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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与轮船招商局
、

开平

矿务局的资金筹措

李志英

任何企业的创立和发展
,

都必须以一定数量的资金为前提
。

这个前提在近代中国的社会

历史条件下尤为重耍
,

因为近代中国是一个筹资环境极为恶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

资金

匾乏始终是困扰企业发展的难题
。

唐廷枢是洋务运动时期一位成功的筹资者
,

他主持的轮船

招商局是中国第一个股份制企业
,

开平矿物局则是民用洋务企业中经营效益较好的典型
。

探讨

唐廷枢成功的奥秘
,

不仅对总结历史经验
,

而且对指导现实
、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有积

极意义
。

唐廷枢
,

字景星
。

广东香山县人
。

10 岁随父亲赴香港求学
,

先后就读于马礼逊教科学校

和英国教会学堂
。

六年
“
彻底的英华教育

” ,

他不仅学会了一 口流利的英语
,

还大量接触了西

方近代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

形成了完全不同于旧式文人学子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法
,

为他

今后投身近代工商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16 岁起
,

唐廷枢开始投身工商界
,

在香港一家拍卖行当了一名职位很低的助手
。

26 岁开

始 自营企业
,

在香港开了两家当铺
。

以后到上海
,

先在上海海关做帮办和翻译
,

两年以后成

为上海英商怡和洋行的买办
,

很快又晋升为总买办
,

直至脱离洋行进人洋务企业
。

10 年的买

办生涯
,

唐廷枢学到了大量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方法和手段
,

并在自营企业的实践中反复运

用以至熟练掌握
。

唐廷枢成长为一个有着独立经营企业能力
、

有别于中国传统旧式商人的近

代企业家
。

1 8 7 3年 6月
,

唐廷枢奉李鸿章委托进入轮船招商局任总办
。

从此结束买办生涯
,

成为民族

资产阶级的一员
。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举办的第一个采用股份制的官督商办民用企业
。

它开办的目的原本

是开辟财源
,

解决资金 困难
。

可是
,

开办经年
,

除李鸿章准许从直隶练晌局借得的官款 20 万

串 (合银 1 3
.

5万两 )
,

和前任总办朱其昂的朱氏家族投资外
,

只募得沙船商郁熙绳现银一万

两
。

由于经营不善
,
半年内又亏损 4

.

2万两
。

招商局陷于无股可招
、

无钱可用的窘境
。

显然
,

筹措必要的资金是招商局起死回生的关键
。

可是
,

这是何等艰难的跋涉
,

横在唐

廷枢面前的何止是重重大山
。

唐廷枢不能象官力
、

洋务企业那样
,

指望从清政府得到巨额拨款
。

自60 年代末
,

洋务派陆

续举办了数十个官办的军用企业
,

企业运营资金都是由政府直接从财政收入中拨给
。

但时至

70 年代
,

清政府的财政已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
,

两次对外战争的失败
,
它付毋了巨额战争赔

琴攀



款
; 20 多年的国内战争又支出大量军费

,

总计达 4
.

22 亿两之多 (彭泽益
: 《 十九世 纪后半期

的中国财政与经济 》
,

人 民出版社 1 9 8 3年版
,

第 13 6页) )
。

国库的 储银急 剧下降
,

最低点

的咸丰至同治年间仅 1 00 余万两
,

相 当于道光年间的 1 / 1 5 ,

乾隆年间的 1 / 4 5
。

这还仅仅是一

个记帐数字
, “

实银
”
就更少

,

大约只有 10 万余两
,

咸丰八年至同治 三年甚至跌到 6万余两

(同上
,

第84 一85 页 )
,

还比不上一个殷实大户的存银
。

50 年代起清政府开始不断地举借外债
,

至 8。年代中期
,

每年还本付息已 占到财政总支出的 3%一 6写 (徐义生
:

