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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俄罗斯通过广州开展
对华贸易问题探究 

柳若梅

【 内 容 提 要 】 俄国与地处华南、1840 年以前中国“一口通商”重镇的广州相距甚

远。17 世纪末俄国才对广州有了明确记载，随着对广州对外贸易重要性认识的加深，到

18 世纪末，俄国开始积极策划通过广州开展对华海上贸易，销售俄属美洲出产的毛皮和

海产品，并进行了初步尝试，直到 1858 年签订中俄《天津条约》，俄国才获得在广州等

地通商的权利。但由于 1867 年俄将阿拉斯加等地出售给美国，加上其他海上运输通道的

开通，广州在后来俄国对华贸易中渐渐变得可有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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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两国相邻，俄国与中国的蒙古地区、黑龙

江流域早有往来。“俄国的外交目的，从一开始就

是尽可能地接近这个亚洲邻邦，并同它划定比较有

利的边界和建立活跃的贸易关系。”①在中国地大

物博的美名传到俄国之后，地处海疆的广州便成为

俄罗斯同中国展开贸易的梦想之地。然而事实是，

地处华南、1840 年以前作为中国“一口通商”重

镇的广州，与俄国相距甚远，但是，俄国与欧洲

其他国家一样，对来华贸易充满了渴望，广州这个

早期中国海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自然也引起俄

国的关注。俄国对于广州口岸的认识和利用，历经

300 年：17 世纪末开始对广州有明确的记载，18

世纪末的时候对这个口岸城市充满了向往，1858

年获得在广州的贸易权，但此后广州在俄对华贸易

中的地位却逐渐下降。

一、17 世纪以前：从一无所知到明确
       记载

俄国曾经是一个以商业为国家发展推动力的国

家。公元 862 年，发起于诺夫哥罗德的罗斯人与来

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北方民族，在自北方的瓦兰到南

部的拜占庭的贸易过程中发展起来，建立了罗斯国

家。直到 1240 年鞑靼蒙古统治罗斯以前，贸易一

直是罗斯国家的经济命脉。摆脱蒙古人桎梏后，罗

斯国家与西欧和中亚的贸易联系日益密切。中国作

为一个有着丰富商品的国度早就为俄国人所知，中

历  史

①  Николай 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1619-1792 г.). Казань, 1882. 中译本见

［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商务

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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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各国的商人在公元 10 世纪前后就把中国的丝绸

传到了俄国。15 世纪中亚的国际性贸易中心为中

俄两国商人提供了直接接触的机会。16 世纪，俄

国更多地接触到中国商品，1557 年伊凡四世出征

的战服——无领袍就是用中国黄缎缝制的①。1587

年，俄国设立了托博尔斯克市作为联系西伯利亚事

务的中心城市。16世纪末，俄国已成批地输入“中

国布匹”②。1668 ～ 1669 年间，托博尔斯克军政

长官彼得 • 戈杜诺夫（Петр Годунов）以问答的形

式编写了《中国及远方印度通报》（«Ведомости о 
Китайской земле и о глубокой Индии»）③ 一书，

书中的被询问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布哈拉、吉

尔吉斯、卡尔梅克、俄罗斯等地的商人，该书偏重

于介绍外国人在中国经商的情况和可能性，但其中

并无中国各地的具体信息。

从 17 世纪起，俄国多次向中国派出使团沟通

关系，希望与中国建立稳定的贸易联系，并在中国

全境自由贸易。1656 年，携带俄国沙皇致中国皇

帝国书的巴伊科夫使团到达北京，与中国商讨“双

方互相来往并自由贸易，并通过贸易各自得到盈余

和利益”④是使团出访的主要目的。此时俄国对于

中国及其城市还缺乏了解，“中国和中国城市怎样”

