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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体系下欧洲关税制度的变迁
与自由港功能形态的演化

李金珊　胡凤乔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３１００５８）

［摘　要］自由港是一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其所具有的“免关税”、“自由通行”、“免于海关监管”等基

本特征都是针对海关关税体系而言的。将欧洲海关关税的发展和自由港的演化置于系统的国际体系中，

纵观欧洲历史可以发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 展、关 税 制 度 变 迁 与 自 由 港 功 能 形 态 演 化 之 间 存 在 特 定 的

关联。自由港是国际经济联系的重要方式，而 如 今 欧 洲 的 自 由 港 正 呈 现 出 消 亡 的 趋 势，这 似 乎 是 国 际 贸

易自由化和欧洲关税一体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但只要国际关税、非关税障碍和国家海关安全威胁依然存

在，自由港就一直有存在的价值，其功能和形态也会不断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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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由港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促进贸易的政策工具。因此，对自由港的研究多集中于国际贸易、国
际物流和区域经济发展等经济学科。目前，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国际机构结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经济自由区发展实践，对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进行了多方位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主

要有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自由港的概念、特征、功能定位和区位分析等自由港的基本要素的

研究；二是关于自由港的通关制度，税收优惠、金融外汇、出入境等政策，以及自由港法律法规方面

的研究；三是关于自由港的设立、发展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效应（如外汇收入、对外直接投资、
就业和社会福利、技术转让）的研究；四是关于自由港的设立在区域范围内对某个独立行业（如制造

业、物流业、金融业）的影响及作用的研究；五是关于自由港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影响（如市场全

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研究。这些既有研究较好地从不同侧面对自由港的属性、特征、运行方式

和经济作用进行了相对微观的现状描述和分析，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但对自由港的历史发展规律

和历史作用缺乏宏观把握。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

上的一切，用辩证法的观点去把握对象的本质联系与内部矛盾，又要把研究对象限定在一定的范围

之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与之前相关研究的视角不同，本文运用历史的观点将自由港的演化置于系统的国际体系中，观

察自由港的发展如何受到国际体系及其组成要素和结构的变迁，国家形态及其国家制度的变革的

影响。由于自由港最先诞生在欧洲、扩散于欧洲，为了保证历史分析的连贯性，同时也为了有重点

地在系统中把握研究对象，我们主要关注欧洲海关体系与自由港的互动关系。
自由港是一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被认为处在关境以外。船舶和货物可以在不支付海关关税

和不履行海关手续的情况下，自由地进出该区域。因此，自由港所具有的“免关税”、“自由通行”、
“免于海关监管”等基本特征都是针对海关关税体系而言的。可以说，没有海关关税，就无所谓自由

港。威廉·配第指出，“自由港问题是关税问题的一部分”［１］５８。
关税制度是一个很古老的财政制度。在商业活动和公共权威产生后不久，海关和关税就随之

产生了。海关的传统职责是对从一个地方运至另一个地方的商品进行征税。因此，海关的兴衰与

商业活动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因为关税通常是公共权威或统治者的收入来源，所以特定区

域内公共权威的存在也是海关系统能够有效运转的前提。商业活动和公共权威的存在是海关关税

制度产生的基础，贸易秩序、公共权威形态和权力架构的变迁则是影响海关关税制度演化的重要

因素。
早在古希腊时期，自由港的雏形就已经出现。但这种雏形只能被称为“不自觉”的自由港，因为

其出现时地中海沿岸并未形成普遍的关税制度。自觉的自由港制度是指在其他地区普遍存在关税

制度的情况下特别地实行无关税制度①。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港作为一种国际经济联系方式产生于

１６世纪的欧洲。自由港的诞生是商品经济和海关关税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如果没有进

出口贸易交往、关税和关卡，那么以“免关税”、“通行自由”和“贸易自由”为基本特性的自由港也就

没有存在的价值。因此，自由港的发展受到海关关税制度变迁的影响，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

经济制度的约束，以及更高层次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影响。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海关关税制度和

自由港发展路径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方式可归纳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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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海关关税制度和自由港发展的演化进程