《 中国近代外债史统

计资料 》 )
。

这样一个荆 肉补疮
、

靠借债度日的政府
,

已经不可能对 民用企业大量投资了
。

事实也是如此
,

正是因为财政竭撅
,

洋务派才想出了从民间筹措资金的主意
,

提出了官督商

办的模式
。

唐廷枢不能指望从 融 资 渠 道 获 得 资金
。

中 国的新式银行出现太晚
,

迟至 90 年代末才

姗姗而来
。

6 。一 80 年代
,

占领中国金融阵地的是外国在华银行和旧式的金融机构— 包括钱

庄和票号
。

民用企业无论向谁贷款都要付出沉重代价
。

前者的贷款往往附加苛刻的侵略要求
,

乃至最后吞并企业 , 后者的贷款则要求高额利息
,
往往使本已资金窘困的企业雪上加霜

,

陷

于借新债还旧债的泥潭
,

很难谈得上盈利
。

借债只能是不得己之举
。

留给唐廷枢的是从民间招来资金这一渠道
。

这并非唐廷枢的独创
。

洋务派官僚和朱其昂

都想到了
,

轮船招商局从一开始就是按照股份制的模式建立起来的
。

但是
,

招股决非一厢情

愿的事
。

开埠以来
,

确实有一部分人积累了大量财富
,

主要是一些军阀
、

地主
、

旧式商人和买办
。

例如靠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湘淮军将领
,

靠抢掠和贪污迅速膨胀
,

战后都广置良田
,

变成了

地主
。

李鸿章
、

刘铭传
、

张树声等人都是在安徽拥有的土地数万乃至数十万亩的大地主
。

但

这些人对投资新式企业并不感兴趣
,

固有的浓厚的封建性决定了他们对地租剥削更感兴趣
,

对地租剥削获得的收益感到更有保证
。

旧式商人
,

包括票商
、

徽商
、

沙船商等
,

是在封建经济肌体内成长起来的
、

拥有巨额货

币财富的社会集团
。

在中国历史和经济行将发生转折的关头
,

他们本来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
,

再度辉煌
。

但是
,

除极少数人外
,

作为一个整体看
,
他们被封建性

、

守旧性所束缚
,

自避于

潮流之外
,

极少投资新式企业
,

甚至排斥
、

攻击新式企业
。

其中最典型 的是沙船业
,

在新式

轮运业的竞争面前
,

不仅不改弦易辙
、

急图追赶
,

反而对轮船招商局
“

群起诧异
,

互相阻挠
,

竟至势同水火
”

( 《 字林沪报 》
, 1 8 8 3年 n 月 1 。日 )

。

包括买办在内的新式商人
,

通过经营丝茶出 口
、

洋货进 口积累了巨额财富
。

按照郝延平

先生的估计
,

1 8 4 2一 1 8 9 4年买办的总收入高达 5 3 0 8 0万两 (郝延平
: 《 十九世 纪的中国买办 》 ,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 9 8 8年译本
,

第 12 9页 )
,

再加上其它 新式商人的 积累
,

数额会更大
。

但他们之中的大部分
,

资本投向始终局限在流通领域或各种投机事业
,

而不是生产领域
。

这

主要是因为
,

生产领域的投资收益远远不及钱庄
、

典当
、

高利贷等来得多
,

来得快
。

新式商

人— 当然主要是买办— 中的小部分把资本投向生产领域
。

向题的关键不是民间有没有钱
,

而是怎样让那些拥金百万的社会集团
、

社会阶层把钱从

钱袋中掏出来
。

朱其昂过不了这一关
,

败下阵来
。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

唐廷枢入局主局主政
,

奇迹出现了
。

仅半年就招得股银 4 7
.

