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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关员为进出境旅客办理手续



关员对进境印刷品进行监管



爵

盛世编史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天津海关志》是记载天津海关

今昔主要方面情况的第一部志书，它填补了天津海关修志历史的空白，

值得庆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要抓好编修史

志工作，市委、市政府、海关总署对修志工作十分重视；自1986年起我

关即开始了天津海关史志编修工作，参加史志编修的同志前后二十几

人，在时间紧、任务重、条件差的情况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使编修工

作取得了园满的成果。

《天津海关志》的编修，力求按历史尿貌如实记述自1861年至1990

年天津海关的机构组织，货运监管、征收关税、行邮监管i查缉走私、技

术设备、统计工作及关产情况。其编写原则是详书当代，略写以往，连续

相承，反映津关 ，以发挥其志书的“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

海关是国家产生和发展的产物，并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交往的发

生和发展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天津海关从1861年建立到1949

年新中国成立，期间近90年，国家经济大门的钥匙——海关，始终被帝

国主义所把持，成为洋人掠夺中国人民的工具。帝国主义者低税甚至免

税大量倾销商品，廉价夺取物产资源，不仅严重危害国家的财政经济，

而且扼杀和阻碍民族工业的发展，使我国长期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

家。可以说，一部中国海关的历史，就是帝国主义侵华的缩影。

一唱雄鸡天下白。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推翻了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结束了海关被帝国主义侵占

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独立自主的，为人民服务的人民

海关。在新中国成立来的40年历史中，天津海关积极维护国家主权和

利益，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和科技文化交流活动。在保护国内生产、积累



建设资金、促进改革开放和四化的经济建设上，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天津海关全体员工，拨乱反正，遵循实

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努力医治“文革”的创伤，把工作

的重点转移到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提出了“从严治关"

的指导思想，端正干部的思想作风；深入贯彻“促进为主”的工作方针，

充分发挥把关服务的职能；积极提高干部素质，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

形式的培训，使干部科技、文化、业务素质有了明显提高。在科学管理的

指导下，领导干部的管理水平，技术干部的管理能力，后勤行政干部的

管理技能等，都有了飞跃的进步。天津海关的“岁岁有新意，年年上台

阶”的思想，以及逐步形成的“进取求实，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团结协

作”的四种精神和“以身作则、工作严谨、严守纪律、讲究效率、文明礼

貌”的五种作风，已深入人心。天津海关在完成国家赋予的主要任务，在

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中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天津海关志》的编修，凝聚着全关职工的创造结晶，以及历史的足迹。

承先旨在启后，继往为了开来。总结天津海关1 30年的历史，归根

结底，是为了开创天津海关的未来。我们应该正确运用历史经验，从中

得出规律性的认识，将改革热情与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为建设具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海关做出应有的贡献!

天津海关关长．杨戊辰

1993年9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贯彻实事求是的路线，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立足当代，详近略远，详今略古，体现时代特点，突出海关特色，以发挥

