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近代煤矿企业中的官商关系
与查本主义的发生简题

张 国 辉

十九世耙中叶
,

外国查本主义对于 中国社会握济所起的分解作用抬 中国查本主义

生产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某些客观的条件
。

煤矿工业是查本主义生产关系首先在其中

出现的一个工业部 阴
。

本文拭图通过这个部阴的早期历史去考察中国近代查本主义发

生过程的特殊性
。

一
、

近代煤矿工业产生的背景

近代煤矿工业是在中外势力的需要下产生的
。

十九世耙六十年代
,

西方侵略者的蝙运航袋已握伸向中国的沿海口岸
。

这些翰船

需要消耗大量煤炭
。

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 ( A
.

B盯h n
ga m e) 在 1 8 6 4 年就已指出

: “

中国

沿海的 〔外国〕翰船每年消耗煤达 40 万吨
,

费款韵在 4 00 万两
。 ”

O 这一时期外国输船所

消耗的煤炭都是从其本国载运而来的
,

这 当然与查本主义的握营方法相逮背
。

所以
,

英国公使能职具柏卓安 ( J o h n M d ea yr B or w )n 早在 1 8 62 年就极力主强用新式方法开

采中国的煤炭 0 ; 而蒲安臣则在 1 8 64 年向奕折推荐了一个名吟鹿百里 ( R aP h ae l P u m -

eP l ly ) 的美国人去稠查京西矿区的媒炭葱藏量。
。

其次
,

通商 口岸外查非法渺营的工厂和公用企业也需要消耗煤炭
。

从五十年代后

期到七十年代初期
,

输入上海的煤炭就曾从钓近三万吨上升到十六万吨左 右@
。

输 入

上海的煤炭大部分仍然是供应行墩于 口岸之简的翰船所需
,

至于上海当地每月所消耗

O 《美国外交文件》 ( P a p e r s R el a t in g t o F o r e i g n R e l a t i o n s o f t h e U n i t e d S t a t e s
)

, 1 8 64 年
,

夏 3 62
,

鳍兑卿汝揖
:

《美国侵华史》
,

第二卷
,

直 n s
,

三联书店 1 9 5 6 年版
。

O 《英国兰皮书》 ( B r i t a in B l u e B o o k )
,

N o
.

3
, 18 6 4年

,

夏 5 2一 5 7
,

⑤ 《美国外交文件》
, 1 8 6 4 年

,

直 3 6几

@ 据英国驻沪领事报告
:

输入上海的煤炭在 1 85 8 年为 29
,
4 8 5吨

,

而在 18 怜 年
,

则看为 1 59
,

0 0 0 吨
。

觅 《英

国驻华镇事报告》 ( C
o m m e r e ia l R e p o r t s F r o m H e r

M幻
e s t y , 5

C
o n s u ls i n C h i n a )

, 1 8 6 5 年
,

上海
,

直 8 6 ; 1 8 7 2年
,

上海
,

直 1 4 0
。

( J获下商称《英领报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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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量
,

大钓在一千三百吨左右 O
。

这些煤炭艳大部分来 自英国
、

澳大利亚和 日本
,

只有极少的一部分来自台潜O
。

远道载运
,

价格 自必昂竟
。

材料表明
, 1 8 7 2 年上海市

塌上的英国煤炭每吨售价 11 两
,

澳大利亚煤炭为 8 两
,

只有 日本的煤炭因质 量 低
,

每吨只售 .5 。 两
。

O 中国大陆煤窑的生产
,

则不独数量不足
,

而且由于运输困难
,

价格反

远在洋煤之上
。

例如
, 1 8 6 6 年京西斋堂煤矿每吨煤的采掘成本虽仅 么 5 两

,

但依靠牛草

辗博运到天津市爆
,

即使以每吨 12 两的价格出售
,

也还不能保证贩运者有利可得@ 。

此外
,

洋务派在 18 6 5一 1 8 6 7 年中先后建立了几个近代军用工业
,

如江南
、

金陵
、

天

津
、

福州等机器局
; 到 1 8 72 年又 lBJ 办了翰船招商局

。

这些近代企业当然也都希望有廉价

的煤炭可用
。

不仅如此
,

洋务派官僚未尝不担心
,

一旦中外关系处于
“

阴关艳市
” 、

用洋煤

lRJ 各局厂必将
“
魔工坐困

” ,

翰船亦
“

寸步不行
” ⑥

。

因之
,

他们也迫切地需要趣营近代煤矿
。

这种内外情势集中地反映在 1 8 6 8 年中英修韵的改$lJ 上
。

英国公使阿礼国 ( R
.

IA 一

co ck )
“

力求在中国地方开毅煤窑
” ,

困 以便在获取廉价煤炭的同时
,

向腹地渗透势力 ;

而以曹国藩
、

李鸿章和沈藻植等为首的洋务派集团则主眼
“
借用外国开挖机器

,

开发中

国握久利源
” 。

⑥总之
,

他们都耍握营新式煤矿
。

前后历时一年多的中英修豹淡判籽 于在

最后拟栽的条文中关于采煤方面裁立了这么一条
: “

句容
、

乐平
、

鸡能三处产煤处所 由

南省通商大巨查看蔽处情形
,

自行派具拭办
。

其应否雇佣洋人帮工及租买机器
,

一切

悉凭通商大巨主政
” 。

④ 从表面上看
,

此项条文似乎是双方妥协的桔果
,

即在英国侵略

者方面只求在沿江沿海一带开采煤矿
,

以便于蝙船的取抬
; 而在清政府方面只要煤矿

的开采是由
“

通商大臣主政
” ,

便是
“

权 自我操
”
了

。

实际上侵略者熟知
,

在当时使用机

器开采煤矿缺乏外国技术力量的参加是无法进行的
。

因此
,

只要动手开采
,

便不怕没

有渗透势力的机会
。

所以
,

这项条文在实质上正好是保证侵略者利盆的条文
。

但是
,

新拘由于食得无娶的英国商人的反对不曹正式签字
,

句容等地的媒矿 自也不曹进行采

掘
。

可是清政府的上上下下从此便广泛地栽湍起西法采煤的事了
。

到了 1 8 7 4 年
,

道隶

总督李鸿章
、

两江总督沈葆植利用筹哉
“

海防
”

的机会
,

再度向清政府提出
“
开采煤铁

,

似济罩需
”

的耍求时
, 因便获得了允静

: “

先在磁州
、

台滑拭办
” 。

。 于是
,

中国近代化的

媒矿工业在握长期酝酿之后
,

开始涎生了
。

O 《申报》
,

同治十兰年六 月初一 日 ( 18 74 年 7 月 14 日)
。

O 六十年代进口上海的煤炭中
,

从台膺输入的占进口量的 5形一 1 0多
。

参见《英倾报告》
, 1 8 70 年

,

上海
,

真5一 6
,

O 《英领报告》
,

18 7 2 年
,

上海
,

夏 1 4 1
。

@ 《英倾报告》
, 18 6 6 年

,

天津
,

夏 14 7一 1 4 8
。

⑥ 李隔章
:

《李文忠公全书 》
,

奏稿
,

欢筹裁制造翰船未可裁撤摺》
,

卷 19
,

夏45
。

〔以下商称《李集》
。

)

因 《同治十三年八月二十六 日
,

总理各国事务衙尸弓奕新等摺》
,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
,

卷 97
,

夏 , a7

① 《两江总督曾国藩奏》
,

见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
,

卷 54
,

直 1一4 ; 《湖广总督李隔章奏暨条斋》
,

同上

书
,

卷 55
,

直 6一17 ; 《船政大臣沈葆植奏暨条税》
,

同上 书
,

卷 53
,

夏 l一a7

囚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
,

卷 97
,

夏 2饥

因 《清史稿》
,

《盒省志五》
,

直 1 60

田 《光储元年四月二十六 日上渝》
,

《户部钞档 》
,

件存中国科学院趣济研究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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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中国近代煤矿的发生

台潜基隆 (或称鸡能 ) 煤矿和直隶磁州煤矿是在 1 8 7 6 年开始筹建的
,

从此遭到十
·

九世耙胳了的二十五年中
,

中国各地先后出现了大小二十五座近代煤矿
。

从它们的捶

营性质来看
,

这二十五座近代矿山中由清政府道接握营
,

即所斋
“

官办
”

煤矿
,

爵有八

座 ; 而以官glJ 招商承办
,

或商 lBJ 投靠官府的
,

即所鹉
“

官督商办
”

或
“

官商合办
”

的煤矿

则有十七座
。

从它们产生的时期来看
,

在七十年代筹建了六座
,

投入生产的仅有四座
。

早期中国最大的两座煤矿
:

官办的基隆煤矿和官督商办的开平煤矿就是在这时期中兴

建起来的
。

它们的出现拾新式采煤业奠定 了基础
。

大概是由于开平煤矿在七十年代末

此较顺利地投入生产
,

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注意
,

因之
,

在七八十年代之交
,

在公开

招集股本的办法下
,

民简私人查本投查新式煤矿的活动比以前活跃得多了
。

从 1 88 0 到

1 8 53 年
,

仅仅四年中
,

在山东
、

广西
、

直隶
、

江苏
、

奉天
、

安徽等地先后就筹建了六个以私

人青本为主的煤矿企业
。

但是
,

这六个煤矿在规模上都是中小型的
,

有的甚至艳大部分

还依靠手工生产
。

因此
,

它俩的出现在当时中国煤矿工业的发展上并未立兑重大成效
。

1 8 83 年秋冬之交
,

上海市踢上发生了一爆影响深远的金融夙潮
,

使一度在八十年

代初期十分活跃的上海股票市锡一撅不振
。

一道到八十年代末
,

在煤矿工业方面
,

除

了在 1 88 7 年出现了一个官办的小煤矿

—
山东淄 川煤矿以外

,

就不曹再晃到 其 他 新

矿山的出现
。

九十年代初
,

洋务派官僚
、

湖广总督强之洞为了满足他所控制的汉阳铁厂
、

湖北
_

枪炮厂和湖北藏布局的煤炭需要
,

大声疾呼地号召私人查本投查煤矿
, “

或仍旧窿
,

或

开新山
,

或合查伙办
,

或独力采取
” ,

其产品均可 由湖北总督
“

力筹销路
’ ,

0
。

然而
,

私
、

人青本却对之保持沉默
。

强之洞最后只得动用官款在 1 8 9 1 年兴办湖北大冶王三 石 煤

矿和江夏焉鞍山煤矿
。

道到九十年代后期
,

湖北
、

江西
、

福建
、

江苏和广东等地才又

陆擅地出现一些新式煤矿
,

共中除了 1 8 9 8 年兴办的江西萍乡煤矿规模较大之外
,

其余

的规模和敲备都远逊于八十年代所 lBJ 的矿山
。

由此可兑
,

中国近代煤矿工业是在一条曲折坎坷的道路上蹄姗行进的
。

从整个发

展的趋势来看
,

它从七十年代迈开步伐以后的二十多年中
,

只有一段极其短促的兴盛

时期 ; 而具体到各个矿山而言
,

早期筹建的基隆煤矿和开平煤矿一道是近代媒矿企业

中最大的两个矿 山
。

差不多可以靓
,

十九世耙最后的二十五年中
,

这两大煤矿的兴衰

起伏足以反映整个煤矿工业的变化景象
。

因此
,

我俐有必要对这两座矿山的发展过程

O 张之洞
二

《光储十六年十月初七 日晓歌鄂湘各属井川省民简多开煤斤示》
,

《督楚公清》 (抄本 )
,

件存翘济

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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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比较祥韧的叙述
,

同时也粽合地分析共他矿山的情况
,

借以考察中国查本主义生产

关系在煤矿工业中的发展
。

(一 ) 台浦荃隆煤矿的剧建与衰落

洋务派集团湘淮两系官僚沈葆植和李鸿章差不多是同时向清政府奏萧开办新式煤

矿 的
,

可是湘系沈葆植所主持的鸡能煤矿却首先投入了生产
。

中国的第一座近代煤矿

是在台潜最先出现的
。

台臂有藕藏丰富的煤炭查源
。

福州船政局 自从 1 8 6 6 年 lBj 建以后
,

一向就是依靠台

泌的手工煤炭推持生产的
。

18 6 8年
,

还在沈葆植奏清开办鸡能煤矿之前
,

福州船政局

便曹派蔽局的煤铁监工
、

法国技术人具杜邦 (M
.

D叩
o nt ) 到台臀去了解煤炭的储藏

量和采掘情况 0
。

杜邦到过鸡能
、

锰钾
、

淡水等地
,

观察了手采煤窑的煤层 厚度
,

井

舒算了生产成本
,

认为台臀煤矿的藕藏量非常丰富
,

而且质量优良
,

如果建立起机器

生产和近代运输条件
,

生产成本即可从当时的每吨 2
.

94 元下降到 0
.

34 元 至 0
.

5 元
,

即

降低成本 80 一 90 必 左右。
。

但是
,

福州船政局拜未在这一次稠查之后立即行动起来
。

七十年代初
,

福州船政局遭到了清政府中央官吏的弹幼
,

视它糜费太重O ; 同时
,

它又遇到燃料供应不继的威胁
,

这才促使船政局的主持者重新考虑握营鸡脆煤矿
。

1 8 7 6年
,

沈葆植在向清政府奏睛开 办煤矿的同时
,

便通过总税务司赫德 〔R ob
e rt

H art )雇佣了英国矿师翟藤 ( D va id 肠
: ac k) 到台潜去选择矿址

。

翟窿在报告里靛
,

鸡筋

附近各山都有良好的煤炭
,

尤以老寮坑最合理想 @
。

根据翟藤的建碳
,

沈葆植择定在老囊坑一带兴建基隆煤矿
,

并且派翟窿去英国选

购机器
,

雇佣矿师和工匠⑥
。

与此同时
,

台澎兵备道夏献榆也为开发基隆煤矿事 特 向

手工煤户发布了一项公告
,

声称在鸡能附近十余里地方开发的煤矿
“
原系由官动款

,

自

行办理
,

届倩洋工
,

导使在地煤匠如法开采
” ,

将来开出煤炭后
, “

准中外商民一律购

运
” ; 至于手工煤户在各山已 开煤洞

,

凡无碍敲立机器处所
, “
准尔等照旧采运

,

尔等

勿得观望
” 。

。

一望而知
,

此项通告的用意在于羁糜当地手工煤户
,

以避免他们的反对
。

因为
,

当时在鸡能周圃的手工煤洞有四十六个之多
,

从事手工挖煤的工人 lRJ 达一千三

百余人⑥
。

为了减少阻力
,

台澹道在煤矿开始筹办之时
,

权宜地表明将不因新式 矿 山

0
·

《海关置易报告册》 ( C h i n a ,

hT
e

M
a r i t im

e

uC
s t o m s : A nn

u a l rT
a
d

e R e p o r t s
& T h e T ar d e R e -

t u nr
。 o f T』i e

V
a r io u s T r e a t y P o r t s )

,

1 8 69年
,

淡水
,

夏 1 6 3 (以下商称《关册》 )
。

O 《美国领事报告》
,

( u n i U
n i t e d t e d S t a t e s

C
o n s u la r R e p o r t s )

, 1 8 7 1年
,

厦阴
,

直 3 9
a

。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 ,

卷84
,

直 35 一3 60

@ 沈葆镇
:

《台北蒸购开煤机器片》
,

《沈文肃公政书》
,

卷 6
,

夏 8 00

⑥ 《关册》
, 1 8 7 5 年

,

淡水
,

夏 21 伪 《英倔i报告》
,

18 75 年
,

淡水
,

直 1 0 2 ; 《申报 》
,

光储元年九月初五 日

( 18 7 5年 1 0 月 3 月 )
。

钓 《款命布政司街福建分巡台澎兵备道履提督学政夏 示》
,

兑《 申报》
,

光储二年正月十一 日
。

④ 《英镇报告》
,

18 6 8 年
,

上海
,

夏 1 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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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Bll办而董断全部煤炭的生产
。

基隆煤矿的钻探工作是从 1仑 7 6年 5月开始的
,

到 12 月简便开始了直井的开凿工

程
。

同时
,

修建了从煤井到海岸的捶便轨道
。

同年正式成立台肾矿务局
,

由福州将军
、

朋浙总督和福建巡撅会同船政大臣奏派船政局的总监工
、

候补道叶文澜为矿务督办 O
。

其刽办粳费则由固浙总督从的项中筹播。
。

1 8 7 7年 4 月
,

基隆八斗煤井在开凿到二百六十九尺五寸的深度时
,

发现有三尺五

寸厚的煤层
,

化输表明
,

其
“

成色甚与外国上等洋煤相婚
” , “

共质坚亮且袒
,

能耐久烧
,

询称好煤
” 。

O 从而开始了大规模的采掘工程
。

1 8 7 8年初
,

在基隆煤矿即将投入大规模生产的前夕
,

台滑官府力图为官办煤矿保持

董 断地位
,

便以防止民窑积水泄入官矿为借口 ,

封阴了煤矿附近十二座私营煤窑
,

禁

止煤户开采@
。

随后
,

又陆擅封阴了其他各处的私营煤窑
。

这就证明了两年以前 台臀

道对私营煤户的豁言是完全虚伪的
。

台臀道的这项措施
,

在最初的确严重地打击了当

地的私营煤 户
;
但是

,

趣济上的壑断必须依梢生产上的充分发展来推持
,

可是台潜官

办煤矿的产量始籽未能满足市爆的需要
,

因之
,

它就不能完全代替私营煤窑的活动
。

在基隆煤矿存在的整个时期中
,

台臀市爆上官煤和私营煤之固的竞争
,

表明了官
、

商

之固董断与反董断斗争的长期存在
。

基隆煤矿在 1 8 7 8 年正式投入生产
,

从此直到 1 8 0 5 年台潜渝陷为止
,

其简十七年的

历史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

从 1盯 8 到 18 84 年中法战事期周
,

生产规模粗具
,

但

其进展速度别十分迟援
,

握营管理上的腐败
,

同其他的官办事业一样
,

在一开始时便暴

露无遣了
。

到 1 8 8 4年
,

法国侵略罩的进羹拾基隆煤矿造成了重大的破坏
,

生产陷于停顿 ;

战后
,

虽然勉强恢复
,

但长期处于破落的状态
,

而且
,

在这一阶段中
,

官商之简握过了几

次棘手
,

一度几为英国侵略者所侵夺 ; 到了 1 8沁 年
,

基隆煤矿籽于完全停阴了
。

官办基隆煤矿在 llB 办后的常年握费是由台滑道批播
,

在 1 8 8 1年以前
,

每 年 颁跟

五
、

六万两
。

18 8 2 年以后则增至九万六千余两④
。

18 78 年当矿山投入生产时
,

它所具

有的生产能力可达 日产 3 00 吨的水平
,

但是
,

在实际上它每 日只生产 1 00 吨 左右。
。

这就是就
,

三分之二的没备能力未曹得到发挥
。

官办的矿务局不曾抬我们留下任何生产鼠录
,

下表是从局外的一些报导 中摘录有

关数字整理起来的
。

O 《海防档》
,

《福州船厂档》
,

欢吴簧成等奏片》
,

夏 6 97 一6 9 90

。 《光储二年入月二十四 日
,

阴浙总督文煌等奏》
,

见中国史学会振
:

《洋务运动 》 (七 )
,

直 7 3
。

。 《光储三年福建巡撅
、

船政大臣丁日昌片》
,

《户部档案 ))( 抄本 )
,

件存短济研究所
。

@ 林乐知
、

蔡踢龄
:

《西国近事汇编》 ,

戊寅
,

卷 2
,

光杯四年四月十五日— 二十一日
,

西报汇灌
,

直 3 2一34
。

国 刘铭傅
:

《刘壮肃公奏裁》
,

《严勤刘傲摺》 ,

卷10
,

直 7
。

因 《英颁报告》
, 1 8 78年

,

淡水与基隆
,

夏 1 5幻 《申报》
,

光储六年三月初十 日 ( 18 80 年 4 月 18 日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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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隆煤矿的生产盆 ( 18 8 7一 18 8 3 )单位
:

吨

/另。

{
产 量

{
*料 来 源

` 8 8 7

1
` 6

,
0` 7

{
《英 , “ 告》

, ` 8了8年
,

淡`
,

, ` 5 8! _

1 8 7 9

}
” o

,
04 6

{
“英颁报舌》

,

18 76 年
, _

粼
与基隆

,

员 2 4 0
。

18 8 0
}

4 `
,

2 3 6

】 “关册》 {
_

1 8 8 0 年
,

淡水
, _

夏 1 9 4
·

_

` 8 8 `

{
5 4

,
00 0

1
《北竺华钾

))
,

1 8 8 2 平 1
月

` 7

巴 员 7 4 ·

1 8 8 3 ! 3 1
,

8 18 ! (( 英租报舌》 ,
18 8 5 平

,
月
睬

,

具 74 。

上列数字表明
,

在最初三四年固
,

基隆煤矿的生产是逐渐上升的
,

可是到 1 8 8 1 年

以后便下降了
。

井且
,

上升似乎是援慢的
,

而下降 lHJ 较为迅速
。

尤其应孩指出的是
,

18 81 年是机器生产达到最高潮的年度
,

但其产量 ( 。 4, 0 00 吨 ) 仍远低于手工生产时期

的最高采掘量 ( 1 8 7 2年手工产量曹达 75 ,0 oo 吨 O )
。

因此
,

机器生产井不能彻底排挤掉

民窑的手工采掘
。

基隆煤矿虽因福州船政局的用煤需要而#lI 办
,

但是
,

它的产品却是以商品形式提

供拾船政局的
,

仅仅在静价上略低于市价
。

按照矿务局的规定
,

机器生产的媒炭就质

量高低分为官炭
、

总炭及粉炭三类
。

块大质佳的官炭尽先供应船政局
,

由后者派翰船

付价 自运
,

免税出 口 ; 总炭
、

粉炭 lRJ 直接供应市塌
,

钠税出 口 g
。

这就是就
,

全部 生

产都是商品生产
。

至于历年供应福州船局的数量井不很多
。

例如
, 1 8 7 8 年福州船局仅

运去煤炭 4, 0 00 吨
,

只 占年产量的 肠必。 ; 1 8 7 9 年矿山的产量略晃增加
,

可是福州船

局的需要反晃减少
,

仅运去 么6 09 吨
,

只占年产量的 8升左右@
。

力图改进台煤销售情

况的台潜道刘傲在八十年代初的一段韶也证实了这一事实的长期存在
。

他指出
: “

官井

拣年出炭一百数十万石
,

官中止用二三十万石
,

所用之煤少
,

所存之煤多
’ ,

⑥
。

可兑
,

对福州船局的供应井不影响基隆媒矿商品生产的性质
。

更加重要的是
,

不仅产品具有

商品形式
,

劳动力在这里也是以特殊的商品购买的
。

集中在矿山的工人有来 自台潜当

地
,

也有相当数量来 自大陆各地
,

他们都是以自由劳动者的身份受雇佣的
。

就我们 目

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
, 1 8 8 1 年受雇于基隆煤矿的工人豹在一千人左右困

,

他们的工查大

体上按照产量爵算
,

平均每采煤一吨
,

可得 .0 4 元母
。

1 8 8 1 年产煤 6 4, 0 00 吨
,

假定 当

年劳动 日为 3 00 天
,

以雇佣工人 1
,

0 00 人敲算
,

平均每个工人的 日工查不过七分技 左

右
,

可见工查率的低下
。

而且
,

矿山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是十分恶劣
。

矿区僻在

荒山
,

矿工
,

特别是从大陆应募而去的工人
,

握常受到疾病的襄击
,

人侧把矿区附近

e 《英领报告》
, 1 8 7 2 年

,

淡水
,

直 2 0。。

O 刘豁博
: 《刘壮肃公奏蒸》 ,

卷 10
,

夏 7 , 沈葆镇
:

《沈文肃公政书》
,

卷 5
,

直 17
。

O 《英节亘报告》
, 18 78 年

,

淡水与基隆
,

夏 155
。

@ 《关册》
,
1 8 79 年

,

淡水
,

夏 2 83 一 2 8 4
。

⑥ 刘傲
:

《爵而煤务屯销利害由 》
,

《巡台退思录》
,

光念者年简活字本
。

因 《关册》
, 18 8 1年

,

淡水
,

真 5
。

⑥ 《英镇报告》
,

1 8 8 1 年
,

基隆
,

直 1 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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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最捐健康的地带O ;熟练工人往往因病辞工O
,

以致媒矿常威劳动力供应不足
。

然

而官方对这种情况 lHJ 熟视无睹
,

拣毫不作改善的措施
。

在这一阶段中
,

基隆煤矿的袒营突出地表明了封建官僚非常缺乏办理新式企业的

应有知款
。

企业的主持者在矿山开办时甚至速对煤矿工业具有特殊意义的生产和运输

的协稠尚题
,

从来不曹作过通盘的筹划 0
。

事实是
:

基隆煤矿所生产的煤炭
,

要从 八

斗煤井运到基隆煤栈
,

在台清未筑铁路之前只能依靠水运
。

矿务局不考虑利用新式的

运输工具
,

却承葵当地的落后方式
,

使用旧式墩船借助夙力行墩
。

然而煤港相对于基

隆的位置而言
,

恰好处于逆夙地带
,

一年中豹有半年时简因逆夙的阻播
,

使墩船不能

顺利航行@
。

运输条件不能适应生产的要求
,

必然严重地阻碍了产生能力的发挥
。

1 8 7 9

年
,

当煤炭的产量还只达到 3 万吨左右时
,

便已握有三分之一的煤炭因无法外运而堆

积在矿山的周圃⑥
。

当时从上海拆运而来的吴淞铁路的各种材料
,

原来是准备为八 斗

到基隆简修筑铁路用的
,

却始籽因循迁延
,

未能成为事实
。

因

官办煤矿的腐败
,

在这一时期中
,

还表现在煤炭的销售上
。

台潜矿务局不考虑市

踢的实际情况
,

主观地坚持高价政策
,

它所规定的价格远远超过当地私 营 煤 户的 售

价
。

例如
, 1 8 7 9 年

,

矿务局规定官炭每百石的售价为 2 1 元
,

而私营煤窑所产的上等煤

(与官炭成色相当 ) 每百石的价格只在 15 一 18 元之简。
,

这就使矿务局在当地市爆上

处于劣势
。

至于在台弩以外的销售市锡也因价格的昂食而相继丧失
。

例如
,

承办台滑

官煤的上海商人就因煤价高昂
,

销路迟滞
,

以致
“
人人折阴

” ④
。

其拮果
:

曹握 长 期 在

上海销售的台潜煤炭因 日本廉价煤的竞事而受到了严重的排挤
。

尽管如此
,

台膺矿务

局却不考虑降低价格打开销路
,

以致存煤山积
, “

坐视上等之煤潮化为次 等
,

次 等之

媒再化为下等
,

下等之煤
,

一火 自焚
,

不值一接
” ④

。

至于这一时期中粳营管理上的无

能
,

大小官具的舞弊
,

是人所尽知的
,

我们在这里就不翎作樱述了
。
①

1 8 84 年是基隆煤矿棘向衰落的关键年代
。

这一年八月
,

台弩当局在法国侵略罩威

O 《关册》
, 1 8 7 7 年

,

淡水
,

夏 1 6 6
。

。 光储四年九月十二日
,

《署福建巡撅吴置诚片》
,

转晃欢洋务运动》 (七 )
,

直 76
.

⑤ 戴推逊 ( J a
m

e s ,

W
.

D a v id s o n )
:

((台遏之今昔》 ( T h e I s la n d o f F o r m o s a ,
P a s t a n

d P r e s e n t )
,

夏

4 8 2 ,

粗构
, 19 0 3年版

.

⑧ 戴推逊
:

上引书
,

夏 4 8 .2

⑥ 《英预报告》
,
18 79 年

,

淡水与基隆
,

夏 汉O一汉 1
。

因 林乐知等
:

上引书
,

《西报汇浑》
,

直 3 2一34
。

⑥ 《英倾报告》
,

1 8 79 年
,

淡水与基隆
,

夏 240 一2 4 1
。

@ 《新报》
,

光褚七年二月初三 日 ( 1 88 1年 3 月 2 日)
。

因 刘教
:

上引书
,

《箫煤务屯销利害由 》
。

e 台澎道刘教在《遵批整顿煤务察》中指出
,

台遏矿务局官具借官方允产煤炭长期堆积
,

可以降 低 质 量等

极
,

以及长途运输准有一定量析耗的规定而大为舞弊
。

例如
,

他指出光储七年十二月
,

矿务局的报册情

况是
: “

官炭既耗
,

总炭不加 ; 总炭既耗
,

粉炭不加 ; 而粉炭且药有失耗
。

究不知耗在何处 ?
”

又如
“

入

斗以总炭一万九千入百五十余石起解
,

基隆只收一万六千五百五十余石
,

十余里简
,

少去三 千 三 百余

石
” 。 “

入斗以粉炭九千另一十石起解
,

基隆仅收粉炭三千四百三十石
,

竟少去五千一百入十石 ! 基隆收

发之时
,

又各有失耗
,

大概又去一成之谱
。

既减成色
,

复失斤重
,

一转移简
,

一月之内耗至入千余石之

多
. 。

此外如
“

洋人三名
,

月烧官煤九千斤
,

路旁三灯
,

月烧官煤四万斤
。 .