6

万两
,

再加上朱其昂认购尚未交纳的 3万两
,

已实现了招股50 万两的初步计划
。

轮船招商局重



又焕发了生机
。 1 8 7 6年

,

唐廷枢奉李鸿章之命赴唐山筹建开平煤矿
,

同样在开始招股的当年

就招得 22 万两
,

1 8 8 1年底实现招齐 10 。万两的 目标
。

相同的环境
,

迥异的结果
。

朱其昂筹不到款项并不奇怪
,

因为民用企业是个刚刚破土而

出的新生事物
,

股份制这种经济组织形式的意义尚不被国人认识
。

可是唐廷枢却成功了
,

这

才是不同寻常的
。

探讨个中原因
,

唐廷枢的成就和威望
,

优秀企业家的素质赋予他的灵活的

筹资技巧是致胜的法宝
。

第一
,

唐廷枢的成就和威望是吸引股金滚滚而来的巨大磁石
。

19 世纪 的中国
,

还是自然

经济汪洋大海般包围着商品经济的时代
,

商品经济赖以发展的市场环境还十分不完善
。

在这

险恶环境的搏击中
,

唐廷枢是个成功者
。

他开的当铺每年可以赚到 25 %一 45 肠的盈利 ( 汪敬

虞
: 《 唐廷枢年谱 》

,

见 《 唐廷枢研究 》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 9 8 3年版
,

第1 58 页 ) ;他从

事丝茶贸易和盐运业
,

获利丰厚 ; 他先后涉足三家外商轮船公司
,

是公司董事
,

又是华股领

袖和发言人 ; 他使怡和的经营车轮高速运转
,

在敌手众多的洋行贸易中迅速崛起
,

并且超过

了竞争对手
、

老牌的旗昌洋行
。

旗昌的老板不得不哀叹
: “

在取得情报和兜揽中国人的生意

方面
,

怡和洋行的唐景星 ” ·

~ 能把我们 打得一败 涂地
。 ” (同上

,

第17 3页 ) 在短短的 20 余

年间
,

唐廷枢迅速致富
,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洋行小职员一跃而为上海滩的巨商和广邦商的领

袖
。

木用只字的宣扬和鼓噪
,

这一切本身就极具说服力和诱惑力
。

唐廷枢似乎就是成功的象

征
。

所以
,

唐廷枢奉委主持招商局后不久
,

美国在华琼记洋行的 R
·

.I 费伦就预言说
: “

如果

人们看到这家 (新的中国 ) 企业由唐景星来妥善地管理
,

那么他一定会找到许多的股东
。 ”

(琼记档
,

转引自《 十九普纪的中国买办 》 第 1 71 页 ) 用这段 话来形容 后来唐廷枢创办开平

矿务局
,

吸引众多的投资者同样也是十分合适的
。

第二
,

唐廷枢丰富的筹资阅历为他积累了丰富的筹资经验
。

在进人洋务企业之前
,

唐廷

枢曾经多次为他所在的洋行成功地招来了大量股份
。

1 8 6 9年
,

他为香港火烛保险行推销了高

达 30 肠— 50 %的股分 ( 《 唐廷枢年谱 》 第16 4页 ) , 英商北清轮船公司的
“
股票有三分之一

为唐廷枢所能施加影响的中国人所有
”

( 同上
,

第 1 64 一 16 5页 ) ;
在怡和洋行的华海轮船公

司
,

由唐廷枢招来的华商股份有 3 00 股之多 ( 同上
,

第 1 74 一 1 75 页 )
。

在 推销 股份的活动中
,

唐廷枢积累了大量经验
,

深谙持币待沽者心理
。

其一
,
共济心理和导向作用

。

在民用洋务企业的初创阶段
,

在人们对这一新生事物的前

途尚无法预知的时候
,

主持人是不能以局外人的身份仅做壁上观的
,

否则人们有理由怀疑
,

那描绘出来的美妙前景是否仅仅是一种宣传的需要
。

当时
,

人们投资某一企业的标准是
, “
某

大员
、

某富户
,

其 创办 煤 矿 先有己之 资本
” ( 《 申报 》

, 1 8 8 4年 2月 25 日 )
。

人们相信
,

创办者 (也就是主持人 ) 先有资本投入在内
,

利害相关
,

才会克服一切困难
,

想尽办法经营

好企业
。

否则
,

官办之种种弊病又何难再现
。

此种心理
,

唐廷枢十分清楚
。

因此
,

无论是主

持轮船招商局
,

还是创办开平矿务局
,

都率先投进巨额个人资本
。

在招商局第一期股本 1 0 0 0

万两中
,

唐廷枢的个人 资本至 少有 8万两 ( 《 字 林 沪报 》
, 1 8 8 5年 12 月 3 日 )

