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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也渐渐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和海关管
理权。
为收回海关自主权，清政府于1908年在北京创办税务学堂来培养海关专业人才，从而开创了中国海关
高等教育的先河。
1913年，税务学堂经北洋政府教育部批准更名为税务专门学校。
至今，中国海关高等教育已有百年历史。
在这百年征程中，贤杰辈出、百花齐放、卷章浩繁，闪烁着璀璨的智慧之光。
　　上海海关学校成立于1953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所部属中等海关专业学校，承担着为全
国海关培养人才的任务。
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上海海关学校升格为上海海关专科学校，1996年更名为上海海关高等专科学校
。
2007年6月6日，经教育部批准，在上海海关高等专科学校的基础上设立了上海海关学院。
上海海关学院作为全国唯一系统设置海关类课程和专业的本科院校，承担着传播海关专业知识、培养
海关专门人才、进行海关学术研究、开展海关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任。
　　上海海关学院的发展，事关人才培养重任，事关国家的海关大业，需要冷静思考、科学规划、抓
住机遇、真抓实干，在新的起点上以新的办学思路、新的办学举措、新的办学业绩来适应海关和社会
经济贸易发展的变化。
为此，学院确立了走专业化、精品化、特色化的发展之路，分别设置了分属管理学、经济学、法学、
文学等学科门类的若干个本科和专科专业。
为实现立足海关、服务社会、面向国际，把学院建设成为教育、培训协调发展，具有鲜明海关特色的
高等学府的办学目标，学院将坚持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循教育教学规律，科学界定办学定位，努
力发挥办学优势，逐步形成办学特色，不断提高教育培训质量，全面提升学院的综合实力和办学水平
，真正将上海海关学院办成名副其实的海关人才培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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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北港口空间是指近代以来参与外向型贸易、吸收和扩散先进生产力的新型经济区域，但它又是一个
在日俄争霸、移民大开发等复杂历史背景交织下逐渐演化的过程。
国家、企业和商人等构建行为主体能动性的不同导致了各港口发展绩效的相异。
    本书选取营口、大连和安东(今丹东)三港为考察的具体个案，系统地利用中国旧海关史料、“满铁
”调查报告、有关市县的地方志和文史回忆录等原始资料，运用历史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和新制度经
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首次对东北港口空问的构建问题作了全面的事实重建和逻辑论证，结论归纳
了关于港口空间构建的地域模式和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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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柳条边墙：清前中期东北的自然、经济和政治分界线明末，满族作为游牧渔猎民族，兴起于
辽东之外的长白山区，从清初顺治时期开始在东北地区修筑柳条边墙，其目的是为了巩固清政府的龙
兴之地，防止满族汉化，尤其是防止汉人流入，维护满族采掘人参的利益。
所谓柳条边墙，即于墙外穿凿边壕，壕内筑立土堆，于土堆之上列植柳条之栅。
柳条边墙在交通要道处还设有二十边门，每门设置苏喇章京一人，笔贴式一人，披甲十人，其任务是
执掌关门起闭，视察百姓商旅往来。
①　　柳条边墙南自今辽宁凤城南，东北经新宾东折西北至开原北，又折往西南至山海关北接长城。
康熙时期又接着修筑了自开原东北到今吉林市北的柳条新边。
边内为盛京辖境，边外一侧为蒙古牧地，另一侧为皇室围场、牧场等禁地，汉、满、蒙古各族人民不
得随意出入。
可以说，柳条边墙正是大致沿着“华北区”和“东北区”的气候、植被、土壤等分界而修筑，它是一
条有形的自然区划分界线；在社会经济活动及人文因素的影响下，它又是一条有形的经济区域、政治
体制和文化传统界线（见图2.3 ）。
　　至清中期，今天的东北地区仍是以柳条边墙隔离开来的三块特色分明的经济区，即盛京辖境的农
耕区，吉、黑游牧狩猎经济区和内蒙古东部游牧经济区。
柳条边以南的辽沈地区实行与中原地区相类似的府县制度；柳条边以北的蒙古地区实行高度民族自治
的盟旗制度：柳条边以东的吉林地区实行军事镇戍制度。
柳条边以南的辽沈地区以与中原相一致的农耕文化为主；柳条边以北以蒙古游牧文化为主；柳条边以
东的吉、黑地区以农业和渔耕相结合的文化为主。
因为修筑柳条边的起因特殊，其功能主要用于隔绝。
老边东段用于隔绝中外即中朝联系；老边西段和新边用于隔绝不同生产方式、不同政治体制、不同文
化区域之间的人流和物流，从而保证东北边疆地区社会结构和秩序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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