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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上下册）》

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 汇集了1895—1927年间，与中国近代航运史相关的大量档案、函牍、笔记、
奏章的各种中外文报章，并且制作了多种统计表格，编者为经济史研究著名专家。《中国近代航运史
资料》是在其深入研究问题的基础上收集编辑资料而成，大体按帝国主义在华轮船航运业、民族资本
轮船航运业和轮船招商局三大部分划分。本书不仅对中国近代史和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而且对企业史、交通史、金融史、贸易史等领域都有不可忽视。可以相信，这套资料集的出版，必
将对中国轮船航运业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关研究，以及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深化扩展，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对于学术界加深了解中国社会特色，探求中国社会经济传统中绵延不绝的
活力，把握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等等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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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辑说明   第一编  外国在华轮运业(1895一1927)  第一章  甲午战后列强进一步侵夺中国航权及竞相扩大
在华航运势力的政策  第一节  轮船停泊港口的增开、内河内港的开放、税课优例豁免以及有关船栈码
头、航行    设备、河道修浚、自由雇用华人等不平等条约的约款特权(节录)      一  1895年4月，中日马
关新约    二  1896年7月，中日通商行船条约    三  1897年6月，中英续议缅甸条约附款，专条    附：地区
性的税则及行轮章程(1904年，广东江门新关口岸税则并行驶轮船章程)    四  1898年7月1日，内港行船
章程(又称“华洋轮船驶赴中国内港章程”)    五  1898年9月，续补内港行轮章程    六  1899年4月，修改
长江通商章程(摘录)    七  1901年9月，辛丑和约     八  1902年9月，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    九  1妁2年9
月，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附件丙，续议内港行轮修改章程    第二章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长江及
沿海航线外国轮运势力的扩张     第三章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外国轮运势力向中国各个地区内河航
线的伸张     第四章  欧战及军阀战争期间外国在华轮运势力的扩张(1914—1927)     第五章  外国轮业资本
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控制及其收益   第二编  轮船招商局    第一章  甲午战后的轮船招商局     第二章  辛
亥革命与军阀战争时期的轮船招商局(19]2—1927)    第三章  轮船招商局的垄断地位     第四章  招商局业
务的经营与发展   第三编  民族资本轮运业    第一章  甲午战后外国在华轮运势力的扩张在中国社会中引
起的反应   第二章  甲午战争以后各地内河小轮业的蓬勃发展    (1895—1911)(各地内河小轮业的筹组、
创办和竞争情况)  第三章  收回利权运动时期及欧战前后江海航线民族轮业资本大、中型企业及侨商国
际航线轮 运企业的发展(选辑)  第四章  军阀战争时期的内河小轮业(1912—1927)   第五章  在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条件下小轮业发展    的艰难历程  第六章  木船、铁路与轮船  附录  编后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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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第四节外商强行索求与破坏中国    内港内河航权的案例    一英商怡和索求福建浙江沿海未开放口
岸航权案    (1904年，拒绝英人请开闽浙航路)  十月十七日北京来电云，中国外务部知照驻京各国公使
云，顷接闽浙总督来电言，怡和洋行向该总督申请许其开通从福州达福宁府及浙江省乍浦之轮船航路
，经此间洋务局审议后，因萨陧(译音)乍浦二港均系沿海之未开港，并非内港，与光绪二十四年(1898)
所订定之内河航行章程及新定之中英通商条约与其附则均不相符合，当即拒其所请，且请各国将来亦
勿有所误会云云。译十月十九日大阪朝日新闻。                       (《中外日报》，光绪三十年十月二十七日
，1904．12．3)    (光绪三十年八月二十六日，闽抚咨呈外务部)  为咨呈事，据福建洋务局会同财政局
