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工作的变动，耿一民由重庆
转战到南京工作。到南京以后，受中
共中央南方局经济组组长许涤新的委
派，耿一民筹办“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
南京分会”，在南京地区继续从事宣传
群众、组织群众和联系群众的工作，将
革命的“火种”从重庆带到南京。
1946 年 6月初，在耿一民的牵头下，
耿一民、汪季琦、张启宗、欧阳执无以
及王希贤等五人在南京中行小火瓦巷
宿舍建立了“经协”南京分会理事会。

“经协南京分会”陆续吸收金融系统、
财经系统、农林系统和科技系统的进
步人士为会员，讨论经济政策问题，交

流各地情况，宣传中共经济政策，

团结了一批工商界和银行业的知名人
士，至1948年已有会员63人。

耿一民依托“经协南京分会”，发
挥“银行”身份优势，采取了一系列
既能保护自己又能深入群众的工作
策略，不仅站稳了脚跟，完成了任
务，而且赢得了群众，扩大了影响。
耿一民及其家人至今还珍藏着“中
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交给耿一民的
那份创办“经协南京分会”的书面委
托书。在这份委托书里，不仅是“经
协”的嘱托，也代表着中共中央南方
局的委托。耿一民及其家人珍藏着
这份委托书，不仅是对“经协”交办工
作、党交办任务的珍重，更是对“经

协”和党嘱托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的
一个交待。

从许涤新、耿一民等人身上，我们
看到了革命先辈们艰难的革命奋斗历
程，他们用红色血脉激励着后来人。
他们的早期探索和实践，不仅培养锻
炼了一大批骨干力量，还影响积聚了
党的外围力量和广大进步群众，使党
的自身力量在群众工作中发展壮大。
这些做法对于我们今天如何践行群众
路线、站稳人民立场，更好地践行金融
工作政治性、人民性要求都提供了有
益启迪。 通讯员 蒋中宇 李庄

随着时局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公
开的组织更好地在经济界开展统一战
线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45
年 12月 23日，“经协”正式成立。周
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共
南方局的同志出席了“经协”成立大
会，周恩来作了讲话。大会推选阎宝
航为理事长，沙千里、杨修范、罗叔
章、耿一民为理事，通过了会议章程和
《对于当前经济问题之意见》。《对于
当前经济问题之意见》，观点鲜明，内

容充实，直击国民党在政治上和经济
上反动腐败的要害，提出了经济界、企
业界对当时经济问题的一系列看法和
主张，在大西南、大后方产生了积极影
响。从经济组到“经协”，到当选为理
事，耿一民更加坚定了从事革命事业
的决心和信心。

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在日益
强大的民主运动压力下，召开由各党
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为争取政治
协商会议的成功，他们依托“经协”等

组织发动各种民主力量，开展会外的
斗争，作为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南方
局领导下的国统区经济界统一战线性
质的团体，“经协”搜集了大量的财
政、金融等方面资料，经整理研究后，
送周恩来或董必武审核后呈送延安党
中央，这些资料再现了抗战大后方经
济社会发展面貌，为研究战时重庆和
大后方经济史提供了重要佐证。

在“经协”
当选为理事

在重庆
结缘许涤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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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埠通商，从屈辱“洋
关”到人民海关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软弱
无能的清政府于1858年 6月 26日
被迫签订《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开
辟登州等地为通商口岸。1861年1
月，清政府派人督办开辟登州等通
商口岸事宜，但英方勘察代表又认
为登州府不宜作为通商口岸，转而
看中了烟台芝罘湾这一天然良港，
提出通商口岸由登州改为烟台。同
年8月22日，清政府宣布在烟台开
关征税，筹建东海关。烟台代替登
州正式开埠，成为山东第一个对外
通商口岸，也是当时北方最早开埠
的城市之一。

1862年2月设立东海关监督衙
门，俗称“常关”（亦称“旧关”），3月
正式办公，由清政府管理。同时，根
据《中英天津条约》附约《中英通商
章程善后条约》第10款“任凭总理
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

税、判定口界”“各口划一办理”的
规定，确立外籍税务司制度。1863
年 3月 23日，英国人汉南成为首任
东海关税务司，并开始筹建东海关
税务司署，俗称“洋关”（亦称“新
关”），由英国人控制。从此，东海
关就有了“常关”和“洋关”之分。
东海关税务司署成立后，东海关监
督衙门对东海关的管辖权逐步被夺
取，东海关税务司署名义上由清政
府总理衙门所管，实际上听命于由
外国人控制的总税务司署，东海关
从此旁落外国人之手。

弱国无海关。在此后长达 80
多年时间里，东海关共有24任税务
司，全部由英国人、美国人、德国
人、日本人等外国人担任，他们把
持着烟台的外贸税政、港务交通、
邮政管理等大权，烟台成为外国侵
略者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掠夺
地，东海关则沦为他们攫取中国财
富的工具。

1945年 8月24日，烟台首次解
放。山东解放区人民政府派贾振之

等五人接管东海关税务司署，海关
主权重回人民手中，东海关成为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人民海
关。1949 年 11月 26日，山东省人
民政府将东海关改称“烟台海关”。
1950年 2月 21日，海关总署将“烟
台海关”正式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烟台海关”，崭新的新中国烟台海
关就此诞生。

