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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云南海关《十年报告》述论

杨　梅
（云南省图书馆，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３１）

摘要：近代海关《十年报告》是海关出版物中史料价值较高的材料之一，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所在口岸及周边

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发展情况。了解海关《十年报告》的编纂缘起及编例，尤其是云南海关《十

年报告》的基本情况，可以窥见近代中国特别是近代云南的经济、政治、交通、民生等方面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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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国海关实行的是外籍税务司制度。从

１８６０年开始，我国海关就按照西方的管理和统计理

念，建立起一套比较严格的申报、汇总、出版体系，出

版了统计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ｅｒｉｅｓ）、特集（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ｅ

ｒｉｅｓ）、杂集（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Ｓｅｒｉｅｓ）、业务集（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ｅｒｉｅｓ）、公署集（ＯｆｆｉｃｅＳｅｒｉｅｓ）和税务司集（Ｉｎｓｐｅｃ

ｔｏｒａｔｅＳｅｒｉｅｓ）六大集海关出版物，其中规模最为庞大

的是统计集，包含海关公报、年度贸易报告和贸易统

计、十年报告等内容。因此，海关出版物以其编制时

间之长，内容之广泛，表达方法之科学、严谨，成为中

国近代史最为系统、完整的资料。［１］

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

汇编的京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旧海关史料：

１８５９—１９４８》的收录来看，近代云南海关出版物主

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年度贸易报告（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ｏｒｔ），

二是年度贸易统计资料（ＴｒａｄｅＲｅｔｕｒｎｓ），三是十年
报告（Ｄｅｃｅｎｎ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笔者曾就海关出版物的
经济史料价值及年度贸易报告撰写过专文进行论

述，现再将近代云南海关的另一种类型《十年报告》

的内容予以呈现，以期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一、编纂缘起及编例

自１８８２年起，由于对海关年报的内容和篇幅进
行调整，各海关的年度报告被压缩到４页，仅简述口
岸贸易情形。因此，１８９０年海关总税务司第５２４号
通令要求各海关撰写《十年报告》，以弥补年度贸易

报告在叙述各地社会发展情况等内容方面的不足。

《十年报告》共编写了 ５期，其编写年限依次为：
１８８２—１８９１年、１８９２—１９０１年、１９０２—１９１１年、
１９１２—１９２１年、１９２２—１９３１年。其中，前４期《十年



