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90 年(光绪十六年)

3 月 31 日 中英《烟台条约续增

专条》在北京签订。条约规定：“重庆即

准作为通商口岸无异”。“英商自宜昌

至重庆往来运货，或雇佣华船，或自备

华式之船，均听其便。”

7 月 22 日 总税务司赫德任命

英国人好博逊(H ．E．Hobson)为重庆

关税务司，负责重庆海关全部工作。随

后，中方任命川东道张华奎为重庆海

关监督。

9 月 四川总督刘秉璋上奏总理

衙门：“今重庆开办通商，必须得所依

据，始可仿照核办，以定章程”。

四川总督刘秉璋同时咨请总理衙

门并江、浙、湖北各省督抚，“饬抄宁

波、上海、江汉、宜昌等关开办章程咨

川 ，以凭仿照办理”，请“改川东道为

关道，须用监督关防”，“先铸四川重庆

关监督关防一颗咨发来川，即以川东

道兼监督。”

11 月 4 日 好博逊抵重庆，随行

者奥地利人、三等帮办前班罗士恒

(A ．E．Von RoSthorn)等人，开始着手

重庆海关的选址和勘测工作。

据宜昌关统计；重庆进口洋货总

值 4815932 海 关两，出口 土货总值

2036911 海关两 ，外贸总值 6852843

海关两。

1891 年(光绪十七年)

3 月 1 日 四川总督刘秉璋上奏

总理衙门：重庆关“仿照宜昌关一切章

程⋯⋯规定于光绪十七年正月二十一

日开关”。

重庆关选朝天门附近的“糖帮公

所”“租寓开关”。其关区范围：上起南

岸黄桷渡土地庙和北岸的城墙西端，

下至南岸窍角沱铁厂和北岸安溪石

桥，全长 3 英里。此外还有嘉陵江口上

溯 1 英里地区。



开关之初，重庆海关自税务司以

下，设帮办 1 名，关税员 2 名，文案 1

名，书办 2 名和录事 5 名。列名《海关

职员录》共 11 名。

3 月 25 日 《重庆新关试办章

程》(十条)公布。对海关征税、船只进

出口手续，以及洋船洋商报关，验查，

结关等手续作了明确规定。

3 月 重庆海关兼办邮政，海关

内设寄信局，收寄华洋信件及包裹，包

裹房设供事工人 ，稽查 2 人。寄信局

由海关税务司兼管。

5 月 2 日 英商太古洋行租用的

中国木船，装载白蜡、黄丝离开重庆，

驶往宜昌，成为重庆开埠后重庆关验

放的第一艘出口挂旗船。

5 月 4 日 《重庆新关船只往来

宜昌重庆通商船只货物征税停泊试办

章程》(二十条)公布。

5 月 26 日 英 商 立 德 ( Littie

A rchibald John)洋行租用的木船，满

载煤油、海带抵达重庆，是重庆关验放

的第一艘进口挂旗船。

据近代贸易统计资料统计：重庆

进口洋货总值1 371 027海关两，出口

土货总值1 389 683海关两，外贸总值

2 760 710海关两。税额448 861海关

两。

1892 年(光绪十八年)

是年，川东道黎庶昌创设川东洋

务学堂，考选学生正副额各 20 人，除

修国文外，增设科学，而以英语、数学

为主科。

是年，英商立德成立重庆有限转

运公司并开办水上保险业务。

据重庆海关统计：重庆进口洋货

总 值 5 825 474 海 关 两，出 口 货 总 值

2 640 500海关两，外贸总值8 429 974

海关两。税额200 929．999海关两。

1893 年(光绪十九年)

6 月 6 日 德 国 人 夏 德 ( F．

Hirth)升任重庆海关税务司。

12 月 重庆海关邮局发售邮票。

据重庆海关统计：重庆进口洋货

总值4 575 298 海关 两，出 口土 货 总 值

3 135 776海 关 两，外贸 总值 7 711 074

海关两。 税额181 295．419海关两。



1894 年(光绪二十年)

本年，重庆海关在下游 15 里唐家

沱设验货处。

3 月 16 日 法国驻汉口领事率

远征队来川考察商务 。

据重庆海关统计：重庆关进口洋

货总值5 114 013海关 两，出 口土货总

值 3 413 900 海 关 两，外 贸 总 值

8 527 913海关两。税额244 413．681海

关两。

1895 年(光绪二十一年)

4 月 17 日 中日签订《马关条

约》，规定在重庆南岸王家沱设立日本

租界及日本轮船得从湖北宜昌溯长江

至四川重庆 ，并可附搭行客，装运货

物。日本夺取了川江航权，英国等西方

列强按最惠国待遇，也获得了与日本

同等的权利。

5 月 14 日 美国人吴德禄(F ．E ．

oodyuff)升任重庆海关税务司。

据重庆海关 统计：重 庆关进 口洋

货总值5 618 317海关两，出口土货总

值 3 521 563 海 关 两，外 贸 总 值

9 139 880海关两。税额356 681．005海

关两。

1896 年(光绪二十二年)

3 月 20 日 清朝光绪皇帝批准

成立大清邮政，重庆海关寄信局随之

改为邮政局。

5 月 12 日 挪 威 人 余 德 ( F．

Schjoth)升任重庆海关税务司。

重庆海关拨款 12 万两，偿还英

德、英法两项贷款。

据重庆海关 统计：重 庆关进 口洋

货总值6 929 393海关两，出 口土货总

值 3 556 387 海 关 两，外 贸 总 值

10 486 780海关两。税额314 845．555

海关两。

1897 年 (光绪二十三年)

2 月 20 日 重庆大清邮政局正

式成立，称为“大清邮政官局”。开办有

函件、明信片、书籍、货样等业务。

据重庆海关统计：重庆关进口洋



货 总值 8 444 081海 关 两，出 口土 货 总

值 4 325 713 海 关 两，外 贸 总 值

12 769 794海 关 两。 税 额383 730．62 5

海 关 两。

1898 年(光绪二十四年)

3月 8 日 英商立德带领“利川”

号小轮船由宜昌试航重庆，经 155 小

时航行，到达重庆。这是侵入川江的第

一艘外国轮船。

据重庆海关统计：重庆关进口洋

货 总值7 967 012海关 两，出 口土 货总

值 3 693 510 海 关 两，外 贸 总 值

11 660 522海关两。 税额288 029．319

海关两。

1899 年(光绪二十五年)

年 初 海关工程师泰勒( T y Lez)

及多那尔得( D onald)负责施行开凿兴

隆滩的打滩工程。

3 月 20 日l 英国人班谟(J．L ．E ．

Pal m )升任重庆海关税务司。

4 月 1 日 重 庆 海 关 实 施 1898

年制 定的《扬子江章程》，废除《修正扬

子江贸易章程》及附件《商埠及海关章

程》。

5 月 7 日 英 国 军 舰“山 鸡 ”

( W oodcock ) 号和“山 莺 ”( W oodlarf)

号驶抵重庆，停靠在长江南岸海关囤

船近傍，开外国军舰入侵川江先例。

6 月 20 日 英商轮“先行”号经

73 小时航行，从宜昌到达重庆，这是

第一艘抵达重庆的商轮。

据重庆海关统计：重庆关进口洋

货总值13 075 176海关两，出口土货

总 值 4 610 822 海 关 两，外 贸 总 值

17 685 998海关两。税额495 339．961

海关两。

1900 年(光绪二十六年)

6 月 义和团运动发生。

8 月 2 日 英国领事接英国外交

部指示，紧急撤退英国传教士和侨民。

8 月 3 日 数十名英国传教士，

所有天主教教士，英、法、日侨民，领事

馆人员，以及重庆海关洋员，除留个别

人守护外，均由“先行”号商轮撤往宜

昌。

8 月 26 日 “先行”号由宜昌驶

回重庆，载回英国领事和海关洋员，由



英国军舰“怒气”号(Piue)护航。

据重庆海关统计：重庆进口洋货

总值12 918 073海关两，出口土货总

值 3 398 008 海 关 两，外 贸 总 值

46 826 081海关两。 税额376 899．812

海关两。

1901 年(光绪二十七年)

11 月 3 日 总理衙门核定重庆

宜昌来往船只试办章程开始实施，重

庆关划定唐家沱、平善坝两处为船舶

停靠验卡查验之地。并规定英商所雇

华船必须持有海关税务司所发执照 。

12 月 13 日 重庆关施行《长江

上游航行暂行规约》，规定，所有洋商

租用的客运船只须向海关报关，海关

据以发给海关凭证，以免沿途局卡留

难船只及货物，重庆关在唐家沱和平

善坝设有海关检查站查验往来船只。

据重庆海关统计：重庆关进口洋

货总值12 598 741海关两，出 口土货

总 值 4 837 178 海 关 两，外 贸 总 值

17 436 191海关两。税额514 949．706

海关两 。

1902 年 (光绪二 十八年)

8 月 中英订立《续议通商行船

条约》，强迫增辟万县为商埠，将万县

通商事务划归重庆海关管辖。

12 月 经驻重庆各条约国领事

同意，重庆关颁布《重庆关理船章程》

(二十九条)，该章程共分“停泊界限”、

“军火”、“装油船”、“传染疾病”、“保护

水道”、“杂项”等六个部分，对进出重

庆港的船舶及有关事项作了详细的规

定。

四 川 省 实 行 禁 烟，使 重 庆 关 从

1902～1911 年 10 年间的海关税收锐

减，海关税收的重要来源烟土税几乎

等于零 。

据重庆海关统计：重庆进口洋货

总 值16 000 000海关两，出 口 土货 总

值 8 500 000 海 关 两，外 贸 总 值

24 500 000海关两 。税额364 639．769

海关两。

1903 年(光绪二十九年)

重庆邮政局设立分局于夔州府。

据重庆海关统计：重庆关进口洋

货总值20947902海关两，外贸总值

29224698海关两。税额366829．383



海关两。

1904 年(光绪三十年)

1 月 15 日 川东道贺元彬与重

庆海关税务司花荪签订《承租打枪坝

约》，以每年 200 两白银价格租用打枪

坝作为海关税务司公所。

9 月 29 日 总税务司通知：“凡

报运枪支子弹进口，如持有监督特发

执照，可即行验放”。重庆海关遵照实

施。

据 重庆海关统计：重庆进口洋货

总 值18 454 399 海 关 两，出 口 土 货 总

值 10 952 028 海 关 两 ，外 贸 总 值

29 406 427海关两。税额501 118．931

海关两。

1905 年(光绪三十一年)

是年 重庆海关由朝天门糖帮公

所迁到太平门顺城街。

据重庆海关统计：重庆关进口洋

货总值16 565 589海关两，出口土货

总 值 11 169 256 海 关 两，外 贸 总 值

29 001 410海关两。 税额554 734．797

海关两。

1906 年 (光绪三 十二年)

11 月 6 日 清政府邮传部成立。

据重庆海关统计：重庆关进口洋

货18 103 000海关两，出口土货总值

10 8 92 1 26 海 关 两， 外 贸 总 值

29 001 41 0海 关 两。 税 额554 734．797

海 关 两。

1907 年(光绪三十三年)

德国军舰“华特兰”首次入川 ，抵

达重庆。

据重庆海关统计：重庆关进口洋

货总值15 976 047海关两，出口土货

总 值 11 07 9 047 海 关 两，外 贸 总 值

27 0 55 983海 关 两。 税 额447 03 0．34 0

海 关 两。



1908 年(光绪三十四年)

3 月 新颁《重庆关停泊章程》规

定：洋商雇用华船及自备之船起卸货

物区域为“朝天门外对岸狮子山上自

太平渡起下至弹子石止”。“如欲在江

北界内装载货物须向理船厅预请准

单”，其“界限只在江北城大江一段”。

在江道狭窄险滩之处“须与中国民船

挨次先到先进不得越后争先”。

7 月 12 日 官纱子口验单有效

期为 13 个月，自加盖华洋文戳记后算

起，期满作废，此项规定由重庆关税务

司公布后执行。

8 月 《绅商创办火轮往来宜渝

免碰暂行章程》由重庆关税务司公布。

10 月 27 日 海关关平银抵合标

准 为：每 关 平 银 100 两 合 九 七 平 银

107．075 两。

11 月 23 日 现任重庆关税务司

阿奇森正式视事，前任代理税务司麦

加理卸任。

据重庆海关统计：重庆关进口洋

货 总值18 190 897海关两，出 口土货

总 值 12 990 098 海 关 两，外 贸 总 值

31 180 995海关两。税额640 687．507

海关两。

1909 年 (宣统元年)

2 月 24 日 重庆关公告禁止将

“搀有土药烟灰做成之戒烟丸药”邮寄

出口，如由旗船报运出口 ，则须纳税。

据重庆海关统计：重庆关进口洋

货 总 值14 048 720海 关 两，出 口土 货

总 值 14 177 158 海 关 两，外 贸 总 值

464 635海关两。税额585 641 903海关

两。

191 0 年 (宣 统二年)

