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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香洲開埠”事件，學術界已有不少研

究著述 
(1)
，然多側重於開埠原因、過程、埠務

建設、利益紛爭、失敗教訓、對澳門的影響及史

料彙編諸方面，而免稅問題的始末卻未作詳細探

討。本文結合史料，闡述香洲埠免稅創設的具體

過程，揭示這一歷史創舉歷時兩年始獲批准的艱

難歷程。

香洲商埠的創建

香洲商埠位於香山縣下恭都屬吉大、山場兩

鄉交界處的荒地 (今屬珠海香洲區)，土名沙灘

環，其南至崩山角 (今南村隧道口附近)，北至河

窖山邊 (今華子石鳳凰橋)，東至野狸山 (今野狸

島)，西至荒地山腳 (今紅山村附近)，縱橫約七

百畝 [圖1]。1908年12月，花翎知府銜附貢生王詵   

(香山縣石岐黃沙港人)、花翎道銜伍于政 (新寧縣

人)等聯名向廣東勸業道提出開埠申請，以 “墾

荒殖民，振興商務，實行公益”為宗旨。
(2)
 廣東

勸業道陳望曾對其申報地段是否民荒及所議章程

是否可行表示疑慮，遂批示香山縣地方政府前往

當地勘明。光緒三十四年臘月廿二日 (1909年1月

13日) 前山同知莊允懿會同香山知縣凌以壇實地考

察商埠地勢，認為“確係天然商港，在廣東當推

為第一，並勸勉創辦人實行組織以達其目的，地

方官無不力任保護云”
(3)
。宣統元年二月廿六日 

(1909年3月17日) 陳望曾向兩廣總督張人駿稟報

了香洲開埠事宜及香山縣地方政府的察核過程，

提議“以該環係在香山縣屬之九洲洋，擬定名為

香洲商埠”
(4)
。督憲張人駿則批示，“集資開闢商

埠，此實興商殖民之善策”，“仰即轉飭遵照開

辦，並命名香洲商埠”
(5)
，並於同年三月初十日

恭摺具奏〈香山縣紳商伍于政等自闢香洲商埠辦

理情形緣由〉 
(6)
。清政府於1909年4月22日批准

了香洲開埠 
(7)
，同日 (農曆三月初三日) 香洲舉

行盛大開埠典禮，“兩廣督憲暨水師提督、李勸

業道率同前山廳、香山縣各官，親臨香洲商埠行

開幕禮。適值大雨，仍然[燃]燒爆竹無數。海面

共有中國炮船八艘，並輪船多隻，搭載香港、省

城、澳門遊客甚夥”
(8)
 ，禮棚“來賓觀者幾無立

足地”，棚裡懸掛“強國之基”、“利國利民”

等橫幅。典禮伊始，總督張人駿為建埠公所大門

木匾親書“廣東香洲商埠”斗大楷字。“禮節共

分十門”，“極一時熱鬧”。禮畢張督勘查香洲

香洲埠於1909年開埠，但請開無稅口岸卻因事屬創行，是否無礙內地稅釐一波三折，朝

野爭鳴，歷時兩年方獲批准，卻又未產生實際的優惠效應。本文試圖再現這一曲折的歷史過

程，探討免稅創設的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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埠形勢及建築規劃，“極讚佈置之得法”
(9)
。同

年五月十一日，“所有工程皆已次第興建”，“刻

下蓋搭蓬廠，暫營商業者共有二百五十餘間。沽貨

最多者為飲食店，[⋯⋯] 統計全埠工商人已有二

千餘名，而野狸山附近漁船二百餘號，其人數若

干，未及詳查。自埠中開設漁欄十數間，船皆就

近沽魚，不復再往澳門云”
(10)
。商埠呈現一時繁

榮的興旺景象。

通商免稅的提出

香洲埠地處海濱荒地，百業待興，所需建設

資金約一百八十萬元，王詵等四人自備開辦經費

十萬元，另有外埠承認資金四十八萬元，但兩者

相差懸殊，短缺部分實行“認地售價”，以補開

埠資金之不足和實現開辦人之利益，“既可興商

殖民，亦可藉以招徠僑商”
(11)
。1908年12月王詵

等將香洲開埠相關的繪具圖說、章程、合約諸多

事項呈廣東省勸業道核辦，並稟請轉詳督憲暨商

部註冊存案，建議香洲開埠“當此試辦之初，又

為向來未有之創舉，似宜寬以文法，以期樂興圖

成”。兩廣總督張人駿在上奏朝廷的奏摺中持相

同觀點，認為“誠能厚集資本，固結眾情，他日

斯埠之振興，當可預決”
(12)
。由於我國商務從無

無稅口岸，王詵等希望“意欲於此埠特試其端”，

並詳述請開無稅商埠的理由：“籌開香洲商埠，

(圖1) 香洲埠地理位置圖 (引自《辛亥革命時期的香山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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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召回華僑，廣興商業起見，[⋯⋯] 惟商埠既

