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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邮政物资供应制度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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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近代中国邮政发展之初，即建立了较为完备的邮政专用物资供应

制度。１９１０年，上海邮政供应处的成立，标志着全国性邮政供应机构的产生。

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集中管理”“分层负责”为主要特色的物资管

理制度。随着近代邮政物资供应业务的逐步拓展、供应效能的不断提升，邮政

物资供应制度日益成为近代中国邮政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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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邮政物资管理是邮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邮政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进行的前提，是改善邮政各项技术

经济指标、取得良好经济效果的重要环节。邮政物资管理的主要内容有：邮政物资采购供应计划的编制和执行，邮政

物资消耗定额、物资储备定额的制定和管理，邮政物资保管制度的建立和健全等。

②从整个国民经济范围来看，邮政物资供应是对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分配，把它们从生产部门运发到消费部
门（消费生产资料的部门）的过程。

③史学界对近代中国邮政的研究主要涉及五个方面：一是邮政近代化的研究，二是地方邮政史的研究，三是邮政
具体业务的研究，四是苏区邮政史研究，五是近代邮政与外国关系的研究。

④李致远《北洋政府时期中华邮政人事制度述论》（《天府新论》２００６年第４期）和胡中升《近代中国人事制度探
析》（《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１期）对近代中国邮政人事制度做了初步的探讨。

　　邮政物资供应制度是对邮政生产经营活动中需要的各种专用物资的采购、运输、保

管、发放以及合理使用等一系列组织管理工作的总称。①因为行业的特殊性，邮政的发展

形成了对专用物资的庞大需求，物资供应是否统一、高效，决定了邮政业的发展规模和

服务社会经济的功能。因而，邮政物资供应是邮政物资管理的主要内容和中心环节，也

是邮政物资管理的基本部分。②近年来，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邮政的研究，已有不少成

果。③但相关近代邮政管理制度方面的研究有限，且大都集中在近代中国邮政人事制度

方面。④对于近代中国邮政物资供应方面的研究，史学界尚无相关的论文和专著。有鉴



于此，本文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和解析，拟从物资供应机构、物资供应制度的主要特

点等方面进行探索。

一、近代中国邮政物资供应机构

１９１０年，邮政总局在上海设立邮政供应处。随着邮用物资供应的由简到繁，供应处

内部组织不断改组和变更，其职能亦日渐完善。

（一）供应机构的演变

１８６６年，自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将代寄外国使臣文件事务交总税务司署兼办，设