等等
。

均见上引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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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下
,

为了
“
艳敌人窥伺之心 ” ,

忍痛拆移机器
,

炸毁煤井
,

莲矿 山房屋一概付之一炬 0
。

于是
,

粳营将近十年的基隆煤矿受到了彻底的破坏
,

成为中国近代工矿企业发展史上

极为沉痛的一直
。

1 8 8 6 年 6 月
,

法国侵略军从台滑撤退
,

其后基隆煤矿的恢复工作握历了多次波折
。

最初
,

清政府在处理台潜的善后工作中
,

由于握费拮据
,

无力顾及煤矿
。

商人强

学熙因兑市惕需要殷切
,

蒲求承办
,

自顺在承办之后无须由官筹塾握费
,

而在供应福

州船政局的官炭价格 lHJ 可由原来每百石二十四元减为二十元
,

此外
,

台湾官方还可在

商人办有成效后
“
再行酌裁抽厘

”
O

。

但是强学熙的查本力量薄弱
,

无力添购机器规复

生产
,

以致在握营几个月后
,

便以亏折本跟数千两而票蒲退办。
。

于是
,

台潜巡樵刘貂傅便棘而利用官商合办的形式着手规复
。

他商同两江总督曹

国荃
、

福建船政大臣裴蘑森和台滑当局三方面各凑本跟二万两
,

作为官股 ; 同时委派

李鸿章的外甥
、

补用知府张士瑜另招商股六万两
,

合成十二万两
,

作为添购机器
、

雇

佣洋师之用
,

期望在收到成效后
,

再
“
广招商股

” , “

收回官本
” @

。

但是
,

官商合办的矿务局也井未使基隆煤矿得到发展
。

在官方的控制下
,

商人对

于为外运煤炭而修建从八斗煤矿到基隆礴头的铁路一事
,

态度颇为消极
。

同时矿山的

生产能力只能达到 日产 50 吨的水平国
。

这时
,

刘挑傅主观上认为
“
煤矿已办有 十 分 之

九
,

以后查本无用增加
” ,

因之便退还商股
,

重将煤矿收归官办因
,

委派英籍矿师玛体

搽 (H
.

C
.

M at he or )n 监督工程
,

井赋予握营射务
、

销售租全矿事务的大 权
。

。 可 兑
,

刘耸傅在当初要官商合办的 目的乃是暂时利用一下私人查本
,

一待煤矿的恢复略晃端

倪
,

他便摒秦后者而不顾了
。

然而
,

重归官办后的基隆煤矿仍然月月亏累
,

井未拾刘

鹤傅带来多大的希望
。

正当刘挑傅为摆脱基隆煤矿的亏累而进退徘徊时
,

英国侵略者乘机进窥
。

1 8 8 9 年
,

英国驻台北镇事班德瑞 (S
.

A
.

B o ur en ) 介貂英国侵略分子范嘉士 ( H an k er d) 以分期偿

还八斗煤井机器官本银十四万两为解
,

换取二十年内霸占台潜全部煤 矿 和 石 油 矿 的

开采权④
。

刘拓傅居然不择手段委派强士瑜秘密地和英国侵略分子进行出卖国家查 源

的淡判
,

爵立了一项
“

拟立合同
” @

、

合同规定英国侵略者只要付出现跟七万两
,

以及

在将来支付相当于七万两价值的煤炭
,

便可以在二十年内塑断台潜全省煤矿和石油矿

e 刘路博
:

上引书
,

卷 3
,

直 1 7 ; ((北华捷报》 ( N
o r t h C h i n a H e r a ld ) 18 8 4 年 2 月 2 2 日

,

夏 2 02 (以下蔺

称《捷报 )))
。

口 刘拓博
:

光矛肴十一年五月十三日
,

心奸商吞匿厘金道员通同作弊蒲撤任委署查办折》
,

上引书
,

卷8
,

直 3a

。 刘拓傅
:

光精十三年十二月
,

《官办基隆煤矿片》
,

上引书
,

卷 8
,

夏 19
。

@ 刘铭博
:

《官办基隆煤矿片》
,

上引书
,

卷 8
,

夏 19 拭申报》
,

光籍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 日 ( 18 88 年 1 2 月四 日 )
。

国 《关册》
,
18 57 年淡水

,

直 2 8 2
。

舀 刘拓傅
,

上引书
,

卷 8
,

夏 1 90

⑥ 《关册办
,

2 8 8 7 年
,

淡水
,

夏 2 8 2; 欢字林西报 》 ( N o r t h C h i n a

aD i ly N
e w s )

, 2 8 8 8年 3 月 ? 7 日
,

直 , 78
。

④ 187 7年丁 日昌压福建巡憔期内
,

曾在台海后嵘地方开采石油
,

未成
,

西 刘路博
:

光储十五 丰六月二十二日
,

《英商承办基隆煤矿爵拟合同折》
,

上引书
,

卷 8
,

夏 2 2一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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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采权
,

而且还可以得到修筑嫣头
,

优待赋税和利用 中国官兵代其弹压工人等等权

利 O
。

刘路傅出卖矿山的企图籍因清中央政府的反对
,

未能如顺以偿
。

1 8 9 0 年
,

广东商人
、

候选知府蔡应推
、

云南候补道稀城勋等通过台潜一个
“

岁收

租谷二十余万石
”

的大地主
、

。 时任全台攘垦事务通政司副使林推源的关系
,

与台潜官

府接洽
,

麒以
“

官商合办
”

的形式承接基隆煤矿
。

事握刘挑傅同意后
,

在光褚十六年

(1 86 0 年 ) 七月初一 日便接手开办
。

O

有的祀载反映
,

这个接办基隆煤矿的商人蔡应推原来曹袒在
“

厦阴包办洋药厘税
” ,

与港粤商人有较深关系
,

同时对官商交涉又有丰富的趣脆@
。

所以
,

当他接手办 理 台潜

煤矿时
,

他便向广东和香港华商吸收资本⑥
。

看来蔡应椎很可能是一个与买办有联系的

商人
。

他与刘拓傅拟爵的合同就有不少地方是模仿刘邻傅
、

范嘉士合同的
,

如承租期限
、

修建礴头以及在承租期内
“
凡台潜产煤之地

” , “
不准别商另行包开

”
等等

。

同时
,

为了避

免官府的牵制
,

这项合同又 明确揭出防止官方干涉的条文
。

例如
: “
官商合办煤务

,

蒲以

二十年为限
。

… … 自开办以至限满
,

凡有煤务中用人
、

理财以及一切大小事宜杭由包商

一手握理
,

官中免予过周
,

惮得事权归一
,

是为第一要务
。 ”
又如

“

倘有忌妒挟嫌
,

造落豁

惑
,

官中免予牲听
,

庶使实心办事之人不避嫌怨
。

敲或必难邀信
,

准将现年幌簿核算
,

官本应存若干提还官款
,

其煤务仍准原商另行添本
,

办至限满
,

以顾商本
’ ,

因 等等
。

此项合同出现于九十年代初期
,

集中地暴露 了新式企业中官商矛盾的存在
。

合同

的条文表明
,

商人到这时已粳深刻硕会前此基隆官商合办时期的教副
,

也理解到国内

各地官督商办企业中官的控制对企业发展的阻碍作用
。

因之
,

承办基隆煤矿的商人强

烈地要求能够独立 自主地握营企业
,

以摆脱官方的挟制
。

这虽然是一个合理的要求
,

然而它与清政府要顽固地控制新式企业的意图尖貌地相抵触
。

在商人看来
,

煤务中大

小事宜
,

官中免予过简是第一要务 ; 而在清政府看来
,

这是
“

商有权而官无权
” ,

哄做

“

太阿倒持
” ,

因之
“

必不可行
” ; 就商人而言

,

合办事业中
,

官如生疑
,

可退还官本
,

煤务 lHJ 继擅由商办理
,

是为了顾全商本
,

然而在清政府看来
,

这是商人
“

预先要挟
” ,

有背
“

政体
” ,

更是
“
必不可行

” ⑥
。

总之
,

在这一时期中
,

官在新式企业中的控制权决

不静有所减弱
。

因之
,

基隆煤矿商办一事便 又告中断了
。

从九十年代起
,

基隆煤矿更兑衰落了
。

八斗煤井既告枯竭
,

而在媛媛 (或作暖暖 )

地方发掘新井的静划又未兑实现④
。

台潜市塌上的需要几乎完全依 帽 私 营 煤 窑 的 供

O 刘拓傅
:

《英商范嘉士承办煤矿拟立合同》
,

上引书
,

卷 8
,

夏汉一 2 80

O 还震
:

《台滑通史》
,

下册
,

卷 33
,

列傅五
,

直 6乳
,

商务印书兹 1 94 7 年版
。

⑤ 刘铭傅
:

光精十六年六月
,

《基隆煤矿仍改归商片》
,

上引书
,

卷 8
,

夏 四
。

@ 《字林沪报 》
,

光储十六年八月初一日 ( 18 9 。年 9月 14 日 )拭中报乡
,

光籍十六年入月十六 日 ( 1 8 9 。羊 9月 2 9日 )

因 《英领报告》
, 1 8 9 1 年

,

淡水
,

直 3一 4
。

困 光储十六年入月十二日
,

户部呈
:

欢官商合办台曹煤矿没立章程》
,

搏冕 《洋务运动 》 (七 )
,

夏 8 3一90
。

⑥ 光摊十六年入 月十五日
,

《总理各国事务奕动等奏》 ,

棘晃《洋务运动》 ( 七 )
,

夏 肠
,

。 《捷报 )}
, 1 8 92 年 4 月 8 日

,

直 4 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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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0
。

延至 1 8的 年 n月
,

基隆煤矿便以完全停顿背O
。

其后
,

在 1 8 9 3 年和 1 8 94 年虽

也有重倡官商合办之敲
,

然而都未晃于事实 。
。

接着
, 1 8 9 4 年爆发 了中 日 甲午战争

,

这个新式煤矿随着台潜的割让而落入了日本侵略者的手中
。

(二 ) 磁州
、

兴国煤铁矿的失敢与开平煤矿的发生与发展

直隶磁州煤铁矿是在李鸿章的策划之下
,

811 委江南制造局的孺恢光和天津机器局

的吴毓兰在 1 8 74 年开始筹建的
。

江南和天津两局各对这个煤矿垫跟十万两
,

另外拟招

商凑股十万两。
。

同年十月
,

磁州矿委托久住天津的英商海德逊 ( aJ m se eH
n d er so n) 到

英国去爵购机器
,

延聘矿师⑥
。

1 8 7 5年
,

李鸿章又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
、

湖广总督李翰章札委道具盛宣怀督办湖

北兴国煤铁矿务
,

其查金除动用道隶练酮制接二十万串外因
,

也拟另招商股 十万两⑥
。

但是
,

磁州和兴国两煤铁矿都不曹顺利地兴办起来
。

磁州煤铁矿在复查时才发现

矿产不旺④ ,

而且运输十分困难 @
,

主持人和英商海德逊在舒购机器尚题 上
“

意见 觑

翻
’ ,

. ; 而湖北兴国煤铁矿刻因集查困难
,

常年袒费无着
,

也告摺递。
。

可是
,

近代罩

用工业和翰船招商局需煤殷切
,

而台潜基隆煤矿又 已兑一些成效
,

促使李鸿章在放案

磁州和兴国煤铁矿的同时
,

急忙又物色人物
,

勘查新矿
。

直隶开平煤矿的勘查和开采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

1 8 7 6年
,

上海翰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在李鸿章的委托下
,

偕矿师焉立师 (M or ir s)

到唐山开平琪去勘测煤铁矿的菠藏量O
。

开平矿区夙以手工采煤著称
,

勘测的桔 果是

十分满意的
。

唐廷枢除 了带回煤块铁石作为化喻样品外
,

井且提出了一个祥尽的报告
,

指出开平煤铁矿的广阴前景
。

他敏锐地指出将来开平矿 山的困难不在于生产而在于运

输
。

因此
,

他建裁从开平到芦台修建一条铁路
,

用动力代替畜力运煤
。

如果注意到基

隆煤矿因运蝙条件的落后所产生的困难时
,

唐廷框的此项建敬表明了他对新式企业的

握营具有较多的握嗽
。

所以
,

唐廷框通筹开平煤铁矿的全部投查需要跟八十万两
,

其

《关册》
, 18 92 年

,

淡水
,

夏 7 8a

《光精十八年八月二十四 日
,

雨建台穆巡撅邵友潺片》
,

搏见《洋务运动》 (七 )
,

夏 的一 10 。。

《捷报》
, 1 8 9 3 年 5 月 2 0 日

,

直 74 4 ; 1 8 9 4 年 3 月 1 6 日
,

直 7 9 3
0

(虞报》
,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 十五 日 ( 1 8 74 年 招 月 邓 日 ) ; 《遭隶总督李渴章 章 割》
,

《中西 见 阴录》
,

1 8 7 4 年 1 0 月
。

((英领报告》
, 1 5 7 4年

,

天津
,

夏 64 ; 《通简西报 )) ( S h a

嗯 ha i E v e n i n g C
o u r i e r )

, 1 8 74 年 1 0 月 5 日
。

《李集》
,

奏稿
,

卷 52
,

夏 4 2
。

欢益阴录》
,

光储五年五月二十七 日 (l 8 79 年 7 月 16 日 )o

《李集》
,

朋潦函稿
, 《光精二年入月二十六 日复丁稚瑛宫保》

,

卷 16
,

夏 乃一邓
。

《李集》
,

奏稿
,

卷 40
,

直 43
。

《光储二十二年道隶滋州矿务集股启》
,

搏兑孙毓棠编
: 《中国近代工业史脊料 》第一辑

,

夏 5 72
。

《李集》
,

奏稿
,

卷 5 2
,

夏 43
。

《英领报告》
, 1 8 76 年

,

天津
,

夏 10 .8

00。@

@因⑧囚因田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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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半数作为购置采煤炼铁机器的费用
,

共余的作为修造铁路的开支
。

e

1 8 7 7年开平煤铁样品握化骇证明
,

成分相近于英国中上等的煤铁的成色
,

完全值

得开采
。

唐廷枢便再次向李鸿章陈述更加具体的静划
,

指出中国劳动力价格低廉是开

采煤铁必能获利的优越前提
。

他把中国矿工和英国矿工的工查收入作了比较
,

指明每

吨煤的单位价格构成中
,

在中国
,

工查所占的比例仅为英国的半数 ; 在炼铁方面情形

也大致相同
。

拮揣是
:

工廉价省
,

开采必获大利
。

g

于是
,

李鸿章指定唐廷枢在负责翰船招商局的局务之外
,

井兼主持开平煤铁矿的

开采工作
。

同时
,

为减少地方守旧势力的阻碍
,

又添派前任天津道丁寿 昌和现任天津

海关道黎兆棠会同督办。
。

1 8 7 7年 9 月官督商办的开平矿务局拟定了招商章程
。

这项章程的某些方面
,

如招

股
、

分扛
、

人事没施等的规定对后来的一些新式煤矿起了示范的作用
,

值得稍为祥栩

地叙述
。

开平招商章程总共列有十二条
,

其中心内容着重于两个方面
:

第一
,

表明企业是以商品生产为目的
,

是由商人主持的查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

例

如
,

章程明确指出
,

矿务局
“

虽系官督商办
,

究竟煤铁仍由商人销售
” ,

一切
“

仍照买

卖常规
” 。 “

进出煤铁跟钱数目每 日有流水簿
,

每 月有小桔
,

每年有总拮
,

随时可以核

查
” 。

至于在产品销售方面
, “
所有生铁至津按照市面价值先听机器局使用

,

煤照市价

先听招商局
、

机器局使用
。

其余或在津售
,

或由招商局棘运别 口销售
” 。

这表 明 在 产

品销售上
,

既保证了
“

商人
”

的利益
,

又体现 了
“

官督
”

的关系
。

第二
,

章程不但保证投查者的查本安全
,

有利可得
,

而且特别保证大股东对矿山

的管理权
。

例如
,

大股东可派代表驻局
, “

股分一万两者
,

准派一人到 局
” , “

所 有各

厂司事必填于商股 中选充
”