国际体

系阶段
公共权威形态

国际关系体系

（权力架构）
国际贸易特征

（经济互动）
海关关税特点 自由港形态 自由港功能

古代 部落、城邦 无政府状态

内部贸易为主，

有 少 量“邦”际

贸易

内部关税为主 自由港口

允 许 自 由 通

行，为 海 上 贸

易提供便利

中世纪
封 建 王 国、罗

马教廷

神 权、王 权 多

元而 重 叠 的 权

力结构

商品 经 济 繁 荣

发 展，国 际 贸

易范围扩大

内部 关 税 和 外

部 关 税 并 存，

地方 性 关 税 和

国家 性 关 税 并

存；商 业 行 会

和城 市 联 盟 享

有免税特权

自由港口、海关

仓库、自由贸易

区、自由市

自由通 行；仓

储；减 免 关

税，行 使 关 税

优 惠 特 权 的

通道

近代
民族（主 权）国

家、殖民帝国

威斯 特 伐 里 亚

体 系（１７世 纪

中 期 到 １８ 世

纪 末）；维 也 纳

体 系（１９世 纪

初 到 １９ 世 纪

中期）

贸易 保 护 主 义

和自 由 贸 易 主

义并 存 且 交 替

主导 国 际 贸 易

秩序

外 部 关 税 为

主，地 方 性 关

税 逐 渐 取 消，

国家 统 一 关 税

和关 税 同 盟 建

立，关 境 与 国

境 趋 于 一 致，

关税 表 现 为 国

境关税

自由港、自由贸

易 区、自 由 市、

殖 民 自 由 港／

自由贸易区

自由通 行；仓

储；减 免 关

税；开 展 转 口

贸易、自 由 贸

易 的 重 要 节

点；殖民手段

凡尔赛－华盛顿

体 系（２０世 纪

２０年代 到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前）；雅 尔 塔 体

系 与 冷 战 （２０
世纪中 期 到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

贸 易 自 由 化、

便利 化 程 度 加

深；新 贸 易 保

护 主 义 抬 头，

非关 税 贸 易 壁

垒成 为 贸 易 保

护主流

欧共 体 建 立 关

税 同 盟，开 展

经 济 一 体 化，

国境 与 关 境 再

次 偏 离，关 税

表 现 为 关 境

关税

自 由 贸 易 区、

出 口 加 工 区、

国 际 物 流 中

心、综 合 型 自

由港

自由通 行；减

免关税；转 口

贸易；保 税 仓

储；出 口 加

工；新 增 服 务

功能，如 离 岸

金融、国 际 物

流服务、旅 游

业服务现代

主权 国 家 与 超

国家 行 为 体 欧

盟并存

欧盟 作 为 一 个

整体 成 为 当 今

一超 多 强 国 际

格局中的一强

欧 洲 经 济 一

体化

欧洲 关 税 一 体

化，实 行 统 一

的关 税 政 策 和

共同海关规则

自 由 港 逐 渐

消亡

快速通 关；国

际 货 物 的 免

税转运、储 存

和 加 工 功 能

逐步减 弱；服

务功能增强

　　注：本文以自由港统称具有一定贸易自由度和开放度的经济自由区，自由贸易区等是自由港在发 展 和 分 化 过 程 中 形 成

的特殊形态。

由表１可以看出，自由港在欧洲已经完成了一个“诞生—发展—转型—消亡”的生命周期。接

下来，我们将通过历史分析、系统层次分析的方法，串联古代、中世纪、近现代欧洲的国际政治经济

８８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４４卷



秩序变迁、海关关税制度变迁和自由港演化，以此解读表１中的逻辑关系。不过在此需要说明，自

由港虽然在欧洲正在消亡，但在亚洲、非洲等地区仍在蓬勃发展，因此，表１仅反映了国际体系、海

关关税和自由港在欧洲的互动关系。

二、古代欧洲：海关关税和自由港的起源

古代欧洲的贸易往来主要发生在地中海沿岸，尚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体系和国际贸易

秩序。但海关与关税已经产生，且已经出现了自由港的雏形。古希腊以城邦为主要的公共权威形态，
城邦间的权力架构处于一种无政府的均势状态，尚未形成主权观念。因此，古希腊并没有统一的中央

权威，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海关关税体系。与古希腊相比，古罗马无论是在王政时期、共和时期抑或帝

国时期，都有相对集权的中央权威。罗马帝国时期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海关管理体系。
欧洲早在古希腊时期就产生了原始关税。根据《荷马史诗》记载的一段腓尼基商人向托阿斯国

王献上美丽的合金银碗的记录，德·拉伊特猜测这只银碗也许是腓尼基商人希望保证他们与希腊

的贸易受到更好的保护并且能够顺利进行才给国王的礼物［２］１７，也就是关税的雏形。威廉·配第

认为，“关税最初是为了保护进出口的货物免遭海盗抢劫而给君主的报酬”［１］５２。
原始自由港的产生也与腓尼基人相关。中外学者认为，自由港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腓

尼基鼎盛时期（公元前１２世纪）［３－６］。为扩大贸易往来，腓尼基人对出入腓尼基港口城市泰尔①和

北非殖民地迦太基的外国商人提供自由通行保障。这种做法后来被希腊的特洛伊岛和罗马帝国的

一些城市效仿。因此，早在２０００多年前，地中海沿岸就出现了为扩大贸易往来而允许外国商人自

由通行的自由港口。
擅长航海和贸易的腓尼基人不但是原始关税的发明者，也是自由港雏形的创始人。由此，我们

可以推测，无论是自由通行的港口还是向君主“进贡”的银碗，都是腓尼基商人为保障海上贸易能够

顺利进行而采取的措施，自由港和海关从一开始并非“对立”的关系。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腓尼基

人在地中海沿岸实行自由港制度时，该地区并未形成普遍的关税制度，关税对海上贸易的制约作用

与自由港对海上贸易的促进作用都不明显。
总而言之，古代欧洲已经出现早期关税和自由港口。古代欧洲关税主要表现为过境税、路桥港

口使用费、市场税和进出口税，按征收主体分，既有地方性内部关税，也有国家统一征收的针对国际

贸易的外部关税。古代欧洲产生的自由港口的基本特征是“自由通行”。

三、中世纪欧洲：贸易关税特权与商业自由市的发展

公元４７６年西罗马帝国覆灭，欧洲进入中世纪（约４７６—１４５３），标志着欧洲古代文明的结束及

欧洲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中世纪欧洲的公共权威架构基于统一的宗教神权和分裂的封建等级