是俄国沙皇希望巴伊科夫了解的重要问题之一。巴

伊科夫使团虽到达了北京，但因与中国朝廷在上呈

国礼、觐见中国皇帝等方面的礼仪问题不能达成一

致，双方不欢而散。巴伊科夫所了解到的只是，“中

国都城有很多外国人：法兰西人、波兰人、西班牙人、

意大利人。他们各自信仰自己的宗教，他们的教堂

用石头建成，式样各不相同。他们的神像画在木板

上，有主宰一切的上帝的神像，有圣洁的圣母的神

像，有约翰先知和天神的神像。还有十二名圣徒的

神像，只是神像上没有题词”⑤。在北京，巴伊科

夫使团与 1654 年 7月到达北京的荷兰人相遇⑥，但

“俄国人不懂欧洲话，欧洲人也不懂俄语”，使团

中没有会讲拉丁语的人，双方没能进行深入的交流，

由于巴伊科夫本人的文化素养不高，因此对于天主

教传教士和商人往来中国之事并不了解，对于与欧

洲往来关系密切的广州也没有丝毫的了解。1670

年，涅尔琴斯克（尼布楚）军政长官阿尔申斯基派

涅尔琴斯克十人长米洛瓦诺夫携 3 人出使中国，他

们在北京“会见了 3 名希腊人，这些人是从海路到

达中国的，他们已在中国住了将近 17 年，并在自

建的石头教堂里自由信奉基督耶稣教”⑦。从此，

俄国人开始知道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活动，但详细情

况尚不了解。对于西欧与中国贸易的情况也不太清

楚，因为其后米列斯库出使中国时的使命中，有需

要了解“西欧或者其他遥远国家的商人是否常到中

国”的内容⑧。

1675 年，在俄国供职的罗马尼亚籍外交官米

列斯库受命出使中国，这是俄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个

规模庞大的外交使团，使团的任务包括：“请求

允许两国商人自由往来于双方国境”，“尽力探明

一条可通往俄国的较近的路线，特别是水路（经由

大海或江河）”。可见此时的俄国尚不知中国的陆

上和沿海边疆状况，对于欧洲与中国的贸易也不甚

了解。米列斯库通晓拉丁文，到达北京后，耶稣会

士南怀仁成为米列斯库与清廷沟通的翻译。通过与

耶稣会士的交流和阅读耶稣会士的著作，米列斯库

将他对中国的了解写成《中国漫记》⑨一书，“在

第四十九章，中国第十二省——广东省及其大小城

市”⑩中介绍了广东的地理位置、辖区、人口、钱

粮、自然条件、物产、城市特点、城市管理、居民

习俗、信仰等。书中写道富饶的广东省位于海边，

①  Фехнер М.В. Торговля Рус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о странами 
Востока в XVI веке. М., 1956. С.75-76.

② 关于中俄早期贸易，详见宿丰林：《早期中俄关系史研究》，黑

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③  Долгов С.О. Ведомости о Китайской земле и глубокой Индии, 
СПб. 1899.( 戈杜诺夫写的这部书经多尔戈夫整理于 1899 年出版后始受

关注 )。
④ 苏联科学院远东所等编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商务印书馆

1978年版，第1卷，第1册，第228页。

⑤ 苏联科学院远东所等编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2册，

第275页。

⑥ 在程绍刚译注的《荷兰人在福尔摩莎》（台北联经出版社2002年版，

第 475页）一书中也提到，荷兰人“到京前四个月，由 100人组成的莫斯

科使团浩浩荡荡地赶到北京，也还没有受到接见”，“因为莫斯科的使节

执意不在藏有皇帝和这个国家实物的宫殿前屈身行礼，而且坚持要把他们

的书信当面交给皇帝，结果一无所获，被赶出京城”（见该书第487～488页）。

⑦ ［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 ：《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

第34页。

⑧ 苏联科学院远东所等编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1册，

第516页。

⑨ [罗马尼亚]尼古拉•斯帕塔鲁•米列斯库 ：《中国漫记》，蒋本

良、柳凤运译，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0年版。原书完稿于 1677年，书名为

《天下第一洲——亚细亚洲，位于此洲的中华帝国及其各省市》（«Описание 
первыя части вселенной, именуемой Азии, в ней же состоит Кита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с прочими его городы и провинции»），该书稿自从上交俄国外