1 月 《川江行轮免碰民船章程》

公布。

7 月 6 日 出口货物查验地点由

狮子山移往太平门外海关验货厂。进

口货物仍在狮子山查验。

据重庆海关统计：重庆关进口 洋

货 总值 12 546 840海 关 两，出 口土 货

总 值 15 490 974 海 关 两，外 贸 总 值

32 308 833海关两。 税额537 344．017

海关两。



1911 年 (宣 统三年)

3 月 3 日 重庆关闭一切鸦片烟

店、烟馆。

5 月 16 日 所有土药一概禁止

报运出口。

7 月 21 日 重庆关税务司转发

总税务司禁烟告示：自 1912 年 7 月 1

日起，除印度洋药外，所有各样洋药及

波斯、土耳其鸦片一概禁止运入中国

各口岸。

10 月 31 日 各国驻渝领事馆和

炮舰司令召开联席会议，要求外国人

尽快撤离重庆。随后英国驻渝领事发

布文告，警告清廷，若不迅速镇压同志

军起义，英国将进行干涉。

据重庆海关统计：重庆关进口洋

货总值19 070 637海关两，出口土货

总 值 10 069 575 海 关 两，外 贸 总 值

29 140 211海关两。税额378 889．388

海关两。

1912 年 (民国元年)

1 月 15 日、1 月 29 日，重庆蜀军

政府两次致电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大总统孙中山等，就重庆海关税务司

斯泰老“拟将所收海关税项解上海汇

丰(银行)存储，以偿债款一事”，请示

解决办法 。

4 月 15 日 鉴于重庆银根紧迫，

政府禁止现银大宗出口。海关告示，

禁止商人借旗船运银出口。“以防危险

而顾大局”。

4 月 26 日 重庆关告示：经交

涉，仍准现银报送出口。如嗣后本地金

融情形确系枯窘再行阻止。

4 月 30 日 重庆关告示：现银出

口再行禁止。

5 月 28 日 邮 传 部 正 式 接 管 由

海关兼办的邮政，邮政与海关分设。

是 年，经 重 庆 关 进 口 洋 货 总 值

15 793 968 海 关 两，出 口 土 货 总 值

11 078 507 海 关 两， 外 贸 总 值

26 872 475海关两。 重 庆关征关 税共

计为关平银404 4 82．018两，其中征进

口 正 税 为 23 781．842 两，出 口 正 税

375 357．055 两，复进 口 税10 976．756

两，内地子口税2 348．385两。



1914 年 (民国 3 年)

6 月 24 日 重庆关实施稽查轮

船夹带私货并限制船用盐米办法。

是年，经 重 庆 关进 口 洋 货 总 值

23 782 200 海 关 两，出 口 土 货 总 值

13 859 188 海 关 两，外 贸 总 值

37 641 388 海 关 两。 征 收 进 口 税

77 902 085 海关 两 (以 后 各 年 税 收 单

位 均 为 海 关 两 )， 出 口 征 税

403 423．712 海 关 两，复 进 口 税

22 591．966海关两。

1915 年 (民国 4 年)

4 月 英 国 人 蒲 南 田 ( S．C ．

Plant)出任长江上游巡江司，负责在

川江航道上设置航标、信号。

5 月 重庆海关设立理船厅，由

总巡英人麦联南兼理之。

6 月 6 日 税务处呈请在四川万

县设立重庆分关，“以杜走漏之弊”。

11 月 海关巡江司米勒入峡，考

查水道形势及行船所应急须筹备的

《把舵章程》，以及设立号站杆等，浮桩

水表，轰毁各处暗礁和凸出之石。

是年 为保障川江轮船航行安

全，扬子江上游河道视察局(长江上游

巡江事务所)成立，由英国人蒲南田任

监督，开始设办信号站，标志船，指向

标等辅航设施。

重庆关进口洋货总值18 875 598

海关两，出 口土货总值16 537 260海

关两，外贸总值35 412 858海关两，税

额510 694．795海关两。

1917 年 (民国 6 年)

3 月 16 日 重庆关万县分关正

式成立。同时公布《重庆万县分关试办

章程》。

5 月 31 日 重庆关原税务司葛

尼尔卸任，巴瑞尔接任。

年底 重庆关设立引水教练学

校，由英国人蒲南田督导。

是 年，据 重 庆海 关统 计：进 口 洋 货

总 值 9 551 265海 关 两，出 口 土 货 总 值

5 01 8 525海关 两。重 庆 对 外贸 易 总 值

34 074 21 9 海 关 两。 征 收 进 口 正 税

27 7 64．061 海 关 两， 出 口 正 税

4 00 622．921 海 关 两， 复 进 口 税

20 937．456海关 两，船 钞 无。



1918 年(民国 7 年)

10 月 21 日 驻万县“滇黔川靖

国联军援鄂第四路军第一梯团”扣留

货船 50 艘，征收所载进口货物百分之

二三“以作保险军费”。该团致函万县

分关，声称：“扣船索饷对关税毫无妨

碍”。

10月 22 日 万县分关副税务司

复函靖国联军第一梯团：“货船所载进

口货物，已征关税不得重征载在条约，

如重征内困商民，外起交涉，得不偿

失”。请求立即放行被扣商船，“以重条

约而笃邦交”。

10 月 31 日 靖国联军团长田钟

毅再次致函万县分关，要求万县分关

一次筹款 60 万元，以后每月筹款六七

万元，则立即撤卡放船。

11 月 4 日 万县分关报呈重庆

关，另有太古，怡和、招商、大阪等轮船

公司及各报关行亦报重庆关。后经军

政府唐总裁复电“已准放行旗船取消

船捐”。万县分关致函靖国联军，催促

立即放船。

是年，据重庆海关统计：进口洋货

总值4 884 992海关两，出口土货总值

14 872 629海关两。重庆对外贸易总

值30 144 840海关两。征收进口正税

19 837．936 海 关 两，出 口 正 税

434 583．439 海 关 两，复 进 口 税

14 427．829海关两。

1919 年 (民国 8 年)

5 月 22 日 重庆关税务司巴瑞

尔卸职，詹思敦接任。

四川省长杨庶堪电请任命宋辑为

重庆海关监督兼办辖地交涉事宜。同

日，经广州军政府第 88 次政务会议批

准，发布了这项任命。

是年，据重庆海关统计：进口洋货

总 值 10 391 864 海 关 两，出 口 土 货 总

值 16 666 042海关 两。 重 庆对 外贸 易

总 值 41 576 301海 关 两。 征 收进 口正

税 37 128．062 海 关 两，出 口 正 税

518 163．541 海 关 两， 复 进 口 税

29 071．609 海 关 两，船 钞 6 000 海 关

两。

1920 年 (民国 9 年)

12 月 18 日 重 庆 关 布告：自 翌 年 1 月 16 日起一年为限，除船钞外，



所有海关征收各税按照正项加十分之

一充作本省灾区赈款。

12月 31 日 重庆海关公布《重

庆关理船章程》，对重庆港区、船舶停

泊界线、港区水道保护等问题作了明

确规定。这是重庆港开埠以来第一个

港务管理法规。

是年 重庆关拥有的房地产达十

余处之多，计有打枪坝练兵场，二仙

庵，太平门海关办事处，太平门验货

棚，太平渡关地，出口囤船，进口囤船，

王家沱关地，税务司住所，外班人员住

所等。

是年，据重庆海关统计：进口洋货

总值8 867 671海关两，出口土货总值

12 554 797海 关两，重 庆对 外贸易总

值 8 993 218海关 两。 征 收 进口正 税

31 455．250 海 关 两，出 口 正 税

487 162．361 海 关 两，复 进 口 税

27 545．573海关两，船钞182 800海关

两。

1921 年 (民国 10 年)

10 月 11 日 重庆关理船厅在重

庆关狮子山进口趸船顶上设置重庆河

泊水尺表。

10 月 17 日 因外籍轮船在川江

上浪沉木船事件层见迭出，重庆关监

督、税务司会同各国领事官、重庆总商

会等共同议订《长江上游免浪船只暂

行条规》。该条规共分三条，规定了来

往宜昌重庆间轮船上驶和下驶的日期

及民船载货标准，该条规经重庆关监

督呈请四川省省长刘湘核准，通令沿

江各县一律遵照执行。

是年春 在重庆海关的督率之

下，重庆港龙门浩停泊处附近的一堆

礁石，俗名“洋芋州”，被部分削除。

是年，据重庆海关统计：进口洋货

总值12 522 550海关两，出口土货总

值1 480 110海关两。重庆对外贸易总

值27 002 660海关两。征收进口正税

29 584．486 海 关 两，出 口 正 税

340 374．504 海 关 两，复 进 口 税

19 256．042海关两，船钞 29 000海关

两。

1922 年 (民国 11 年)

4 月 27 日 重庆关公布收纳查

验费之款目。并声明以上各项查验费

应交由海关帐房正式收帐。除此之外，

海关并不收费。

5 月 13 日 重庆关理船厅公布

实施《长江上游引水修订章程》。



9 月 27 日 重庆关理船厅规定，

凡轮船装运箱油，只准在小河江嘴外

停泊，时间不得超过一点钟，以便搭卸

旅客。

是年，据重庆海关统计：进口洋货

总值10 497．187海关两，出口土货总

值 21 035 954海 关 两。 重 庆对 外贸 易

总 值 31 533 141海 关 两。 征 收进 口正

税 30 459．668 海 关 两，出 口 正 税

501 204．554 海 关 两，复 进 口 税

29 832．590海 关两，船 钞 539 000海 关

两。

19 23 年 ( 民 国 12 年 )

8 月 15 日 重庆关再次对外公

告海关收取查验费之项目，并重申费

用应交由海关帐房正式收帐。

9 月 15 日 重庆关规定，凡轮船

人员携带物包或货物，若未载入包裹

单或列入舱口单，一经海关查出，即行

充公。该规定自 10 月 15 日起生效施

行。

是年，据重庆海关统计：进口洋货

总值8 056 908海关两，出 口土货 总值

24 576 773海关两。 重庆对外贸 易总

值32 633 681海关 两。 重 庆关 征 收进

口 正 税 32 135．434 海 关 两，出 口 正 税

496 982．178 海 关 两，复 进 口 税

28 320．046海 关 两，船钞801 300海关

两。

1924 年 (民国年 13 年)

12 月 13 日 为抗议日轮“德阳

丸”拒绝海关检查，并打伤军警督察人

员的严重罪行，重庆“后援 会”组织

7 000余人的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省

长和督办惩办凶手。当局被迫撤换重

庆海关监督，日本被迫调回驻渝领事。

据重庆海关统计：进口洋货总值

127 839 991 海 关 两，出 口 土 货 总 值

26 973 221海关两。 重庆对外贸易总

值39 757 220海关两。

1925 年 (民国 14 年)

3 月 11 口 马梯被总税务司任

命为重庆关暂行署理税务司。

9 月 奉总税务司令，重庆关自

本年 11 月 1 日起 4 个月 内，除船钞

外，所有海关各税按照正项加征十分

之一，充作国内灾区赈款。

是年，据重庆海关统计：进口洋货

总值11 164 594海关两，出口土货总



值25 244 658海关 两。 重庆对 外贸 易

总 值36 409 252海关两。 征收进口 正

税 43 084．783 海 关 两，出 口 正 税

549 14 7．303 海 关 两， 复 进 口 税

41 018．268海 关 两，船 钞 989．700海 关

两。

1926 年 (民国 15 年)

11 月 1 日 重庆关奉总税务司

令，自即日起两个月内，除船钞外所有

海关征收各税按照正项加征十分之

一，充作国内灾区赈款。

是年，据重庆海关统计：进口洋货

总值11 878 010海关两，出口土货总

值 29 414 085 海 关 两，对 外 贸 易 总 值

4 129．21 万 海 关 两。 征 收 进 口 税

38 505．927 海 关 两， 出 口 税

610 087．172 海 关 两， 复 进 口 税

45 418．542海关 两，船 钞 3 594．100海

关两。

1927 年 (民国 16 年)

1 月 12 日 万县分关试办章程

内附理船章程公布实施。

2 月 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

长杨森署名的布告谓：我国海关主权

旁落，原定税率殊失平允，亟应从事整

饬。规定自本年 3 月 1 日起，凡在重庆

海关 万 县 分 关 纳 税 货品 一律 加 征

25 % 。

3 月 8 日 唐家沱分卡撤销。

4 月 18 日 重庆关暂行代理税

务司渡边卸职，周子衡接替代理。自重

庆关建立以来，这是第一位中国关员

代理税务司之职。

是年，据重庆海关统计：进口洋货

总值9 311 922海关两，出口土货总值

27 980 360 海 关 两，对 外 贸 易 总 值

37 292 282海 关 两，海 关 征 收 进 口 税

20 052．938 海 关 两， 出 口 税

569 329．204 海 关 两，复 进 口 税

25 366．791海关两，船钞3 452．050海

关两。

1928 年 (民国 17 年)