制度之上。罗马帝国的衰落使欧洲的商业活动失去了活力，覆盖整个欧洲的帝国海关体系也随之

分崩离析。
在欧洲东部，作为罗马帝国的延续，拜占庭帝国（３９５—１４５３）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罗马帝国的

海关体系。因为对外贸易是拜占庭帝国的重要经济支柱，所以海关税是帝国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

５—１５世纪，拜占庭帝国有着数量庞大且高效互通的海关办事机构［２］７６－８２。值得注意的是，拜占庭

帝国中后期出于某些原因对来自某地区的商人和商品实行关税优惠政策。由表２可知，当时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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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黑海沿岸的几个对外贸易发达的口岸大城市（威尼斯、比萨、热那亚等）都从拜占庭帝国那里获

得了贸易关税优惠特权。

表２　拜占庭帝国的关税优惠政策

年份　 优惠政策内容 优惠原因

９０７—９１１

俄国和拜占庭帝国签署的 第 一 份 协 议 中 规 定，拜 占 庭

帝国的优惠税率 首 次 对 俄 国 实 施。俄 国 由 此 获 得 了

在君士坦丁堡 的 贸 易 无 须 支 付 任 何“ｋｏｍｍｅｒｋｉｏｎ”且

没有任何价格和数量限制的权利

给予俄国优 惠 的 海 关 税 率 是 在 两 国 军

事同盟的大背景下实施的

１０８２ 威尼斯获得了在拜占庭帝国免除海关税的优惠政策

这个优惠政 策 是 拜 占 庭 帝 国 对 于 在 抗

击诺曼人威 胁 时 威 尼 斯 所 给 予 军 事 援

助的回报

１１１１
给予比萨商人 优 惠 政 策，涉 及 金 银 时 免 海 关 税，其 他

货物则给予征收４％从价税的优惠政策

１１５５ 给予热那亚商人征收４％从价税的优惠政策

１２０４ 给予热那亚商人免海关税的优惠政策 帮助拜占庭复国

１２９０
给予来自巴 塞 罗 那、阿 拉 贡、卡 塔 卢 尼 亚、巴 伦 西 亚、

图卢兹和马略卡岛的商人征收３％从价税的优惠政策

１４２２ 给予佛罗伦萨征收规定税率一半的优惠政策

　　注：（１）８—１５世纪，拜占庭帝国实行一种名为“ｋｏｍｍｅｒｋｉｏｎ”的海关税制，即标准税率为１０％的从价税。

（２）资料来源：［日］朝仓弘教《世界海关和关税史》，吕博、安丽、张韧等译，（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８０－８１页。

１０—１３世纪，欧洲商业活动开始复苏并逐渐兴盛，海关和关税的发展也应势而起。中世纪欧洲

的封建领主享有较高的海关自主权，这体现在两个方面：（１）封建领主可以在河道、陆路、桥梁、集市等

任何方便交通管制和收税的地方设置关卡，向商人收取通行税、入市税、销售税，以及针对不同货物征

收的关税等；（２）征收关税的权力可以作为礼物、嫁妆、抵债品而转移。因此，与欧洲东部的拜占庭帝

国相比，中世纪西欧的海关关税体制相当复杂，其原因在于西欧有很多不同“级别”的统治权力机构，
包括国王、封建主、修道院、教堂以及市政当局等，这些权力机构都想通过征收关税这一渠道敛财。

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中世纪商业行会与城市联盟的产生。封建领主享有的高度

关税自主权也为商业行会和城市联盟从封建领主手中获得关税自主权提供了可能性。这些都是商

人自主治理的自由市产生的基础。

１０到１２世纪期间，欧洲出现了五十多个设有堡垒和商人区的自治城市，如我们所熟知的布鲁

塞尔、巴黎、日内瓦、安特卫普、汉堡、不来梅等城市都是在这个时期成形的。与自治城市同步兴起

的还有中世纪商业行会。共同的经济利益、政治地位和宗教信仰使城市中的商人们聚集在一起组

成行会。商业行会通常以“特许状”的方式从封建主、国王和教会那里获得各种经商以及政治等方

面的特权———这些特权往往也是城市的特权。１１５７年，定居在伦敦的科隆商人被授予皇家保护的

特权。据说，这开启了外国统治者、封建领主和城市向行会商人授予一系列特权的大门［２］１０２。中世

纪晚期欧洲最有影响力的商业行会联盟———汉萨同盟，是德意志北部沿海城市为保护其贸易利益

而结成的商业同盟。汉萨同盟形成于１３５６年，极盛时加盟城市超过１６０个，吕贝克、汉堡和不来梅

是其核心。该同盟在长达３个世纪的时间内垄断了北海和波罗的海的贸易，汉萨商人成功地在欧

洲各国获得了比其他商人更多的贸易优惠特权，这其中当然包括关税优惠特权。

１３世纪和１４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些城市摆脱其主教的管辖，成为受皇帝直接管辖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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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城市。这些帝国自由市享有较多的自由和特权，可以不向皇帝交税，且多实行较为自由的贸易