务委员会后便被当做国家机密束之高阁，直到1910年才在俄国喀山公开出

版。不过，目前在俄罗斯的档案馆中保存了 17世纪和 18世纪留下的该书

的抄本四十多种，说明了当时俄国社会对中国的兴趣。

⑩ [ 罗马尼亚 ]尼古拉 •斯帕塔鲁 •米列斯库 ：《中国漫记》，

193～ 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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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到处是海港和无数的海船。辖域内有 10 个大

城市和 73 个小城镇，著名的海港澳门不算在内。

据户口册记载，本省有 483300 户人家，118000 ①

男丁，每年缴纳的赋税有：27300 普特盐，大量关

税不计在内。一切人的生活必需品在这里应有尽有，

人工制造的或天然的珍贵物品俯拾皆是。虽然这里

并不都是平原，也有山区，但能生长各种粮食作物，

而且一年两熟，这里没有冬季。中国人有一句俗话，

说这个省有“三怪”：冬无雪，树常绿，人吐血。

这里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雪，什么是冬天，树叶

终年不落；这个省的人吃一种槟榔叶，使口水变红，

整个印度都有这种习惯。让我们看看这个省输出些

什么货物，都是一些贵重的优质物品：黄金、无数

宝石、珍珠、丝绸、铅、汞、铜、铁、榛子、各种

香木。他们制造枪炮的铁是如此之硬，以至他们的

枪炮从不会炸裂，而只会像蜡一样地熔化，不会伤

及打枪的人。这里生长各种鲜果，特别是印度水果，

如橘子、柠檬、枸橼，还有一种柠檬大如人头，味

如柑橘。他们用这些果树花制作一种香水，清香扑

鼻。他们习惯把柠檬挂在屋里，保存一年。他们也

榨柠檬汁。这个省的居民十分灵巧，模仿能力很强，

无论什么外来的产品，他们一看就能仿制，如纺织

丝绸、镀金。他们从葡萄牙人那里学会用大米做一

种像玻璃的透明纸，没有我们的玻璃那么坚硬，但

十分优良。他们也学会了制造大钟，不过尚未学会

制作手表，他们还会做金链条、精致的盒子。所有

这些东西的售价都极其便宜。皇帝在这个省专门派

了副都督，因为这里远离京城，而且靠海，经常受

到盗贼的海陆包围。这位都督不仅管辖这个省，还

管另外一个省，但不住在省会，而是住在两省交界

的一个城市，在省会住着的是管辖大海的官员。……

本省省会、本省第一大城市广州府，因其规模之大、

居民之多、建筑之精美而遐迩闻名，包括郊区方圆

24 俄里，辖域辽阔。同时，城市离海岸不远，由

于河网密布，大船一直可以驶入城市，城里商人众

多，云集了大量货物和财富。府城内辖15个小城镇，

葡萄牙城市妈考（澳门）不算在内……到这里来的

不但有葡萄牙人，印度人等也到这里采购各种货物。

集中在这里的船只密如森林，真是富不可言……广

州有许多天主教修道院和一个天主教堂，里面住着

许多中国教徒，许多耶稣会士，在这里传播天主教

教义。从这里运往中国各地，或从这里转运日本岛

和其他国家的货物都需缴纳关税。这里生长一种树，

名为“铁树”，因为本质坚硬而沉重，放到水里便

下沉。用这种木料可以制作各种坚硬的器具。高山

上居住着一个至今不曾归顺汉人的民族，还有些山

在海中，犹如海岛。有一岛名珊瑚岛，在这一带海

中曾发现了一枝红珊瑚。

这一段关于广州的记述，虽然不尽全面，但却

是俄国人了解广州的基础。俄国气候寒冷，一些地

区属终年冻土带，广东四季温暖，农作物一年两熟，

俄国人对之充满向往。关于其他方面的描述：丰富

的物产、高超的手工业技艺、丰富的商品，甚至原

本是欧俄赴华必带的礼品——大钟，广东人也已经

学会自己制造，这些信息更强化了俄国人来广州

贸易的想法。河网密布，交通发达，意味着这里是

重要的中心城市，基辅公国、莫斯科公国的兴起，

无不是有赖于其一度处于贯通的贸易路线的枢纽地

位。天主教的传教点、贸易需缴纳关税，为俄国展

现了同广州展开贸易的人文条件和相关制度。这些

信息对于一直希求同中国建立稳定贸易联系的俄国

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719 年，俄国商务委员会在给赴华的伊兹马

伊洛夫使团的训令中提到，要力争使“俄国人在任

何时候均可自由携带差役、资财、货物进入中国沿

海和内河各口岸，不得阻止，而且人数也不受任何

限制”②。

俄国对于 1725 年赴华的萨瓦·拉古津斯基

（С.Л.Владиславич-Рагузинский）使团再度提出了

这样的要求。俄国商务委员会还命萨瓦“查明广州

城市情况，因为广州和中国其他所有城市相比是

便于通商的，对俄罗斯尤为方便，因为可随时经水

路来往于北京和广州。因此急需查明此条水路的运

费如何”③，他的回复是，“关于由北京到广州每

普特的运费是多少，经广州运往北京的有哪些欧洲

货，进行贸易的都有哪些民族的人等。我也将尽到

自己的职责去打听清楚；据我所知，迄今为止，除

葡萄牙人外，别的欧洲商人都禁止前去北京；而准

予在其沿海口岸经商的也只限于那些早已同他们订

① 原文如此。《中国漫记》第49章有关注解对此曾有解释。荷兰使

臣约翰•纽霍夫在其著作中称，士兵的数目不统计在内。

②［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 ：《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

第444页。

③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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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通商条约的国家的商民；至于是否准许俄罗斯到

