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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信局的取缔与邮政的近代化
"

胡!婷

!安徽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摘!要#新式邮政出现后!由于民营通信机构的存在妨 碍 了 邮 权 的 统 一!邮 政 官 局 采 取 了 多 种 措 施 控 制"排 挤 和 取

缔民信局#在这一过程中!邮政官局吸取民信局的长处!针对民信局的弱点!在资费调整"业务兴革"提高工作效率

等方面均有所改进!推动了邮政的近代化进程#
关键词#民信局$中华邮政$取缔$邮政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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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邮驿组织!是政府专用的通信机构!
只传官书!不传民信"进入明朝中叶以后!随着生产

力的进步#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民间通信需求的增

加!专门为民间通信而设立的机构应运而生!这就是

民信局"
民信局在邮政还未出现及其出现以后的一段时

间内!承担了中国民众的通信任务!在一定程度上解

决了民间通信难的问题"但民信局的存在妨碍了邮

政的统一"大清邮政官局建立以后!把民信局作为

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并抑制其发展!争夺其业务"民

国时期!中华邮政最终实现了对民信局的取缔"但

这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故相关的研究只粗

略地涉及到了大清邮政对民信局的控制和排挤"有

关民国时期!特别是#-))年国民政府交通部勒令各

地民信局一律停业!民信局联名呈请暂缓停业这一

复杂的斗争!学术界尚无相关研究"本文拟通过对

有关史料的系统梳理!对民信局的取缔过程及在此

过程中邮政的逐步近代化问题进行简要论述"

!!一$民信局的发展及其特点

明永乐年间!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在东南沿海

商业比较发达的城镇!产生了民信局!并逐渐向内地

发展"清同治#光绪年间!民信局进入全盛时期"全

国大小民信局已达数千家!有雄厚实力的则在商业

中心上海设总店#各地设分店和代办店"各民信局

间虽无隶属关系!但彼此协作#互换互递!构成民间

通信网"清末民初!由于中外商务勃兴!在沿江沿海

各口岸或大小城市!民信局星罗棋布!成为中国通信

及商业的一大特色"
民信局的业务范围十分广泛!不仅收寄信件包

裹#发行报刊#运送大宗商品!而且汇兑钱钞!运送金

银"民信局在经营上 也 有 自 己 的 特 色"首 先!民 信

局注重信誉!在传递信件#包裹#金钱时十分注意让

主顾有一种安全感和信任感"民信局运送票据#纹

银#信件和包裹!只要顾客在封皮上写明银数或内件

价值!$假使所交之信包因承寄民局之疏忽而致遗失

者!民局即照 所 开 之 数 赔 偿"%&#’)",所 以 钱 庄 和 票 号

都愿意交民信局承担汇兑及金银的运送"其次!民

信局传递信件非常注重时效"往往轮船一到港!驳

船即接送邮件!并立即分拣!迅速投递"在信件的封

发上!民信局也采取尽量延长封发时刻的办法!便于

商家把当天最后的行情以最快的速度传递出去"有

的民信局还派出专人到轮船局守候!一听到某艘轮

船准确开航的时刻!就立即向老主顾所在的商号报

告!把封发时刻延长到最后一分钟!然后迅速运上轮

船&!’##+"再次!民信局服务周到#态度热情"顾客寄

信!不用亲自出门!而是民信局派人上门收取"按当

时旧式商店惯例!总在当天生意买卖做完以后!到了

夜间才办理信件事务"民信局在各大市镇!$必俟夜

深始往收信%&)’!#"民信局利用各种运输工具!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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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巨舶#运 河 小 舟#脚 夫 等!尽 一 切 可 能 便 利 公 众"
递信的速度可由顾客自由选择!有特别快递业务!也
有慢递 业 务&"’##"对 于 重 要 客 户 和 大 宗 业 务!可 不

必先付信资!到年终#月底或季末作一次结账!$此尤

与小商经济之运用大有便宜"%&)’!#

民信局适应了中国商品经济的需要!是中国带

有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通信机构"它在社会上赢得

了可靠的信 誉!对 信 息 的 沟 通 起 到 了 积 极 的 作 用"
但是!民信局 自 身 也 存 在 许 多 不 足 之 处)其 组 织 分

散#本小利微!在全国不能形成统一的民间通信网"
民信局又是由私人经营#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组织!
主要分布于商业集中的城镇!$而于入不敷出之路!
即不稍加留意**%&,’#+!这也是后来民信局衰败的

