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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2年，笔者在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做博士后期间，一度对日本在华居留民问题比较感兴趣，如居留
民的人口及职业构成、居留民的组织及活动、居留民与侵华日军的关系等，研究发现，居留民的活动
无一不与日本驻华领事有关，在米庆余先生的鼓励下，遂将目标转为日本在华领事制度研究。
对于笔者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本书仅是研究的初步，日本领事制度在东北、华北及华南的运
行，尚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在研究期间，本人曾得到南京大学导师崔之清教授、导师朱庆葆教授、张宪文教授、陈谦平教授、陈
红民教授、张连红教授、张生教授、李玉教授、陈蕴茜教授、姜良琴教授等专家的指导与帮助。
导师崔之清教授在结构设计、研究方法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并嘱一定要从国际法及国际政治的角
度来考察，以提升课题的学理高度。
为完成本课题，笔者数次赴日，在东京的国立国会图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东洋文库、防卫省战
史研究室、靖国神社的偕行文库等处查阅资料。
其间，得到北九州市立大学横山宏章教授、北海道大学松浦正孝教授、东京大学川岛真教授、名城大
学稻叶千晴教授等专家的大力帮助。
2007年，笔者作为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国际关系学部的特聘研究员，在日进行相关研究，该校内田知行
教授、柴田善雅教授等对笔者的课题，提供了大量资料和指导性意见。
本课题还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处领导以及后期资助评审专家的指导和关心。
借拙著出版的机会，向帮助过我的学界前辈深表谢意。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近代日本在华领事制度>>

内容概要

从1871年中日签订修好条规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日本在华领事制度经历了一个从互等到片面独惠
再到废止的过程。
其间，日政府扩大领事机构，强化领事职能，在华领馆及领事之多，为他国所不及。
在大陆政策支配下，许多领事升为驻华公使乃至外务大臣，成为侵华国策的制定和执行者：在平时，
以外交官、商务官的身份，与中国地方政府交涉，极力维护日本在华“条约权利”，并以武力为后盾
，为日本居留民的发展拓展空间；在战时，则卸去外交官衣装，在占领地担任宣抚官，负责“维持治
安”，或亲自操起刀枪，参与侵华战争。
领事群体丧失了应有良知，恃强凌弱，推行强硬无理外交，其所作所为助长了日军气焰，加快了日本
军国主义的侵略步伐，同时也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
    本书在国际法视野下，深入探讨了日本在华领事制度的运行机制，是近代中日关系研究的一部力作
。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近代日本在华领事制度>>

作者简介

曹大臣  男，1964年生。
1997～2002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2004年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后出站，现南京大
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中日关系、日本研究等。
主撰《刺刀下的毒祸——日本侵华时期鸦片毒化活动》和《图说中国抗日战争史》，参与编译《日俄
战争史料集》和《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合著《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对华侵
略与殖民统治》等。
主持及参与课题多项，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数次赴日学术交流，为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国际关系学部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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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日本在华领事制度的确立与发展一 中日互等领事制度的建立1862年，日本幕府统治末期
，有日人搭乘荷兰商船到上海贸易。
两年以后，又有日商经英国领事巴夏礼的介绍，携货到沪交易。
1870年，日政府借口中国商人曾在日本采购铜斤，要求向清派驻领事官，并订约通商。
是年，日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外务权少丞藤原义质、文书权正郑永宁等受命赴华，与清商谈订约一
事。
柳原一行8月25自东京出发，9月4日到上海，旋赴天津，先后拜见三口通商大臣成林和直隶总督李鸿章
，递交日本外务卿致总理衙门的信函。
此时，清廷深受西方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之苦，对订约问题比较敏感，因此总理衙门采取婉词谢绝的态
度，以“大信不约”四字，称可照常通商，但不必议约。
后因李鸿章欲“以夷制夷”，上书总理衙门，力主与日本订约，再加柳原的再三恳请，清廷遂允与之
议约。
在议约过程中，日方援引西方国家之例，欲以《中德条约》为蓝本，订立种种不平等的条款。
清廷对此严加拒绝，并自拟以为平等的约稿，作为谈判的基础。
由于曾国藩提醒要排除最惠国条款，所以李鸿章等坚持不肯把“一体均沾”的字样写入条文，双方争
论不休。
1871年9月13日，两国终在天津签约，计《修好条规》十八条，《通商章程》三十三条，此为历史上第
一部中日条约，近代中日外交关系由此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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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代日本在华领事制度:以华中地区为中心》在国际法视野下，深入探讨了日本在华领事制度的运行
机制，是近代中日关系研究的一部力作。
书中具体包括了：华中居留民的人口与职业构成、日本在华领事裁判权体系、领事的情报机构等内容
。
 《近代日本在华领事制度:以华中地区为中心》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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