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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海关主权丧失的文物
文／海关总署   关博

《南京条约》稿本

就在清政府沉浸在“天朝大国”美梦

之时，英、法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悄

然完成工业革命，急欲向外扩张商品倾销

基地和廉价原材料供应基地，决意用坚

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于是，1840 年，

鸦片战争爆发。1842 年 8 月，战败的清

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我国历史上第一

个不平等条约——《江宁条约》（亦称《南

京条约》）。该条约规定：清政府割地赔款，

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

商口岸，废除公行贸易制度、准许英商与

华商自由贸易 ；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关

税税率，中国需与英国商定。中国自此逐

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丧失了关

税自主权等海关主权。

江海北关庙宇式建筑紫铜版

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起，广州、

上海、福州、厦门、宁波就设有海关。《南

京条约》签订后 10 余年间，这些海关仍

然负责外商船货征税业务。道光二十三

年（1843 年）11 月 17 日，江海关设 盘验

所于洋泾浜北路（今上海延安东路外滩），

办理外商进出口申报和纳税手续，标志着

上海口岸正式辟为对外商埠 ；三年后，设

江海北关于北门外头坝（今汉口路外滩），

原设南市小东门外的海关称为江海大关。

此紫铜版描绘了当时江海北关建筑样式，

系海关使用的印刷工具。

江海北关哥特式建筑紫铜版

1853 年，上海小刀会起义捣毁江海

关，海关行政陷于停顿。英、美、法驻

沪领事以此为借口，威逼利诱苏松太兵

备道兼江海关监督吴健彰同意三国各推

荐本国人士一名组成“江海关税务监督委

员会”，接管江海关夷税征收权。1858 年

签订的《天津条约》附约《通商章程善后

条约 ：海关税则》，规定“任凭总理大臣

邀请英（美、法）人帮办税务应严查漏税”。

此后，外籍税务司控制的江海新关模式逐

步向全国各通商口岸推广。各口岸海关不

仅行政上由外籍税务司把持，而且建筑

上也具有西式风格。这是 1893 年落成的

江海关哥特式建筑紫铜版。该建筑为当

时规模最大、式样最新的西式建筑，顶

部安有大钟，其功能一是充当黄浦江上

的航标和灯塔 ；二是为市民提供准点报

时服务 ；三是在以天数征收船舶吨税时，

以钟楼时间为准，避免因船舶自备时钟误

差而引起的争议。

“厦门常关”石碑

晚清、民国时期，外籍税务司控制的

海关称为“新关”、“洋关”，负责管理洋

船或洋式船只并征收进出口“洋税”；华

人海关监督自主管理的原有榷关称为旧

关、老关、大关，负责管理中国民船。该

碑系 1989 年厦门海关所属漳州海关驻石

码办事处拆除旧建筑时所发现。1913 年

石码常关划归厦门关税务司署管理，建造

了此楼。石碑应为当时的奠基石。

总税务司署上海办事处储金股印章

1861 年总管全国各地

海关的总税务司署在上海

设 立，1865 年 迁 至 北 京。

1929 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

总税务司署随 迁，但实际

办公地在总税务司署上海

办事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驻沪日军拘捕了海关总税务

司梅乐和等人，并成立由日

籍关员岸本广吉为总税务司的伪总税务司署。1941 年 12 月 26 日，国民政府在重庆重

建总税务司署。抗战胜利后，总税务司署迁回上海。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后，总税

务司署随之告终。此为总税务司署上海办事处储金股印章。

赫德铜像紫铜版

赫 德（Robert Hart,1835.2.20-1911.9.20）， 英 国

人，1863 年 11 月至 1911 年 9 月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

系近代海关五任外籍总税务司任职时间最长、对海

关影响最为深远者。1911 年，赫德在英国家乡病逝后，

上海中外人士集资在外滩为其建造了铜像，以示纪念。

铜像基座北面镌刻一副墨丘利（在罗马神话中系为众

神传递信件并兼管商业道路之神）行走于地球之上，

代表赫德创办的海关邮政 ；南面为一手执圆灯女神

赤足立于岸边为行船导航，象征赫德管理过的海务

港务事业 ；正面铭刻哈佛大学校长艾里奥（C.W.Eliot）

撰写的铭文，高度评价赫德的功绩 ；背面铸着一张

赫德历年所受荣典表。1943 年，驻沪日军拆除了赫德铜像熔铸为武器。此紫铜版为印

刷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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