司道详称：奉宪台闽海关将军衙门照行。据福建口杜税务司申呈：窃于本年六月十九日，据本口英商
义和行，即怡和行禀称：按光绪二十八年(1902)新订中英通商行船条约内续议内港行轮修改章程第七
条内载，内港行轮，风气未开，内地居民，宜令其少受惊扰，故凡内港其向未经轮船行驶者，须审察
商人之便，并轮船东实见生意有利可图，方可渐次开驶。如有商人有意于商船未经到之内港设轮行驶
，须先向最近口岸之税务司报明，以便转禀商务大臣，会同该省督抚体察情形，迅速批准等语。现在
敝行拟设一轮船名甘露者，由福州通商口岸开驶至福宁府之沙埕及浙江嘉兴府之乍浦两处不通商内地
，搭客载货，常川来往贸易，应请照约转禀，只候迅速批准等情前来。税务司查福宁府之沙埕及嘉兴
府之乍浦两处地方，皆系向未经轮船行驶者，然平日均有民船来行运货贸易。至沙埕系附近三都澳口
岸，乍浦则与杭州浙海两关相近。今该英商义和行拟设甘露轮船行驶贸易，因系由福州口岸开行，以
福州为发根之地，是故特请由本口转禀，核与约章意义尚无不合，据呈前由申请，据情转行咨明，按
照约章体察情形，迅速批准等情照局会同查核，妥议办理等因，奉此。本司道等遵查洋商小轮船行驶
内港，系照章准行闽省各处内港，曾经核准试办有案，今英商义和行即怡和行，拟设甘露轮船请由福
州通商口岸开驶至福宁府之沙埕及浙江嘉兴府之乍浦两处来往贸易。查该两口系属沿海紧要海口，均
为顿泊水师军港。现在并未开辟通商，沙埕在三都通商口岸以外，乍浦地隶浙江嘉兴府，并非福建内
港，彼此往来，均须远涉大洋。既须出海，则非吨数较大之轮船万不可行。查光绪二十四年间奉准总
理衙门咨行内港行轮先后原订及补续章程各条，如原章第一条系指通商省份之内港，嗣后均准小轮任
便往来贸易。又二十四年五月七日所订章程第二条均声明非出海式样之各项华洋小轮船，或在口岸内
驶行，或往来内港各等语，是此项小轮船只准在于本省通商口岸内及通商口岸内之内港行驶，尤须非
出海式样之船，方准行驶。细绎原章意义，即寓禁止吨数较大之小轮船至未经通商各口之流弊，即按
之光绪二十八年中英所订续约附载内港行轮修改章程第八条所云，此项轮船准在口岸内行驶或由通商
此口至通商彼口，或由口岸至内地并由该内地处驶回口岸，各章程亦无允其由通商口岸出海驶往未经
通商各口岸之语。该英商所行之船既非小轮所指之地，又非内港，核与条约种种相背，若竟准其驶行
，微特洋面辽阔，并无厘卡，有无运载违禁货物，无可查究。且沙埕乍浦为东南军港最要之口，若任
其轮船往来，绝不过问，于海防要政亦觉疏虞。大局攸关，实非浅鲜。所有英商义和行即怡和行拟设
甘露轮船行驶沙埕乍浦两处，核与约章不符，碍难照准。此后如有华洋各项小轮船，欲请在该两处彼
此往来，均应一律禁阻，以符约章。再内港行驶小轮章程未将吨数示以限制，约章亦觉疏漏，必须照
会各国声明办理，方无流弊。除会同详复宪台闽海关将军衙门制行杜税务司转饬知照外，详请分咨南
洋大臣，外务部，浙江抚部院早为设法杜绝此弊，并由外务部通行沿海各省知照等情到本兼署部堂，
据此除详批示外，相应咨呈。                        外务部档案》，中英关系，第0724号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藏)    (1905．4．27，英使萨道义照会)  为照会事，据本国驻福州领事官详，上年六月间该口英商怡
和洋行呈请税务司发给执照，准该行甘露轮船照内港行轮章程由福州行驶沙埕乍浦等处，嗣因兼管闽
海关监督福州将军未经批准，一因该船非小轮，一因沙埕乍浦均系紧要水师顿泊海口，不能作为内港
，此意由税务司转达，当经本领事官照知将军，以该行所请各节，本系按照中英商约续增内港章程第
七条所载应行允准之举，所以请再酌核。十一月二十一日接准回文，以此事已咨南洋大臣查明核办，
本领事官望将此事就地办结，遂于本年三月初四日会晤将军时，以其所论沙埕非内港章程所指之处一
节，实为非是。盖现有许多轮船照此章程在沿海各地方往来行驶，如欲特查成案，有太古洋行黄河轮
船一案可证。乃将军以此案与黄河轮船之案情形不同，两相辩论许久，将军始微露其不准所请之实，
系因沙埕出口货物以茶为大宗，向由旱路运至三都澳，若准轮船在沙埕停止，则茶叶统归船运，脚行
之人必无生意等因前来。本大臣查福州将军不准怡和行所请者，以该船非小轮一节，章程各条，并无
限制轮船大小之语，只有不准出海式样云云。据该领事官详，甘露轮船载重二百七十三吨，系专为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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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行驶所造，迥非出海式样，至于沙埕系沿海地方，不能做为内港一节，显见将军于此章程第一条所
言内地二字未曾经意。第一条内地二字言明即系烟台条约第四款内地二字之意，第四款内地二字系指
沿海沿江沿河及陆路各处不通商口岸皆属内地。如此则福州将论，殊为不合。而其所以不准之实，系
恐轮船行抵沙埕，于运茶生意或有妨碍，本大臣则以为必不能因此而使该处不在行轮章程之内。如福
州将军肯为详察，自必亦以为然。譬欲兴举各事，如造路、开矿必不免损害他人已享之利益，然究不
能以此停办，且不但不能停办，而无不极力求办。缘人之需用日多，则生意自然日盛也。是以轮船驶
往沙埕，谅能为运茶人众另辟生路。惟将军如此办理，致使怡和洋行照约应得之利益为所阻止，合请
贵亲王电咨福州将军，速行发给甘露轮船内港行驶之执照，以免后来索赔亏累，是为至要。                  (
《外务部档案》，中英关系，第0724号卷，中国第一历电档案馆藏)    (光绪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闽抚咨呈外务部)  为咨呈事，据福建财政、洋务两局司道会详，奉札开，正月十九日按外务部电，沙