7 月 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

言，要求“重订新约”、“收回关税自主

权”。

是年，英、法、美等 14 个资本主

义国家先后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并相

继签订《新关税条约》。



是年，重庆海关统计：进口洋货总

值13 596 143海关两，出口土货总值

28 290 078 海 关 两。 贸 易 总 值

41 886 221海关两。

1929 年 (民国 18 年)

是年 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实施

“国定税税”，颁布《中华民国进出口税

则 》把 进 口 税 率 提 高 到 7．5 % ～

27．5 % 之间，调整了出口税率，茶叶、

绸缎等物品免税出口。

是年 重庆关人员构成有重大变

化，洋员退出海关，从税务司到普通关

员均由华人担任。

是年，据重庆海关统计：进口洋货

总值14 510 871海关两，出口土货总

值34 856 300海关两。重庆对外贸易

总值49 367 171海关两。海关关税总

额1 148 023．15海关两。

1930 年 (民国 19 年)

7 月 19 日 重庆关税务司布告：

凡黄金制品一律禁止出口。

12 月 10 日 重 庆 关 规 定，自

1931 年(民国 20 年)1 月 1 日起，各华

轮职员如未领有经国民政府交通部考

验合格之证书者，其所服务之轮船，由

本关着即予以停止结关 。

是年据重庆海关统计：进口洋货

总 值 12 352 879 海 关 两，出 口 土 货 总

值 37 094 278 海 关 两，重 庆 外 贸 总 值

49 447 157 海 关 两。 征 收 进 口 税

89 097．074 海 关 两， 出 口 税

1 071 265．306 海 关 两，复 进 口 税

72 771．539海 关 两，船 钞1 547．800海

关两。

1931 年 (民国 20 年)

4 月 9 日 重庆关奉令规定，进

口船只舱口单上应详细注明每件货物

的标记号码。

4 月 9 日 重庆关颁布实施《船

只进口呈验单照规则》。

11 月 9 日 对由太古公司各轮

载运进口的货物，重庆关派员在太古

公司“苏丹”号趸船上实施现场查验，

如经核对，单货相符，即予就地放行。

12 月 14 日 重庆关出口验货趸

船入码修理，出口货件的查验地点改

在太平门验货场进行。



是年，据重庆海关统计：进出口货

物总值75 300 000海关两。 重庆关征

收进口税486 778．264海关两，出口税

4 7 5 71 6．893 海 关 两，船 钞 3 848．07 8

海 关 两。

1932 年(民国 21 年)

1 月 28 日 重庆关奉总税务司

令发布布告：野味出口限期一律改订

为每年 11 月至翌年 2 月。

4月 9 日 重庆关奉财政部关务

署令发布布告：硝酸亚列入违禁品照

军用运输办法管理。

4 月 28 日 重庆关奉总税务司

令发布布告：自本年 5 月 1 日起所有

进出口船只装运：①从中国各口岸进

口之土货；②出口运往中国各口岸之

土货；③原货复出口运往中国各口岸

之土货；④从中国各口岸运来应完税

项之洋货，必须填用标准报单及编辑

统计需用之报单报关，其中，土货与洋

货必须分别填报。

5 月 31 日 重庆关奉令停止发

给华轮江照及内港专照，并规定，嗣后

凡在本埠结关的轮船，须由该船代理

人或船长呈递轮船结关呈请书，向海

关具领轮船行程簿。

9 月 26 日 重庆关税务司布告：

凡重庆关出口运往波兰或法国所指定

之货品须领货物产地签证书。

10 月 27 日 重庆关公布总税务

司署令，自 1933 年(民国 22 年)1 月 1

日起，所有外洋进口货物应一律注明

标记号码；无标记号码的货物在呈报

进口或呈关查验之前，均应按章缴纳

验费，由海关派员监视，补具货物标记

号码。

11 月 10 日 出口税则暂行章程

公布。

是年，据重庆海关统计：进口货物

总 值 46 100 000 元，出 口 土 货 总 值

32 000 000 元，重 庆 外 贸 总 值

78 100 000元。税收总额1 969 271．60

元(均为法币)。

1933 年 (民国 22 年)

1 月 1 日 重庆关对 20 吨以上，

未领有船舶国籍证的轮船，不予结

关。

3 月 2 日 重庆关布告：自本年 3

月 1 日起，施行政府进口货物原产国

别标记条例。

4 月 19 日 海关银两实行新银

本位制以后，海关收取各项费用重新



厘订。重庆关公布修订后的收费表。

4 月 重庆关全体关员签填《不

吸食鸦片保证书》。

6 月 5 日 重庆关布告：政府颁

发长江通商暂行章程对外公布施行，

原长江通商章程作废。

10 月 14 日 重庆关奉总税务司

令布告：米粮出国之禁令，着即撤销，

准予免税报运。

1934 年(民国 23 年)

6 月 8 日 重庆关奉财政部关务

署令布告：进口洋货特别凭单时效期

以十年为限。

9 月 10 日 重庆关颁布“禁止外

国银币进口”令。

9 月 22 日 重庆关修改本关理

船章程第 28 条，启用 N Q 旗号表示

“船只失事”，ST 旗号表示“水警来

援”。

10 月 8 日 重庆关公布施行《修

正船只进口呈验单照规则 》。

12 月 31 日 重庆关奉财政部关

务署令布告：川省劣币，只准运回川

省，不得运入宜昌，以免影响金融。

是年 国民政府颁布《海关缉私

条例》。

是年 重庆海关统计：进口货物

总 值 29 800 000 元，出 口 货 物 总 值

21 778 000 元，对 外 贸 易 总 值

51 578 000元，税收总额1 946 807．46

元(均为法币)。

1935 年 (民国 24 年)

9 月 17 日 崆岭打滩委员会奉

财政部关务署令改组更名为川江打滩

委员会，负责改进川江全段水程的工

作。

10 月 11 日 川江打滩委员会召

开第一次会议，正式宣布该会成立。该

会由委员七人组成，委员长由重庆关

监督担任，副委员长兼财务委员由重

庆关税务司出任。

12 月 14 日 重庆关依照《国家

古物保存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凭由教

育部和内政部会同签发的古物出境护

照 ，验放出境古物。

12 月 16 日 重庆关港务课于重

庆港内实施《新订商轮航行及停泊囤

船规定》，规定：①凡轮船将离囤船开

航时，须于船头桅杆悬挂直径 4 尺的

黑球，悬挂后 10 分钟方能解缆开行；

②轮船到达 10 分钟前，须悬挂直径 4

尺的黑球于囤船杆上；③港内木船或



舢板见此信号须避让出航路。

12 月 21 日 为航行安全，重庆

关港务课在重庆港界内，距海关下游

1315 尺，东北 77 度的猪儿石暗礁处，

设置信号船一艘。

12 月 31 日 重庆关在本关正门

外设置水位牌。于次日起公布叙府、重

庆和宜昌三地每日的水位情况。叙府、

宜昌的水位每日公布一次，重庆水位

每日公布两次。

1936 年(民国 25 年)

2 月 1 日 为修浚及整理长江上

游水道，便利航运，重庆关奉令开征长

江上游打滩费。费率为：①轮运进口洋

货按照估价征 2．5 % ，进出口土货按

应完关税征 3 % ；②轮船每开行一次，

50 吨以及 50 吨以下免征，51 吨至

150 吨征国币 15 元，150 吨至 300 吨

征国币 30 元，301 吨以上征国币 45

元。

6 月 8 日 重庆关港务课发布通

告，重申凡未领有海关特发准单的船

只均不得擅自移泊，其停泊事宜须听

由该课指示。

6 月至 7 月 为控制不法商人利

用邮包寄送走私物品，重庆关对由走

私最为猖獗的华北区域所寄来的转口

邮包实施严格查验，先后查扣违禁走

私邮包 700 余件，价值国币 5 万余元。

12 月 12 日 重庆关港务课布告

称，“凡 200 吨以上的本国轮船，如遇

有失事故障等，其应依照海商法第五

十条规定，作成海事报告，改呈航政局

盖印签证；而 200 吨以下并专驶内河

的本国船只以及外国轮船的海事报

告，仍照例呈递海关办理”。

12 月 23 日 万县分关港务长奉

重庆关税务司令颁布《海事报告暂行

办法》十一条。

是年 为适应对外贸易发展的需

要，重庆关开始筹设商品检验机关。

是年 国民政府公布《惩治偷漏

关税暂行条例》，成立“海关防止陆路

走私总稽查处”。为加强西南和边境要

冲的缉私力量，关务署指令重庆关增

设查私关卡。

是年，重庆海关统计：进口货物总

值53 669 327元(其中洋货进口总值

2 369 327 元 )，出 口 货 物 总 值

73 657 000元(直接出口值57 236元)，

外 贸 总值 91 326 327 元。税 收 总 额

3 172 405．44元(均为法币)。



1 937 年(民国 26 年)

7 月 30 日 所有碎麦或麦制品，

一律禁止向东三省及大连出口。所有

中外生产的生铁或铁制品，一律禁止

向东三省及大连出口 。

9 月 1 日 “所有从事外洋贸易

之民船，在进出口时，应按照海关规定

格式，填具进出口舱口单，呈关查验”，

该办法由重庆关公布执行。

10月 11 日 所有马铃薯、甘薯、

糜子，一律禁止向东三省及大连出口。

12 月 8 日 重庆关援照江海、江

汉两关成例，施行土货凭单(派司)办

法。该办法规定，凡已完转口税之土

货，不论其原由轮船、民船、公路或邮

局进口，均应按照报单付张，将唛码、

货色、斤量、价值逐项填写于土货凭单

(派司)上，呈请海关查核。

12 月 17 日 重庆关港务课于重

庆港内猪儿石附近航道两边树立红、

蓝旗，用以表示在重庆水标零尺时，该

航道水深至少为 8 尺，两边为 7 尺。

是年 重庆海关统计：进口货物

总值49 353 490元 (其中洋货进口总

值 3 233 490 元 )，出 口 货 物 总 值

39 434 357 元 (其 中 直 接 出 口 总 值

204 357元)。外贸总值88 787 847元，

税收额389 836．36元(均为法币)。

1938 年 (民国 27 年)

6 月 7 日 财政部令重庆关：对

美国人史密斯猎取的大熊猫征税验

放。

10 月 汉宜湘区引水管理委员

会由武汉迁至重庆。重庆关税务司卢

寿汶代理该会主席。

10 月 1 日 交通部汉口航政局

组设绞滩管理委员会，于青滩、浅滩、

兴隆滩及塔洞、东洋子各滩设立绞滩

站，负责将原仅能航行长江中 、下游

的轮船经次第施绞，上驶川江，抢运物

资和人员。

11 月 10 日 重庆关奉财政部令

布告：施行限制携运钞票办法。对运输

国内外各种通用钞票往来各口岸，及

中外旅客携带各种钞票进出口岸作了

各种规定。布告规定：凡运输钞票往来

内地各口岸，如宜昌至重庆，免予限

制。

是年，据统计，重庆关税专同学会

会员人数仅为 4 人；次年发展到 14

人；1940 年(民国 29 年)人数增至 37

人。

是年，重庆海关统计：进口货物总



值 37 168 664元 (其 中 洋货 进 口 总 值

2 628 664 元 )， 出 口 货 物 总 值

16 693 131 元， 对 外 贸 易 总 值

53 861 795元。税收总额3 280 001．78

元 (均 为法币)。

1939 年(民国 28 年)

2 月 3 日 重庆关公布财政部训

令 ：对奸商私运金类出口或运往沦陷

区希图牟利者仍应严予取缔。

3月 重庆关在泸县设立分卡。

4月 7 日 重庆关在江津、合江、

松坎等处设立分卡，检查轮船、木船、

公路、飞机往来之货物，并进驻当地邮

局查验往来之邮寄物品。

7月 重庆关奉令派本关税务员

刘帮麟等人赶赴西安，调查西安一带

的私运情况，筹备在陕西设卡事宜，以

防止敌货走私。

7 月 28 日 财政部关务署转饬

重庆关遵照执行国防最高委员会令，

“凡商用飞机带运一 切物品出境，必

须先得军委会批准给证，方准放行”。

8 月 7 日 《防止水陆空私运特

种物品进出口办法》公布。

11 月 16 日 重庆关派员进驻成

都邮局及机场，分别办理邮包和航空

包裹的查验征税事宜。

11 月 21 日 财政部密令重庆

关，限期肃清敌货。

11 月 21 日 重庆关派员参加

“重庆市肃清敌货委员会”。该会设登

记、保管、检查、鉴定四个组，海关人员

参加检查、鉴定工作 。

11 月 24 日 重庆关税务司卢寿

汶电呈财政部：请求财政部令总税务

司通令各关，对凡有敌货嫌疑之货物

准其查扣，请财政部转请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颁令：军用及各机关公用车辆

应一律受海关 检查。违章私带货物者

海关可将其送宪兵司令部按军法论

处。

12 月 8 日 财政部电令重庆市

政府，明确规定：所有经由海关卡所进

口之敌货其查验及扣留等事应由海关

负责办理。海关按有关规定单独执行

查禁敌货任务时，不受“肃清敌货委员

会”指挥与约束。在肃清现存敌货或未

经海关卡所私运之敌货时，可通知海

关协助检查鉴别。

12 月 23 日 重庆关开始对由西

川邮政管理局收寄或投递的往来国际

及沦陷区的包裹实施查验。

是年 重庆关七个查私分卡全年

查获走私案 688 起。

是年，重庆海关统计：进口货物总

值27 342 558元(其中洋货进口总值

1 052 558 元 ) ，出 口 货 物 总 值

9 873 379元(其中直接出口值373 379



元)，对外贸易总值37 325 937元。 税 收总额3 470 922．77元 (均为 法币)。

1940 年 (民国 29 年 )

