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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时期自开商埠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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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 开商埠是近代中国区别于条约口岸的口岸类型。1898年 首批 自开商埠设置之后 ,清 廷曾下令
“
展拓

商埠
”
,但 除了广西南宁之外 ,应 者寥寥。大量商埠的自开是 1901年 以后的事。此时,经 过义和团运动的教训 ,在

新政的有力推动下,自 开商埠开始成批涌现。新政期间,中 国主动开放的通商口岸不仅数量多,而 且城市的规模等

级也明显提高。自开商埠成批出现 ,不 仅有利于抵制列强侵略,而 且有利于所在城镇社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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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捍卫国家主权 ,抵制列强强迫中国增开条约

口岸 ,在戊戌变法期间,中 国政府主动对外开放了若

干口岸 ,形成了与条约口岸不同的通商口岸类型 ,这

些口岸被称为
“
自开商埠

”
。戊戌政变之后 ,改革措

施大多被废除 ,以 致学术界普遍认为京师大学堂成

了维新变法仅存之
“
硕果

”
。其实 ,除 了京师大学堂

之外 ,自 开商埠也保存了下来 ,并在清末新政时期得

到较大发展 ,构 成了新政的重要内容。鉴于学术界

对新政与自开商埠的关系尚少了解 ,本 文拟根据史

料 ,略作事实重建 ,以期为
“
形上

”
层面的分析论证 ,

奠定基础。

一 “
展拓商埠

”
谕旨颁发及最初的响应

清末最早开放的自开商埠是岳州、三都澳、秦皇

岛,该三埠奏准开放之后 ,中外舆论反应甚佳。在朝

诸公颇受鼓舞 ,推广之议由是腾起。三埠奏准开放

不久 ,黄 思永条陈总理衙门 ,“ 请各省察看地方情

形 ,广设口岸
”
[1](卷一百三十三,31页 )。 光绪二十

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朝廷寄谕各省将军、督抚 ,作 出

在沿海、沿江及沿边
“
展拓商埠

”
的决定。谕旨称 :

欧洲通例 ,凡 通商口岸 ,各 国均不侵占。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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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海禁洞开 ,强 邻环伺 ,欲 图商务流通 ,隐 杜觊

觎 ,惟 有广开 口岸之一法。⋯⋯着沿海、沿江、

沿边各将军督抚 ,迅就各省地方情形悉心筹度 ,

如有形势扼要、商贾辐辏之 区可以推广 口岸展

拓商埠者 ,即 行咨商总理衙门,酌 核办理。惟须

详定节 目,不 准划作租界 ,以 均利益而保事权。

将此各谕令知之。[2](10页 )

广西方面很快作出反应。1899年 初 ,广 西巡抚

黄槐森上奏朝廷 ,请将南宁辟为商埠。关于开放南

宁的原因 ,黄槐森言之甚详。主要有两点 :一是南宁

具有开埠通商之便利条件 ,二是外人索开南宁 ,殊 难

厌其欲望。据黄折称 ,18叨 年 ,英 国公使窦纳乐就

曾宣称 ,南宁地界西江 ,应依有关中外条约将该城开

为通商 口岸。以后 ,窦 纳乐曾
“
迭次催请开办

”
。另

外 ,自 1897年初梧州依 中英条约辟为商埠之后 ,已

有
“
德国商人

”
企图在南宁购买地基。加之龙州至

南宁的铁路已经开始兴建 ,若该铁路建成 ,南宁更将

成为商贾辐辏之所。
“
若不先立 口岸 ,诚恐他人援

梧州之例 ,有增朝廷南顾之忧
”
。有鉴于此 ,黄槐森

恳请援岳州等处成案 ,主动将南宁开埠通商 ,“ 以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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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 ,以 保利权
”
[1](卷一百三十六,z—犭页)。 朝廷