立邮务办事处起，全国各地邮务所需的一切物资，由海关兼办，统筹购发。１８７３年１０月

２７日，赫德发出该年度总税务司第１７号通令，宣布成立海关总署“造册处”，并将其作为

海关的出版印刷机构。后造册处又担负邮票供应及邮政公用物资办理等职能。在海关

监管邮政时期，邮政供应制度已初具规模，但尚无一个组织完备的供应中枢。

１８９６年３月２０日，经光绪皇帝批准，“大清邮政”正式开办。随着邮政事业的发展、

邮务的扩展、各地邮局的设立，邮政物资供应事务更加繁多。１９１０年６月１３日，海关总

署发出总税务司署第１６９９号通令，通报“邮政供应处已在上海开办。前此由造册处税

务司经手之各项邮务职责，将逐渐由主管邮政供应处之副邮政司接办”［１］６５５。海关邮政

供应处是全国最早建立的邮政供应机构。至此，各项邮票、文具、包裹筐篓、邮袋的供

应，邮政出版物、册报、单式的印刷，以及其他邮用物品的供应，均改由供应处办理。

１９１１年５月，邮传部接管全国邮政，邮政完全脱离海关独立经营，邮政供应处也随之移

归邮传部邮政总局管辖，易名为邮政总局供应处。１９１２年，邮政总局内分四股，“总务、

通译、稽核、供应，供应股驻沪”［２］２１０，供应处又更名为邮政总局供应股。之后，在邮政总

局内部各股的整合过程中，邮政供应股凭借其独特的职能，一直存在于邮政总局。１９２８

年８月，供应股改为供应处。同时，由于上海经济发达、商业繁荣、交通便利，采购和发运

邮用物资极为方便，因此，邮政供应处自建立后，始终设在上海。

随着邮权的统一和邮政事务的逐步扩展，邮用物资的供应由简而繁，并渐次标准化

和经济化，供应处的职能亦日臻完善。据资料记载，民国后期供应处主要职掌如下业

务：（１）印制、保管、分发明信片及信笺事项；（２）保管及分发各邮区邮票事项；（３）制发

及保管信筒、信箱、保险柜、铁库门、铜钮、帽章、铅志、火漆印盘等事项；（４）购发并保管

打字机、油印机、编号机、打眼机、日期戳、汽车和自行车之零件以及一切器具物品等项

目；（５）购办分发邮袋、筐、篓、送信袋、制服、旗帜及文具用品等；（６）印订分发各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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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及簿册单式等事项；（７）调查邮局应用物料价值事项；（８）关于修理各种物品事项；

（９）关于校对中英文出版物事项；（１０）关于购料之估价及招标之监视事项；（１１）关于各

区用品之代购账目事项；（１２）关于购置及查询一切公用物品事项［３］５５。

（二）供应机构的内部组织构成

邮政供应处内设处长（由邮务长充任）、副处长（由副邮务长充任），并按照职掌事项

及经办物资类别，下设印务科、文具科、采办科、机械科、会计科、出纳科、事务科等七科。

其中事务科下设物价调查组，出纳科下有邮票组、驻沪印票监视员和驻平印票监视员，

文具科下设文具组和单册组，采办科下设制服组［４］。以上组织，从整体工作上说，其优

点为每种物品自标购订货至验收分发，均由一科专责办理，手续简单、办理迅速。如：七

科之中文具与机械两科，前者数量庞大，后者主要涉及汽车、自行车及其他邮用机械，设

置专科办理，统筹购办、验收、分发，事务较为统一，办理亦简便、迅速。但缺点为工作不

能集中，且采购与验收工作缺乏牵制。设经办人员有舞弊情事，不易发觉［５］。

１９４８年春，邮政供应处内部组织进行改组和变更，按照工作性质重新划分。下设的

七科为：邮票科、储发科、采办科、设审科、印务科、会计科和事务科。在上述改组的机构

中，设审科是新添设的一科，该科于１９４８年３月５日成立，主要工作为设计邮用物品和

家具的规格、式样、质料，研究、改良、审核各区局所请物资。会计、印务、采办、储发、邮

票各科于同年４月１日改组成立，其中邮票科由邮政总局邮票科归属供应处，并与供应

处出纳科的邮票组合并、重组而成，这使得相关邮票事务可集中办理［６］。事务科则于同

年５月１日改组成立。各科设科长１人，分别从副邮务长或高级邮务员中派充，科员若

干人。改组后的各科室主要按照性质分类，推进了物资供应的集中办理和合理化。例

如：邮票科负责邮票的供应和管理等工作，包括邮票的设计绘图，印制邮票的招标估价、

洽订合同、具体印制、所用材料和印票进度［７］３０９；采办科专责办理采办一切物料的事务；

储发科专责办理储藏及发寄一切物料等事务。设审、采办和储发三科可以互相牵制，从

而提高工作效率。

二、近代中国邮政物资供应制度的主要特点

近代中国邮政物资供应实行预算控制、层层分发，各种账单格式统一，与人事、财务

制度密切配合，在长期的工作中形成一套独特的集中管理体制。

（一）集中管理

供应工作有条不紊，对所有邮用物资，从预算编制、物资采购、物资编号，到领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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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储存分发、存量控制，乃至验收保养、废料处理等，均由供应处统筹规划、集中办理。

