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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华商码头货栈业发展的
历程及特征(１８９５－１９３７) ①

———以长江、珠江、黑龙江中下游地区为例

熊辛格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ꎬ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自 １８９５ 到 １９３７ 年ꎬ为同外商争夺航运市场ꎬ华商码头货栈业经历了解禁到初成规模再到近代化发展的过

程ꎬ主要分布于长江、珠江及黑龙江中下游流域ꎮ 其特征一般体现在:码头货栈业形成了初步的体系ꎬ保障了货物顺畅转

运ꎬ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ꎻ华商创建了不同类型的货栈ꎬ改善了货物仓储的效率ꎬ提高了我国码头货栈业的

竞争力ꎻ货栈业成立了行业公会ꎬ制定了规章制度ꎬ推动了传统货栈业的近代化转型ꎮ
关键词:华商ꎻ码头货栈业ꎻ发展历程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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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货栈是具备一定规模的设备和先进的技

术ꎬ以提供储存和转运他人货物而盈利的机构ꎮ
它保障了货物顺畅流转ꎬ为贸易和制造业的发展

创造了有利的条件ꎬ促进了国家工商业的发展ꎮ
近代华商码头货栈业伴随着航运业而兴起ꎬ作为

与外商航运公司争利的重要举措ꎬ带动了长江、珠
江等流域仓储企业的发展ꎬ更推动了传统物流业

的近代化转型ꎬ在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中具有

重要的地位①ꎮ 目前学界对近代货栈的研究集中

于义仓、地方堆栈和关栈ꎬ仍有不少领域值得探

讨②ꎮ 文章拟论述自 １８９５ 到 １９３７ 年华商码头货

栈业的发展历程和特征ꎬ以期推进相关研究ꎮ 谫

陋之处ꎬ望方家批评斧正ꎮ

一　 华商码头货栈业规模的初步形成
甲午战争后ꎬ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解除华商

自办航运公司及货栈禁令的条文ꎬ让他们获得了

合法的发展空间ꎬ并形成了初步规模ꎮ 与拥有条

约特权的大规模外商码头货栈业不同ꎬ华商民营

航运和货栈在早期便处于艰难之中ꎬ有的只有少

数轮船ꎬ或者没有自己的码头和库房ꎬ但不少大绅

商们仍坚持创办航运和码头货栈公司ꎬ主要表现

在两个方面ꎮ
(一)货栈网点分布集中

华商在重要的通商口岸设立了码头货栈ꎬ形
成了网点体系ꎬ主要分布于航运业务繁忙的长江

和珠江中下游流域ꎮ 宁波地方绅商创办的外海商

轮局和永安商轮局的码头货栈属最早的一批华商

码头货栈ꎮ １８９６ 年ꎬ外海商轮局购置一只轮船ꎬ
排水量为 ６７３ 吨ꎬ运营宁波至定海、台州的内河航

线ꎮ 永安商轮局购置两只小火轮ꎬ航行宁波至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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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内河ꎮ 其主要经营对象是往来的客人与货物ꎬ
并在航线码头口岸租用洋行货栈作为临时存货

