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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

“秦皇岛海关志”是秦皇岛海关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它以详实

的资料客观地记述了秦皇岛海关建立和发展的全过程，是全体修志人

员呕心沥血辛勤耕耘的结晶，是一部“存史、资政、教化”不可多得的好

资料。

秦皇岛海关成立于1901年，历经清末、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几

经沧桑，只有在解放后海关的金钥匙才由帝国主义的口袋到了中国人

民手中，改革开放更给秦皇岛海关带来了勃勃生机。解放四十多年来，

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秦皇岛海关为支持和促进地

方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成效卓著。我做为一名

在秦皇岛海关工作三十多年的海关关员为秦皇岛海关四十年来的成绩

感到无比自豪。

历史经验的可贵，在于提供给我们继续前进的力量，在于给我们研

究和解决新问题以智慧。在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海关的历史

使命中，让我们团结奋斗，勇于开拓，坚持改革，做好海关工作，为祖国

把好关服好务，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作出新的

贡献。

石家庄海关关长孔庆柱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志书断限：志书正文上限为1901年下限为1989年；大事记上限为1897

年，下限1989年。

二、大事记体例，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以编年体为主，一般条目均以时系

事，按序排列。

三、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日伪统治时期的海关总税务司署及敌

伪机构均冠以“伪”字。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10月1日，秦皇岛海关成立于1949年1

月16日，隶属华北人民政府。本志按习惯用语依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为界线，称

旧中国和新中国、解放前和解放后，海关则依1月16日为分界，称旧海关和人民海

关。

五、对海关历届负责人的任免，解放前写到正副税务司，外籍税务司在大事记

中首次出现时注明其英文名称及国籍。解放后写到正副主任、正副关长及“文化革

命"期间“革命委员会”的正、副主任。

六、历次政治运动，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只在大事记中记述了时间和简

略内容。

七、各项数据主要采白海关历史档案和海关现存的解放前后的海关档案和史

籍。

八、所列表格中，凡空格的均为无该项内容或无法查到的数字。



概 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秦皇岛海关座落在秦皇岛市海港区南山街6号。

秦皇岛是河北省东北部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它北依燕山，南濒渤海，以拥有

万里长城的“天下第一关”、风景秀丽的避暑胜地北戴河和我国最大的能源输出港

而驰名中外。

秦皇岛沿海地区自古以来“四海咸通、风帆易达’’，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

时期，已是燕国的通海门户和著名的碣石港所在地。

秦皇岛沿海设关收税始于辽圣宗统和四年(公元986年)。到清代相继又设置

了“理船厅”和海关监督，负责掌管关务和进出口商船。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沿海口岸陆续被帝国主义列强根据一系列不平等

条约辟为约开通商El岸。随着秦皇岛腹地开采煤炭，兴建铁路，生产建筑材料等一

批“官督商办’’近代民族工业的创建和发展，清政府为了输出煤炭，运送旅客、邮件，

振兴商务，不得不自谋出海通道。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五(1898年3月26日)光绪

皇帝批准了矿务大臣张翼的奏折，准将隆冬不冻的秦皇岛港辟为自开口岸。1899

年春，海关总税务司赫德选派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为“秦皇岛开埠事宜税务司”，经

多方筹措，1901年12月15 El秦皇岛海关宣告成立。

秦皇岛海关从成立之Et起到1948年底的近半个世纪中，海关的行政管理权、

关税自主权和关税收支权，同其他约开口岸一样完全被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债权利

益的总代理人——海关总税务司所把持。海关总税务司和口岸税务司名义上是受

中国政府委托“帮办税务”，实际上垄断了海关的一切大权。海关税务司通过一系列

通令、训令、指令、密函、半官方密函，操纵着海关的人事、行政和关税自主权，进而

控制我国的财政金融，影响我国的内政外交。1901年一1945年，在秦皇岛海关的

19任税务司中，全部是由外国人充任，其中英籍9人，日籍3人，意大利籍2人；丹

麦、德国、美国、荷兰、瑞典籍各1人。副税务司、帮办、监察长等高级职员大多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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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关员。中国籍职员大多充任低等的税务员，稽查员、验货员。外籍关员享受优