很快批准了黄槐森的请求 ,并责令他拟定章程 ,筹办

开埠[2](⒛-24页 )。

经过近两年筹划 ,广西地方当局参酌岳州章程 ,

于 1901年 制订了《南宁租界租地章程》及《南宁商

埠章程》。同年奉准行在户部 ,咨 复开埠地价及将

来开办经费 ,准 由梧州关税项下随时酌拨接济。与

此同时 ,外 务部又行文总税务司 ,派梧州关税务司夏

立士前往南宁商办 ,确 定 了商埠界址。1905年 ,商

埠工程全面展开。经总理衙门核准 ,左 江道丁乃扬

被任命 为总办 ,宣 化县令李家彬被任命 为
“
弹压

员
”
,负 责商埠兴建。按照当时拟定的计划 ,商埠设

在南宁城外下郭街一带 ,共 占地 300亩 ,分三个地

段。中间筑横直马路各一条 ,共长 300丈 ;路面宽 3

丈 ,两旁各加人行道 5尺 ,路面敷以水泥 ,有 明暗沟

渠疏通积水。南头建商埠局楼房一座 ,河 面设水闸

一座。另筑河堤 110丈 ,码 头 3处。全部工程由广

东建筑商人承包c1906年 5月 ,堤岸码头竣工。商

埠三个地段及商埠局随即动工兴建 ,翌 年二月底落

成。全部工程共耗费 白银 舛654两 。商埠建成之

后 ,又在北段加建海关办公楼 ,将南段的商埠局改为

海关税务司公馆 ,屋后建有一个水泥网球场。广西

邮政局在海关办公楼南边建了间商埠邮局 ,南 宁水

泥厂建了一座办公厅。外商亚细亚火油公司、美孚

火油公司各建起楼房一栋。

1907年 1月 1日 ,南 宁正式开埠[3](55页 )。

值得注意的是 ,清廷虽然在三都澳等埠开放不

久便已通令推广
“
自开商埠

”
,但 真正及时响应者却

只有南宁一埠。而南宁从奏准朝廷到正式设关开

埠 ,历 时整整八年。其原因在于庚子前后中国政局

的动荡。
“
自开商埠

”
旨在抵制外国列强对 中国的

侵略 ,是 戊戌维新运动的一项重要的
“
变法

”
措施。

由于守旧势力操持权柄 ,“ 变法维新
”
社会基础薄

弱 ,政 变发生之后 ,改 革呼号很快销声匿迹。在这种

背景下 ,尽 管
“
自开商埠

”
曾经得到诸如刘坤一这样

的地方大员的保护 ,没 有被取缔 ,却 难以继续发展。

稍后又发生了庚子事变 ,朝廷内部保守势力进一步

滋长 ,更加不利于实施开放政策 ;而 义和团激于义

愤 ,与外来事物为仇 ,一些已奏准开放的商埠 (如 秦

皇岛),其码头及铁路设施亦遭到破坏 ,难 以保全。

在这种形势下 ,自 开商埠的推广计划受到阻碍。

朝廷
“
展拓商埠

”
谕令得到贯彻实施是在

“
新

110

政
”
开始之后。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 新政

”
乃是

在继续
“
戊戌变法

”
的未竟事业。这从新政主持人

推出的变革措施与
“
百 日维新

”
举措大抵相似 ,可 以

明白窥见。然而 ,1898年维新志士提出的包括
“
自

开商埠
”
在 内的变法措施 ,经 历庚子年间重大

“
国

变
”
后才得以切实推行 ,其代价不可谓不大。

清末
“
新政

”
是从 1901年 开始的。过去人们习

惯于将
“
新政

”
限定在当年 1月 29日 朝廷在西安颁

发
“
变法

”
上谕至 1905年“

预各仿行宪政
”
开始之前

这一时段。其实 ,广 义言之 ,辛 丑以后 ,迄 于辛亥 ,清

政府推出的弃旧图新变革措施 ,均 可视为
“
新政

”
。

在推行
“
新政

”
期间 ,振兴商务、奖励实业被视为要

图。1903年 9月 ,朝 廷颁布上谕 ,宣 称 :“ 现在振兴

商务 ,全在官商联络一气 ,以 信相孚 ,内 外合力维持 ,

广为董劝 ,以期 日有起色。
”
[4](5073页 )同 年 ,清 政

府设立商部 ,所有商务及铁路、矿务诸要政均归其办

理。该部设立之后 ,制 订并颁布了一系列规范工商

业的制度及奖励办法。一些著名的工商业人士得到

了朝廷的褒奖和优待。张謇被礼聘为商部头等顾

问 ,并 赏加三品衔。华侨巨商张振勋被任命为考察

商务大臣 ,并被授权督办闽、广农工及路矿。在这种

情况下 ,作为
“
振兴商务

”
的具体措施 ,“ 自开商埠

”

被再度提起 ,并且在较大范围内得到推广。

将清末
“
新政

”
与

“
自开商埠

”
联系在一起的另

一重要因素在于 ,庚子之后 ,列 强对中国通商 口岸的

需索 ,有 增无已 ,订立通商行船续约的要求 ,接 踵而

至 ,清政府不得不 自辟通商 口岸 ,以 为因应。

1902年 9月 ,在 英国的威逼下 ,中 英《马凯条

约》签订 ,中 国允将湖南之长沙、四川之万县、安徽

之安庆、广东之惠州及江门开为
“
与江宁、天津各条

约所开之口岸无异
”
之通商口岸[5](107页 )。 一年

以后 ,中美之间又为续订通商行船条约进行了交涉。

这次交涉 ,双 方
“
会议至六十四次 ,历 时几及一年 ,

辩论不下数十万语
”

,“ 常有一字一句 ,彼 此推究 ,改

至数次而未已
”
,最 后订立出一个

“
大致与英约相

同
”
的条约。与此同时 ,日 本亦援例强迫中国订立

条约 ,索 开盛京、长沙、安庆、惠州、大东沟、成都、叙

州、南昌、湖口等九处口岸。在谈判过程中,日 使 日

置益等人进而
“
索开北京为通商场 ,其 意甚坚

”
。日

本的需索极大地刺激了参与谈判的中国官员。吕海

寰等人感叹道 :“ 一国数府 ,十 国即数十府 ,岂非遍

地通商 ?” 经反复筹商 ,决定
“
将来如有万不能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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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通商场 ,其章程界限,应 由我自定 ,所有一切管辖、

