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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平矿务局经济活动试析 ( 1 8 78 一 1 9 0 0)

陈 绛

1 8 8 1年 5月
,

开平矿务局正式开局 ( 1 8 7 8年 7月 ) 后三年
,

直隶总督李鸿章向清廷报告

说
: “

从此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
,

一旦有事
,

庶不为敌人所

把持
,

亦可免利源之外泄
。

富强之基
,

此为噶矢
” ①

。

李鸿章的报告未免张大其词
,

因为

包括创办开平矿务局在内的全部洋务活动
,

始终未能挽救清王朝覆灭的厄运
,

更谈不上使

中国臻于富强
。

但是
,

在洋务派
“
到处创办

,

到处无成
”
的工业近代化活动中

,

开平矿务

局却取得了例外的成功
。

它存在二十二年所取得的成绩和它对中国社会经济生活所起的积

极作用
,

以及最后为外资所侵吞的教训
,

不能不促使我们对它的经济活动给予应有的重视
,

进行认真的探讨
。

(一 )

开平煤矿筹建于 1 8 7 7年
,

经历了最初几年的艰难时期
,

1 8 8 2年正式投产
,

当年产量为

3 5
,

3 5 3吨
,

次年增至 7 5
,

5 1 7吨
,

一年之间增加 9 6
.

2 % ; 一8 8 4年继续增至 1 2 6
,
4 7 1 吨

,

又比

上年提高67
.

9%
。

此后一直稳步上升
,

1 8 8 8一 1 8 9 5年的年产量平均都在 2 50
,

00 。 吨左右
。

1 8 9 9年更高达 77 8
, 2 40 吨

,

比起正式出煤的 18 8 2年
,

十七年间增加到 2 0
.

3 倍
。

平均每年增

长 1 9
.

37 %
,

不但同时期洋务派的其他煤矿很难望其项背
,

而且远远高过 1 9 1 2一 1 9 3 7 年全

国机械开采煤总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 (7
.

48 % ) ②
。

开煤投入市场以后
,

很快就排挤了天津洋煤的进 口
。

开煤正式投产前一年
,

天津进 口

洋煤高达 1 7 ,

44 5吨 ; 但是投产当年就猛降到 5
,
4 16 吨

,

此后一再下降
。

到 80 年代末
,

.

开煤不

但在天津几乎代替了洋煤
,

而且还远销旅顺
、

烟台
、

牛庄
、

香港等地
。

当然
,

就全国范围

来说
,

洋煤不但没有在中国绝迹
,

其他口岸的进 口量反而激增不 已
。

例如
,

1 8 8 5年全国进

口洋煤 3 0 1
, 9 3 2吨

, 1 8 9 9年增为 8 0 0
,
0 0 0吨以上

。

然而
,

这两年开煤的产量分别为 1 8 7
,
0 3 9 吨

和 77 8
,
2 40 吨

,

相当于全国进 口洋煤的 6 1
·

9%和 97 %友右③
。

它在扩拓国内市场
、

与进 口洋

煤争衡方面所起的作用
,

是显而易见的
。

煤矿基本建设的经济效益
,

往往不是短期即可获致
。

开平煤矿创办多年
,

几经耗折
,

到 1 8 8 8年才开始按照 6%发放股息 , 90 年代以后经营林西煤矿
, “

年盛一年
,

即如二 十 年

( 1 8 9 4年 ) 分余利比之十九年 ( 1 8 9 3年 ) 分可伸二十万有零
,

公款 已轻三十万
” 。 “ 照此

做去
,

一年三五分利息不足为奇 o’ ” ④总计 1 8 8 9一 1 8 9 9年开平利润共达 4
, 。 02

,
2 00 两

,

每

年平均在 36 3 ,

83 6两 以上 , 十一年共发放股息 1
, 5 9 3 ,

9 00 两
,

每年平均发息 1 44
,

90 0两
。

1 8 9 8

年利润高达 9 0 4
,

80 0两
,

为资本总额 1 , 5 0 0 ,

0 00 两的 60 %左右 ; 发放股息 1 8 1
,

90 0 两后
,

结

余仍有 7 2 2 ,
9 0 0两之巨 ⑤

。

正是由于利润优厚
,

年有结余
,

开平煤矿经过二十多年的经营
, “ 以三四 百 万 之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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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

实系一百五十余万下本
” ⑥

。 ,

资产净值 ( 资产总值扣除负债总额 ) 估计在 2
,

70 0 ,
000

至 3 ,

50 0
,
0 00 两之间

,

比起原有资产扩张了一至二倍 ⑦
。

在 19 世纪末一片谴责洋务派经营近代企业腐败无效的舆论中
,

开平煤矿却博得了人们

的赞扬
。

郑观应说
: “

中国风气未开
,

积重难返
;
创办一事非大力者不能有成

,

年来察请

开矿者颇不乏人
,

独数开平煤矿办有成效
。 ” ⑧马建忠更直截了当地指出

: “
中国有利之

矿
,

仅开平煤矿耳
。 ” ⑨ 一个英国记者在中 日甲午战争后评价洋务运动时期中国采煤工业

的情况时说
: “

在煤的开采方面
,

唯一获得完全成功的
,

就是开平煤矿
。 ” L 这些评价都

一致肯定了开平煤矿生产经营的成绩
。

(二 )