其沿海口岸去，对此，我不仅要通过别人去打听，

而且如果中国人不加禁止，我也可派专人去切实地

看看，并将其所见所闻详细地记载下来”①。

至此，广州已经明确地成为俄国理想中的对华

海上贸易地。

二、18 ～ 19 世纪：俄国周密设想并初
步尝试通过广州开展对华贸易

17 世纪，没有到过广州的米列斯库所记述的

还只是一些间接得到的信息，从 18 世纪末起，则

有俄罗斯人亲身踏上了广州的土地，并传奇性地突

破了清政府规定的中俄交往只在朔方北国的框框，

满载两船中国货物安全返回俄国。

俄国在 初与中国建立起直接联系时，就希

望深入了解中国。当时的中国以出产金、银和其

他种类的贵重商品著称于俄，俄国把中国看成其

未来的巨大市场。在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前，俄国

派往中国的正式使团②全都“兼携方物贸易”③ 。

官派商队也都获利颇丰，高者竟达 300%，而私人

商队更是不计其数，直到 1698 年第一支国家商队

赴华前，俄在华贸易的商人一直以私商为主④。

1698 年俄国政府颁布了《关于对华贸易的一般规

定》，宣布国家将每两年派一支国家商队前往北京，

坚决杜绝私商经年不断地前往中国，造成北京俄

货激增、价格跌落的现象。同中国进行贸易，要“有

利于陛下的财政和全俄罗斯的人民”⑤。1706 年，

又颁布了《关于对中国进行私人贸易的规定》，

规定“嗣后不论任何人，若仍携带任何商品前往

中国，则应毫不姑息，处以死刑”⑥。国家牢牢地

控制了对华贸易。1725 年 6 月率俄国使团赴华的

萨瓦·拉古津斯基“曾经运用自己的全部智慧不

遗余力地争取能在中国全境自由通商”，但俄国

希望在陆路与海上同时与中国展开贸易的想法仍

旧未能实现。

与俄国比邻而居的欧洲，利用航海大发现打开

了对华贸易的新世界。“从 1514 年葡萄牙人第一

次侵入中国沿海到 18 世纪末这一时期，欧洲国家

从陆地和海上围绕中国布下了一个包围圈。”⑦16

世纪，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中国领海上为实现与

中国贸易的目标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并 终取得成

功。1699 年，以印度为基地的英国经过几度周折

与广州建立了正常的商业联系，一跃而成为对中国

贸易的大国。法国于 1698 年成立了科尔伯特的中

国公司，开始了同中国的贸易，接着瑞典和丹麦的

商船也来到了中国，到了 18 世纪后期，美国人也

跨太平洋开始加入了对华贸易的行列。广州成为中

国对外贸易 主要的港口，1757 年被乾隆皇帝钦

定为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

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直接和间接贸易额持续增

长，商品品种越来越多。至于中俄贸易 为重要的

俄国商品毛皮，在 18 世纪后期的中国市场上，欧

洲诸国也与俄国展开了竞争。“1778 年，英国人

库克率‘发现号’和‘坚定号’在诺特加湾逗留了

约一个月，1779 年，两船搜集到的毛皮在广州取

得了惊人的高价……这些消息由于船员的回忆录或

航海日记的出版迅速传播开来。西北海岸与中国

间毛皮贸易的诱人前景，使得英国人马上行动起

来……此后十年内，英国人一直是西北海岸毛皮贸