開，必利交通，乃能發達。西人商戰之局，以開

無稅口岸為上策，南洋各埠及香港皆用此法，商

務最旺。良以商場事業，不病在輸納，而病在留

難阻滯，亦痛於貨之脫卸無期，稅之徵求難緩，

資本愈重，息牽愈高，類因致敗。無稅則既免留

滯，稅不預納，所益斯大”；“況有此無稅之

埠，商利其便，百貨雲集，相機內運，既不資

倉租保險費，於外埠商運多，則內地稅釐亦旺，

公家不無間接之利”；如何免稅則“如香港市場

貿易，必貼士丹，收印花稅而商不病，取之貨已

出售之時，所徵在買客，見其易也”
(13)
；具體做

法為“祇在免外洋出入之稅，並非免內地關釐之

稅”，即“省城各處貨物運到香洲，香洲貨物運

到省城，各處遇有關卡仍行完納”，“唯外洋外

省之來香洲者、香洲之往外洋外省者毋庸徵收”，

如“內地生貨運至香洲製成熟貨出洋，祇須完內

地生貨□稅，□□□□出口熟貨之稅。外洋生貨

運至香洲製成熟貨，祇須完內地熟貨之稅，不必

先完入口生貨之稅”。因此要“設關稽查，即仿

拱北關設立分廠，於來往前山、□大對海、北山

各處要隘，辦法自無慮稅釐”
(14)
；“茲謹請憲臺

在該埠前之海面設一關廠，以便查驗出入口各船

有無私運軍火及私鹽等弊，並於出入口各船按船

之噸數由關廠抽收，如香港所收船頭金之屬，惟

不收各物稅餉。至該埠全部之外，其南邊路口直

達吉大鄉，北邊路口直達山場鄉，再請於南北兩

路口處各設分廠以抽收運往各鄉貨物稅餉。似此

辦法於香洲埠既收無稅之益，於國家課稅更覺有

盈無缺。至是否可行，伏望憲裁察奪”
(15)
。粵督

批示：“應俟勘覆，再行核辦。”
(16)

為推動香洲埠的建設，王詵等擬〈香洲埠之

簡明要章〉共十三條，內容除了規定埠中建築設

施規劃之外，其中第二條提出“稟請大憲，本埠

免設關稅，以免留難而重商務”
(17)
。不過這在創

辦人最早提交給勸業道的開闢商埠章程十條中並

未提及。此十條內容包括“宗旨、命名、擇地、

財政、開地、建造、認地、營業、規則、權利、

許可權”
(18)
。但在1909年2月的〈開闢香洲埠章程〉

第十五章“關稅”中予以體現，此條極簡明，“本

埠已稟准大憲不設關稅以免留難而重商務”
(19)
 ，至

於如何免稅未如其它章節作詳論，可見訂立詳細

章程時還未批准為無稅口岸。王詵等又訂〈通商

無稅口岸章程〉並具稟道署，廣東勸業道陳望曾

認為所議“不為無見”，但請求“擬將商埠仿照

濟南成案，訂立自由港市府之例，凡埠之全部與

街之全部，皆為無稅地域”
(20)
 一事，粵督於1909

年農曆五月十三日電致外務部、農商工部、稅務

處，稱因已准經營開埠，擬通商免稅，但事關創

辦，咨明鈞部貴處核示。外務部等覆電稱：“香

洲開埠，擬作為無稅口岸，固可利交通而期發

達。為事屬創行，是否合宜，須如何辦理方無礙

內地稅釐，足防流弊，亟應預為籌度。擬由稅務

處剳飭總稅務司，於粵關稅司內選派幹員前往查

勘。並稟承尊處酌擬辦法，俟詳細章程咨到，再

行核定。”
(21) 
但至同年農曆六月此案“惟至今尚

未議覆”。為了吸引商人前來投資，王詵等在未

得到政府批准免稅前，竟擅自稱香洲擬“六十年

無稅”，一時形成僑商和地方殷富投資熱潮，接

踵而來的有協昌、合昌、康正、興發等公司和長

安社、永利源、永安隆、萬順安，後來又有永和

隆、均益、同益、仁和公司、黃義記石場、普安

輪船公司、開明書局、安吉昌杉木欄、嶺南印務

局、國事報、仁安藥房、廣榮源銀號等。
(22)

免稅前的暫行辦法

一、暫行辦法的批准

1909年3月20日，兩廣總督張人駿奏呈外

務部關於香山縣紳商自開香洲商埠情形 
(23)
 ，       

6月1日及3日，又兩次致電外務部、農商工部、稅

務處，“一擬准該埠為無稅口岸，一擬暫准華洋

輪船前往該埠”
(24)
，謂“西人商戰之局，以開無

稅口岸為上政策。南洋各埠以及香港皆用此法，

商務最旺”，“近據九拱兩關稅務司先後申稱，

華洋各輪多請由香港、澳門赴香洲行駛，請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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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前來。查香洲開埠章程，現未議定，本難遽准

洋輪前往。惟茲締造伊始，各商人欲往該埠遊歷

考查者甚多，該埠建造工程需用材料亦多，均非

由輪載運不可，若概准往，似乎商情不無阻礙。

茲擬暫行辦法，准華洋輪船前往。祇准搭客及載

運該埠所需材料，不准裝載別貨。各船仍應赴經

過關廠報查其材料等物，照章完稅。俟該埠章程

核定，即將此暫行辦法取消。此係特別通融之

舉，目前不視為定章，以後亦不得援以為例。可

否照此辦理，乞核明迅賜電示。”
(25)
 農工商部於

6月5日就香洲開埠及辦法如何電覆致信外務部，

認為：“商埠既開，必利交通乃能發達，以開無

稅口岸為無上策，南洋各埠以至香港皆用此法，

商業最旺。我國商務從無無稅口岸，甚為缺憾”； 

“至請作為無稅口岸一層，亦以是處密邇香港澳

門，藉此招徠，為挽回利權之計。唯事關商埠稅

務，應由貴部主持。”
(26)
 外務部於6月7日答覆農

工商部，“事關徵免稅項，本部已咨請稅務處酌

核”
(27)
，“唯粵督來電所請作為無稅口岸，事屬

創行，及暫准華洋輪船前往該埠，亦有關於徵稅

事宜，應如何核覆之處，相應抄錄原奏，咨行貴

大臣查照酌核”
(28)
。6月17日，稅務處為如何電覆

兩廣總督擬就文稿，呈外務部酌核，覆電為：

辰文咸電均悉。香洲開埠，擬作為無稅口

岸，固可以利交通而期發達，惟事屬創行，是

否合宜，須如何辦理方無礙□地稅釐，足防流

弊，亟應預為籌度。擬由稅務處劄飭總稅務

司，於粵關稅司內選派幹員前往查勘，並稟承

尊處所擬辦法，俟詳細章程咨到再行核定，至

暫准華洋各輪由港澳赴香洲一節，所擬祇准搭

客，運材料仍赴關報驗完稅，辦法固屬周妥，

惟應酌定必赴□□□□報驗，並聲明如有擅載

別貨不遵報關繞越漏稅情事，查出即照沿海私

自貿易例□辦。此節雖係暫行辦法，亦應飭稅

司將如何防弊之處妥為擬議，□俟核准後執

行。外務部、農工商部、稅務處
 (29)
。

由此可知，香洲埠奠基兩月以來，除了商人到此考

察、輪載搭客和建埠工程材料外，未准華洋輪船由

港澳赴香洲埠和其它商品運入，“各船仍應赴經過

關廠報查其材料等物，照章完稅”。外務部等接電

後答覆云：“至暫准華洋各輪由港澳赴香洲一帶，

所擬祇准搭客，運材料仍赴關報驗完稅，辦法固屬

(圖2) 1910年4月12日香洲埠港口局部 (引自《香洲開埠史料輯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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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妥，惟應酌定必赴某處關卡報驗，並聲明如有擅

