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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与开平煤矿事略
’

阎 永 增

摘 要 开平煤矿是洋务运 动的产物
,

是这 一时期众多煤矿企业 中办得最有成效的一个
。

唐廷

枢对开平煤矿 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

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西法开矿
、

近代运输乃 至近

代经营方式的运用和开拓
,

这些成功经验对今天的企业和企业家的经营活动仍有借鉴和启迪意义
。

关键词 唐廷枢 开平煤矿 西法开矿 近代运输 官督商办 股份制

一
、

西法开矿

中国采煤业十分落后
。

在开平煤田 上
,

自明代至

清后期
,

土法采煤
,

世代相袭
。

辘护提升
,

牛皮袋或柳

条斗廓水
,

人挑肩扛
,

手镐刨凿等手工操作遍布各

井
。 “

查土人所开煤井
,

均系民业
,

或祖传
,

或 自租
” 。

由于开采不得法
,

遇着大水
,

无法吸净
,

只好开浮面

之煤
。 “

或有采至 中途忽遇煤层侧闪
,

无从跟寻
,

因而

弃之
。

或有撑持不坚
,

致土倾陷
。

或因路不通风
,

点灯

不着
。

或因工人不慎于火
,

以致失虞
” 。

这种土法开

采
.

每名工人每 日至多采煤四五 百斤
, ’ `

每百 斤山价

银
一

钱五六分
,

煤屑每百斤银一钱左右
,

无怪土人之

开煤者缺本多而获利少矣
” 。

①既然土法开采
“

不得其

法
” ,

成本高
,

获利少
,

那么
,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 ? 唐

廷枢把 目光投向了近代西方
。 “

查西人采煤之法
,

先

看地势而 寻煤层低穴
” ,

然后用钢钻人地探其虚实
。

开大井两处
,

深至煤层之底为止
。

两井相连通气
,

井

下
. `

路路相通
,

惮生 气养人
,

兼可点灯
” 。 “

低穴井底旁

边 另 开 一小井路
,

旁挖一小沟
,

使各路之水聚于 小

井
,

其闸水机器由大井 口而人
,

小井有水 即提
” 。

将所

采之煤
’ `

用手车或用肩挑运至大井底
,

仍用机器提

出
” 。

这样采煤
, . `

每 日每人可采四吨半
,

每井每 日出

煤三百吨至六百吨
,

无怪英国 山价每吨售银一两
,

已

有大利矣
” 。

②可见
,

西法采煤在提升
、

通风
、

排水等方

而采用了机器生产
,

是成本低获利大的关键因素
。

通

过 比较
、

唐廷枢认为
“

仿其法
,

购其机
,

用其人
”

势在

必行
。

③于是
,

唐廷枢采用西方的建矿模式和技术
·

按

一 定的开发程序和开拓方式
,

创建了开平煤矿 经过

调研和论证
,

得知开平煤 区煤苗甚旺
.

成色亦高
。

以

开平为中心
,

煤层向西南
、

正南
、

东北方向绵延伸展
,

“

三面均望低处而走
,

则高处均有煤块可知
” 。

因土法

采煤无一井能开煤至底
, “

则其底煤多更可想见
” 。

关

于储藏量
, “

据西人马立师察称
,

已开采之 一格
,

尚有

煤六 百吨
,

则将来探有别格
,

其数更巨矣
” 。 、 J

关于煤

质
, . `

今开平之煤铁身骨 虽不能与英国最高之煤铁相

比
,

但其成色既属相仿
”

。

因此
,

唐廷枢的结论是
` ’

采

办应有把握
” 。 ⑤其次

,

在矿井施工土
,

采用 西方 的建

井技术和开采设备
。

主要是确定井位井深
;

人工打

眼
,

炸药爆破
;
开凿两个井筒

,

井型圆形
,

井壁 石彻
;

井筒到预定之底后
,

开 巷相连通风
,

再开平巷
,

横路

上再开叉路
,

随之掘煤桐采煤
。

这种作法就是后来人

体上一直沿用的竖井阶段石门开拓方式
; J; ’