处①ꎮ 由于经营方式正确ꎬ收益颇丰ꎬ使得其他绅

商竞相办理小轮船公司ꎮ 如宁波志澄轮船局、台
州绅商创办的永宁商轮局、美益利记宁绍轮船公

司和永裕祥小轮局等ꎬ他们都经营客货运输与货

物储存的业务ꎬ设立了相关的码头货栈ꎮ 长江中

游一带内港最早设立华商轮船公司和码头货栈的

是江西的福康轮船公司ꎬ此后又扩充了两家轮船

公司ꎬ借助九江英商天裕洋行的旗号和码头货栈ꎬ
经营鄱阳湖到长江和江西境内的客货运输和货栈

业务②ꎮ 上海和杭州的航线和货栈业务也陆续有

华商轮船公司涉足经营ꎮ １８９７ 年ꎬ杭州出现了多

家轮船局ꎬ经营上海到杭州的货物运输与货物储

存的业务ꎮ １９００ 年后的十年间ꎬ由华商兴办的大

中型轮船公司相继出现ꎬ主要集中在 １９０２ ~ １９０５
年ꎮ 大达轮船公司由张謇投资创办ꎬ受到政府支

持ꎬ规模发展较大ꎬ召集的股本约 １００ 万余两白

银ꎬ除了在上海十六铺自行修筑码头、货仓、购置

轮船外ꎬ还在通州天生港和海州设立商埠码头ꎬ经
营货物运输与货栈业ꎮ １９０９ 年宁波商人虞洽卿、
陈薰等创办的宁绍轮船股份公司营业ꎬ经营航运

和码头货栈业务ꎮ 起初ꎬ宁绍公司向日本商人租

借东洋公司码头和货栈未果ꎬ转而向德国商人租

借洋泾桥南首码头ꎬ德商以宁绍公司轮船和货栈

悬挂法国、德国国旗作为租赁条件ꎬ被宁绍公司断

然拒绝ꎮ 宁绍公司股东认为这严重伤害了大家的

民族情感③ꎮ 在张謇的帮助下ꎬ公司的业务逐渐

开展ꎬ先在上海十六铺租建码头ꎬ建设栈房ꎬ后在

宁波码头修筑货栈和相应设备ꎬ尤其重视长江流

域航运业和码头货栈业的拓展ꎮ 开业后不久ꎬ宁
绍公司在长江中下游沿岸的上海、汉口、镇江、芜
湖、九江等口岸设立趸船栈房ꎬ便于货物的流通与

储存ꎮ
两广地区的华商码头货栈主要集中在珠江中

下游的广州和梧州两个口岸ꎬ禁令解除前ꎬ广州的

华商多运营旧式轮渡ꎬ数目仅百余只ꎬ承担短途搭

载客货的运输ꎬ但由于货物量不足ꎬ码头货栈的数

量较少ꎮ １８９５ 年后ꎬ梁定荣创办广德泰航运公

司ꎬ经营珠江流域、沿海地区的货物运输与货栈

业ꎬ是最早的华商企业④ꎮ 此后陆续有不少华商

兴办码头货栈ꎬ由于受到香港航运和货栈业的影

响ꎬ广州地区的华商以分散经营为主ꎬ资产不足ꎬ
并未形成一定规模ꎮ 梧州开埠后ꎬ广东候补知府

王存善、前山都司黎中配、招商局何顺成共同创办

平安航运公司ꎬ经营到广州的航运和货栈业务ꎮ
尽管码头货栈网点形成了初步规模ꎬ华商们

并没有获得太多的发展空间ꎬ只能是附属船运公

司ꎮ 与此不同的是ꎬ外商码头货栈业和轮船招商

局码头货栈发展迅速ꎬ已颇具规模ꎬ他们占据了码

头货栈市场的大部分资源ꎮ 华商码头货栈业的码

头、船只和货栈数量少ꎬ规模小ꎬ设备简陋ꎬ无法保

证货物安全ꎮ 一直到 １９１４ 年前后ꎬ华商码头货栈

只能在夹缝之中求生ꎬ利用简陋的设备开展零星

的业务ꎮ
(二)持续投入运营资本

初期的华商码头货栈普遍都是轮船公司的附

属行业ꎬ以致许多公司因资金有限ꎬ货栈数量、规
模较小和设备比较简陋等原因经常濒临破产的境

地ꎬ但是华商们看到了内河港口短途货物转运的

潜力ꎬ坚持投入资本运营货栈公司ꎮ 外海商轮局

和永安商轮局首先在宁波设立码头货栈ꎬ外海商

轮局有资本 ３８ ０００ 两白银ꎬ永安商轮局有资本

４８ ０００两白银⑤ꎬ大部分用来购买船只、雇佣工人ꎬ
余下用于建设货栈的资本不多ꎮ １８９６ 年江西士

绅蔡金台、熊方燧和邹凌翰投资 ６８ ０００ 两白银在

南昌成立福康轮船公司ꎬ购置货轮五六艘ꎬ修筑货

栈一处⑥ꎮ １８９９ 年饶州鄱阳商务内河轮船公司成

立ꎬ集资 ３０ ０００ 两白银ꎬ仅在饶州、南昌、九江、瑞
洪等处租赁货栈⑦ꎮ １８９７ 年ꎬ杭州出现了高源裕、
芝太富、通裕三家轮船局ꎬ向招商局轮船公司借贷

５０ ０００ 两白银ꎬ订购船只ꎬ修筑码头货栈ꎬ到 １９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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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迫倒闭①ꎮ 苏州、上海、常州的泰亨轮船公