报告》以英文本出版，第５期除英文本外，还专门出
版了中文本，其题为《最近十年各埠海关报告》。

《十年报告》的编例在不同时期做过调整，其中

前两期的主要内容有２６项，可撰写至３０页，包括：
（ａ）回顾１８８１年报告后十年间之形势，并对十

年间各关所在口岸、所辖地区以及所在行省发生之

要事均应发表评论。

（ｂ）贸易方面之变化，不论流通供求，旧商品消
失与新商品出现，连同贸易总值之增减，商品价格之

任何急剧波动等均应陈述。

（ｃ）税收之增减，包括总额、分类，或因特种商
品引起之消长，均应标示清楚。

（ｄ）洋药贸易形势，每年销售数量，不同品种洋
药之价格，各类本土鸦片及其价格与产地，两者在供

应方面在本地区本口岸之竞争程度，均应予以说明。

（ｅ）货币行情，以兑换率应显示：（１０）关平两各
年兑换多少英镑，（２０）关平两兑换多少当地货币。
并表明在本口岸或本辖区或产地，关平两是否仍能

购得往昔同等数量之本土产品及其变化。

（ｆ）与其他通商口岸无关联之自开口岸，其到岸
货物与离岸货物之价值应作出比较（按造册处税务

司１８８９年报告中“贸易平衡”方法处理，亦即以进
口货起岸时之货值减进口税及费用，出口货装船时

之货值加出口税及费用）。

（ｇ）本口岸在人口方面，包括华人洋人之人数、
成分、身份或职业有否特殊变化。

（ｈ）堤岸、道路、警察、街道照明等是否有何
改进。

（ｉ）邻近口岸水域中有无航道变浅、淤塞、加深，
疏浚等方面之变化。

（ｊ）各口岸辖区内有无灯塔、浮标、标桩等新置
设助航设备。

（ｋ）各口岸所在行省中有否怪异事故、流行瘟
疫、台风、洪水、旱灾、暴动等任何不幸事件之记载，

以及官方或私人为应付此等事件采取之重大步骤。

（ｌ）曾否发生任何引人关注之大事，诸如显要人
物来访及对其接待，其过程又如何。

（ｍ）各省赴京参加殿试名列前茅者人数，并列
出此一时期该省之状元、榜眼、探花姓名。

（ｎ）各省曾否举办任何文学方面之专门活动，
诸如公共图书馆之创办或翻修，文学会社之组成，为

文学目的而进行之大额捐款或遗赠。

（ｏ）各省可考选多少秀才与举人，文盲人数及
其所占百分比，是否有受过一些教育之妇女。

（ｐ）各省之一般自然特征，主要自然物产及其
主要产业，通常用于运输者为挑夫、牲畜抑或船只。

（ｑ）各关税务司所辖口岸之本国船舶总数，民
船有多少种，每种民船之中文名称及民船从事贸易

之性质，贸易口岸，其所持执照详情，船员人数，拥有

之资本，航行之收益，损失百分率，以及民船是否有

任何形式之本国保险。

（ｒ）有何本国银行行号以及与何地往来，其费
率及工作方式如何。

（ｓ）有何本国邮政局所以及如何管理，信件发
往及来自何地，如何并在何处交付邮资。

（ｔ）各关税务司直属海关部门是否发生过较为
特殊之情况，诸如规章之重大变更，所辖人员数量显

著增加，工作量或工作部门之增加或增设。

（ｕ）从国外观点视之，在各关税务司辖区之邻
近地方，是否出现过陆海军，工业，财政或行政方面

之特别事物。

（ｖ）各口岸所在行省，有何种传教团体，以及传
教士与皈依者之人数，等等。

（ｗ）在各口岸有何省设有会馆以及各口岸在何
省设有会馆，此类会馆或行会之规章以及会员之特

权与义务，等等。

（ｘ）在此期间有何著名官员曾在各口岸所在省
任职或出自本省，等等。

（ｙ）是否在此期间曾有任何著名之书籍在各口
岸所在省出现，等等。

（ｚ）当地在此期间之历史，或１８９１年末该地之
状况与形势是否显示出该地将来之前景，等等。［２］

至１９１１年在编写第３期《十年报告》时，因前
两期已经收集、整理了大量的信息，出于精简内容的

考虑，对《十年报告》的篇幅进行了压缩，涉及的主

题也有所减少，包括贸易和航业，关税，鸦片贸易，货

币流通和财政，人口，邻近口岸的水路、港口，灯塔和

助航设施，邮政和电报，行政和省议会，司法、警察和

监狱，农业，矿产和矿业，制造业，铁路和公路，教育，

市政和卫生进步、博物馆、医院，移民，物价和工资，

饥荒或萧条与洪水、瘟疫、霍乱及其他流行病，陆军

和海军的改变，国内出版发行等，共２１项内容。［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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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１９３１年在编写第５期《十年报告》时，除对
既往百年的中国对外通商贸易作综合概述、编写了

《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１８３２—１９３１）外，各口
岸报告的编写体例和第３、４期大致相同。只是情况
有所变化，在主题上稍作了修改，主要包括贸易、航

业、关税、金融、农业、工业、矿业、交通、航行设施、地

方行政、司法与公安、军事、卫生、教育、文艺、人口、

治安等１７项内容。［４］６－７

二、云南海关的《十年报告》

云南的三个海关———蒙自、思茅、腾越（今腾

冲）的设立时间较晚于东南沿海及长江沿岸地区，

所以编写的《十年报告》在时限和数量上并不完备。

蒙自海关设立的第３年，即１８９１年开始编写《十年
报告》，所以才成立３年的蒙自海关由税务司小哈

珀（ＡＰＨａｐｐｅｒ，Ｊｒ）撰写的是《蒙自报告，１８８９—
９１》。１９０１年编写第２期《十年报告》时，思茅海关
仅成立 ５年，撰写的是《思茅报告，１８９７—１９０１》。
这两份报告的时限虽然都不满 １０年，但也归入了
《十年报告》中。另外关于腾越海关的报告到编制