收捐各主权 ,由 中国自操 ,不能照旧开口岸办理也
”

[1](卷一百七十九,9— I3页 ;卷一百八十,1-5页 ;卷一百

七十,14页 )。 1903年 9月 ,吕 海寰奏请广辟通商场 ,

以保利权。清廷随即谕令各省督抚通饬所属详细勘

察 ,如有形势扼要 ,商贾荟萃 ,可以开辟商埠之处 ,据

实奏明[6](商务栏,56-57页 )。 大批
“
自开商埠

”
终

于应运而生。

二 山东及云南自开商埠的设置

与戊戌年间奏准
“
自开

”
的商埠相比较 ,“ 新政

”

期间由中国主动开放的通商口岸不仅数量多 ,而且

城市的规模等级也明显提高。戊戌年间奏准开放的

商埠均为小镇或县城 ,其居民少则几千 ,多则数万 ,

没有一个省会城市。而
“
新政

”
期间,仅

“
关内

”
就有

济南、武昌、昆明三大省会城市辟为
“
自开商埠

”
。

另外 ,一些素有商贸传统、商贾荟萃的市镇或具有商

业发展潜力的地区,如 山东的潍县、周村 ,江 苏的海

州 ,福建的鼓浪屿,湖南的常德、湘潭等 ,也纷纷开辟

商埠 ,招徕中外客商 ,从 事经营贸易。其建设事业 ,

颇为可观。兹择其要者 ,略述如下。

1.济南、潍县与周村的开埠

济南位于历城县中部 ,自 清初成为山东首府之

后 ,一直是山东省政治及文化中心。《续修历城县

志》称 ,该城 自同治以来 ,“ 四方辐辏 ,城市逼窄 ,侨

居斯土者时于城外隙地或平治墓田构建庐舍 ,于 是

昔日空阔之区悉成宅第 ,而市廛亦以增多
”
[7](卷 三

《地域考》,1页 )。 济南城厢内外 ,居 民素多 ,其准确丁

口,据宣统元年调查 ,计 有 6.2万 户 ,舛。6万人 口

[8](第 四编
“
都会商埠及重要市镇

”
,8页 )。 虽然就全国

范围而言 ,“ 济南在晚清只能算作一个三流商业城

市
”
[9](3页 ),但 它在山东腹地社会经济中的作用

却是无可替代的。

济南开埠之议始自 1904年 春。时胶济铁路即

将铺竣通车 ,北洋大臣袁世凯、山东巡抚周馥会奏朝

廷 ,请援照秦皇岛、三都澳、岳州
“
开埠成案

”
,将济

南辟为商埠[1](卷 一百八十二,13页 )。 同年 5月 4

日,军机处奉朱批 ,将该奏折抄送外务部议复。外务

部览奏 ,随即致函山东巡抚 ,嘱其谘取秦皇岛、三都

澳、岳州等自开商埠所订章程 ,以便奏明办理。山东

巡抚接外务部公函,即将与该部往来函稿抄送商务

局 ,候其会同洋务局通筹。抚衙致商务局
“
密函

”
谈

到了济南商埠自开的原因 :

⋯⋯胶济铁路两个月即可修到济南 ,现 在

迭据青岛德商威斯等呈请在济南开设洋行 ,与

华商夥开行栈 ,核 与约章不符。惟胶济铁路不

久修成 ,青 岛德商欲来开行栈者势 日多一 日,明

禁而实不能禁。与其专利德商而他商无所与 ,

不如由我 自开商埠较为有益。[10](675页 )

5月 15日 ,外 务部就山东开埠事复奏朝廷 ,认

为
“
在济南城外 自开通商 口岸 ,实 于 中外咸受利

益
”
,且济南开埠与岳州等 自开商埠

“
成案相符

”
,

“
应如该大臣等所奏办理

”
。疏入 ,奉 旨

“
依议

”
。济

南开埠事就此确定。

开埠准各工作随即展开。首先是拟定章程。为

此 ,袁世凯、周馥及新任署理山东巡抚胡廷干经
“
往

复筹商
”
,拟定

“
开办章程

”
九条 ,内 容涉及定界、租

地、设官、建造、税捐、经费、禁令、邮电、分埠等众多

方面。关于商埠界址 ,章程规定 :“ 现拟在西关胶济

铁路迤南 ,东起十王殿 ,西至北大槐树 ,南 沿长清大

道 ,北 以铁路为限 ,计东西不足五里 ,南 北约可二里 ,

共地四千余亩 ,作 为华洋公共通商之埠 ,准各国商民

任便往来 ,租地设栈 ,与华商一体居住 贸易。
”
其他

各条款与岳州章程无异 ,惟议将税关暂缓设立 ,以 便

招徕各路商家。

商埠建设也很快全面展开。济南商务局在城西

租地 钔 余 顷 ,作 为商埠 ,划 分为福、禄、寿、喜 四个

区 ,“ 其中华洋贸易处、华商贸易处、堆货处、西人住

家处、领事驻扎处 ,以 及花园
`菜

市 、营房等 ,无不具

备
”
[6](56页 )[11](13页 )[12](甾 —69页 )。 然而 ,

因经费不足 ,工 程进展缓慢。加之地租过高 ,外 商最

初多持观望态度 ,裹足不前。直到宣统年间 ,华洋商

人照章租地建造者 日众 ,有关设施才逐渐完各 [13]