司、泳记轮船公司、福嘉公司和吴姓轮船公司等ꎬ
都因规模小ꎬ资金流转不通顺ꎬ营业两三年后就倒

闭了ꎮ
除小型的华商轮船公司外ꎬ资本较为充裕的

公司是通过融资和借贷勉强维持经营ꎮ １９０８ 年ꎬ
宁波巨商虞洽卿邀请同乡创立宁绍商轮公司ꎬ经
营航运与货栈ꎬ受到外商的联合打压ꎬ宁波商人航

业维持会为了保护民族企业ꎬ向宁绍公司投入

１００ ０００ 两白银ꎬ才使它站稳脚跟ꎮ 政记轮船和货

栈公司的创办者张本政ꎬ投靠日本商人ꎬ在日商的

庇护下租用商轮发家ꎮ 日俄战争期间ꎬ张本政获

得日本关东厅补助金若干ꎮ １９０５ 年ꎬ张本政与其

弟张本才合资 ４０ ０００ 两白银ꎬ在烟台创办政记轮

船公司ꎬ经营航运和码头货栈ꎬ在日本人的资助下

逐渐发展起来②ꎮ １９０３ 年ꎬ张謇与南通士绅集资

１５０ ０００ 两白银ꎬ兴办南通大达内河小轮和货栈公

司ꎬ大达公司最初预计召集股本 １ ０００ ０００ 两白

银ꎬ除在上海十六铺自设码头和货栈、购置轮船

外ꎬ还准备在通州天生港和海州设立码头货栈ꎮ
但是实际招股本金共 ２５ ０００ 余两白银ꎬ结果通州

商埠和货栈全归商办ꎬ海州码头则由两江总督拨

款 ２６０ ０００ 两白银ꎬ天生港码头购置的趸船ꎬ添造

的栈桥、货栈等都是由张謇自办纱厂公积金垫付ꎬ
共计借银 １０５ １５０ 两ꎬ趸船用银 ６２ ９０８ 两ꎬ其余用

银 ５０ ９６９ 两③ꎮ 总之ꎬ在与外商争夺利润的诉求

和对码头货栈重要性认识的双重影响下ꎬ华商们

努力克服资金不足的困难ꎬ积极投身创办自己的

企业ꎬ并形成了初步的规模ꎮ
综上所述ꎬ清政府解除了自办货栈的禁令后ꎬ

绅商们纷纷投入了不少资金在航运业务繁忙的内

河形成了货栈网点ꎬ标志着华商码头货栈业的初步

形成ꎬ体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强求富的强烈愿

望ꎮ 但它们在条约特权的干预下ꎬ不仅得不到清政

府更多的支持ꎬ而且受到外商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重

重阻碍而发展缓慢ꎮ 到中华民国成立前后ꎬ华商码

头货栈业规模普遍较小ꎬ仍然是弱势群体ꎮ

二　 华商码头货栈业的近代化进展

１９１２ 年ꎬ民国政府确定了保护私人资本主义

工商业ꎬ大力发展商业与工业的政策ꎬ为轮船航运

和码头货栈业提供了法律保障ꎮ 第一次世界大战

爆发后ꎬ列强在华的轮船航运业务受到极大影响ꎬ
货物运输量急剧下降ꎮ 华商码头货栈业获得前所

未有的快速发展机遇ꎮ 到 １９３７ 年ꎬ华商码头货栈

已经遍布中国各大内河港口码头ꎬ逐渐形成了自

己的行业规则和经营策略ꎬ成为维持国民经济的

重要因素ꎮ 这段时期华商码头货栈无论规模、经
营手段ꎬ还是性质类别等都有了近代化的提升ꎮ

(一)货栈体量分布更广

民国成立十数年后ꎬ华商码头货栈的数目、码
头数量、货栈容量和业务分布范围等都有了长足

的发展ꎬ中国各主要内河港口开始出现更多的华

商货栈ꎮ 在此之前ꎬ我国传统的码头货栈附属牙

行ꎬ主要分布于上海、汉口、南京、广州等地米行、
桐油行、茶行、丝茧行等ꎬ数量并不多ꎮ 如广州的

码头货栈多附属于公行、洋行或福潮行ꎬ专门负责

海外和沿海城市间的贸易货物的储存和报税ꎬ凡
船只进入广州ꎬ须先经由他们卸货ꎬ再行销售④ꎮ
而长江其他口岸的传统货栈也较少ꎮ

１９１３ 年ꎬ虞洽卿独资创办三北轮船和鸿升码

头货栈公司ꎬ经营范围覆盖长江三角洲和南洋等

地ꎬ是发展最快、规模最大、航线最广的华商航运

和近代码头货栈集团⑤ꎮ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ꎬ
虞洽卿趁外国轮船公司无暇东顾ꎬ大力发展三北

航业ꎬ扩展为三北航业集团ꎮ 三北集团包括三北

轮埠公司、鸿安商轮公司、宁兴轮船公司和鸿升码

头货栈公司ꎬ是当时中国较有实力的华商集团公

司ꎮ １９１６ 年ꎬ虞洽卿认为“航业之兴替ꎬ以码头栈

基为最关紧要”⑥ꎬ便在上海浦东烂泥渡路花费 ４０
万大洋兴建码头栈房ꎬ成立鸿升码头货栈公司⑦ꎬ
它标志着华商码头货栈业开始成为一个集仓储运

输和销售为一体的行业ꎮ １９１８ 年ꎬ虞洽卿将原来

华资开办ꎬ假托英商注册的鸿安轮船公司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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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码头和仓库等全部收购ꎬ进一步扩展了长江