供应品种则从邮袋、日戳、铅志、绳扣、制服等邮用物品到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等邮用工

具，从铅笔、纸张、墨水等文具用品到书桌、椅子、铅桶、灯泡等办公生活用品，无论巨细，

一应俱全。供应处预购数量主要根据各区总请领单、供应处上半年发出数量、各区业务

统计数字［８］。各项文具、单册等物资，除领用局须登列财产目录者外，其余属于消耗性

物资，购买时即行等列支出账报销。但因购置频繁时，支出数字大增，购置稀少时，支出

数字聚减，导致每月计算损益时，形成不正确的状态。因当时会计制度采用权责发生

制，于结算损益时，所有在支出项下列报之未经耗用之用品及预付费用，均须剔除［９］。

各种邮政物资都将按实际需要定期供应（例如文具和单册，需按月供应），供应数量要根

据库存材料的余缺请领［１０］５００。请领文件箱、墨水台、信夹、办公桌、筐等专用品时，应明

确说明请领新物品的理由。如理由不充分，不予供应［１０］５０２。供应处附设印刷厂，承印明

信片、各种出版物及业务单册等。供应处还配备专职的邮票和有价证券兼印人员，设有

一间面积为４４８平方米的全封闭邮票库房，承担全国各地邮票的保管和供应任务［１１］１３０。

除组织机构之外，邮政总局供应处设有购料委员会。购料委员会由供应处处长兼

任主任，副处长、各科科长及上海邮政管理局资深人员中的二人兼任副主任。有关购料

问题，主办科必须事先提请该会审核，经过半数委员同意方可办理。购置物料价格如在

六千万元以上，须由上海市审计处监视开标及验收。但遇紧急情况，供应处处长被授以

较大职权，“将廉宜之各种必需物料，立予购进储备，各区局随请随发，以免延误时机，并

呈报总局备案”［１２］。购料委员会的成立和审计部门的严格监视，使得邮政供应处的集中

管理更科学，购料委员会和审计部门实际上亦为供应处内部的联综审核组织。①

（二）分层负责

全国各级邮政机构所需物料，以分层负责的方式向邮政总局供应处领用。各级邮

政局所如有需用物件，须递次呈请至总局或储汇总局（如关于储金簿或汇兑材料等），由

总局局长或储汇总局局长再训令供应处递次发给［３］１０５。如：１９４５年，芜湖市三山区代办

所需钢制日戳一颗、铅字一副。经批准后，由供应处第四十号文件单寄发，经安徽省邮

政管理局庶务组发给芜湖市邮政局，由芜湖市邮政局再发三山区代办所，并登记入相同

家具单内备考［１３］。近代邮政物料供应从邮政管理局到邮政代办所（邮政信柜），实行层

层负责制，其供应系统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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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民政府时期设计并推行的一种由财务行政、主计、国库、审计四大系统构成的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的组

织形式。后将其推广到各行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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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民国邮政物资供应系统示意图［１４］２５１