厚的薪金及各种津贴待遇，华员则望尘莫及。

1901--1930年6月，秦皇岛海关为津海关的分关，税务司由津海关税务司兼

任。1930年下半年划归牛庄(现在的营口)海关管辖。1931—1948年，秦皇岛分关

改为独立关，下辖葫芦岛和山海关分关(卡)，直属海关总税务司领导。在1945年

10月海关监督撤消以前，津海关监督在秦皇岛设有监督分署，秦皇岛海关名义上

受其领导。

在外籍税务司的直接控制下，秦皇岛海关长期执行了一整套便利外商洋货，歧

视华商土货的半殖民地海关业务规章制度，其职权范围除了管理进出口货运、稽征

关税、验估货物、查缉走私、货运统计等海关本身的业务以外，还包揽了港口灯塔、

气象和检疫等事务。此外，1911年以前还兼办邮政，1930年以前兼办常关业务。

秦皇岛海关向以出口煤为主要监管对象，1917年监管78万吨，在当年海关总

税务司署编印的《华洋贸易报告》中称“秦皇岛为苏伊士运河以东运煤的第一巨

港"。1931年一1937年，每年平均监管去国外的煤炭80万吨。1938一1945年，平均

监管猛增到250万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交通运输受阻，煤炭出

口数量锐减，年平均监管1．5万吨。

关税作为旧中国对外赔款的抵押，根据协定税则税率，1902--1931年秦皇岛

海关共征收进出口关税1200万海关两，其中进口税主要征自建港材料、机器设备

和地方铁路器材等，出口货物税主要征自煤炭。上述关税绝大部分都做为对外偿付

赔款被帝国主义列强所侵吞。

1932年一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和怂恿日本浪人在秦皇岛沿海和长城各

口进行大规模的武装走私活动，其走私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实为中国海

关史上所罕见，特别是在1935--1936年，走私活动达到了不可控制的程度。1935

年，日本浪人在秦皇岛关区明目张胆地成立走私组织，日本军事当局无理要求海关

解除缉私武装，强行劫走海关缉私艇上的武器。1936年初，日方与伪冀东防共自治

政府狼狈为奸，公然设立伪冀东海关查验所，公布税则，在日军警宪特的武装护卫

下，强行征税，千方百计地庇护走私活动，致使人造丝、棉布、煤油、原糖等日本私货

象湖水一样涌进，大量白银被走私出口到日本，私货充斥华北、华中地区，不仅冲击

了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而且严重破坏了海关行政，影响了海关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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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卜1945年，秦皇岛沦陷于El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本
帝国主义除了向海关增加日籍职员插手海关行政外，并疯狂地进行经济掠夺。太平

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取代了以英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在海关的统治

地位，全面掠夺了秦皇岛海关的行政管理权，在伪海关总税务司的操纵下，愈发变

本加厉地推行为侵华战争服务、掠夺我国资源、窃夺沦陷区关税的殖民地海关业务

规章。根据海关统计，在这八年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从秦皇岛共掠走煤炭1000万

吨以及大量铁矿、原盐等重要战略物资，掠走关税税款国币7223万元。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后，民国政府于11月10．日派员接收秦皇岛

海关，直到1948年底。在此期间秦皇岛海关尽管无外籍人任职，但一切关务依然

是秉承美籍海关总税务司李度的旨意行事，不仅为美蒋运送战略物资及“救济物

资’’大开绿灯，而且对进出港口的船舶、货物实行严格稽查，对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