一个重要原 因"除 此 之 外!#-$#年 前 后!一 些 民 信

局为了小集团的利益!也为了增强与邮政官局对抗

的力量!$率自赴某国邮局!请其挂号按中国邮政办

法互相维系"%&&’#$#这暴露了小生产者的狭隘性"
在邮驿不承担民间通信的情况下!民营通信机

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间通信的困难"但是!新

式邮政出现后!民信局逐渐与之发生利害冲突!且民

营通信机构的存在!妨碍了邮政的统一"因此!邮政

官局采取了许多措施控制#排挤和取缔民信局!最终

导致其逐渐趋于消亡"

!!二$大清邮政对民信局的控制和排挤

大清邮政官局建立以后!大量商用民用邮件传

递仍掌握在民信局手中"因此!大清邮政始终把民

信局作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抑制其发展!争夺其业

务"邮政官局享有一定的特权!在发展局所#组织邮

路上极为便利"当时火车#轮船通达的地方都能开

辟$汽机%邮路!准运官局邮件"大清邮政官局还与

外商轮船订立合同!规定各外商轮船公司在中国通

商口岸$只能承带中国邮政局随时所交来之信件%!
$其余无论何人及何信局交来往来中国各码头之华

洋文 信 件!一 概 不 得 接 带"%&&’+&*+(大 清 邮 政 章 程 规

定)轮船进出 通 商 各 口!除 承 寄 邮 政 局 所 交 之 信 件

外!所有之$船主#水手#搭客等俱不准携带邮政局应

寄之信函等件%!$违者每次罚银五百两%&(’)""这样

大清邮政在火车#轮船通达的地方取得了邮运的优

先权和垄断权!在内地推广邮路也得到行政官吏的

支持"
但是!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全国邮政官局只有二

十多处!要将邮政推行全国并非易事"而且民信局

经营方式灵活!服务周到!深受商民信赖!$一旦夺为

官有!亦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迫使总

税务司赫德允许民信局继续营业)愿与邮局联络的

民信局!前往邮局登记注册+挂号,后!即专送内地往

来信件-官局则专送各通商口岸信件!官局与民信局

同心协力推动邮务的发展"$盖邮政初办!内地通信

事物!利赖 信 局 之 处 甚 多%&,’)-!民 信 局 确 实 有 存 在

的必要"因而赫德主张把民信局置于大清邮政官局

的控制之下!采取渐进的方法来取消它"#+-&年邮

政官局规定邮章!$凡有邮局之处!民信局应赴官局

挂号"%&+’,-,挂号的民信局就可以把信件封成总包交

给邮政官局转交轮船带运!每磅收费一角"民信局

因别无他业可守!不得不勉强支撑"到#+-(年 底!
向邮政官局挂号的口岸民信局就超过了三百处!且

$此项挂号民局!与国办邮局相辅而行!以收逐渐归

并之效"%&)’!-

#+--年赫德奉光绪皇帝的谕旨!一方面抓紧推

广内地邮政局!并$令各民局重复挂号%&)’!--一方面

公布大清邮政民局章程"章程规定)从#-$$年"月

起!民信局交邮局寄递的总包邮件寄费由每磅一角!
