前身哈尔滨关，建立于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至今已有近

90年的历史o 1946年前(哈尔滨解放前)它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属半殖民地性质

的海关，充当了列强倾销商品、掠夺中国财富、进行经济侵略的工具。1946年后

它才回到人民手中，成为国家经济大门的坚强卫士。

哈尔滨关的建立是日、俄、英、美等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东北、争夺势力范围的

产物o 1903年中东铁路全线通车后，哈尔滨已被俄国建设成了对华侵略扩张的

大本营o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o 1905年日本在英、美的支持下打败了俄国o

1907年1月按照《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的规定哈尔滨对外开放，成为国际性商

埠。从此，哈尔滨为俄国独霸的局面被打破，英、日等列强的经济势力渗透进来。

1907年初，英国在华利益的代表总税务司派遣葛诺发(俄籍)到达哈尔滨，对哈

尔滨海关区(包括哈尔滨、绥芬河、齐齐哈尔、满洲里等商埠)进行考察和海关筹

建工作o 1907年7月8日清政府外务部与俄使商定《北满税关暂行试办章程》，

并互换照会，以此日为北满税关开关之期。于是哈尔滨关也于此日成立了。哈

尔滨关负责的是铁路上的报关、查验、征税等海关业务，其大部分在绥芬河和满

洲里两分关办理。哈尔滨关另一主要业务集中在松花江上，负责江道治理及港

务、船务管理的一些事宜，同时管理哈尔滨及边关的邮政事宜。哈尔滨关的主要

任务是征稽关税，缉私工作量不大o 1931年后，哈尔滨关为日伪政权控制，成为

殖民地性质的海关。该时期对中国其它地区进入的货物、物品视作进口征收关

税，而一些战略物资则免税进口，中国的金、银、文物、粮食等物资源源不断运回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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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海关志

日本。而将中国百姓贩运日用品视为走私，严查严办。

哈尔滨关自建立之日起，其管理权就一直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从1907年至

1945年的38年间，由俄、英、日三国人担任税务司或海关关长。一些重要岗位，

如帮办、外班验货员、钤子手等全部dtJ'b国人任职。华员只能担任次要职务，如

内班文案、供事、听差等职。华员的升迁、调动与淘汰，全由洋员掌握，倍受歧视。

外国职员的年薪高出华员数倍乃至数十倍o

1945年8月前，哈尔滨关的关税自主权、海关行政权和税款收支权均已丧

失，这是哈尔滨海关历史上极为屈辱的一页。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国民政

府海关税务司署派王文初等人前往哈尔滨市接收哈尔滨税关，并想筹建哈尔滨

海关，因种种原因，未能建成。1946年哈尔滨解放，海关这把中国在黑龙江地区

经济大门的金钥匙，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海关事务由哈尔滨税务部门代管，直

至1949年9月16日东北海关管理局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3月东北海关管理局设立“驻哈尔滨邮局包

裹验征处”o当年12月1日，将驻哈尔滨邮局包裹验征处改建为“哈尔滨支关”，

受沈阳关管辖，隶属东北海关管理局直接领导。1953年3月5日，哈尔滨支关改

为“哈尔滨分关”o 1955年8月4日，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委托黑龙江省外贸局

领导哈尔滨分关o 1958年1月1日，哈尔滨分关改为独立关，称“中华人民共和

国哈尔滨关”，dt夕l-贸部与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双重领导，由黑龙江省外贸局指

导工作。50年代，中苏签订贸易协定。哈尔滨关监管的货物主要为中国同苏联

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间往来货物，不征关税。当时的征税对象仅限于非国家合

同贸易货物。如，对哈尔滨市秋林公司进口的货物和国际邮递物品征收关税。

在关税收入总额中，秋林公司缴纳的关税额就占50％。缴纳关税执行1952年5

月16日政务院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及其《暂行实施条

例》。业务量最大一项为国际邮递物品。当时哈尔滨邮局是全国六大国际邮件

互换局之一。查缉走私主要为行邮渠道的走私贩私行为。

1960年，海关管理体制下放，全国各地海关由所在省、市、自治区管理，受地

方政府和国家外贸部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哈尔滨关为黑龙江省外贸局的一

个处级单位。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哈尔滨海关同其它单位一样，受到

干扰和冲击，机构被砸乱，大部分人员被调出或下放。1967年与黑龙江省商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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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局合并，成立“关检组”o 1968年黑龙江省外贸局撤销，设立“黑龙江省外贸公