及远洋的航线ꎮ １９１９ ~ １９２３ 年间ꎬ三北轮船公司

在长江中上游发展迅速ꎬ先后在安庆设置趸船、码
头货栈ꎬ在长沙购置原中华汽船公司码头、仓库ꎮ
１９２２ 年在汉口承租美商大来洋行的趸船ꎬ利用洋

行空地建筑码头和货栈①ꎮ
民族资本家刘鸿生此前在开滦经营煤矿ꎬ因

煤炭运输量的增长ꎬ要扩充码头货栈数量ꎬ他看中

上海的地理优势ꎬ创办了中华码头货栈公司ꎮ 据

职员回忆:“刘鸿生之所以要经营码头货栈事业ꎬ
起因是为了便于经销和运输煤炭ꎮ 他每年销煤的

数量可达 ２００ 余万吨ꎬ因此ꎬ非有自己的码头货栈

不可ꎮ”②１９１８ 年前后ꎬ上海黄埔江两岸的优良码

头几乎全部被外商占据ꎬ特别是浦西沿岸无法租

赁合适的地段ꎬ刘鸿生不得不在浦东开设货栈ꎮ
受地理环境和交通工具的影响ꎬ浦东和浦西的码

头货栈业的经营状况差异明显ꎬ若在浦东进入货

仓ꎬ货主要多支付驳运费和人力费ꎬ才能将货物运

往市场销售ꎮ １９１８ ~ １９１９ 年间ꎬ刘鸿生趁第一次

世界大战之机ꎬ与义泰兴煤号经理合作ꎬ共同购入

英商壳件洋行浦东董家渡地皮共计 ５９ 亩ꎬ修筑码

头货栈ꎬ称为中华码头北栈ꎻ此后不久ꎬ再次购入

英国怡和洋行位于浦东的场地一块ꎬ以及木质码

头和少量的仓库③ꎮ １９２１ 年ꎬ刘鸿生购进英国亚

细亚火油公司义泰货栈两处ꎬ并再次购入 １６ 亩土

地ꎬ与董家渡南栈合并中华南栈ꎬ在浦东兴建白莲

栈码头仓库、下关南京码头、江阴码头和镇江码头

货栈ꎮ 据壳件洋行估算ꎬ义泰兴北栈面积大约为

５６ 亩 ２ 分 ５ 厘 ５ 毫ꎬ在黄浦江的岸线长达 ９００ 英

尺ꎬ价值 ３５ 万两白银ꎻ义泰兴南栈面积 １１８ 亩ꎬ河
岸线长达 １ ４７０ ~ １ ４８０ 英尺ꎬ价值约 １００ 万余两

白银④ꎮ １９２６ 年ꎬ刘鸿生在浦东周家渡黄浦江边ꎬ
买入 ２６０ 余亩土地ꎬ建筑码头和货栈ꎬ将其称为中

华西栈ꎮ 第二年ꎬ黄埔江两岸的北栈、南栈和西栈

合并ꎬ加上煤炭公栈和白莲渡码头货栈合称为中

华码头货栈公司ꎮ １９３６ 年前后ꎬ中华码头北栈岸

线长 ２６４.９０ 米ꎬ码头 ２ 座ꎬ专门储存煤炭矿石等

材料ꎮ 南栈岸线长 ５３４.９ 米ꎬ码头 ３ 座ꎬ仓库 １２
座ꎬ容量达 ６４ １９８ 吨ꎬ露天堆场可堆煤 １０ 万余

吨ꎮ 西栈岸线长 ５７４.６ 米ꎬ码头 ３ 座ꎬ仓库 ４ 座ꎬ
容量 １６ ９８０ 吨ꎬ露天堆场容量为 ８ 万余吨⑤ꎮ

１９１５ 年前后ꎬ义泰兴、大通、宝华、顺昌、通
裕、人和等一批较小的轮船公司也在长江航线运

营货物运输与码头货栈ꎮ 长江中游以汉口地区为

中心ꎬ小型航运和码头货栈公司迅速发展ꎬ由原来

的 １７ 家增加到 １３２ 家ꎬ扩大了码头货栈的数量ꎬ
运力大幅度提高ꎮ 更多内河航线的联通促进了码

头货栈业发展成一个有机系统ꎬ行业规模逐渐扩

大ꎮ 长江下游以上海为中心ꎬ开辟了上海到芜湖、
南京、九江、镇江、江阴之间的航线ꎮ 随着私人航

运公司数量增加ꎬ到 １９２１ 年左右ꎬ小轮船的货物

运力达 ８５０ 余吨⑥ꎬ与之相匹配的码头货栈业也

急速发展ꎮ 以上海为例ꎬ到 １９２９ 年ꎬ上海的码头

货栈业虽仍以英国、美国、日本、德国为主ꎬ但华商

码头货栈的比例较 ２０ 世纪初有了大幅增加ꎬ栈房

货物存储容量达到 ２２ 万余吨ꎬ占到上海全部总量

的 ２５％ꎬ相对应的外商货栈容量则降至 ７５％⑦ꎮ
到了 １９３５ 年左右ꎬ上海码头货栈业的总容量达到

９５ 万余吨ꎬ其中浦东码头货栈大约 ６４ 万余吨ꎬ占
总容量的 ６６.７％ꎬ浦西近 ３４ 万余吨ꎬ占总容量的

３３.３％⑧ꎮ 尽管此时的码头仍以英、美、日等国为

主ꎬ中国人自己经营的码头货栈的数量和容量较

清末有了明显的增加ꎮ
民国初年ꎬ中国航运企业在汉口沿江地段修

筑码头ꎬ运营轮船和货栈业务ꎬ到抗战前夕ꎬ汉口

华商码头货栈业发展到高峰ꎬ一共有 ４８ 家华商货

栈业在行业公会注册ꎬ许多码头货栈业的规模较

大ꎬ但与外商货栈相比仍有不小差距ꎮ １９３７ 年左

右ꎬ仅汉口一带的中外仓库数量达到 １４６ 座ꎬ总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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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接近 ２０ 万吨(见表 １)ꎮ
表 １　 １９３７ 年前后汉口中外货栈统计表①

单位 数量(座) 容量(吨)