各邮政机构所需的邮袋、腊、纸笔、其他业务用品，要根据实际需要按照各局库存材

料限额请领，且只限于工作使用，严禁挪作他用。供应处发放各种材料物品，逐级均有

详细登记备查（供应处主要查核各区所报局存数量，与供应处所发数字对照；查核各区

耗用数量是否与相关统计数字相符［８］）。如发现有浪费或挪作他用现象，及时采取措施

制止。对于违反规定的行为，追究相关部门人员的责任，严重的报邮政总局处理。

管理局遇有特殊情况或需特殊物资，须向当地采购为宜，报邮政总局批准后，由各

区邮政管理局自行向当地或委托其他管理局采购。各管理局在不逾越预算范围内，有

一定的权限：凡购置局用家具，每次不逾五十元者，由邮务长批准；局有房屋、局用家具

及运邮船只、车辆的修理，其他公用物品的购置，每项不逾五十元，或租赁局屋之修理，

每局每年不逾二十五元者，均得由邮务长批准；邮用帆布袋、各种制服、旗帜等，由邮务

长函供应处按照预算核发等［３］７０。如：在安徽邮区，“惟遇有特殊情形或特殊物资，安徽

邮政管理局在呈报邮政总局核准后，可由管理局自行就地购置或转托其他管理局代购。

邮务长平时购物权限在１０元以内，超过１０元需呈准邮政总局”［１５］３８２。特别是上海沦陷

之后，后方各区管理局因交通不便，集中采购和分发转运颇有困难。为适应当时的状

况，暂行改为分区管理，由各管理局在其辖区内按照规定范围自谋供应。１９４３年９月，

邮政总局通电各区管理局成立购料委员会，并颁布组织规程，规定：由管理局局长为主

任委员，从高级人员中遴选四至六人为委员，负责关于物料采购的审议、监标、决标、验

收等事宜。１９４６年７月，又通令各区：凡负责办理采购的主管单位人员，如总务科科长、

庶务组组长等不得为委员。１９４６年，河北邮政管理局购料委员会成立，并制定办事细

则。购料委员会主要执掌：邮用公务，如房屋地产、动力燃料、各种油料、各项工具、家居

什物、文具单册及其他各种邮用公物的采购事项；关于采购、标售公物、招标承揽建筑修

理等工程，及工作之监视、开标事项；关于标单或估价单之比较审核事项；关于验收点收

事项（总局另有规定者除外）；其他与购料有关的事项等。购置或修理用款数额超过２０

万元的情况，由委员会会议决定［１６］５４３。邮政管理局严格按照邮政组织规程，高效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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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供应。

三、近代中国邮政物资供应的业务拓展与制度完善

随着近代邮政事业的发展和邮用物资种类的繁多，供应处不断完善机构功能，日益

提升物资供应能力，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成本管理制度，为近代中国邮政的发展提供极