易的主要参与者。1791 年，法船‘强壮号’出现

在西北海岸……次年，飘扬着新的法国国旗——三

色旗的法国船只‘弗拉维号’来到西北海岸，它十

分满意地搜集到一批毛皮，然后驶往广州。1787

年奥地利东印度公司名下的‘帝国之鹰号’也曾来

到此间。”⑧英国法国在广州与中国的毛皮贸易，

对俄国在北方与中国进行的陆路毛皮贸易构成了威

胁，这使得俄国更积极地策划来华进行海上贸易。

英国商船由美洲西北岸前往广州，全程往返只需 5

个月的时间。俄国把从美洲获取的毛皮通过海路经

由格陵兰岛？运往鄂霍茨克，然后再从陆路运往恰

克图需耗时两年多，而且每年都有不少船只失事，

运送的贵重商品也因此遭受损失⑨。从 1792 年至

① ［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 ：《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

第479页。

② 此间派往中国的使团有三，即抵京时间分别为 1656年的巴伊科夫

使团、1670年尼布楚军政长官阿尔申派出的米洛瓦诺夫使团和 1676年的

斯帕法里使团。

③ 何秋涛 ：《朔方备乘》，畿辅通志局清光绪三年（1877年）版第37卷。

④ 关于中俄早期贸易情况，参见宿丰林《早期中俄关系史研究》，

第116～ 133页。

⑤ [法 ]加斯东 •加恩 ：《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商务印

书馆1980年版，第303页。

⑥ 同上，第305页。

⑦ [英 ]赫德逊 ：《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96页。

⑧ 蔡鸿生主编 ：《广州与海洋文明》，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第245～ 246页。

⑨ Пасецкий В.И. Иван Федорович Крузештерн, М., Наука 1974. 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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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2 年，在俄国太平洋水域偷猎的英美船只达 26

艘①，因此，俄国在北方与中国的毛皮贸易难以同

英美在广州所进行的毛皮贸易竞争。不仅如此，俄

国开发俄属美洲以来虽然获取了大量的毛皮和海产

品，但毛皮转化成食物和日用品却非常困难，当地

生活用品严重不足，通过西伯利亚运来的生活用品

成本高、耗时长。所以，俄国迫切需要为其所属美

洲开发海上通道以同中国在海路开展贸易活动。

俄国海军中尉克鲁逊什特恩（И.Ф.Крузенштерн）
1793 年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技术，1798 年随英军

在澳门待过半年，这使他对俄国与中国的海上贸易

问题十分关注，甚至曾上书俄国沙皇保罗一世，建

议组织环球旅行，满载商品经合恩角、太平洋前往

阿拉斯加，卸下商品装上毛皮产品直接前往中国广

州，卖出毛皮后装载中国商品，绕过非洲后返回俄

国。1803 年，克鲁逊什特恩率“希望”和“涅瓦”