1 月 27 日 重庆市政府规定海

关在已检无敌货的货物单据上注明。

对此，重庆关税务司卢寿汶致电财政

部关务署，报称由于各种原因，这一规

定实际难以执行。海关提出另外办法，

即：海关在货物报单上加盖“查讫”印

章。如稽查处认为有嫌疑者，应派员与

货主来海关声明理由，海关可予复查，

稽查处人员可在场旁观，但不得干涉

检查。如该处对复查不满意，可由海关

办完手续后将该项货物移交该处提回

处理。

1 月 31 日 财政部电复重庆关

税务司，同意其 1月 27 日所提处理敌

货办法，准予实施。

4月 30 日 奉关务署令，重庆关

将两路口分卡移设小龙坎，以控制私

运。

6月 20 日 重庆关长江上游巡

江事务处在宜昌一重庆间沿江设立海

关标志，为航商计算邻近水道的水深、

危险物、上江下深等提供了标识。

10 月 8 日 财政部缉私处成立。

10 月 26 日 重庆关太平门关在

日机空袭时被炸。

10 月 28 日 重庆关迁往南岸海

狮路，与江务课合并办公。

12 月 涪陵发生霍乱。重庆海关

规定，凡由长江下游经涪陵来渝的船

只均须停泊江心，听候检疫所检查注

射后，凭交通许可证方准结关。

是年，重庆海关统计：进口货物总

值 45 000 000 元 (其 中 进 口 总 值

4 800 000)，出口货物总值11 319 182

元(其中直接出口值519 182元)，对外

贸 易 总 值 56 319 182 元，税 收 总 值

6 907 811．18元(均为法币)。

1941 年 (民国 30 年)

1 月 1 日 重庆关松坎分卡奉令

裁撤。

1 月 8 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布告：全国各线路之稽查警卫事项统

归运输统制局监察处统一办理。其它

各检查机关一律裁撤。此后，重庆海关

小龙坎分卡移设新桥，海关人员参加

统一检查所工作。

1 月 8 日 经济部钢铁管理委员

会致函重庆海关称：“小量钢铁材料及

其成品均须领照方准运输，因海关泸

县分卡主任称未奉重庆海关训令而不



予执行。为此，来函请重庆海关转饬各

分卡予以协助查验”。

1 月 20 日 重庆关在《时事新

报》上刊登通告，公开招标，拍卖本关

运输船”海星号”。

1 月 24 日 财政部将进口汽油

的免证免税期再延至本年 7月 31 日

为止。

1 月 30 日 财政部禁止桐果桐

籽出口。

2月 19 日 重庆关布告：各项木

材无论大小长短一律禁运。

3 月 11 日 重庆关港务课更发

驳船牌照，通知各驳船驶至南岸太平

渡候检。逾期未换者，即不准在本口泊

靠洋式船只，驳运货物。

3月 英商白理洋行将其经租的

隆茂货栈的底层租与重庆海关作办公

之用。

3 月 重庆关实施《重庆关管理

邮区征税办法》。该办法规定，凡在重

庆市区内各邮局寄发或投递的邮包，

非报明海关，不得寄递；并就邮包的报

关手续，征税税项，免税限度，纳税手

续等作了详尽规定。

4月 15 日 “水陆交通统一检查

条例”公布。条例规定，凡军事运输，交

通违章和 人事检查属运输检查，由军

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监察处主持办

理；货物的进出口及转口的检查由财

政部所属海关或货运稽查处负责办

理。

4 月 重庆关万县分关规定，凡

轮船驶抵万县时，所有船上旅客携带

的货物，无论有无完税凭证，均应在船

上等候海关关员检查后，方许下船运

走。

5 月 13 日 《民用空运统一检查

实施规则》公布。该规则规定，对民用

航空器，航站、乘客及货物的检查，由

军事委员会指定办公厅特检处在必要

航站组设检查所负责办理，人员从航

空委员会、财政部所属海关或货运稽

查处、交通部选派。检查处设主任 1

人，副主任 3 人。

6 月 3 日 奉财政部令，重庆关

宣布执行《水陆交通统一检查条例 》。

6 月 4 日 公布《修正重庆关验

放疏散货物暂行办法》。

6 月 22 日 财政部命令重庆关

免税验放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在香

港所购之真空管航运抵渝后转山西。

6 月 24 日 重庆关小龙坎分卡

正式对外办公。原两路口分卡因地处

货物往来必经之道，为便利运经该处

的零星商货就近完税，暂不裁撤。

6 月 25 日 重庆关长江上游巡

江事务处在宜昌上游扬子江中设置标

志船和标志旗，标示水道中的危险物

及指示可行水道。

6 月 30 日 重庆关长江上游巡

江事务处改设宜渝段内各水道及危险

地段的各种岸上标志，以“表示危险在

水道左边”；“表示危险在水道右边”：



“表示危险在水道中央”。

7 月 5 日 财政部训令重庆关税

务司，重申(1)征收进出口及转口税的

各项章则应详细布告周知；(2)加速验

收，免滞货运；(3)执行公务时务必穿

着制服或佩带证章。

8 月 1 日 财政部规定，本年 8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止，进口汽油免

领许可证免征关税。

8月 2 日 重庆关海棠溪分卡开

始为东川邮政管理局离渝南驶邮车办

理报关手续。

8 月 24 日 民生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的“民众号”输(即原重庆关运输

船“海星号”)于巴东被日机炸沉。

8 月 30 日 重庆关公布《非常时

期禁止进口物品办法》。

9 月 4 日 奉财政部令，汉宜湘

区引水管理委员会提高向引水人发放

的救济款额，为每月 60 元。该项经费

由重庆关税务司从税款项下借垫拨

发。

9 月 22 日 重庆关长江上游巡

江事务处办公处由南岸太平渡迁移至

南岸龙门浩新街码头一号隆茂洋行内

附七号办公。

9 月 28 日 财政部发特种查缉

证，各海关缉查队凭证可向当地军警

请求派员协助。

12 月 7 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

军占领上海租界，强行控制总税务司

署，解雇总税务司梅乐和及其它英美

籍职员。任命日本人岸本广吉为被占

领地区海关“总税务司”。

12 月 26 日 国民政府决定重建

总税务司署。任命朱雷为代理总税务

司，是日，新的总税务司署在重庆宣告

成立，地址为南岸海狮路。

是年，重庆海关统计：进口货物总

值 36 100 000元(其中洋货进口总值

9 100 000 元 )，出 口 货 物 总 值

20 200 000 元 (其 中 直 接 出 口 值

3 500 000 元 )，对 外 贸 易 总 值

56 300 000元(均为法币)。

1942 年 (民国 31 年)

1月 重庆关为整顿各分卡所在

地的报关分行，便利商运，特规定本年

1 月起，每一分卡所在地只准设立报

关分行两家，并按统一规定收取报关

手续费。

2月 重庆关税务员陈宝琳涂改

税单存根 ，贪污税款，被依法逮捕。

2 月 2 日 重庆关购进 3 辆载重

量为 3 公吨的卡车，总价值为 24 万

元。

3 月 20 日 财政部电令重庆关：

验核确系内地采购之棉纱后即予发还

商人。

4 月 1 日 财政部四川缉私分处



重庆查缉所正式办公。

4 月 2 日 国民政府公布《战时

消费税暂行条例》14 条，对在国内运

销的货物，除法令另有规定者外，一律

由海关及所属关卡征收战时消费税。

战时消费税的税率，按照货物性质分

别规定为：①普通日用品，除免税者

外，值百抽 5 % ；②非必需品，值百抽

10 % ；③半奢侈品，值百抽 15 %；④奢

侈品，值百抽 25 % 。

4月 8 日 总税务司署训令重庆

关，对商人运输专卖酒类应验明专卖

凭证及运照后放行。

4 月 15 日 重庆关奉令开征战

时消费税。

4 月 24 日 《修正水陆交通统一

检查条例》公布实施。货物检查由财政

部缉私处或海关主持办理。

5 月 1 日 重庆关设立成都分

卡。

5 月 5 日 南充分卡上报：“南充

商民反对战时消费之真象，以及南充

商民罢市、集会、请愿，提出裁撤南充

分卡，南充地瘠民贫，应缓征战时消费

税等要求”。

5 月 16 日 总税务司令各海关

对缉私处所移交缉获私货应随时接收

迅速处理。

同日 重庆关公布所辖机构表，

计辖万县分关及 21 个支关分卡。

5 月 22 日 重庆关令本关各课

及分卡，对装货的公、商车辆的装卸查

验，务须迅速，以利运务。

6月 因上海奸商多利用邮包寄

送私货至金华或厦门后再转寄重庆，

重庆关下属各邮包税处奉令对私货邮

包予以严密查缉，以打击邮包走私。

6月 13 日 总署令：自战时消费

税开征之日起，原有减纳进口税之消

耗性货品改订征税办法。

6月 15 日 奉总税务司署令，沙

市关延至老河口后，其原辖之宜都、来

凤、巴东、三斗坪、秭归、长阳、枝江等

11 个分卡归重庆关万县分关管辖；长

江中游巡江事务归长江上游巡江事务

长管理；宜昌关事务由重庆关处理。

6 月 27 日 南充县商会农会工

会上书财政部，请求撤销重庆关南充

分卡，停止征收战时消费税，财政部复

电该县商会等，曰：“所请碍难照准。”