大的助益。

（一）日益提升物资供应能力

邮政供应处成立之初，主要负责全国各地邮局所需物料的购发事项。随着供应机

构功能的不断完善，供应处成立制造部，开始制造部分邮用物品。１９１９年，供应处可自

行制造铁筋、洋灰、信筒。所造信筒式样有两种规格，以便较小地方之繁盛中心以及车

站月台的需用。所制保险柜，“专为合于邮务之需，并已经发给各该较大之内地局所，是

以全国各局所将来均须供以此项新式保险柜”［１７］５２３。供应处制造部原先“仅系席棚，既

窄且冷，又不敷用”，１９２３年邮政总局用灰泥木料改建合适房舍，设油漆晾干室及机器

房。“嗣后无论天气如何，均科照常制造出品。”［１７］９０７至此，供应处能自造日戳、信箱、信

袋、邮袋、包裹、磅秤等物品。１９２４年，供应处能自造小机械数项，如销炉，专熔解已经

用过的铅质印志。供应处还能自行监造金属邮票盖销垫、金属日期戳记匣、铁质手车附

带胶皮带、金属通告、牌匾等物品。１９３７年，供应处新制一种铁质信箱，箱口等处构造均

经改善，使投入之邮件，更为安全。此外，又特制航空邮件专用信箱及信筒，装设于收寄

航空信件较多之各邮局或街道，民众交寄既多便利，邮局分拣手续亦更简捷。

邮政供应机构成立时，规模较小，工作仅为采购和分发普通邮用物品。民国后期，

供应处内部新设机械部、印刷部、邮袋部、制服部等部门，购置物品种类日益繁多，机构

功能日臻健全。一是购置先进运具，开创邮运方式。１９１７年，供应处在上海购置“有猛

力之汽车三辆以代马拽之邮车，天津则有购用之汽动脚踏车多具，均随有拖带之

车”［１７］４４１。１９１８年，邮局购置汽车数辆，上海、南京、天津及北京各一辆。１９１９年７月，

购置邮艇小轮，并由上海拨归汉口，一面在上海新备鸿飞小轮一艘，而在福州邮局之运

输队中亦已加添浅水摩托快船一具［１７］５２３。１９２０年夏，供应处购置“极有力量之摩托小

轮一具，供给广东，现在邮政输送队内计有小火轮三具，摩托小轮二具”［１７］５７１。１９２４年，

购置英国产轻便汽车五辆，三辆派给上海邮务管路局，两辆派给北京邮局。到１９２４年年

底，邮政总局共有输送汽车四十四辆，拖曳汽车四辆［１７］１００３。火车、轮船、汽车、摩托车、

飞机等现代化的邮政运输设备的不断引进，提高了邮政的工作效率。二是引进新式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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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推动技术改进。１９１８年，供应处引进中国打字机、油印机、计算机等［１７］４７７。１９２２年，

供应处引进大号巴考克式印字机，用以印制明信片，“如不用以印制明信片时，即用以印

制单式，以故印就之单式，为数甚巨”［１７］８１５。１９２４年，供应处添置旋床、铁砧、轮轴既

炉各一具，置备钻机及附件若干件，各项设备更加完善。此外，又购置小号活动印字机，

“专备印制单式之用，且为印刷布质排条之需”［１７］１００４。１９２６年４月１日，供应股迁入胶

州路新盖的宽大房屋，各部分房屋布置适宜，兼有货物升降机、起重机、堆栈溜货道等装

备。在各项技术改革中，明信片印刷技术的改革最为显著。旧时每版只印三十二张，现

时改印六十四张［１７］１００４。三是为员工提供服装用品和生活资料。根据１９２１年天津局邮

务长塔理德呈北京总局关于制服的报告：供应处向信差、邮差、邮件苦力、船工、汽车司

机、火车押运员等发放夏、冬季节的制服，包括绑腿、帽子、雨具等物品［１８］４５４－４５６。１９４８年

５月，供应处向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请购龙头细协布、龙头细布、虹光真贡缎，共计一百七

十四亿八千四百万元，为员工制作各类制服、鞋帽等［１９］。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供应处与浦东

同乡会潘君接洽，购买近两千袋粮食，并欲将其粮食全数买进［２０］。供应处为员工的工作

和生活提供了一定的物资保障，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邮政内部“精通技术”的专才、“善于

管理”的通才和普通邮政员工的稳定性。四是在战争时期，竭力购置各类急用必备物

资。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供应处向道奇汽车公司购置汽车零件九万元，确保汽车邮运的正常

进行［２１］。１１月，购置防毒面具三百五十具，其中西京、开州、开封所购者，已全部发出，

其余各处暂发半数［２２］，有效维持了邮政的正常、持续运转。

（二）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成本管理制度

近代中国政局动荡、经济衰败、百业萧条、民不聊生，邮政被作为一般性营利机关，

国家不但不予补助，并且取资于邮政。我国邮政创办时，既无资金，且购置房屋、车辆和

设备等都必须在盈余款下动支，因而邮政在经济上不得不“自给自足”“以邮养邮”。供

应处在运营过程中尽量开源节流，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成本管理制度。

其一，承办邮政广告，增加收入。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１６日，“中华邮政”供应处开始办理

印刷广告，即在邮票册、邮制信筒、邮用单据及其他各项刊物上，招登工商业广告。同

时，上海邮政管理局发行邮用日报，详载邮件往来时刻，又编制邮政便览，登载各项邮务

常识，并附登各种工商业广告。工商业方面获益固属不浅，而邮局收入亦十分可

观［２３］５９２。计自实行以来，广告费收入逐年增加。①

其二，科学使用物资，减少损耗。根据中华邮政供应处第５４２号通令：吸水纸在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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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完前不得扔掉；需要钢笔、笔架或铅笔的人员，如表中未指明发给的，则须自己购买；

