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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开埠早期北方成为上海的间接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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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经济崛起；环渤海；上海；北方 
    [摘要]上海开埠以后，在成为全国最大对外贸易口岸的过程中，把北方变成了
它的间接经济腹地，带动了北方经济的外向化。进入20世纪以后，环渤海港口城市
的直接辐射作用得到加强，促使该地区的直接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经济现代化水平
迅速提高，并迫使上海的有效辐射范围从北方逐步向长江流域退缩。直接龙头取代
间接龙头，是近代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必然结果。它加速了环渤海经济的崛
起，不利于上海经济的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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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e of the Pan-Bohai Sea Economy Seen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nghai and the Northern China
FAN Ru-sen

(Center for Historical Geography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Keywords：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an-Bohai Sea; Shanghai; the Northern 
China
Abstract: Shanghai has been the biggest export port in China after its 
opening. In the course, it has turned the Northern China into its 
indirect hinterland, and started the exported economy of the North. After 
1900, the direct external trade and the economic modernization of the 
Pan-Bohai Sea grew rapidly along with its ports' development. It shrinked 
Shanghai's hinterland from the north area to the Yangtze valley. The 
evolvement between them is an inevitable effect for reg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it took an active role on the Pan -Bohai Sea but a 
negative role on Shanghai.
 

清中期以前的上海，已经成为我国东部知名的沿海港口了；开埠以后，它又成为
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和工商业城市。因此，上海近代经济的发展，便成为学术
界关注的热点课题之一。然而，相对于上海城市本身的研究而言，人们对上海外部
经济腹地的关注，则单薄得多。如果说在上海与长江腹地的研究方面，已经有戴鞍
钢先生的专著《港口·城市·腹地— —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
1913)》[1]粗奠基础的话；那么，上海与北方腹地的探索，则只有庄维民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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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依存度与间接腹地：近代上海与华北市场经济》[2]、樊如森的《论北方在近
代上海经济发展中的作用》[3]和唐巧天的《中国近代外贸埠际转运史上的上海与天
津(1866～1919)》[4]等聊聊数篇。这些少量的研究，远未充分论述双方经济关系演
变的过程、原因及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而这正是近代以来，环渤海经济得以快速
崛起的根本原因。全面探析这一课题，能够为双方今天的经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
鉴。 

 
一  开埠早期北方成为上海的间接腹地 

 
    清朝中期还是苏州外港的上海，其经济腹地主要局限在狭小的太湖平原上[1]
(p34)。然而，在1843年开埠之后的短短十几年内(1850年代中期以后)，它就取代了
广州而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首要口岸[5](p16)；与此同时，其经济腹地的范围，也
迅速越出江南一隅而延展到了富饶的长江流域[1](p34)和广袤的北方地区。 
    这一系列巨大变化的根本动因，就在于开埠以后，上海不断增强的经济辐射能
力。 

一方面，它与北方之间传统的商品流通，随着营口、天津、烟台的开放和轮船运
输的发展而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北方新的对外进出口贸易，也通过上海港的中
转而发展起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本文为复旦大学文科科研推进计划“金穗”项目“环渤海港口的开埠与北方区域

经济格局的重组”之成果，项目批准号为06JS049。 
 

 
    从表1来看，19世纪末期，上海对北方3港有着非常强大的经济辐射能力。在洋
货方面，经由上海转入的洋货，最低占3港洋货进口总值的51％，最高竟达92％，历
年平均也占到了81％。土货方面，上海一港占到了北方3港土货进出口总值的半数以
上。这一方面固然反映出北方地区对上海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3]，但同时更能看出
上海对北方经济外向化的巨大拉动。 

上海对北方经济外向化的拉动，是利用其在全国对外贸易中的中心地位，通过覆
盖北方诸港的进出口业务，借助于它们对其背后区域(background or hinterland)
的直接辐射，进而把北方变成上海间接经济腹地的迂回方式来实现的。 

从地理空间上来讲，1904年前后，上海通过天津而辐射到的间接腹地，包括甘肃
省的宁夏府(治今宁夏银川市)、兰州府、西宁府、甘州(治今甘肃张掖市)、凉州(治
今甘肃武威市)；山西省的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包头、西嘴子、孟县、太
原府、平定州、潞安府(治今山西长治市)、泽州府(治今山西晋城市)；张家口外的
喇嘛庙(今内蒙古多伦市)、热河(今河北承德市)、哈达一带；直隶的昌德(有误，笔
者疑为承德)、顺德、冀州(治今河北冀县)、宣化4府；河南省的怀庆(治今河南沁阳
市)、河南(治今河南洛阳市)、卫辉三府；以及山东省的临清州、济南府、青州府等



地[7](p291-292)。 
上海通过营口而辐射的间接腹地，为辽河水运网所覆盖的东北西部地区[8]

(p337)；通过烟台而辐射的间接腹地，是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和西部沿黄河一线[9]
(p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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