使用 以蒸

汽为动力的提升机
、

通风机和 排水机
。

值得
一

提的

是
,

1 8 8 4 年矿井下还铺设 了铁路
,

用于 马拉运煤尸

开平煤矿建成后
,

得到了社会的首肯
。

《关册 》记载
:

“

此矿规模很大
,

使用的是英国制的最好的机器
。 ’

洲

《捷报 》称
: `’

唐山 的煤井在设计
、

建筑和材料方面可

与英国以 及其它地方的最好的 煤坑媲美
。 ’ ,洲 《 益闻

录 》更形象地描绘了矿井上下 的壮观场而
: ”

井 上设

有火轮机器
,

烟筒用砖垒成
,

高 /又九丈
。

大小锅 十余

11
,

均由此
一

筒出烟
,

昼夜不停
。

行人来往
·

煤斤出人

收稿日期
: 19 9 8一 1 1一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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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甚便
。

井底有极大吸水机器两个
,

又有人风之机

器风筒
。

… … 至出煤之槽洞
,

上有木板托好
,

下有木

柱顶妥
,

坚固之极
。

… …井内有马车六七辆
,

骡马七

八十匹
.

或运土 石
,

或运煤炭
,

昼 夜换班
,

无时或息
。

按此井深大而 坚牢
,

出煤之多
,

速而省工
,

诚中国第
一

佳矿也
” 。

四 开平煤矿
,

使我国的煤矿开采在凿井
、

开拓
、

掘进
、

采煤
、

通风等方 面形 成 了较完整 的工艺

系统
,

在提升
、

排水
、

通风关键环节上实现 了机器生

产
,

并在 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开采的深度和广度
,

增强

了安 全保障
,

减低了劳动强 度
,

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

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煤炭工业的发展
。

聘用外国科技人员是唐廷枢西法开矿的重要组

成部分
。 “

煤铁两宗开采工程浩大
,

月深藏地下
,

苟非

机器开采
,

势难得手 但用机器开采
,

必须用精于机

器之人
,

今延定 用
’

西国
’

矿师
、

煤师
” 。 毛以
早在 1 8 7 6 年

筹措建矿时
,

唐廷枢就曾聘请英国矿师马立 师为顾

问到开平
一

带勘察
,

后将带回的煤块铁石寄给英国

著名的化学师 巴施赖礼
、

戴尔等人化验
。

1 8 7 8 年 6

月
,

在乔屯一带钻探时
,

又聘请英籍矿师巴尔等作技

术指导
。

在开凿矿井
、

建矿过程中用高薪聘请了白内

特
、

莫尔卫斯
、

金达等外籍工程技术人员
。

到 1 8 78 年

底
,

矿局 即
`

雇用 了 9 个英国矿师与工头
” 。 `口

’

去年

( 18 8。 年 )十一月
,

又从英国聘来矿师四人
,

至今矿局

聘用的外 国人已共有八人或十人
” 。

叭 88 1 年
,

雇
. `

管

工西人十 一名
” 。 、

哟 88 4 年
, “

现在矿 中有四名外国监

工
,

不久将有六名应聘到局
” 。 气

叻 8 8 9 年
, “

外国矿师

七人
” 。

11
这些记载

,

在
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开平

煤矿聘用外国技术人员的情况
。

矿局不惜重金聘用

外国人
,

并
”