政策。１５１０年，汉堡成 为 神 圣 罗 马 帝 国“自 由 市”。从 那 时 起，汉 堡 港 的 关 税 自 主 权 一 直 持 续 到

１８８１年汉堡加入德意志关税同盟。
总而言之，受封建制度的影响，中世纪欧洲海关体系因为缺乏统一的中央权威的约束而表现出

较强的地方性和自主性。地方性使中世纪商人面临层层盘剥，而自主性却为大商人和商业城市联

盟获得关税优惠特权提供了可能性。中世纪欧洲的自由港口也产生了新的变化，即增加了“免关

税”的功能。１２２８年，法国在马赛港港区内划出一定的区域，允许外国货物可以在不缴纳任何税费

的情况下进入这一区域，具有免税功能的自由贸易区自此产生。

四、近代欧洲：海关制度变革与自由港的诞生和发展

１６世纪前，欧洲商品经济虽然比较繁荣，但尚未形成世界性的贸易网络。１５世纪末，西欧社会

进入封建社会的瓦解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和成长。１６世纪，欧洲的商品经济已经非

常发达，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欧洲殖民者在美洲、亚洲、非洲的殖民扩张，促进了欧洲资

本主义的发展。商业资本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对内促进欧洲各国国内市场的统一，对外促进世界市

场的形成，推动欧洲对外贸易的发展。三十年战争（１６１８－１６４８）促成了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

形成。近代意义上的以民族国家为主体、以正式邦交和国际会议为相互作用模式的国际关系体系

开始在欧洲出现。欧洲进入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西欧建立起一些中央集权国家，它们运用国家力量

支持商业资本的发展，国际贸易秩序开始形成。

（一）１６—１８世纪：自由港的诞生与欧洲海关关税制度变革

公共权威之间权力的消长影响了海关关税体系的变迁。罗马帝国解体后，封建领主的势力开

始壮大，国家权力开始分散，统一的、规范化的帝国关税体系难以为继。但随着王权的巩固和封建

制的逐渐没落，中世纪欧洲各国的关税体系开始从地方性海关向系统化、规范化和国有化的海关体

系转变。到了１２世纪，除了德国，欧洲通行税的征收已经开始形成一种系统的或习惯性的方式。
英国的海关管理体系在经历了半国有化、国有化的过程后，于１２７５年由国王爱德华一世建立。需

要注意的是，虽然散落地方的关税征收权在国有化，但全国性的海关体系和地方性的通行税制度在

中世纪欧洲仍是长期并存的。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世纪的封建海关模式已经严重阻碍了贸易活动的开展，欧洲的海关关税

制度亟待变革。１６世纪，为打破封建海关关税对商品经济发展的束缚，欧洲的商人阶层和中央集权国

家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方式：前者发起了小范围的贸易自由化，后者则进行了关税主权的国有化。

１．商人阶层主导的小范围的贸易自由化———自由港的诞生

１５４７年，世界上第一个自由港（雷格亨自由港）诞生在欧洲地中海沿岸热那亚湾的里窝那城。热

那亚从１２世纪起就是地中海沿岸重要的贸易交往枢纽。１６世纪，热那亚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

代，新兴起许多商业城市，商品经济十分发达。但是，封建时期的内部关税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

展。为打破封建束缚，里窝那城的商业行会首先从封建领主手中取得了该城的自治权，然后在该城的

雷格亨港实行了旨在促进商品自由流通和发展对外贸易的开放政策。这种开放政策最突出的特点

就是在为各地船只的往来提供方便和安全的同时，免征其货物进出口的关税。从此，以“免关税”、
“通行自由”和“贸易自由”为基本特性的自由港诞生，成为欧洲海关关税体系中特殊的存在。

随后，意大利的一些著名商业城市如那不勒斯和威尼斯也先后开辟为自由港，进而欧洲其他一

些重要城市也相继效法，或是开设自由港，或是在港口区划出专门地带作为自由贸易区，以疏通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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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渠道，发展转口贸易。这样，开辟自由港之风就从意大利刮向了整个欧洲，并迅速地在欧洲许多

港口城市风行起来［７］４９。
虽然早期自由港的功能只限于为获取商业利益而进行转口贸易活动，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

看，自由港的诞生和风行发挥了用“自由通行”和“免关税”对抗层层盘剥的封建关税残余的历史进

步作用，成为欧洲商人和新兴资产者突破封建封锁、扩大对外贸易的有效形式。

２．欧洲各国主导的海关关税国有化———统一关税体系的建立

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欧洲各国发现在国内设关征税不利于贸易的进行和统一市场的形成。因

此，欧洲各国开始逐步废弃国内关税，建立统一的国境关税体系。地方性内部关税的消亡与近代主

权观念的确立有着极大关联。现代的国家制度和主权观念是在１６４８年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下确立的。主权强调国家对内行使最高的、不可分割的统治权，地方性内部关税的取消是关税主权

国有化的重要步骤。
在上述背景下，１６—１８世纪，欧洲海关关税制度发生了如下变革：（１）为建立起统一的国内市

场，各国试图减少地方通行税的种类，废弃王国内部的海关或者至少是简化关税征收的程序；（２）为
了在对外贸易中控制金银输出，增加金银输入，各国按照重商主义的经济理论，纷纷提高进口关税、
降低出口关税来保护和发展本国工商业。

