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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英政府对华工出洋的政策 (1853 ———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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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原始积累的完成 ,除残酷剥削本国人民外 ,还大量奴役落后国家的劳动人民 ,华工是其所奴
役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一时期香港成为华工出洋的主要港口 ,在英国殖民政府操纵下的香港政府对华工出洋实施商榷女
子出洋、建造移民屯舍、实施乘客法案、制定“11 号法案”等一系列政策 ,更加体现殖民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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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很早就曾出国经商做工谋生 ,现今海外华侨
华人中许多人的祖先曾是为这一目的而流落异国他乡
的。据统计“前后两百多年出国的华工约有一千万人
次。”①清朝晚期在华外商招募华工向西方输入 ,是其重
要活动之一。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姑息纵容之下 ,从中
国各条约口岸源源不断地向东南亚输送华工逐渐发展起
来。香港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华工出洋的主要
港口。伴随着港英政府相关法律文件的出台 ,外商在华
招工的法律制度逐渐形成 ,由非法无序状态到逐渐进入
合法有序的状态。本文以 1953 ———1959 年港英政府对
华工出洋的政策为考察对象 ,对这一时期港英政府的政
策作一探讨 ,以期更好地理解香港政府在华工出洋这一
非法的劳务输出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华工出洋的主要港口 :香港
自一个半世纪以前 ,民族英雄林则徐领导的那一场

声势浩大的反毒品斗争而引发的“鸦片战争”不幸失败之
后 ,中国有百年的历史蒙受西方列强的种种欺凌。英国
占领了九龙半岛之后 ,九龙和香港岛之间的水域 ,完全在
英国控制之下。当时 ,西方工业革命已完成 ,苏伊士运河
又通航。西方对中国贸易兴趣增加 ,独特的地理条件使
香港逐步发展成为一个转口港。英国占据香港 ,除了把
更多的毒品输入中国之外 ,还把大量的契约华工运往世
界各地。香港更是掠贩华工的大本营 ,到中国运华工的
外国船都在香港改建夹层统舱 ,以便尽可能多装华工 ,还
加装舱门铁栅。香港首席检察官曾在判词上说 :“事实
上 ,在香港绑架无知华民的事早已盛行了 ,那间房子是香
港公共工程局比塞尔设计的。完全是一座牢房 ⋯⋯”②

香港百年沧桑 ,饱含着无数华工的血泪。
二、清政府默许下的港英政府对华工出洋的政策
中国法律是不允许中国臣民出洋的 ,中国地方官吏

自然有随时禁止中国人出洋的权利和职责。可是沿海各
地人民出洋谋生久已成为一种习惯。而且在官吏们看
来 ,沿海各地人口当中那些游手好闲放荡无行的人们 ,是
些在地方上惹是生非的祸根。故此 ,把一部分人转移到
外洋 ,这些官吏或许反倒会感到宽慰而不是不安。中国
当局没有在任何方面对移民出洋进行干涉 ,一切有关移
民出洋的行动都是公开进行的 ,没有为意欲出洋的人设

置任何障碍。中国地方官员意识到禁止是对于他们作官
之地的公众利益都是不利的 ,且承认他们自己从放任人
民出洋所能够得到的这种那种金钱上的收益。官吏们总
是有办法能够从听任某一种违法犯禁行为的长期存在中
为自己捞取好处的。因此 ,官吏们一直默许移民出洋。

(一)女子出洋的商榷
中国贫苦阶级中的大脚妇女 ,照中国的习俗 ,常是卖

给人家做奴隶和婢妾 ,再不然就是交给鸨母们去当娼妓。
这类妇女由于无知 ,可能宁愿在中国当奴隶 ,而不愿嫁给
出洋移民为妻 ,到英国殖民地去过自由生活。顺从她们
的愿望诚然的完全正当而公平的。但如果这样 ,她们在
本国不免要一辈子受到无穷的压迫和痛苦 ,过很悲惨的
生活。倒不如让她们出洋为佳 ,去到外国是会对她们的
切身利益和前途都大有好处的。