加至每磅六角四分&&’#)-"民信局纷纷向主管衙门申

诉!并停班罢业进行抵制"这次加费与反加费的斗

争!持续了两 年 之 久"#-$#年 赫 德 申 呈 外 务 部!对

于民信局的寄信资费拟定两种办法)$或令各民局将

挂号注销!自 行 设 法 寄 送%&#’)"(-或 从#-$!年 起!民

信局交寄总包每磅收费三角!以后每年增加一角!至
每磅九角为止"民信局对于两种方案均不肯接受!
并与$客邮%联合进行抵制!赫德被迫将民信局总包

寄费全部豁免"
至#-$,年!邮政官局再次规定民信局总包的收

费办法!即已登记挂号的口岸+包括铁路沿线,民信

局收半费!每磅三角二分!内地民信局收全费!每磅

六角四分&(’),"此时!民信局已失去前几年的优势!
不得不接受此次加费办法"因$民信独占实惠!信局

大受偏枯"%&&’#")#-$&年各地民信局同盟罢工!要求

总包邮件无论寄往何处及运送方法如何!均应免费!
但罢工以失败告终"对民信局总包收费的增加!使

其必须提高经营成本!造成资金的困难"民信局为

求生计!另在私运邮件方面寻找出路"$惟各局私走

之事!益见增多%&)’)$!对于没有挂号的民信局!查出

私运!即停止其营业"但$据厦门邮政司包罗文称)
本口时有未 挂 号 之 民 局 违 章 私 将 信 包 潜 附 轮 船 带

寄!被官局查出扣留"**惟有未挂号者!不肯遵章

认罚!竟自弃包不顾!以致官局无法迫令将包取回!
只得照章拆包提信!按件送投!照章罚令收件人三倍

纳费"%&&’#"&对于已 经 挂 号 的 民 信 局!除 课 收 罚 金 及

取消挂号外!最后制裁方法尚无明确规定"地方官

局处分民信局不法行为时!常感到无所遵循"大清

邮政虽采取了严密的缉私!但终无何等效果"此后!
官局逐 渐 发 达!民 信 局 纷 纷 利 用 其 便 利"到#-$+
年!已有 半 数 以 上 民 信 局 前 往 官 局 挂 号!愿 受 统

辖&,’)-"#-##年邮传 部 更 订 新 章!令 各 地 民 信 局 交

纳 总 包 全 费!$民 信 局 家 数 及 其 营 业!著 著 减

少"%&,’)-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民信局群相结合!反

抗新章!但都未成功"
清代结束之时!在邮政官局强大竞争压力之下!

许多地区的民信局纷纷歇业改行!具有四五百年历

史的民信业已日趋衰落"

!!三$民国中华邮政对民信局的取缔

民国时期!政府继续采取一系列取缔民信局的

(!(



措施"#-#!年北京政府成立!上海各民信局联名禀

请政府!要求寄递自由"经交通部严厉驳斥!各民信

局组织上海 信 业 联 合 会!企 图 抵 制 官 局!但 毫 无 效

果"此后全 国 民 信 局 势 力 便 江 河 日 下!除 江 苏#浙

江#福建#广东四省外!各省民信局皆无再行发展之

望-黄河流域的陕西#甘肃#新疆!长江流域的四川#
贵州!珠江流域的云南等六省民信局最早被邮局征

服-北部仅直隶一省!中部仅湖北#江西#安徽三省!
尚有相当势力残存-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民信