在这里需要提到一个例外，那就是德国。当英国、法国都在建立单一的海关关税体系时，德国

却依然广泛保留着中世纪的海关模式，直到１９世纪初，德国都没有很强烈的建立单一海关关境的

欲望，这与德国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的抵制密切相关。

（二）１８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关税政策与自由港的发展

经过一个世纪的较量，到１８世纪中叶，西欧各国实力日益悬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逐渐瓦解。
拿破仑战争（１８０３—１８１５）促成了以英国为主导的维也纳体系的建立。在英国“离岸平衡手”的调控

下，欧洲大陆实现了“百年和平”，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１８世纪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
为欧洲乃至全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凭此占据世界贸易的中心垄断地位。

１．欧洲关税政策：从自由贸易到保护主义

１８—１９世纪对欧洲海关和关税制度变革发挥深远影响的是自由贸易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受

该理论影响，１９世纪中期以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以英国为主的各主要西方国家或多或少都实

行了自由贸易政策。英国在确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后，以１８４６年《自由贸易法案》为起点，开始

形成了理想中的自由贸易关税体制，取消保护性贸易限制，降低关税水平。到１８７０年，英国关税只

有５０个税目，其中只有２５个是真正意义上的关税，且都是针对所谓殖民地产品的［２］１８７。但进入２０
世纪，随着德国、美国等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崛起，英国在国际市场上的霸主地位受到挑战，工业品出

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逐年降低，理想中的自由贸易关税难以为继。１９１５年，英国对汽车、自行车、
手表等商品引入了３３．３％从价税的保护性关税。

欧洲大陆的后起之秀德国直到１８３４年１月１日才建立起统一的关税同盟。１８７１年德意志帝

国建立后，颁布并实施了第一部《帝国关税法》，取消了所有出口税。到１８７７年，德国９５％的进口

商品都免税。但 自１８７９年 起，德 国 的 贸 易 政 策 开 始 转 向 贸 易 保 护 主 义，特 别 是 对 其 农 产 品 的

保护［２］１７９－１８３。

２．欧洲自由港的发展

１８—１９世纪，自由港作为一种国际经济联系形式和政策工具，继续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所沿

用。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向全球的扩张，一些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优势地位的欧洲国家为扩大对外贸

易，陆续把沿海的一些著名港口城市，如葡萄牙的波尔多、法国的敦刻尔克、丹麦的哥本哈根、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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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汉堡和不来梅等先后开辟为自由港，或划出特定的区域设立自由贸易区。
但这个时期产生的自由港并非仅仅是对自由贸易主义潮流的顺应，也是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时期的一股逆流。以汉堡自由港的诞生为例，作为汉萨同盟城市和神圣罗马帝国自由市，汉堡一直

实行较为宽松的贸易 政 策。自１８７９年 起，德 国 的 贸 易 政 策 开 始 由 自 由 竞 争 转 向 贸 易 保 护 主 义。

１８８１年，汉堡市迫于政治压力加入德意志关税同盟，通过谈判，汉堡争取到在德意志帝国关税区外

保留一个“自由港”的权利。这样一来，原来适用于整个城市的自由贸易政策仅保留在港口的一个

限定区域内。汉堡自由港于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１５日正式开港，其诞生正值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时

期，自由港的存在为汉堡港在当时的世界贸易中保持了竞争力。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垄断时期，国际贸易秩序从自由贸易主义和贸易保护

主义并存过渡到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侵略性贸易保护主义。随着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吉布

提、新加坡、槟榔屿、马六甲和香港等欧洲国家的殖民地以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的身份被纳入全球

贸易体系中。可以说，贸易保护主义与现代自由港是“相反相成”的孪生产物。

五、现代欧洲：关税一体化与自由港的转型和消失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启了世界现代史的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三十年中，
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尤其是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进一步激

化了市场矛盾，使超保护贸易政策发展到空前的规模。大危机以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提高了进

口关税，对进出口贸易实行许可证制及外汇管制。同时，政府积极干预外贸，鼓励出口，扶持本国垄

断组织夺取外国市场。保护措施也开始多样化，不仅有关税，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奖出限入的措

施。这种国际贸易环境不利于自由港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生，而在拉丁美洲、非洲、中东和东

南亚这些在国际贸易中充当原材料产地和市场的地区则相继出现了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因此，
这个时期产生的自由港多数是为宗主国的利益服务的。自由港虽然在发展，但却是被动的发展。

从１５４７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四百年中，自由港的功能、形态和分布状况均比较单一。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自由港多是商业型自由港，主要是利用港口的优越地理位置和港口条件从事转

口贸易，大多位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殖民地、半殖民地。据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全世界约

有２６个国家（地区）建立了７５个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４］１１－１２。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自由港的转型升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崩溃，广大殖民地和半殖

民地国家和地区纷纷独立。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衰落，美苏两极主导世界格局。经济全球

化、贸易自由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同步展开。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改变了生产生活方式。而对

海关和关税制 度 影 响 最 大 的 是《关 税 及 贸 易 总 协 定》的 签 订（１９４７）和 海 关 合 作 理 事 会①的 诞 生

（１９５２）。《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通过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促进了国际贸易自由化，海关合作理

事会则通过协调和简化各国海关手续、提高海关工作效率推动了国际贸易便利化。两者都为自由

港和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并提供了国际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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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４７年，部分欧洲国家成立了“欧洲关税同盟研究团”。该团１９５０年１２月在布鲁塞尔开 会，制 定 了 三 个 有 关 关 税 事 项 的