为外国技师盖 了很好的房子
” , 吃帅给他们

提供舒适的工作环境和 生活环境
,

让他们充分发挥

技术水平
,

施展刁
`

华
。

这种人才的引进和使用
,

反 映

r 当时中国对外技术力量的依赖
,

但它对开平煤矿

的创建和发展具有必要性
。

二
、

开拓近代交通运输方式

交通运输是近代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命脉
。

唐廷

枢办矿伊始
,

就强调发 展交通运输
,

指出
’ `

开煤必须

筑铁路
” 。 吸少
这是针对西法采煤 与土法运输的矛盾而

提 出的最现实的主张
。

他从生产成本
、

利润和市场营

销角度指出了铁路对于开平煤矿的重要意义
。

他指

出
,

土法采煤
,

开平山价煤每吨二两 七钱
,

由开平用

牛车运至芦台
,

每吨二两二钱
,

由芦台用小船运 至天

津
,

每吨计五两六钱
。

若西法采煤
、

上法运输
, ’ `

每吨

亦需四两七钱
,

此等价值
,

只可在天津售与民用
。

若

运至上海
,

… … 合计每吨六两有多
,

断难出售
” 。

即使
“

抽税一钱
,

亦合到上海每吨五两五钱左右
,

恐亦难

以畅行
” 。 ’ `

如筑铁路
,

… … 只需成本钱四两
,

… … 尚

属有利五钱
” 。

让少上海 市场亦能打开
。

他还指出
: ’

自筑

铁路
,

方可大见利益
。 ” “

若有铁路运煤
,

便可 多 开

井 … … 若由开平至芦台每吨只取运脚
一

两
,

亦有三

四分利息
。

既有修理等经费
,

其铁及别样运费相抵
,

亦有盈无细
。

且煤成本又轻一两二钱
,

不但津地销售

愈 j
一 ,

即轮船回 申压载
,

亦觉合算无亏
” 。

L他的结论

是
`

欲使开平之煤大行
,

以夺洋煤之利
,

及体恤职 局

轮船多得 回头载脚十余两
,

苟非由铁路运煤
,

诚恐终

难振作也
” ,

翅
、

是故
“

煤铁铁路
一

齐开办
” 屯结

当然
,

唐廷

枢 的铁路计划因清政府的掣肘而被 迫搁浅
,

但却为

以后 重建铁路埋下 了伏笔
。

在铁路计划受阻的情况下
,

唐廷枢开拓 了水路

运输
。 “

开河 一道
,

取名
`

煤河
’ ,

由芦台向东北
,

直抵

丰润属之青各庄
,

再由该庄之东北筑快车路
一

条
,

直

抵煤厂
” 。

。 运煤河于 1 88 1 年挑挖完工
, . `

它是在中国

第
一

次用外国方法开凿的水道
,

安装着有阔十 四至

三 十叭的铁石 水闸和 坚固的桥梁
” 。 已尸

’

快车路
”

就是

中国 自建的第
一

条标准轨距的铁路一 唐骨铁路
,

1 88 1 年 11 月通车
。

总工程师金达认为
’ `

这条矿 山铁

路
一

定要成为他 日巨大的铁路系统中的一段
” , 必 未

来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必不可阻
。

事实正象金达 预

言的那样
。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
, ’ `

矿局 急

望此铁路能修至北塘河
,

则煤斤即可运载上船
” 。

;

这
一

计划 于 1 8 8 6 年开始启动
。

是年
.

矿局呈请李鸿章

批准
,

成立了以唐廷枢为经理的开平铁路公司
,

修筑

青各庄至阎庄 (芦台附近 ) 的 65 里铁路
, 叮 1 8 8 7 年通

车
。

不久
,

由海军衙门奏请清廷批准
,

修建阎庄到 大

沽的铁路
,

仍由开平铁路公司承建
;
接着续修津沽铁

路 1 8 8 8 年
,

津唐铁路全线贯通
。

开平铁路公司也改

组为中国铁路公司
。

开平矿务局拥有该公司的股份
,

取得 了运煤的优惠待遇
。

1 8 9 0 年
,

铁路向东延伸至古

冶
,

连通林西矿
。

至此
,

唐山
、

林西两矿的铁路运输全

被打通
。 “

开平矿所出之煤
,

更便运销各处矣
” 。

爪
下页

的表反 映了近代交通运输与开平煤矿生 产状况的关

系
。

从表 中可 以看 出
,

1 8 8 2 年 输 出量 占产量 的

2 1 3 %
,

这是由于运煤河和唐青铁路的开通
,

初步解

决了开平煤外运 的问题
。

1 8 8 3 年产量比 1 8 8 2 年翻 」
’

2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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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
,

但输出量只 占产量的 n
·

3 %
,

1 8 8 4 年输出量 从 1 8 8 9 年开始
,

矿局开始 自行购置轮船
, “ .