开平煤矿能够维持并且不断发展它的生产规模
,

首先由于 19 世纪下半叶市场上存在着

对煤炭日益增长的需求
。

60 年代中期以来
,

以江南制造局为发端
,

清政府建立 了一系列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近代

军事工业
,
70 年代初创设轮船招商局

,

80 年代末建成华北铁路
,

北洋海军也在此时组成
。

中国在工业和军事方面进行的近代化活动
,

对采煤这一动力工业部门不断提出新的需求
。

不仅如此
。

60 年代 以后
,

通商口岸的增辟
,

苏伊士运河的通航
,

加速 了西方对华贸易

的迅猛发展和航运势力的入侵
。

来华船舶频繁
,

就地取得廉价燃料补给的要求 也 日 益 强

烈
。

继英国海军军官戈登和美国海军军官裴理分别于 1 8 4 7年和 1 9 5 4年私自勘察基隆煤田之

后
,

1 8 6 2年又有一名英国海军军官到北京以西的斋堂察看该地产煤是否适宜作 为 轮 船 燃

料
,

1 8 6 8年修约谈判期间
,

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以轮船需煤为理由
,

一再要求清政府准许

外国资本家
“
租定各矿

,

任便开挖
” , 美国公使劳文罗斯也照会清政府

, “
如贵国煤窑主

愿请洋人用水火取煤
,

可以任便
。 ” ⑧外国资本对于在中国设立近代煤矿

,

正在煊拳将袖
,

跃跃欲试
。

这些情况表明
,

虽然铁路机车和钢铁等近代工业部门对煤炭的大量消耗
,

是 19 世 纪

末
、

20 世纪初以后才突出起来的
,

但是从 60 年代开始
,

尤其70 年代 以后
,

中国煤炭的主要

用途 已经开始从传统的家庭 日常炊烹取暖发展为兼作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燃料
。

原来

的土法开采
,

远远不能满足新的需要
。

开平煤矿投产以后
,

总的说来
, “

销路 日见其盛
” ,

` 几有应接不暇之势
” L

。

市场对煤的需求日益增长
,

为开平煤矿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

丰富的蕴藏是煤矿发展的基础
。

开平煤田蕴藏在开平盆地向斜石炭纪地层中
,

一般有

五
、

六个煤层
,

主要是厚煤层
,

平均厚度为十二
、

三米至十六
、

七米L
。

唐廷枢在 1 8 7 6年

奉命前往察勘时
,

就看到
“
该处煤井乃明代开起

,

遍地皆有旧址
,

现在开挖者亦有数十处
” 。

开平东北的古冶
,

正北的马家沟和西南的唐山
, “ 三面均望 〔开平〕 低处而走

,

则高低均

有煤块可知
。 ”

根据当地人说
, “

无一井能开煤至底者
” , “

则其底煤多更可想见
” @

。

开平煤田不但以藏贮丰富著称
,

而且更以煤质优 良取胜
。

它以气煤和肥煤为主
,

结焦

性强
,

特别适用于火车
、

轮船和工厂
,

久受普遍欢迎
。

日本釜石铁矿原来使用本国出产的

煤
,

仅能出生铁 58 %
,

自用开煤后
,

就增加到 68 % L
。

人们评价开煤说
: `
旧 本 所 产 煤

质
,

尚较逊之
,

即中国沿江沿海
,

如胶州
、

抚顺等煤质
,

亦无足与相坍者
。 ”

珍 丰富的蕴

藏
,

为开平煤矿的发展
,

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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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和丰富的蕴藏
,

只为煤矿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

要使这种可能转化

为现实
,

还要善于利用这些客观条件
。

开平煤矿与同时期其他许多煤矿相比较
,

在经营管

理方面具有较高的资本主义化程度
,

`

这无疑是它取得成功的一个主要 的 内在 因素
。

出现于 19 世纪 70 年代初的官督商办企业所采取
“
商为承办

” 、 “
官为维持

”
的组织形

式
,

既是封建主义 同资本主义的结合物
,

也是两者的矛盾体
。 “

官
”
与

.

“
商

” ,

封建主义

同资本主义
,

这两个对立的成分共存于企业之中
,

但是在不同的企业
,

甚至在同一企业不

同时期
,

它们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

并不完全相同
,

从而使每个企业又具有 各 自的

差异性
。

官督商办企业如果能在较大的程度上采取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
,

以追求资本的增

殖作为 自己的目的
,

力图减少封建主义因素的侵害 (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 )
,

那么
,

它就

有较大的可能在生产经营方面作出一定的成绩
。

.