同时电示总税务司转重庆关，“对肩挑

负贩之零星货物与运销货物每次纳税

在国币 5 元以下者，概准免税”。

7月 1 日 重庆关税务司密令本

关总务课及监察课驻航空公司及飞机

场关员：商用飞机所载美英军队军需

品运华，海关应凭美英军事代表团指

定负责人员签证予以免验免税放行。

军用飞机所载运美英军队军需品，海

关应随时免验免税放行，但同时应记

录机号，到达时间及军需品件数目。

7月 1 日 重庆关税务司令本关

各课各分卡：对中统局运往各地电台

之无线电材料凭该局证明书及交通部



凭证免征战时消费税放行。

7 月 9 日 税务司霍启谦呈文总

税务司，请示对没收充公之禁止进口

物品处理办法，总署正式颁布《海关处

置缉获禁进禁销物品办法》。此后又发

《查缉毒品给奖及处理章程》。

7 月 10 日 重庆关税务司训令

成都分卡驻航空公司包裹处：商用飞

机载运美英军队应用物品来华凭证免

税放行。

7 月 15 日 重庆关禁止本关关

员收受报关商民所赠礼物或向报关商

民购买物品或代购物品。

7 月 18 日 总税务司署与中央

银行洽定，所有各关分卡由该行各分

行汇解各主管总关之税款，与各关汇

解总署的税款，一律免收汇费。

7月 21 日 总税务司通令，按照

中央银行挂牌价格核定外币与关金折

合率，以此核算洋货进口完税价格。

7 月 25 日 遵总署通令，重庆关

不再向财政部缉私处提供每月税收数

字，而按月汇总由总署供给。

7 月 29 日 总税务司署规定《各

关分卡由税款项下以现金退税之列报

办法》。

7 月 31 日 重庆关训令各课各

分卡：所有缉获走私物品应由收购机

关将全部货价及由海关运至收购机关

之运费发交海关，海关按规定发给奖

金。另文还规定：内勤税务员派在外勤

服务者缉获私货时如该员在场参加，

亦享有缉私奖金。

8月 1 日 鉴于社会各界对战时

消费税反应甚大，财政部“为便利商

运，力顾民生起见”，对战时消费税征

收办法“酌予调整，暂行改订”。总税务

司下发改订战时消费税征收办法布

告，令渝关主管人员先行研究。重庆关

下发各分卡：令各分卡人员研究，待正

式公布后执行。

8 月 3 日 总税务司在渝通令，

抄发《限制特工人员携带币办法》，并

令各关，“如遇有情报人员违反本办法

规定时，除走私漏税部分应照现行关

章处理外，其情节重大者⋯⋯将人员

拘送当地军法机关依法审判，同时将

案由专案呈报本署，以凭核办”。

8 月 5 日，关务署海务巡江司由

上海迁重庆，于南岸龙门浩新码头一

号设立海务巡江司办事处。后改称海

务科。

8 月 10 日 重庆关训令各课各

分卡：改订国货暂时战时消费税税则

暨征收手续自 8月 16日起正式执行。

并对外公布。同时，总税务司要求各关

通知地方当局及商会与公会，邀请当

地党部合作从事宣传。

8月 15 日 国民政府公布《修订

暂行土货战时消费税税则》，规定土货

战时消费税税则应征货物为 19 种，税

率从 5 % 至 20 % 不等。

8 月 20 日 “凡经营国内贸易的

民船 ，自沦陷区驶来后方，无论何处，



应先驶至后方设有海关关卡之地，报

关领得准单，方准驶至其目的地起卸

货物”，是项规定由重庆关奉令公布执

行。

8月 重庆关派驻包裹处关员会

同东川邮政管理局职员，对由加尔各

答寄来重庆转发各未设关卡地方的药

品函件进行开拆查验，并核算应征税

款；然后由到达地邮局代向收件人征

收，按期汇交重庆关核收缴销。

8月 重庆关完成嘉陵江渝合段

内对磁器口，驿头嘴，羊×石，飞缆子

及门坎石等处的勘测工作，并设置了

航行标志。

9 月 14 日 公库法将于本年 10

月 1 日起实行。总税务司向各关通令，

应行遵办事项共 23 条，并抄发未设国

库地方关税款收解临时处理办法，实

行公库法后各海关处理收支应行注意

事项等文件。

9 月 15 日 财政部发《战时消费

税暂行改进办法，应行注意各点及拟

定补充暂行办法》，由总税务司署下发

各关。

9 月 19 日 万县分关改为万县

海关。

9 月 23 日 财政部致电重庆关：

桐油自管理区内运往管理区外则须申

领许可证，在管理区内则准予免证运

输。指示重庆关通知唐家沱分卡将所

扣桐油放行并不得再行扣留。

9月 30 日 民国 32 年度关税及

战时消费税收入由财政部分别核定，

关务署致电总税务司署称：“数额增巨

任务益重，且与支出预算有重大关

系。”

11 月 6 日 重庆关正式执行《已

征战时消费税之货物一年内转运出洋

时退还税款办法》。

11 月 9 日 重庆关税务司训令

各课及各分卡：钢铁材料由国外及战

区或沦陷区运往第一道关卡时，准予

免照放行俟运抵第二道关卡时再行补

办请领运照手续。

11 月 13 日 关务署密令重庆海

关。军统局由加尔各答航运抵渝的美

国造军用无线电器材 175 箱应准予免

税放行。但应以军统局印函担保，然后

补验国府护照销案。

同日，行政院公布《外国航空器飞

航国境统一办法》及《外国航空器飞航

国境检查暂行办法》。

是年，重庆海关统计：洋货进口

总值160 000元(法币)。

1943 年(民国 32 年)

1 月 5 日 港九敌伪政府制造伪

港钞并压抑港币价值，重庆关训令各

下属机构，严禁香港钞票由国外及沦

陷区入口。



1 月 9 日 总税务司在渝通令：

所有检查人员应严加告诫约束，不得

抑价强购归国侨胞随身携带之金银手

表钢笔等物品。此后，重庆关亦转令本

关各级职员执行总税务司通令。

1 月 18 日 重庆关税务司转总

税务司令：行政院令转军事委员会规

定，部队运输物品除本会或当地最高

长官特准免验者外，海关认为可疑时

均得启封检查。

1 月 21 日 总署令：交通部川湘

联运处承运军公物资担保书仅系对运

抵重庆之军公物品而言 ，其由湘运至

万县或川东各地以及川省运往湘省之

物品不得适用。

1 月 21 日 重庆关公布实施由

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制订的《车辆

船舶物资查验表使用规则》。

2 月 1 日 重庆关训令本关各级

职员，严禁检查人员对归国侨胞身携

饰物等，抑价强购。

2 月 4 日 重庆关新桥分卡奉令

由新桥迁往青木关，参加青木关水陆

交通统一检查工作。

2 月 4 日 总税务司在渝公布

《特许进口出口物品领证报运办法》。

3 月 据统计，包括新设的 5 个

内地关(曲江关、上饶关、洛阳关、西安

关和兰州关)，重庆总税务司署所辖海

关达 19 个。

3 月 6 日 原重庆关税务司陈裕

宽调任，霍启谦为重庆关税务司。

4 月 21 日 重庆关税务司训令

各课及各分卡：敌伪套换我法币及物

资将大批敌制纸烟由敌区内销，应依

照战时管理进出口物品条例严予查

禁。训令并列举了应查禁之香烟牌号

17 种。

4 月 24 日 抗战蔓延至黄河以

北，河南难民大批由豫南逃往陕西至

内地。总税务司指示各关：难民由沦陷

区携带金银、金银币或金银饰物入内

地者均应一律验放毋稍留难。

4 月 30 日 为加强航运管理，重

庆关令本关各分卡查验进出口轮船的

检查证书，对未领有检查证书的轮船

不予结关。进出口该轮船检查证书由

航政局核发。

5月 6 日 重庆关令本关各分卡

及邮包处，施行新增订的《绸缎改装复

运出口暂行办法》。该暂行办法共 4

条，具体规定了绸缎改装复运出口的

报运、完税手续。

5 月 6 日 《防止私运及携带金

银出口暂行办法》公布实施。

5 月 26 日 唐家沱牲昌报关行

不遵关章，滥收巨额报关手续费，为害

商贾，被重庆关唐家沱分卡照章予以

停止一周的处罚。

6 月 3 日 重庆关奉令公布国货

战时消费税征税品目及税率暂行表，

即沦陷区与内地间往来货物分别征免

战时消费税办法。应征战时消费税品

目增至 34 种。



6 月 12 日 重庆关税务司令：各

关卡就地收纳各种规费时应一律填发

收据交纳费人收执。

6 月 12 日 重庆关税务司通令

各课及各分卡：缉获充公铜元应送中

央银行分行处或中央造币分厂，按自

动交兑者同一价格收兑。

6 月 15 日 海关充公拍卖之日

用品可由海关员工消费合作社购买。

总税务司署另规定：“凡经昆明、长沙、

重庆、万县四关缉获应行拍卖之充公

日用品，应以半数分由本部及本署员

工合作社承购。”

6 月 16 日 公布《修正水陆交通

统一检查条例》及《水陆交通统一检查

所设置地点表》。

6 月 24 日 重庆关公布实施《陪

都船舶货物限期起卸办法》。

7 月 9 日 财政部任命詹菊似为

重庆关代理监督。

7 月 21 日 由总税务司署通令：

废除防止水陆空私运特种物品进出口

办法，另颁《防止私运及携带金银出口

暂行办法》。

8 月 11 日 重庆关税务司公布

财政部发《战时管理封锁区由后方购

销民生日用品办法》。

8 月 12 日 由总税务司署通令：

废除原限制私运黄金出口及往沦陷区

域办法。另颁《没收充公金银类交兑及

变卖办法》。

8 月 26 日 重庆关税务司卸去

汉宜湘区引水管理委员会并兼主席一

职，改由海务巡江司接任。

9 月 1 日 成都分卡改为成都分

关。

9月 1 日 长江各段巡江事务长

改归海务巡江司直接管辖。原有港务

工作及港内助航设备，仍由港务长继

续负责办理。

9 月 重庆关各分卡关员 21 人

联名上书总关，提出：改善外勤人员待

遇，内外勤(总关与分卡)人员应一视

同仁，总关消费合作社所购之廉价日

用品应照价发售分卡，分卡亦应成立

合作社等要求。

10 月 11 日 重庆关税务司令各

课及各分卡：美军自昆明东运之军品

应予免税并以简单迅捷便利手续放行

不得延误军机。

10 月 15 日 重庆关审核室成

立。

10月 20 日 重庆关实施《夺获

沦陷区敌伪物资奖惩办法》及《取缔禁

止进口物品商销办法》。

10 月 27 日 重庆关税务司令本

关各课各分卡：铜钱仍凭财政部护照

报运，铜类产品凭经济部所发执照报

运。

11 月 5 日 总税务司署通令：

“奸伪近借外力掩护运输大批马列主

义书籍到兰州等地廉价倾销，各关按

规定检扣。”在回答各关对检扣马列书

籍如何处理的问题时，总税务司复日：



经中央宣传部转准中央图书杂志审查

委员会函复，查扣书刊应以本会取缔

有案者为限，如未经取缔有案应检同

样本送请当地审查机关或转本会核

夺。扣押违禁之书刊应送请当地审查

机关或其市政府销毁。”总税务司通令

并附查扣书籍清单。

11 月 9 日 总税务司迁渝后，各

沦陷区海关员工陆续来渝。总税务司

规定了高级关员来渝最后期限，即本

年底，税务司副税务司及同等地位高

级关员不归者(被敌伪监视不得脱险

者除外)一律革职永不录用。中下级关

员确定不能归来但无附逆情事，一律

准予留资。

11 月 20 日 重庆关税务司令本

关各课各分卡 ：世界红十字会中华各

会联合办事处所属救济队在国内各战

区携运服装用品及制成食品凭财政部

所发护照免税验放，时间从本年 10月

20 日至翌年 4 月 20 日止。

12 月 21 日 重庆关税务司令本

关各课各分卡：军政部运输或寄递有

线电器材填用军用执照者，无线电器

材填用交通部转口凭证者，予以免税

放行。

是年，重庆海关统计：进口洋货总

值590 000元，出口总值84 000元，对

外贸易总值674 000元(均为法币)。

1944 年 (民国 33 年)