中国女子从不出洋 ,英属海峡殖民地没有一个中国
妇女 ;香港也没有一个正经的中国妇女。港督包令和温
彻斯特二人都强烈反对单独招收女性移民。他们认为
“这样办会导致大规模购买娼妓 ,并将她们运送出洋。”③

而且这样办是与中国的法律和风俗直接抵触的 ,有可能
因此而与中国当局发生冲突。他们还预料把这类妇女放
在出洋船上必然会在男性移民中惹出是非。从办理移民
事务的经验来看 ,他们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港督包令
和温彻斯特一致认为无论用什么办法从中国取得女性移
民都必须谨慎从事。怀特则认为“以后有希望在香港逐
步下手招收女性移民出洋。”④可以“在今后遇到有利机
会时 ,劝诱男性移民携带妻子一同出洋 ,虽然这样办就必
须提高现在给予出洋移民的预支工资数额 ,从而增加整
个移民事业的成本费用。”⑤

女子出洋是一个更令人焦虑的问题。目前要取得中
国女子出洋的压倒一切理由 ,是我们必须避免纯为男性
的移民所引起的不良后果。“把任何一种妇女送到这些
地方也比听任两性人口比例严重失调所造成的恶果好
些。”⑥男女两性人口数目悬殊所造成的社会的和道德的
病态 ,事实上已在西印度的东方移民中间出现。日子久
了 ,长期没有妇女所引起的堕落和变态势将达到无法容
忍的地步。因此 ,港英政府对女子出洋在商榷中徘徊 ,没
有作出实质性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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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民屯舍的建造
在香港设立移民屯舍以便招集华工装船出洋的问

题 ,设立屯舍无疑是个可取的办法。它在妥善规章管理
之下 ,由香港殖民当局协助 ,应是能够办得好的。然而港
英政府还没有什么办法能使香港的屯舍获得充分的华工
供应。正如梅利维尔于 6 月 12 日信中所引纽卡索尔公
爵的话 :“愿意出洋的中国人 ,不必借助别人的招引、指点
和帮助 ,自己知道取道赴香港上船 ,料将需要一段时间才
行”。⑦港英政府的官员们认为“最好还是征求一下香港
当地官员们的意见 ,为此我们提议指示香港总督 ,令香港
的土地丈量官或其他主管官员为此事与招工专员怀特取
得联系 ,由他们共同研究在香港建造一处出洋移民屯舍
是否得策 ,需用多少经费和香港政府能为兴建一座够用
的建筑物提供些什么便利。”⑧

港英政府如果要使从这个口岸移民出洋的工作 ,能
够用一种对于英国很有体面的方式 ,持续地和有系统地
进行 ,设立一处移民屯舍 ,可以把出洋华工集中起来为上
船出洋作好准备 ,而使接运他们的船只不致受到耽搁。
这个屯舍也可起保护出洋移民的作用 ,使他们不致受人
口贩子的欺骗敲诈。

(三)乘客法案的实施
香港政府有权依据英国乘客法案改定为出洋移民供

应的舱位标准、食粮数量等以适应从中国移民出洋的特
殊性质。办理移民出洋事务人员的一切行动都应当受香
港地方官的监督。在香港作出安排 ,向那些由人口贩子
从大陆带出的苦力 ,详细解说关于出洋作工的应知事项 ,

也是比较容易的。
从香港开往加利福尼亚的船只 ,因为必须遵守法律

注意为乘客准备粮水和其他用品 ,到岸时船上的乘客健
康状态就比较好些。载运移民乘客从中国口岸开出的英
国船只 ,都应当在启航出口之前 ,向英国领事申请领合格
证件 ,证明船上所载乘客人数不超过法律所许可的限额 ,

船上的装备齐全 ,所带粮食、饮水和木柴都已备足 ,船只
在每一方面都已适宜于作它所预定的航行。没有领到领
事所发合格证件的船只不许结关出口。并且规定 ,“每运
出一个中国移民需费 23 英镑。这个数目大概是委员会
准许和付出的最高限额。超出此数的一切开支料想是不
会得到委员会和香港政府两方面同意的。”⑨