和禁运。1948年11月26日秦皇岛市解放前夕i秦皇岛海关员工除4名看守房产

人员外，全部撤退到天津，在天津赤峰道124号设立了秦皇岛海关办事处。

1948年11月27日，秦皇岛市解放。1949年1月15日，天津市解放。次日，天

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津海关。与此同时，经军管会批准成立了“天津市军事

管制委员会海关管理局秦皇岛分关”。从此，秦皇岛海关才真正回到中国人民手中，

结束了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屈辱历史。

为迎接国共双方议定的申秦之间以煤换面易货贸易，1949年2月13日奉华

北人民政府之命，海关员工由津全部返秦，恢复海关业务，并在人事管理、组织机

构、业务制度等方面，着手改造旧海关，创建社会主义新海关。

在管理体制上，秦皇岛海关于1949年1月16日到1963年5月31日期间，为

天津海关的分关，受天津海关的直接领导。1963年6月成为独立海关以后，直属外

贸部海关管理局领导并受河北省政府的监督指导。1987年2月24日经国务院批

准设立石家庄海关，经过秦关2年多的筹建到1989年9月1日经海关总署批准石

家庄海关开始办理海关业务，秦皇岛海关成为石家庄海关所属的处级海关，由海关

总署领导改受石家庄海关领导。 。。 ‘；，

在组织机构上，秦皇岛海关1949年1月——1964年9月，内部机构设“股"，

1964年10月改“股”为“科"，设有一室三科，即：办公室、人事科、货运监管科和查

私科。1984年8月，设有一室五科二处，即：办公室，货运监管科、查私技术科、征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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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科、人事教育科、行政科、第一码头办事处和第二码头办事处。1989年内部机

构设置为11个科级机构，有办公室、人事教育科、货运监管科、保税科、征税科、调

查科、行政科、技术科、第一码头办事处、第二码头办事处和秦关驻唐山办事处。

在业务指导思想上，j．949—1978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较长时期，海关

在指导思想上过多地强调保卫方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以防范为主的倾向，尽管在

文革期间受“左”的思潮的严重干扰，但这对于保护国家经济，防范和打击一切破坏

对外贸易统制政策的行为和走私违法活动是必要的。1979年一1989年在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指导下，海关工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秦皇岛海关认真贯彻执行1979

年全国海关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依法监管征税，方便合法进出，制止走私违法，保卫

促进四化”的新时期海关工作方针。随着国家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1985

年4月秦皇岛海关进一步贯彻总署提出的“解放思想，大胆改革，放宽政策，科学管

理，健全法制，讲究文明”的指导思想。1986年到1989年认真贯彻“促进为主”方

针，不断深化业务改革，积极支持河北省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国家的有关规定，海关的主要任务是依照“海

关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监管进出口运输工具、货物、行李物品、邮递物品和其

他物品，征收关税和其他税费，查缉走私并编制海关统计和办理其他海关业务。

监督管理历来是海关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旧中国，秦皇岛海关的行政管理权同

其它“约开口岸"一样完全被帝国主义列强及其代理人所控制，监督管理是为帝国

主义利益服务的。新中国海关的监督管理，通常是指货运监管和非贸易性物品监管

两大部分。货运监管主要是指对进出境的运输工具和进出口的贸易性货物、物品的

监管。秦皇岛口岸做为我国最大的能源输出港，在解放后的四十年中，特别是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政策指导下，海关

的货运监管业务迅速发展，认真执行“坚持制度，依法监管，简化手续，加速验收"的

货运监管工作方针，监管进出口货物和运输工具的最高记录分别是1989年的

1．836万吨和1988年的1675艘次。对非贸易性物品的监管，由于秦皇岛港是一个

以货运为主的港口，客轮进出极少，进出境旅客也很有限，因而对非贸易性物品监

管的任务始终不太大。监管的对象主要是进出境运输工具服务人员的行李物品和

进出口境邮递物品。在非贸易性物品监管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坚持自用原则，照

顾合理需要，防止走私漏税，加速物品验放"的方针，强调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4‘