司”，哈尔滨关为该公司一个组成部分，称“海关组”o 1972年重新组建黑龙江省

外贸局时，恢复了哈尔滨海关的建制，对外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哈尔滨关”，对内

是黑龙江省外贸局的一个处级单位，称“海关处”o此外，海关各方面工作处于半

瘫痪状态，突出政治，行邮监管偏左。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进一步加强海关管理。1980年8月1

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哈尔滨关，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哈尔滨海关”。哈尔滨海

关为处级海关，由国家海关总署直接领导，受黑龙江省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监督

指导o 1984年6月9日，国务院批准将哈尔滨海关由处级海关升格为厅(局)级

海关。随着经济振兴，外贸繁荣，海关机构和人员都进行了增编，截止1995年

底，机构设置共有17个处级海关，6个办事处，14个业务职能部门。

在监管工作方面，1984年后，对俄贸易活跃，易货贸易货物增加，同时，加工

贸易货物、三资企业进出I：1货物越来越多。为扩大办理转关货物的范围，哈尔滨

海关严格遵守“坚持制度、依法监管、简化手续、加速验收”的工作方针，主动与天

津新港和满洲里海关联系，建立关与关之间的转关运输货物和监管联系及配合

制度，既加强了监管，又减少了货主以往一票转关货物一申请的麻烦。同时，还

建立了对进口货物的前期管理、现场验放、后续管理等一系列配套的监管体系和

制度。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形势，哈尔滨海关及时调整和

改革监管模式和监管手段，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了由海关一手包办的传统模式，实

施了以海关为主，与社会综合管理、企业自身管理相结合的综合管理制度和新的

监管模式，注意提高各有关方面遵纪守法意识和调动自我管理的积极性，增强了

海关监管力量。1987年一1995年，共监管进出口货物901 497吨。在行邮监管

方面，对进出境人员的行李物品大部分由VI岸海关监管，哈尔滨海关监管重点为

邮递物品中的印刷品、音像制品。

在征税工作方面，依法治税，严格执行“先税后放”制度，制订《审价工作实施

细则》等规范性文件，并通过驻莫斯科价格小组及时了解易货贸易情况，准确审

价，不漏征关税。哈尔滨海关认真执行国家制订的关税优惠政策，为吸弓IJ'b资、

引进技术和发展对外贸易服务。对减免税货物，根据国家政策，依法减免。哈尔

滨海关从认真贯彻国家经济宏观调控、关税保护以及财政作用、关税向国际惯例

靠拢总原则，结合哈尔滨关区实际情况，宣传和落实国家关税优惠政策，简化征

税手续，提高工作效率。1984年一1995年，哈尔滨海关征税合计13．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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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处走私方面，突出重点，抓大案要案。1984年以来，特别是1990年以

