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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1917年中国北洋政府收回了德国在天津和汉口的租界 ,开了中国收回外国租界的先河。这

是帝国主义打开中国大门 70余年后 , 中国第一次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国家主权。中国之所以能够于

1917年收回德租界 ,既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 ,也是北洋政府充分利用当时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审

时度势所取得的胜利;也与德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矛盾和斗争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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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0年鸦片战争后 ,西方列强先后在中国通商口岸开

辟了近 30个租界。在租界内帝国主义享有行政 、警察和

司法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权利 ,实际上形成“国中之国” 。

在从 1843年英国在上海开辟第一个租界起 ,到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中国完全收回外国租界的一个多世纪里 ,中国人

民反抗外国侵略 ,收回外国租界 , 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从

来就没有停止过。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 ,谈到中国收回

外国在华租界时 , 往往是从北伐战争中收回英国租界开

始。诚然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 ,沉重打击了帝国主

义在中国的统治 ,并收回了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部分租

界。但是 ,中国收回外国租界实际上始于 1917年北洋军

阀统治时期 ,最早收回的是德国在华租界 ,对此我们的历

史教科书却避而不谈 ,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另外 ,有些

学者也认为由于收回后的租界对外国人保留了太多的特

权 ,“中国仍不能单独享用 ,实际上把中国收回的租界又剥

夺了。”甚至认为“德国在中国的其他国有财产 ,除山东者

外 ,本无足轻重。” [1] (P305)笔者认为 ,事关国家主权 ,就不应

有轻重之分 ,无论如何 ,北洋政府收回德国在华租界是维

护国家主权的行动 ,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内乱不已的中

国之所以能在 1917年收回国家权益 , 既是北洋政府审时

度势 ,充分利用当时有利的国际形势的结果 , 也与德国和

其他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矛盾和斗争密不可分。

一

德国在中国开辟租界比英法等国晚了半个多世纪。

由于德国资本主义发展较晚 , 当他把目光投向海外市场

时 ,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在世界各地包括在中

国 ,划分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但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发

展 ,对华贸易迅速增长 ,德国要求在中国享有与其他资本

主义国家同等的权利 ,并迫切要求在中国开辟专管租界。

甲午战争之后 ,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割占了台湾 、澎湖列岛

和辽东半岛。这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俄国的在华

势力产生了矛盾 ,于是俄国联合法国和德国向日本施加压

力 ,德国认为这是向清政府邀功请赏的大好时机 ,积极响

应俄国的建议 ,在俄、法 、德三国的干涉下 ,日本被迫同意

中国赎回辽东半岛。事后德国自恃“干涉还辽”有功 ,开始

实施其向中国扩张的计划 ,其中之一便是设立租界。德国

外交大臣向中国驻德公使提交的“租界节略”声称“中国通

商口岸之有英国租界 ,或间有法国租界 , ”“在中国之德商 ,

因无本国租界 ,未免散居他国租界内 ,中德商务日广 ,不便

之处日益增多” ,所以德国“日夕盼有本国租界也” 。[2](P35)

1895年 10月 3日清政府与德国订立了《汉口租界合

同》 ,规定汉口德租界设在汉口英租界以北 ,通济门外的长

江边 ,起自沿江官地 ,到李家墩为止 , 计长 300丈 ,深 120

丈 ,面积 600亩。[ 2](P35)与此同时 ,在天津开辟租界事宜也在

紧张进行 , 1895年 10月 30日天津地方当局与德国驻天津

领事订立《天津租界合同》 ,规定在天津市设立德国通商租

界 ,界址划定如下:北界沿闽粤会馆地基北面至大沽路为

止;东界沿北河;南界自小刘庄北面至大沽路东面路旁止;

西界至大沽路东面 ,占地 1034亩。[ 3] (P461)德国成为第四个

在中国辟有专管租界的国家。

但德国对此并不满足 ,不断要求拓展租界的范围。

1900年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失败 ,帝国主义掀起了第二次扩

展租界的高潮 ,德国抓住这一时机 ,不断向清政府施加压

力 ,采取各种手段大肆拓展租界的范围。八国联军侵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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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期间 ,入侵的德军除了在德租界驻屯 ,还在租界以西归