,

还将原来委

托洋行经营的轮船
“
随带附局经营

” ( 《 唐廷枢 年谱 》
,

第174 页 )
,

至少 包括南得号
、

洞

磨号
、

永宁号和满洲号四艘
。

在开平
,

唐廷枢握有股票大约 3 0 0 0。股
,

合银 30 万两 (刘广京
:

多5



《 1 8 7 3一 1 8 8 5年中英运轮 业竞 争 》
,

《 中国 近代经 济史研究资料 》 ( 19 8 4年下半年 ) 第 4

页 )
。

唐廷枢的举动无疑安抚了疑窦颇多的投资者
,

同时产生了一种投资导 向作用
:

既然唐

廷枢这样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投进了巨额资本
,

那就证明这个企业肯定是有利可图的
。

投资者

纷至沓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

其二
,

安全心理
。

安全心理是人类的一种比较高级的心理需要
。

它起着指导行为
、

标示

走向的作用
,

有趋利避害的特性
。

在投资指向上
,

安全心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一般而言
,

社会资金的投向是指向预期效益好的单位
,

在同等投资效益下
,

则指向安全系数大的单位
,

这就是为什么华股大量涌向外国在华企业的原因
。

因为根植于中国土地的外商企业
,

依仗种

种侵略特权牟取暴利是有 目共睹的
。

可是
,

民用洋务企业尚处在发韧阶段
,

前途未 卜
。

轮船

招商局是民用企业第一家
,

自不待言
。

开平创办时
,

有的只是直隶磁州
、

湖北广济等新式煤

矿失败的先例
,

还无祛以效益来满足人们安全心理的需要
。

虽然在初创之时
,

无论是招商局

还是开平
,

唐廷枢都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和有依据的预测
,

预言两企业必有盈利可得
。

但在

疑虑重重的投资者看来
,

这无异于信誓旦旦的口头保证
。

这是筹资的严重心理障碍
。

但是必须跨跃
。

为此
,

唐廷枢在企业盈利分配上实施了官利

制度
。

所谓宫利制 度
,

就是企业无论盈利与否
,

必须支付给股东一定的股息
。

利率一般都在 7%

一 10 %之间
。

官利制度在中国经济生活中久已存在
。

这种投资虽然仍冠以股份的名称
,

实质

上已转化为借贷
。

股东实际上已成为企业的债权人
,

企业无论盈亏必须按期支付利息
。

官利

制度的最大好处是保证了投资者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可获得稳定收益
,

减少了投资风险
。

缺

陷是加重了企业的负担
。

但权衡利弊
,

在筹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
,

利大于弊是显而易见的
,

对于克服当时普遍存在的投资心理障碍显然有很大作用
。

唐廷枢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

招商局局规规定
: “

本局各帐以每年六月底槽米运竣之后截止总结
,

凡有股份者定于八

月初一 日午刻到总局会议
,

所有官利余润
,

亦于是 日分派
。 ”

招商局章程进一步规定
: “

一年

所得水脚银两
,

除每百两提去经费五两
,

又照各股本银每百提去利银十两之外
,

如有盈余
,

以八成摊归各股
,

作为溢利
,

以二成分与商总董事人等作为花红
,

以示鼓励
。 ”

( 聂宝璋编

《 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 》 第一辑下册
,

上海人 民出版社 1 9 8 3年版第 8 46 一 84 7页 )
。

开平矿

物局招商章程也有同样的规定
: “

每年所得利息
,
先提官利一分

,

后提办事者花红二成
,

其

余八成仍按股均分
。 ”

(孙毓棠
: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 ,

第一辑下
,

科学出版社
,

.