等等
。

在利 i背分配上则汀定
: “

每年所得利息先提官利一分
,

后提办事者花扛二成
,

共余八成仍按股均分
” 画

。

总之
,

开平媒矿的章程无疑是为了迎合这一时期私人查本寻找出路的要求
。

唐廷

枢的宣傅也着重在利 i阴的丰厚上
,

借以招徕查本
。

然而
,

私人查本在此时要求有新的出路是一回事
,

而篷道地投放到开平煤铁矿这

样一个官督商办的企业中去则又是另一回事
。

尽管在开平的招商章程中突出地表明它

所具有的商办的成分
,

可是在商人中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
。

那些与洋务派官僚有

联系
,

或对之寄存幻想的商人中的上层人物
,

他溯对开平的认澈有如 1 8 7 8 年的 《申报 》

所透露
: “
各距商知此事 〔指开平煤矿〕 名为官办

,

实为商办
” ④

。

不难理解
,

这些所韶

“
矩商

” ,

大抵是一些与唐廷枢同流或与之关系密切的买办商人
,

他佣惹知唐与北洋的

0 《开平矿务招商章程》
,

光储三 年版
,

直 1一 8 (以下商称《开平章程)})
。

O 《开平章程》
,

直 8 一2 0
。

尝 《开平章程》
,

直21
。

唇 《开乎章程》
,

直23 一 2 6
。

@ 《申报》
,

光褚四年二月初五 日 ( 18 78 羊 3 月 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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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

指望开平通过
“
官

”

的方便会为他俩带来利消
。

因之
,

他洲与唐廷框一样对开平

的前景是有所指望的 ; 然而
,

商人查本家中的中下层人物的态度就大为不同了
。

有材

料透露
,

当时上海商人中有不少人对唐廷枢等一帮原来主持翰船招商局的大买办趣理

开平煤铁矿将会带来怎样的成效
,

持有十分保留的态度O
。

不言而喻
,

这其中当以中
、

小商人占艳大多数
,

他们的观望态度在实质上是对官僚
、

买办桔合上的怀疑和畏惧
,

是对官督商办企业发展途诬的翻橱
。

因此
,

开平煤矿募集青本的工作拜不是一开始就

一帆夙顺的
。

只耍看 1 8 7 8 年静划招集的青本额是 80 万两 ( 即八千股
,

每股 100 两 )
,

实际上却只集得 加 余万两O
,

而主要的投查人据渝就是唐廷枢
、

徐消。 以及与他们有

联系的
“

港粤殷商
” @

。

八十年代后期
,

有人述及开平招股情况时歌
: “
溯招商

、

开平股

分
,

告唐
、

徐藉公因友及友
,

辗棘邀集
’ ,
⑥

。

这就很具体地证明了早期开平的投查人
,

即 《申报 》所称之
“

矩商
”
或 《新报 》所称之

“
港粤殷商

” ,

大抵是与唐廷框
、

徐消等同霭一

流的商人
。

此外
,

也有人渝在早期招集的查本中
,

大多是在职官吏的投查因
。

1 8 7 8 年夏
,

唐廷枢便以初步募集的 加 余万两的查本向国外舒购各种机器
,

拜 在

唐山南麓乔家屯买地造房⑥
。

十月简便开始了钻探工作④
。

翌年二月
,

开始了第 一 号

矿井的凿掘工程
,

三 月简又开凿第二号矿井
,

工程的进展可靓相当顺利
。

从开平煤矿的 sl1 办握过来看
,

它与基隆
、

磁州
、

兴国等矿有某些 显 著 不 同 的 地

方
。

这就是在企业的活动中起着重大作用的是民尚的私人查本而不是官府的垫款
;
在

企业中主持一切的 lRJ 是与
“
官

”
(亦即北洋李鸿章 ) 有密切关系的买办商人中的上层人

物
,

而不是直接由官握营
。

无庸撑言
,

七十年代后期出现的这种情况
,

自然在一定程

度上起着推动私人查本活动的积极作用
。

因此
,

开平煤矿的产生和顺利地投入生产
,

在当时不能不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

根据工程进展的速度
,

矿山到 1 8 8 1 年初便可大量出煤
。

因此
,

在 1 8 8 0 年夏天
,

解决煤炭的外运就成为矿局迫在眉睫的周题了
。

原来修建铁路的静划由子招集查本的不足
,

不得不有所改变④
。

矿局决定
,

从煤厂

O 《捷报》
, 1 8 78 年 2 月 1 4 日

,

夏 1 5 2
。

O 《开平矿务剧办章程案据汇编》
,

光豁丙申年上海著易堂铅印版
,

夏汉 (以下篙称《开平案据汇编 )
。

O 据 19 2 8年 4 月 2 6 日(( 日本通报 ( J
a p a n A vd

e r t i s e r )引证费列歇尔 ( B
.

W
.

F l e i s h e r ) 的括魏
,

唐廷框之侄

唐招仪曾在一 lHJ 声明中提到唐氏家族拥有最大数量的开平股份
。

搏晃卡尔逊 ( .E .C a lr so n)
:

《开平煤矿》

( T h e

aK
i p i n g M i n e s ,

18 7了一1 0 1 2)
,

哈佛 1 9 5 7年版
,

夏3 9 ; 关于涂消的投脊开平情况见((徐愚斋自叙年

糟》
,

香山涂氏校印本
,

真 8 2
。

@ 《新报》
,

光储四年二月十一日 ( 1 8 78 年 3 月 14 日)a

国 趣元善
:

《居易初集》卷二厂夏 38
。

困 1 8 7 8 年日木大使能档案称
:

开平煤铁矿
“

开办募集脊本时
,

应募者多系在职官更
’ 。

此琪祀载稍赚箱杭
,

唐廷福
、

徐消等当时都有官街
,

他俩可税是亦官亦商的人物
。

因此似难单钝根据这一韶载便判断早期开

平的商股主要是官僚
。

见《明治十一年原抄本
: “

清国出强报告书
’

》
,

趣济研究所藏
。

⑥ 《开平案据汇振》
,

夏2 3
、

2 40

④ 《英领报告》
, 1 8 7 9年

,

天津
,

夏 2 5 3 ; 《捷报 })
, 1 8 7 8年 1 2 月 1 4 日

,

夏 56 7
.

因 《开平案据汇橱》
,

夏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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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丰 i背县青各庄修建一条 1 5里长的
“

焉路
” ,

由青各庄到芦 台挖掘一道长豹 70 里的河

道
,

同时加瘩芦台到天津的原有河道 e
。

利用水陆兼运的办法暂时解决媒炭外运 的 困

难
。

顺便指出
,

这条 15 里长的所渭
“

焉路
” ,

实际上是一 条单 轨 铁路
,

路 轨 为 剔 制

品
,

O 矿务局为避免社会守旧势力的干扰
,

暂时不使用动力曳引草辆
。

挖河工程从 1 8 8 0 年秋天开始
,

翌年四 月便告完工
,

全部费用料级 14 万两
。

唐廷

枢曹因握费不继
,

通过李鸿章的关系从天津机器局和海防支应局借得跟 3 万两
,

而以

矿局来年生产的烟煤焦炭抵还⑤
。

应蔽指出
,

从开平创办到 1 8 8 1 年产煤以前为止
,

全

部开支几近 50 万两
,

其中向清政府举借的肯款
,

就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材料来就
,

仅

仅只此 3 万两
,

主要的筹垫据唐廷枢靓
,

都是由他
“

独肩艰亘
”

的@
。

1 8 8 1年
,

开平煤矿开始产煤
。

据 当时 目睹者所兑
,

矿山所开两井
,

一系提煤
,

深

六十丈
,

其机器每 日可提煤百万斤
; 另一系抽水贯夙

,

深豹三十丈
,

每分钟可抽水千

斤⑥
。

实际上此时 日产量豹在 3 00 吨左右。
。

于是
,

在上海商人中
,

开平声誉鹊起
,

招集查本的工作较前大为顺利
。

到 1 8 8 1年

底
,

开平煤矿单从上海便吸收了私人查本达 10 0 万两之多勿
,

翰船招商局在 1 8 8 2 年也

握有开平股票 21 万两④
。

而与李鸿章关系密切的官僚盛宣怀这时正在上海
,

也急向开

平染指
, “

收蔓开平股票
,

购至二百五六十股
” @

。

可兑
“
一有适 当利 i背

,

查本就会胆壮

起来
” 田 ,

发展顺利的开平煤矿籽于引起了商人和官僚的投脊热情
。

1 8 8 1年
,

握李鸿章蒲准
,

开平煤矿得援照台滑
、

湖北的成例
,

每吨煤税由六钱七

分 二厘减为一接。
。

这是开平煤矿得之于官僚方面的庇护
。

从正式投入生产后
,

开平煤矿的生产水平便不断地提高
。

1 8 82 年 日产量达 5 00 吨

左右 O
, 1 8 8 3年便超过了 60 0 吨④ ,

从 1 8 8 4 年 7 月以后
,

两三年中日产量长期地推持

在 90 0 吨以上。
。

产量的增加
,

对运输能力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

事实上
,

自从 1 8 8 2 年 以 后
,

从 唐

山到青各庄的单戟铁道早已通行火草
,

但是
,

由青各庄到天津的 水 运
,

则 相 人 力 拉

O 《开平案据汇福》 ,

夏5 5
、

64 ; 《英领报告》
, 1 8 8 0年

,

天津
,

直 1 2 90

O 《英领报告 ))
, 18 8 0 年

,

夭津
,

真 12 9
。

O 《开平案据汇编》
,

夏 5 4
、

5 7
。

@ 《开平案据汇偏》
,

夏 53 一6 4
。

国 《申报》
,

光储六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 ( 188 1年 l 月 邪 日 )
。

舀 《英节直报告》
,

1 8 82 年
,

天津
,

夏 8 8
。

。 《捷报》
,

1 8 81 年 11 月 8 日
,

夏 4 56
。

④ 《交通史航政篇》
,

第一册
,

夏 3 1 5
。

西 据樱元善的言己载
,

盛宣怀在壬午
、

癸未背 ( 1 8 8 2一 1 8 8 3年 ) 套购开平股票之 目的似在追逐暴利
,

当时开

平每股价格涨至二百四五十两
。

旋因握元善再三建靛
,

盛乃将蔽项股票托趣跌价出售
,

亏去万余两
。

易

《居易初集》
,

卷二
,

夏32
。

田 焉克思
二

《查本渝》
,

第一卷
,

真 9 6 1 ,

脚注 2 5 0
,

需克思翰引邯 夕格藉
。

O 《李集》
,

奏稿
,

卷 4 0
,

夏 4 5 ; 卷 4 7
,

夏 1 1 。

O 《盆阴录》
,

光储八年四月四 日 (1 88 2 年 5 月 2 0 日 )o

骨 《英领报告》
, 1 8 8 3年

,

夭津
,

夏2 7 30

③ 《英领报告》
, 1 8 8 5 年

,

夭津
,

夏 4 , 《捷报》
, 1 8 8 5 年 6 月 5 日

,

直 6 3 9 ; 1 8 8 6 年 9 月 4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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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
,

兼以冬季冰封
,

使煤炭难以迅速外运 O
。

1 8 86 年矿务局途借助李鸿章的势力
,

私将

铁路延长 65 里
,

展至周庄
,

而从圃庄到大沽则以海军衙阴的名义修建 O
。

到 1 8 8 9年
,

开

采唐山北面 50 里的林西煤矿时
,

又将铁路延长 30 里以达林西矿。
。

运蝙 上 的便利促

进煤炭产量的上升
。

18 94 年
,

据靛
,

开平的 日产量已握达到 乳0 0 0 吨左右了@
。

日产量所表明的是矿山能力所可能达到的水平
,

井非就是矿山年 产 量 的 日平 均

数
。

开平煤矿的实际年产量有如下表所列
。

开平煤矿的产量与外葫 t ( 1 8 8 2一 1 8 0的 单位
:

吨

”住
} 产 量

{
天 津 输 出 量 { 占 产 量 的 形

1 8 8 2

1 8 8 3

1 8 84

18 8 5

1 8 8 6

18 8 7

1 8 8 8

1 8 8 9

1 8 9 0

1 8 9 1

1 8 9 2

1 8 9 3

1 8 9 4

1 8 95

1 8 9 6

1 8 9 7

1 8 9 8

1 8 99

38
,

3 8 3

7 5
,
3 1 7

1 2 6 ,
4 7 1

1 8 7
,

0 3 9

1 8 7
,
3 1 4

2 2 4
,

7 0 5

2 4 1
,
1 3 6

汉 7
,
8 6 7

?

?

?

8
,
1 8 5

8
,
5 0 3

1 3
,

73 1

1 7
,
4 8 5

34
,
1 0 0

4 6
,
4 9 2

38
,
04 2

5 1
,
9 5 9

5 6
,
8 55

9尔55 2

8 5
,
58 9

8 1
,
8 4 0

14 0
,

7 9 6

9 6
,
7 75

1 28
,

0 9 8

1 93
,

3苏3

2 02
,

2 1 4

18 9
,

7 3 5

1 1
.

3

I U
一

马

18卫

卫(〕
一

7

15 .8

2 1
.

0

?

?

4 8 8
,
弓4 0

5 3 8
,
5 2 0

7 3 1
,
7 92

7 78
,

2 4 0

忿几 2

3 6注

2 7
.

6

2 4 4

青料来源
: 1

.

1 8 8 2一 18田 数 字见金达
:

《华北铁路和煤矿》
,

夏 3 00

2
.

18 06 年数字晃《关册》
,

1 8 0 7 年
,

夭津
,

夏 2 7
。

3
.

1 8 9 7一 1 8 9 8 数字晃 ((海关十年报告》
,

( 1 8 92一 1 9 0 1)
,

直 5 3 8
-

4
.

18 叨 年数字见德雷克
:

《中国东北的煤田》
,

直 4 0 50

5
.

2 88 2一 1 8 9 9 年的输出数字均见 (( 海关杭爵》
,

1 8 8 2一 1 9 00
。

搏见卡尔逊
:

《开平煤矿》
,

附录 i
,

夏 1 51
.

从生产发展的趋势来看
,

上表表明
,

从 1 8 8 2年到八十年代末
,

八年中增加 7 倍 ; 又十

年
,

到九十年代末
,

又上升 3 倍左右
。

这种不断上升的情形与基隆煤矿的迅速萎精形成

了尖锐的对比
。

在洋务派集团所 alJ 办的近代煤矿中
,

开平煤矿的成效确是十分明显的
。

在生产不断发展的情况下
,

随之出现了 中外势力争夺煤炭市锡的竞争
。

前面曹握

提到
,

八十年代以前通商口岸的煤炭几乎全部是洋煤
,

整个天津市踢都是 日本煤的销

售爆所
。

因此
,

开平煤矿能否立足还决定在它有无力量击退 日本煤炭的竞争
。

O 《英镇报告》
, 1 8 5 2 年

,

天津
,

夏 9 1 ; 《捷报》
, 1 8 8 2 年 1 1 月 1 5 日

,

夏 53 1 。

O 《李集》
,

海军函稿
,

卷 2
,

夏乃 ; 卷 3
,

夏 忍
。

。 《关册》
, 18 9 0 年

,

夭津
,

夏 22
。

@ 《捷报》
, 1 8 9委年 8 月 1 0 日

,

夏 2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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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质量上
,

日本煤炭远低于开平煤
。

如果开平煤的销售价格能低于或相当于 日本

煤
,

开平便能取代它的董断地位
。

从 1 8 82 年起
,

中外势力为孚夺天津市踢展开了竞争
。

七月简
,

日本煤炭在天津的价

格为
,

广岛煤矿的块煤每吨填天津校跟七、 八两
; 三池煤矿的块煤则为七两 e

,

同期中
,

开平煤矿的块煤 lHJ 以每吨 4
.