1月 1 日 总税务司公布各海关

组织一览表，重庆关下辖成都分关及

54 个支关支所。

2 月 4 日 重庆关令本关各分

卡，对由国外运进数量较巨之黄金，除

中央银行外，须验凭部(财政部)发护

照后，方准放行；无照者，应予扣留，随

时专案报请核夺。

2月 5 日 重庆关税务司转总税

务司通启：海关员工消费合作社购买

物品若系应税货物均应照章完税。原

有“消费合作社采办日用必需品得请

领免税证件”的规定作废。

2 月 6 日 重庆关令泸县支关，

除保留其邮局支所和小市、蓝田坝两

公路支所外，其它支所一律裁撤；轮船

码头的稽查工作仍继续办理。

2 月 17 日 海关与缉私处工作

时有矛盾，为此，财政部参事厅召集各

方会商议定：1．有海关而无缉私处的

地方，由海关负责处理 。2．有缉私处

而无海关之地，由前者负责处理。3．

双方俱在的地方，则会商共同检查。

2 月 22 日 《缉获黄金保管及处

置办法》开始执行，此办法由财政部制

定。

2 月 22 日 部队夺获敌方禁进

物品应由夺获部队报请战区司令部转



财政部办理。重庆关税务司训令各下

属分支关所，如遇此类情况，应将手续

告知，并报总税务司署核办。

3 月 4 日 总税务司令：未搀有

人造丝之川产绸缎自本年 3月 1 日起

至 7 月 31 日止，按从价 10 % 征收战

时消费税。

3 月 24 日 银币、银类由云贵公

路走私现象严重。重庆关令贵阳、遵义

支关对滇黔路运输的此类物品严加注

意，“如发现有私运出口资敌企图或其

它不法情事即予查扣”。

4 月 1 日 重庆关内江支关租用

内江城内箭道街 35 号为办公室和宿

舍。

4 月 1 日 成都分关奉命实施邮

包检查。

4 月 10 日 重庆关奉令公布实

施《海关验征未设海关地方邮局收寄

及投递之包裹及小包邮件战时办法》

和《海关验征未设海关地方邮局收寄

及投递之包裹及小包邮件办事细则》。

4 月 14 日 重庆关奉令实施《旅

客携带自用物品免纳战时消费税办

法》。

4 月 23 日 重庆关合川支关驻

邮局支所开始对未设海关地方邮局收

寄及投递之包裹及小包邮件实行查验

征税。

4 月 25 日 财政部任命李度为

总税务司。

5 月 10 日 成都分关员工 10 余

人联名上书，陈述“物价高涨，生活异

常艰窘，要求分关消费合作社按总关

规定供给实物”。

5 月 27 日 重庆关令本关各分

支关，对船运商货随到随验，不得留难

勒索。

6 月 9 日 战时消费税开征以

来，各地税收人员复杂，时有额外需索

等情弊。总税务司署 命令各关严厉查

禁此类情事。

6月 11 日 军委会办公厅特检

处重庆航空检查所王冠群走私鸦片，

被重庆关驻机场检查所查获。特检处

致函海关，称“已将当事人紧急扣押，

请求海关移交查获物品，作为追究责

任之证据”。海关回函同意移交，待特

检处处理完毕后仍须归还海关 。

6月 20 日 总税务司密令长沙、

重庆海关，资源委员会在湘赣粤桂各

省厂矿之器材矿品准凭各该厂矿盖有

关防钤记及负责人签名盖章的证明

书，先予便利放行，再补办查验纳税手

续。

7月 对由东川邮政管理局验收

寄发各区局使用的各种储券、储票及

印纸等，因确属邮政公物，价值甚巨，

监封严密，不便开验，重庆关驻邮局支

所奉令准予免验放行。

7 月 海关总税务司署公布《海

关职雇员编制人数表》。重庆关的编制

人数为 288 人。

7 月 4 日 总税务司通令：各税



收机关对于人民以各种面额法币缴税

应一律收受不得歧视拒用。

7 月 8 日 在渝的海关总税务司

署颁布《邮包统一检查实施细则》。

7 月 28 日 鉴于在湘桂线作战

渐趋紧张，总税务司在渝密令“接近战

区各关，对于验放抢购抢运物资时，

应予以迅速机动处置”。并核示《便利

疏散内运物资办法》。

9 月 15 日 合川支关上报货物

分运条例。重庆关将其修订为《重庆关

区管理货物分运办法》，令各课各分支

关一体遵行。

10 月 7 日 社会舆论对海关手

续繁琐、关员勒索时有抨击。重庆关密

令：“商民报关手续务须简便，查验人

员不得抑价购买商货。”并命各主管人

员“严密督促，切实告诫，以肃官规，而

维美誉”。

10 月 28 日 为加强效率并密切

联系起见，重庆关制定《统一处理缉私

案件办法》，通令各下属机构执行。

11 月 1 日 重庆关南充支关租

用南充吉祥街 65 号房屋五间作为办

公用房。

12 月 国家总动员会议通过《战

时消费税改进办法》，规定：①减少课

税项目；②提高起征额，每次该纳税款

不满 500 元者免征；③裁减内地关卡；

④简化稽征手续；⑤取缔地方政府擅

设的检查机构。

12 月 1 日 总税务司训令重庆

关：经济部日用必需品管理处供应渝

市迁建区各单位所需食油，准验凭该

处关防及证明已税戳记之准运单免征

战时消费税验放。

12 月 2 日 由印度加尔各答乘

机飞抵重庆的旅客庄惠泉，利用中国

驻加尔各答总领事封签，私运禁品及

应税物品，被重庆关驻珊瑚坝民航机

场支所检扣。

12月 10 日 总税务司署训令重

庆关税务司：贵阳所存物资如经当地

军政最高机关命令疏散，应准凭其所

发疏散证件先予免查放行俟运到安全

地点补办查验纳税手续。并训：黔桂战

争渐紧，务以便利疏散为要，勿庸坚持

手续。

12 月底 因人、财、物力匮乏，工

作陷于停顿，川江打滩委员会被迫自

行解散。该会工作及器材工具由扬子

江水利委员会接管。

是年，重庆海关统计：进口洋货总

值 2 884 000 元，出 口 货 物 总 值

2 183 000元，对外贸易总值5 067 000

元(均为法币)。

1945 年 (民 国 34 年)

1 月 6 日 总署令重庆关税务 司，于本年 1 至 3 月底三个月内办理



完引水人临时证书。嗣后，各轮船公司

雇用引水，应于轮船启行前一日将引

水人姓名、证书号码报请该区引水管

理委员会核签后，方准启航。

1 月 10 日 总税务司署训令重

庆关税务司：中国航空公司由美国租

借法案所拨借之飞机与飞机零件无线

电器材等，如因军运迫切不得不先行

提取再行补办手续时，可备具切实负

责之保证书向进口海关洽办。

1 月 16 日 重庆关租用大公停

车场内一空地为专用停车场。该停车

场位于南岸海棠溪烟雨堡 287 号。

1 月 25 日 战时消费税停止征

收。

2 月 5 日 奉总署令，重庆关成

都分关改组为支关，除原有的望江楼、

邮局、机场、新都、龙泉驿等支所五处

仍予保留归支关管辖外，其余在成都

市内各支所及灌县分所一概裁撤。

2月 6 日 重庆关奉总署令裁撤

遵义支关。

2 月 7 日 重庆关唐家沱支所奉

令裁撤。

2 月 19 日 重庆关合川支关驻

邮局支所奉令裁撤。

2 月 21 日 已划归长沙关管辖

的贵阳、遵义二支关再次划归重庆关

管辖。

2 月 27 日 总税务司署训令重

庆关税务司：中国航空公司在国内存

储之飞机零件无线电器材有时复运出

境供该公司加尔各答航空站使用，准

验凭交通部特发之出口证明放行。

3 月 重庆关港务课发布布告，

将大沙溪、小沙溪和沙坝三处列为装

载爆裂物料的船只停泊装卸地。

3月 8 日 中华电影公司出品的

影片被禁出口。总税务司在禁令后附

有该公司被禁影片一览表，共计 31

部。

3 月 10 日 战时消费税停征以

后，总税务司署裁撤部分内地海关。重

庆关调整以后计有 4 个支关所。

3 月 12 日 因停征战时消费税

后黄沙溪分卡税收减少，重庆关税务

司令黄沙溪分卡，准中央银行国库局

于本月 15 日将其所派驻该分卡的收

税员警撤回。

3 月 13 日 行政院公布《各机关

缉获烟毒寄解办法》。

3 月 29 日 重庆关合川支关奉

令裁撤。

4 月 1 日 行政院公布实施《长

江上游引水管理细则》。

4 月 4 日 涪陵支关发生数起增

收手续费勒索船户案。总署令重庆关

务必查处，以整顿重庆上下游各关卡

之关纪。

4 月 26 日 为提高效率，重庆关

规定各支关缉私案件除案情特殊者

外，普通缉案准予迳行处理。

5 月 7 日 缉私署撤销，所有货

物缉私检查工作由海关接管。总税务



司署又令：盐务警察不执行场外缉私，

应向海关提供情报，由海关负责查缉。

5 月 7 日 海关总税务司署发布

训令，准增设康定分关，以控制外国货

物由印度经西藏私运入西康省商销。

5 月 26 日 应长江上游引水管

理委员会的请求，重庆关对各轮船公

司船只清关结关时填具的引水人执行

职务报告单予以代查。

6 月 21 日 行政院授权海关：关

警执行任务及谋正当防卫，开枪轰击

私贩，其结果与军警拒匪同例。

7 月 2 日 关务署发布《关警与

盐警工作配合运用办法》。

7 月 9 日 黄沙溪支所呈文重庆

关税务司，汇报该所参加统一检查工

作上发生的困难，谓军事机关越权干

扰海关检查工作，给海关增加窒疑。

7 月 15 日 重庆关内江支关呈

文重庆关税务司，汇报该支关数月来

的缉私工作及内江糖、酒走私情形，拟

请在捭木镇、反马朝添设支所两处。

7 月 16 日 改订的仓库船只查

验监视费及签发汇单等收费数目表对

外公布。

7 月 17 日 重庆关税务司令各

支关：无论何厂出产面粉运输出口，除

特准者外一律予以查禁。

8 月 8 日 奉总署令，重庆关向

各支关抄发《关警与盐警工作配合运

用办法》。

8 月 16 日 重庆关令泸县支关，

准许复兴公司利用美军返空飞机承运

出口猪鬃、鸭毛，在蓝田坝或泸县机场

办理报运手续。

8 月 29 日 战时消费税停征以

后，国内旅客携带物品免税免验对象

放宽。总税务司通令各关，对内地旅客

的查验仅限于毒品违禁品及限制运输

品，查验手续不应复杂。

8月 30 日 《海关关警统一证章

符号佩用办法》公布施行。

8月 31 日 奉总署令，重庆关裁

撤内江支关。

9月 在渝的海关总税务司署开

始迁返回上海。

9 月 11 日 撤销海关派员参加

军委会交通巡察处统一检查方式。总

税务司命各关立即在检查所原址设置

关所，挂牌单独执行查验缉私征税工

作。

9月 24 日 总税务司通令：紧急

复员期内，进口货物减税办法自本年

9 月 16 日起停止执行，照原税率从价

征收全税。

9 月 25 日 重庆关税务司李长

哲卸职，刘丙彝接任重庆关税务司。

10月 5 日 总税务司署通令：以

仓库船只查验监视等费照以往数目增

加一倍征收。并公布收费数目表。

10 月 31 日 万县海关奉令裁

撤。

11 月 13 日 总署海务科迁回上

海，原所辖之长江上游巡江事务移交



重庆关办理。

12 月 6 日 抗战胜利后，大批内

地海关将撤移。总税务司署命各关将

以前接收之缉私机关案卷转交当地税

务司所保管。

12 月 25 日 重庆关税务司令各

课及各支关所：撤销关所应将前接收

缉私及货运等案卷转交当地或就近税

务局所保管。

12 月 27 日 海关与航检所职权

界限，由财政部与军委会办公厅商议

定夺：军委办公厅所辖航检所“只负责

航空军事运输及治安检查并不负责货

物检查”。

12 月 29 日 重庆关奉令对商旅

携带法币出境或前往国内其它地方不

予限制，概准自由携运。

1946 年 (民国 35 年)

1 月 海关总税务司署迁回上海

正式对外办公。原在渝海关总税务司

署改为海关总税务司署驻渝办事处。

1 月 17 日 《商务日报》登载读

者文章，题为：《渝沪两关完税手续大

不相同》。重庆海关致函该报，对该文

内容进行驳斥并解释海关工作。

1 月 19 日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

馆启运抗战时存储于巴县飞仙岩的文

物 30 箱来渝，途经一品场。重庆关一

品场支关奉令验凭该院证件，予以免

验放行。

1 月 28 日 重庆关裁撤泸县支

关。

3 月 12 日 重庆关一品场支关

奉令裁撤。

3 月 14 日 重庆区海关外班全

体同仁致电总税务司李度和副总税务

司丁贵堂，要求改革海关人事制度，解

决内、外勤人员待遇不平等的经济问

题，并表示“必要时将被迫采取行动，

藉以争取合法合理之要求，而达关税

彻底自主、海关人事制度更臻美善之

目的”，从此掀起海关改制运动的高

潮。

3 月 16 日 治理筲箕背险滩的

工程竣工。该工程由扬子江水利委员

会负责实施，历时一年多，耗资 1 亿元

以上，新槽枯水深度七英尺以上，宽度

在 200 英尺左右，水势平稳，航线畅

直。

4月 据统计，重庆关拥有进、出

口商船各 1 艘，汽船 3 艘(“蜀辉号”、

“荆关号”、“蜀星号”)，标船 2 只，木划

3 只。重庆关的房地产散布于枣子湾、

太平门、太平渡、唐家山、童子沟和白

象街等处。

4月 4 日 税务专门学校自重庆

迁回上海，原在山洞校址的房屋建筑

及家具等物由总税务司署接收，交重



庆海关保管。

4 月 19 日 重庆关雅安支关奉

令裁撤。

5 月 13 日 应江汉工程局的请

求，重庆关自 5 月 1 日起开始将汛期

内的重庆水位记录电报该局，以利长

江中下游各地的抗汛护堤。

5 月 25 日 总税务司李度迫于

海关外班人员的压力，在给财政部关

务署的报告中称：“海关内部情绪因改

制问题历久不决，日趋尖锐，殊足以影

响工作效率，似不宜再事迟延，请求关

务署迅予拟定办法转洽人事处照案核

准实施，而慰众望。”

5 月 29 日 重庆九龙坡机场被

列为与国际航线有关的海关机场。遇

有飞机降落该机场，中国航空公司或

中央航空运输公司将预先告知重庆

关，由重庆关派员赴机场执行稽征工

作。

6 月 重庆关监察长廖光会同财

政部总税务司和关务署有关人员赴山

洞，四合岚垭税务专门学校，接收该校

校产。

8 月 23 日 重庆关税务司陈滋

乐呈文总署，陈述裁撤贵阳支关理由。

8 月 海关总税务司署驻渝办事

处撤销。

9 月 19 日 贵阳支关奉令裁撤。

9 月 28 日 成都支关奉令裁撤。

11 月 15 日 国民政府主席重庆

行辕颁布《渝市水运联合检查办法》，

组织稽查、宪兵、海关、航政等机关对

水运实施联合检查。

12 月 20 日 重庆关长江上游巡

江事务处由南岸上龙门浩新码头 1 号

附 7 号迁往南岸海狮路 55 号办公。

是年，重庆海关统计：进口货物总

值11 342 000 000元(洋货直接进口值

880 700 000 元)，直 接 出 口 货 物 值

219 325 000元 (无出 口 货物 总值统

计)，对 外贸易总值1 831 100 000元

(法币)。

1947 年 (民国 36 年)