招商局 １１ ２０ ５００

太古 ２４ ４３ ３９９

怡和 １０ １０ ８００

三北 ８ １７ ２００

日清 ６ １６ ０００

俄商新泰栈 １ ２ ０００

保安仓库 ７ ４ ８００

各盐号 １９ １７ ０００

英平和洋行 ２１ ２７ ４００

其他英商 ６ ６ ６００

其他航商 ６ ７ ２００

容量不明仓库 ２７ ２７ ０００

合计 １４６ １９９ ８９９

外商在汉口码头的货栈数量占据多数ꎬ依旧

把控着码头货运的主动权ꎬ侵占中国的经济资源ꎮ
华商私人资本的码头货栈业较民国初年有极大的

发展ꎬ占据市场约三分之一ꎬ开始和帝国主义货栈

业展开竞争ꎮ
浙江省的码头货栈业发展同样迅速ꎮ 尽管货

物流量和货栈数量不如上海、汉口ꎬ但杭州、宁波

等地也具有一定规模(见表 ２)ꎮ
表 ２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浙江部分地区货栈业情况表②

县别 家数 资本额(元) 营业额(元) 备注

杭州市 ３ ——— ——— 调查不完全

嘉兴 ２ １３ ０００ １１ ０００

吴兴 １ ——— ３０ ０００

长兴 ２ ６０ ０００ ６０ ０００

鄞县 ２０ ２５ ８００ ５６ １００

永嘉 １ ——— １００ ０００

总计 ２８ ９８ ８００ ２５７ １００

浙江省的码头货栈业以杭州市和鄞县(宁

波)最为发达ꎬ其中鄞县的货栈数量最多ꎬ达到 ２０
个ꎬ约占总数的 ７１％ꎬ但规模相对较小ꎬ总营业额

为 ２５ ８００ 元ꎬ仅占总数的 ２６％ꎮ ２０ 家货栈行中ꎬ
专门储存米的仓房有 ７ 家ꎬ纸张、香烟的各 ２ 家ꎬ
其余为杂货货栈③ꎮ 总之ꎬ长江中下游流域的货

栈业发展最好ꎬ尤其是上海、汉口、宁波等地ꎬ华商

在这些地区设立码头ꎬ修筑货栈业ꎬ逐渐形成

规模ꎮ
除长江流域外ꎬ华商在珠江和西江流域成立

多家船务公司ꎬ经营广州、香港、海南岛、北海等地

的货运、客运和货栈业务ꎮ １９１４ 年左右ꎬ以陈少

白为首的粤商联合侨商成立粤航公司ꎬ经营货栈

业和运输等ꎬ成为华商在珠江流域最大的航运货

栈公司ꎮ 此外ꎬ广西的船务公司、香港四邑轮船公

司、普泰轮船公司等都开展了码头运输与货栈业

务ꎬ但他们的规模较小ꎬ货栈分布不均衡ꎮ 黑龙江

流域的东北戊通航业局的码头货栈也是华商发展

较好的代表之一ꎬ根据早期中俄通商条约规定ꎬ东
北航线只能由中俄两国经营ꎮ 十月革命后ꎬ俄国

在松花江和黑龙江的航业和码头货栈被中国商人

孟昭常收购ꎬ与哈尔滨绅商组建戊通航业局ꎮ 经

过多年经营ꎬ戊通航务局的业务遍布哈尔滨、黑
河、漠河等口岸ꎬ他们在通商口岸修筑码头和货

栈ꎬ促进了东北地区码头货栈业的发展ꎮ 据统计ꎬ
１９２０ 年ꎬ戊通轮船公司在松花江哈尔滨口岸十二

道街租地建屋ꎬ修筑四层楼房ꎬ分别为作为海关邮

政办公房、总经理住宅、警察汽车马车房以及货栈

办事处ꎮ 此外ꎬ在漠河码头设有材料库、货栈和机

器房ꎬ专为戊通公司暂时储存货物而用ꎮ 离漠河

口岸不远的高家屯也设有临时仓储货物的栈房ꎬ
主要是囤积草料和机器ꎬ并在码头附近修筑楼房

以供办公、住宿和储货用ꎮ 日本曾经企图趁十月

革命之机ꎬ霸占松花江和黑龙江的航运与货物仓

储业ꎬ创立东西比利亚轮船公司ꎬ但遭到东北人民

的强烈反抗ꎬ国民政府扣留日船ꎬ勒令日本码头停

止运营ꎮ 随后ꎬ华商王魏卿连同他人购买日商航

运公司全部设备ꎬ为日后收回松花江的航运主权

开创了先例④ꎮ 黑龙江和松花江有越来越多的华

商开设轮船货运公司ꎬ码头货栈业也逐渐形成

规模ꎮ
(二)经营手段的近代化转变

民国黄金十年期间ꎬ华商码头货栈业发展良

好ꎬ无论营销模式、管理方式、思想认识还是业务

规模都取得了一定成果ꎬ加速了近代化转型ꎮ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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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下ꎬ我国传统货栈不仅设备简陋ꎬ而且收费偏