第３期《十年报告》时才开始撰写。因此，云南三个
海关的《十年报告》共有１２份，分别是：《蒙自报告，
１８８９—９１》《蒙自十年报告，１８９２—１９０１》《思茅报
告，１８９７—１９０１》《蒙自十年报告，１９０２—１１》《思茅
十年报告，１９０２—１１》《腾越十年报告，１９０２—１１》
《蒙自十年报告 （１９１２—２１）》《思茅十年报告
（１９１２—２１）》《腾越十年报告（１９１２—２１）》《蒙自十
年报告（１９２２—３１）》《思茅十年报告（１９２２—３１）》
《腾越十年报告（１９２２—３１）》。另外，云南海关《十
年报告》的英文篇目及作者见表１：

表１　云南海关《十年报告》的英文篇目和作者

序号 期数 篇 名　　　 作 者　　　　　

１ １ ＭｅｎｇｔｓｚＲｅｐｏｒｔ，１８８９－９１ Ａ．Ｐ．Ｈａｐｐｅｒ，Ｊｒ．

２ ２ ＭｅｎｇｔｓｚＤｅｃｅｎｎ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１８９２－１９０１ Ｏ．Ｔｉｂｅｒｉｉ

３ ２ ＳｚｅｍａｏＲｅｐｏｒｔ，１８９７－１９０１ Ａ．Ｇｒａｎｚｅｌｌａ

４ ３ ＭｅｎｇｔｓｚＤｅｃｅｎｎ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１９０２－１１ Ｃ．Ｅ．Ｔａｎａｎｔ

５ ３ ＳｚｅｍａｏＤｅｃｅｎｎ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１９０２－１１ Ｆ．Ｒｏｓｐｉｇｌｉｏｓｉ

６ ３ ＴｅｎｇｙｕｅｈＤｅｃｅｎｎ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１９０２－１１ Ｅ．Ｂ．Ｈｏｗｅｌｌ

７ ４ Ｄｅｃｅｎｎ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Ｍｅｎｇｔｓｚ（１９１２－２１） Ａ．Ｇ．Ｂｅｔｈｅｌｌ

８ ４ Ｄｅｃｅｎｎ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Ｓｚｅｍａｏ（１９１２－２１） ＡｎｇｅｌｏＣａｓａｔｉ

９ ４ Ｄｅｃｅｎｎ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Ｔｅｎｇｙｕｅｈ（１９１２－２１） Ｈ．Ｇ．Ｆｌｅｔｃｈｅｒ

１０ ５ Ｄｅｃｅｎｎ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Ｍｅｎｇｔｓｚ（１９２２－３１） Ｆ．ｄｅＰ．Ｍ．Ｐ．Ｍａｒｔｉ

１１ ５ Ｄｅｃｅｎｎ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Ｓｚｅｍａｏ（１９２２－３１） ＬｅｅＰｅｎｇＳｈｅｏ

１２ ５ Ｄｅｃｅｎｎ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Ｔｅｎｇｙｕｅｈ（１９２２－３１） Ｅ．Ａ．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

三、史料价值

旧中国海关《十年报告》所反映的１８８２—１９３１
年的５０年，是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
过渡，由传统封建文化向近代资本主义文化过渡的

转型时期，较之传统农业社会，这时期在思想意识、

社会生活、风俗礼仪、工业生产等方面都发生着剧烈

变化。从《十年报告》的编例上我们看出，其记述范

围囊括了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尤其注

重新观念、新局面、新技术的出现，内容相当广泛，而

且由于是根据调查资料或当时记载所编纂的，因此

内容基本客观真实，资料性是非常强的。以１９３１年
编制的第５期《十年报告》为例，除贸易和税收外，
云南三个海关记录的内容还包括：

（一）金融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前，云南社会经济发展极
不平衡，货币形态从未统一过，在主要使用纸币的民

国时期，还存在着金属货币和外国货币。《十年报

告》记载了海关所在地通行的货币及其变化、兑换

情况，发行货币的银行或造币厂及其发行或铸造的

币种等内容。如蒙自所用通行货币，一向是半元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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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到１９２２年左右逐渐稀少，大批纸币流通于市面。
１９２３年的海关税收也用纸币征收。１９２４年，流通于
市面的纸币达 １２００万元，但价格却日益下跌。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年，当局为整顿金融，收回 ６６９５万元
纸币予以焚毁，但价格仍难以提振。１９３１年，流通
市面的纸币仍有７０００余万元。此外，个旧锡务公
司及个碧铁路局也发行钞票，可兑换富滇银行纸币。