公约：《设立海关合作理事会公约》、《海关税则商品分类目录公约》、《海关商品估价公约》。海关合作理事会根据第一项公

约于１９５２年１２月正式成立。海关合作理事会２０００年后改称为世界海关组织。世界海关组织（ＷＣＯ）是唯一世界范围的

专门研究海关事务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它的使命是：加强各成员海关工作效益和提高海关工作效率，促进各成员在海关执

法领域的合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数量不断增长、功能不断拓展、形态不断更新的

时期。数量上，据统计，世界上包括自由港在内的各种类型的自由经济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七十多个飙升至２０世纪末的近千个（见图１）。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增的自由经济区绝大部分

都分布在欧洲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见表３）。与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大量增加不

同，欧洲自由港的发展进入精简优化阶段，与增量相比，欧洲自由港更注重功能的多元化。

图１　２０世纪世界自由经济区数量增长趋势①

表３　世界自由经济区分布

地区 北美洲 亚洲 欧洲 加勒比地区 非洲 南美洲 中美洲 中东地区 　太平洋地区 总数

数量 ３２０　 ２２５　 ８１　 ５１　 ４７　 ４１　 ４１　 ３９ 　２　 ８４７

　　资料来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ａｂｏｕｒ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Ｚｏｎｅｓ，Ｇｅｎｅｖ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８，ｐ．３。

功能上，欧洲自由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单纯从事转口贸易业务转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直

接经营贸易和出口加工业。出口加工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一种新型自由经济区。一般认

为，１９５９年爱尔兰建立的香农出口自由区是世界上最早以从事出口加工活动为主的自由经济区。这

种新型的自由经济区注重创造就业机会和发展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其产生丰富了世界自由港的内涵

和形态。继增加了出口加工功能之后，自由港的服务功能也日益突出，离岸金融业务、国际物流服务、
旅游业服务等功能模块纷纷嵌入自由港的功能体系中，进一步推动了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形态上，贸
易型的自由港同工业型的出口加工区相互融合，并逐步向贸易、工业、科技和服务综合型自由港发展。

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海运运输、港口管理和海关监管也从传统方式向现代化、信息化转

变。这个转变大大提高了港口效率和海关效率，进一步推动了贸易便利化。以汉堡港为例，两次世界

大战给汉堡港的现代化进程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盟军的袭击摧毁了汉堡

港８０％的基础设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１９５３年，汉堡市投资１１．５千万欧元对汉堡港进行大规模

的现代化重建②。１９５５年，汉堡港的贸易年吞吐量就已经恢复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随着港口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集装箱成为航运的主流运输形态，汉堡港随之在易北河南

岸建起大批先进的集装箱装卸码头。汉堡港的现代化还体现在对条形码技术、计算机互联网络、全
球卫星定位技术、电子数据交换系统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汉堡港于１９８３年就投资建设

ＥＤＩ中心，高效、信息化的港口管理方式大大增强了港口的运作效率，增强了港口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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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欧洲关税同盟的发展与欧洲自由港的消亡

两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各国丧失了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为了能在美苏主导的国际体系中

不被边缘化，同时也为了欧洲的和平，欧洲选择了一体化。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关税一体化为

其他领域的一体化开辟了道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随着关税法规和相关外贸法规的确立，欧洲关

税同盟建成，并于１９９３年发展成为欧洲单一市场。欧盟的统一关税政策包含取消内部关税和对外

实行统一差别关税两部分，其目的在于实现没有任何内部边境限制的经济一体化。

２００３年，关税同盟开始现代化进程，运用科技手段提高海关效率。２００８年２月，欧盟对使用时

间长达四十年的《共同体海关法典》进行了全面修订。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１日，欧洲议会通过了该法典。
新法典大大简化了现有的海关程序，使实施海关决议的规则更加统一，更好地符合现代贸易需求。
目前，欧盟的共同海关规则已经超越关税同盟，随着共同关税的推行延伸到贸易政策的所有方面，
并利用非关税措施和共同外贸政策保护欧盟的经济利益。

２０１２年，欧盟海关年通关货物达２０亿吨，价值３．３万亿欧元，关税收入达１６６亿欧元。欧盟

海关不仅是关税征收者，同时在确保贸易自由流动和防范安全风险及帮助执行公众健康、消费者保

护、知识产权、环境和农业等领域政策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①。
近二十年来，欧盟关税一体化、内部市场一体化，ＷＴＯ框架下多边及诸边贸易协定的签订，以

及欧盟和其他国家双边贸易协定等因素极大地改变了欧洲自由港的生存环境。自由港的传统功

能———国际货物的免税转运、储存和加工，在如今的海关条款和航运发展新阶段之下，已经丧失了

部分功能价值，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欧洲自由港的关税减免功能丧失。首先，欧洲内部

单一市场的形成使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实现自由流通。以汉堡港为例，其货物总量中有２／３
发生在欧盟市场内部，欧盟内部没有关税意味着自由港的“免税通行”功能对欧盟内部市场没有价