1 95 4年版

第 6 3 0页 ) 两个企业的官利都取了当时宫利利率的高值
,

招商局是每百两十两
,

开平是一分
,

都是 10 %
。

关于官利制度实施的情况
,

现有的记载以招商局最为完整
。

招商局 自1 8 7 3年开始计息
,

至 18 7 9年第六届结帐
, “

第一年派利一分
,

第二年派利一分五厘
,

第三
、

第四年均派利一分
,

第五年派利五厘
,

第六年仍派利一分
,

总共六年已派利六分
,

与开办章程相符
。 ” ( 《 中国

近代航运史资料 》 第一辑下
,

第 9 7 5一 9 76 页 )
。

18 80 年至 18 8 3年也都按时发放了常年官利一

分
。

1 8 8 4年到 1 8 8 5年间
,

由于上海金融风潮和中法战争的交互影响
,

招商局受到严重冲击
,

企业无法正常运转
,

已无盈利可言
。

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
,

招商局依然动用股本存项利息
,

发放了周年股息银六厘 ( 同上
,

第 9 76 一 9 79 页 )
。

严格实施官利制度对招徕股份发挥了积极作用
,
股金成为招商局一项比较稳定和经常的



资金来源
。

自 18 7 3年至 18 7 4年度第一届结帐发放官利后
,

以后除个别年份
,

几乎每年都有股

金进帐
: 1 8 7 4年至 15 7 5年度招得新股 10 2 4股

,

每股 1 0 0两
,

共计 1 0
.

2 4万两
; 1 8 7 5年至 18 7 6年

度招进新股 8 2 7股
,

共计 8
.

2 7万两 , 18 7 7年至 18 7 8年度招得新股 6 5 9股
,

共计 6
.

5 9万两
; 25 7 8年

至 1 8 7 9年度招进新股 4 9 6股
,

共计 4
。

9 6万两
; 1 8 7 9年至 1 8 8 0年度招进 新 股 2 9 7股

,

共计 2
.

9 7万

两 ; 1 8 8 0年至 1 8 8 1年度招齐的第一期股本 1 0 0 0万两 (同上第9 7 2一 97 6页 )
。

每年招进的新股金

额
,

与招商局庞大的规模相比
,

似乎是杯水车薪
,

但在当时风气未开的条件下
,

已经是成绩

斐然了
。

细水长流
,

每年都有进项
,

就可以积少成多
。

第三
,

依据不同的情况和条件
,

施之以不同的措施
。

唐廷枢灵活的筹资技巧是他成功的

又一诀窍
。

企业初创之时
,

投资者犹豫观望
,

招股不易
。

唐廷枢除个人大量认购外
,

主要动

员亲戚家族朋友人股
。

中国浓厚的宗法观念
,

使他们最容易取得相互信任
。

在招商局
, “

最

初附股之人
,

固由廷枢招致
,

即后来买受者
,

廷枢亦大半相识
。 ” ( 同上

,

第 9 79 页 )在开平
,

依靠唐廷枢哥哥的
“
巨大势力和努力奔走

” ,

靠友人之间辗转招集巨额股份
。

为 了最大限度地招徕股份
,

不把那些一时没有足够现银而又有投资欲望的人拒之门外
,

唐廷枢在股银的收缴上采取了极其灵活的作法
。

开平矿务局的招商章程规定
,

每股 1 00 两的股

银可以和别人搭股
,

也可以先付 10 两
, “

即给第一期收票
” ,

半年后再收 40 两
, “

即发第二

期收票
” ,

其余 50 两一年以后收齐
“
换发股票

” (孙毓棠前揭书
,

第62 9页 )
。

轮船招商局招

收第二期 10 0万两股份时也规定
,

企业老股持有者
“ 只 需再找 出银 80 两

,

便可领百两股票一

张
” (轰宝璋前揭书第 9 78 页 )

,

其余部分由当年的官利和余利补齐
。

这种灵活的交款方法无

疑网罗了许多在可与不可之间徘徊的投资者
。

唐廷枢还把眼光投向海外
,

向积累了巨额财富的华侨商人筹款
。

1 8 7 9年张鸿禄
、

温宗彦

考察南洋
、

吕宋一带商务以便开辟远洋航线
,

同时在华侨中招徕股份
。

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
,

在遏罗 (今泰国 ) 和南洋 (今新加坡 ) 分别招得股银 5万和 5
.