德军管辖的三义庄 、桃园村一带露营 ,储存军械粮食 ,这一

带就成为德国力图拓展的区域 , 1901年 4月 18日德国领

事秦莫漫非法宣布天津德租界已经向西 、向南扩展 ,并称

之为新界 ,这一地区就被非法纳入德国租界之内。同年 7

月 20日德国驻天津领事与天津地方当局订立《德国推广

租界合同》承认了德国的新界 ,规定中国将这一地段永久

租与德国 , 新界面积为 3166亩 ,拓展后的德国租界占地

4200亩。[3](P487)天津德租界拓展的同时 ,汉口德租界也开始

扩张 ,根据开辟汉口租界的中德条约的规定 , 通济门外原

留出了一大块空地 ,在德国汉口租界初具规模后德国人要

求兼并这块空地 ,遭到清政府的拒绝 ,在德国表示退还租

界北面江边之地作为妥协后 ,清政府同意将这一地区并入

德租界内 ,德国并入的土地约 40亩 ,退还的却仅 1亩 ,汉

口德租界的面积增至 630余亩。[ 2](P72)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中国北洋政府审时度势 ,于

1917年 3月宣布与德断绝外交关系 ,随即宣布收回德国在

天津和汉口的租界 , 3月 15日汉口交涉员及汉口警察厅根

据内务部的命令 , 率领 200多名警察进入汉口德租界 ,接

收该租界的警察权 , [ 2](P399)汉口警察厅长周际芸被任命为

德租界特别管理局局长。中国政府正式收回了第一块外

国租界。3月 16日 ,天津警察厅和天津交涉员率 300名军

警进入天津德租界 ,要求当局交出租界的行政管理权。随

即到德租界工部局及巡捕房将其接收 ,中国军警在德租界

升起中国国旗。租界内的各项事宜 ,也由中国政府派人掌

管。[ 3] (P62)中国政府收回了德国在天津的租界。3月 28日 ,

北洋政府内务部又颁布《管理津汉德租界暂行章程》 ,规定

接受后的天津和汉口德租界都改为特别区 ,各自设立临时

管理局 ,管理区内的警察及一切行政事宜。

8月 14日北洋政府正式对德宣战 ,宣布“所有以前吾

国与德国所订之条约、协定 、合同及其它国际条款 、国际条

约 ,属于中德关系者 ,悉依国际公法及惯例 ,一律废止” 。[ 2] (P35)

1919年在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 ,中国收回德国租界的事

实得到各列强的认可 , 《凡尔赛和约》第 128条规定德国将

1901年 9月 7日在北京签字之最后议定书各规定 ,连同补

充之一切附件、照会及文件所规定之特权及利益放弃 ,以

与中国 ,并将 1917年 3月 14日以后按照该协定任何要求

同样放弃。第 130条规定德国将在天津及汉口之德租界 ,

或其它中国领土内所有属于德国政府之房屋、码头及浮

桥、营房、炮台 、军械及军需品、各种船只、无线电报之设备

及其它公产让与中国。第 132 条规定德国承允取消汉口

及天津租界之契约。中国于上述租界内完全恢复行使主

权。[ 4] (P131)这些条款确认了中国对德国在华租界的收回。

二

北洋政府统治下积弱积贫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在 1917

年收回部分国家主权 ,与其所采取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1914年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和德奥为首的同盟国

之间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了加强自

己在战争中的实力 ,双方都极力争取盟国 ,中国成为双方

争取的对象 ,中国参战与否 ,不仅事关交战双方 ,也与中国

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诚然 ,当时的中国无论从军事实力

还是经济实力来看都是十分弱小的 ,中国参战与否对战争

进程产生不了直接的影响 ,但对战争的双方来说 ,一个令

他们无法忽视的问题是中国所拥有人力和自然资源 ,如果

中国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与西方国家巨大的工业生产能力

相结合 ,其作用是无法估量的。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

都有巨大的利益 ,无论中国参加哪一方 ,对对方都是致命

的 ,他们都想控制中国以打击自己的竞争对手。因此 ,战

争爆发后协约国就极力纵容中国政府对德宣战 ,并允诺如

果中国参战 ,将保证中国取得大国地位。[ 5] (P152)而德国却极

力阻挠 ,要求中国保持中立。德国也看到了中国的人口和

资源优势 ,而且在欧洲紧靠战争前线 ,已经有几万华人在

战壕后工作 ,使英法本国的人力解脱出来开赴前线 , [ 5] (P154)