[14]。 另外 ,根据商埠
“
开办章程

”
,商埠设立了三

个
“
西式

”
行政机构 ,对界内进行统一管理 :其一是

工程局 ,专管筑路、建厂和一切修造事宜 ;其二是巡

警局 ,专 司巡视街道、稽查偷漏 ;其三是发审局 ,专管

界内词讼案件。三个机构 ,均隶属山东商埠总局 ,受

其管辖。鲁西北地区
“
道台

”
受命为该局局总。

商埠区的行政管理 ,无 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事

实上 ,均完全与济南市的行政体系脱离。城墙内的

行政事务仍一如既往 ,归 历城县令负责。当然 ,巡

抚、道台对济南城也有管辖权 ,由 此形成复杂的多重

行政体系。这种中国式的行政管理体制与商埠区的

西式体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其存在的最初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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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商埠与旧济南城在行政管理上冲突尚少。辛亥

以后 ,旧 城采用了商埠区的管理体制与技术 ,体制划

一 ,矛盾冲突反而增加了[9](sz页 )。

1906年 1月 10日 ,济南举行
“
开埠典礼

”
[15]

(杂俎栏,9页 )。 新任山东巡抚杨士骧莅临主持 ,有

200多位中外来宾出席。杨士骧发表讲话 ,强调了

商埠自开的意义。他说 :“ 自开商埠乃正确之决策。

济南开埠不过是肇其端而已,今后 ,它将作为一种模

式 ,向所有内地城市推广。
”
[16](213页 )

与济南一并开埠的还有潍县与周村两地。潍县

位于莱州府迤西 ,周村隶属淄博附近的长山县 ,皆为

商贾荟萃之区,同 时又是胶济铁路必经之所。潍县

对外贸易历史悠久 ,其 主要出口商品为猪鬃。据

《潍县志稿》载 :“ 潍县猪鬃始于清同治末年 ,猪鬃行

商二十余处 ,经 加工运往青岛、烟台等美、日各洋

行。
”
[17](388页 )逮 至清末 ,其猪鬃业已经有了们

余年的发展历史。周村商业的兴起 ,可 追溯到明朝

中叶,当 时该处已有商业店铺数家。清乾隆年间,周

村因商事兴盛而被誉为
“
天下第一村

”
[18](285

页)。 1904年春 ,胶 济铁路通车在即,袁世凯、周馥

等在奏请将济南辟为商埠的同时 ,一并奏请潍县、周

村开埠。具体开埠时间 ,潍 县为 1906年 1月 1日 ,

周村则未见记录,估计与潍县开埠大体同时。

2.云南省城昆明开埠

云南乃西南边陲省分 ,商业贸易素不发达 ,因 而

对外
“
开放

”
问题自来不受重视。但是 ,对 于急于在

中国拓展商贸的英、法商人来说 ,云南的开放却具有

重大意义 ,因 为它可以
“
为中国西南无限的市场打

开一个后门
”
[19](124— I乃 页)。 1876年 9月 ,英 国

借口“
马嘉理事件

”
,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烟台条

约》c中法战争结束之后 ,法 国又迫使清政府签订

中法《天津会议专条》。为实施条约中有关开埠通

商的条款 ,英 、法在 1889年 至 1901年 之间 ,通 过订

立界务或商务
“
专条

”
的形式 ,先后迫使中国开放了

蒙自、河 口、思茅、腾越四处通商 口岸。这些 口岸
“
开放

”
之后 ,“ 洋货

”
开始经由越南、缅甸 ,源源不断

输入云南。1901年 ,由 云南省会昆明通往越南海防

港的滇越铁路开始动工兴建 ,法 国向中国西南拓展

其侵略势力的用心日益暴露。法国驻越南总督都墨

曾表示 :“ 云南为中国天府之地 ,气候、物产之优 ,甲

于各行省 ,滇越铁路不仅可扩张商务 ,而且关系殖民

政策尤深 ,宜揽其开办权 ,以 收大效。
”
[⒛ ](ss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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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列强的人侵 ,云南官绅及民众开始谋求自

立之道。1905年 ,云 南绅士、翰林院编修陈荣昌等

禀陈云贵总督兼巡抚丁振铎 ,请将省城昆明开为商

埠。其禀文曰 :