埕行轮事据总税司复称，闽关理船厅查复该处行l轮，实与河堤农田民船无碍，该总税司以此按理内港
行轮章程小轮来往该处，无应行禁止之理，惟与向往来三都之挑夫生计，不无关系。然轮船所至，贸
易必盛，该挑夫等亦不致无事可为等语。查此事照约既无可驳阻，不必徒费磋磨。若为利权起见，尽
可设法提倡，多准华商行轮，以资抵制。至挑夫等仍可为轮船起卸货物，自不致全无生计，希即定夺
办理，并电复外(巧)等因前来。查此案既经外务部电复，饬即会同妥筹遵办，详候电复等因，到本财
政局奉此，本司道等遵查此案前据英商义和行即怡和行甘露轮船，请驶福宁府属之沙埕，节奉宪台将
有碍该处一带产茶之地运茶贫民生计情形，详晰电复外务部，照商英使婉阻在案，兹奉准前因，自应
遵照办理。所有该英商甘露小轮请由福州沙埕往来，准予试行，应完福州沙埕两处进出13税厘，获费
一切，按照内港行轮章程，应先议定两头总征办法，该轮由福州13载货运往沙埕，应由福州口轮船新
局核明，应完出13厘金及沙埕进口厘金，获费概应照章先行总收，发给总征厘票，赍赴沿途闽安馆头
厘局停轮，呈验盖戳，俟到地后呈交沙埕厘局查验放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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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编辑说明这是第二辑。198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上、下册)是第一辑
。第一辑辑录资料的时限是1840一1895年。本辑的时限是1895—1927年。两辑之间是连续的、贯通的。
为便于读者检索查证，在体例上一以贯之，本辑仍沿袭第一辑的体例，分为帝国主义、轮船招商局及
民族资本轮运业三个部分，构成本辑的三编。    但是两辑之间又分属不同的历史阶段。随着整体历史
条件的变化，中国近代航运业的发展历程也必然显现不同的时代特点。在这里，既有历史的连续性，
又有历史的阶段性。姑以外国在华航运势力的扩张为主题的本辑第一编而论，甲午以前在江海航线上
居于明显优势地位的英国轮运势力，甲午以后很快就受到迅速扩张的日、德航运势力的威胁，而且出
现外国轮运势力向各地内河航线深入扩张这种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其影响无疑是极为深远的。这一
编我们共设置五章，前四章辑录的是外国轮运势力不同阶段扩张的形势。第五章则是外国轮运业资本
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控制及其收益。    第二编是轮船招商局。    就轮船招商局而言，同样具有明显的
阶段性特点。在盛宣怀主持阶段，由袁、盛的争权到扰攘不断的内部派系之争，在体制上虽有商办、
商办隶部的酝酿，实际上终难摆脱官督商办窠臼，业务经营上也终难摆脱封建势力的控制。在这种情
况下，以轮运业务为主的轮船招商局对轮船投资未见扩大，房地产投资却见明显增长，运力不强，难
以与外轮竞争，只能凭藉中外少数大公司的运价联盟来维持。然而进入20世纪，这家经营惨淡而资产
庞大的中国最大的轮运企业竟成了外商伺机购并的目标，政府屡欲将之抵押求借巨额外债。当事者因
应乏策，幸而未为日邮资本所乘，最终导致一分为二，分立招商局及积余产业公司两个单位。迨盛宣
怀死后，招商局仍然处于官商矛盾纷扰中，终无起色。本编设置四章，其中三章为招商局不同阶段的
发展进程及业务经营，别置一章为“招商局的垄断地位”，用以进一步探讨这家轮运企业的独特性质
。    第三编为“民族资本轮运业”，共计六章。    在本辑所涉及的历史时期内，最为耀眼的就是民族
资本轮运业的发生与发展了。在列强环伺的大环境里，收回利权的时代潮流显然成为驱动民族资本轮
运业发展的动力之一。拥资几十万两(元)的大中型轮运企业陆续出现在江海主航道上，特别是甲午战
后，各地内河资本一般只在几万两(元)以下或是几千两(元)的小轮公司大量涌现。限于资料，做出完
全的统计，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不难看到，凡是凭借特权创办轮运的内河航线上莫不有华商小轮的
踪迹，在一些偏远的外商小轮尚未及涉足的内地航线上也曾出现华商置轮的活动。大中型华商轮船公
司如政记、宁绍、大达、芝罘、北海等也都是这个时期出现的。但是，始自19世纪末叶中国近代小轮
业十数年蓬勃发展的势头并未能顺利发展下去。外轮势力的竞争及封建社会的苛捐杂税，以及军阀战
争的骚扰，使中国民族资本轮运业的发展历程备极艰辛。第三编共设置六章。前四章均以不同阶段民
族资本轮运业的发展历程为主题。第五章则集中展示民族资本难以发展的症结，第六章则反映民族资
本轮运业发展过程中与木船及铁路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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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轮船航运业是中国近代企业中数量最多、领域最广、最为活跃的领域。研究轮船航运史对中国近
代经济史和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汇集了大量档
案、函牍、奏章和各种航运业发展变化的资料，并且整理制作了多种统计表，对中国轮船航运业及近
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深化扩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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