局递 送 信 件 的 数 目!逐 年 呈 现 减 少 的 趋 势&,’)-"
#-!#年在官 局 挂 号 的 民 信 局 有 四 百 六 十 五 家!但

$其 未 挂 号 者!恐 亦 不 在 少 数"%&,’)-为 此!交 通 部 颁

布邮政条例!规定)除认可的民信局视为邮局代理机

关外!$无论 何 人!概 不 得 营 邮 局 相 同 之 业!%&+’,-&民

信局营业受 到 更 大 的 影 响"#-!+年 全 国 交 通 会 议

议决)$所有各处之民信局应一律取消!%&#’)"+当时英

属吉隆坡邮政+在英属马来半岛,鉴于暹罗#菲律宾#
法属安南以及荷属印第斯各岛已将民信局总包办法

取消!来电要求将中国往来马来半岛及南洋群岛等

处民局总包办法于#-)$年#月#日废止"汕头#厦
门一带与南洋来往密切的民信局以$员工众多!失业

堪虞%&#’)"+为由!一再呈请交通部予以缓办"因总包

制度确实违背本国邮政条例与国际邮政公约!交通

部坚持决定废止"但为兼顾民信局人员的生计!因

而决定从#-)$年,月#日起!所有寄往马来半岛及

南洋英属各岛的民信局总包信件!每量二十公分纳

费五分&)’!-"为 便 利 起 见!准 其 将 每 封 信 资 邮 票 贴

于总包之外"#!月!(日 交 通 部 公 布.民 信 局 暂 行

挂号领照办法五条/!凡遵章挂号领照的民信局可暂

时继续营业!所收信件应作为总包计重纳费!交邮局

寄递"此举意在为民信局提供改业时间!寓有政府

体恤之情"后邮政管理局又通过.过磅条例/!对民

信局信件实行过磅代递!过磅邮资继涨增高!$初由

每磅三角二分!节节加倍!今为一元%&-’(($!致使民信

局营业大受打击"
但这些办法仅为权宜之计!民信局的存在!始终

妨碍邮权的统一"交通部为了统一邮政#发展邮务!
于#-))年##月令饬邮政总局$凡国内民局!应严令

逐渐停止营业!至二十三年年底为止%&#$’"$)!并通令

各省市政军机关!协助邮局取缔各处民信局"民信

局闻讯!惊慌失措!各地代表纷纷函请交通部顾念民

生!展期五年执行!并列出四项理由)其一!民信局有

数百年的历史!通都大邑乃至穷乡僻壤无处不在!因
而取缔民信局并非数月所能竣事"其二!各地员工

总计不下三四万人!一旦失业!势必流为饿殍!此乃

生计所关的重大问题"其三!近年来工商业凋敝!通
国皆然"值此穷途末路之际!国家为邮政的统一而

置人民生命 于 不 顾!有 违 孙 中 山 先 生 的 民 生 主 义"
其四!各地商会及公共机关对民信业需求甚殷!而一

般小工商业 者!因 寄 递 便 利!与 民 信 业 关 系 尤 为 密

切"因此!民信业代表认为唯有明定五年期限!由民

信业出具 切 结!循 序 收 束!才 可 缓 解 困 难&##’#+$"而

交通部认为)邮 政 为 国 家 专 营 事 业!乃 世 界 各 国 通

例"我国邮政条例!亦规定至明"#-!+年全国交通

会议后订立的.暂行挂号领照办法五条/!已给民信

局逐渐改谋生计的机会!$所予时期已经数年!不可

谓不 宽"%&#!’!(且 限 令 民 信 局 逐 渐 停 止 营 业 至#-)"
年底为止的令文!于#-))年##月颁布!为期一年有

余"民信业如能恪遵交通部命令!逐渐结束!另谋生

计!时间应 有 余 裕"因 而!交 通 部 批 示 不 准 展 期 取

缔"行政院又训令工部局#社会#公用#公安等四局!
勒令各地民信局停业"此后!民信业各地代表虽多

次进京请愿!陈明困难情形!要求暂缓取缔!均未得

到政府批复"
邮政管 理 局 依 据 交 通 部 命 令!凡 在#-)"年#!

月)#日前发出的民信!不将其扣留"由邮局代民信

局挨户投递!并于投递完毕后!向收件人盖取回单!
交还民信局!且 不 取 费!以 资 凭 信"但 自#-),年#
月#日起!邮政管理局正式废止过磅条例!拒绝寄递

民信局信件并将华南#华北#长江一带及内地各埠来

往民信!一律扣留"上海市部分民信局违抗交通部

命令!依然收发信件!照常营业"当时九江路三百六

十六号宝顺民信局主董祥发仍将各处通过该信局寄

往上海的信件!雇信差张守和携出投递"张守和经

过河南路吉安里时!被上海邮务管理局巡查员陆攸

同查见!将张逮入捕房并把其信袋内的平信一百零

八封!附有支票的信件十封!一并扣留!送请第一特

区地方法院发落&#)’!)&"邮局实行扣信后!民信局便

逐渐绝迹!营业全部停顿"各地信商为维持生计!曾
拟改组为转运局!专办汇银#洋包裹和货物等!但转

运局的业务范围#性质与民信局不同!要求其有较为

雄厚的经济力量!且专寄银洋包裹等!易生流弊!风

险甚 大"%&#"’&,-在 这 种 情 况 下!改 组 转 运 局 难 以 成

功!这样!各地民信局无形结束"具有,$$多年历史

的民信业经历了复杂的历程最终被完全取缔!中国

近代邮政在国内归为统一!邮政通信的市场均为国

家邮政所有!邮政的信函专营权得到进一步确认"