載別貨不遵報關，繞越漏稅情事，查出即照沿海私

自貿易例罰辦。此節雖係暫行辦法，亦應飭稅司將

如何防弊之處妥為擬議。”
(30)

二、香洲稅廠的設立

香洲埠事關徵稅的“暫行辦法”獲准後，為

防漏稅，1909年農曆七月十七日，拱北關在香洲

埠設廠稽徵 
(31)
，辦理進出口貨物的海關手續。  

《香山旬報》第41期 (九月廿一日) 報導香洲埠

最近情形時引西報，謂“香洲現已設有稅廠一

處”
(32)
 [圖2]。辦公用房由地方提供 (1921年交

回原單位)，允許民船不經馬騮洲而直接駛至香洲

埠，在馬騮洲交納的邊境稅捐也可在香洲交納。

當年四個月內往來香洲稅廠貨物估值銀68,789両，

收有稅銀958両。
(33)
 1910年該埠貿易估值核共關

平銀112,000両，徵收稅課亦止關平銀1716両。而

拱北關當年共徵關平銀383,325両，貿易估值淨數

核關平銀19,877,363両 
(34)
。香洲埠所徵稅銀僅佔

拱北關總數的0.44%。其因除“該埠一望汪洋，

尚無避風之所，論者多謂須就海邊築成大堤，商

業始克暢旺”
(35)
 及埠商內因等外，香洲埠所處

廣州至澳門航運南段的香山縣城石岐與濠鏡澳航

路有關。據1923年厲式金編修的《香山縣誌續

編》載，由石岐水出港至澳門有三條航線，為東

路、南路 (由石岐水南經第一角海、深灣海分東南

路、西南路)，其中香洲埠位於東路航線上，“由

石岐水出港口汛，沿瀝尾沙水，越大洲、二洲、

三洲山  (屬得能都) 至東洲門，出海南折涌口門 

(屬四大都)、金星門，共九十八里，又南行二十

七里為野狸洲，其北即新闢之香洲埠，又十里為

九洲洋，十五里為吉大汛，又十五里為澳門，此為

海程東路。”
(36)
 但早在道光年間，祝淮編修《新

修香山縣誌》時就指出“此海程之東路”，“波

濤浩渺，不如南路為較近”
(37)
。1910年7月29日，

香洲火災波及香洲稅廠，整個辦公場所被焚燬，

公文、印信及各種票證等因搶救及時被救出。
(38)
 

1911年5月香洲埠被定為“自由”港。根據總稅務

司的命令，在香洲稅廠仍保留員工僅作統計，不

徵稅，每季將定期的統計表送往北京和廣州。但

根據廣東巡撫的命令，從1911年5月起，所有開往

香洲的民船又需向馬騮洲分關申報，並像以前一

樣交納過境稅費、釐金、經費及邊境稅。
(39)

是否免稅之辯

根據職責劃分，開闢商埠事屬農工商部權責，

徵收稅項隸屬稅務大臣。香洲開埠請作無稅由稅務

大臣決議就可以，但由農工商部會同稅務大臣核議

也可以。粵督奏之此事，朝廷遂將其交由農工商部

和稅務大臣核議。1909年農曆五月廿一日，粵督致

電外務部、農工商部和稅務處，針對香洲埠擬通商

免稅事宜“電請會核”，除描述香洲商埠所處地段

情形外，對該埠實行免稅利弊進行了論述：

一是“惟商埠既開，必利交通，乃能發達。

西人商戰之局，以開無稅口岸為上策。南洋各埠

以及香港皆用此法，商務最旺。良以商場事業，

不病在輸納，而病在留難阻滯，亦痛於貨之脫卸

無期，稅之徵求難緩，資本愈重，息牽愈強，類

因致敗。”

二是“無稅則既免留滯，稅不預納，所益斯

大。故如香港市場貿易，必貼士丹，收印花稅而

商不病，取之貨已出售之時，所徵在買客，見其

易也。我國商務從無無稅口岸，甚為缺憾，意欲於

此埠特試其端。況有此無稅之埠，商利其便，百貨

雲集，相機內運，既不資倉租保險費，於外埠商運

多，則內地稅釐亦旺，公家不無間接之利。”

三是“現已有該商等分為免稅界限、管理規

則、理船商程、保護辦法四則，酌採香港內行辦

法別類，擬議呈核，以憑參合我國法律條例，分

別准駁，再行咨明鈞部貴處核示。”
(40)

外務部等對此覆電持慎重態度，擔心有礙內

地稅釐徵收，認為：“香洲開埠，擬作為無稅口

岸，固可利交通而期發達。為事屬創行，是否合

宜，須如何辦理方無礙內地稅釐，足防流弊，亟

應預為籌度。擬由稅務處剳飭總稅務司，於粵關

稅司內選派幹員前往查勘，並稟承尊處酌擬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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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俟詳細章程咨到，再行核定。”
(41)
 於是稅