5 ~ 6 两的售价招倩生意 g
,

这就拾予 日本煤以沉重的打击
。

根据海关报告
, 1 8 8 0 年和 1 8 8 1 年进 口天津的洋煤 (实即 日本煤 ) 各为 19 ,4 09 吨和

17 ,4 45 吨
; 可是从 18 82 年开平发起竞事后

,

进 口煤的数量迅即下降
, 18绍 年进 口 洋

煤骤降为 氛4 16 吨
,

三年以后
,

再降为 5 66 吨
,

到八十年代末
,

天津就不复有洋煤进

口 了国
。

争夺天津市塌的胜利意味着开平煤矿获得了扩大再生产的可靠基础
。

应敲着重

指出
,

在这一争夺 中如果不是 由于铁路运蝙的方便
,

开平是不能这样袒易地夺回天津

市爆的
。

然而
,

从全国范圈来看
,

天津的胜利拜不改变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煤炭市塌的局

面
。

日本煤虽然从天津市塌退出
,

但全部洋煤的进 口量却仍在增加中
。

例如
, 1 8 8 5年

,

天津进 口的洋煤已握减至微不足道的五百多吨
,

可是 全 国的 进 口 量 却 从 1 8 8 4 年 的

邓 3, 37 8 吨增至 3 01
,

93 2 吨
; 1 8 9 3 年洋煤几 已艳迹于天津

,

但在全国的进口量仍然上升

到 4 2 8, 9 4 0吨@
。

上列杭舒表反映
,

在开平煤矿的产量中供应天津以外地区的数量不过

占年产量的 2 0 形左右 ;
特别是在销售量最大的上海市塌上

,

开平煤还 不 能 与 日本 来

媒相颇顽⑥
,

八十年代后半期输入上海的 日本煤仍然在继擅增加中困
。

因此
,

全 面 地

看
,

中国的煤炭市塌无疑仍在外国势力控制之中
。

与生产上升的同时
,

开平煤矿的股票在市爆上随之享有很高的声誉
。

1 8 8 1 年底
,

在开平投入大规模生产的前夜
,

面值 1 00 两的开平股票
,

在上海市惕的价格居然上涨

到 15 0 两左右⑥ ; 到 1 8 8 , 年 6 月
,

市踢上甚至出现了事购开平股票的现象
,

一度有人

顺意以每股 2 37 两的价格收进④
。

到 1 8 8 3 年 2 月
,

开平股票的价格又回到 1 7 0 两的水

平上因
。

十月以后
,

上海出现了一次重大的金融夙朝
,

大量接庄和商号同时阴歇
,

不

少招股筹办的新式企业因之栩漫
,

市面傅靓开平煤矿也有不稳现象。
,

开平股票价 格

因之剧烈下跌
,

最低时每股只植 习9 两 O
。

这个剧烈的变动道到年底 才 逐 渐 好搏
,

股

e 《字林西报》
,

188 2 年 7 月 7 日
,

夏 2 3
,

O 《字林西报》
, 1 88 2 年 8 月 12 日

,

直 1 4 5
。

0 《关册》
,

各年毓舒报告
,

1 8 80 一 1 8 9 5
。

画 锡端六等编
:

《六十五年中中国国际置易就爵》
,

真 45
,

19 2 8 年版
。

国 《英颁报告》
, 1 8 86 年夭津

,

直 92
。

困 据《字林西报》裁
:

在 1 8 8 2 年输人上海的 日本煤钓为 19 万吨
,

1 8 83 年则上升为 盯 万吨
,

1 8 8 5年以后的

三年中
,

输入量仍在增加
,

每年均在 30 万吨左右
。

见蔽报
,

1 8 89 年 1 月 30 日
,

夏 9 6
。

① 《新报》
, 18 81 年 1 2 月 3 日

。

④ 《申报》
,

光精八年四月二十入日 ( 1 88 2年 6 月 13 日 .)

因 《申报》
,

光储九年十匕月二十五 日 ( 1 883 年 2 月 2 日 )
.

e 《捷报》
, 1 88 8 年 9 月 9 8 日

,

夏 3 6 5一 3 6 6 ; 1 0 月 2 4 日
,

夏 4 7 1 。

0 徐渭
:

上引书
,

夏 8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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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价格又 回升到 14 0两左右。
。

八十年代后期
,

开平煤矿的袒济情况有了较大的发展
。

1 8 8 8年开始在官利之外发

放第一次股息
。

这一年 (从光褚十三年四月至十四年三月 ) 矿局的净 利是 19
,

6 98 两
,

按章程规定
,

提公积金 3, 2 00 两和所带
“

仆役
J

恩赏
” 1

,

8 00 两外
,

每股发付股息 6 多。
。

从

这一年以后
,

有材料靓
,

不湍开平矿局盈余多少
,

股息均按 10 多或 12 形发付。
。

从开平

开始钻探到第一次发放股息
,

历时恰好十年
,

同时期内
,

在握营中的新式矿山为数不少
,

能分配股息的却不多兑
。

因之
,

当时人们的裁箫是
: “

中国有利之矿
,

仅开平煤矿耳
”
@

。

然而
,

开平煤矿的利 i背是在对矿山工人的超握济刹削上实现的
。

在这个力求现代

化的矿山里
,

对工人的抗治和刹削却是通过查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拮合的方法来实现

的
。

在这里虽然以货币工查的形式购买劳动力
,

但履佣劳动者在受雇的同时还必填交

付保拮国
,

而后 lRJ 在封建把头制的扰治下进行劳动
。

具体地靛
,

这就是在开平煤 矿所

属的每一煤窑里
,

道接扰治工人的是班头
、

把头和管工
。

矿务局规定
:

颁导拜管理技

术工人的是班头
,

承办开山凿石
,

安铁路
,

放机器
,

修水沟等等
; 而直接管辖采煤工

人的是把头
,

管工则是把头的得力助手
。

凡
“
窑里采煤

、

拉草
、

垒歼子工人
,

焉夫
、

看阴全归把头管工豹束
” ; “

所有开酮
、

采煤
、

垒土
、

挣木
、

装棚均听渠指挥
,

如有不

听指挥
,

或不依法开采或工作大意
,

或工人短欠
,

准告知煤师查办
” 。

因 在生产进行中
,

工人通常以八到十人为一起
,

其中配有一个头目
,

称为包工头⑥
。

包工头实际上 是把

头意旨的直接执行者
。

如果没有把头的执照
,

窑里工人便不静出窑
。

可见
,

在这里
,

工人已握速最低限度的人身 自由的权利也被剥夺无遣了
。

然而
,

事情远非止此
,

在这个查本主义的近代企业里
,

还投有刑堂
、

备有刑具
,

以压制工人的反抗
。

凭借李鸿章的纵容和庇护
,

矿务局会办
、

广西候补知府吴娥昌居

然有权对
“

枷示一月或三月开释
、

从袒掌青发落之犯
” , “

按律究治
” , “

量予枷青
” ④

。

如果把这种封建的管辖桔合企业本身的性质来考察时
,

就可看出
,

开平煤矿的剥削关

系远非限于查本主义剩余价值的剥削
,

它严重地保留着封建的握济外的强制
。

1 8骆年
,

唐廷枢死去
。

曹任醇亲王侍役的江苏候补道强翼因徐时会
,

得李鸿章之

委派继任为总办@
。

在强翼主持下
,

开平在筹集查金的方法上有了重大的变化
。

如果祝

O 《字林西报 》
, 18 8 3 年 1 2 月 4 日

,

夏 5 35乡 ; 1 2 月 1 0 日
,

直 5 5 5
.

O 《捷报 》 , 1 8 8 8 年 7 月 2 1 日
,

夏 5 8一 5 9
。

。 《胡佛报告书 》 ,

搏见卡尔逊
,

上引书
,

夏 3 70

@ 焉建忠
: 《适可斋韶言》

,

卷一
,

直 7
,

中华书局 1 96 0 年版
。

⑥ 光褚八年三月初六 日
,

唐廷框上李隐章的票帖中税
: “

本局工人招建有保
,

稽查有章
。 ·

……觅 《开平案据

汇编》
,

直 78
。

因 〔开平煤旷〕《煤奋专条六十六则 》
,

第一
、

第三
、

第六则
,

晃《开平案据汇振》
,

真 四一3。 。

⑥ 《开平煤矿煤奋专条第 52 具吐》
,

《开平案据汇振》
,

夏 3 a8

@ 光储八年三月初六 日
,

唐廷框
:

《票拟蒲委派吴守督查矿务准予立刑具由》
,

及直隶总督李隐章三月十四

日批示
。

兑《开平案据汇振》
,

夏 78 一 790

因 榻兽
:

《开澳矿历史及收归国有简髓》
,

直 15
, t 9 3 2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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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廷框主持时期
,

开平还比较广泛地吸收民简私人查本
,

抬民族查本留有一点余地

的韶
,

那末
,

现在在强翼主持下
,

这个煤矿一变而以举借外债应付企业的需要为共特

色了
。

这表明企业的官僚查本主义的色彩愈来愈兑滇厚了
。

九十年代后半期
,

开平的产量又有较大的增加
,

对天津以外地区的供应量从 占产

量的 2 5 肠上升到 36 必左右
。

为了改善运输条件
,

这时候特以亘大费用开辟了秦皇岛港

口
,

强翼在筹措此项工程所需之查金时
,

一反开平历来采用的招查集股的办法
,

而直

接以矿务局的肘产作为抵押
,

第一次向英商墨林公司 ( B
e w ick M o

er in g C .o )举借英金

2 0万镑 (合行平银 1 4 0 万两 )
,

e 嗣后又向德华跟行 ( D e u t s e h e A s i a t i s e h e B a n k ) 举借 4 5

万两的外倩
。

到 1 9 0 0 年前
,

外值在开平煤矿的全部负债中总共 占有了 44 肠左右 的比

重
。

O 外国查本的大量侵入严重揖害了企业的独立性
。

所以
,

到了 1 9 0 0 年
,

在八国联军

入侵的混乱局面下
,

英国侵略者能够袒易地使用能非的手段
,

勾桔强翼攫取了开平煤

矿的全部财产
。

在 中国近代煤矿工业中这个惟一有利的企业
,

到十九世耙籽了
,

胳于

也以不能逃脱外国侵略者的掠夺而告籽
。

(三 ) 其他中小型煤矿情况概述

大钓在1 8 8 0年前后两三年中
,

民族资本采矿业曹握出现一个小小的高潮
。

安徽池

州
、

湖北荆阴
、

山东峰县
、

广西驾县
、

道隶临城
、

江苏徐州利国释以及奉天金州璐焉

山等地都进行了煤矿的勘侧和开采工作
。

其中
,

金州璐焉山煤矿仅作勘查不曹开采多

池 州
、

利国释两煤矿是中等规模的矿
,

有查本 10 万两左右
,

其余各矿大抵为小型煤矿
、

仅集查二三万两
,

机器毅备都是因陋就筒
。

例如
,

山东峰县和广西贺县煤矿基本上还

依 梢手工生产
,

产品的质量也低
。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
,

中小型煤矿的主持者多半是地方中下极官具和一般商人
,

他们大多是缺乏政治势力的人物
。

为了刽办新式企业
,

他侧向洋务派官僚投靠
,

借取

奥援
。

因此
,

这些中小煤矿虽然多是出于商 llB
,

但也都是以
“

官督商办
”

的形式出现
。

在 1 8 7 7年和 1 8 8 2年先后 lBJ 办的安徽池州煤矿和徐州利国铎煤矿可以作为这些既是与洋

务派官僚有所联系
,

又是比较独立地进行握营的民族查本主义新式煤矿的典型
。

最初发起刽办池州煤矿的是一个捐有官街的商人
,

江苏前先补用道李金糖
,

沈葆

植
、

李鸿章在李金糖的清求下
,

筋前署徽宁池太广道孙振经勘查
,

而后 lBJ 委孙督筋商

董办理。
。

然而
,

正式负责招查集股和筹备开采工作的却是一个曹 在 汉 口 宝 顺 洋 行

( E
v a n s ,

P a u g h & C o
.

) 任买办的广州商人锡德@
o

O 徐羲主
:

《中国近代外债史就爵脊料 》
,

夏 33
,

中华书局 1 9 6 2 年版
。

目 据开平煤矿 19 0 0年的
“

卖钓
’

所载
,

教局的负债总额是 4 29 万两
,

其镇 目为
:

原有股本 1 50 万两
,

欠德华
叙行 45 万两

,

欠庆善叙号 14 万两
,

欠银线所支应局 50 万两
,

秦皇岛借款 140 万两
,

久眼燕碟加 万两
.