低ꎮ 开埠之前ꎬ上海码头荒凉ꎬ毫无设备ꎬ仅浦东

有一二栋旧式仓房①ꎮ 汉口的旧式货栈多以百货

栈、粮栈和油栈为主ꎬ只能简单地防止存入的货物

被盗ꎬ不能抵御其他的危险②ꎮ 江西九江各地的

粮食行并未建立仓库ꎬ大部分租用旧式商堆或民

房ꎬ设备简陋ꎬ农民对新事物颇有怀疑ꎬ故货栈设

备没有发展③ꎮ 这也导致了货栈收费偏低ꎬ例如

上海北货业行栈一般备有客房供商人住宿ꎬ为吸

引更多客商ꎬ对囤积的货物收费也比较便宜④ꎮ
江西九江粮行因交易客商多为来往的外客ꎬ货物

一时无法迅速销完ꎬ多存于粮行的货栈内ꎮ 粮行

对寄存货物的租金不甚计较ꎬ或每包收二、三分ꎻ
或在一年内不论时间长短ꎬ 每包一律收二、
四分⑤ꎮ

华商私人资本码头货栈业起初的主要功能是

保障货物安全ꎬ随着行业竞争的日益激烈ꎬ近代轮

船、铁路和公路运输的发展加快了运输效率ꎬ为货

物转运和储存带来新的发展空间ꎬ原有的经营理

念已经无法适应日益增长的商品需求ꎮ 越来越多

的华商学习外商经营理念ꎬ将码头货栈的管理与

货物运输量紧密联系ꎬ使其具有联络商品销售功

能ꎬ业务不再只是保管货物ꎬ而是将货物的买卖和

运输情况与存储管理联系起来ꎬ根据货物的流通

信息制定储存计划ꎬ防止商品贬值ꎮ
为适应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ꎬ华商私人资本

码头货栈的管理模式也制定了货栈章程制度ꎬ产
生了近代化的转型ꎮ １９３０ 年左右ꎬ随着货栈行业

公会在各地发展ꎬ通过商议ꎬ逐渐形成仓储管理准

则ꎬ对货物仓储手续、货物出入仓手续、货物保管

方法、货物联络任务等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ꎬ主要

原则是保证货物及时出仓与入库ꎬ在有效时间内

发挥联络功能ꎬ保障货物的价值ꎮ 有的栈房还制

定了职员职责表ꎬ规定了货栈组织结构、各类职员

责任范围、办事规则等ꎬ细化了货栈业的管理方

式ꎮ 小提单是码头货栈与寄存者的契约形式ꎬ对
货主发行通知货栈托存的凭证ꎬ规定了双方权责ꎻ
货物的类型、数量ꎬ只能在货物入栈后才具有效

力⑥ꎮ 小提单主要有两种功能ꎬ其一ꎬ报关提货ꎬ
代替船提单的作用ꎮ 进口报关时需要从货栈提出

货物ꎬ若船提单未能及时办理ꎬ可通过银行担保向

码头货栈申领船体单ꎻ其二ꎬ证明货主ꎬ合理分配ꎮ
若有多人共同托存货物时ꎬ码头货栈出具小提单

显示各自货物种类ꎬ对于货物价格、运费、上下力、
报关费及其他费用的摊派都有证明作用ꎮ

华商私人资本码头货栈业经过数十年的发

展ꎬ收入增加较多ꎬ反映了近代化经营手段带来的

积极影响ꎮ 民国中期码头货栈业的经营状况良

好ꎬ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ꎬ１９２７ ~
１９３７ 年间ꎬ收入和支出的情况大概如下所述ꎮ 收

