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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任智勇编著的《晚清海关再研究——以二元体制为中心》梳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粤海关十三行及
其后各口岸的领事担保制、小刀会起义后的江海关三国税务委员会、《天津条约》后的外籍税务司之
间的连续性关系，指出在清代财税一体的海关体制中存在着海关监督与税务司并立的二元体制，即税
务司掌握估税权，海关监督掌握税款收纳、保管和分配权。
这种体制在维持中外贸易稳定发展的同时，也深深地埋下了祸根。
辛亥革命爆发后，税务司的活动使其成为一个独立于中国政府之外的机构，而海关监督的权力被剥夺
殆尽。
在传统的解释体系中，清政府对外来力量只有或抗拒或屈从两种选择。
《晚清海关再研究——以二元体制为中心》的探讨则为中国的近代化路程提供子一个新的面相：清政
府半主动地将与其制度格格不入的税务司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之中，并比较平稳地维持了半个多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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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税务司并非为晚清海关之全部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有了一种印象：外国人把持海关
之后，海关的一切都与清政府原有财政体系脱离了关系，各地海关由外国税务司主持，税务司之上是
总税务司，总税务司对总理衙门负责。
这就意味着，清朝除了原有的以户部为主体的财政体系之外，又有了税务司总税务司一总理衙门这一
新的财政体系。
我想不起来这种误差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造成的，但是，档案史料明确告诉我：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我注意到，晚清海关还有海关监督。
　　第一节 海关监督的报告　　为便于理解海关监督在晚清中的职能，我在此处全文抄录光绪二年六
月初六日（1876年7月26日）的一份粤海关报告，并在每一段引文之下加以评注。
　　二品顶戴、粤海关监督、奴才文锯跪奏：为具报光绪元年分洋税第五十七结至第六十结一年期内
大关并潮州新关收支总数，恭折仰祈圣鉴事。
　　按语：我在这里首先解释几个概念。
　　“新关”一词指由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又译“李国泰”）、赫德（Robert Hart）所创建
，由税务司系统所控制，主要是征收中外商人进出口贸易税的机构，有时也称“洋关”。
“旧关”一词则是指由海关监督负责的，专门征收中国商人（但不包括使用轮船的招商局和在长江等
地使用关照船牌的中国商人）沿海、沿江贸易转口税的机构，有时也称“常关”、“老关”。
新关与旧关，洋关与常关是两组相互对应的概念，它们的区别在于征收主体和征收对象的不同。
在后来的一些研究中，“海关”一词往往意指新关，而不包括旧关。
虽然这一概念与事实差距甚大，但一直沿用至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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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任智勇编著的《晚清海关再研究——以二元体制为中心》第一章我将通过对粤海关监督一份奏折的分
析，试图展示长久以来为很多研究者所忽视的一个问题：海关监督究竟承担着何种职能？
继而对海关史主要研究著作进行梳理，看看海关监督如何被学界所忽略。
第二章描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清代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
第三章描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粤海关的外贸管理体制。
第四章是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对清朝贸易体系的冲击。
第五章是关于清政府对通商口岸权力体系的调整。
第六章是关于海关二元体制基本情况。
第七章是关于海关二元体制的终结。
最后是初步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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