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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來，歷史檔案館與國內外主要檔案館

或圖書館都有密切聯繫，商討搜購及複製與香港

有關的歷史檔案或資料，以填補館藏的空白，和

方便本地人士利用那些收藏於香港以外的研究資

料。最近歷史檔案館與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下

稱「二史館」）合作，從該館複製了一批有關香港

的檔案，以下試簡介這批檔案。

　　二史館主要收藏中華民國（1912 - 1949）不同

時期的檔案，從時期和內容上可概分為四大類：

（1）孫中山領導的南京臨時政府和南方革命政權

檔案，以及國民黨機構和南京國民政府的檔案；

（2）北京民國政府檔案；（3）「日偽政府」（包括

汪精衛政權及其他「偽政權」檔案）和；（4）人

物檔案。 1 檔案館剛從二史館複製的檔案，是在

上述第一大類已整理的檔案中抽取關於香港部份

複製而成（以下簡稱「複製檔案」）；這批檔案的

形成時期最早始於 1890 年代，為歷史檔案館戰前

至戰後初期檔案提供了補充。 2

　　「複製檔案」包括 44 個「全宗」3 的檔案（見

表一），所涉文件 2,285 份，共 50,688 頁，製成的

35 毫米縮微膠卷共 84 卷。從內容而言，「複製檔

案」一共分 15 個主題，部分主題之下再劃分子項

目（見表二）。大致上，這眾多主題的檔案可歸

納為有關（1）政務、（2）經濟、（3）文化教育、

（4）衛生福利和（5）駐港機構活動等五大範疇。

　　有關政務的檔案，內容有涉及中國與香港的

關係、日佔時期過後香港各業損失及復業情況、

不同黨派（如國民黨、香港勞動黨等）及社團（如

香港海員工會、香港國民黨支部工人福利會等）

的組織及活動、一些政治事件及工運的檔案。有

關經濟範疇的檔案，內容包括財政、海關事務、

鹽務、金融、貨幣、公債、匯兌、儲蓄、保險、

股票、工商業、交通、郵政和電訊等，很多都是

中國和香港政府有關部門或機構就著雙方財經問

題的文書往來或報告。文化教育方面，包括有調

查香港學校的表冊和文件、個別院校的資料（如

組織、負責人、立案章程等）、報業機構的發展

情況等。衛生福利方面，有關於香港疫情的報

告、香港東華醫院在戰後撥發藥品的有關文書、

經濟部有關救濟香港失業工人的文件等。附屬在

港機構方面，包括交通部九龍材料儲運處、行總

九龍儲運局、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等在港活動的報

告和與國內總部的文件往來。

　　針對上述內容繁多的「複製檔案」，二史館

編了一份《分類目錄》和一份《縮微順序目錄》，

分別按主題和縮微膠片編號排列。目錄內列出每

份文件的標題、涵蓋時間、全宗號、案卷號、縮

微膠片編號及膠卷內的影像編號等資料，便利用

者了解檔案的內容和所屬的「全宗」，從而檢索

所需的縮微膠片。

　　值得一提的是，檔案館在與二史館商訂製作

這批縮微檔案時，要求有關檔案必須符合國際標

準化組織（ISO）及美國國家標準組織（ANSI）／

美國影像及資訊管理協會（AIIM）的標準，務使

「複製檔案」可持久存取和利用。

　　這批從二史館複製的檔案，可以補足了檔案

館館藏中，尤其是戰前檔案的缺失；它們除了有

助研究戰前香港史外，亦為研究民國時期大陸與

香港官方關係，以至民間連繫等課題提供了一手

史料。現時，檔案館正將這批「複製檔案」登錄

和製作另一套供閱覽的複本，不久之後便可供公

眾人仕使用。

　　　　　　　　

註釋：

1《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指南》(北京：中國檔案出

版社， 1994 年)，頁 7 。

2 詳見許茵：〈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有關香港

地區檔案史料概述〉，載於《民國檔案》1997年，

第一期，頁 65-68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複製有關香港檔案簡介
香港歷史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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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宗」是二史館整理檔案的基本原則。要而言