如果中国参战 ,势必会根据协约国的建议 ,把德国人赶出

中国 ,并查封德国机构 ,接管德国的银行和商行 ,收回在华

租界。如此战后德国的在华势力将会丧失怠尽 ,英法等国

将控制中国 ,这是德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因此德国极力

劝阻中国参战。对中国来说 , 当时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 ,

是改善自己命运的大好时机 ,如果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

战 ,就可以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提出自己的要求 ,部分的

收回国家主权 ,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国内的一些有

识之士都主张参加英法一方对德宣战 ,政府当权派也在等

待机会。大战进行到 1917 年有利时机已经到来 ,当时德

国为了挽救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 ,公然违反国际法 ,实行

“无限制潜艇战” 。美国作为中立国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 ,

并呼吁各中立国家采取一致行动。美国的参战使战争的

天平倾向了协约国 ,北洋政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于 3月 14

日宣布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中国政府利用绝交后的有

利时机 ,宣布收回德国在天津和汉口的租界 ,解除中国境

内德军的武装 ,停付德国赔款和欠款。

战争爆发后 ,德国忙于战场上的厮杀 ,对中国无暇顾

及 ,但他不甘心放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在汉口 ,德国领

事拒绝移交 ,并声称中国政府对此种行为要承担责任 ,但

中国官员并未怯让 ,为了使收回租界的行动顺利进行 ,采

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 ,对德国政府和普通侨民的财产区别

对待 ,对德国侨民表示友好 ,表示将保障当地德国人民的

生命财产 ,对在中国各部门服务的德国人一体留用 ,各地

商人照常营业。正是由于北洋政府的这一政策 ,使得有些

学者对北洋政府收回租界持保留态度 ,他们认为在收回的

租界中“外国人保留了很多特权 ,” “其面貌也没有很大的

变化。” [ 2](P403)但是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 ,这些妥协在一定

程度上减轻了德国侨民的敌对情绪 ,最终迫使德国人就

范 ,中国政府正式收回了第一块外国租界。在天津德国当

局则委托在大战中保持中立的荷兰驻华公使代为保管德

国在华利益 ,企图变相保留德国在华特权 ,绝交后荷兰公

使送来一个照会 ,声称受德国政府的委托 ,代管德国在华

利益 ,同时宣称 ,中德并未宣战 ,中国政府不能适用对待敌

国的办法没收德国在华利益和财产。这一无理要求遭到

中国政府的断然拒绝 ,天津地方当局与德国驻天津领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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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了接收事宜 ,随即到德租界工部局及巡捕房将其接收 ,