除非旧笔用坏，否则不得发放新笔［１０］５０１－５０２。供应处提供的包裹筐等，各邮政机构使用

过后，须及时退回［１０］５０８。如：１９４７年，芜湖市邮政管理局领取白布包大、小各二十六只，

仅缴退供应处小号七只，大号十九只，后安徽省邮政局令其将所余的白布包小号十九

只、大号七只汇退供应处［２４］。在发放新铅字时，各邮区应将旧铅字收回并积存到一定数

量时间，退回邮政供应处，以便重新铸字（每吨铅料价值３０英镑，而邮政在大约两年半

的时间里，铸造日戳铅字，大约需用三吨半的铅料）［１０］５０６。总局要求各邮政部门要科学、

合理、节约使用文具、日戳、铅字、印台等，使其经常保持整洁、完好。

其三，合理购置、制造物资，节省成本。为节省汽车购置费用，总局供应处饬令相关

各局，在原有车辆中设法整顿并加以维修。若有破旧不堪修理者，则酌量添购补充，并

在可能范围内，利用各当地出租汽车运输，以免添购新车。因而近数年内，“全国仅添购

汽车９辆，每年约可省数万元”［２３］５９６。自行车是信差投递及轻便运输的重要工具，邮用

自行车先前均从英国订购，每辆自行车约需值国币１３０元或１７０元，每年消耗殊属可观。

后从英国购置零件，在上海装制自行车，尺寸、功效等方面与英国自行车均相等，而每辆

价值仅为其三分之一，计国币五十元左右。总计全年各邮区，约需增加百数十辆，是以

节省１万余元［２３］５９６。邮票盖戳机，原价每架须国币１０００余元，后将机件略加更改，并商

由上海铁工制造厂仿造，每架工料仅须３７５元。现在各区局之采用是项机械者，为数虽

属有限，但每购新机一具，已可以节省七八百元矣［２３］５９７。邮政员工制服，数年来均采购

舶来品。后章华、仁立等厂出品的呢绒哔吱以及国华工厂之斜纹布暨白胶布等，“均属

价廉物美，自经采用后，每年节省不下１０余万元”［２３］５９７。

其四，开拓多种渠道，节约资金。邮政在隶属海关时，其购运的华洋物品与海关物

品合运，均为免税。民国时期，“中华邮政”的发展亟需大量的资金。为尽量节省费用，

邮传部呈请：如购运邮政华洋物料且持有臣部执照，可仿照隶属海关时期，一并免税。

１９３７年，邮政总局向“行政院”呈请“邮用汽车行驶各省公路或市区街道，应免一切捐

税”［１６］５４４，等等。

四、结语

近代中国邮政物资供应制度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

从简单的物料分发到自造、监造各类邮用物品；从规模简陋到品种繁多、门类齐全、高效

节能。它的目标是以最少的投资，适时、适地供给适当数量与适当品质的物种，为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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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发展提供物资保障。

近代中国邮政供应机构的逐步正规和完善，物资供应内部联综组织的设立，特别是

邮政总局和各区管理局购料委员会的成立，提高了邮政物资管理的效率。邮政物资供

应实行以“集中管理、分层负责”为主要特色的管理制度，与邮政财务管理、人事管理制

度结合，共同推动了中华邮政管理制度的科学化与系统化。邮政物资供应不断拓展业

务、完善制度，有利于近代中国邮政的正常、持续运转。诚然，受外部环境的制约，中国

邮政的物资供应制度亦存在一定的缺陷。如：近代中国邮政大权长期掌握在外国人手

中，“中华邮政”物资供应制度仿效英国。物资供应处直接隶属于邮政总局，物资管理权

亦为外国人掌控，带有鲜明的殖民性。供应处设立之初，由专门科室办理特定物品的采

购订货、验收分发，使得采购和验收工作缺乏一定的牵制，即使工作人员有徇私舞弊的

行为，也难以发现，等等。但是，“中华邮政”物资供应制度的诸多经验，对于当今邮政仍

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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