号启程，开始了俄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环球旅行。两

船穿过大西洋，绕过南美洲南部的合恩角，进入太

平洋，到达夏威夷后，分头前行。克鲁逊什特恩

带领的“希望”号于 1805 年 11 月 20 日（嘉庆十

年九月三十日）到达澳门。“涅瓦”号约两星期后

到达黄埔港。与克鲁逊什特恩相识的英商帮助他们

找到了西成行黎颜裕做“保商”②，并经十三行总

商潘启官③从中协调，黎颜裕向粤海关监督延丰行

贿 7000 西班牙币使其批准起卸货物并亲自到港量

船课税。 后，黎颜裕买下了船上的皮货，俄船得

货金 176605 皮阿斯特（货币单位）④，用此银通

过黎颜裕购置了茶叶、瓷器、丝绸、南京棉布⑤。

时逢两广总督更迭，克鲁逊什特恩巧妙周旋，1806

年 2 月 9 日，两俄船得命迅速起航，“涅瓦”号于

1806 年 7 月 23 日返回，“希望”号于 1806 年 8

月 19 日返回。

“希望”号船长克鲁逊什特恩和“涅瓦”号船

长里相斯基都留下了关于广州的记录。

克鲁逊什特恩在回忆录中说广州是个巨大的贸

易城市，在那里几乎可以看到全世界的人，并特别

介绍了包括英国、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

瑞典、丹麦及美国人在广州的贸易状况。他提到，

同广州建立起贸易联系对俄国很有好处：与广州贸

易可以为俄国普通的居民提供廉价的茶叶，俄国普

通居民如果饮用茶叶这种健康的饮料，就会减少饮

用烈性酒；上中下等的茶叶进口到俄国都能有利可

图，南京布、丝绸在俄国也是好卖又赚钱的商品。

克鲁逊什特恩为俄国在广州展开对华贸易进行了详

细的考察，力陈俄国应该跟其他国家一样在广州开

展贸易，否则经营俄属美洲的俄美公司就不可能繁

荣。“涅瓦”号船长里相斯基的回忆录详细记录了

广州的综合信息⑥。这次历险记般的在广州与中国

的贸易，使广州对于俄国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了。

三、19 世纪中期：俄国对华海上贸易
         权的获得与俄中海路贸易

1858年签订的《中俄天津条约》第三条规定，

中俄“两国旱路于从前所定边疆通商外，今准由

海路之上海、宁波、福州府、厦门、广州府、台湾、

琼州府等七处通商。若别国再有在沿海增添口岸，

准俄国一律照办”，该条约还允许俄国在中国通

商口岸设立领事官，并规定了中俄海上贸易的其

他规则。

俄国人向往在广州开展对华贸易，主要是想出

售俄美公司在俄属美洲获得的大量毛皮和海产品。

1799 年俄国政府所创立的“俄罗斯—美洲公司”

是俄属美洲在俄国活动的主要主体，俄美公司商

务代表曾在 1804 ～ 1805 年间随俄国首次环球旅行

中的涅瓦号航行，也留下了关于广州的记录。但到

了 19 世纪 40 年代，由于毛皮资源的枯竭、中国对

毛皮需求的下降，俄美公司已陷入了经济困境。19

世纪中叶，英国在全球各地的贸易发展迅速，俄属

阿拉斯加及周边各岛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成为英国关

注的目标之一。法国在航海贸易中也注意到阿拉斯

① Беспрозванных Е.Л. Приамурье в системе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XVII- середина XIX в.. М., Наука 1983.С.128.

② Крузенштерн Н.Ф.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округ света в 1803, 1804, 
1805 и 1806 годах на кораблях «Надежде» и «Неве». М., 1950. С.249-
257。1745 年（乾隆十年），清政府在原有的行商制度基础上建立保商制，

用类似保甲制的方法，逐层担保，把对外贸易的垄断商人联成一个层层相

制、利害与共的整体，负责收缴税捐，保证外商和船员循规守法，不得生

事， 终达到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目的。详见《清代边疆政策》第234页。

关于广州口岸的管理制度规定，外船前来贸易需要自寻保商承接货物承保

税饷，代置货物。

③ 实为潘启官二世潘有度（1755～1820年），1788年接办行商事务，

在官、商、夷三角关系中周旋二十余载，1805年“俄罗斯夷船来广贸易”，

清廷一月之内三次寄谕查究，但在潘有度斡旋协调之下终告平息，成为潘

有度“洋务”生涯中善于解决洋船违章贸易纠纷的典型事件。

④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т.3, С.209.
⑤ 丁则良 ：《俄国人第一次环球航行与中国》，载《历史研究》