搏兑锡鲁
,

上引书
,

夏 1 6 5
。

国 欢沈文肃公政书 》
,

卷七
,

直 2游 刘坤一
:

《刘忠藏公遣集》
,

奏疏
,

卷 16
,

直 4 6
。

唇 《海关十年报告》
, 1 8 82 一招 91

,

燕湖
,

夏 2 6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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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煤矿最初集股十万两
,

主要投查人除踢德外
,

还有以上海翰船招商局名义投查

的三万八千两 e
,

实际上此项股权掌握在大买办唐廷枢和徐消两人手中
。

池州煤 矿的

早期握营井不成功
,

机器投备不全
,

运翰条件也差
,

产品的质量较低
。

在上海市踢上它

只能适合一般市民的需要
,

而得不到工厂的欢迎 0
。

因之到八十年代初便以亏蚀兑阴⑤
。

1 8 82年
,

池州煤矿主持人揭德企图通过添招查本 1 20 万两
,

扩充投备
,

井且静划

在采煤之外另采铜扮等矿以改变矿山的亏触局面@
。

然而
,

这一静划竟受到了以 李鸿

章为后台的唐廷框
、

徐消等的抵制
,

因之
,

发生了一塌吞侨和反吞讲的斗争
。

在池州煤矿增青的过程中
,

唐廷枢
、

徐 i背企图依靠李鸿章的政治势力
,

凭借他们

能够稠动大量查金的能力
,

倡裁招股三百万两来挽回矿山的亏触局面
,

而其真正 目的

则在于吞侨旧股
,

排挤惕德在矿山的硕导权
。

这就引起了以踢德为代表的民族查本家

的强烈反对⑥
。

他们利用了南北洋之简的矛盾和安徽地方政府的支持
。

安徽巡撅 在批

复唐
、

徐等人的蒲求时
,

指出池州煤务及集查等事向来均由锡德
“

一手握理
” , “

招商

局唐道
、

徐道
,

远驻津沪
,

何能兼顾 ? ”

因此
,

只可
“

照旧附股
,

不得意存独占
” , “

倘

仍不顾
,

而由揭董 〔德〕 在擅入股东内提跟三万八千两归还招商局可也
” 。
困 在彼此争

持不下的局面下
,

1 8 8 3年籽于在池州煤矿附近又出现了一个由李鸿章札委而由徐 i周担

任会办的食池煤铁矿心
,

其企图显然是欲从竞争中达到吞侨池 州煤 矿 的 目的
。

不 料

1 8 8 3年秋
,

上海的金融夙潮使静多新式企业塌倒
。

正在增查过程中的池州煤矿在招得

查本 30 万两后便无法继箱获得查金囚
,

而由徐消主持的青池煤矿 lHJ 连创办查金也 未招

足的情况下便因徐 i闺的破产而停顿因
,

改由当地商人徐秉持主持
,

只能小规模地进行

采掘①
。

因之
,

徐 i背
、

唐廷框等的兼拜矿山的活动也就只能无拮果而米氛

增查以后的池州煤矿在生产和运输方面仍然未见改观
。

它的煤斤价格远高于当地

手工煤窑的产品
,

受到了后者的竞事和排挤
,

只能局部地进行生产O
。

到了九十年 代

便屡以亏触而衰落
一

F去了O
。

至于 1 8 82 年徐州利国骤煤矿的兴办是通过两江总督左宗棠奏准
,

由徐州道檄候选

知府胡恩燮父子主持的骨
。

这个煤矿在初 llB 时声言不蒲官本
,

一律由商集股办理固
,

事

实上它是与左宗棠有关
,

而且在以后曹因左的
“
关注

” ,

获得官款的接济②
。

O 《字林沪报 》
,

光精入年十二月初三日 ( 1 8 83 年 1 月 10 日)
。

O 《关册》
, 18 78 年

,

燕湖
,

夏 99
,

。 《新报》
,

光褚 七年二月初三 日 ( 188 1 年 3 月 2 日) ; 《申报》
,

光储十二年十月十七 日 ( t 88 6年 n 月 理 日 )a

酋 《申报》
,

光储八年九月初五日 ( 188 2年 18 月 16 日a)

国 ((字林沪报》
,

光籍入乍十二月初二日 ( 1 88 3 年 1 月 10 日)
。

困 《字林沪报 》
,

光精 / 、 年十二月初二 日 ( 18 83 年 1 月 10 日 )
。

。 徐溜
:

上引书
,

夏 31
。

。 《申报》
,

光籍十三年九月初五日 ( 1 88 7年 18 月 21 日 )
。

因 徐i闺
:

上引书
,

真 3 2
。

中 《海关十年报告》
。

18 82 一 1 8 91
,

燕湖
,

夏 2 6 9
。

。 《关册 》
, 1 8 88 年

,

燕湖
,

夏 14。
。

O 《海关十乍报告》
,

1 88 2一 1 8 9 1 ,

蒸湖
,

夏 2 69
,

3 9 8
,

③ 《清史稿》
,

盒货志五
,

直 1氏

固 光精入年涂州道程国熙
: 《查复铜山县利国煤铁矿务全文》

,

搏晃《皇朝樱世文植揭》
,

卷 57
,

夏 2伪 《中

报 》
,

光精八年十二月初五日 (l 88 3 年 1 月 13 日)
。

② 《申报 》
, ,

光林 十
`

一年三月十兰日 ( 1 88 5 年 4 月 2 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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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利国释煤矿的胡
J

恩燮
、

胡碧微父子二人与两淮旧式商人交往较密
。

尤其是胡

碧微
,

他从 1 8 G4 年起便长期在两淮盐务机构任职
。

十余年中
,

在苏北握办过 万 寿 宫

御碑亭
、

盐义仓
、

小金山等各项工程
,

又总巡淮南北盐务
, “

蔓销江
、

甘
、

高
、

宝
、

天

五岸食盐
”

等等工作
。

职务上的方便不特使胡碧徽拥有亘额查财
,

而且使他与那些富

及莲城的盐商拮成了特殊的关系
。

所以
,

利国彝煤矿筹集的 llB 办查本中大部分来 自胡

氏父子的
“

苏揭各友
” ,

其中有
“

久业淮醚
”

的亘育李培松的投查 0
。

这个煤矿在初 llB 时
,

一应机器都托由上海瑞生洋行 ( B uc hh ie s t er
,

cS h m idt & C .o )

握办口
。

它在 1 8 8 4 年着手钻探 中发现了煤层的厚度达一丈二尺
,

而且质地良好
,

估爵

其藕藏量胜过开平煤矿 O
。

然而
,

利国释煤矿在一开始握营时便遇到了查本招集不足的困难
。

煤矿原来静划

集股五十万两 (即五千股
,

每股一百两 )
; 最初认股比较踊跃

,

及至蟾工开井时
,

正逢

1 8 8 3年的金融夙潮席卷上海
、

金陵各地
,

以致矿局无法收集查本
,

股东所檄之款项竟

不及静划的三分之一@
。

因之
,

在 1 8 8 4年
,

由于添置机器困难
,

不得已暂用 土法取 煤
。

但又因运翰条件落后
,

从矿山运煤到徐州或莆县只能依靠牛卓蒋运
; 在水路方面虽有

运河可以利用
,

但从翰庄到清江
,

沿途多
“

漫滩悬流
” , “

船运艰阻
” ,

以致生产和运销

严重脱节
,

桔果
“

存煤山积
,

坐亏成本
” 。

⑥

到 1 8 8 7年
,

民族查本主义性质的利国异煤矿在困踱竭撅之余
,

主持人胡碧微亲赴

北洋要求李鸿章
“

收全矿归公
,

由海军衙阴大办
” ⑧

。

当时
,

李鸿章对之极为热中
,

既电

韵上海招商局总办焉建忠能否立时派矿师到徐州查勘①
,

继复交其亲信盛宣怀主持
,

由

盛派粳元善到徐州估价
。

1 8 9 0年
,

握元善在实地稠查之后
,

提出了开采利国煤矿的条

陈
,

就建炉厂
、

嗽煤层
、

修水道
、

建铁路
、

造船只
、

溶运河
、

通电报
、

免税厘
、

开钱庄
、

买

客煤等十个方面提出建哉④
。

但海军衙阴最后也不曾接办
,

利国煤矿便 在亏触停顿中

拖延岁月
。

道到 1 8 9 8年后才改由与强之洞有关的官僚周冕等从
“

粤东集股
”

接办@
。

从以上的叙述 中我俩可以看到八十年代中国煤矿工业的握营是完全失败了
。

官办

基隆煤矿的种种腐败现象实质上是封建落后势力阻挠新式企业发展的一种方式 ; 而控

制在洋务派官僚集团手中的
、

官督商办的开平煤矿在表面虽然有点兴旺的景象
,

但是

这个煤矿在买办化官僚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为了满足北洋操纵的机器局和翰船招商局的

需要而存在
。

因此
,

可以肯定地靓
,

开平即使不为外国侵略者所掠夺
,

它的前景也是

0 胡碧戳
:

《灌雯撮韶》
,

夏 4
、

7
, 1 9 2 5年版

。

O 《申报》
,

光褚入年十二月初五 日 ( 18 83 年 1 月 13 日 )
.

。 《申报》
,

光储十年三月十四 日 ( 18 84 年 4 月 9 日 )
。

@ 《申报》
,

光精 于一年三月十入 日 ( 18 8 5 年 6 月 2 日 .)

国困 胡碧微
:

上引书
,

直 6
、

直 9
,

毋 《申报》光精十四 丰十一月二十二 日 ( 188 8 年 12 月 别 日o)

@ 趣元善
:

《
_

上盛杏燕观察利国矿条陈 (庚寅二月 ) 》
,

上引书
,

卷 1
,

直 15 一邓
。

因 胡碧微
:

上引书
,

直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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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狭窄的
。

这是封建势力对新式企业阻揍的又一种方式的表现
。

至于民族查本主义

近代煤矿企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
,

也企图与买办化官僚集团碟取联系
,

乞

求庇护摄用
“

官督商办
”

的名义
,

争取些微官款的接济
。

然而
,

这种联系和
“

庇护
”

不特

没有把民族查本企业引上平坦的道路
,

相反
,

洋务派官僚集团从其阶极私利出发
,

常

常利用这种联系扼杀民族企业的生机
。

池州
、

利国两矿都从不同的方面揭露 了这种关

系
。

而这一时期来 自外国侵略者的摧晓最主耍的表现在市爆的争夺和控制上
。

廉价的

进 口洋煤使基础薄弱的民族查本煤矿企业不能在消费煤炭最多的上海市爆占得一席之

地
。

没有市踢
,

也就没有产品实现价值的机会
。

其拮果势必是
:

积压
、

亏触
、

收缩
、

停歇
。

十九世耙后半期的民族煤矿企业就是循着这样一条屯遭困踱的道路反复起伏着

的
,

而愈到后来愈衰落不堪
。

三
、

近代煤矿的青本来源和企业中的官商关系

在对近代煤矿的产生和发展情况作了叙述之后
,

我们还可以从企业的查本来源进

而分析它所反映的官商关系
。

就近代煤矿的查本来源而言
,

在我俐所考察的二十五个煤矿中
,

官办的八个煤矿
,

其 lBI 办时期的垫支查本全部来自清政府的射政支出
,

简题比较单钝 ;
值得注意的 lHJ 是

那些以私人查本为主
,

而夹杂着官府关系
,

即所谓
“

官督商办
”

的煤矿
。

这些煤矿大多

出现在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初期的几年中
。

这个时期
,

就中国社 会 握 济 变 化 而

言
,

正是中国查本主义发展具有关键性的时刻
。

上海市爆上出现了公开集股的活动
。

几乎所有
“

官督商办
”
的企业都利用了招商集股的办法

,

招徕私人查本
,

而近代煤矿在

这方面的活动最晃突出
。

我俩在叙述开平
、

池州
、

利国释等矿的集查过程时曹拘略地

提到这种情况
。

如果注意到八十年代初期上海市爆上煤矿股票的公开价格时
,

它无疑

会抬我护,指出这一时期民周私人查本的动向
。

上海市锡煤矿股票价格表 单位
:

两

·

… …二
}

·

一
市 爆 价 格

1 8 8 2年 2 月 1 3 8 e年 犯 月
一尸O一OnJ八口口时勺八月一O乃2

八曰
29一nl合1上

,l一曰月932一n甘八UlótI八Uō勺八川一n村nUZ
n们Zn
目

n八U00
口n八U钊八nùnénUC̀nU曰

1
司
1,上i盖,工开 平

池 州

荆 尸弓

徐 州 〔利 国〕

置 池

金 州

查料来源
:

《申报》
, 1 8 8 2 年 2 月 2 日 ; 18 83 年 2 月 2 7 日 ; 1 8 54 年 4 月 2 日

。

1 8 82 年上海市爆煤矿股票的价格变化表明了私人查本对矿山的投查具有很大的热



中国近代煤矿企业中的官商关系与查本主义的发生简题 13 7

情
。

那些被认为有发展前途的矿山如开平
、

利国等矿
,

其股票的市爆价格都在票面价

格之上
,

有的甚至溢出 8 0拓以上 ; 当盛宣怀蔓购开平股票二百五
、

六十股时
,

其价格

每股竟涨至二百四五十两
; 0 金州煤矿在筹备期中

,

股票价格虽略低于票面额
,

但有材

料规
,

两年中通过股票市爆所招得的查本韵在二十万两左右
。

口 这些数字都表 明 了查

本的拥有者对新式煤矿的兴致不滋
。

所以
,

当时有人就上海股票市踢的冲动情形作了

估静
,

认为新式企业通过股票买卖集掖了韵近三百万两的查本。 ,

而根据 《申报 》 的报

导
,

当时
“
买卖股份之旺

,

几乎举国若狂
” 。

@ 可兑
,

流注到新式企业中去的查本是从

全国汇集起来的
。

不言而喻
,

新式煤矿吸收了其中很大的一部分
。

那末
,

八十年代通过股票买卖而集中起来的煤矿查本究竟来 自哪些方面呢 ?

在这方面
,

目前还非常缺乏确切 的靓载
。

迄今我们还只能就近代矿山的创办人和

能够查阴到的一些主要投查人的出身和社会关系作初步的推 mlJ
。

当然
,

从 $lJ 办人的个

人出身和他们的社会关系来探索查本来源的性质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

在一个卖官篙爵

的社会里
,

官街有时拜不能代表 lBJ 办人或主要投查人的具正出身和他介,的社会地位
。

但在韶载十分残缺的情况下
,

我们只好借用它作为追查简题的袋索
。

在这方面可以作

为示例的
,

如七
、

八十年代所有近代煤矿中都不曹晃到盐商投查的踪迹
,

唯独利国煤

矿例外
,

这就是由于利国煤矿主持人 胡碧徽的社会关系所致
。

此外
,

在近代煤矿的集

查过程中表明
,

大抵煤矿企业的创办人不仅有查本家代理人的身份
,

而且他侧 自己往

往就是企业的主要投查人之一
。

开平
、

荆阴
、

池州
、

食池
、

利国等主耍煤矿的情况可为

佐证
。

为了便于分析研究
,

我们特就近代煤矿出现的先后及其创办人和主要投查人的

出身和社会关系列表如下
。

至于官办煤矿刻注明其官款的来源
。

官督商办煤矿主要创办人的出身及其社会关系 ( 1 8 7 7一 18 9 9 )

开办年 } 矿 别 }握营性贡 主 要 创 办 人
、

投 查 人 及 其 社 会 关 系

办办办官官官1 8 7 5

1 8 75

1 8 7 6

1 8 7 7

道隶磁州煤矿

湖北 )一济兴国煤矿

台薰毖隆煤矿

安徽池州煤矿 官督商办

1 8 7 8 面隶开平煤犷 官督商办

1 8 7 9 湖北荆尸月煤矿

1 8 8 0 山东峰县煤矿 官督商办

江南制造局
、

天津机器局各垫跟十万两
,

另拟招股十万两
。

道隶练炯制接二十 万帛
,

另拟招股十万两
。

创办短费由固浙总督从酮项中攒支 ; 常年短费由台蒸道批攫
。

榻德 (汉 口宝顺洋行买办O )
、

孙振锉 (徽宁池太广道 ) 创办匀 ;

投查人中有徐渭 (宝顺洋行买办)
,

唐廷枢 纤台和洋厅买办 )⑤
。

李暗章 (直隶总督 )
、

磨廷福创办
,

主要投查人中有徐溜
、

郑观应

(太古洋行买办 )妙 ; 创办过程中曾借官款; 18 9 2 年提翼 (醇亲

王阴役出身
、

江苏候补道 )⑥主持后
,

曾几次向外查借款
。

官办之广济兴国煤矿停办后移至荆阴
,

由盛宣怀 (官僚 )
、

李金蹄

(商人 )因主持
,

公开集股
,

18 8 2年由商人沈善登继办⑧
。

戴华藻 (候补知县 )
、

王筱云 (道合)
、

黄佩兰 (道台)
、

朱朵 (知

府 ) 等招商集股因
,

与李唱章有联系
。

趣元善
:

上引书
,

卷 2
,

直 3氏

曾国荃
:

《曾忠襄公奏疏》
,

卷 24
,

直 汉一 2 5
。

《字林沪报 》
, 1 8 8 3 年 1 1 月 1 日 ; 《捷报 》 , 1 88 3 年 1 0 月 2 4 日

,

夏 4 6 2
。

《中报》
,

光籍九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 ( 1 8 84 年 1 月邓 日 )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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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年 别 {趣曹性质 主 要 创 办 人
、

投 脊 人 及 其 社 会 关 系

18 8 0

18 8 2

18 8 2

广西富川贺县煤矿

直隶临城煤矿

江苏徐州利国彝煤矿

官督商办

官督商办

官督商办

18 8 2 奉夭金少卜 !骆焉山煤矿 官督商办

办办办办办官官官官官

办办办商商商

18 8 3

8 18 7

18 9 1

18 91

18 9 6

18 9 6

18 9 6

18 9 7

18 9 7

18 9 7

安徽贵池煤旷

山东淄川煤犷

湖北大冶王三石煤矿

湖北江夏属鞍 !习煤犷

热河南票煤犷

湖南省青澳煤矿

吉林沙河子煤旷

湖北兴国炭山鹰煤矿

福建邵武煤犷

福建南太武山煤扩

官督商办

官商合办

18 98 江西萍乡煤犷 官督商办

办办商商

18 8 9

18 8 9

18 9 9

南京青龙山幕府山煤矿

广东北海煤扩

安徽贵池礼和公司煤旷

官商合办

置州补用道叶正邦创办因
,

招商集股
。

1 8 8 6丰停办
.