由李鸿章札委负责开平矿务局筹建工作的唐廷枢
,

是洋务运动时期一个具有突出的资
本主义经营才干的人物

。

他早年在香港马礼逊学堂接受教育
,

,

以后文在香港殖民地政府和

上海海关任事
。

并曾长期充当
`

冶和洋行总买办
,

担任过三家轮船公司和上海丝茶两业蕊盔
的董事

。

唐廷枢所受的教育和他的社会经历
,

使他对资本主义经营活动有比较深切的认识

和丰富的经验
。

他自诩曾受
“
彻底英华教育

” ,
早在 60 年代末就有从事近代矿业活动的兴

趣 O
。

李鸿章赞誉他
“
熟精洋务

” L 。

他在 1 8 7 3年参加轮船招 商 局 的 工作
,

1 8 7 7年又奉

檄筹建开平矿务局
。

同时被李鸿章札委会同督办的是原天津道 丁寿昌和津海关黎兆棠
,

他

们在开平工作时间都不长 (黎于
,

1 8 7 9 年调到福州船政局
,

_

丁于 1 8幼 年去世 )
。

从 188 1年

起
,

出身于买办家庭
、 “

熟习生意
,

殷实明千
” L 的徐润和

“
通晓西国语 言 文 字

,

于 矿

务
、

_

商务尤为熟习 ,, L 的吴炽 昌
,

由李鸿章札委为会办
。

在 1 8 9 2年唐廷枢去世以前
,

开平

矿务局就是由这样一些熟悉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的人主持的
。

唐廷枢努力把开平矿务局办成一个资本主义型的企业
,

反对把它变成一个充斥官场习

气的衙门
。

他在 1 8 7 6一 1 8 7 7年提出关于开平矿务局招商的建议与计划
,

全面考虑了建立一

个近代企业所必须解决的资金筹集
、

机器设置
、

人员配备
、

原料供应
、

生产成本
、

产品销

售
。

以及对于煤矿建设至关重要的运输问题
,

进行了多方面可行性的分析
。

虽然
,

开平的创

办是以
“
接济北洋兵轮机器等项公用

”
为直接 目的

,

但他更加关心的是西法采煤可能获得

的利润问题
。

他通过对机器
、

器材
、

工资
、

运费和税收等项支出和产品的可能产量与市场

价格的估算
,

肯定了开煤的经济价值
。

开平矿务局创办伊始
,

就将利润的获得作为企业经

营活动的出发点@
。

唐廷枢 1 8 77 年拟定的 《开平矿务局章程》
,

对煤矿经营方针的资本主义性质
,

`

作了十

分明确的规定
: “

查此局虽系宫督商办
,

究竟煤铁仍由商人销售
,

似宜仍照买卖常规
,

稗

易遵守
。 ” 1 8 79 年制定的 《开平矿务局开办规条 》 重申

: “
事无大小

,

悉照买 卖 常 规 办

理” 。 “
本局所用之人

,

所办之事
,

均须仿照生意规矩
。 ”

《章程 》 有关资本招集
、

利润分配和财务管理等方面的规定
,

《规条》 有关人事
、

经

费等方面的规定
,

都正是这种
“
买卖常规

” ,

亦即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的具体化
。

例如
,

《章程》 强调
,

宜留心煤铁工夫
,

“
所有酬应等项

,

一概不认
,

以重公本
” ; 《规条》 鼓励局中员工

, “
极

其煤斤能轻
`

二文之成本
,

即用者可省一文之买价
” 。

这些规定后来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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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完全付诸实践
,

但它们反映了企业保障商股利益
、

防止封建官僚干预与需索的意图和对

改善经营管理
、

努力降低成本的注意
。

开平矿务局不但在生产方面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
,

代替原有的土法操作
,

而且还在经营管理方法方面
,

尝试向西方近代企业学习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章程》 关于资本持有者在企业中的地位与权利的规定
。

把 《开平

矿务局章程》 同比它早两年拟定的 《湖北煤矿试办章程 》 ( 1 8 7 5年 ) 加以比较
,

就可以看

出
,

后者对于商股权利
,

只是规定
: “

夫商以资本获官利
,

而更有余利六成以及之
,

此商

之利也
。 ” @ 将资本持有者的权利

,

仅仅限于对利润的分割
,

而不涉及经营管理的直接干

预
。

开平的 《章程》 则赋予商股人事管理权
。

拥有一万两股分的股东
, “

准派一人到局司

事
” ,

商股派出人员如因不称职而被辞退
,

.