值。其次，新的《欧盟海关法典》的生效将彻底结束欧洲各国自定海关及税务优惠的时代，欧盟的关

境覆盖了其所有成员国的国境，成为一个统一关税区，自由港的免税特权不复存在。第二，自由港

的保税仓储功能吸引力下降。目前，现代物流业正在朝零库存的趋势发展，高效的集装箱运输方式

和便捷的物流中转服务大大缩短了货物在港口停留的时间。高效率的零库存、零储备比长期的保

税仓储更能吸引国际航运公司。此外，欧盟允许各地建设保税仓库的普惠政策也使自由港的免税

仓储功能不再具有特色和吸引力。第三，欧洲自由港区域内加工功能已经趋于萎缩，无实质性业

务。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加工区已经全面承接了相关业务。
鉴于上述原因，为了顺应时代变化和市场需求，一向是自由贸易先驱的汉堡市率先废除了汉堡

自由港，从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开始，欧盟关于海关港口的法律规定适用于整个汉堡港，汉堡自由港正

式完成其历史使命。

六、结　论

综上所述，自由港的产生与发展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作为

一个历史产物，自由港的演化存在一个“诞生—发展—转型—消亡”的生命周期。作为国际贸易体

系中的一个要素，自由港的运行受到国际关系体系和国际经济制度的影响。作为参与世界贸易的

平台，自由港的演化与公共权威形态和海关关税制度变迁有着紧密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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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关信息请参见李振华《关税同盟：提升欧盟竞争力，保障欧洲公民安全》，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５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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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欧洲的公共权威形态经历了三次重大转折：奴隶制城邦—封建王国—近代民族主权

国家—逐步一体化的欧盟。这些人类共同体按照不同的结构构成了国际体系或国际社会，形成了

不同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制度。以这些人类共同体为载体，关税制度和自由港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在古代欧洲，“邦”际贸易并不发达，内部关税作为公共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为权威机构所用，

城邦统一的对外关税并不是古代关税的主体部分。擅长航海和贸易的腓尼基商人甚至主动向希腊

国王赠送礼物以求保证贸易的顺利进行。以自由通行为特征的自由港口，如泰尔和迦太基已经产

生，但它们同腓尼基商人的礼物一起发挥了促进“邦”际贸易的作用。
在中世纪欧洲，商品经济逐步繁荣，各层级的封建领主和教会不约而同地选择通过设关征税的

方式从商人身上剥夺一些利益。商人们在饱受盘剥之后，精明地选择了凝聚成商人行会并通过“贿
买”的方式从封建领主手中获得贸易特权和关税自主权。由商人集聚而形成并由大商人主导的商

业城市获得关税自主权成为自由港产生的重要基础。最早的自由港就是以这种方式突破了中世纪

层层盘剥的关税阻碍，顺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近代主权国家产生后，封建制度走向灭亡，欧洲纷纷建立起中央集权的主权国家，内部市场统一，

内部关税被取消，统一的对外的国境关税成为主流。在集权的过程中，原有的一些自由市被民族国家

吞并，一些自由港以“法外开恩”的形式产生，汉堡和不来梅自由港正是如此。与此同时，国际贸易往

来大幅增加，资本主义对外扩张，世界市场开始形成。欧洲的一些重要港口和欧洲殖民地的重要港

口也以自由港的形态开放，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港口条件使这些自由港成为重要的商业枢纽。
两次世界大战过后，以全球市场和国际分工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国际贸易体系确立，自由港的单

一商业功能难以满足现代贸易的需求，出口加工、科技研发、物流分拨、离岸金融、旅游零售、国际教

育等功能逐渐加入到自由港的功能体系中。自由港的形态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产生了出口加工

区、保税仓库区、对外贸易区、自由贸易区、科学工业园区、国际物流中心、离岸金融中心等主体功能

不同但基本内涵一致的不同形态，并朝着综合型自由港的方向发展。
与近年来自由港的建设在亚洲国家不断升温相比，自由港在欧洲却在逐渐消亡。这种反差折

射出欧洲已经进入了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欧盟关税一体化使关税主权从民族国家让渡到超国家

行为体———欧盟手中。欧盟的关境覆盖其所有成员国的国境，实行统一的关税政策和共同的海关

规则，享有关税特权的自由港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而亚洲各国（地区）仍受到主权观念的主导，短时

间内难以形成一体化的亚洲市场，因此，各国（地区）纷纷将自由港视作一种促进国际贸易的联系方

式和政策工具。亚洲各国（地区）在借鉴欧洲自由港过往建设经验的同时，也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灵活运用自由港这种政策工具，并顺应国际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和经济区域化、一体化的趋势，对自

由港的功能和形态加以创新。
自由港是国际贸易自由化过程的产物，其命运也将终结于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实现。

随着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发展，如果所有国家都取消关税、非关税等贸易壁垒和边境安全限制，
自由港存在的价值将不复存在。但是，只要国际关税、非关税障碍和国家海关安全威胁依然存在，
自由港就一直有存在的价值，其功能和形态也会不断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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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业《彭燕又偶存草序》作年考：兼考彭宾《偶存草》刊刻时间

李越深１　朱姝闻２
（１．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３１００２８；２．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３１００２８）

彭宾，字燕又，入清后号大寂子，明末清初松江“几社六子”之一，著有《偶存 草》诗 集，吴 伟 业 曾 为 其 作 序。关 于 吴 伟 业

序的作年，冯其庸、叶君远先生所著《吴梅村年谱》（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以下简称《吴 谱》，不 再 标 注 版 本）推 定 为 清

