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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摆脱条约束缚，是近代中国外交主要目标之一，然而“修约”长期被“废约”遮蔽，否定修约历
程与成果后，“废约史”显得贫瘠单调。
本书以“修约”为中心，依据档案作实证研究，提出对“北洋修约史”的全面诠释；并将外交史实证
研究与“革命外交”政治宣传对话，丰富国人对近代外交史的理解。
　　本书之目的，不在作翻案文章，否定他人的历史记忆，践踏他人珍视的传统。
过去革命宣传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情操，已在历史上留下光荣的印记；然而，过度单调、贫瘠的历史记
忆，限制了迈向大国的想象空间。
本书希冀能丰富国人对过去的理解，摆脱过时政治神话的束缚，大步迈入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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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启华，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特聘教授，曾任政治大学历史系主任、台湾中国近代史学会理事
长等职。
专攻领域为近代中国外交史，著有《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1919-1928）》、《中华民国外交史（初稿
）》（部分章节）等专书，及论文数十篇。
现致力于北洋外交研究，可谓该领域研究之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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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久，德国果然透过各种管道，主动提出要求，12月13日，张允恺电告颜使，德国认为中德间亟
须解决三件事。
18日，颜使电告外交部，云奉总长电令派员以非正式名义暂驻柏林，现接该员电称：德政府盼望我国
者三事，一是请中国勿再收没德侨及公司财产。
二是准德人自由在华贸易，勿留难来往中国护照，自由寄发邮物电信，并准发密电；以上各节，将来
再定条件；商约未定前，德人听中国法律办理；三是拟请中国政府承认前天津副领事Siebert为非正式
外交官，在北京代表德人事，由前德华银行之Eggeling同办。
颜使认为：“按德政府并不表示订约意见，仅提出要求，殊与我派员驻德意旨背驰；应提出阁议，决
定抵制条件，电示，以凭转达德政府”。
　　外交部接到报告，正拟逐条驳复德国要求时，又接颜使电称德政府交来中德订约节略一件，表示
：　　（1）中德恢复和平，德政府愿照新有主义，与中国订约，注重商务；　　（2）未订约前，德
政府请中政府本互相主义，规定临时办法，　　甲取消处置敌国人民及其私产之条规，并停止执行战
时条例，准两国商民自由往来贸易、函电；　　乙 德政府进出口商务，按照中政府上年八月一日新税
则纳税，在德华侨，德政府允照最优国对待，且德政府承认张秘书官为中政府非正式代表，请中政府
承认前天津副领事Siebert为德政府非正式代表，并准德国即派相当人员至华，以便重联正式关系；　
　（3）何时何地开订新约，请中政府即复；　　（4）以上各节，请中政府即日议决。
　　外交部研议德国要求，认为关键问题在于海关税则。
自1842年《南京条约》以来，中英会商中国海关税则，大抵以值百抽五为率，至1858年《天津条约》
确定此标准，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
事实上各项进口货品税率，因常年未修订，实质上连百分之五都不到。
清政府在《辛丑和约》之后，为增财源以筹赔款，于1902年与各国议定进口税照当时货价确实值百抽
五，但未能实施。
到了民国初年，货价又上涨，税率实质上不到3%，北京政府屡次要求修改税则，列强以种种理由拖延
。
至1917年8月中国参加欧战，协约各国答应中国参战条件之一．就是答应中国增加关税至切实从价值百
抽五。
次年1月，各国与中国代表在上海召开修改现行进口税则委员会，至12月19日签订《修改各国通商进口
税则》，经各国政府批准后，于1919年8月1日施行。
然而这两次改订税则，“亦不过改订货价，而值百抽五之率则仍旧惯”。
此外，北京政府为摆脱协定关税之束缚，利用对德、奥宣战机会，于1917年12月25日公布《国定关税
条例》八款，进口外国货除有条约协定者，区分为奢侈品、无益品、资用品、必要品，分别课
以5%-100%之税率。
此国定关税本系针对德、奥而设，战后北京政府除在巴黎和会中要求关税自主外，并将国定关税扩大
到所有“无约国”，1919年6月13日公布《侨居境内无约国人民课税章程》，规定：“无约国人民运货
进口应遵照国定关税条例完纳海关税课”。
　　当此北京政府正努力收回关税自主权之时，德国表示只愿照1919年8月1日之海关新税则纳税，外
交部非常不满，提出说帖称：税务一项，前经国务会议议决：“嗣后无论何国订约，均须按照国定税
率办理”，现若与德国订约，自应抱定此旨，德政府所拟按照新税则纳税一节，断难照允。
又第一条称，愿照新有主义订约一节，本国政府自应表示赞同。
对于订约之时间、地点及派员来华各节，现在中国对于德约尚未签字，此事自应暂从缓议。
1920年1月12日，国务会议议决：“照外交部所拟办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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