前者于１９２８年发行２５０万元，嗣经收回１５０万元；
后者于１９１８年发行２００万元，１９２６年又增发２００万
元。这两个机构所发钞票曾经当局饬令收回。

１９３０—１９３１年，云南省当局又铸五角新币，但因含
银量太小人民不乐于使用而无法在全省通行。市面

所用辅币，有镍币与铜元两种。１角镍币系１９２３年
所铸，１９２７年以前，每镍币８角８分半可换滇币 １
元，１９３１年则每５角就可换１元；铜元有１分、２分、
５分三种，皆镌唐继尧肖像。１９２７年以前，每纸币１
元可兑一分铜元９２枚，１９３１年仅能兑３０枚。昆明
有造币厂１所，每日可造１角镍币４０００元，半元银
币３万元，１９２６—１９３１年没有铸造铜元。［５］５４９

（二）农业

２０世纪２０至３０年代，云南农业尚未脱离粗放
式的管理经营模式，不知观测气候，不会预防虫害，

也不进行土壤改良，诸如此类。但在农业、林业、畜

牧业等方面出台了一些政策，开办了农业试验场，引

进了新技术、新品种，还倡导植树造林，滇南茶叶种

植也发生了新变化。这些都反映在《十年报告》中。

据记载，清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在距离昆明 １５里
（７５ｋｍ）的大堡子开辟农业试验场一处，采用抽水
机、美国耕犁及其他新式农具从事试验。１９２２—
１９３１年又聘请外国技师为之指导。［５］５４９－５５０思茅一
带，各种谷类均有出产，农民沿用传统的耕作方式，

不知采用新式机器。因为交通不便，收获的产品难

以运到外地销售，加之主要产品大米的价格日渐下

跌，销量疲滞。茶叶是思茅的名产，１９１２—１９２１年
之间，每年可产茶３５０００担。１９１０年以前，思茅迤
南的漫乃、倚邦两地是产茶中心，品质最好，每年可

产茶１００００余担。但在１９２２—１９３１年间，茶园遭到
数次火灾，茶树焚毁，加之当地茶农死亡甚多，致使

漫乃、倚邦两地的茶叶产量锐减过半。思茅西南的

威远、缅宁、澜沧的茶叶产量却有所增加，仅威远、缅

宁两地，１９２１年产茶不过９０００担，１９３１年已增加
到１４０００担。至于澜沧，前此数年尚无产茶之名，
至１９３１年茶园范围日益扩大，每年也可产茶１０００
担。［５］５６７－５６８在植树造林方面，政府定有专门规章，鼓

励、帮扶植树造林，因而矿务公司、铁路局等都致力

于植树。凡自愿在山间植树的，由公家拨给土地，所

有种植树木，都无偿给予。农矿厅还另外供给树苗

和种子，１９３１年交给农民的树苗有２８８０８８株，种子
２７５２９担。［５］５５０

（三）工业

云南古代工业，除矿冶外，大致以衣食住行所需

的日用品生产为主，主要是家庭手工生产。至近代，

逐渐引进一些工业机器，从事规模化生产。《十年

报告》对海关所在地及省会设立的工厂及生产、产

品、员工、工资等方面情况都有所记载。例如，蒙自，

１９２２年建立纸烟厂，有日本制烟机２台，美国制烟
机１台，上海及本地制造的机器数台。装烟纸盒则
主要从上海输入。出品的纸烟有６种，每天可生产
１０～２０万支香烟。雇佣有男工３３人，女工３０～４０
人，每天工作８小时，其中女工每装纸烟７盒（每盒
２５小包）给予滇省铜币１分。１９２７年设立制皂厂，
２０％左右的原料靠进口，每天可生产２５０箱肥皂，每
箱１００块，分白、黄两种颜色。其中白色肥皂每箱售
价关平银３两，黄色肥皂售价为２４两，销量约占云
南市场的九成。男性工人占九成，除供膳食外，工资