省城南门外得胜桥地方 ,为 官商往来孔道 ,

货物骈集,市 廛栉比,且 与车站附近。应请援照

山东、湖南等省成案章程 ,就 该处开作商埠 ,奏

派大员,督 同地方官绅 ,勘 购地段 ,修 筑埠头马

路 ,起 建房屋 ,设 局经理 ,实 于交涉商务利权 ,均

有裨益。[21](34页 )

丁振铎阅其禀文 ,深 以为然 ,遂 于同年 3月 17

日奏明朝廷 ,请于云南省城昆明
“
自开口岸

”
,“ 以便

通商 ,而扩利源
”
。军机处将奏疏抄交外务部议复。

外务部官员认为 ,滇越铁路通车在即 ,云 南门户将为

之洞开 ,这一形势正与济南因胶济铁路开通所面临

的形势相同;云 贵总督
“
援案

”
奏请在昆明城外开设

商埠 ,系 为因时制宜自扩利权起见 ,主 张
“
准照所请

办理
”
,并将所议奏复朝廷。5月 11日 ,奉朱批 :“ 依

议 ,钦此。
”
[” ](5-36页 )昆 明开埠终由地方绅士

的主张 ,变为朝廷的决策。

开埠准各工作随即展开。因事属草创 ,缺乏经

验 ,丁振铎曾与湖南巡抚端方、山东巡抚杨士襄等信

函往复 ,商讨请教 ,并蒙湘、鲁二抚将岳州、济南开埠

章程抄寄参考。成立了商埠工程局 ,勘测并划定了

地界。拟将商埠区分为三段 :“ 以南关外鸡鸣桥起

至奏功桥止为西段 ,以 奏功桥起至明通河太平桥止

为中段 ,以太平桥起至金汁河桂林桥聚奎楼止为东

段 ,均为本国与外国商人寄居、通商之地 ,其 四址均

竖立界石为凭。
”
[23](58页 )

昆明开埠的具体时间未见记载。其设关的时

间 ,蒙 自关致总税务司署的呈文说是在 1910年 4月

” 日,最 初是作为蒙 自关驻 昆明办事处而成立

[24]。 这是可信的。既然已经设关征税 ,则 昆明商

埠已经开放当可断言。其开放的时间,不应晚于设

关征税的时间。

三 内地其它商埠的自主开辟

除了济南、潍县、周村及昆明之外 ,清 末
“
新政

”