仍
,

由原来的商股另派
。

这些规定与 《轮船招商

局局规 》 近似
,

为保证商股对企业经营管理权力所必需
,

使开平矿务局具有比较浓厚的资

本主义经营色彩
。

在开平矿务局
,

实际上并非所有的商股真正拥有经营管理的权力
,

只有象唐廷枢这样

的主要投资人才实际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
。

开平 1 8 7 8年设局时
,
`

创办资本为 8 00
,

00 0两
。

唐廷

枢个人投资 30 0 ,

00 0两 , 徐润和吴炽昌在 1 8 8 1年参加开平工作后
,

也都购得大量股份
,

徐润

在开平的股分就有 15 0
,
0 00 两L

。

其余不少股分
, “

皆唐
、

徐诸公因友及友转辗邀集
” L 。

唐廷枢
、

徐润
、

吴炽昌以双重的身分参加企业的经营管理
。

他们既作为投资人的代表担任

领导工作
,

使企业具有商办的性质
,

同时又具有
“
官

”
的身分

。
唐廷枢有福建候补道的官

衔
,

徐润
“
久贾而官

” ,

会办开平时 已经捐资得二品道员衔 ; 吴炽昌的身份是广西候补知
L

府
。

他们
“
半官半商

” , “
亦官亦商

” , “
官督 ,, 与

“
商办

” ,

一身而二任焉
,

.

不但从而

避免了企业内部
“
官

”
与

“
商

”
的姐龋

,

而且还可兼得
“
官

”
与

“
商

”
两方面的好处

。

这

种情况一无官款
,

直持续到 19 世纪末
。

19 0 0年张翼在出卖开平时说
: “ 开办十有余年

,

并

均系商股商办
。 ” 又说

: “
凡在矿务局管理矿务者

,

自本督办以下
,

多系有股之人
。 ” ⑥

主要投资人与实际经营者利益的一致性
,

使唐廷枢等人不能不对企业的盛裂盈亏表现出更

大的关心
,

在企业中努力贯彻议利润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针
。

(四 )
’

开平矿务局的经营活动
,

以追求利润为中心
,

.

依靠自己经营的成功吸引私人投资
,

因

此克服了同时许多煤矿所经常遇到的资金困难
。

开平矿务局创办时
,

许多人
、

特别是持有货币
.

的中小商人
,

对它疑豫观望
,

投资热情

不高
。

1 87 8年 2月 14 日 《北华捷报》 曾作这样的预计 * “
从中国人不愿承购轮船招商局的股

票看来
,

他们大约也不愿承购同一帮人主持下的矿务局股票
” 。

因此最初实缴资本 2 0 0 ,

00 。

两
,

仅及原定资本额的 25 %
。

随着投产准备工作的进展
.

,

开平股票的市场价格挺坚
。

1 8 8 2

年开平的资本 已达 1 ,

.00 0 ,

00 0两
。

盛宣怀在 1 8 8 2一 18 8 3年间收购开平股票二百五
、

六十股
,

每股价达 2 40 一 2 50 两 L
。

股票价格的涨落
,

自然票受股票投机市场的影响
。
1 8 8 3年秋

,

由于上

海金融风潮
,

开平股票曾一度由每股 260 两猛跌至 70 两
,

甚至 40 余两
,

但和轮船招商局不 同
,

开平股票不久便由疲转健
,

是年12 月
,

每股已回升到1 50 两
。

1 8 8 9 年为了开发林西煤矿并购

置轮船
,

需要招集新股
,

开平煤矿很快实现了 5 0 0
,

石00两的增资目标
。

在 7 0
、
8 0年代

,

不少中

小型煤矿 由于资金短细
、

经费无着而不得不放弃西法开采
,

甚至宣告封闭
,

开平矿务局去p

通过招集商股解决营运资金的需要
。

《北华捷报》 强调唐廷枢在 1 8 8 9年增资活动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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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 “
这充分表

一

明唐在上海和各地富有的商人阶层中享有声誉
”

如果有更多象他这样的人
,

各种工商企业将会毫无困难得到发展
。 ” @ 其实

,

更重要的应该说
,

企业生产的发展和经

营的成绩
,

才是开平矿务局能够吸引私人源源投资的根本原因
。

,

开平矿务局还依靠及时解决煤的运输问题
,

保证 了生产的不断发展
。

交通运输是机器采煤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
。

在煤的价格构成中
,

运输费用占很大的比

重
。

土煤无法与进 口的祥煤竞争
,

使用畜力的落后手段造成运费昂贵
,

是一个重要原因
。

例如
, 1 8 7 5年磁州产地煤价每吨为 0

.

90 一 1
.

20 美元
,

运到天津的售价却不低于 14 美元
。

斋

渔掣谋在北京的售价为产地的 14 倍 L
。

地区差价悬殊
,

是运输成本高昂所造成
。

先于开平的磁

州煤矿创办失败
,

便是主要由于无法解决煤块和铁砂运往天津的问题
。

因此
,

改善运输条

件
,

提高运输能力
,

是开煤降低成本
、

打开销路的关键
。

唐廷枢在 1 8 7 6年的建议中就强调
“ 开煤必须筑路竺的重要性

,
`

指出
: “

欲使开平之煤大行
,

以夺洋煤之利
,

·

… 苟非由铁

路运煤
,

诚恐终难振作也
。 ” L在 1 8 7 8年的条陈中

,
他再次强调

“
若煤铁并运

,

即须自筑

铁路
,

方可大见利益
” ,

提出
“
煤铁铁路一齐开办

”
的建议L

。

1 8 8 1年
,

开平矿务局建成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 从唐山至青各庄全长 9 公里的

所谓
“
快车路 ,, ,

即唐骨铁路
,

同时从胃各庄至芦台开挖一条专为运煤 之 用的 运河
,

全

局费用均由矿务局自筹
。

1 8 8 6年开平投资成立
“ 开平铁路公司

”
」

(资本额 2 5劝
,

00 0 两
,

后

改组为
“
中国铁路公司

” )
,

次年筑成从骨各庄到芦台北面阎庄的铁路
,

代替了原有的运

柯
,

接着又展筑到大沽和天津
。

为 了开发古冶的林西矿区
,

1 8 9 0年修筑了一条从唐山北达

林西长 15 公里的铁路
。

原来华北地区煤的陆上运费每吨 /英里一般为鹰洋 0
.