務處劄行總稅務司，總稅務司又劄行九龍關稅務

司，由九龍關稅務司夏立士查勘香洲埠是否可作

無稅口岸。根據夏立士的陳請，“先由勸業道轉

飭香山縣論知，該埠總理王詵等訂日邀集九龍關

稅務司同往查勘”，因此，王詵等前往九龍關與

稅務司約定 (農曆) 六月初一“一同前往香洲查勘

並據呈□擬議無稅埠之大概辦法，及□□請在該

埠前之海面設一關廠，查驗各船出入□貨物有無

私運軍火、私鹽等，□驗明後任由各貨主起入各

商號，免納釐稅，再於該埠南北兩邊各設分廠一

所，俟其分售各鄉，經由該兩分廠之時即應完納

稅項，若在本埠銷售者准予免徵等由。”
(42)

至七月初一日，夏立士與王詵等一同前往香

洲埠查勘，但夏立士查勘後並未按照王詵等的上

述提議提倡免稅，而是詳細闡述了香洲埠“未便

准作無稅”之故，認為“以香洲祇可作為中國自

開之通商口岸，若於無稅商埠，非特與各處定章

不符，兼與國家大局並無進益，復與稅課大有妨

礙”，並提議設立關棧 ——

一是“中國各處商民，販運來往貨物，向皆

無不完稅，完稅定章，行之已久，即國家餉糧，俱

賴稅項為一大宗。凡屬國人，均有輸納釐稅之一分

子。今若特准一埠無稅，恐各處人民難免不謂政府

有厚彼薄此之議，似非昭公允而服眾心之辦法。”

二是“該埠之盛衰，視乎地勢之相宜，人民

法度之美善，並非關乎居住商民食用各物之免

稅，蓋以一埠商民食用之物有限，較之各處運至

該埠全數貨物，恐亦不過於百分中一二。”

三是“查香港之無稅，乃因香港不過運貨過

路之口，若令其暫停轉運之貨納稅，則運貨商賈

必徑赴銷售之埠，而不經由香港，現雖未抽本埠

銷售各物之稅項，仍有抽收各項牌捐等費。近聞

更有議徵煙酒兩款之稅餉，而香港所以興盛者，

乃以港口水深，又得山嶺環抱，使大小輪帆入港

寄碇，而無風濤危險之處。”

四是舉膠州灣、煙臺為例，指出其並非全部

貨物免稅，其興旺之故乃“舟車輪運之便”，

即“膠州灣一口，進口貨物亦非全屬無稅，除製

造廠所配用之機器傢俱及各衙署工程局等所用材

料准予免稅外，其餘各色貨物均仍遵照新關章程

納稅。而膠州之興旺並非因免以上器件之稅餉，

良以地勢之相宜，港口之淵深，能使大小船隻，

近岸停泊，海面平靜，免受風濤之險，復有鐵路通

達內地，得以兩端，輪運利便，有以致之”；“今

以附近煙臺而論，膠州旺而煙臺衰者，無他，未能

如膠州舟車輪運之便，是以不克同一興旺也。”

五是“若以上海而論，該埠皆有設關徵稅，

並非無稅之場，何各租界竟如此繁盛，合此四埠

以觀，則凡商埠之興旺衰落，非關於有稅無稅，

可為一證也。”

六是建議在香洲埠“設立關棧，無論各類船

隻，凡由中外各處運到香洲貨物，應當照章投赴

該關報驗”。針對王詵等六月初一日邀請其查勘

香洲埠時的提議，夏立士認為“目下如在該埠南

北兩邊設卡，派駐員役稽查，另在口外設輪巡緝，

月中共需經費約一千三百元之譜，此係專以現時情

形而言。另有須在該處設一關廠管理進出口之船隻

貨物，應需經費若干，尚未計及。第設卡派有員役

巡查，仍恐防不勝防。即以九龍拱北兩關在各邊界

所設巡卡，歷經難辦情形，可引為前車。若欲貨物

預不納稅，則應在該埠設一新關，再仿上海新關，

設立關棧，無論各類船隻，凡由中外各處運到香洲

貨物，應當照章投赴該關報驗。如由中國各處運至

該埠，經已納過稅項者，則將完稅單據呈驗後，准

其任便起卸；若由外洋各口運至香洲，尚未完稅項

者，凡係當即銷售之貨，應即隨時納稅，設非即時

銷售之貨，則須起入關棧存儲，暫免納稅，一俟銷

售提貨出棧之時，即當照章補納。”

七是至於暫准免稅一說，認為“該商埠茲當

開闢之初，若欲再予維持，則擬將所議章程內開

興建該埠一切材料以及列明工匠日用所需伙食各

款，暫准免稅，如有影射等情，仍將此例隨時撤

銷，免茲流弊。此外再免完納船鈔船料五年，限

滿之後，仍當照章完納。此雖與各處口岸辦法略

異，亦不過一時權宜之計，然既為興商殖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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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又非永以為例，似可變通定章辦理，以示鼓

勵，兼可藉此以促成開闢該埠之初意。”

八是“各國商民留居該埠營業者，雖然亦須

遵守工程潔淨等局所定章程，誠恐其他訴訟裁判

等事，均不能越條約以及該管領事法律許可權之

外一節。查該埠欲求興旺，自意闢作通商口岸，

惟該埠規模甫經粗備，應俟察看情形，再行參酌

各省成案，妥議章程。”
(43)