方便了正常往来，打击了走私违法活动。

关税是根据国家颁布的税则，对进出口货物、物品所征收的一种流转税。在旧

中国，1901—1948年，秦皇岛海笋执行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我国的片面协定

关税，完全是为帝国主义在我国掠夺原料、倾销商品服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后，1949--1989年海关执行的是独立自主、保护民族经济发展和增加国家财政

收入的保护关税政策。征收的税种主要有贸易性货物和非贸易性物品的进出口税、

船舶吨税以及在进口环节代征的国内一些税费。为了正确实施关税政策，认真执行

“依率计款，依法减免，严肃退补，及时入库”的工作方针，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

1986年征收关税1．61亿元，创历史最高水平。

查缉走私是国家赋予海关的一项重要职能。走私是伴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和管理上的限制而来的逃避海关监管、逃套外汇、偷漏关税的违法行为，走私对国

家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危害极大。在旧中国，1932--1937年，秦皇岛关区曾发生过

由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大规模的武装走私，给我国经济带来了无法估计的损失。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秦皇岛关区走私与反走私斗争先后有四次高潮，为维护国家

利益，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秦皇岛海关认真贯彻执行“海关法”和国家有关规定，依

靠各级党政领导，密切与公安、税务、工商等部门的联系配合，加强调查研究，广泛

宣传群众，严格依法办案，认真做好走私案件的查处、审理工作。40年间，共查处各

种走私案件864起，有效地打击了经济领域和政治文化领域的走私违法活动，在社

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了“把关服务”作用。

海关统计是反映国家对外贸易货物通过设关口岸实际进出口的统计。我国近

代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提供服务的海关统计始于1859年。秦皇岛海关成立以来，

一直按期向海关总税务司署寄送统计报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1967—

1979年海关统计曾一度中断外，海关统计始终是海关的重要任务之一，特别是

1980年恢复海关统计后，认真执行“准备及时，科学完整、国际可比、服务监督”的

统计工作方针，对实际进出境货物的品种数量、价值、国别(地区)、经营单位、贸易

方式等进行全面系统地统计和分析，提供统计服务，实行统计监督，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服务。1983—1989年上报的统计资料，获得了海关总署免予复审的荣

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结束了帝国主义把持秦皇岛海关近半个世纪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的悲痛历史，揭开了人民掌握海关自主权的新篇章。解放后，在海关总署的直接领

导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指导下，秦皇岛海关认真贯彻执行“海关法”和国家有关

进出口政策、法令、法规，较好地完成了各项监管任务。在解放后的40年中，尽管

曾一度受到来自“左”的思想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但成绩是主要

的。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来料

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等新型贸易方式的出现，外向型经济迅猛发

展。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秦皇岛海关认真贯彻“促进为主”的工作方针，坚持

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加强业务基础建设，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努力实现科学管理，

较好地履行了国家赋予海关的职责，圆满完成了各项监管任务为维护国家主权和

利益，促进河北省对外贸易发展和科技文化交往，保障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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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897--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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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

6月

清政府批准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Hart)(英籍)关于把秦皇岛港作为天津冬

季的辅助港口，接运上海邮件和旅客的建议。

8月

开平矿务局总办张翼偕同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G·Detring)(德籍)赴秦皇岛

勘视港口选址事宜。

1898年

3月26日(光绪24年3月初5)

光绪皇帝批准秦皇岛为清廷自开口岸。

9月29日

税务司赫德派津海关税务司贺壁理(A·E·Hippisleg)(英籍)会同海关候补道

王修植，随员哈尔定(美籍)对秦皇岛沿海进行详细勘测，以确定港口界限、码头位

置和海关管理章程。

3月

1899年

总税务司赫德指派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为秦皇岛“开埠事宜税务司”。

1901年

12月4日

德璀琳向海关总税务司提出秦皇岛海关人员配备的报告，并呈报了海关与开

·9‘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