扭秉臣 (候选郎中 ) 创办田
,

与李媳章有关系
。

胡恩燮 (候选知府 )
、

胡碧徽 ( 两淮盐务官僚 ) 父子创办
,

与左宗

棠有关系
, 1 8 8 5年得左之关注曾借江宁藩司官款。 ; 苏北盐商

李松培曾授查
, 1 8 8 7羊裁由海军衙阴办理

,

未果 ; 1 89 8年由周

冕 (官僚 ) 等接办O
。

盛宣怀 (官僚 ) 创办
,

与李隐章有关系 , 郑观应曾参 预 招股 事

宜④
。

徐渊
、

唐廷褪
、

徐秉爵 (商人 ) 刽办。
,

与李隐章有关系
。

不爵

创办樱费由汉阳铁政局供粉
。

创办握费由汉阳铁政局供拾
。

创办趣费由关内外铁洛总局供拾
。

不群

董梦兰 (候选同知 ) 刽办⑥
。

刘人祥 (法商立兴洋行买办 )
,

余正裔 (候选郎中) 刽办。
,

盐商陈通夔创办。
。

徐杰淦
、

陶落宣 (知府 ) 创办
,

与严信厚 (商人 )
、

郑 观 应
、

鹿

元济
、

叶澄支 (商人 ) 有关系⑧
。

盛宜怀
、

郑观应
、

眼簧窿拯办
,

汉阳铁厂
、

招商局及铁路总局 出

查。
,

井向德商礼和洋斤借款 4 00 万焉克⑦
,

道员胡云台刽办O
。

不群

知县吴仲候创办O
。

固由⑧O

O。

O自。O

戮料来源
:

O 《海关十年报告》
, 1 8沁 一 1 8 9 1 ,

蒸湖
,

O 《沈文肃公政书 》
,

卷 7
,

直 邪
。

0 《字林沪报》
,

1 88 3 年 1 月 10 日
。

@ 《中外日报》
, 1 89 8 年 10 月 10 日

。

国 锡鲁
:

《开艇矿历史及收归国有简蔺》
,

困 《清史稿》
,

列博 2 3 8
,

直 1 4 3 63

(( 申报 》
, 1 8 7。 年 6 月 3 0 日

。

⑥ ((申报》
, 18 8 2 年 1 2 月 15 日

。

囚 《申报》
, 18 8 3 年 3 月 12 日

。

@ 刘坤一
:

《刘忠融公遣集》
,

卷 16
,

夏

《益背录》
,

光精 匕年六月初七 日
。

田 丁文江
: 《外脊犷业史料 》

,

夏 氏

O 《申报》
,

光豁十一年三月十三 日
。

O 胡碧激
:

《灌雯撮祀》
,

夏 11
。

夏 2 6 8
。

直 15
。

4 6 ;

《中报 》
, 1 8 8 2 年 1 0 月 2 2 日 , 1 1 月 1 9一 2 0 日

。

《海关十年报告》
, 1 8 8 2一 19 8 1 ,

燕湖
,

夏 26 9
。

《藏折汇存》
,

光褚二十二年五月十六 日
,

夏7
。

《现代支那入名鉴》 ,

夏3 8 5 ; 张之洞
:

《强文襄

公全集》
,

卷n 7
,

直 36
.

《福建犷务祀璐》
,

夏 17
。

《中外 日报》
, 1 8 3 8 年 1 0 月 1 0 日; 1 8 9 8年 5 月

19 日
。

《渝折汇存》
,

卷 19
,

真 4 .6

《强文襄公全集》
,

卷 5 0
,

直 6
。

((上梅时务 日报》
,

1 8 98 羊 5 月 5 日 ;

((关册》
,

1 8 9 8 年
,

夏 8 0
。

《中外 日报》
, 18 9 9 年 3 月 2 3 日

。

观察 上表
,

就我俩所已握查阴到的材料而言
,

官督商办近代煤矿企业的 hll 办人和

主要投查人的出身和社会关系是十分复杂的
。

在这里
,

既有代表 清 政 府 的 利 益
,

控

制新式企业的洋务派头 目李鸿章以及他的代理人 盛宣怀这样一类买办化官僚
; 也有一

些因为缺乏政治势力
,

为了刽办企业而投靠洋务派的地方官僚 如孙 振 锉
、

胡 恩 燮
、

胡碧徽等人
。

至于参身于新式煤矿的买办商人中也是分属于不同阶层的
。

这一集团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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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层分子如唐廷枢
、

徐 i背之流与李鸿章
、

盛宣怀等深相勾桔
,

形成了大官僚与大买

办的拮合
,

水乳交融地对煤矿企业进行控制 ; 而它的中下层分子如锡德其人
,

虽也是

从事于新式煤矿的粳营
,

但其遭遇却是受大买办和大官僚的压制和倾札
。

因此
,

买办

集团中的各色人物在握营新式企业中所产生的作用需耍作具体的分析
,

不能无区别地

等同看待
。

除 了上述官僚和买办之外
,

在新式煤矿的握营中也还有一些旧式商人如李

培松
、

李金墉等参预其简
。

因此
,

对这些不同类型的人物在从事煤矿握营上所发生的

社会作用应蔽拮合他俩的社会袒历加以考察
。

由于史料的贫乏
,

目前很难充分搜集到

这一时期近代煤矿中有关各方面人物的历史韶载
,

因此我们只能就少数具有代表性的

人物的历史情况进行解剖
,

以靓明官商桔合的社会基础
,

同时也从民族查本在煤矿企

业中的处境来反映官商关系的另一个方面
,

即它们之周所存在的严重矛盾
。

我佣在上面一再提到的官商桔合指的是以北洋为代表的大官僚和以唐廷框
、

徐 i背

等为代表的大买办互相携手
,

共同控制新式企业这一事实而言的
。

然而北洋和这些买

办的拮合是通过他的代理人盛宣怀达成的
。

因此
,

分析这种桔合时有必耍从盛
、

唐
、

徐等人的社会握历去考察他们拮合的客观依据
。

在洋务派官僚中
,

盛宣怀是十九世耙后半期在实业界最露头角的人物
。

他出生于

官僚世家
,

六十年代末
,

混迹于上海
“

公益善举
”

的活动中
,

莲与大买办唐廷枢
、

徐消

相拮栽
。

1 8 7 0 年盛担由锡宗滚的推荐投入李鸿章的幕下
,

迅速地获得了李的信任
,

以

行营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开始了他的宦海生涯
,

井且积极地为李 鸿章 物 色 洋 务
“

人

才
” ; 1 8 7 3 年他由李札委为翰船招商局会办之一

。

当李鸿章热中于开办新式煤矿时
,

盛宣怀便在湖北粳营兴国煤矿
,

事虽未成
,

但

并未因之失能于李鸿章
。

1 8 7 9 年盛宣怀向李鸿章建栽
,

按照翰船招商局的办法
,

利用

私人查本
,

办理津沪电报
,

而在 1 8 8 1 年袒李奏委为电报局总办
。

这时候
,

清政府中央

官吏中曹有人借招商局的腐败
,

严厉攻击盛宣怀
,

李鸿章别极力为其声耕
,

既称其
“

熟习

洋情
” ,

又誉之为
“

有用之才
” ,

足兑李盛之简的特殊关系
。

18 8 2 年到 1 8 8 3年
,

盛宣怀驻

在上海
,

一方面为金州煤矿招徕查本
,

另方面又套购开平煤矿的股票
。

旋又 因李鸿章

的奏蒲
,

稠署夭津海关道
,

从此成为李的挫办洋务的总代理人
。

1 8 8 3 年
,

盛又 因私挪

金州煤矿查本的劣迹
,

再度受到弹幼
,

但由于左宗棠和曹国荃的包庇
,

未曹受到重大

处分
。

及至 1 8 8 7 年李鸿章企图染指利国释煤矿时
,

盛宣怀又复为之划媒敲策
。

进入九十年代
,

李鸿章因甲午之战
,

声名狠藉
,

淮系气焰因之消沉 ; 盛宜怀随之又与

强之洞搭上了关系
,

从接办湖北汉阳铁厂开始
,

继而堕断铁路总公司握营萍乡煤矿
、

大

冶铁矿
,

把持招商局
、

电报局和 中国通商跟行
,

多次举借外债
,

成为清末最具势力的买办

化官僚 0
。

盛宣怀的所作所为清楚地反映 了这一时期洋务派官僚操纵 近 代企业的野心
。

O 关于盛宣怀的粳历主要很据《愚斋存稿》
,

附录《盛宣怀行述》
,

井参考涂消
:

《自叙年谱》
,

趣元善
:

《居易

初集》
,

胡碧徽
: 《灌雯撮祀》各书之有关耙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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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敲着重指出的是
,

盛宣怀参预近代企业的重要影响还在于撮合官僚和买办这两

种社会势力上所起的关键作用
。

作为准系头目李鸿章的代理人
,

他与沪
、

津两地的大

买办极力拉撒
,

密切往还
。

唐廷枢
、

徐消等正是因盛宣怀的荐引
,

得有机会与北洋相

桔托
。

他俩共同利用了官督商办的粗藏形式
,

把买办查本和官僚查本揉合在这种粗薇

之中
,

开平煤矿的发生和发展可靓是这种桔合的典型
。

至于买办集团中的上层人物如唐廷枢
、

徐 i背等
,

他俩从投查翰船招商局和开平煤

矿开始
,

继而超营食池煤矿
、

天华跟矿
,

而后又分别握营三山跟矿
、

平泉铜矿
、

金州

煤矿以及其他新式企业
,

成为中国查本主义近代企业产生时期的活跃人物
,

而与洋务

派头子李鸿章建立了特殊的关系
。

因此
,

追查他们的社会握历
,

也有助于我刊了解近

代煤矿查本的社会构成
。

唐廷框出身于广东香山县的一个穷苦家庭
。

他的父亲据靓是在香港一个傅教士家

任劳役的苦力 e
。

他 自己在童年时代曹就学于香港的莫里逊书院 (M or ir s
on cS h oo l)

,

嗣

后又在一个教会学堂
“

深造
”
O

。

大拘在 18 4 8 年以后
,

他开始投身于香港殖民地社会
,

受雇于一家拍卖行
,

充当助手 O
。

从 1 8 5 1 年以后的六年中
,

他先后在 香 港 巡 理 厅 和

香港大审判院充任翻萍
。

1 8 6 8 年以后
,

他又任职于上海海关
,

三年中担任了副大写 (副

帮办 )
、

正大写及总翻萍的职务
。

18 6 1 年 lHJ 受雇于上海怡和 洋 行 lC ar id ne
,

M at h es o n

& C .o )
,

为敲行在长江各 口的代理人
,

@两年以后又升为敲洋行的 总 买 办
。

⑥ 1 8 6 8 年
,

唐在怡和任总买办的同时
,

被推选为上海茶叶公所和林业公所的董事
,

拜且在广东旅

护同乡中隐然居于镇导地位因
。

七十年代初
,

他又是协和 (U in o n S t ea m N va iga t i o n

C o
.

)
、

北清 ( N o r t h
一
C h in a S t e a m e r C o

.

) 和华海 ( C h i n a C o a s t S t e a m N a v i g a t i o n

C .o ) 三翰船公司的主耍董事⑧
。

从唐廷枢周旋于华洋商人之尚的情况来看
,

到六十年

代末
,

他显然已握是上海买办阶极中屈指可数的头面人物了
。

1 8 73 年
,

握由盛宣怀的推荐
,

唐廷枢为李鸿章所罗致
,

担任了翰船招商局的总办
,

大钓出于捐货
,

他又有福建候补道的头街。 ,

也就从这一年开始
,

他把怡和总买办 的

职务棘交抬他的长兄唐茂枝担任
,

他 自己则由翰船招商局而开平煤矿
,

前后二十年中

成为李鸿章身边片刻不离的洋务
“

人才
” 。

至于他的长兄唐茂枝亦即继任的怡和总买办
,

据一家外国报抵透露
,

却从此成为唐廷框在上海稠动查本的代理人
, “
开平煤矿之所以

能筹集亘额查本
,

主耍是通过唐茂枝的亘大势力和努力奔走
” ,

而这种情况 lHJ 一 直 到

O 寿尔 ( H
.

N
.

S h o er ) : 《田觅号航行耙》 ( T h e
lF ig ht of th e L a p w i g )

,

偷敦
,

18 81 年版
,

翰见《徉务运

动》 (入 )
,

夏 4 2 3
。

自 《上海远东月报》
, 1 8 7 8年 6 月号

,

妈见徐渭
:

上引书
,

直6 8
。

O 《捷报》
, 1 8 9 2年 1 0月 14 日

,

真 7 15
。

基里斯 ( H e br e r t A
.