中国政府正式收回德国在天津的租界。

8月 14日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后 ,对德国在华从事的殖

民事业规定了三项处理原则 ,即:德国人在华之财团 ,如学

校、医院等 ,皆由中国接收;德国在长江内河之船舶 ,由中

国进行严重监视 ,必要时停止其营业;停付对德一切借款。

据此 ,中国政府接管了德国 6艘商船 ,羁留了 2艘炮舰 ,收

回天津汉口两租界。[ 1](P304)之后北洋政府将原设立的天津

汉口特区临时管理局改为特区管理局。中国政府采取绝

交和参战的方式收回了德租界 , 并就此与协约国达成协

议。

1918年 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结

束 , 1919年 1—6月在巴黎召开了解决战后德国问题的国

际会议 ,中国作为战胜国派代表参加了和会 , 中国代表利

用了和会这一国际讲坛 ,展开了强大的外交攻势 ,在会上

提出了包括归还各国租界在内的七个问题。在中国向大

会提交的《中国希望之说帖》中 ,明确阐述了租界对中国国

家主权的损害 ,认为这“不啻于一国之内另设一国。”而且

租界的存在 ,“不特足以伤中外之感情 ,亦往往引起各国彼

此之争执” 。况且随着中外交流的增多 ,租界的设立已没

有必要 ,中国政府能够“担负切实治理之责任。” [6](P43)因此

现有租界各国应将其归还中国。并提出收回各国租界应

列入对德和约之中。但是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大战的目的

是为了争夺世界霸权 ,因此中国提出的要求并没有也不可

能得到列强的支持 ,在华拥有大量租界的英法等国不仅不

交还租界 ,而且在和会期间 ,协约国领事团还提出德国在

华租界应由英法两国共管。更有甚者 ,意大利也无理地要

求续租已被中国收回的奥租界 ,消息传出后 , 全国舆论哗

然 ,特别是天津和汉口人民更是强烈反对 ,各地民众纷纷

向政府请愿 ,要求政府坚决抵制协约国的无理要求 ,当时

国内的各个政治派别、政党及地方政权也派代表到巴黎监

督北洋政府的代表 ,各地的民众及社会团体纷纷向出席会

议的代表发去电报 、信件鼓励代表们继续斗争 ,切实维护

国家主权。中国人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 ,在

这种情况下 ,英法等国也不敢改变中国自行收回德国租界

的既成事实。6月 28日与会各国签署了解决德国问题的

《凡尔赛和约》 ,确认了中国对德国在华租界的收回。但是

由于和约规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让与日本 ,严

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中国政府代表拒绝在和

约上签字 ,这样一来中国收回德租界的行为仍无国际条约

为依据 , 1921年 5月 20日德国为了恢复对华贸易 ,与中国

另定新的双边条约 ,恢复友好及商务关系。[ 6] (P140)在该约的

换文声明中 ,德国政府承担《凡尔赛条约》中有关在华租界

等条款所发生的义务。[7] (P169)至此 ,中国政府全部完成了收

回天津 、汉口德租界的法律程序。中德协约也成为近代以

来中国与外国签署的第一个和平条约。收回德国租界开

了中国收回外国在华租界的先河。

三

中国之所以能够收回德国在华租界 ,原因是多方面

的。从德国租界来看 ,其本身不够发达 ,如前所述 ,德国租

界开辟较晚 ,从地理位置来看 ,汉口、天津德租界距街市较

远 ,因而不具备发展为繁华商业区域的基本条件。天津德

租界是以开发住宅为主 ,德国的商行银行等大多在英法租

界内 ,特别是一战爆发后 ,协约国实行海上封锁 ,德国在华

租界基本上陷于瘫痪状态。所有这些为中国政府收回德

国在华租界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这并不是主要的 ,主要

的因素还是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争夺霸权的矛盾和斗争。

德国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 ,凭借其强大的经

济和军事实力 ,对英法的殖民统治秩序提出了挑战 ,英法

作为老牌的资本主义强国和既得利益者 ,不愿意也害怕德

国在中国的扩张 ,因此 1895年德国租界开辟后英法一直

推行一种排挤政策。在天津 ,英国为限制德国的扩张 ,不

允许德国吞并觊觎已久的美租界 ,对德国的行为进行干

涉 ,并在 1902年把原美租界并入自己的租界 ,德国的企图

没有得逞。[ 2](P65)德国在上海开辟租界的意图也因英国的

强烈反对而没有实现。

德国资本主义起步较晚 ,但他利用了当时世界上一切

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 ,使其工业得到迅速发展 ,这使得资

产阶级迫切要求海外市场 ,而当时拥有三亿五千万人口的

中国对德国资产阶级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德国统治集团

千方百计扩大在中国的利益 ,使得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迅速

发展 ,德国在中国开设的工厂超过美国和俄国 ,仅次于英

国占第二位。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德国垄断了对中国

军火武器的输出 ,尽管英法的军火商想方设法加以破坏和

干扰 ,但德国在中国销售的军火武器远远超过英法 ,一直

居于独占的优势。[ 8] (P268)不仅如此 ,德国还力争对中国的舰

船出口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清政府共购买了 46艘

外国舰船 ,其中德国 36艘 ,英国只有 10艘。[ 1](P28)而在此之

前 ,中国的海军船舰主要是向英国购买。尽管如此 ,当时

在中国占据优势地位的仍然是以英法为首的老牌的资本

主义国家。因此 ,英德在中国的斗争异常激烈 ,集中体现

在如何瓜分中国问题上。

当时瓜分中国胃口最大的三个国家是英国 、俄国和德

国。特别是英国和德国在中国的经济中心长江流域的斗

争达到了白热化。在德国看来 ,除了山东之外 ,在他还没

有在中国攫取到更广泛的侵略利益之前 ,必须延迟瓜分中

国的行动 ,以便利用他的经济和军事力量 ,在日后列强瓜

分中国时占有更大的份额 ,特别是在长江流域扩展它的利

益。但英国早在 1898年 2月就由其驻华公使与清政府总

理衙门互换照会 ,中国保证不将长江沿岸各省租押或以其

它名义让与它国 , [ 7] (P731-732)企图独霸长江流域。为了换取

德国和沙俄的支持 ,英国把黄河流域让给德国 ,把长城以

北让给俄国 ,但德国并不领情 ,德国认为英国的做法对自

己是不公平的 ,因为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在经济价值上是

不可同日而语的 ,德国决不能因为分到了后者 ,或准确地

说分到了后者的一部分 ,就甘愿被人从前者排挤出去。[ 9] (P252)