1 月 6 日 国民政府第 18 次国

务会议通过开征临时附加税实施办

法。该办法规定：(1)进口应税货品于

现行海关附加税外，另征临时附加税，

棉花、米、麦粉、煤、汽油等除外；(2)临

时附加税依照海关附加税成例，按进

口货原税率征 45 % 两种附加税合为

50 % 与进口税同时征收。时间自本年

1 月 1 日起至 6 月 30 日。重庆关奉令

即日起开始征收。

3 月 重庆关对由本关补发领事

签证货单及罚款数额奉令予以增加。

3 月 31 日 财政部颁订《旅客出

国携带国币限制办法》，规定旅客前往



香港或其他国境以外地区，每人携带

国币不得超过 25 万元。重庆关奉令按

该办法实施检查。

5 月 9 日 重庆关税务司令本关

各课和支所，外国民航飞机未得交通

部民用航空局核准，概不准入境；否

则，应即扣留，专案具报。

6 月 重庆关奉令施行《取缔民

航飞机夹带私货办法》，海关检查人员

可对民航飞机的驾驶员及驾驶室进行

必要检查。

8月 2 日 重庆关解除对由重庆

赴外地旅客每人仅准携 带国币 200

万元的限制；但对由重庆前往香港及

其他国境以外地区的旅客每人携带国

币数目仍以 50 万元为限，超过部分一

律予以没收。

9 月 13 日 海关总税务司署颁

布《处理海上禁运匪区物品船只办

法》，《处理禁运匪区物品办法》及《匪

区交通经济封锁补充办法》，对解放区

实施封锁。

10月 2 日 重庆关规定，除往来

在万县及万县以下旧时各江河口岸之

轮运货物，仍须遵章报关外，所有往来

涪陵、长寿、合川、白沙、江津、泸县、叙

府等埠之轮运货物，可免递进出口报

单，仅须由轮船公司呈递进出口舱单

及航行簿。

10 月 4 日 重庆关布告：海关对

仓库船只等查验监视并签发各项准单

应收各费，暨延长完税期限应缴之展

期费，按原定应征数目增加 160 倍征

收。其它未经列入者，一律按照战前数

目千倍征收。又奉总税务司令，从 10

月 1 日起，将上述各费统按现行数目

增加 2．5 倍征收。

10 月 30 日 重庆关抄发海关总

署通令，宣布“船舶溢载客货超过限定

数量，本关不予结关放行”。

11 月 重庆关奉令对私运进口

的尼龙丝袜实施严厉查禁。

11 月 6 日 海关总税务司李度

到重庆关视察关务。

12 月 17 日 抗战胜利后，重庆

民航飞机与国内各埠往来频繁，装运

货物较多，为加强管制，重庆关对由重

庆航运迪化、北平、汉口、上海、广州、

昆明等设有海关各处及由各该处航运

重庆的货物，无论应否完税，均一律照

进出外洋报关办法，照章让货主填具

进出口报单。

12 月 23 日 为防止法币大量向

上海倒流，安定金融，重庆关规定，凡

本市飞沪旅客，每人携带现钞暂限

2000 万元，如有逾额，即予查扣。

12 月 30 日 重庆关对用邮包或

航空包裹寄送递到埠，每包价值超过

美金 50 元或其他等值外币的货品，实

行请领输入许可证办法。



1948 年 (民国 37 年)

2 月 6 日 重庆关奉令对在本埠

报运转口的棉花实施新的查验放行办

法，须验凭由湖北、河南、陕西等各省

棉花检验所、区站发给的合格证明书，

方准放行。

3 月 25 日 国民政府颁布《惩治

走私条例》，其中规定：“私运政府管

制物品及应税物品进出口者处 5 年以

下有期徒刑。”

5 月 16 日 关务署派调税务司

宣德清为重庆关税务司。

6 月 21 日 重庆关对申报进口

货物延不付税的商人施行征收滞纳费

办法，规定，自海关签发缴纳证后第 8

日起算，每逾一日，应另缴等于进口

税，附加税及货物税 1．5 % 的滞纳费；

逾期 30 日以上者，应另缴等于进口

税、附加税及货物税 3 % 的滞纳费。

7 月 7 日 重庆关奉令继续征收

关税附加税及临时附加税。

7 月 7 日 重庆关奉令准商民自

由携运铜元铸钱或其他金属辅币，不

再验凭证照。

7 月 15 日 重庆关奉令将外洋

进口邮包税额免征限度提高为国币

21．6 万元。

8 月 30 日 重庆关奉令即日起

对于应完纳进口税之进口洋货加征等

于进口税额 40 % 的戡乱时期附加税。

9 月 重庆关长江上游巡江事务

处标杆头目杜应武盗卖公物，经移送

宜宾地方法院审判，被判处有期徒刑

7 年。

10 月 据重庆市报关商业同业

会统计，重庆市尚有新昌、渝川、太古

渝等 58 家报关行。

10 月 23 日 重庆关奉令将外洋

进口邮包的免税限度暂改定为金圆

一元。

10 月 23 日 重庆关明令，禁止

在国际进口信函内夹寄钱币钞票，违

者照章没收。

10 月 23 日 重庆关规定，自香

港直运或经由其他地方到达重庆的空

运货物，应备俱由香港政府签证之出

口舱单，呈送本关驻机场人员核对无

误后，方准验征放行。

11 月 重庆关长江上游巡江事

务处撤除长江上游宜渝、渝叙段及金

沙江各航道内一部分助航标志。

11 月 6 日 国民政府财政部颁

布《中央银行结售出国旅行零用外国

币券证明办法》。

12 月 4 日 为执行海关总税务

司关于《输出物品恢复结汇证明书办

法》，重庆关致函中央银行重庆分行，

请该行按期抄送“所有出口商输出货

物所得外汇交中央银行或指定银行换



取外汇移转证，该项外汇移转证逐日

市价”，以此作为核算完税价格的凭

据。

1949 年 (民国 38 年)