10 一 0
.

25 元
,

现

在开煤的铁路运费只需 0
.

01 元左右
,

运往沿海 口岸所需增加的运费不及 0
.

9 元 @
、

西法开

采
,

加上运费的减低
,

_

使开煤得以比较低廉价格在沿海各岸市场上同 日本
、

英国
,

乃至国

内其他地区 (如台湾 ) 进行竞争
。

唐廷枢最初曾经主张炼铁与采煤同时并举
,

把开平矿务局办成一个煤铁联合企业
,

并

且得到李鸿章的赞可
。

但是当他认识到铁的开采和冶炼需要巨额的投资和比采煤更为复杂

的技术
,

购置机器又无把握
,
就很快放弃了这个计划

。

唐廷枢对于建立铁矿和 铁 厂 采 取
“
宁可迟迟开办

,

不可草草误事
”
的慎重态度

,

同汉阳铁厂创办时那种不问矿石性质与机

器性能
、

唯凭长官意志办事的封建经营作风
,

恰成鲜明的对比
。

建筑铁路与停办铁厂
,

一兴一废
,

都显示了唐廷枢把利润的获得放在企业经营活动首

要地位的资本家性格
。

(五 )

开平矿务局的发展
,

同它采取
“
官督商办

”
的形式关系十分密切

,

而企业最后为外国

资本所侵吞
,

从企业本身分析
,

追根溯源
,

官督商办制度又不能辞其咎
。

唐廷枢在 1 87
·

8年拟定 《开平矿务招商章程 》 时
,

就明确指出它是一个官督 商 办 的 企

业
。

1 8 8 1年开平矿务局奉旨批准时
,

再次
“
声明为官督商办

” 。 “
所有开工办事章程

,

先

由直督认可
,

然后施行 ; 其尤关重要者
,

须经直督奏准
,

方能举办
。 ”

即使后来担任开平
J

矿
飞

务局总办的张翼奉旨派为督办直隶全省及热河矿务
、

帮办关内外津镇铁路事宜大臣
,

仍

是
“
各项新工程

,

非经直督核准
,

不能开办
” 。

@ 在开平矿务局的经济活动中
, “

宫督
”

起着重要的作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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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 ” 对于开平矿务局的
“
扶

.

持
” ,

首先在于排除顽固守旧势力对开设近代煤矿的阻

挠与破坏
。

在中国封建社会
,

民间采矿长期以来不但难以得到政府的鼓励与支持
,

而且还常常因

有碍禁山风水
、

民田庐墓以及
“ 聚众扰民

”
等理由而被悬为厉禁

。
6 0

、

70 年代以后
,

在洋

务派的倡导下
,

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开采煤铁问题
,
已经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

。

但是
,

t’4 卜惑于风水之谬谈
,

即惕于舆情之中阻
” L ,

创设新式煤矿
,

被多数人视为畏途
。

甚至到

1 8 7 5年
,

李鸿章还在责怨开采煤铁遭到
“
官场合力阻挠

” 。

因此
,

没有封建政府的支持
,

没有封建官僚作为奥援
,

排除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挠
,

建立近代化的大型煤矿
,

必然困难重

重
,

建成以后维持经营
,

也势必步履维艰
。

郑观应在 《盛世危言》 中曾说到开矿的困难
:

“
全归商办

,

则土棍或至阻挠 , 兼倚官咸
,

.

则吏役又多需索
。 ”