之，一個機構有其獨立職能而存在時間較長的

便可構成一個「全宗」。詳見註 1 ，頁 6-7 。有

全宗號 全宗名稱 全宗號 全宗名稱 

一 國民政府 一二七 郵政儲金滙業局 

二 行政院 一三七 交通部郵政總局 

三 財政部 一四二 交通部電信總局 

四 經濟部 二五七 世界紅十字會中華總會 

五 教育部 二六六 鹽務總局 

八 監察部 二八九 各銀行檔案滙集 

十一 社會部 三零九 財政部貿易委員會 

十二 內政部 三一三 財政部駐港辦事處 

十五 交通部公路總局 三一八 中央信託局 

十八 外交部 三六七 財政部國庫署 

二十 交通部 三七二 衛生部（署） 

原二十 交通部 三九六 中央銀行 

二一 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 三九七 中國銀行 

二三 農林部 三九八 交通銀行 

二八 資源委員會 四二二 實業部 

二九 行政法院 四五零 中央造幣廠 

三十 行政院善後事業保管委員會 四五一 國民大會 

四四 行政院全國經濟委員會 四六七 中國油輪有限公司 

四五 資源委員會購置委員會 四六八 招商局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五七 資源委員會金屬礦業管理處 四七五 中國紡織建設公司 

六八 中國農工銀行總管理處 五二零 社會部中國盲民福利協會 

八十 農林部農業復興委員會   

 

關《指南》亦介紹了各「全宗」的職能及行政歷

史。

表一：「複製檔案」內有關「全宗」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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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複製檔案」包含的主題類別、數量及涵蓋年份

類別編號 類別名稱 子項編號 子項名稱 檔案文件數量 涵蓋年份 
一 總類 ／ ／ 13 1936-1947 
二 與中國關係 ／ ／ 59 1928-1949 
三 政情 ／ ／ 10 1940-1949 
  1 黨派社團 99 1931-1949 
  2 日軍侵佔及各業損失 31 1936-1948 
  3 政治事件 17 1928-1948 
四 財政 ／ ／ 15 1937-1945 
  1 關務 27 1939-1949 
  2 鹽務 37 1939-1946 
  3 緝私 3 1939-1946 
  4 公債 16 1918-1948 
五 金融 ／ ／ 55 1918-1949 
  1 貨幣 16 1938-1945 
  2 滙兌 39 1938-1949 
  3 儲蓄 6 1940-1948 
  4 放款 60 1921-1949 
  5 保險 29 1910-1948 
  6 信托 64 1939-1949 
  7 股票 14 1923-1948 
六 工商 1 工業 17 1938-1949 
  2 貿易 91 1928-1948 
  2.1 茶葉 91 1938-1942 
  2.2 桐油 83 1938-1949 
  2.3 紡織品  46 1938-1950 
  2.4 畜產品 37 1938-1948 
  2.5 礦產品 15 1936-1949 
  2.6 葯材 6 1938-1940 
  2.7 其他 9 1934-1948 
七 交通  交通 23 1938-1946 
  1 公路 13 1938-1947 
  2 水路 147 1930-1948 
  3 鐵路 10 1938-1947 
  4 航空 2 1948 
八 郵政 ／ ／ 40 1896-1942 
九 電訊 ／ ／ 189 1934-1949 
十 教育 ／ ／ 43 1938-1949 
  1 大學 8 1939-1942 
  2 中學 53 1935-1947 
  3 小學 6 1925-1941 
  4 職校 10 1935-1946 
十一 文化 ／ ／ 32 1929-1948 
十二 衛生 ／ ／ 3 1946-1949 
十三 救濟 ／ ／ 41 1938-1947 
十四 捐款 ／ ／ 101 1938-1946 
十五 附屬機構 1 交通部九材料儲運處等 105 1946-1949 
  2 行總九龍儲運局 268 1945-1947 
  3 儲匯局香港分局 74 1938-1949 
  4 中行香港分行 112 1939-19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