时期各省奏准
“
自开

”
的商埠还有湖北武昌、广东香

山、湖南常德、福建鼓浪屿、江苏海州、浦口等市镇。

1.武 昌。武昌为湖北省会 ,其为鄂省政治、文化

中心自不待言。然而 ,在经济上 ,因 汉口与之隔江对

峙 ,其重要性则大大降低。汉口在英、法联军之役结



杨天宏 清末新政时期自开商埠的设置

束后 ,即按照《北京条约》的规定 ,开辟为通商口岸。

经过近们 年的发展 ,逮至清末 ,其状况已十分可观。

当时的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写道 :“ 与武昌、

汉阳鼎立之汉口者 ,贸 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 ,夙超天

津 ,近凌广东 ,今也位于清国要港之二 ,将进而摩上

海之垒,使 视察者艳称为东方之芝加哥。
”
[乃 ](1

页)但这并不意味着列强的经济渗透 ,未能及于武

昌。1900年秋 ,“ 庚子国变
”
接近尾声 ,中 外开始议

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致电驻外使节 ,“ 请询外部以

议和条款 ,俾可预筹
”
。因获悉各国有内地任便通

商之请 ,乃 于是年 11月 28日 上奏朝廷 ,请将武昌城

北十里外滨江之地辟为
“
自开商埠

”
。张之洞之用

心 ,为其编纂年谱的许同莘说得很明白 :“ 各国预拟

条款 ,有 内地任便通商一条。省城北十里外滨江之

地 ,为粤汉铁路他 日发端之处。其隔岸即芦汉铁路

码头 ,故 自开口岸以占先着。
”
[26](141—1辊 页)经

朝廷允准 ,即 饬江夏县丈量土地 ,自 红关至青山武丰

闸堤外一线 ,江边收归官用 ,堤 内向东 1000丈 划为

通商场界 ,给价收买。洋商租地煮 ,赴江岸局拍租 ,

不得向民间租认。定开办章程五条 ,并 知照各国领

事。武昌商埠开始正式筹办[26](1馄 页)。

2.香 山。香山县在清代隶属广州府 ,位于珠江

口左侧 ,与新会县比邻。其地商业素称发达。该县

《县志》称 :“ 县属商业 ,除澳门外 ,以 城南石岐为总

汇。各乡墟市亦有号称畅旺者 ,如 四都之榄边墟、大

都之南莨墟、谷镇之乌石墟 ,阗 阌颇盛 ,榄镇茧市 ,岁

人百余万两 ;黄 圃茧市 ,获利亦丰。
”
[” ](卷二《舆地

·商业》,15页 )香 山及所属的粤东地区,与外界交通

较早 ,其居民旅居海外者颇多。
“
其久居海外之华

侨 ,盈千累万 ,欲归则无产可置 ,无地可栖。偶有挟

资而归者 ,土人或反鱼肉之
”
。在这种情况下 ,“ 创

兴廛市 ,度地居民
”
,以 便

“
保护招徕

”
,成为当务之

急[28](卷 三,33—M页 )。

与同期
“
自开商埠

”
俱由官办不同,香 山商埠 自

筹至办皆为
“
绅商

”
主持。其主持人为伍于政、王

铣、戴国安、冯宪章。伍、王、戴、冯等人探知县属
“
沙滩环

”
一带 ,内 河外海 ,背 倚群山,地势宽平 ,土

质坚洁 ,东西约四五里 ,南北约六七里 ,北有省城 ,南

有港澳 ,轮船均可直达 ,渔船商艇 ,则 有汊河作为停

泊之区,以 为此乃
“
天然商场

”
。乃划定地段 ,相互

立约订租 ,辟 为商埠 ,名 曰
“
香洲

”
。经费则由四人

以集股的方式 自筹 ,并招集外埠各商
“
认助

”
,以 资

开办。此举禀呈官宪 ,得到认可。在向朝廷奏陈此

事时 ,总督张人骏亦肯定了香山绅商
“
自开商埠

”
的

作法 ,他写道 :

自中外通商以来 ,各省官辟之埠如武昌、济

南、南宁等处 ,始 稍 自占先着 ,勉 挽利权。而绅

民之自立者 ,尚 未一见。今伍于政等倡为此举 ,

其热心公益,固 属根本之谋 ,而 于归国侨民,尤

为利便。诚能厚积资本 ,固 结众情,他 日斯埠之

振兴 ,当 可预决。当此试办之初 ,又 为向来未有

之创举 ,似 宜宽以文法,以 期乐与图成。[28]

(卷三,“ 页)

1908年 5月 z日 ,香 洲开埠事获朝廷批准。

正式开埠这一天 ,张人骏移节莅埠 ,主 持开埠仪式 ,

以资鼓励 [27](卷 二《舆地 ·商业》,15页 )。 一年以

后 ,广 州将军兼署两广总督增祺为
“
兴商业、顺舆

情
”
,奏请暂将香洲作为

“
无税 口岸

”
。朝廷将此事

交总税务司于粤海关税务司内选派干员会同办理。

参与其事的九龙关税务司认为 ,商埠之兴衰主要取

决于地势是否得宜 ,而与有无关税关系不大。若作

无税 口岸 ,势必造成与它处办法歧异 ,厚此薄彼 ,

“
徒开漏税之门

”
,若

“
各国来诘 ,商民援请

”
,将难以

应付。针对这一意见 ,增 祺表示 ,之所以要求免税 ,

是因为香州距香港等自由贸易口岸太近 ,不免税将

不利于竞争。他强调指出 :

西人商战之局 ,恒 以广开无税 口岸为无上

妙策 ,远 而南洋各埠 ,近 而香港工隅,数 十年来 ,

商业最为发达 ,良 由转输货物无留难阻滞之虞 ,

操纵金融有趋赴时期之便。⋯⋯香洲东与香港

对峙,北据澳门上游 ,同 是贸易商场 ,人 则一切

自由,我 则动身束缚 ,渊 鱼丛爵之畋,即 为优胜

劣败之点,相 形见绌 ,尤 不能不牺牲少数税金 ,

亟图挽救。[29]

广东劝业道会同布政司、粤海关税务处在复核

此议时也提出了与增祺类似的看法。认为 :“ 振兴

埠务 ,保护商业 ,招 徕华侨 ,挽 回溢利 ,非先明定该埠

为无税口岸 ,不 足以资提倡而树风声。
”
[⒛ ](卷 十

九,11-13页 )增祺等人的主张经税务处议复后获朝

廷批准。因实施了这一特殊的优惠政策 ,该埠的商

贸及社会经济均得到了较快发展。

3.鼓浪屿。鼓浪屿
“
开放

”
与 日本在厦门势力

的扩张直接相关。甲午战后 ,日 本援引所谓《公立

文凭》第三款 ,要 求在厦门设立
“
专管租界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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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686页 )。 i899年 1月
"日

,日 本驻厦门领事

上野专一照会福建兴泉永道恽祖祁 ,要 求划出沙坡

头海岸 ,作 为日本租界。恽道以为日本所求过奢 ,将

其所划定的租界
“
四至

”
作了限定修改 ,但仍有允其

所请之倾向。此事引起了美、英两国的激烈反对。

美国驻厦领事巴詹声探悉详情 ,于 3月 10日 照会恽

道 ,声称 :“ 如果厦门通商口岸内有专管租界答应他

国,致与敝国应得之利益有碍 ,敝 国均难允准。
”
次

日,英国领事梅泽造访府衙 ,提 出交涉 ,声称 :“ 奉本

国钦使电,厦 门鼓浪屿各国通商 ,不 能有租界。
”