他的设想是
, “ 必官督商

办
,

各有责成
” @

,

其他一些早期改良派人物也都曾对
“
官商相为表里

”
的组织形式寄予

期望
。

这与其说是出于他们天真的幻想
,

毋宁说是对当时社会条件下建立近代煤矿 困难的

清醒估计和对实行官督商办必要性的感性认识
。

以强有力的封建官僚作为自己的赞助人和

J尧护人
,

通过他们去取得政府的批准与支持
,

往往成为当时中国建立近代大型煤矿的一个

重要条件
。

对开平来说
,

这样的人首先是身负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重任的李鸿章
。

·

其次
, “

官
”
在经济方面的

“

扶持
” ,

主要是资金的筹集和税金的减免
。

私人投资是开平矿务局资金的主要来源
,

但是它并不排斥官款的利用
。

尤 其 创 设 伊

始
,

在一般商人对于官督商办疑信参半
、

踌躇不前
,

而基本建设初期工程需费甚殷的情况

下
,

开平垫借官款 100
,

00 0两
。

此后
, 1 8 8 0年为了开挖运河

,

唐廷枢曾向李鸿章请求
, “
于

机器
、

海防支应两局酌拨银五万两
,

暂资工 需 急用
。 ” L 从 1 8 7 8一 1 8 8 2 年

,

开 平 共用

款项 2 , 2 0 0 , 0 00 两
,

其中直督拨款就有 2 40
,

00 0两 O
。

1 8 8 3 年开平受到上海金融风潮的影

响
,

经徐润通过李鸿章取得了政府贷款而度过了危机
。

1 8 8 6年以后唐骨铁路展筑到大沽
,

曾经利用了海军衙门的经费
; 1 8 9 0年通到林西煤矿的铁路

,

也是利用公款建成的
。

根据 1 9 00

年开平矿务总局债欠单
,

欠直隶银钱所和海防支 应 局 一 项
,

共 500
, 0 00 两歹 占各项欠款

2
, 6 9 0

, 。0 0两 (不包括原有股本 1 5 0
,

00 。两 )的 18 %左右L
。

官款在企业营运资金中所 占比

重之大
,

于此可见
。

它是开平设局 以后二十多年
“
屡受挫跌

”
的

“
扶持救急之款

” 函
。

根据 1 8 58年 《天津条约》 签订后的新定海关税则
,

土煤出口比洋煤进口
,

每吨税金重

二十倍
。

1 8 7 5年沈葆祯奏请出口台煤税款每吨减为一钱; 后来湖北广济煤矿也 旨准照台煤

征税
。

1 8 8 1年春
,

唐廷枢向李鸿章提出
,

高昂的成本加上现行重税
,

使开煤无法与洋煤竞

争
, “

其势必不能畅销
,

而关税亦鲜有实获
” ,

由李鸿章奏请援照台湾
、

湖北之例
,

使开

煤的出口税比原来减低 85
.

1 %
。

因税则厚薄不一而造成的
“ 土煤奎滞难销

,

厚利为洋商

所垄断
”
的状况从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

此外
,

开平矿务局在取得矿址和修筑铁路
、

开挖运河用地等
,

都由政府给予支持和方

便
。

尤其在设局以后
,

更经李鸿章批准
,

禁止唐山林西一带数十里内民间土法开采
,

引起

了激烈的反抗
, “ 聚众数千人址 几酿大祸

” ,

由清政府派兵弹压 L
。

这就不再是经济上的
“
扶持

” ,

而是利用超经济的暴力保护营业的特权了
。

(六 )

开平矿务局虽然得到
“
官

”
的

“
扶持

” ,

却更加受到
“
官

”
的损害

。

这种来自封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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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损害
,

是官督商办制度本身所固有
,

既包括经营管理方面封建毒素的侵蚀
,

也包括封

建官僚对商股利益的直接侵害
。

尽管唐廷枢等人极力想把开平矿务局办成一个资本主义的企业
,

但是他们自己毕竟是
“
亦官亦商

”
的人物

。

矿务局的章程列举种种规定
,

强调
“
不可人浮于事

” ,

不 允 许 有
“
官场之受乾惰而不到局者

” ,

企业内部却仍然没有完全清除封建官场的腐败习气
。

1 8 8 7

年 6月 24 日
,

《北华捷报》 曾报导
, “

如果一个煤矿
,

亦即开平
,

状况日佳
,

总办
、

会办和司事

的三亲六戚就将蜂涌而来
,

丝毫不问能否胜任
,

都得到了职位
,

并且养得脑满肠肥
。 ” 《章

程》 规定
, “

每年结帐一次
,

刊刻分送有股之人
” ,

实际上只是向直隶总督上报
,

并非所

有的股东都有权过问企业的经营管理
。

作为一个商办的企业
,

开平矿务局在它 的存 在 期
-

间
,

始终没有召开过类似资本主义企业组织— 公司定期召开的股东会议
。

开平矿务局
“
这样按照中国制度设立的公司

,

不象我们
.

〔指西方的公司— 引者〕 是

一个独立的机构
” ,

、

“ 公司的管理实际是间接操在皇帝手中” L 。

直隶总督决定督办与会

办的人选
,

从而实际上掌握了企业的最高领导权
。

1 8 9 2年唐廷枢去世
。 ·

因奕励汲引以补选

道员资格投效北洋的张翼 ,\ 由李鸿章札委为开平矿务局总办 ( 18 9 8年后改称督办 )
。

这时

开平虽然继承前一时期的经营余绪
,

生产继续提高
,

并且每年发放股息
,

但是封建主义的

毒素对企业的侵害
,

却同时也在恶性发展
。

张翼原是一个唯以纳贿贪赃为能事
,

对近代企业

经营管理毫无知识
、

也漠不关心的官僚
。

在他的主持下
,

开平矿务局经营腐败
,

终致负债累

累
,

库藏 日细
。

一

到 19 世纪末
,

全矿资产值85 0
,
0 00 镑

,

而负债竟达 60 。 ,

00 0镑⑥
。

当时人们谴

责中国商务不振
, “

坏于官督商办 ;
、

官真能保商诚善
,

.