2万两 ( 同上第 982 一 9 88 页 )
。

无论是企业创建之初
,
还是企业建立起来以后

,

唐廷枢都十分重视报纸的作用
,

把报纸

视为扩大影响
、

广为招徕的重要途径
。

19 世纪 70 年代
,

中国的报纸刚刚诞生
,

是一个十分稚

嫩的新生事物
。

但是
,

唐廷枢的特殊经历决定了他对新生事物十分敏感
,

能够迅速接受并加

以利用
。

凡是企业的重大活动
,

无论是轮船招商局还是开平矿物局都登报着意加以宣传
, “

事

事登报悬为成例
” ( 经元善前揭书卷第 54 页 )

。

特别是企业每年的盈利
,

发放官利
、

花红和

股息
,

更是必定见诸报端
,

用以证明企业经营蒸蒸 日上
,

吸引投资者
。

第四
,

善于抓住时机
,

大量招进股份
。

历史机遇并不经常出现
,

如果不能迅速反应
,

就

会转瞬即逝
,

失去机会
。

在唐廷枢经营洋务企业前后 20 年的时间里
,
一直处于十分困难的筹

资条件下
,

只在 80 年代初碰遇一次投资高潮
。

当时
, “

上海股份凤气大开
,

每一新公司起
,

千百人争购之
,

以得股为幸
” ( 《 申报 》 1 8 8 2年 8月 1 2 日 )

。

在这股热潮中
,

轮船招商局和开

平矿务局的股票迅速升值
,

每股百两的股票
,

市场价格都达到 了 2 00 两以上
。

据 《 字林护报 》

报道
, 1 8 8 2年 8月 28 日轮船招商局股票的市场价是 25 3两

。

经元善的记载证明
,

开平的股票在上

海股市曾涨到每股 2 40 一 2 50 两 (经元善前揭书
,

卷 1 ,

第22 页 )
。

两企业股票 均 升 值 1 00 %一

150 写
,

是洋务企业股票升值最高的
,

成为人们争购的对象
。

这种形势对企业增收资金是很有

利的
。

唐廷枢抓住时机
,

及时为轮船招商局增招第二期新股 1 00 万两
,

投资者蜂涌而至
,

短短

凡个月便全部招齐 , 与第一期谬梅8年才招齐形成鲜明对照
,
开平矿务局也在 1 88 2年初迅速



募足了 100 万两
,

实现了最初的募股目标
。

这两次顺利的增资为企业以后几年的发展奠定了基

础
,

特别是在对刚刚投产的开平煤矿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

第五
,

发展生产是稳定股票行市
、

不断招徕股份的根本
。

1 8 8 3年夏
,

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凤潮突袭上海股市
。

人们纷纷抛售股票以求现银
,

一时市

场银根奇紧
。

各企业股票价格纷纷下跌
,

许多正在招股的中小企业全部被迫停止活动
。

轮船

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的股票贬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

《 字林沪报 》 报道
,

轮船招商局每股 10 0

两的股票市价曾降至 58 两
,

开平矿务局的股票降至 55 两
。

徐润则说开平的股票曾低 到 每股 29

两 ( 《 徐愚斋自叙年谱 》 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 《 洋务运动 》 八第 1 71 页 )