后，哈尔滨海关查处走私工作发生很大变化。查私的重点是货运渠道的走私；以

加工贸易的多进少报、加工后不出口、自用或不及时核销的走私；以“三假”手段

的走私，假借“捐赠”名义走私等等。走私主体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原来的以

个人走私为主，转变为以企事业单位、机关等法人走私为主。走私货物或物品也

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原来的生活日用品、中药材等，发展为香烟、汽车、科技设备

等。走私案件表现出的特点为：案值大，情况复杂。在查处走私案件的过程中，

哈尔滨海关始终坚持与当地的公安、工商、税务部门联合办案。反走私情报已成

为哈尔滨海关查走私案主要的有效手段。80年代后，60％一70％的案件是依靠

情报查处的o 1984年一1995年哈尔滨海关共查获走私案件393起，总案值13

084万元o

’在统计工作方面，1980年恢复后，至1995年，哈尔滨海关共统计报关单

81蝴份。传统的统计方式被现代科技手段所代替。实现了统计数据的自动
采集，各业务现场均能独立完成统计工作，统计处负责查核。逐步开发和应用电

子计算机手段，建立起全方位的咨询服务、监督机制。

在科技工作方面，哈尔滨海关为加快业务科技一体化进程，在海关总署的支

持配合下，分期分批引进了小型计算机、微机设备，于1990年建成计算机机房o

1994年实施H883报关自动化系统，并相继完成了通讯卫星小站建设。检查设

备实现更新o 1995年，哈尔滨海关已拥有科技装备四十多个品种，一千五百多

台(套)，应用于各业务现场苦实现了关区业务数据联网和本关业务现场报关、审

单、征税、统计、稽查与关数据库联网。通信达到与海关总署、各直属关和绥芬

河、黑河海关的卫星计算机联网。 ．

在办公、人事、行政、财务、审计、监察、党团工会等方面，为保证完成海关任

务，创建哈尔滨海关各项工作新水平，做了大量的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哈尔滨海关认真贯彻“促进为主”和。从严治关”的工作方针，

深入内部改革，正在向着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海关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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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建 制

第一节 旧中国的哈尔滨海关
．●

‘

、一、哈尔滨建关背景
，

， ，

自《中俄铁路通商章程》缔结后(该章程于1858年签订，后经1862年、1869

年和1881年三次修订)，中俄两国之间的通商贸易便逐渐兴起。1896年(清光绪

，二十二年)，中俄《喀西尼密约》对俄国在中国东北铺设并经营中东铁路(即东省

铁路)、通过中东铁路开展两国问的通商贸易、在中东铁路干线两端满洲里和绥

芬河等处建关征税等事宜均作了约定。1898年6月9日，中东铁路工程局机关

搬迁船沿松花江到达哈尔滨开始办公，并宣布从即日起，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东

铁路全线(西从满洲里站中俄国界起，经哈尔滨东至绥芬河站中俄国界止，为中

东铁路干线；从哈尔滨站中心起至旅顺口站，为中东铁路南线)正式开工。1903

年7月14 El，中东铁路全线竣工，正式通车营业。1904年2月10日，日俄战争

爆发，把中国东北沦为战场，中东铁路戒严，火车全部输送俄军。哈尔滨成为俄

军的军事司令部，致使北满设关之事搁置。日俄之战，以日胜俄败而结束。俄国

．将中东铁路南线自宽城子(今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交给了日本o 1905年，经

、《中国满洲善后协约》允准，把哈尔滨划为开放的商埠之一。从此，日、俄、英等帝

国主义列强便插手中国东北地区的建关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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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哈尔滨建关的筹划

1900年俄国出兵侵占东北地区，开始推行其东北海关俄罗斯化的阴谋。日

俄战争后，战败的俄国独霸中国东北的野心破产。总税务司赫德①为了尽快地

控制东北设关事务，于1907年1月对在东北设关拟出一个总方案，即按照地理

位置把东北划分为奉天(今沈阳)、安东(今丹东)、吉林、哈尔滨四个关区，并向各

关区派税务司在各关区为建立海关进行勘查、筹备。其中，将绥芬河、满洲里、齐

齐哈尔等商埠划归哈尔滨关区，拟任命葛诺发(俄籍)为哈尔滨关区的税务司。

总税务司赫德的设计方案，经清政府税务大臣于当月17日(清光绪三十二年十

二月初四日)批准。于是，葛诺发作为哈尔滨关税务司，于1907年初赴哈尔滨，

具体组织筹建哈尔滨关区设关事宜。当时的哈尔滨关虽然没有明确开办之期的

有关文件，但是作为总关所承担的筹建分关的职能已经开始运作了。同年2月

清政府税务处⑦文称，关于东省铁路两尽头设关之事，经吉林、黑龙江将军选

定，于绥芬河、满洲里两处设关。对设关的有关事宜，由中俄两国各派员赴哈尔

滨会商。当年7月8日(清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制定《北满洲税关章

程》，清政府外务部与俄使换文，并宣布以此日为北满税关开办日。后因中俄两

方对“章程”中的某些条款持不同意见，致使满洲里和绥芬河两关未能按期设关

征税，内外货物仍自由出入中俄国境。日本所占据的大连已于当年7月1日开

设税关，南满出入的各种货物均已按章纳税。日本以南、北满对外贸易有失权衡

为由，多次对清政府照会进行指责，要求清政府尽快在北满设关征税，以平衡南

北贸易o 1908年1月经中俄协议，对“章程”中的存异之处，暂按俄方的解释执

行。于是才使北满设关一事得到落实。当年2月5日满洲里关正式开办；2月

11日绥芬河关也开始办公。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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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哈尔滨关的设立