同時夏立士擬定往來香洲埠船隻貿易免稅暫行

試辦章程共十三條，於七月初八日申送護督胡湘林

核議，免稅範圍、種類均為有條件下的有限免稅，

與埠商所請開免稅口岸相差甚遠。其詳細內容為：

一、香洲埠乃為中國廣東省自開通商之口

岸，坐落在拱北關之轄境。

二、該埠籌辦一切事務，係由該處紳董等

經營擘畫，至於徵收稅項、船隻來往之事，概

歸海關稅務司管理。

三、凡在香洲賃地以及該埠行政捐費，一

切章程皆由該埠公所紳董等擬定後稟呈兩廣督

憲，奏咨政府核准，隨時宣示，俾眾周知。至

於中外商民，凡在該埠營業以及居留者，須依

該埠所定章程方可。

四、凡大小輪船及洋式之船，由中國各處

通商口岸並外洋各口往來該埠者，在該埠新關

均應遵照通商口岸行輪章程辦理。

五、凡華族民船往來香洲埠者，在該處新

關均應遵照華船貿易定章辦理。

六、凡往來香洲之貨物，除第九、第十兩

條所載之貨暫准免稅外，其餘各貨均須遵照後

開章程辦理。

甲、凡洋船裝運之貨，□□通商口岸稅則

章程辦理。

乙、凡華船裝運之貨，應□粵海當□□□ 

□□□辦理。

丙、□到埠□□□□□□□□□□□□□

各商號稟請□□□□□如此方准緩納稅項

□□□之□□□□章補納稅餉。

丁、凡存關棧之貨而欲仍舊運回原來之

埠，准免納稅。該關棧之章程係仿照上海關

棧之辦法，其詳細章程內容，俟調查明晰後

再行申報宣示。

七、凡洋族之躉船、駁船，或常川在該

埠貿易，或由該埠來往中外各通商口岸者，

均應備有艙門、蓋板，聽憑海關可以封鎖以

杜走漏，如未稟該處新關特准者，不准將貨

堆積艙面。

八、凡港澳之洋商輪船，暫行祇准自上午

六點鐘起至下午六點鐘止可到該埠，唯不得在

該處海面停泊過夜。

九、凡係通往香洲、專為該埠建造公私房

屋及製造廠所用之機器材料等類，暫免納稅，

唯仍應報明海關查驗方可。

十、凡運往香洲、專為本埠日用之伙食，

如□粉、米、菜油、蛋、雞、鹹魚、紫醬油、

鹽鴨、生菜、鮮果、煤油等類，暫免納稅，唯

仍應遵報明海關查驗方可。

十一、凡運免稅之貨到埠起岸時，須報明

該埠關廠，唯應由該埠公所出具係□擔□，實

係專為就地之用方可。如果運出埠外，則應報

明關廠照章納稅，違則按照稅則稅數加倍完

納，如有藉端影射情□，可將第九、第十之

例隨時撤銷。

十二、凡自外洋各口來至香洲船隻，暫准

免納船鈔五年，俟五年後仍應遵照通商口岸定

章完納，如該埠令納各項船捐，各類船隻均應

照繳。

十三、凡以上所擬章程均係暫行辦法，如

有未盡事宜，再行隨時酌改。

針對九龍關稅司之異議，護督胡湘林將夏立

士的申呈及稟函“檄行廣東勸業道會同布政司、

粵海關務處悉心核議至再至三，並經該司道等督

前山廳同知香山縣知縣召集該職商等切實勘查，

廣徵輿論，推究利弊，不厭加詳”
(44)
。勸業道署

道韓國鈞認為香洲如果收稅，洋商將“徑赴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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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埠”，而不樂意運貨至新開闢的香洲埠，歐美諸

國每開一新埠，必先宣佈免稅辦法，故香洲埠免稅

則興，不免稅則無望，請稅務處“飭行九龍關稅務

司可另訂免稅章程，以保商權而興埠務”。稅務處

認為“香港、澳門均係無稅口岸，而與新開香洲

埠一□可抗，彼能一切自由，此則動形束縛，相

形見絀，輿情不無觖望”，但稅務處對是否免稅

並飭令稅務司另訂免稅章程祇能“先據情咨覆大

部，以期早日蕆事”
(45)
。廣東布政使司等認為埠

商所稟香洲與港澳一葦可航，“香洲一埠免稅與

否，於利害得失所關甚大”係屬實在情形，“新

闢香洲商埠應請查照前憲張電部原案，仍作為無

稅口岸以慰輿情而振商務”
(46)
。

據1910年10月23日《香山旬報》第75期報

導，粵督袁樹勳日前對於香洲埠的辦理情形及

作無稅商埠是否可行“諭飭九龍關稅務司詳細查

明”。九龍關稅務司夏立士調查後除闡述“該埠

地不宜，並非天然商埠場之大概情形”外，針對

香洲埠若准作為無稅口岸存在的問題予以詳細分

析：

 一恐各省商民援案以請；二恐有約各國

或相詰難，或請將已開之通商各口，悉援利益

均沾之例辦理；三如廣東各關徵收稅課，已受

廣州灣、澳門、香港毗界相連防不勝防之影響

矣。若再開一無稅口岸，則又何異闢多一漏稅

之門，如設巡輪巡卡，每月所需經費，共計約

在二千之譜。尤有初次建造廠卡裝置巡輪，共

需經費約在二萬二千員之譜，除此而外，似此

常年靡費鉅款，而僅徵收該埠分銷各鄉稅餉，

不特入不敷出，恐所短之數，定蔔相去懸遠，

是為未便作為無稅商埠窒礙損益之梗概也。
(47)

對於香洲埠可否開闢為自治之埠，夏立士認

為：“此舉固屬甚佳，但居留該埠華民，固應遵

守所定規條，華民若有不合公理之事，自當稟由

該處有司保護，而各國商民居留該埠營業者，雖

然亦須遵守工程潔淨等局所定章程，誠恐其他訴

訟裁判等事，均不能越條約以及該管領事法律許

可權之外。”
(48)

總辦粵海關稅務廣東布政使司陳夔麟、廣東

勸業道陳望曾在稟覆憲臺察核批示的稟文中認

為“稅司之誤會者有三，過慮者有三，應暫緩置

議者一”。誤會的三個方面為：香洲埠乃處一沙

灘，沒有大的村落，又不是貨物輸出必經之地；

香洲埠口岸水淺，無法停泊大型輪船；香洲埠口

岸水底為沙質，附近水流緩慢，泥沙易沉積。陳

夔麟等駁議稱，香洲埠口岸水底為泥質淤積，非

沙質，疏濬稍深，潮流沖刷愈深。現埠商已興工

築避風石壩，若工程完工，大小輪船皆可寄碇停

泊，一旦成埠，則商賈輻輳，貨物屯聚。香港成

繁盛商埠亦為人工所為。過慮的三個方面是：若

作無稅口岸，恐各省商民援以為案；恐有約國或

相詰難或要求各通商口岸援利益均沾之利；再開

一無稅口岸如同開一漏稅之門。陳夔麟等駁議，

香洲埠之所以請開無稅口岸，是其地處無稅的港

澳之間，這種情形與各省商埠不同，不存在援案

之例；香洲埠作無稅口岸，無論何國均“一律辦

理”，利益本已均沾，根本不存在詰難；香洲埠

免稅係指外來貨物免稅，並非免內地之稅釐，亦

不存在漏稅一說。暫行緩議指居留香洲埠營業的

各國商民涉及到訴訟裁判等事宜。陳夔麟等認為

香洲埠“規模甫經初備，應俟察看情形”再定，

與商埠免稅問題無涉，故可暫緩核議。
(49)