每月关平银 ３至 ５两不等，年底还有额外奖金。
１９２８年开办玻璃厂，以西山沙子做原料，出品灯泡、
花瓶等。此外，蒙自还有火柴厂、油厂、毛巾厂、织袜

厂等，但无机器工厂，凡车床、刨床、引擎及舂米机

器，都从昆明引进。另外，当地销售的电池也是昆明

制造的。［５］５５０－５５１而思茅的工业则数十年来毫无发

展，纺织和制造银铁器具仍沿用旧法，没有变

更。［５］５６８受交通掣肘，腾越的工业也不发达，仅土布

织机稍有改良，产品比过去有所进步。１９１３年设立
的制革厂生产的皮鞋、马鞍等销售畅旺。［５］５８５

（四）交通

民国时期，云南的交通日趋进步，邮电、航路都

有所改进，并逐渐引进现代交通工具，使人们享受到

了近代工业文明带来的旅行之便。铁路和公路的建

４４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７年２月



设、运营，开展交通教育等情况，都在《十年报告》的

记载之内。如１９２２—１９３１年间，滇越铁路用重铁轨
重新铺设４０公里（ｋｍ），１９３１年有２３辆重机车往来
行驶，所经山洞都有所扩展，并建设有桥梁４座，栈
道３座，护水堤２４段，车厂２处，车站２处，停车场４
处，新增货车２１２辆。其中，河内与老街间每周开行
夜车一次。公路方面，建设通车的公路达到１３５英
里（２１７２６ｋｍ），包括昆明至杨林 ４０英里（６４３７
ｋｍ），杨林延伸到东川８０华里（４０ｋｍ）；昆明至曲靖
８０华里（４０ｋｍ）；昆明至禄丰８０英里（１２８７４ｋｍ）。
而在建设中的昆明经呈贡、昆阳到玉溪的公路行将

竣工；蒙自至芷村的１０英里（１６０９ｋｍ）公路尚在
建筑中；禄丰至大理的３３８英里（５４３９５ｋｍ）已经
动工；昆明环城马路的３英里（４８２ｋｍ）已有数段
落成通车。以上建成公路有客车１１辆、长途汽车４
辆、马达货车１９辆、脚踏汽车３辆、拖动车１１辆分
别行驶。昆明曾于１９２２年设立航空学校一所，聘有
广东籍机械师充任教员，学制为２年。１９３１年，驾
驶班有学生５０人，机械班有学生５４人，两班中有女
生１２人。当年还从东京购得飞机一架。昆明辟有
飞机场，婆兮、文山、曲靖、楚雄、大理、蒙自等处均有

分站。［５］５５４－５５５

（五）地方行政

关于地方行政方面的记载，反映省级或市级行

政机构及其组织法、行政首脑及相关重要事件、行政

经费使用占比、政区变化等情况，如反映 １９１３—
１９３０年西双版纳的行政管理变化的记载比较详细。
１９１３年，猛遮土司谋反，经督办边防各营柯树勋平
定后，云南省当局即拟改土归流，裁撤土司，改设县

长。但因车里宣慰及土司的反对，未能实现。继而

柯树勋又拟《整理沿边意见书》，提出整理财政、发

展工业、改良币制、设立学校、敷设邮电、填筑滩地、

组织民团等十二条款，呈请云南当局，并得到批准。

当年，柯氏即被委任为普思沿边八区行政总办，并将

沿边更定为车里、勐遮、勐海、勐旺、勐腊、倚邦、普

文、关房八县。柯氏就职后，在车里设署办公，裁汰

杂税，化零为整，致使税收激增，贸易途径亦告恢复，

商业得到发展，各地土司、头人的争斗也都得以平

息。柯氏在职１４年（１９１３—１９２７年）间，沿边各地
均有所发展，前途乐观，但柯氏骤逝后，由于继之无

人，竟酿成九龙江之役。嗣后经普洱道尹徐为光敉

平，徐氏遂建议取消行政总办，重将前设八县改定为

车里、五福、佛海、镇越、象明、普文、芦山七县，而以

原设之猛旺一县，改为临江行政委员辖区。这项建

议并没有得到省府的采纳，但徐氏擅行变更，派委七

县县长。而普文县由于人口过少，所筹经费不敷开

销，及思茅辖境，划归他县，范围缩小。未久，徐为光

被调往他处，普洱道尹空缺，亦被裁撤。１９３０年 ８
月１日，第二殖边局成立，以禄国藩为局长。禄氏呈
请将前此徐为光所划七县改为车里、五福、六顺、佛

海及镇越５县，前４县辖境一仍旧制，而将镇越扩
展，包括像明县的一部分在内，而普文与象明二县均

废止，并将其原辖地归并思茅、镇越两县。同时又将

行政委员管辖的猛烈区改为江城县。这样，第二殖

边局管辖区域，则较普洱道区范围缩小９县，而其行
政职权亦随之削减，县长的任免权也不归其管

辖了。［５］５７２－５７３

（六）卫生事业

关于卫生事业方面的记载，反映的是各地的医

院、诊疗、流行病及防疫情况。如记载昆明设有英、

法人开办的医院各１所，另有从事自营业务的西医
１２人。蒙自有规模较小的法国医院１所。河口、昭
通、会理各有国人开办的医院１所。个旧原有１所
法国人开办的医院，因经费缺乏，于１９２４年已经停
办，由一位医生接办为私立医院。个旧锡务公司于