1907年5月(清光绪三十三年三月)，总税务司赫德电告黑龙江将军衙门“尊

奉税务处饬令，择选税务司开办东三省各商埠税关，俄国人葛诺发为哈尔滨税务

司⋯⋯同年7月8日(清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清政府外务部与俄使换

文，订立《北满洲税关试办章程》，以此为哈尔滨关开关之始。关址设在哈尔滨秦

家岗火车站对面(今哈尔滨火车站对面)o此时的啥尔滨关主要行使总关的统领

职能，以组织筹建分关为主，尚没有办理具体征收关税等业务。虽然有相应的海

关机构，但人员均派所属绥芬河、满洲里等关任职。在铺设中东铁路中，俄国通

过阿穆尔江(即黑龙江)和桑格里江(即松花江)将大量的建筑器材运至哈尔滨。

于是，经水路往来的中俄两国间的贸易便逐渐发展起来。满洲里和绥芬河两个

边境关设立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上述水路设关问题又提到日程。一是，途经满、

绥两边境关的大多数货物运到哈尔滨，或由哈尔滨向外发货，在哈尔滨建立一个

中心关，有利于提高海关工作效率。二是，尽管已在中东铁路干线两端满洲里和

绥芬河设关征税，但因江上没有设关，进出口货物仍免税自由进出。日本政府已

在所占之地大连设关征税(大连于1907年7月1日设关)，而北满水路没有设

关，进出口货物仍免税自由进出，日本以造成南北贸易不平衡为由，要求清政府

尽快在北满江上设关，以平衡南北贸易。于是，清政府与俄政府达成非正式协

议，于1909年6月26日颁布了《松花江通商暂行规则》和《哈尔滨关暂行规则》、

《三姓税关暂行规则》，这些“规则”，均自当年7月1日起施行。自此，在水上设

立的哈尔滨、三姓关及拉哈苏苏关，分别开始工作。同年8月18日，在阿穆尔江

设立瑷珲关o

当松花江通商规则和哈尔滨江关、三姓关、拉哈苏苏关规则开始实施时，又

受到俄国的抵制。为此，又先后在哈尔滨和北京进行了长期的谈判。直到1910

年8月8日，才在北京达成协议，签署“关于制定有关管理松花江航行船舶及进

出货物的暂定税关规则的北京议定书”，当月30日公布实施。从此，哈尔滨等关

开始正常工作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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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哈尔滨关的调整

1929年(民国十八年)5月31日起，哈尔滨关改为“滨江关”。1931年“九一

八”事变后，中国东北地区沦陷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东北各海关先后被日

本人所控制。1932年9月，在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的伪满洲国宣告东北海关独

立，即把东北海关地区的各海关均改为伪满洲国海关，对东北以外的中国其他地

区视为外国稽征关税。此间，滨江关改为“哈尔滨税关”归由伪满洲国财政部领

导，哈尔滨税关监管的区域是哈尔滨特别市、新京特别市(即长春市)、滨江省、龙

江省、黑河省、吉林省、安北省、安南省、北满特别区和南满铁路附属地。哈尔滨

税关，辖3个分关和3个分卡o

1945年“九三”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海关税务司派员接收哈尔滨税

关，欲重新组建哈尔滨海关。因海关的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关员难以集中而未建

成。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哈尔滨海关

一、建制沿革

1946年5月28日哈尔滨解放后，哈尔滨税关的业务划由设在哈尔滨的东北

税务总局关税科管理。1949年9月16日东北海关管理局成立后，统一管理东北

各地海关事务。从此，哈尔滨税关隶属于东北海关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3月东北海关管理局设立“驻哈尔滨邮

局包裹验征处”。当年12月1日，将驻哈尔滨邮局包裹验征处，改建为“哈尔滨

支关”，受沈阳关所辖，隶属东北海关管理局直接领导。1953年3月5日，哈尔滨

支关改为“哈尔滨分关”。1955年8月4日，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委托黑龙江省

外贸局领导哈尔滨分关。自1958年1月1日起，哈尔滨分关改为独立关，称“中

华人民共和国哈尔滨关”，由J'l-贸部与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双重领导，由黑龙江

省外贸局指导o

自1960年起，海关管理体制下放，全国各地海关由所在省、市、自治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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