1954年第 12期。

⑥ 详见伍宇星编译 ：《19世纪俄罗斯人笔下的广州》，大象出版社

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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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毛皮资源。在美国、英国和法国之间，形成了

对俄属阿拉斯加资源的竞争。与此同时，在欧洲，

爆发了著名的“克里米亚战争”，1854 年 3 月，

英法对俄宣战，成为俄国的首要敌人。在北美，英

国、法国的捕鲸者和猎兽者在俄属阿拉斯加活动频

繁，俄国政府由于距离太远，鞭长莫及，对其进行

保护十分困难。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

战役之后，俄英关系尖锐化，俄国政府担心英国会

抢走俄国在北美的殖民地阿拉斯加，便接受了美国

的建议，于 1867 年签署条约，将阿拉斯加和北美

太平洋诸岛出售给美国。在俄属阿拉斯加出卖后不

久，俄美公司关闭，期望在广州展开贸易的俄国贸

易主体不复存在。

1869 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大大地降低了从中

国运往俄国茶叶的费用（经海路的运输费用仅为原

来经陆路的 1/7 ～ 1/8），于是一些俄商放弃原本

在汉口建立的茶叶工厂，南移至通商口岸福州，货

物经苏伊士运河进入黑海，由敖德萨运往欧俄。但

是，1877 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土耳其

在英法等国的支持之下封锁了黑海的出海口，俄国

的海上贸易受到扼制。1879 年，俄国与土耳其在

君士坦丁堡签订条约，俄国的黑海出海口情况发生

变化，对华海路贸易有了转机。1880 年，俄国志

愿船队轮船公司的建立，成为解决俄国海路交通的

一个重要转折点。起初该公司船队在敖德萨和符拉

迪沃斯托克之间定期航行，数年后，开始定期前往

广州和上海，往来运输茶叶和其他货物。上海是重

要的转运点，而广州的货物量显然大大地低于上海、

福州等口岸。后来，俄国在远东势力的加强、轮船

技术的发展，以及在远东争取利益的欧洲列强之间，

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列强与中国之间关系的变化，

也使得俄国海外贸易不断扩大，天津、烟台、上海

等口岸都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广州对俄国来说反倒

成了一块可有可无的“鸡肋”。

19 世纪中期广州口岸对俄国的开放，并没能

使俄国以此为基础开辟出对华贸易的新天地。争取

了一个多世纪才获得的《天津条约》规定的、可于

包括广州在内的中国通商口岸设立领事官的权利，

此时对于俄国来说似乎已无大的必要，直到条约签

订后 21 年的光绪五年（1879 年），俄国才开始设

立驻广州领事，由师美德（G.M.Smith）担任，此

后直到 1911 年，俄国驻广州领事大都由外国人兼

任，如 1901 ～ 1903 年俄国分别邀请法国驻广州领

事哈德安（C.Hardouin）、祁理恒（F.Guillein）、

杜理芳（A.Doire）兼任俄国驻广州领事，1907年，

邀请德商博古摄维赤（A.V.Bohuszewiez）兼任俄国

驻广州领事，1911 年，由俄国驻香港领事柯庭真

（Vladimir von Oettingen）兼任。俄国费尽心机争

取了一百多年才获得的广州海上贸易权，得到之后

却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     （责任编辑 靳会新）

Abstract: Russia was far away from Guangzhou that was located in the South China and had been an important 
commercial port of China before 1840. At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Russia had a clear record about Guangzhou. 
With the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Guangzhou foreign trade, Russia began to plot actively its sea 
trade with China through Guangzhou and carried out initial attempts, selling furs and marine products from the 
American land and sea annexed by Russia. It was not until 1858 when the Tianjin Treaty signed by China and 
Russia that Russia obtained trade rights in Guangzhou and the other areas. But because Russia sold Alaska and the 
other areas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opened up the other marine transport corridors in 1867, Guangzhou gradually 
became not essential in Russia’s trade with China.
Key words: Russia; Guangzhou; marine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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