入主要包括以下四种:(１)栈房租费ꎻ(２)上下力ꎻ
(３)码头费ꎻ(４)杂费⑦ꎮ 上下力指将货物从码头

到对仓库的搬运费用ꎬ包括货物的出仓和入仓ꎬ不
同货物的搬运费用不同ꎮ 租费、上下力和码头费

是最主要收入ꎬ占总收入的 ９０％以上ꎮ 根据南京

政府财政部 １９３３ 年对三北码头货栈营业数额的

统计ꎬ到 １９３３ 年 １ 月 ６ 日止ꎬ营业收入达到

３ ６６０ ０００余元ꎬ而 １９２９、１９３０、１９３１、１９３２ 四年的

平均营业收入仅有 ２ ７９０ ０００ 余元ꎬ刚好达到

１９３３ 年上半年之收入ꎮ 与前四年相比ꎬ其百分

率、货脚收入比增加 ２９％ꎬ客脚收入比增加 ４４％ꎬ
货栈收入比增加 ３３％ꎬ总额增加约 ３１％⑧ꎮ 可见ꎬ
华商码头货栈业在近代经营管理模式下迅速发

展ꎬ随着进出口货物的增加ꎬ货栈的营业额也是成

正比地增加ꎮ
(三)货栈类型的多样化

不少公司按照堆置货物的性质ꎬ将码头货栈

分为多种类型ꎬ以确保它们的稳定ꎮ 民国时期进

出口货物种类繁多ꎬ性质各不相同ꎮ 据统计ꎬ１９３０
年左右ꎬ我国营业的码头货栈储存的货物在万吨

７６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丁振一:«堆栈经营概论»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４ 年版ꎬ第 １２－１３ 页ꎮ
浙江省甲种商业学校:«汉口旧式堆栈»ꎬ«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校友会杂志»１９２４ 年第 ７ 期ꎬ第 ９ 页ꎮ
江西省农业院:«江西米谷运销调查报告:仓储机关»ꎬ«江西省农业院专刊»１９３７ 年第 ４ 期ꎮ
«上海北货业之市况»ꎬ«农商公报»１９１６ 年第 １９ 期ꎮ
江西省农业院:«江西米谷运销调查报告:中间机构»ꎬ«江西省农业院专刊»１９３７ 年第 ７ 期ꎮ
丁振一:«堆栈业经营概论»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４ 年版ꎬ第 ８２－８４ 页ꎮ
“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仓库经营论»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５ 年版ꎬ第 １４７ 页ꎮ
«民国黄金十年之招商局经营»ꎬ«申报»１９３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ꎬ第 １ 版ꎮ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左右ꎬ价值约数十万元①ꎮ 这些货物以棉纱、花生

仁、烟叶等为大宗ꎬ数量均在 １ ０００ 吨左右②ꎬ其余

的货物包括火油、煤油、柿饼、苞米等ꎮ 如何保障

这些存栈货物的安全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ꎮ
首先是进出口栈ꎮ 凡需即刻进出口的货物均

应堆于进出口货栈ꎬ进出口栈又有进口栈和出口

栈之分③ꎮ 凡由船舶运载而来的货物ꎬ卸下之后ꎬ
由理货员指挥存栈ꎮ 根据洋船或本国船只与码头

货栈商议的结果ꎬ可以免除一定时期的栈费ꎮ 如

逾期ꎬ则将货物移入堆存栈ꎬ按日计费④ꎮ 我国华

商码头货栈如宁绍、三北、大达等ꎻ英国的公和祥、
太古、隆茂等ꎻ日本的三菱、三井、日清等都设有进

出口货栈ꎮ
其次是堆存栈ꎮ 此种货栈由进出口栈转化而

来ꎬ凡托运人暂不提取之货物ꎬ均放至堆存栈中ꎬ
每日按吨计算栈租ꎬ作为栈房之收益ꎮ 码头堆存

栈对于航运公司而言非常重要ꎬ大批货物运抵码

头ꎬ绝非短期内可以销售ꎬ如无堆存栈存货ꎬ则招

揽货运必感困惑⑤ꎮ
最后是特殊物品货栈ꎮ 为了防止易燃易爆物

品与其他商品存放一处可能带来的危害ꎬ码头货

栈还专门设置了油栈和危险品货栈ꎮ 油栈即专门

用来存储油料ꎬ其货物的储存、起卸、装桶等ꎬ均有

特别的设备ꎮ 油栈设置地点不仅要便于轮船运

输ꎬ还须远离市区⑥ꎮ
综上所述ꎬ在数十年的发展期内ꎬ华商码头货

栈业不仅扩大了规模ꎬ而且引进了近代化的技术

和制度ꎬ增加了营业收入ꎬ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自

强不息的奋斗精神ꎮ 华商码头货栈业整体的近代

化提升也保障了中国航运公司的进一步崛起ꎬ更
有利地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ꎮ

三　 余论
甲午战后ꎬ清政府逐渐认识到货栈对中国工

商业的重要性ꎬ并颁布一系列的条例解除了华商

自办货栈的禁令ꎮ 华商码头货栈业随航运公司而

兴起ꎬ他们主要分布在长江、珠江及黑龙江中下游

航运发达的区域ꎬ经过数十年的发展ꎬ具备了一定

的竞争力ꎬ并促进了中国传统货栈的近代化转型ꎬ
为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

献ꎮ 毋庸讳言ꎬ近代华商码头货栈业能形成此等

规模ꎬ是时代需求、列强间的矛盾和自身奋斗共同

作用的结果ꎮ 其中不少有影响的官员和乡绅们认

识到了外商货栈的危害ꎬ并相继提出了与他们争

利的诉求是根本的原因ꎬ以致清政府解除相关禁

令ꎮ １８８２ 年ꎬ直隶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张树声提

出:“通商各埠靠船码头ꎬ本应归华商自造ꎬ各国

条约只准洋商租地ꎬ非必须洋商修岸做码头也ꎮ
中国各商向不谙此ꎬ致各处洋商租地ꎬ将便于停船

河岸全行租去ꎬ并于河岸做出码头ꎬ日收靠船之

费ꎮ”⑦认为洋商利用条约特权占尽码头ꎬ抢夺了

华商货栈的利益ꎮ １８８６ 年 ９ 月ꎬ盛宣怀与朱其诏

讨论天津招商局紫竹林码头转售货栈一事ꎬ提及

之前宁波招商局将码头设备卖给洋人以致华商生

意凋零:“该公司近因招商局将上海、宁波码头售

与洋人ꎬ沪无立足之地ꎬ商情渐涣ꎮ”⑧为避免这种

情况的再次发生ꎬ盛宣怀和朱其诏一致同意应将

紫竹林码头货栈售与华商集成公司而不是洋商:
“每年有码头租银一万两ꎬ房租洋六千ꎬ与其售与

洋人ꎬ不如售与华人ꎬ与其售与粤人ꎬ不如售与吴

人ꎮ”⑨由此可见ꎬ以张树声和盛宣怀等为代表的

一些官员看到了洋商在码头设立货栈对华商利益

的危害ꎬ并多次呼吁希望华商能有自己的码头货

栈ꎮ １８９６ 年正月ꎬ张之洞在奏折中提及江西士绅

们自办内河航运及码头货栈的请求:“筹款购备

小轮船十余只ꎬ专在内河运货以收利权等因
拟请援照江南内河成案ꎬ自吉安至吴城设小火轮

六ꎬ自吴城至九江设浅水轮二ꎬ自九江至饶州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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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轮二ꎮ 停泊处所各立中国码头并设公司稽