围绕解放区中心工作
作出特殊贡献

恢复解放区对外贸易。东海关
在夺回海关管理权后，即着手制定
实施了中国人自己的第一部关税税
则《山东省胶东区行政公署暂行关
税税则税率》和一系列海关管理制
度，结束了自1863年“洋人帮办税
务”以来，中国无关税自主权的屈
辱历史，大大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
发展。以关税为例，1945年 9月征
收税款 28320 元（胶东解放区通用
货币北海币），12月即征收达到了
1219440 元。1948 年 10 月烟台第
二次解放，即恢复对外办公，至
1949年 6月，东海关完全恢复了同
东北各港及一些地区的贸易往来，
在山东解放区沿海各港口的贸易
地位逐步上升。据统计，1948 年
12 月，东海关的贸易量占整个山
东解放区沿海各港口贸易量的
5.67%，到 1949 年 1—4月，这一比
重上升到了37.93%，跃居山东解放
区沿海各港之首，为政府赚取了大
量外汇。

组织解放区急需战略物资。
1947年10月1日，国民党占领烟台
后，对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东海
关通过行政干预，获得急需战略物
资。对国统区需要的部分产品严加
限制，以保护解放区的发展，支援人
民解放战争。鼓励商人从国统区运
进粮食，为解放区提供粮食保障。
对解放区急需的煤油、柴油、汽油、
纸张、油墨、医药用品等物资，采取
简化进口手续和低税、免税政策，最
大限度满足战时需要。针对当时因
走私造成的解放区物资向国统区外
流的情况，东海关组织发动群众组
成联合缉私队，对走私活动进行查
缉。

打通民主人士北上通道。从
1948年下半年开始，在香港的民主
人士和社会贤达接受中共中央邀请
辗转北上奔赴解放区筹备新政协。
烟台第二次解放为从海上进入解放
区提供了条件，从烟台登陆、经山东
交通线前往华北解放区成为安全路
线。1949 年 1 月间，李章达、陈其
瑗、陈劭先、陈此生、卢于道、千家
驹、夏康达、林植夫等8人从香港北
上，在烟台登陆后穿越山东解放区，
于 3月抵达北平。1949 年 2月，谢
雪红、吴羹梅、杨美真、吴耀宗、李
纯青等人从香港北上，2月 25日在
烟台登陆后穿越山东解放区，于 3
月抵达北平。叶圣陶、马寅初、王芸
生、郑振铎、陈叔通、包达三、柳亚
子夫妇、曹禺夫妇等30余人从香港
北上，3月5日在烟台登陆后穿越山
东解放区，于3月18日抵达北平。

为新中国输送海关干
部，播撒人才种子

随着新中国各地海关的建立，
急需政治可靠、业务精湛的优秀干
部去开展工作。作为“人民海关第
一关”，新中国成立前后，烟台海关
共选派了 130 多名优秀干部南下
北上，到艰苦复杂的新区开辟海关
工作，为新中国海关事业的建设和
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烟台海关也
因此被誉为“新中国海关干部的摇
篮”。从烟台海关关史可以看到，
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个时期
内，北京、太原、上海、桂林、大连、
哈尔滨、南宁、黄埔等地海关曾经
的主要负责同志大都是烟台海关
输送的干部，他们就像一粒粒海关
事业的种子，播撒在祖国大地上生
根、开花、结果。每逢海关总署召
开全国海关关长会议时，人们都会
惊奇地发现，会场里全是一张张熟
悉的面孔，操烟台地区口音的关长
往往占到与会人员的半数以上。
这是烟台海关的骄傲，他们为新中
国海关事业作出的贡献也将被历
史铭记。

纵观烟台海关的百年历史，海
关权虽然几经易手，但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最终夺回主权，结束了长
达80多年的屈辱历史，实现了涅槃
重生的历史嬗变，为山东解放区乃
至全国解放和新中国海关事业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学习时报》

烟台海关：党领导下的第一个人民海关
海关是一个国家的经济门户，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和国家

利益的重要体现。在山东烟台，有一条因海关而得名的海关
街，在这条百年老街上，烟台海关的前身——东海关税务司
署办公楼就坐落于此，它是近代中国海关主权旁落、中华民
族屈辱与不幸的历史见证。自1945年起，东海关回到人民
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人民海关。

革命先辈用红色血脉激励后来人
南京中行耿一民参与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经协”革命斗争故事

文脉贯通，斯文在
兹。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汲取养分，是培育中国
特色金融文化的内在要
求。中国银行江苏省分
行深度挖掘中行百年文
化故事，弘扬中行百年优
良传统，引导全行为高质
量发展夯实文化之基、铸
牢文化之魂。本期讲述
南京中行耿一民参与中
共南方局领导下的“经
协”革命斗争故事。

抗战期间，耿一民被调往重庆中
行工作，在此时期，耿一民有幸与许涤
新结识，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统一战
线委员会经济组组长，许涤新无疑是
当时南方局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中发挥了积
极作用，同时对耿一民的革命事业影
响也很大。

1940年12月，中共南方局经济组
成立，许涤新任组长，经济组的主要任

务是“宣传党的财经政策，特别是陕甘
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新民主主
义财经政策；搜集国民党统治区财经
资料和开展工商界的统一战线工作”。

接手经济组的工作后，许涤新先
后与中国银行的耿一民、交通银行的
杨修范等取得组织联系。还利用《新
华日报》记者的身份与重庆新闻界经
济记者建立了联系，多方面搭建了信
息渠道。

在不断的沟通和联系中，耿一民
与许涤新等一批先进人士走在了一
起，并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国统区重要
情报。他们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十
六字”方针和“三勤”“三化”工作方
法，深入金融界和国民党政府的经济
机关、企业和民族工商业团体，广交朋
友，扎实开展调查工作。

在南京建立
“经协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