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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广州:中瑞海上贸易的门户》内容简介：一般曾在18世纪东西方经贸文化关系史上扮演重要角色
的瑞典哥德堡11I号仿古商船，将于2003年下水，沿着当年航线航行，于2005年到达广州，这是继1981
年阿曼“苏哈尔”号仿古木帆船和1991年联合国海上丝绸之路考察队“和平方舟”号万吨轮抵达广州
的又一项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大型经贸文化交流活动，也是一次引起全球注意的极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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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一、瑞国初来二、粤海关、行商与瑞国商人——广州体系的贸易三、贸易的转型与文化交
流第二章 “哥德堡”号与广州一、“哥德堡”号的具体情况二、“哥德堡”号第三次航行的艰苦历程
三、“哥德堡”号泊岸时期广州的贸易制度与贸易环境四、“哥德堡”号的沉没及水下考古第三章 清
代广州十三夷馆中的瑞行一、名称和位置二、瑞行的外观和内景三、瑞行与“洪任辉事件四、《防范
外夷条规》与瑞行贸易环境的变化五、清政府在外销丝绸配额上对瑞行的优惠六、广州瑞行商务的社
会经济效益第四章 茶叶、瓷器及其他——广州的出口商品一、清代国内市场与外贸的发展二、茶叶的
行销三、外销瓷器四、其他外销商品第五章 中国史籍记载中的瑞典一、《异域录》二、《皇清文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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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客日谭》九、《国朝柔远记》十、《游历瑞典那威闻见录》十一、《瑞典游记》十二、《清史稿
·邦交志》第六章 当代经贸文化交往更加频繁一、瑞典商人与广交会二、经贸文化友好往来三、友好
城市交往频繁附录一、中国一瑞典经济文化交流史大事记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瑞典的经贸往来统
计三、有关研究成果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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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海禁结束后，清廷立即在广州设立了粤海关，广州的外贸开始重新步入正轨。
在17世纪后期，当广州、厦门、宁波等港口再次向西洋商人开放时，广州并不是最吸引欧洲人的地方
。
厦门长期以来都是荷兰人最乐于前往的港口，在1670-1680年间，英国人又频频造访该地。
于是，当海禁初开时，厦门成了西洋商船停泊的首选之地。
1684-1699年间，共有9艘欧洲商船进入厦门港，而同期只有艘停泊在澳门。
据英国人说，广州在17世纪后期还是排斥他们的，因为葡萄牙人想保护自身的垄断，而英国人也想强
行进入该口岸，这些让广州方面大为恼火。
此外，更重要的是，广州的市场还不稳定。
无论如何，广州港显然被冷落了。
不过，它要恢复过去的繁荣，不需要太长时间的等待。
大约从l720年开始，中国与欧洲各国商船的贸易基本上集中到了广州。
这些欧洲国家包括英国、法国、荷兰、神圣罗马帝国（奥斯坦德公司）、葡萄牙等。
其中，已有一个世纪历史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势力正在逐渐强大。
为了在华寻找一个稳定的贸易地，该公司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曾派遣船只分别前往澳门、厦门、
舟山（并至宁波）和广州等口岸。
结果，英国人发现，舟山口岸的定海，只不过是～个小市场，只有本地买卖。
商人都集中在内陆的宁波，定海只不过是远离中心的一个站，他们是为了和英国贸易这个特别的目的
才来到这里的。
因为远离中心市场，以舟山为贸易地显然不尽如人意。
至于厦门，不是一个大的贸易市场，它的商人也不能够保卫自己而英国的大班则始终受制于一班专制
者的妄想，他们只是为了目前利益而行事。
1704年，英国商船“忠诚库克”（Loyalcooke）号和“赫恩”（Herne）号在厦门徒劳地等待了5个月，
最终无法进行贸易，悻然而去。
到了171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安妮”（Amle）号甚至因为防卫海盗的法令，被困在厦门港口
整整16个月。
英国的大班们对于舟山及厦门两地的贸易条件难免颇有微词。
广州有长期的对外贸易历史，这里的商人不乏与外商打交道的经验。
据英国等欧洲商人观察，广州的官员更加务实，愿意让外商进入港口贸易，以便从中渔利。
对外商刁难的情形，在这里较少出现。
并且，广州口岸腹地较广大，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市场发展成熟，这里作为外贸的口岸，较之厦门和舟
山更为理想。
于是，英国、荷兰、法国等国的东印度公司都逐步将在华贸易的重点转到了广州口岸。
1720年以后，广州成为了清朝与欧洲各国贸易的最重要的海上口岸。
清廷虽然没有明文禁止西洋商船前往厦门、舟山等地，但这些港口实际上已失去了此前的吸引力了。
1732年，瑞典“腓特烈国王”号首航来华时，选择停泊在广州，是符合当时中国外贸的实际状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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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般曾在18世纪东西方经贸文化关系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瑞典哥德堡11I号仿古商船，将于2003年下水
，沿着当年航线航行，于2005年到达广州，这是继1981年阿曼“苏哈尔”号仿古木帆船和1991年联合
国海上丝绸之路考察队“和平方舟”号万吨轮抵达广州的又一项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大型经贸文化交流
活动，也是一次引起全球注意的极好机会。
广州作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中瑞海上贸易的重要门户，正以积极参与组织这项活动为契
机，全面带动黄埔古码头、十三行等遗址的修复和周边环境的整治，配合开展有关经贸和文化活动，
有效推动富有特色的文化旅游新发展，全面推介广州的综合投资环境，着力提高广州的城市文化品位
，加大中国入世后广州对外经贸文化交流的力度，牢固树立广州全方位开放的良好国际形象。
编写《中国广州：中瑞海上贸易的门户》一书，正是我们为迎接“哥德堡III号仿古商船复航广州”活
动献上的一份礼物。
作为中国广州和瑞典哥德堡两地文化交流的结晶，全书以广州是中瑞海上贸易的门户为主线，并兼及
中瑞经贸关系的典籍史料。
史料的收集以中文文献资料为主，同时引用、参考外文文献的相关图片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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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广州:中瑞海上贸易的门户》是由广州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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