!!四$民信局取缔过程中邮政的逐步近代化

海关税务司在经办邮政后认识到$照搬外国传

送邮件的办法是不会完全适用于中国国土的!而民

信局的经验是几百年来的经验!许多实例表明这样

做是最有 效 的 办 法%&#,’#,"!因 而 大 清 邮 政 官 局 在 控

制#排挤民信局的过程中!吸取民信局的长处!针对

民信局的弱点!在资费调整#业务兴革#提高工作效

率等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
大清邮政官局大幅度降低平信资费!这是促进

邮政发展最有力的措施"大清邮政资费!吸收了英

国创始的不分远近#按单一资费收取的办法"原规

定每封平信 不 论 远 近 收 费"分!价 格 高 于 民 信 局"
邮政官局根据民信局只向寄信人收半费+另一半由

收信人付给,的情况!从#-$!年"月起大幅度降低

平信资费!国内平信由"分降为#分!本埠平信降为

$.,分"这一 措 施 收 到 了 明 显 的 效 果!官 局 的 邮 件

()(



量连年大幅度增长!#-$!年 收!$$$万 件!#-$)年

上升至"!$$万件!#-$"年达&&$$万件&(’)&"
官局廉价竞争不仅促进了信函#包 裹 业 务 的 发

展!也促进了新闻报纸寄递业务的发展"!$世纪初

叶!是中国民办报刊勃兴时期!全国大中城市共约出

版报刊二百余种"这些报刊的运输原来都在民信业

手中!邮政当局为了承揽这项业务!对各种报刊制定

优待办法#提供便利"还同.南洋官报/#.北洋官报/#
.商务报/签订了协议!由官局窗口办理代售工作!初
期给这些报纸以免费邮运的利益"#-$)年大清邮政

再次与铁路当局拟订章程!规定$铁路只允中国邮政

官局运送邮件"%&#&’,"民信局不仅不准利用轮船#火车

运送邮件报刊!而且一经查获还要罚款"这样一来!
大批报刊的运寄!就由民信局转到了邮政官局手中"

大清邮政还在增开业务上下了不少功夫!先是

大力发展挂号业务!后又增加邮件保险业务"#-$,
年开办快递信函业务!在北京#天津#上海等(个城

市试办!以后逐渐推广到其他大中城市"大清邮政

还印制一种快信专票!收寄快件由#-$&年的-.,万

件增加到#-#$年的!&-万件&#&’,""此外!大清邮政

官局还开办$号信%业务!专门揽收银行#钱庄和商行

信件!特别着重拉拢票号的邮件"
大清邮政在服务方面也注意改进"!$世纪初!

电话还不能广泛应用!本埠信函#外埠来信都急于要

求能尽快 见 到"邮 政 官 局 在 经 营 中 更 清 楚 地 认 识

到!邮件传递速度的快慢与本身业务发展有着直接

的联系"因而邮政官局加快邮件运递速度!开办昼

夜兼程的邮差和骑差邮路!使邮程在时间上加快了

一倍"同时!邮政官局吸取民信局随到随投的经营

方法!破除以前的戒规!增加每日开筒的投递频次"
原来一般每日开筒投递四次!后无限制地增加班次"
如)南京#北京曾增至八次!上海增至十次!天津甚至

增为十二次&(’)+"大清邮政在局所的设置上也不遗

余力!不仅把局所逐渐伸入到内地和农村!而且在城

市内也多设局所#代办所#信柜!如汉口#-$$年,月

起开办了+处信柜!武昌城开办了#$处信柜!汉阳

开办了&处&!’#"&"
民国时期!中华邮政大力扩充邮政设施!增加邮

递服务项目!进一步扩大业务范围!中国近代邮政日

臻完善"为便利民众!#-)"年)月交通部令邮政总

局在全国各地加设邮局或代办所"同年底各地民信

局基本停止营业!邮政总局通令各区邮政管理局参

酌当地情形积极筹划有效补救办法)酌量增加邮班!

在邮局营业地点添辟窗口!增加提取信箱次数!延长

收信时间!或添设信筒信箱#村镇信柜#邮亭邮寄代

办所!扩充村镇投递!扩充乡村邮路!雇用专差免费

投递未通邮路地方的邮件&-’#-,!以及添用邮务佐#听

差#信差#邮 差#缉 私 人 员 等 等&#’)"+"邮 政 在 全 国 统

一办理之下!机构益臻健全"
伴随着邮政排挤#控制#取缔民信局的过程!我

国的邮政也逐步近代化"邮政官局利用资本主义的

经营方式与管理体制!开展多项新式邮递业务!邮路

遍布全国#集中统一!效率较高!便于邮件在更大范

围内流通!这使得中国邮政向更科学#更有组织#更

完善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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