德国坚决反对英国把长江流域作为它独占的势力范围。

俄国也不甘心对长城以北的控制 ,而是有更远大的企图 ,

即在直隶境内取得永久的而且尽可能独占的势力。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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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 ,英国要占领长江流域 ,俄国要占领黄河以北 ,把德国

夹在中间有限的地区 ,这是野心勃勃的德国帝国主义绝对

不能忍受的。但德国要同英国一争高低 ,还有待时日 ,于

是德国主动让出其山东势力范围内的威海卫来缓冲英德

之间的矛盾 ,同时也诱使英国不阻挡它向长江流域扩张势

力。按照德国的要求 ,英国在占领威海卫的同时发表了一

个声明 ,表示愿意尊重德国在山东的权利 ,以示德国对山

东的独占。而英国愿意发表声明 ,其目的则是为了换取德

国对长江流域为英国势力范围的认可。在英国看来他在

山东对德国已做出了重大让步 ,德国在长江流域也应该做

出同样的让步。但德国坚决反对 ,认为“我们有伟大的利

益阻止我们把扬子江完全放弃给英国” 。“以免给德国的

经济和政治利益造成严重损害。” [ 9](P244-245)

正当英德两国在长江流域进行激烈争夺时 ,中国爆发

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 ,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侵

略势力。帝国主义国家也调兵遣将大举侵华 ,中国被瓜分

的危机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 ,英德在长江流域的争夺也

随之激化。1900年 7月下旬英国首相表示 ,希望长江流域

的一切军事行动 ,特别是上海的军事行动 ,最好是单独保

留给英国。显然 ,英国仍想把长江流域作为它独占的势力

范围 ,不想让其他列强介入。德国获悉英国的意图之后 ,

立即表示反对 , 德皇训令其侵华司令与各国侵华司令协

议 ,由列强共同监视停泊在长江内的中国军舰 ,并保护上

海租界。德国的建议得到了各国的响应 ,除英国派军队在

上海登陆外 ,法 、日 、德也派军进入上海 ,打破了英国独占

长江流域的阴谋。由于各国列强特别是德国的强烈反对 ,

英国感到他自己不可能独占长江流域 ,被迫接受德国的主

张 ,于 1900 年 10月 16 日以换文的形式签订了《英德协

定》 。这是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特别是英德两国争夺长江流

域矛盾激化的产物。英国对德国做出了巨大的让步。德

国利用了《英德协定》签订后的有利时机 ,在长江流域和中

国的其他地区大力发展他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势力。然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惨败 , 使他的争霸计划化为泡

影。

由于德国与其它列强在中国存在着尖锐的利益冲突 ,

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英法等国对中国收回德租界持支持

态度 ,在《凡尔赛和约》中肯定了中国收回德国在天津和汉

口租界的既成事实 ,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第一次从帝

国主义手中收回国家主权。

可见 ,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华租界 ,与

其说是支持中国政府 ,倒不如说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所

致。帝国主义国家从来没有把中国作为平等的一员来对

待 ,取消德国在华特权 ,实际上是为自己除掉了一个强大

的竞争对手。因此在《凡尔赛和约》中对中国收回主权做

了大量的保留。条约第 132条在承认中国收回德租界的

同时 ,又宣布将收回的德租界“开放为各国公共居留及贸

易之用。”中国收回租界“并不影响协约国及参战各国人民

在此等租界内所持产业之权利。”对德国除两租界外的其

他权利都作了有利于帝国主义的规定 ,条约第 134条规定

“德国将其在广州沙面英租界之内国有财产放弃与英国政

府 ,并将其在上海法租界内之德国学校财产放弃与中法两

国政府” 。未得各有关国家的同意 ,中国政府“不应采取任

何办法 , 处理在北京所谓使馆界内德国人之公私财

产” 。[ 4] (P131-132)尤其是对山东问题的处理 ,更深刻的体现了

这一点。尽管如此 ,中国收回德国在华租界 ,是中国人民

斗争的胜利。从外交上来看 ,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

避免了始争终让的妥协政策 ,为中国收回国家主权开了先

例。德国在华租界及特权的废除 ,使德国在中国的侵略势

力彻底垮台。但是收回后的租界仍保持了帝国主义的一

系列特权 ,其他列强的租界仍旧保持 ,这是当时中国北洋

政府的性质所决定的 ,也是当时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地

位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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