針對九龍關稅司之異議，王詵等在呈九龍稅

務司的函件中指出，我們稟請督憲的目的是懇

求“作通商無稅口岸”，同時極其奉承該稅務

司，如果作通商免稅成功，貴稅務司之功“當

紀以勳章，勒之金石”，“留名於中國者真萬

年不朽矣”，因此“至無稅後有無窒礙，實不敢

妄參末議。仍懇貴稅務司申請督憲磋商，咨部核

察如荷”。至於對其具體條款的駁斥，如凡到埠

之貨須入關棧存儲，准其緩納稅項一事，認為有

三點難辦到：一是“要多僱工伴以料理貨物”，

二是“到棧起貨之時又要請司棧之人鎖鑰”，三

是“若謂免納棧租，則該棧誰肯出資建造”。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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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建造材料免稅一事，據該稅務司的規定，在規

定年限內建造規模僅為十分之一二，而“恩准核

免，請以二十年為限”，至建造所用材料“仍宜

列明，以為定例”，類別包括磚瓦木料、鉛銅鐵

錫、玻璃、顏料、椅櫈床桌、窗門窗心、麵粉、

金箔、酒米油糖、火柴大水、鹹魚海味、紙張、

棉夏布疋。
(50)

然而，《羊城日報》記者用詞頗為犀利，在

〈九龍稅務司詳論香洲埠未便准作無稅駁議〉一

文中逐條批駁，語氣甚為嚴厲，認為“稅務者，

吾國自有之主權”，九龍稅司偏持異議。香洲開

埠，全國之人皆主張作無稅埠，“無稅則興，有

稅則廢”。“開埠為吾國近年創舉，則免稅亦可

以創舉行之，而定章不必泥。”“少收一埠之稅，

於餉糧無大損，而商民受益已多，民富即國富，為

政當持大體，不當單就一方面而言。”“商民能

闢新埠，即可邀國家免稅之恩而得特別之厚待，

則繼香洲而起者，必聞風鼓舞，而商埠將遍於全

國，是收稅僅見小利，因免稅而益振商務，乃見

大利。”至於稅司認為的“地勢之相宜，人民法

度之美善”，記者認為此“未免軼出所論範圍，

轉貽畫蛇添足之誚”；“蓋無稅則貨物之價必

廉，廉則趨之若鶩，此商人之恒情”；商人“有

稅則繞越而避，無稅則紛紜而趨”。至於稅務司

舉例香港、膠州灣、煙臺、上海四處情形，記者

認為“香港之為無稅埠，在英人闢港之初意，豈

以其為過路港口而免稅乎？”“若令其暫停轉運

之貨納稅，則運貨商人必徑赴銷售之埠，而不經

由香港。”膠州灣為無稅口岸始得興旺，“人誰

不知？”“膠州旺而煙臺衰”“為無稅則旺，有稅

則衰之鐵證”。稅務司舉其例“自露破綻”，  “竟

無端別生枝葉”。若以上海而論，則上海與香洲情形

迥異。香洲屬中國人自闢商埠，為“華商自享之

利”，上海則為“外人迫脅而開之口岸”；上海開

埠時國人知識程度與今天香洲開埠時的認識相差

甚遠，香洲“實為我華人之命脈，非無稅無以廣

招徠，非招徠無以與港澳並立”，這與上海商務

之命運“與各國共之”不同。關於稅務與稽查，

記者舉例旅順、大連、威海、膠州、香港、澳門

為外人所佔，其“稽查自稽查，無稅自無稅，分

為兩事，渺不相涉”，該稅務司借稽查之故， 

“以為有稅尚不易，無稅則更難”，是以此“愚

弄我官吏”。因此，記者認為，香洲瀕臨海岸，

求請免稅，“為紳商視線所集，而尤為華商觀望

所關”，雖與港澳對峙，內地人煙稠密，市場前

景廣闊，“果為有稅，豈特不能競勝港澳”，    

“吾恐此後中國商人，凡有闢埠思想者，皆援香洲

為殷鑒，將來必無一自闢之埠而後已”，以“區

區無稅之故”，豈能“聽外人饒舌，靳而不予，

以挫其銳氣”。
(51)

據《香山旬報》第41期報導，針對九龍關稅

務司所訂章程十三條，王詵等“會集妥商”，核

議簽覆，“並請仍作為無稅口岸，以興商務”，

批駁九龍關稅務司夏立士的觀點：

稅司職在收稅，其不以免稅為然，固無足

怪。若以香港為運貨過路之口岸，非香洲可

比，恐不盡然。香洲果收稅，洋商所運之貨，

何樂乎進此新闢之口，勢必徑赴銷售之埠，與

香港利害正復相同。至上海內江外海，又居南

北之中，商人勢所必經，故雖收稅仍繁盛。大

連亦新闢之港，日人首以不收稅為主義，比來

日見發達，倘收稅而可旺，日人何必出此。無

膠州而煙臺未衰，有大連而營口幾廢，豈非明

證。港澳比鄰香洲，欲與外界爭而仍收稅，是

欲前而縛其足也。各國欲興一埠，每先宣佈免

稅條文，歐美諸邦，殆成通例。俄之海參威，

初亦若是，未聞彼民人有厚薄之議也。每闢一

無稅口岸，必於無稅界外設關稽徵，大連、膠

州，儼然有國界之分，尚不難於稽察，而斤斤

為香洲是慮乎？總之，能免稅該埠可興，不免

稅則該埠無望，此免稅與否，於該埠利害得失

所關甚大，此外皆枝葉也。似應查照前督張電

商外部稅務各節，詳情咨覆，仍作為無稅口

岸，以期興埠而保商權。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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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社會各界的輿情，兩廣總督增祺對香洲