以为运煤

占产量 的 10
.

9 %
,

1 8 8 5 年产量虽在增长
,

但输出量 之用
” 。

啊捷报 》说
: “

开平煤大量运抵本埠
, `

北平
’

号

只 占产量的 9
.

3写
。

与生产量相对而言
,

输出量几乎 载来甚多
。 ’ ,

@ “

北平
”

号货轮出人天津
、

旅顺 口
、

威海

处在徘徊状态
。

事实上
,

1 8 8 3 年开平煤矿 日产量达 卫
、

烟台等地
,

把开平煤源源不断地运往各地
。

矿局

6。。 多吨
,

到年底
,

青各庄存煤达 2 5 0 0 吨
,

焦炭 2 0 0 。 在天津
、

上海
、

J一 州
、

香港等地设立码头
、

煤栈
,

以增

吨 18 8 4 年
,

只得将 日产量控制在 2 5 0 吨 以下
。

L运 加煤炭的外销量
。

其销售范围不仅包括国 内沿海各

煤河冬季冰封
,

虽 然市场需求量增大
,

但
. `

矿上却只 埠
,

还把市场拓展到香港和 国外 表中反映
,

1 8 8 6一

做半 日工 因 为矿局无法加强 运输
” 。

即 即使春秋两 1 8 9 2 年运销香港的煤计达 7 1 60 吨
,

1 8 8 4 一 1 8 9 2 年

季
, ` ’

潮汛不大
,

煤船常有停掉侯水之苦
” 。

嚼运输问题 运销国外计达 2 1 8 4 吨
。

产运销 良胜循环
.

企业盈利

仍然限制着煤炭生产的发 展
。

1 8 8 7 年和 1 8 8 9 年
,

输 日增
。

仅从表中所列出 日货值来看
,

随着生产量和输

出量猛增到 4 6 4 9 2 吨和 5 1 9 5 9 吨
,

1 8 9 1年竟达 7 0 8 8 5 出量的增多
,

其获利量值呈递增之势
。

必须指出
,

矿

吨
,

生产量分别增长到 2 2 4 7 0 5 吨和 2 4 7 8 6 7 吨
,

说明 局盈利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

但毋庸置疑
,

近代交

输 出量的增多推动了生产的发 展
,

这 显然与唐芦铁 通运输方式 的开拓
,

是开平 矿业蓬勃发 展的动 因所

路和津唐铁路的开通有必然联系
。

当然
,

我们也决不 在
。

能忽视矿局经营的海 运 与输出量增长的因果关系
。

开平煤矿的产量与输出量 ( 1 8 8 2一 1 8 9 2) 沙 单位
:

吨
,

值
:

海关两

年年 别别 产 量量 总 出 〔 1 量量 运往 国内内 运往香港量量 运往国外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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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督商办与股份制经营

官督商办 是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
,

洋务派创办

民用工矿交通业中广泛采用的企业组织形式
,

即
“

官

总其大纲
,

察其利病
,

而听商董等 自立条议
” 。

也就是
..

商为承办
” , “

官为维持
” ,

体现 了国家和企业 的 关

系
。

唐廷枢深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

企业的生存和

发 展离不开官督
,

而把 企业完全置于官督之下
,

必将

窒 息企业 的 生机
,

因此
,

他在坚持
“

商务应 由商任

之
” :

’

所 有盈亏全归商人 与官无涉
”

的同时
,

又坚持
..

事山商办
,

官仍督察
” ,

力求使企业在官的扶持下沿

着商办的路往前走
,

力图在官
一

与商的关系中
,

商成为

企业的经营者
、

决策人
,

即
` .