其志的“资政、教育、存史”作用。

三、本志断限上起时间为1861年，下限止于1990年。

四、本志根据时代的主要特点共设三篇。结构为篇、章、节三层。采用志、记、图、

表、像并用的综合体裁。

五、大事记体例，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以编年体为主。一般条目均

以时系事，按序排列。

六、资料来源，比较广泛，限于篇幅，不一一注明出处。各种统计数字，以业务现

场，海关统计和历史档案为依据，个别之处统计口径可能略有岐异。

七、历史记年，一律采取公元纪年。

八、所用计量单位、名称，按各历史时期的法定计量单位书写，如须与现行计量

单位折算者，则予以换算。

九、对各种机构、部门、社会团体和会议等名称的书写，在行文中第一次出现

时，一律用全称，再次出现酌用简称。

十、天津海关前身称“津海关”，1950年根据海关总署的指示方改为“天津海

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10月1日，而天津海关则于1949年1月15

日解放。本志采用“解放”这一习惯用语，系指1949年1月15日以后。

十一、对历项政治运动，本志采取“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无从查考或考而不确

的予以省略。

十二、走私案件当事人或单位一般不录全名。



述

天津海关现址在海河岸边，赤峰桥附近，河东区六纬路2号，离天津车站约一

公里。原址在和平区营口道2号(现是培训中心，化验中心、总署档案馆所在地)。

天津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它东临渤海，北依燕山，地处五河下梢，扼进京之要

道，为畿辅之门户，历史上就以商业繁盛，航运发达著称，为我国的重要港口，是华

北、西北、东北和中原地区的重要出海口。早在唐宋时期就有木材、漕米、茶糖等南

货由海上或南运河梯航而至。杜诗曾日：“云帆转辽海，杭稻来东吴”，唐时已开其

端。

明朝宣德四年(1429年)，朝廷在河西务(今天津市武清县境内)，设立钞关，检

查过往船舶，征收税捐。清沿明制，改称户关，属户部管辖。另在三岔河口设有工关，

专收木税及船料。
‘

由于清政府在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于1860年被迫签订了

《北京条约》，宣布将天津辟为对外商埠。根据开放要求，于1861年3月23日(清咸

丰十一年二月十二日)建成设立了津海关。

津海关从建成之日起，直至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一直是一个由外国人

担任总税务司的旧中国海关系统的组成部分。建成之初，设在东浮桥附近，后于

1869年迁至当时的英法租界交界处的紫竹林，即现在的和平区营口道二号。建成

以后，为了区别于原的有工关、户关，曾经被称为“新关”或“洋关”。1888年李鸿章

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时，曾为海关题写了“津海新关”的巨幅匾额，至今还保存完

整。

旧中国时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津海关的工作范围发生多次扩展延伸。

管辖区域发展到东起大沽至山海关的渤海沿线，西至北京及张家口，南起海河及京

山铁路沿线，北至长城的广阔地域。工作上除管理海关本职应管的进出口船货、人

员物品的监管、征税缉私工作外，还接管了管理国内运输的“常关"业务，包揽了航

道维护、灯标设施、港口管理等海港事务。在此以外，它还兴办过邮政，管理过商标，

同时通过洋人税务司的参与，插手中国的外交、政治，乃至国防事务。因此津海关曾

形成一个管区辽阔、事务繁杂、税收居全国海关第二的庞大机构。

由建关起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为止，津海关的63任税务司都是外国人。



其中在1941年太平详战争爆发后，至抗战胜利之间，为日本人直接统制。

军阀混战时期，津海关曾发生过被军阀阎锡山强行接管的事件，遭到由外国人

任总税务司的海关当局的坚决抵制。一面由阎锡山另派税务司强行接管，一面是总

税务司下令封闭津海关，停止办公。从1935年6月16日形成对立局面，10月3日

才恢复正常，成为在中外各界反Ⅱ向强烈的一次重大事件。本志对这段事实也编有专

题史料列于篇末。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人民政府接管津海关，从此揭开了在天津建设独

立自主海关的新篇章。津海关在党的“完整接收、逐步改造”的方针指导下，进行全

面改造，迅速恢复工作，迎接新中国海关总署的诞生。在全国统一的海关体制形成

后，津海关于1950年2月正式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海关”。自此以后，天津

海关在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过程中，又经历了三十来

年的发展与变革，它的职能作用，各项业务工作，干部队伍建设等，在各个时期都有

不同的表现和反映。但总的说来，是党在不同时期的路线和政策所决定的，也是在

不同时期海关工作总的方针指导下进行的，同其他海关大同小异。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已进入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在海关总署正确的

领导下，天津海关本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进一步清除了多年来海关工作“左”的

影响，克服了传统保守观念和束缚，在业务工作上，在人事管理上，根据海关总署在

不同时期的指导方针和政策，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贯彻"促进为主”的方针，坚持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海关的探索，不断进行各项工作的改革，以推动海关工作

发展；不断探索新的监管模式和管理方法，以适应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形势；不断

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和阶段，天津海关都坚持改革，

用改革的精神，改革的成果，来增强海关工作的活力，促进海关工作的发展。

1992年天津海关共监管进出口货物1920万吨，监管集装箱41．3万个标准

箱，货运总值104．6亿美元，接收报关单19．8万份，稽征关税14．4亿元，代征税费

11．2亿元，审批减免税11．9亿元，监管进出境人员33．7万人次，监管邮递物品4．

3万件，查获走私违规案件258起，案值8733万元，违规罚没收入413万元，走私

罚没收入2652万元。均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改革开放促进了海关工作的发展，同时海关又在促进改革开放上发挥了应有

的作用。改革开放的十几年来，天津海关受到国务院、海关总署、天津市委和天津市

人民政府的表彰奖励达30余次。受总署和市级奖励的先进个人有40余人次，获先

进单位称号20余种。

根据历史形成的自然阶段，本志分为上编与下编。上编记述由1861年开设津

海关到1949年天津解放为止期间旧津海关的情况。下编记述1949年1月人民接
9



管后建设独立自主的新海关的情况。为了满足各方的需要，在两编之外另设附编，

除将由始至终按时间顺序整理出的《天津海关大事记》列入外，并将若干虽不全属

天津海关工作范围，但社会影响较大的事件或人物编纂成专题史料一并列入，供作
参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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