埠請作無稅口岸一事高度重視，於宣統二年十一

月二十五日上書朝廷，綜述紳商及司道申呈，認

為夏立士查勘後的種種疑難考核精詳，“殆非篤

論”，但經廣東勸業道會同布政使司等核議，稅

司之說不可取，“否則口岸雖開，在民間不過多

一尋常之市集，在國家亦僅贏得少數之輸，將於

大局有可裨補？”於是“仰懇天恩俯准將香洲新

埠特定為無稅口岸。敕下外務部、農工商部、稅

務處先行核明立案，再由該稅務司另定免稅專章

及詳籌防弊手續，咨商辦理，務臻妥協。”
(53)
 十

二月十七日，根據朱批，由稅務處對兩廣總督增

祺的奏摺議奏。宣統三年正月三十日，稅務處會

同外務部、度支部、農工商部具奏朝廷，“擬請

恩准香洲自闢商埠暫作為無稅口岸，其免稅之範

圍及如何嚴防走私之處，應由稅務處劄行總稅務

司督飭粵關稅司妥訂章程，並參照拱北、九龍兩

關辦法擇要設立關卡，該埠紳商亦應協助一切，

俾關員便於稽徵，庶較之港澳為易辦，不致多開

一漏稅之門。以後他處如有商民自闢商埠者，情

勢各有不同，概不得援以為例。”
(54)
 同日，諭

旨“稅務處會奏議覆增祺奏香洲自辟商埠請暫准

作為無稅口岸一摺，着依議。”
(55)

官紳的呼籲

香洲位於澳門東邊，相隔僅十三里，“兩者

對峙，必此衰而彼盛，或彼振而此蹶”，葡人對

此“亦莫不知之”。香洲商埠創設的一個重要原

因，就是“挽回本邑之利權”，致“相率旅澳之商

民，移萃新闢之商埠”
(56)
。香洲埠奠基後的一星期，

即十一日，葡人集議，開宗明義第一條就提出“華商

既開香洲埠，於澳門商務漁業均有妨礙”，於是弛

禁醫院、漁船，以“牢絡人心”
(57)
，呼籲“救澳門

之危亡，阻香洲之發達”。澳門勘界談判時葡使

便要求“香洲埠不能妨害澳門之商業”
(58)
。澳門

勘界一事，中葡雙方迭經數月磋議，相持未決。

為此給事中陳慶桂上奏稱：“臣屢接鄉人函電，

均以葡人不遵原約，恐釀事端為言。[⋯⋯] 臣愚

以為外人既不肯退讓，我若急求了事，則所喪必

多。然虛與委蛇，究難定議，須另籌辦法，為釜

底抽薪之計，使彼狡謀莫逞，自然就我範圍。蓋

葡人之欲推廣澳界者，有利可圖也。[⋯⋯] 為今

之計，莫妙於附近自闢港埠，以為抵制之方。”

適逢香洲開埠，亦建議“暫行停免”徵收稅釐，

待“商務既盛，再行設關榷稅”，由兩廣督臣“傳

詢該公司，集股果能有成則趕緊辦理，將該埠貨物

釐稅，暫行停免，以廣招徠，商民踴躍，輻輳自

臻，倘股本尚未充足，即彷照江蘇天生港成案，

助以官力，息借民款，建築碼頭，開設馬路，所

有一切新政，歸商籌辦，官認保護。俟商務既

盛，再行設關榷稅，必可將本息清還。”
(59)

1909年9月10-12日《商報》連載〈代論香洲

職商上海軍大臣書〉，伍于政就香洲開埠定為無

稅商港一事請薩鎮冰 (時為籌備海軍大臣和海軍提

督) 代奏皇上：“設使不得為無稅商埠，則雖有如

無，雖成必敗，不可長恃者也。夫無稅各類貨物

輸入內地亦無稅也，由香洲入各鄉則有稅，由外

埠至香洲則無稅，如香港澳門，即外國計學家所

謂自由貿易港也。職商以為粵省生計程度日高，

香洲免稅埠，則日用必廉，居民已人受其利，且

商船往來不必搜查，則商旅亦樂出其途。即使香

洲他日興盛，居民多至數十萬眾，在一國家每年

少收稅項亦祇萬數千金耳，於財政上固不能以利

害論也，況乎香港澳門並皆無稅，而我則不如，

比例如觀，誠恐他日必有淵驅魚叢驅爵之現象，

何仇如香洲，而何恩於港澳也。所以懇求香洲無

稅辦法，關係至重。”
(60)

1910年農曆二月廿二日，粵商自治會召開大

會，到會者人山人海，宣佈改訂香洲埠章程，因

為“香洲埠原訂章程，未盡周妥，資本亦尚未

充”，“亟應移取香洲埠商妥為改訂”，認為   

“香洲商埠為中國莫大公益，亟應合力維持，以

期發達”，“尤應稟請政府認為永遠無稅埠，以

期久大”，“當認為同共公益，不得視為個人私

利，應刻日由省港各善團聯同前往香洲切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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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列預算表，移取原章，公同改訂，除公議伍、王

等創辦特別權利外，所有責任權利，概行公之大

眾，由出資者按股均分，以期群策群力”。
(61)
 

據《香山旬報》第61期報導，勸業道藩司陳

望曾呼籲：“香洲商埠接近港澳，必須一律免

稅，方足以招商股而挽利權。”
(62)

宣統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1911年1月17日)，

兼署兩廣總督增祺在奏陳香洲埠興商殖民之利

時，甚至上昇到了國防戰略重點上，提出了三

點：一是振興商業，“若將該埠貨物稅釐暫行停

免，以廣招徠，商民踴躍，輻輳自臻，自是實在

情形，且亦一定之理”；二是國防方面，香洲咫

尺澳門，“成聚成都可收澳門外溢之利權歸為我

有”，實為釜底抽薪，可挽回利權，“新埠之開

無啻國防之一助”；三是“民氣可用”，“粵省

紳商於免稅政策既延頸企踵，渴望施行，在京言

官又復以此為要著，足見庶人卿士詢謀僉同，恐

後爭先。”
(63)