。

对新式企业怀

恨在心的人乘机散布谣言
,

说开平煤矿已经失败
,

并火上烧油大量抛售开平股票
,

迫使开平

股票价格直线下泻
。

唐廷枢面临严重考验
。

下面着重考察唐廷枢是怎样领导开平煤矿度过难关的
。

因为轮船招商在金融风潮发生后

不久即因中法战事遮起寄售旗昌洋行
,

唐廷枢本人也于 18 8 5年被迫退出
,

不可能有所作为
。

金融风潮突然袭来的时候
,

开平煤矿正是刚刚站稳脚跟
、

用款紧急的时候
,

经不住意外

打击
,

如果不能安全度过风险
,

就有夭折的可能
。

为此
,

唐廷枢一方面采取果断措施
,

尽量

避免股票市价继续下跌
,

并酌借宫款以图补救
,

另一方面把主要精力放在抓企业的生产和销

售上
。

唐廷枢是个成熟的企业家
,

很清楚企业股票赖以存在的基石是什么
。

如果企业经营欣欣

向荣
,

一切谣言都将不攻自破
。

反之
,

再多的筹资手段和技巧都是无济于事的
。

开平煤矿 自1 87 6年开始筹建
, 1 8 8 1年正式投产

。
1 8 8 2年产量 3 8 3 8 3吨

。
1 8 8 3年金融风潮发

生的当年
,

唐廷枢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扩大生产
,

年产量猛增到 7 5 3 17吨
,
1 8 8 4年激增至 1 2 6 4 7 1

吨
, 1 8 8 5年更达到 18 7 0 39 吨 (张国辉

: 《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 9 7 9年版
,

第2 0 6页 )
。

生产提高了
,

唐廷枢又狠抓销售
,
决心占领天津这个北方最大商埠的市场

。

当时
,

天津

是日本煤的夭下
,

占了市场售量的绝大部分
,

每吨的售价在 7一 8两左右
。

唐廷枢依靠路途近
、

运费少的优势
,

以每吨 4
.

5一 5两的价格招揽主雇
,

终于成功地占领了天津市场
。

据关册记载
,

1 5 8 1年天津进 口洋煤 (主 要是 日产煤 ) 17 0 0 0余吨
,

1 8 8 3年减至 3 7 0 0余吨
, 1 8 8 4年减至 1 2 0 0

吨
, 1 8 8 5年减至 5 60 吨

, 1 8 8 6年只有微不足道的 3 51 吨了 ( 孙毓 棠前揭 书
,

第“ 6页 )
。

开平

煤在天津市场的销量则由 1 8 8 2年的 8 1 8 5吨增至 1 8 8 6年的 3 4 10 0吨 (张国辉前揭书
,

第 2 06 页 )
。

销售又促进了生产
,

1 8 8 7年开平的年产已达到 2 2 4 7 0 5吨 ( 同上 )
。

生产和销售蒸蒸 日上
,
开平终于闯过了难关

,

不仅获得了宝贵的周转资金
,

更主要的是

在广大投资者心目中树立了企业的良好形象
。

1 8 8 3年冬
,

由于开平煤源源上市
,

天津股市的

开平股票价格开始回升
。

11 月下旬
,

市价已超过票面价 值
,

达 到 12 0两
,

12 月 更升 至 1 50 两

(孙毓棠前揭书
,

第 6 59 一 66 0页 )
。

上海距开平较远
,

反映较慢
,

但也在 1 8 8 6年以后渐趋回升
。

唐廷枢力挽狂澜
、

率领开平勇度难关而产生的积极作用一直影响到后来
,

在紧随金融风

潮而来的股市萧条中充分显示了出来
。

金融风潮过后
,

人们的投资热情逮然消退
,

曾经对近

代企业抱有重大期望的人们视买股票为畏途
。

1 8 8 4年云南铜矿在上海集资
,

竟
“
久无成效

” 。

1 8 8 6年漠河金矿向社会集资遇到了
“
百无一应

”
的窘境

。

甚至到了 90 年代
,

人们一闻纠股集

资
,

仍然是
“
无不掩耳而走

” ,

心有余悸之状卓然可见
。

在这一片萧条中
,

只有开平矿务局



一枝独秀
。 1 8 8 9年

,

为解决在林西开凿新矿井的经费
,

唐廷枢在上海招募新股 50 万
,

应者如

云
,

很快募齐
。

当时上海 的一家外文报纸评价唐廷枢这次招股的成功是
“ 过去五六年来

,

任

何矿业或其它行业合股企业 的华董都不能完成的任务
”