１９２８年建立１所医院，至１９３１年尚有３位医生接
诊。滇越铁路局聘有２位医生为该局职员诊疗。此
外，个旧、开远、蒙自还有西医各１人。［５］５５７－５５８腾越
设有医院２所，公立、私立各一。私立医院名“东方
医院”，是留日华籍医生所办，以妇科为主。公立医

院名“广济医院”，由济善局办，院址在该局附近，经

费由商会筹措，是一家慈善性质的医院。医院聘请

华籍医生应诊，对贫穷者免费诊疗、用药，前往就诊

的多数是穷人，富人鲜有光顾。［５］５８７种痘在云南各地

并不普及，省府昆明对种痘鲜有关注。蒙自种痘者

似乎比个旧多，但个旧矿工在进入矿区前都要接种，

以防天花传染。１９２５年，河口流行天花，政府曾有
强制性种痘的举措。１９２２年，云南发生白喉及霍
乱，４月以前，染病死亡者竟达４万余人。１９２５年，
痢疾流行。１９２７年，脑膜炎被发现。１９２８年，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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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蔓延。［５］５５８腾越对种痘尚知注意，而天花、瘟疫、

霍乱等传染病却不多见。［５］５８８

（七）教育

２０世纪初，普洱府中学堂、云南省立高等学堂
相继设立，成为云南近代教育的开端，且在办学宗

旨、学制、官制、章程、课程、生源、组织管理等方面都

与传统教育存在很大不同。《十年报告》提供了海

关所在地的学校数量、学校的设立及裁撤、教授的课

程、学费、教师工资等个案信息及总体情况。如记录

腾越，有学校１３５所，计中学１所，男子高小２６所、
初小９２所，女子高小３所、初小１３所。中学授课科
目有国文、英文、算术、党义、地理、动物、图画、公民、

运动等，二、三年级学生加授理化及矿物学。女校课

程有历史、地理、算术、公民、党义、刺绣、音乐、女训、

家政等，但没有英文、动物各科，初级女校加授手工，

中学则有国语一科，小学没有。中学学费每年为６
元至１０元不等，小学为１元到５元不等，主要按照
学生家庭条件定其等第。腾越还有回族学校７所，
《古兰经》为其必修科。［５］５８８

（八）出版发行

关于出版发行方面的记载，主要记录的是云南

发行的报纸及印刷所的情况。如出版的日报都集中

在昆明，省级日报有《云南民国日报》《均报》《西南

日报》《云南晚报》《智明》《义声报》《云南新报》《社

会新报》８种；市级日报有《民生日报》《复旦日报》
《大无畏报》，日销量各有６００份左右。昆明有铅印
局３所，其中１所为官营；有石印局多所。个旧原有
印刷局１所，１９２７年被土匪捣毁。［５］５５９腾越有印刷
所１家，以印刷贺年片、名片、柬帖、商家广告等项为

主，没有报章出版。１９２８年以前，曾经试办过一份
报纸，但很快因订户太少无法维继而停办。［５］５８９

除上述内容外，第５期《十年报告》还反映了抵制
洋货、军事、人口、航业、矿业、邮政与电报、司法与公安、

治安等诸多内容，限于篇幅限制，在此不一一叙述。

《十年报告》以海关所在地为中心，比较全面地

反映该口岸及周边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

发展情况，所以反映的社会的面广而全，尤其在记录

中国的近代化过程、社会进步、民生等方面积累了翔

实资料。总税务司梅乐和因此自豪地说道：“历届

报告，对于中国贸易、政治、交通、演变情形，均有详

细记载，颇为中外人士所推重。”［４］５这些资料为我们

了解、研究近代中国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目前，

除第５期《十年报告》有中文本外，其他４期还是英
文本，这给研究者的使用造成较大障碍，还有待翻

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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