通商免稅的批准

對於香洲擬作為免稅商埠一事，“幾費經

營，迭詳前報”。宣統三年正月三十日，稅務

處會奏議覆：“該紳商等既再三呈懇，復經歷

任督臣迭次飭屬查勘，廣徵輿論，僉以免稅為

要鍵，非是則不足以興商而順輿情，蓋因該埠毗

連香港、澳門，皆是無稅口岸，儻由異同相形見

絀，則該埠之經營不免擲鉅資於虛牝，自應體此

實在情形，酌予特別力以請恩准香洲自闢商埠，

暫作為無稅口岸。”粵督張鳴岐奉文後當即劄行

藩司及勸業道，轉告香洲埠商遵辦 
(64)
；香洲商

埠奏請作為無稅口岸正式獲批准。但如何嚴防走

私，籌辦免稅事宜頗令總稅務司犯難，為此代理

總稅務司安格聯於宣統三年二月十一日前往稅務

處求見稅務處幫辦大臣胡惟德，提出解決防止走

私的方案，請胡大臣酌定：“一照膠州關辦法，

建設貨棧，貨物離棧，無論在膠銷售抑運內地均

須完稅，此為最簡便、最省費之辦法。一照九龍

關辦理，沿界遍設稅卡以杜走漏，但是辦理經費

太大，稅收不多，深恐入不敷出。[⋯⋯] 香洲

稅收該必不多，若彷九龍、拱北辦理，沿界設

卡，徒資縻費”。因此，代理稅務司建議彷照膠

州辦理，因香洲與拱北相隔僅六英里，由拱北派

員兼辦。據查去年香洲埠附近各卡祇有零星貨物

過卡，所收稅項僅有千両之數。鑒於稅收如此之

少，在該埠設關設卡似可不必，建議“由拱北關

派員駐紮要隘，暫將經過貨物登賬免稅，試行辦

理，觀其效果如何，再擬辦法”。胡惟德認為派

關員在香洲埠將過卡貨物登賬，不徵稅項，可以

試辦。
 (65)

根據上述意見，拱北關稅務司嘉蘭貝諭令香

洲稅廠，“香洲出入口稅務，准於西曆五月一

號即華曆四月初三日，概行豁免”。在稅收方

面，“香洲奉諭作為無稅口岸，四月初二日即停

止徵收。該埠本年並無起色，入口貨物不過共值

三萬六千二百四十四両，出口祇值七千七百四十

二両，各該貨就邊界各廠完稅，暫候關章，再行

定奪”
(66)
。埠商奉諭後“喜色相告”

(67)
。“是日

該埠各舖戶皆昇龍旗閉幕並燃爆竹數十萬慶賀盛

典，駐埠稅廠亦燃爆致賀，甚形熱鬧，中西人士

到埠遊觀者，大不乏人。”
(68)

香洲稅廠雖然停止在香洲徵稅，但“各該貨

就邊界各廠完稅”，又在馬騮洲分卡繼續對澳門

運往香洲的貨物徵收關稅。實際免稅待遇一天也

沒有實行過，優惠政策並未帶來實際效果。雖

然“北環新舖，日昨已有西商租賃五間開設皮

革工廠”，但埠務之冷淡早已顯現，火船渡船多

已停擺，舖戶祇有數間開張，各項工程也未能按

期開工。
(69)
 時有署名“憤血”者在第95期《香

山循報》上指出“香洲開辦數年，至今未成繁勝

之商埠”，其因一是“香洲內部之組織力既未充

滿，而外界之攻擊力紛至遝來，彼辦事人雖有萬

能，一方整頓埠務，一方應付阻力，已有疲於奔

命之勢”，呼籲今香洲埠已宣告免稅，“彼有志

營業者”，“皆宜遷返香洲”，“為公為私，一

舉而兩得之，同胞同胞，盍歸乎來”
(70)
。據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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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1916年貿易報告稱：“香洲一埠，從前經營結

構冀與澳門商業相頡頏，今則日就凋殘，凡所策

劃，無款可籌，因而中止。創造諸人強將屋宇拆

缺，運回木料，藉補損失。至十一月，有海盜在

該埠行劫，擄人勒贖，地方已嚴行緝辦。”
(71)
 這

種蕭條也可從1909年至1919年十年間往來香洲埠

旅客呈逐年減少之勢可見一斑 (見下表)。從表中

看，1910年往來香洲旅客為一萬餘人，到1919年

僅十四人，而同年經過前山稅廠旅客達三十八萬

餘人，經過馬騮洲稅廠旅客達六萬餘人，可見香

洲埠已形同虛設。相反，苛捐雜稅名目繁多，如

警稅、門牌稅、糖煙稅、船頭稅、尺稅、鹽稅、

紙稅等，以致時人在南坑橫磐石處刻上“官定香

洲六十年無稅商埠”
(72) 
十一字以諷時弊。因此，

唐紹儀在1930年3月17日向南京國民政府提交〈請

闢唐家港並設海關分關的報告〉中建議開闢唐家

環為無稅商港、在唐家環添設海關分關及撤銷香

洲無稅口岸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5月南京國民政

府批准了唐紹儀的報告，指定中山縣唐家環開闢

為無稅口岸，香洲埠無稅口岸遂告終。
(73)

1909-1919年經過香洲稅廠往來旅客表

 (單位：人)  

分關

年份

香洲稅廠

來客 去客 合計

1909 2,288 1,870 4158

1910 5,933 4,996 10,929

1911 657 372 1,029

1912 2,962 1,886 4,848

1913 155 146 301

1914 14 15 29

1915 400 210 610

1916 198 235 433

1917 72 77 149

1918 25 3 28

1919 13 1 14

(根據《中國舊海關史料》中拱北關資料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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