以官督之名
,

而行商办之

实
” 。

我们试以开平煤矿的股份制经营来说明这一问

题
。

在 《招商章程 》中
,

唐廷枢指出 了企业官督商办

的性质
,

但
“

查此局虽 系官督商办
,

究竟煤铁仍由商

人销售
,

似宜照买卖常规
,

稗易遵守
” , 琦 《开 办规条 》

重中
“

事无大小
,

悉照买 卖常规办理
,

所有官场习
z

几

一

概汰除
,

是本局所用之人
,

所办之事
,

均须仿照生

意规矩
” 。

L 《章程 》和 《 规条 》明确把官督商办的落脚

点放在商办上
。

买卖常规
,

反映 了资本主义经营的市

场规律
。

《章程 》还规定
, ’ `

招徕商股
,

众擎易举也
” ,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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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企业资金完全来源于商股投资
。

关于结帐分红
,

..

拟定每年结帐一 次
,

刊刻分送有股之人
” , “

即将每

年 所得利息
,

… … 按股均分
” ,

反映了资本主义股份

制管理和分配原则
。 `

所有各厂司事
,

必须于商股之

中选充
” ,

用 以在人事上保证商股的企业管理权
。 “

请

免添派委员
,

并除去文案书差名目
,

以节糜费
” ,

一方

而排除了机构臃肿
,

人浮于事
,

限制和减少 了封建主

义对企业的侵害
;
一方面节省了经费

,

有利于企业轻

装前进
。 “

其进出煤铁银钱数 目
,

每日有流水簿
,

每月

有小结
.

每年有总结
,

随时可 以查核
” ,

这是加强企业

财务管理的重要措施
, ` ’

所有酬应等项
,

一概不认
,

以

垂公本
” ,

表达 了企业保障商股利益的初衷和防止企

业财务被侵吞
。 ’

股大任重
,

准派司事也
:

查股分一万

两者
,

准派 一 人到局 司事
,

其能当何职
, 4 · ·

… 由总局

酌定
,

若其人不称职
,

或不守分
,

任由总理辞退
,

仍请

原人另派
,

以昭平允而 免误公
” ,

初步显示 了企业人

事制度上的资本主义 民主性质
。

在股份制经营方面
.

唐廷枢最初招股并不顺利
,

原拟招股 80 万两
,

结果只招了 20 万两
。

这对于既要

买地
、

建房
,

又要订购机器
、

解决运输问题的矿局来

说
,

显然不敷应用
。

但
..