无如今之官督
,

实侵占商业 [指私

人资本— 引者〕 而为官办
。

” L 官督商办
“ 混官商而一乏

”
`

,
.

“
势不至本集自商

、

利散

于官不止
” L

。

曾经赞颂
“
轮船招商开平矿

,

创自商人尽商股
”
的郑观应

,

看到开平矿务

瓢
于成为 馆

, 的侵吞对象
,

也抑制不住满腔愤
J

溉
,

’
一

发 出了
“
办有成效倏变更

,

官夺商

权难自主
”
的沉痛抗议 L

。

二
外国资本对子开平矿务局这样一个规模宏大

、

获利优厚的企业
,

早就虎视耽耽
,

蓄意

吞噬
。

张翼为了解决企业资金困难
,

抛弃了原来依靠生产发展吸引私人投资的作法
,

把目

标放在借用外债上面
,

为外国资本的侵入
,

打开了大门
。

根据 1 9 0 0年 7 月开平矿务总局债

欠单所列
,

欠德华银行 45 0
,

00 0两
,

欠英国商墨林公司秦皇岛借款 1
,

40 0
,
0 00 两

,

两项共占

对外债欠总额 2
,
6 9 0

,
0 0 0两的 6 8

.

8 %
,

占全部债欠 4
,
1 9 0

,
0 0 0两 (包括原有股本 1

,
5 0 0

,
0 0 Q

两 )的 44 %左右L
。

如将原有股本中外国人持有部分计入
,

则外资在开平全部债欠款 中 的

比重
,

更将超过这个数 目L
。

在秦皇岛借款磋商过程中
,

美国工程 师 胡华 (胡佛 ) 因津

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的介绍
,

来到开平担任工程师
。

.

胡华同时担任墨林公司的代理人
,

使以

英国为主的外国资本势力不但在经济上
、

而且在人事上进一步渗透到开平矿务局内部
。

1 9 0 0年
,

德璀琳和胡华利用八国联军 占踞开平各厂栈局所的局面
,

由德璀琳作为开平

的代表
,

胡华作为墨林的代表
,

签订 了开平矿务局的 《卖约》 ( 1 9 00 年 7月 )
;
半年以后

,

他

们又威胁利诱张翼签订 《移交约》 ( 19 0 1年 2月 )
。

·

这个连张翼也认为
“
若一旦荡然告尽

,

实于北洋全局大有仪关
” 。 的中国近代最大的煤矿

,

终子在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封建官僚相
、

互勾结下
,

为外国资本所掠取
。

开平《移交约》签订后第二年
,

代表英国资产阶级在华利益的《字林西报》宣扬
,

新设立

的
“ 开平矿务公司

”
是

“
外人在华已立各公司之巨擎

” ,

也是
“
吾英在华之第一公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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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办理有成效
,

则
“
足壮续办者之胆

” , “
后 日可在中国内地各处开办公司

,

以中国各

处天生之利未经取出者不知凡几
,

皆须以此种公司开之
” L

。
`

这些话赤裸裸地暴露出外国

财团攫取开平到手以后
,

胃口更大
,

胆子也更壮了
。

外国侵略者以强盗加骗子的手段吞并

了开平
,

为他们后来肆无忌惮地夺取中国矿权的一系列活动
,

开 了恶劣的先例
。

带 带
`

带 辛

开平矿务局曾经和轮船招商局
、

天津创良局并列为洋务运动三大官督商办企业
,

它在

中国古老的土窑旧址上移植来西方工业革命创造的先进生产力
,

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资本

主义的经营管理方式
,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不论在洋务运动发展史上
,

还是在中国近代采煤工业
、

乃至整个近代工业的发展史上
,

它的经济活动都是令人瞩目的
。

开平矿务局作为一个官督商办的企业
,

它不同于纯粹的官办或商办的企业— 企业内

部同时存在着
“
官

”
与

“
商

”
两种对立成分 , 它也不同于官商合办的企业— 这两种成分

不是表现为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
,

而是表现为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共同参预
。

官督商办企

业的盛衰变迁
,

往往受
“
官

”
与

“
商

”
两种力量相互消长的严重影响

。

这种情况在开平矿

务局的发展过程中
,

表现尤为典型
。

在开平矿务局
, “

官
”
与

“
商

”
在经营管理方面相互渗透

,

同时又彼此排斥
,

焦点集

中在由官指派的企业实际主持人身上
。

尽管唐廷枢和张翼都具有
“
官

”
与

“
商

”
的双重身

分
,

两人所代表的
“
官

”
与

“
商

”
的力量毕竟并不相同

。

唐廷枢主持开平
,

力图根据商股

的利益
,

按照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经营管理 (虽然他自己并未能完全做到这一点 ) ; 而张翼