[30](116页 )加 之消息传出之后 ,当 地绅民积愤异

常,地方官员有所忌惮 ,划 定 日本
“
专管租界

”
一事

也就暂时搁置下来。

不久 ,义 和团运动爆发。1900年 8月 中旬 ,八

国联军攻下北京 ,帝 、后及文武官员仓惶西奔 ,朝政

大乱 ,地方亦多失控 ,厦 门虽远在东南沿海 ,也难免

受其影响。因政局混乱 ,厦门炮台驻军领不到粮饷 ,

几至哗变。美国领事巴詹声获悉此情 ,以 一万元接

济炮台驻军 ,并亲赴炮台 ,“ 劝告士兵继续为清政府

效劳
”
。事后 ,清政府对巴詹声此举颇为感激 ,拟将

鼓浪屿优先租与美国,作 为租界。对此 ,巴詹声
“
有

礼貌地拒绝
”
了。美国领事之所以

“
拒绝

”
清政府的

“
好意

”
,是因为

“
专管租界

”
与美国政府同期实施的

“
门户开放

”
政策不相吻合。作为一种替代 ,巴詹声

提出设立
“
鼓浪屿公共地界

”
的建议。为此 ,他 自带

翻译 ,前往福州会晤闽浙总督许应暌 ,声 称 :“ 如果

把鼓浪屿划作公共地界 ,既可杜绝日本独占的野心 ,

又可兼护厦门,一 举两得。
”
许督为其说动 ,同 意派

员依通商条约 ,面议章程 ,并电示兴泉永道与美国领

事妥商办理。各国因利益冲突 ,难 以调解 ,亦接受了

美国方面的建议。

随后 ,中外各方就设立
“
公共地界

”
事进行了旷

日持久的交涉 ,直 到 1902年 1月 10日 ,才签订了
“
土地章程草案

”
。章程共计 6册 ,分 中、英文两种

文本。然而 ,两种文本 ,无论标题还是内容 ,都有明

显差异。就标题而言,中 文本是《厦门鼓浪屿公共

地界章程》,英文本是
“
Land for the settlement of Ku-

hngsu,Amoy” ,译成中文则变成了《厦门鼓浪屿租

界土地章程》。这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差异。因为如

果是
“
公共地界

”
,中 国是

“
地主

”
,当 然享有管理岛

上事务的权利 ;如果是
“
租界

”
,则在租期之内,中 国

将不能享有这种权利。章程签订之后 ,当 事各方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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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签章程文本交外务部批准备案。外务部发现中、

英文本互有歧义氵但因章程已经签字画押 ,列强拒绝

修改 ,外务部只得奏准朝廷 ,单方面将厦门允各国一

体兼护一条 ,径行删去[31](94页 )[32](21-23页 )。

但各国依然按照英文本章程行事。开放后的鼓浪屿

究竟是
“
公共地界

”
还是

“
租界

”
,中 外各执一端 ,且

都有自己的
“
条约依据

”
。这种状况持续了 钔 余

年。在这期间,中 国方面维护了
“
公共地界

”
之名 ,

而外国列强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
“
租界

”
之实。

学术界过去对鼓浪屿
“
沦为公共租界

”
一事曾

多所批评 ,以 为清政府腐败无能 ,毕露于此。外国列

强在鼓浪屿问题上利用了清政府的无能 ,这是事实。

但此番交涉的结果 ,中 国也并非满盘皆输。因为中

国
“
开放

”
鼓浪屿的目的,在于抵制 日本在该岛设立

“
专管租界

”
。日本自 19世纪末叶以来 ,穷兵黩武 ,

肆意扩张 ,已 经取代西方列强 ,成 为中国的最大威

胁。
“
开放

”
后的鼓浪屿固然没有成为名实相符的

“
自开商埠

”
,但却有效抵制了日本在该岛建立

“
专

管租界
”
,将台湾与厦门连接成一片 ,以 便进一步在

中国扩张势力的侵略行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华

政策与实施军国主义的日本有着重大区别 ,这 已为

后来的历史证实。因此 ,对于清政府以美国倡导的
“
公共地界

”
来取代 日本企图设立的

“
专管租界

”
,不

宜简单以
“
迎狼拒虎

”
论之。

4.常 德与湘潭。该两处奏准 自开商埠是在

1905年夏 ,而 筹议此事提前了三年。早在 1902年

春 ,湖 广总督张之洞便已开始同湘抚商议常德等地

开埠事宜。这年 4月 2日 ,张之洞在致外务部的一

份电文中称 :“ 长沙已与湘抚商妥 ,可 作为 自开口

岸 ,议定于一年后开办 ,以便布置一切。常德俟长沙

开后 ,体察情形 ,如 妥善 ,亦可开。但一切须照岳州

自开章程办理。
”
[1](卷 一百五十三,光绪二十八年二月

下)因 长沙推迟至 1904年 7月 1日 方才开埠[33],

且未能如愿
“
自开

”
,常 德等地开埠事 自然向后推

延。1905年 7月 ,湘 抚端方正式奏请将常德、湘潭

作为
“
自开商埠

”
。其理由是 ,岳州地处湘江下游 ,

且非商货聚集之所 ,于 通商殊无地利 ,“ 故开办多

年 ,洋商不乐侨居 ,关税亦从未畅旺。
”
长沙虽为省

会 ,但也有商货离却转运中心 ,换照上驶 ,“ 以就市

场
”
之不便。唯有常德、湘潭有通商之条件。盖湘

省商务 ,素 以常德、湘潭为两大市场。滇、黔百货转

输中原 ,由 沅水顺流而达长江流域 ,无不以常德为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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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中转之区。湘潭则西南路煤铁、纸烟 ,行栈所集 ;