英国应自出洋华工上船之时 ,也就是英国对移民的
责任开始之时起 ,就注意保持英吉利民族的名誉 ,使他不
致受到损害。为此 ,扩大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权限 ,以
包括英国乘客法案赋予一般殖民地总督的权力。按照乘
客法案的条文规定 ,英国船舶的船长应在启航时受驻在
中国口岸的英国领事管辖 ,在抵达外国港口时受驻在该
地的英国领事管辖 ,而抵达英属殖民地时则受该殖民地
的法院管辖。船长如果触犯乘客法案 ,上述的领事官员
等有权处罚他。港英政府所规定的中国乘客法案 ,对于
有力量自付船票出洋的那一部分中国华工来说 ,未免过
于严格 ,虽然他也觉得这一法案对于出洋的华工是非常
必要的 ,然而中国局势动荡不安 ,并没有对香港的贸易产
生多大的影响。

(四)“11 号法案”的制定
英国的移民法律自然已成为船上的移民乘客规定安

全和舒适方面的保障 ,可是这些规定对于贩卖苦力的商

人的贪欲是不会起到什么抑制作用的。外国对中国移民
劳工的需求 ,为一群号称苦力掮客的中国土著拐子提供
有利的职业和非分的收益收罗苦力以便卖出外洋的中国
拐子和掮客已经在使用极端卑劣无耻的欺骗手段谋取利
益。

港英政府公布实施 1857 年第 11 号法案。这个法案
的目的是防止欧洲人和中国人以船票掮客或经纪人自
居 ,向愿意自付盘费出洋的中国移民行骗诈财 ,主要是假
借兜售船票为名 ,骗取大量定洋 ,然后卷款潜逃。法案规
定凡欲充当船票掮客的人必须先向香港政府缴纳费用 ,

提供保结 ,领取执照办理登记 ,然后才得营业。法案内也
规定掮客向出洋的人发出搭船字据 ,即赊账的格式。自
此以后 ,赊单客运在香港成为受政府监督管理的合法商
业。

三、余论
英国政府的活动 ,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与中国当局难

于合作而陷于瘫痪。英国政府的目标之一是通过与中国
签订条约 ,以使移民出洋合法化 ,英国政府认为只有通过
这一途径 ,人道主义的准则和西印度种植园主的经济利
益才可以得到调和。如果说 ,港英政府是华工出洋的主
力军 ,那么 ,英国殖民主义者则是华工出洋的幕后操纵者
和促使华工出洋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元凶。他们表面上没
有直接经营华工出洋 ,只是因为这样的分工更有利于他
们的伪善 ,而实际上 ,英国殖民主义者不仅操纵和庇护那
些从事华工出洋的许多组织 ,而且通过外交手段 ,干涉中
国内政 ,尽量给他们制造掠取华工的有利条件。

西方资本的大量涌入 ,急需输入大量的华工 ,此时 ,

在单纯地依靠秘密会党进行拐骗、绑架、掠夺已远远满足
不了需要 ,而就在此时 ,华工出洋的黑暗内幕和丑恶罪行
受到世界舆论的无情揭露和激烈抨击 ,英国殖民当局感
到必须有一个专门机构来给掳掠华工、贩卖华工以合法
外衣 ,使输入华工更加公开、更加大规模地进行 ,并能有
效地对新移入的华工进行控制和管理。随着华工出洋的
扩大化 ,清政府的态度可算是由冷淡发展到比较积极 ,但
贯彻当中者 ,又非仅仅是华工出洋问题本身 ,而是中外形
势与中外交涉的考虑。华工出洋问题必须在中外交涉之
前提下 ,才可充分被理解。但无论怎样 ,“保全华工”毕竟
被真正提出来了 ,外国舆论和国人的警醒 ,正促使日后清
政府对这问题更表关注 ,但遗憾的是它要经历十分漫长
和转折的道路。华工出洋的合法化最终被中英双方提上
了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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