查ꎮ”①这些士绅们和地方大宪的言论表明华商急

需获得兴办内河航运及码头货栈的支持ꎮ 在他们

的影响下ꎬ清政府先在 １８９５ 年令各省都抚“准许

内河行小轮以杜洋轮攘利”②ꎬ后于 １８９８ 年宣布

“拟将通商省份所有内河ꎬ无论华商洋商ꎬ均准驶

行小轮船”③ꎬ使华商正式获得创办码头货栈的权

利ꎮ 而列强因相互间矛盾爆发的第一世界大战不

仅削弱了彼此在中国的力量ꎬ而且给了华商码头

货栈业一个黄金发展机会ꎬ推动了他们规模的扩

大ꎮ 最后ꎬ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不畏艰难ꎬ坚持

奋斗的努力是华商码头货栈业形成规模的重要精

神支柱ꎮ 创业之初ꎬ华商们便受到资本、技术以及

条约特权等多方面的限制ꎬ但他们依然坚持投入ꎬ
不懈发展自己的航运货栈业ꎬ并最终获得成功ꎮ
此所谓时势造英雄ꎮ

事物总有它的两面性ꎮ 华商码头货栈业在转

型中也暴露出封建性与近代性相互杂糅的本质ꎬ
存在许多不足之处ꎮ 黑龙江戊通航运公司经营的

码头货栈就有机构重叠、分工不明确和贪腐的情

况ꎮ 如货栈处和运输处尚未分离ꎬ货物的转运和

存放都由运输处负责ꎬ货栈由运输处派一、二人监

管ꎬ除雇更夫数名ꎬ闭门谨守即可④ꎮ 这样的制度

容易导致货栈管理人员贪腐的发生ꎮ 办事处主任

兼货栈、材料等处主任ꎬ大权在握ꎬ经常贪污ꎮ 据

统计ꎬ某主任供职不满三年ꎬ获利有数十万之

巨⑤ꎮ 可见封建官僚主义作风之害ꎮ 这表明了中

国近代码头货栈业并非完全根据自身特点演变而

来ꎬ而是以一种嫁接的方式迅速出现ꎬ以致中国社

会还不能全面提供近代企业成长需要的环境ꎮ 因

此ꎬ以华商码头货栈业为代表的企业中残存的传

统价值标准和伦理道德势必与近代商务理念发生

激烈冲突ꎮ 这也暗示了中国华商码头货栈业仍然

处于弱势地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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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ＸＩＯＮＧ Ｘｉｎ￣ｇ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Ｈｕｎ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４１００８１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１８９５ ｔｏ １９３７ꎬ ｗｈｅ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ｈａｒｅ ｗｉｔ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ｗｈａｒｆ
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ꎬ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ꎬ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ｔｈｒｅ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ꎬ ｉ.ｅ. ｂｅｉｎｇ ｆｒｅ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ａｎꎬ ｂｅｉｎｇ ｔｏ ｔａｋｅ ｓｈａｐｅ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Ｉｔ ｗａ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ｌｉｆｔｅｄ ｔｈｅ ｂａｎ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ｗａｒｅｈｏｕ￣
ｓｅｓ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ｑｕｉｃｋ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ｅｄ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ｃａｌｅ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ｗｈａｒｆ 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ｙ. Ｌａｔｅｒꎬ 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ｔ ｗａｓ ｍａｄｅꎬ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
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ꎻ ｗｈａｒｆ 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ꎻ ｆｏｒｍ ａ ｃｅｔｉｎ ｓｃａｌｅꎻ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ꎻ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责任校对　 朱正余)

９６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张之洞:«江西绅商请办小轮瓷器及桑蚕学堂折»(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五日)ꎬ载中国书店:«张文襄公全集(第 １ 册)»ꎬ中国书店

１９９０ 年版ꎬ第 ７８５ 页ꎮ
张之洞:«致苏州奎抚台»(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六日)ꎬ载中国书店:«张文襄公全集(第 ３ 册)»ꎬ中国书店 １９９０ 年版ꎬ第 ５９３ 页ꎮ
奕劻:«开放内河允许外船在内河航行事»(光绪年间)ꎬ载朱士嘉:«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下册)»ꎬ中华书局 １９５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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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景春:«督办王景春调查报告»ꎬ载交通史编纂委员会:«交通史航政编(第 １ 册)»ꎬ交通史编纂委员会 １９３１ 年版ꎬ第 ４３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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