河水宽深 ,擅商埠之形势 ,远 胜省垣 ;加 之萍乡铁路

已达县属株洲 ,尤为交通孔道。于该两处 自开商埠 ,

最为相宜。端方在奏折中特别谈到了自开商埠的必

要性 ,指 出 :

窃维采买土货 ,订 为专条 ,内 港行轮 ,载 于

附约,不 独门户洞辟 ,即 堂奥腹地亦无不流通 ,

贸易 日盛月新。居交通之时代 ,而 为闭塞抵制

之谋 ,诚 非策矣。顾各 国约开 田岸 ,动 多牵制 ,

实费磋商。或此国所索专界 ,而 别国借 口均沾 ;

或甲国业已允行 ,而 乙国又来驳议。诚不如 自

开商埠 ,犹 足顾主权而防流弊也。[34](2Ⅱ —

213页 )

经外务部议复并朝廷批准 ,常德、湘潭成为
“
自

开商埠
”
。开埠准备工作进行了半年多时间。当

然 ,该两处的开埠并非一帆风顺。除了经费筹措颇

多曲折之外 ,湘 中百姓的反对也是重要的因素。在

常德 ,当开埠之谕下达之后 ,曾 发生
“
土人

”
串通当

地纱店店主 ,勾结外地商人屯买地皮 ,造成已勘定的

商埠地界内
“
界石林立

”
之状况 [35]。 这不过是民

与官争利而已。更严重的是士绅的反对。据《长沙

日报》记载,常 德开埠 ,当 地官宪拟从沅水南岸办

起 ,已详禀抚宪 ,并 咨明外务部立案。消息传出,即

招致抵制。该处士绅以南岸修砌石岸 ,若遭遇洪水 ,

郡城难免水患为由,以 留日学生多人出面 ,邀集
“
郡

城八省三堂董事
”
,会议商埠事宜 ,拟俟主持开埠事

宜的官员返常时,面 陈利害 ,并公禀省城洋务局 ,

“
力争不可

”
[36]。 湖南官宪为说服士绅 ,化解官民

矛盾 ,费力不少。这与其他各埠开放较少内部阻力

的情况 ,形成明显对照。

1906年 3月 16日 ,常德正式开埠。开埠之后

的常德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参与湖南海

关事务、对中外贸易关系理解甚深的马士写道 :“ 常

德拥有十五万居民,其作为开放口岸的价值在于 ,进

口货物可以免税通过该埠 ,渗 人中国内地。
”
[37]

(253页 )湘 潭正式开埠的时间未见记录 ,因 该埠与常

德同时奏准 ,其开埠时间估计也在 1906年 。

此外 ,这一时期由清政府 自开的商埠还有江苏

海州 ,其奏准开放的时间是在 1905年 10月 ⒉ 日

[3](“ 页)。 该县位于江苏东北隅,滨 临黄海。以

自然条件论 ,其境土地瘠硗 ,物产有限 ,实 非富饶之

区。但以地当苏北交通要冲 ,货 物集散 ,多 就此地 ,

故颇为商家看重[38](67-70页 )。 开埠事宜由两江

总督派员筹备 ,后 因国家政治变化而搁置。直到

1921年经北洋政府国务会议议决 ,派员督办规划一

切 ,方蒇其事[39](59页 )。

综上可知 ,经过新政期间的努力 ,截止辛亥 ,中

国自开商埠的数量已由戊戌时期的 3个增加至 19

个 ,如果加上同期东北开放的 16个 (笔 者已另文论

述),其数量已多达 35个 。口岸的大量主动开放 ,

有利于所在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 ,也 在一定程度上

实现了自开商埠主政者抵御列强侵略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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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hment of Non■ Treaty Port in New PoIky Period of Late Qing

YANG Tianhong
(History Department,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8,China)

Abstract:In1898aRer the flrst estabⅡ shment of non-treaty po⒒ s, a kind of port different from trea-

ty-poH in modem China,the Qing govemment orders to“ develop commercial ports” ,but few positively

respond except Nanning, Guangxi。  Large-scale establishment occurs after1901, resulting fron1the lesson

of the Yihetuan Movement and tho promotion of the new pohcy。  The new policy period Witnesses an in-

crease in cities’  di【uension as well as a large number of non~treaty ports, which is conducive not only to .

resistance to foreign aggression but also to soCial econO【 nical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towns。

Key words:the new policy of the late Qing;non~treaty ports;establ沁 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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