1 月 1 日 经国民政府核准，重

庆关对于轮船及由轮船运输的进出口

货物的管制，即日起停止办理。所有轮

船及货物无须向重庆关办理报验及结

关等手续。

2 月 28 日 雷州关税务员被诬

告判刑，重庆关全体职员联名致信抗

议并呼吁全国海关员工声援。

3 月 1 日 重庆关因税收短绌，

缉务清简，奉令改为分关，由江汉关管

辖。

3 月 9 日 戡乱时期附加税停止

征收。

3 月 14 日 遵总署命令，重庆关

征收进口关税以关元征收。

5 月 26 日 以关元征收进口关

税以后，关元与金元券折合率以中央

银行公布牌价为准。重庆关税务司宣

德清致函中行重庆分行：“原以上海外

汇移转证收盘行情扣去申渝汇水决定

牌价公布施行。但现在上海战事吃紧，

金融市场已失常态，上海行情已不足

作为依据。如以广州关元牌价，则于重

庆差距近 10 倍。”宣德清在函中邀请

对方“共商改进办法”，“以保税收”。

7 月 2 日 重庆关税务司致函重

庆警备司令部，重申对货运的检查系

由海关单独负责办理，地方军警无参

加或另地检查的必要；对重庆警备司

令部下属的航空检查所逾权派员进驻

中航公司包裹房，检查进出口包裹，扰

乱海关工作表示愤慨。

7 月 21 日 外洋进口邮包税额

免征限度，从金圆 10 元(原文如此)改

为银元 1 元。

9月 2 日 重庆关在报刊公布财

政部所订《非商业输入物品海关签证

办法》等 4 项文件。

10 月 24 日 重庆进出口货物各

帮商民联名致函重庆关税务司宣德

清，控告重庆关驻南纪门燕喜洞民航

机场支所关员，任意收取进出口货物

免验费，敲榨勒索，贪污渎职。

10 月 31 日 财政部关务署以

“距部辽远，缺乏交通工具，接洽公事

至感不便”为由，令重庆关购买七成新

小坐车一辆。所耗价款由重庆关从保

留税款三成项下暂拨抵解。每月司机

工资和汽油也由重庆关开支。

11 月初 财政部关务署迁渝办

公。

11 月 3 日 江汉关重庆分关恢

复为重庆关。

11 月 4 日 民航队 834 号飞机



携运大批私货由香港迳飞成都过渝途

中，被重庆关驻机场关员拦截缉获。

11 月 30 日 重庆解放。

12 月 3 日 重庆市军事管制委

员会财政接管委员会接管重庆海关。

计接管有重庆海关秘书课、会计课、总

务课(民航机场支所、机场支所检查

组、邮局支所)、税款课、稽查课及长江

上游巡江事务处，员工 291 人(职员

56 人，工友 235 人)，黄金 402 两、银

元 1112 元，美钞 60 元，汽车 2 部，汽

艇 1 艘，机划 7 只等。

12 月 14 日 以军事代表徐勋、

税务司宣德清签名发布的重庆关元普

字第一号通令，宣布重庆关办公时间

自即日起改以北京标准时间。这是重

庆海关被接管后发布的第一个通令。

1 9 5 0 年

1 月 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交

通接管委员会将其下辖的航运部与重

庆海关和川江航政局合并，改编为长

江航务局重庆分局和航运公司。

1 月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帝国

主义的封锁禁运，中央决定关闭长江

沿岸各关，重庆海关奉令裁撤。四川省

的进出口货运分别在沿海、沿边各关

办理海关手续。

1 9 8 0 年

8 月 22 日 国务院批准成立中

华人民共和国重庆海关，海关人员编

制规定为 40 人，级别为县级。不久，海

关总署任命王志诚为重庆海关副关

长。

同日 重庆海关租用重庆宾馆房

屋二间开关办公。

8月 28 日 “重庆海关成立暨重

庆港开港大会”在朝天门举行，省、市

党政军负责人到会祝贺，同日《重庆日

报》发表社论祝贺。大会后，海关办理

了出口钢材 4000 吨的监管手续。

9 月 2 日 海关办公地址由重庆

宾馆迁至市府三招待所。

是年 全关职工 16 人。

1 9 8 1 年

1 月 25 日 经海关总署批准，重 庆关内部机构分设办公室，业务一科



和业务二科。

2 月 11 日 重庆关正式对进出

口货物实施海关监管。

8 月 21 日 海关总署任命杨长

祥同志为重庆关长。

11 月 15 日 成都至香港直航包

机正式通航。

1 9 8 2 年

1 月 经总署批准，重庆海关在

四川省成都市设立下属机构，对外名

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驻成都办事

处。

6 月 1 日 根据总署指示，重庆

关对 34 种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税。

9 月 10 日 重庆关驻成都办事

处正式对外办理货运监管业务。

1 9 8 3 年

4 月 13 日 海关总署任命王志

诚同志任重庆海关关长。

6 月 17 日 四川省人民政府决

定：重庆海关体制改革后，同地方政府

的关系问题，重庆海关由重庆市人民

政府监督指导，重庆海关驻成都办事

处由成都市人民政府监督指导。业务

工作由经贸厅联系。

9 月 20 日 重庆海关通知全国

各有关海关：今后一律凭我关核发的

《登记手册》办理报关手续。

10 月 17 日 重庆市人民政府决

定：重庆海关由市政府代管后，按局级

对待发文件，参加市的有关会议。

1 9 8 4 年

2 月 7 日 经总署批准，重庆海

关下设成都分关，为重庆海关的处级

机构。

7 月 16 日 国务院批准重庆海

关为正厅局级机构。

10 月 4 日 重庆海关下属的成

都分关正式对外办公，其业务范围为

绵阳地区、成都市、乐山地区、内江地

区、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渡口市、

雅安地区和德阳市。办公地点于成都

市实业街招待所 2 号楼。

10 月 31 日 为适应对外开放的

形势和旅游事业的发展，重庆关将科

调整为处。重庆海关设一室、三处，即

办公室下设行政科、文秘科和财务科；

业务一处设货管科、征税科、新贸科；



业务二处设查私科、行邮科和技术科；

人事教育处。成都分关设一室三科，即

办公室、业务一科、二科和人事教育

科。

12 月 21 日 海关总署任命王志

诚同志担任重庆海关副关长职务。

1 9 8 5 年

2 月 8 日 海关第二期业务培训

班结业，23 名干部经考试获得结业证

书。

2 月 10 日 公布《长江驳运船舶

转运出口货物管理规定实施细则》。

3月 15 日 根据总署通知，成都

分关改为成都海关，隶属重庆海关，级

别为县级。

3 月 18 日 宣布江北梁沱、九龙

坡作业区为海关监管区。

5 月 21 日 海关总署任命重庆

海关副关长王志诚兼任成都海关关

长；郑贤华为重庆海关副关长。

5 月 22 日 中共海关总署党组

任命王志诚同志任重庆海关党组书

记；郑贤华、孟世明、杨浩时同志为党

组成员。

6月 5 日 首次验放重庆至香港

出口货物专列。

6 月 20 日 海关举办首期报关

员学习班，150 余名学员经考试获得

报关员证书，同时，海关为重庆首家报

关行——重庆外运分公司办理了注册

登记手续。

7 月 1 日 《中国海关对报关单

位实施注册登记制度管理规定》生效，

海关自即日起实行凭证报关。

7 月 5 日 遵照总署指示，开始

执行代征税款全额上缴国库规定。

7 月 14 日 对承运进出口货物

的长江驳船发放注册登记证书，至月

末共发 294 份。

9 月 15 日 海关总署副署长吴

乃文一行 3 人来关检查工作并拜会重

庆市长肖秧。同时，《重庆日报》发表海

关积极促进江海联运的文件，《人民日

报》对此文作了摘要转载。

10 月 25 日 新华社记者就海关

促进江海联运工作采访副关长郑贤

华。随后，《人民日报》海外版登载了这

次采访的报道。

11 月 17 日 为贯彻长江沿岸海

关第二次协作会议精神，长江沿 岸各

海关派代表来渝，对承运进出口货物

的驳船施封设备改进工作进行验收。

12 月 15 日 按照全国海关着装

规定，全关人员换着黑色西式制报，白

色大檐帽，佩带缀有国徽、关徽图案的

帽徽和肩章。



1 9 8 6 年

1 月 12 日 海关举办第三期进

关人员业务培训班。28 名海关人员

考试合格取得结业证书。

2 月 11 日 海关实行审单、征

税、查验、统计联审制度。

2 月 18 日 海关技术科被盗录

像机一台，价值人民币约 7000 多元。

3 月 16 日 海关驻铁路九龙坡

站工作组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

5 月 24 日 海关对 60 名考试合

格的第二期报关员学习班学员颁发报

关员证书。

6 月 20 日 在重庆市公安局协

助下，在贵州遵义地区查获一起鸦片

走私大案，擒获毒贩 3 人，收缴鸦片

11．4 斤，查抄烟馆四家。

9 月 25 日 海关总署摄制组一

行 4 人抵渝，拍摄反映重庆关开展促

进江海联运工作的电视专题片。

10月 17 日 海关总署在重庆举

办第五期全国海关统计干部培训班。

全国 51 个海关 72 名学员参加培训。

重庆海关承担筹备和组织工作。

10 月 23 日 海关总署批准郑贤

华副关长主持重庆海关全面工作，任

命向东同志任重庆海关副关长。王志

诚同志不再担任重庆海关副关长、成

都海关关长职务，离职休养。同时，中

共海关总署党组决定，任命郑贤华同

志任中共重庆海关党组副书记；向东

同志任中共重庆海关党组成员；免去

王志诚同志中共重庆海关党组副书记

的职务。

11 月 10 日 副关长郑贤华致函

张家港海关负责人，要求将滞留在该

港内载有大批摩托车零部件的民生轮

船公司驳船监管至重庆关区验放。

11 月 12 日 向总署书面陈述改

进江海联运监管工作意见。

11月 20 日 副关长郑贤华等人

参加在南京召开的长江沿岸海关第三

次协作会议。此次会议决定：尊重货主

对报关地点的选择权利。

是日，《人民海关》杂志发表我关

《促进江海联运、发展对外贸易》文章。

12月 在重庆市公安局配合下，

查处一起毒品走私案件，案犯 2 人被

逮捕。

1 9 8 7 年

1 月 10 日 重庆海关与重庆市

税务局联合发文，要求各区、县税务部

门协助海关加强对减、免、缓税进口货

物的管理。



1 月 15 日 第 4 期海关业务培

训班在成都结束，40 余名新进关干部

经考试合格获得结业证书。

1 月 24 日 重庆海关与四川进

出口商品检验局联合签署无代价抵偿

货物通关文件 。

1 月 30 日 海关总署“统计商品

反馈资料全商品表”汉字处理软件在

重庆海关开发成功，实现了总署要求

的向地方有关部门发送进出口商品中

文统计资料报表的计划。

3 月 26 日 首次举行“宣传实施

《海关法》新闻发布会”，中央、省驻渝

新闻单位和重庆市各新闻单位负责

人、记者出席了发布会。副关长郑贤

华向新闻界介绍了《海关法》主要内容

和特点，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此

后，新闻界配合海关进行了《海关法》

的宣传活动。

4 月 16 日 为期一周的超期未

报关进口积压货物清理工作结束。清

理积压在民航货运室的进口货物 46

票，为 42 票货物找到了货主。是日，

《重庆日报》和电视台报道了这次清查

活动。

5 月 4 日 总署调查司向全国海

关转发了重庆关二处《关于四川生丝

市场变化情况的调查报告》，调查司认

为：“此报告对口岸海关查私工作具有

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5 月 7 日 重庆市规划局下文：

重庆海关退出朝天门大厦工程，在江

北区选点修建办公楼及职工宿舍。

6 月 12 日 海关总署任命裘希

为重庆海关副关长；李一同志为重庆

海关副关长兼成都海关关长。同日，中

央海关总署党组决定，李一同志为中

共重庆海关党组成员。

6 月 16 日 海关与市中级人民

法院关于《海关法》实施后，海关与法

院工作协调问题联席会议结束。

6 月 17 日 重庆市人民政府召

开法制工作会议。副关长郑贤华向各

部、委、局、办负责人及各区、县政府办

公室主任介绍了《海关法》主要内容和

海关工作情况。

6 月 24 日 重庆关先后进行《海

关法》知识竞赛和《海关法》考试。

6 月 25 日 重庆关召开“贯彻实

施《海关法》宣讲大会”，重庆市各专业

外贸公司、工贸公司及部分大型厂矿

企业负责人 110 余人参加，副关长向

东在会上宣讲了《海关法》的主要内

容。

6月 26 日 第四、五期报关员学

习班结束，100 余名学员经考试合格

获得了报关员证书。

6 月 27 日 《海关法》实施在即，

重庆电视台记者为此采访副关长郑贤

华，当晚，电视台播出了采访实况。

6 月 28 日 《重庆日报》头版刊

载记者报道海关关员严守纪律，廉洁

奉公的文章。

6 月 30 日 中共海关总署党组



决定，免去孟世明、杨浩时同志所担任

的重庆海关党组成员职务。

7 月 1 日 《海关法》正式实施。

以此为依据，海关全面清理、修订、制

定业务规章制度 24 项。

7 月 7 日 海关案件审理委员会

成立。

7 月 15 日 重庆海关与四川省

公安厅联合签署《关于办理走私案件

的联合通知》。

7 月 23 日 重庆—香港直航包

机通航。首批包机乘客 90 余名通过海

关检查，时间约 30 分钟 。

8月 9 日 海关第一业务处在九

龙坡火车站执行监管任务中遗失海关

放行章一枚。

8 月 18 日 全关职工捐款赞助

“11．27 死难烈士纪念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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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0 日 根据海关总署指示，

重庆海关正式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调查证》，并对外正式公告。持证

海关人员有权行使《海关法》第四条所

规定的各项权力。

6 月 14 日 经海关总署批准，中

国出国人员服务总公司重庆供应站开

办，经营免税外汇商品。

7 月 6 日 根据总署指示，重庆

关对出口钢、铝材料开征出口税。

8 月 20 日 重庆海关与成都铁

路局制定并下达“对下监管铁路运输

进出口货物的联系配合办法”。

12 月 13 日 海关总署决定，免

去李一同志重庆海关副关长兼成都海

关关长职务，由地方另行安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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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4 日 受总署财务司委托，

在重庆召开“海关经费会计制度研讨

会”。全国 14 个海关派代表参加了会

议 。

7 月 26 日 中共海关总署任命

孙朝良同志为重庆海关党组成员。

7 月 28 日 海关总署任命裘希

同志为成都海关关长，免去其重庆海

关副关长之职。

7 月 28 日 海关总署决定将成

都海关调整为副厅局级机构，直属海

关总署管理。

11 月 重庆海关向成都、昆明、

贵阳和南宁海关发出关于建立西南片

海关审价、统计工作协作区的倡仪，建

议区内各海关每年召开一次年会，交

流审价及统计资料、信息和业务情况。

12 月 10 日 重庆海关对珞璜电



厂进口货物试行义务监管员的管理办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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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重庆关在渝主持召开西南

片海关审价统计协作区第一次年会，

会议讨论通过了《西南片海关审价统

计资料、信息交流暂行办法》。

4 月 5 日 重庆海关由观音桥饭

店搬迁到建新北路 82 号自建办公楼

办公。

4 月 5 日 海关总署决定，任命

裘希同志为重庆海关副关长，免去其

成都海关关长职务。

4 月 16 日～19 日 海关总署署

长戴杰，监察部驻海关总署监察局局

长秦岭第一行 4 人来重庆海关检查工

作。戴杰同志就从严治关问题作了重

要指示 。

5 月 10 日～18 日 重庆海关举

办第八期报关员培训班，共 261 人参

加了学习。

5 月 11 日 根据中共重庆市委

决定和市级机关党工委的统一安排，

重庆海关从 5 月 11 日起至 8 月底止，

在 48 名党员中开展了党员重新登记

工作。

5 月 16 日～20 日 海关总署公

务员试点南方片职位分类研讨会在重

庆举行。14 个海关的公务员办公室负

责人参加了会议。

5 月 25 日～28 日 海关总署监

管一司张志超司长等 4 人来重庆海关

调查了解对“三资企业”管理情况。

7 月 14 日 重庆市人民政府决

定，自 7月 14 日起重庆至香港直航包

机每周星期六增加一个航班。

10 月 24 日～28 日 海关总署财

务检查工作组一行 4 人来重庆关检查

财务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

11 月 24 日 海关总署批准任命

郑贤华同志为重庆海关关长，同时，中

共海关总署党组任命郑贤华同志为重

庆海关党组书记。

12月 11 日～15 日 海关总署在

重庆召开全国海关计算机开发应用与

管理研讨会。共有 36 个海关的 55 名

代表到会。

12 月 25 日 海关总署监管第二

司副司长曹秀康一行 2 人来重庆关检

查行邮工作。



二、重庆关历任税务司名录







三、重 庆 对 外 贸 易 总 值 表(1891～1949 年)

说 明：对 外贸 易 总 值单 位：1891～ 1931 年 以 海 关 两 计，1932～ 1 94 9 年 以 国 币 计。



四、重 庆 海 关 税 收 统 计 表(1891～1949)

说明：税收 单位，1891～ 1930 年以海 关两计，1931～ 194 9 年以 国币计。



五、重 庆 海 关 税 收 统 计 表(1980～1991 年)

说明：税收单位以人民币计。



六、重庆港口进出口轮船艘次及总吨位统计表(1909～1947年)



说明：(1)资料来源：根据南京二史馆海关档案有关重庆港中外贸易统计资料长江区航政局抗战期间

统计年报加以整理制表。

(2)进出口轮船包括“江照轮船”和“内港轮船”，行驶于重庆、万县、宜昌等开埠港口之间，称为

“江照轮船”，行驶于重庆与非开埠口岸之间称为“内港轮船”。内港轮船数字不齐。

(3)1944 年至 1947 年的数字，主要采取长江区航政局的年报数字，可能与海关的统计口径不一

致，故“内港行轮”数字偏高。

(4)轮船的检验发证，1933 年以前完全由海关办理，1933 年开始由交通部汉口航政局重庆办事

处负责承办，直至解放。



七 、重 庆 口 岸 进 出 境 旅 客 统 计 表 (1987～1991)



八、重庆关挂旗船进出口艘次及载货吨位统计表(1891～1925年)



《四川省志·海关志》(以下简称

《海关志》)在重庆海关设关一百多年

后，终于编纂成书，这是记述重庆海关

历史发展与变革的一部专业志书，它

以翔实的资料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

海关各个历史时期所实施的政策法

规、管理机制和业务职能等方面的变

迁，重点叙述了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导

下重庆海关深化业务改革、坚持“促进

为主”和“从严治关”两项基本方针，加

强业务建设和队伍建设所展现出的新

风貌。

《海关志》在编写过程中，自始至

终得到关领导和全关同志们的关怀、

指导和支持，谨此表示由衷地感谢。

《海关志》资料搜集工作由邓伯

南、宁积鼎两位老同志从 1985 年底开

始着手，他们不辞辛劳，四处奔波，查

找到了旧重庆海关档案资料，并依据

有关史实资料澄清了重庆海关建关史

上的一些歧见，为资料搜集工作的全

面展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91 年组成由段哲帆同志负责，

沈杨、付涛、何先明、彭平参加的资料

搜集小组，先后分赴成都、北京等地开

展工作，收集到 1949 年前的中、外文

资料近万份，百万余字，并进行分类整

理。

1992 年下半年，由沈杨、彭平两

人组成的编写小组分章试写《重庆海

关志》初稿。并邀请熟悉川江航运发展

史的张祁老先生承担了编撰“海关与

川江航运”一章的写作。同年底，《海关

志》初稿脱稿。

志书成稿后，经征求有关专家 、

学者的意见，在宋小林、马昌铭同志的

督导下，我们对志书的某些内容作了

必要的加工修改和补充，并送重庆海



关关党组进行审定，形成了送审稿。本

稿经过马昌铭同志核实、校正，并由贺

静录入计算机；张兆法同志校译英文

目录。

本志书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得

到四川省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北京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成都海关等单

位的支持。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得到

关内 20 余位同志协助翻译、统计和提

供书面或口碑资料，并对书稿提了许

多宝贵意见和建议 。谨此表示衷心的

感谢。

由于水平有限 ，加上历史档案资

料和现存档案资料均有部分残缺不

全，不足和遗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各

级领导和读者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1996 年 11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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