(转引 自郝延平前揭书
,

第 1 15 页 )
。

经元善也说
: “

唐之坚忍卓绝
,

尤非后来貌为办洋务者可比
”

( 《 居易初集 》 ,

卷 3第 4页 )
。

评价之高显而易见
,

却也是十分恰当的
。

需要指出的是
,

唐廷枢所处的时代
,

是中国产业资本刚刚发生的时代
,

资产阶级的力量

十分弱小
,

仅靠资产阶级 自身的力量还不足以举办大型的近代化企业
。

政府 的投资
,

是合乎

历史必然的逻辑
。

所以
,

无论在轮船招商局还是开平矿务局 的资金组成中
,

都存在一定数量

的政府垫款或借款
。

但是
,

以唐廷枢为代表的依赖于宫督商办的资产阶级
,

已经开始有了比

较明确的阶级 自主意识
,

力图摆脱宫方的控制
,

这无论在企业的开办章程还是实际经营中都

有明显表现
,

在资金来源上
,

也力图摆脱官款
。

特别是开平煤矿
,

一有积余
,

先还官款
,

至

1 8 8 9年招新股时
,

官款的比重已无足轻重
,

_

私人投资已成为开平资金的主体
。

所以
,

尽管唐

廷枢在筹借宫款上也显示了一定的成效
,

但以招股的方式向民间筹措资金
,

应 当是考察唐廷

枢筹资能力和技巧的主要方面
。

(上接第 8页 )

的原则
,

就是实现共同富裕
。

邓小平曾指出
,

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

使人民生

活一天天好起来
,

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
。

通过发展生产
,

达到共同致富
。

邓小平认为
,

社

会主义财富属于全民
。

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
。

目前允许一部分人
、

一部分地区先

富起来
, “ 目地是更快地实现共同致富

” 。

邓小平认为
,

只要坚持这个总方向
、

总原则
,

我

们的现代化就符合历史发展规律
,

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

就是正确的
,

就一定能取得成功
。

其次
,

要有秩序
。

所谓有秩序
,

就是既大胆又慎重
,

就是要及时总结经验
,

稳步前进
。

邓小平指出
, “

我们现在确定的原则是
:
胆子要大

,

步子要稳
。

所谓胆子要大
,

就是坚定不

移地搞下去
。

步子要稳
,

发现向题就赶快解决
。 ”

( 《 邓小平文选 》 第三卷
,

第 n s页 ) 如

果没有秩序
,

遇到这样那样的干扰就停滞不前
,

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不敢去触碰
,

改革就

不会深化
,

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就不会有进展
。

同时
,

由于现代化事业是极其复杂的
,

为了在

探索中
、

在前进中不出现大的问题
,

在具体事情上又要小心谨慎
,

每走一步都要总结一下
,

哪些事进度要快一点
,

哪些要慢一点
,

哪些还要收一收
,

不能蛮干
。

邓小平指出
, “

每年领

导层都要总结经验
,

对的就坚持
,

不对的赶快改
,

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
。 ”

( 《 邓 小 平 文

选 》 第三卷
,

第37 2页 )

第三
,

要勇于试验
,

勇于创新
。

邓小平认为
,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这场现代化运动
,

实

质上是一场革命
。

而这场革命又没有先例可循
,

一切行动
、

措施
、

办法都是一种创新
,

因此
,

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
,

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
。

既然是试验
,
一切就都必须靠我们自

己去摸索
,

在摸索中前进
。

这就要有一种勇于探索
、

勇于试验
、

勇于创新的精神
。

正如邓小

平所指出的
, “

没有一点闯的精神
,

没有一点
`
冒 ’

的精神
” “

就走不出一条好路
,

走不出

一条新路
,

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

( 《 邓小平文选 》 第三卷
,

第 3 72 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