顺治六年（１６４９），但笔者在研究中发现这一推断有误，本文拟对此加以考辨。

吴伟业《彭燕又偶存草序》云：“余同年彭燕又刻其诗《偶存草》以示余……余曰：尝试与子屈指，二十年来，少同学，长同师，

朝夕同游处，其人尚有存焉者乎？”（《吴梅村全集》中册卷二八，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６７０页）《吴谱》根据文中“二十年

来”之语，推定此序作于顺治六年，但笔者经眼之彭宾《偶存草》（国家图书馆藏清初刻本，后不再标注版本）有多篇作于顺治六

年之后，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卷上之《送周宿来闽使还朝》和卷下之《送周宿来使闽还喜赋》。周茂源，字宿来，华亭人，顺治六年

进士。周曾于顺治八年（１６５１）以刑部主事使闽，事见其《鹤静堂集》之《辛卯正月奉使闽中出都之作》、《辛卯长至宿卫辉使馆》

和《壬辰元旦》。辛卯为顺治八年，壬辰为顺治九年（１６５２）。三首诗中，第一首标题即表明周使闽的出发时间是在顺治八年正

月。第二首有句云：“万里乍归沧海使，三年长拂帝京尘。”（《鹤静堂集》，见《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２１９册卷七，齐鲁书社１９９７
年版，第８４页）说明顺治八年冬至日周已在使闽还朝路上。第三首有句云：“朝回倍识君恩渥，待漏从容尺五天。”（同上，第８５
页）点明本年元日时周已回到朝廷。此三诗清楚地表明，周茂源于顺治八年正月出都使闽，至年底回京，前后近一年。彭宾

《送周宿来闽使还朝》有句云：“北风萧萧凋白草，海雾山岚昏复晓。”（《偶存草》卷上，第１３页）诗 中 描 写 的 冬 季 景 色 与 周 茂

源还朝时间相符，此诗和《送周宿来使闽还喜赋》当作于顺治八年岁尾，既然如此，《偶存草》的 刊 刻 与 吴 伟 业 作 序 几 乎 不 可

能在当年。《偶存草》卷首之编选职衔署名为“云间大寂子彭宾著，莱阳如须姜垓、娄水骏 公 吴 伟 业 同 选”，可 见 吴 伟 业 不 仅

为《偶存草》作序，而且和姜垓一起参与了《偶存草》的编选。姜垓，字如须，山东莱阳 人。因 姜 垓 病 逝 于 顺 治 十 年（１６５３）二

月，且正月时已患病，必无力参与编选，故《偶存草》的编辑刊刻及吴伟业作序的时间只能置于顺治九年。

据姜埰《姜贞毅先生自著年谱》，顺治九年，姜垓与其仲兄姜埰曾于本年春天归莱阳，会葬其父与长兄、长嫂（姜埰《敬亭

集》卷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５页）。返乡期间，姜垓曾作《壬辰三月登望石山题壁》诗，望石山即姜氏父兄

营葬之地。姜垓入清后长期居住于苏 州，吴 伟 业 则 经 常 往 来 苏 州。《吴 谱》云：“是 春（顺 治 九 年），（吴 伟 业）又 尝 往 苏 州。”
（同上，第１９２页）因此，《偶存草》刊刻及吴伟业作序的地点应在苏州，时间应在顺治九年三月之后的春夏之交，即吴伟业过

苏州、姜垓营葬父兄后回到苏州之时。

此外，侯方域的《大寂子诗序》也可为佐证。顺治九年冬，彭宾与侯方域相遇 于 嘉 兴。彭 宾《四 忆 堂 诗 序》：“壬 辰 冬，朝

宗渡江而南，访孝先于禾城，复与余遇。”（王树林《侯方域全集校笺》附录一，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１６７页）侯方域

《大寂子诗序》云：“大寂子著诗曰《偶存草》，以见存者皆偶尔，不独诗也，吴学士伟业叙 之 详 矣。又 著 诗 曰《越 州 草》……既

而大寂子合其二集，请叙 于 余。”（同 上，卷 一，第４８页）彭 宾《四 忆 堂 诗 序》云：“是 以 朝 宗 之 叙 余 也，感 念 陈、夏 皆 已 零

落……”（同上，附录一，第１１６８页）从两篇序文中获知，《偶存草》之外，彭宾还 刊 刻 了《越 州 草》诗 集，并 由 姜 垓 作 序。随 后

彭宾将两部诗集合为一部，取名为《大寂子诗》。笔者虽未能获睹《越州草》及姜垓序，无 法 了 解 更 多 的 情 况，但 基 于 姜 垓 病

逝于顺治十年二月的事实，《越州草》与《偶 存 草》的 刊 刻 时 间 应 接 近，甚 至 有 可 能 是 同 时 刊 刻，由 吴 伟 业 和 姜 垓 各 为 作 序。

在顺治九年冬天彭宾与侯方域相遇于嘉兴时，侯方域为彭宾作《大寂子诗序》，稍后彭宾在吴兴萧寺为侯方域的诗集作序。

综上所述，彭宾《偶存草》诗集刊刻及吴伟业作序的时间最有可能在顺治九年三月后的春夏之交，至迟不晚于当年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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