G il e s ) : 《中国名人傅》 ( A C h i n e s e B i o g r a 一

户 i e a l D i e t io n a r y )
,

上海 1 8 9 8年版
,

夏 71 5夏
。

@ 刘广京 ( L i
u K w a n g

·

C h in g )
:

《英美在华蝙运势力的竞争》 ( A n g l o
一

A m e r i e a n S t e a
m

s h i p R i v a l r y i n

C h i n a , 1 8 6 2一 2 8 74 )
, i , 6 1年哈佛版

,

夏 14 3
。

⑥困①凶沁 均兑涂消
:

上引书
,

夏4]
、

17
、

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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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哭 年唐廷枢死去为止O
。

另一个为李鸿章所赞赏称其为
“

殷实明干
”

的郎中徐 i闺也是广东香山县人
,

是从幼

便秦书入贾
,

学艺于上海宝顺洋行 ( D en t & C .o ) 的一个买办商人
。

1 8 6 1 年
,

宝顺洋行为了酬答徐 i阴为敲行兜倩生意上的
“

勤劳
” ,

把他提升到洋行副

买办的职位
。

任宝顺洋行买办后的第二年
,

徐 i闺便向清政府钠货捐官
, “
由监生报捐光碌 寺署

正
” 。

其后又在 1 8 6 3 年
、

1 8 6 4 年
、

1 8 7 2 年更番捐买官街
,

由光碌寺而具外郎而 郎 中
。

同时
,

他又搭伙接庄
,

井 自行粳营拣
、

茶
、

鸦片生意
。

1 8 67 年他脱离洋 行
,

自立 宝

源祥茶楼
,

遍敲分号于各主要茶区
,

井且在上海
、

琪 江等 地 握 营 房 地产 的 投 机 生

意
。

凭着握营林茶出 口和鸦片进 口生意所积累起来的查财
,

他和唐廷枢一样被选为上

海茶叶公所
、

林业公所和洋药局的董事
,

而且在前后十年中翘管广东旅沪同乡粗藏
、

广肇公所及 山庄的眼目
。

通过商业和所韶公益善举的活动
,

他交拮了沪上豪商胡光墉
、

李金墉等
,

而且
“
因友及友

” ,

桔藏了淮系官僚盛宣怀
、

刘邻傅
、

翼照暖等人
,

招摇于

官商之同
。

1 8 7 3 年也握盛宣怀的荐引
,

投奔李鸿章得任翰船招商局会办之职
。

在唐廷

枢北上艇营开平煤矿后
,

徐 i闺就长期成为翰船招商局的实际主持者
。

1 8 8 3 年
,

脱离招

商局后
,

他又屡受李鸿章的札委
,

代其握营开平煤矿
、

热河承平跟矿
、

建平金矿等等
,

奉承李鸿章意旨
,

控制新式矿山 0
。

从唐廷枢
、

徐 i背等的个人担历来观察
,

不难理解
,

他们所以为李鸿章所倚重
,

正

是由于他们所具备的主观条件
,

符合了洋务派官僚集团的需耍
。

在一个半殖民地的社

会里
,

推要兴办近代企业
,

推就要
“
雇洋人

、

购洋器
、

用洋法
” ,

O 筒言之
,

稚就必填与外

国势力相接触
。

在这方面唐廷枢既有教会学堂的熏陶
,

又握殖民地政府
、

海关和外国企

业在各方面的 aII 练 ; 而徐 i背则是一个长期与洋商厮磨中长大的商人
,

他侧对青本主义社

会的刹削方式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

对西方
“

文明
”

的晃背和实跷以及同外国势力的交接

上也都别有一套本颁
,

这些都不是那些空敲洋务的官塌人物所可此拟
。

就观直隶的开

平和台潜的基隆两大新式煤矿在不同的主持人下表现了颇不相同的生产情况可以作为

一个例证
。

而且
,

事情还不仅止此
,

更加重要的还在于唐
、

徐等人既是买办阶极的上

层分子
,

又与中国的林
、

茶商人有极其广泛的往来关系
,

这就使得他们在稠动社会查

金上不但能够对
“

跪寄洋行
”

的
“

殷富
”

发生号召作用
,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引起中国

一般商人对新式企业寄予热望
,

提供资本
。

这当然更不是洋务派官僚所能企望于万一

了
。

所以
,

李鸿章在与唐
、

徐等人几番接触以后
,

便交 口称赞唐廷枢
“

熟 精 洋 学
” ,

e 《捷报》
, 1 8 9 7 年 9 月 3 日

,

夏 4 6 0
。

O 关于徐渭的粳历主要根据池所著的 《自叙年槽》有关部分
。

0 《李集》
,

朋僚函稿
,

《同治十三年复沈幼丹节帅》
,

卷 14
,

夏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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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开采机宜
、

商情市价
、

祥稽博考
” , O井赏藏徐 i阴

“

熟习生意
,

殷实明干
” 。

O 靛穿了
,

无非是李鸿章要利用唐
、

徐等人在买办生涯中所积累起来的知藏
、

握输以及与各方面

的关系
。

因之
,

李鸿章罗致了唐
、

徐
,

也就部分地解决 了他在多年来所考虑的如何在

洋务事业中交拮外国势力的周题
。

1 8 7 3 年李鸿章曹握坦率地表示
: “

中土人才多空改学

周
,

仕宦于此道 〔指握营洋务〕 漫不握心
,

故洋务都无长进
,

深心远藏者宜别有所祈

向也
” 。

。 然而
,

以李鸿章的地位和当时的社会条件
,

他当然不能与外国势力在握营企

业上道接相交接
,

而必填有鞘于精通此道的
“
洋务人才

”

为他作媒介
,

唐
、

徐等人正好

起了填空补缺的作用
。

他俩既能执行北洋
“

别所祈向
”

的意图
,

又有稠动社会查金的力

量
,

这使他们在李鸿章的心 目中
,

顿时声价十倍
,

成为洋务派所不能不利用的对象
。

至于唐廷框徐消之投奔洋务派官僚 当然也不是没有 目的的
,

他侧自然是出于本阶

极的要求
。

时至七十年代
,

查本主义新式企业的优厚利 i背锈使买办集团中的一部分商

人不能甘心附丽于外国企业
,

满足于分取侵略者点滴余通
,

他俩耍自己兴办新式企业
,

要分
“

洋商独擅之利
” 。

@ 然而
,

在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
,

新式企业的兴办如果不与封

建政权相勾拮也是不能有所作为的
。

拭以开平煤矿为例
,

如果没有取得李鸿章的奥援
,

它甚至未必能够在七十年代后期兴办起来
; 即使勉强兴办了

,

也难以抵擂住社会上守

旧势力从各方面的阻揍
,

特别如 1 8 82年顽固派所玩弄的阴谋
。

这一年
、

礼部右侍郎祁

世长居然借口在遵化皇陵重地的附近开采煤铁
,

必然
“

泄坤舆磅礴之气
” ,

而其具正 目

的则在于封朋兴建中的开平煤矿
。

⑥ 在一个封建迷信居扰治地位的社会里
,

顽 固派 的

这一奖击确是非同小可
,

几使初生的开平陷于停顿
。

然而
,

事握北洋李鸿章的棘圆
,

既

派专人稠查
,

又糟专图靛明陵寝位置
、

山川 形势
,

作出 了煤矿的开采无碍于
“

龙脉来

源
,

明堂去水
”

的桔湍
,

使这个投脊已近百万的煤矿得以伟存
。

其后
,

这个煤矿还因

李鸿章的庇护
,

敢于秘密地修建铁路
,

运翰煤斤
; 到 1 8 8 6 年又能假借海军衙 P弓的 名

义
,

延长路换
,

使矿山的生产和运翰不因之发生重大的脱节
。

所有这些
,

在洋务派官

潦是力所能及而且也是袒而易举的
,

可是
,

在买办商人那里
,

那就根本是望尘莫及
、

不敢想像的事了
。

所以
,

以唐廷枢
、

徐 i背为代表的买办阶极的上层分子深刻了解到如

果不能获得大官僚的支持
,

他们在新式企业的兴办上是无能为力的
。

由此可晃
,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大官僚大买办正是利用 了
“

官督商办
”

的粗藏形式作为互相勾桔的合法依据
。

他俩的桔合基础显然是
:

官企图用封建的庇护

换取对企业的控制
,

借此以培植政治势力
,

同时积累官僚私人的查本
; “

商
”

(这里专

指大买办 ) 别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取官的庇护
,

亦即换取不是本身力量所能获得的利益
,

O 《李集》
,

奏稿
,

卷 40
,

夏 43
。

g 《李集》
,

朋潦函稿
,

《月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

复刘仲良方伯》
,

雀 13
,

夏汉
。

国 《李集》
,

朋僚函搞
, 《同治 十二`弃

一

十二月二十一日
,

致曾劫刚通候》
,

巷 13
,

直 3 .0

@ 徐 i阴
:

上引书
,

直86
。

⑥ 祁世长
: 《奏为煤铁矿厂开采赛多恐滋洗弊蒲筋停止以养越俐而清弊源折》

,

搏觅《开平案据汇编》
,

夏 67
。



中国近代煤矿企业中的官商关系与青本主义的发生尚题

从而积累买办的个人查本
。

因之
,

他们的拮合
,

在实质上是表明官僚买办集团对近代

企业的董断和分肥
。

这种生产关系在开平煤矿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表现
。

自然
,

在开平煤矿这一企业中也还有一部分查本是来自一般商人的投查
。

对于这

些具正的商股而言
,

他们与官的关系就不能完全以拮合视之
。

他侧在企业中处于无权和

受压抑的地位
。

他们虽然为竟图利 i背而投查开平
,

然而他们所得到的盆处却是非常有限
卜

的
。

为招徕查本而公布的开平招商章程虽然曾握强稠保证私人投查的安全和投查者应

得的权利
,

然而在企业的实际活动中
,

章程所规定的一切几乎完全没有实现
。

尽管章程

载明
: “

司事
”

从股东中选充
,

大股东有委派代表驻厂的权利
。

事实上开平的握营大权操

于唐廷枢和几 个由北洋指派的会办的手中
。

人所周知
,

历来这个煤矿的重要主持人如

丁寿昌
、

黎召棠
、

吴娥昌等的进退是完全听命于李鸿章的
。

而他佣在局的时候引朋呼

类
,

植党营私则又是司空兑惯的事
。

章程虽然声称企业的幌 目随时可以查阴
,

可是开

平从来也未曾公布过它的财务状况
,

而掌握财务会补跟接出入权柄的却正是唐廷枢的

从侄
。

0 1 8 8 3年上海
“

字林沪报
”

出现了一则以
“

上海众商
”

为名义的公启
,

质韵开平为

什 么不按照章程所规定的办法行事
,

即在见煤一年以后
,

即行分配股息
。

他们要开平

的主持人
“

体开 lBJ 之深心
,

副商民之厚望
” ,

酌派股息
“

以垂信于天下
” 。

。

凡此种种都表

明 了在以官僚
、

买办拮合为主的开平煤矿里
,

具正的商股和他们之简是矛盾重重的
。

至于对那些民族查本主义近代煤矿而言
,

它洲与官的关系
,

主耍的是矛盾而不是

桔合 lHJ 是十分清楚的
。

例如
,

八十年代初在安徽池州煤矿增查过程中所遇到的倾乾
,

以及其后在同一县境以内贵池
、

池州两座煤矿的对峙是表现官商矛 盾 的 一 种 方 式 ;

1 8 8 2年由李鸿章札委盛宣怀主持的金州潞焉山煤矿在招得私人查本二十万两以后
,

股

东
“

望眼欲穿
” ,

而矿务却迟迟不晃进展
。

。 可是一年以后便有盛宣怀擅将矿商查本十

四万六千两挪办圃粤 电报的消息
,

金州煤矿随之报停
。

官视商股如私产
,

随意处置
,

这又是官商矛盾的另一方式的表现
。

此外
,

由胡恩燮父子邀集苏揭商人投查兴办的利

国群煤矿原称
“

不镇官本
,

概招商股
” , “

查本盈亏商 自任 之
” 。

@ 然 而
,

当 其 筹 办 之

初
,

处境顺利的时候
,

江苏
“

方伯
”
(藩台 )

“

嘱留官中股五十万以待
。 ”

@ 不言而喻其 目

的在利用官本
,

坐享官利
,

进而控制企业
。

此项企图后来虽因中法战争的爆发未曹实

现
,

但它所反映的官商矛盾则是昭然若揭的
。

九十年代
、

衰落不堪的台潜基隆煤矿在

准备归由官商合办的磋商过程中所反映的种种情况更是具体表明了官商矛盾的严重和

商人对官控制的畏俱
。

把所有这些事例集中起来考察
,

它们清楚地魏明了这一时期新

式煤矿企业中官商矛盾的普遍存在
。

O 强佩榆
:

《淌于 日言即
,

己卯下
,

光褚五年九月十八 日
。

口 《字林护报 》
,

光储九年十月初七 日 (至8 83 年 11 月 6 日 )
。

⑤ 《中报》
,

光储九年六 月初儿日 ( 18 83 年 7 月 12 日 )
。

⑧ 《巾报 》
,

光锗入年十二月初五 日 ( 1 88 3年 1 月 13 日 )
。

蓉 胡碧戳
: _

上弓{书
,

直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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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短的桔希

粽合以上所述
,

我俩从中国近代煤矿工业产生的全部历程中可以了解到
:

外国查

本主义的刺激和洋务派官僚集团的需要
,

使近代煤矿工业在七十年代后期出现于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 ; 然而
,

使中国近代煤矿工业长期处于困难竭撅境地的恰恰正

是这两种反动势力更番压迫的桔果
。

不蒜从什么角度来考察
,

洋务派集团都不是推动

中国近代企业的积极力量
; 而外国查本主义侵入中国的目的

“

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

变成查本主义的中国
” 。

O 当本国的封建主义和外国的资本主义在十九世耙的中国社会

处于矛盾的主要地位时
,

中国近代煤矿工业在兴办过程中虽然在八十年代初期也出现

了一个小小的高潮
,

但是
,

它决不能形成为亘大的力量
,

而只能像浮光掠影
,

棘瞬简

归于消逝
。

共次
,

在查本主义近代煤矿发生的过程
,

商人
、

地主
、

买办
、

官僚各从不同的地

位向查产阶极搏化
。

近代煤矿工业的发生粳过表明了中国查产阶极在共形成的过程中

分化为
“

带买办性的大查产阶叙和民族查产阶极的区别
” 。

O 在上面
,

我俩曹着重地分

析了所韶
“

官商桔合
”

的情况
,

指的是洋务派大官僚和买办阶极的上层分子相拮合形成

为早期的官僚资产阶极而言的
。

为了袒营近代企业
,

这个阶极与外国查本主义的关系

是
:

既有依辍的一面
,

又有矛盾的一面
。

由于他们在兴办企业中主耍依帽外国势力从

技术
、

查金以及其他方面的支持
,

因之
,

这个阶极对外国侵略势力的投靠远超过它们

之固的矛盾
。

就其基本的方面而言
,

这个阶极是外国侵略势力的代理人
,

是阻碍中国

民族查本主义发展的反动阶极
。

查产阶极中的另一类型
,

亦即由数量上远较大买办大官僚为多 的中下层查本家所

粗成的民族查产阶极
,

在中国近代煤矿工业的发展中代表了自由查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

他俐在兴办煤矿企业的过程中和大查产阶极的关系表现为
:

微弱的联系和深刻的矛盾
。

在民族查本近代煤矿的发展过程
,

他们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迫和束搏
,

甚至面临吞

井的危机
。

他们有反对洋务派集团控制和外国侵略势力压迫的要求
。

但是
,

从近代煤

矿的发生过程 中同时可以看到
,

民族查产阶极一方面缺乏强大的握济基础
,

另方面又

未能断艳与封建主义在袒济上的联系
。

这种情况决定了这个阶极在其产生的时候就是

一个带有两董性的阶极
。

毛主席在分析民族查产阶极的性格时指出
: “

难道民族查产阶

极的献弱性是后来才得的新毛病
,

而不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嘴 ? ”

接着他

靓
: “

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粳济的主要特点之一
,

就是民族查产阶极的献弱性
。 ”
国 中国近

代煤矿工业发生过程的历史实际为这一卓越而深邃的揣断作了完全的证明
。

O 《毛泽东选集》
,

第二巷
,

人民出版社 1 9 52 年版
,

直 5 9 3
。

O 《毛泽东选集》
,

第二卷
,

夏 6 0氏

Q 《毛耀东选集》
,

第一巷
,

人民出版社 1 9 5 1 年第一版
,

只 14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