唐氏终不恢心
,

将一切希望寄

于将来出煤运销
” 。

@ 唐廷枢的希望没有落空
,

1 8 81

年底
,

仅上海就集股百万
。

并且
,

开平股价看好
,

每股

价格攀升到 1 50 两左右
。

到 1 8 8 2 年 6 月
,

市场上甚

至出现 了争购开平股票的热潮
,

一度有人愿意以每

股 2 37 两的价格收进
。
爸
到 1 8 8 3 年 2 月

,

开平股票的

价格 茧有回落
,

但仍保持在 1 70 两的高位
。

L 10 月 以

后
,

七海金融风潮对开平股票形成严重 冲击
,

股价竟

暴跌到每股 29 两的低点
,

到年底
,

股价又 回升到 1 50

两左右
。 ` , 1 8 8 9 年

,

矿局拟定开采林西矿时
,

当年就

筹集资金 50 万两
。

⑧以上说明
,

矿局招股之路坎坷崎

岖
,

股价也跌宕起伏
,

有困难
,

有坦途
。

但是
,

不论矿

局处于逆境还是顺境
,

始终洛守商办主旨
。

尤其在逆

境时
,

主要靠企业 自身的力量谋求出路
,

以防止政府

利用企业 困难之机把持企业
,

干涉矿务
。

当然
,

当企

业遇到资金困难时
,

政府还是通过垫借款的形式
,

给

企业 一定的支持
。

如初创时借垫官款 10 万两
; 1 881

年开挖运煤河时借 3 万两
; 1 8 7 8 一 1 8 8 2 年直督拨款

24 万两
; 1 8 8 3 年为缓解金融风潮的冲击借款 20 万

两
; 18 86 年以后唐骨铁路筑到大沽

,

海军衙门曾予以

资助
; ] 8 9。 年建设连通林西矿的铁路时

,

矿局也利用

r 公款
。

尽管如此
,

企业的商办权利并未被侵夺
,

商

办色彩并未被冲淡
,

原因就是企业活动中起重要作

用的是商款
,

而 不是官府的垫借款
。

并且
,

企业也通

过有效经营
,

逐渐地偿清官币
, “

不致宕延公款
” 。

总之
,

唐廷枢主执开平矿务时
,

比较广泛地吸收

了私人资本
。

至于利用官督关系所垫借官款
,

只是临

时性的救急之款
,

不是股份
。

这就保证 了企业资本的

商股构成
,

保证了商办在企业中的主导地位
。

从官督

方面讲
,

除了资金帮助外
,

政府在筑路
、

开河
、

用地
、

税金减免等方面给矿局以庇护和支持
,

这恰在
一

定

程度上体现了官督的成果
。

由此可见
,

官督商办性质

的开 平煤矿所取得的成就
,

是建筑在官督的扶持和

企业活动中商办本质两者合力的基础之上的
。 . `

亦官

亦商
”

的唐廷枢凭借个人的特殊地位
,

发挥 了官督商

办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作用
,

减低了官督商办

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消极作用
,

从而赢得了开平 矿

业的千古功绩
,

这是 19 世纪末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

件下取得 的难能可贵的卓越建树
。

四
、

余论

开平煤矿
,

是唐廷枢实业生涯的杰作
。

它早年在

香港的教会学堂接受 了 6 年 (飞8 4 2 ~ 1 8 4幻的殖 民地

教育
,

自称是一个
“

受过彻底的英华教育
”

的人
。
启

50

年代
,

先后在香港殖民地政府和上海海关任职
。

60 和

7。 年代
,

奔走于 上海怡和洋行并长期担任总买办职
。

这期间
,

他也曾担任上海茶丝 两业公所和公正
、

北

清
、

华海三轮船公司的董事
。

他的早期教育和社会经

历
,

使他获得丰富而广泛的经验
,

并成为他涉身洋务

的宝贵财富
。

1 8 7 3 年出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后
,

出色的

经营才华得到充分施展
,

当他退 出招商局专主开 平

煤矿时
,

局务同行 因
“

不能
一

再利用 他的实业才干
”

而

感到
“

十分遗憾
”

。

。 李鸿章也夸他
“

熟精洋务
,

于开采

机宜
,

商情市价
,

详稽博考
,

胸有成竹
” 。 `己
他是一位商

界巨子
,

其巨款财产使他在矿局的困难时刻能够
’ `

独

肩艰巨
”

地认股和私垫巨资
。

他广泛交谊
,

在 上海和

各地富有的商人阶层中享有声誉
,

这使他在筹集资

金方面能够
..

因友及友
,

辗转邀集
” 。

恻

唐廷枢风雨 10 年
,

呕心沥血
,

弹精竭虑
,

艰苦创

业
,

使开平矿业蒸蒸 日上
。

从利润统计上看
,

1 8 8 8 一

1 8 9 2 年利润总额达 92 1 5 38
.

9 23 两
,

其中提取官利达

4 3 2 6 5 3
.

3 5 9 两
,

净$fJ 达 4 5 9 8 5 5
.

5 5 4 两
。 心良好的企业

效益使股东大受其惠
,

从 1 8 8 8 年开始
,

矿局分付股

息 6 %
。

反思同时期创办的近代企业为数并不少
,

但

能盈利的却不多
,

能发放股息的更是凤毛麟角
。

时人



阎永增
:

唐廷枢与开平煤矿事略

评论说
: ’ `

中国有利之矿
,

仅开平煤矿耳
。 ’ ,L唐廷枢也

博得 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

《捷报 》称
: “

过去五六年里
,

在中国的股份制公司中
,

不管是矿业还是其他企业
,

还 没有 一个中国经理能取得 (象唐廷枢 )这样的成

就
` 卜 ’ 州

唐廷枢是 开平煤矿的成功经营者
。

他的成功经

验诸如实际调研和论证
、

人才配置和使用
、

机器设备

的科学引进
、

近代运输方式的开拓
、

股份制的实践以

及市场营销策略等
,

对今天的企业和企业家的经营

活动仍有借鉴和启迪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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