主持下的开平
,

弥漫着更为浓厚的封建衙门的官场恶习
。

开平矿务局的历史说明
, “
商

” ,

亦即代表私人资本的力量
,

如果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发挥它的作用
,

在较

小程度上避免来自
“
官

”
的干扰与侵害

,

企业就有较大的可能向前发展
; 一旦代表封建势

力的
“
官

” 居于主导地位
,

就每每扼杀企业的活泼生机
,

使企业遭到失败
,

乃至夭折
。

当然
,

官督商办制度所实行的
“
官为维持

” ,

曾经帮助企业排除了守 旧顽固势力的阻

挠
,

并且从经济上给予一定的支持
。

但是
“

官
” 可以出于各种的原因

,

而不是考虑企业发展

的需要
,

札委企业的主持人
。

张翼这个招权纳贿
、

媚外贪利
、

既无近代企业管理知识
、

又

对企业经营掉以轻心的封建官僚
,

由李鸿章札委来到开平后
,

妄想乞求外国资本的支持
,

结果引狼入室
,

断送了企业的前途
。

这不但是对企业内部私人资本的直接损害
,

而且更是

对国家民族利益的叛卖
。

一个
“
办有成效

”
的中国近代最大的煤矿

,

终于在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封建官僚的共同

勾结下被断送了
。

开平矿权的丧失
,

是
.

“
中国煤矿之一绝大痛史

。 ” L在官督商办制度卵

翼下腐败的封建官僚
,

无法逃避对这一页
“
绝大痛史

”
应负的责任

,

理所应当地受到后人

的严厉谴责
。

而官督商办制度终究是中国近代企业的栽害者
,

则在开平矿务局的历史中得

到又一次的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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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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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稿
,

第40 卷第42
、

43 页
,

直省开办矿务折
,

光绪七年四月二 十三 日
。

② 开煤产量见卡尔逊
: 《 开平煤矿

,
1 8 7 7一 1 9 12 》 ( E l l s w o r th C

.

C a r l s o n ,
T h e K a i p i n g M i n e s , 。

2 5 7 7一

1 9 1 2 )
, 1 9 57年版

,

第 151 页
,

附录 A
。

年平均 增长率根据该 附录 A计算 , 全 国年平均 增长率 根据严中平等
:

《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 ,
1 9 5 5年版

,

第 1 02 一 1 03 页表 6计算
。

另据胡华 《 开 平矿务局报告 》 ,

开煤

1吕9 9年产址为 8 12
,

5 24 吨
。

③ 卡尔逊
:

前 引书
,

第 25 页 , 151 页
,

附录 A

④⑥L 徐润
: 《 徐愚斋 自叙年谱 》

, 1 9 2了年版
,

第 76
、

82 页
,

在金厂沟梁金矿总局 复乡间诸 乡台长信
。

一 9 2 一



⑤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 《 开 滦矿权资料 》 (未 刊稿 )

,

光绪 十五年至二十五年开平矿务局帐略报 告
。

⑦ 魏 子初
: 《 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 》 ,

1 9 5 4年版
,

导言第 4页
。

⑧ 郑观应
: 《 盛世危言 》 开矿上

,

附录开平矿事略
。

⑨ 马建忠
: 《 适可 斋记 言 》 卷一

,

富 民说
。

L 盖 德润
: 《 中国今昔 》 ( R i e a r

d S
.

G u n d r Y
:

C h i n a ,
P r e s e n t , a n d P a s t ) 1 8 9 5年第 1 1 0页

。

@ 《 筹 办夷务始末 》 ,

同治朝
,

第 6 3卷第 40 页
,

英国公使节略 , 第 7 8页
,

美国公便照会
。

@ 《 国闻报 》 , 2 8 9 7年 1 1月 1 0 日
。

L 开 平煤 田煤质 与蕴藏 量
,

参见 郭士浩
: 《 早期开平煤 田 的开发 》 , 《 南开学报 》 ,

1 9 8 0年第 6期
。

OL 《 开平矿务招商章 程 》 ,

光绪三年版
,

唐廷枢
:

案勘开平煤铁矿务并呈条陈情形节略
,

光 绪二年九月二

十九 日
。

L 顾 琅
:

杯中国十大矿厂调查记 》 二 19 1 6年版
,

第 7编第 28 页
.

L ( 台北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 矿务档 》 ,

1 9 6 0年版
,

第 1册第 2 36 页
,

外务部收大理寺卿刘若 曾等

呈请收回开平煤矿
,

宣统二年九月十四 日
。

O 引 自刘广京 : 《 唐廷枢之买办时代 》 ,
( 台北 ) 《 清华 学报 》 ,

新 2卷第 2期
,

1 9 6 1年 6月
。

L 同注① , 又
, 《 开平矿 务招商 章程 》 光 绪三年八月 初九 日李鸿章批

。

L 李鸿章
:

前引书
,

朋僚 函稿
,

第 13 卷第 24 页
,

复刘仲 良方 伯
,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三 日
。

L 李鸿章
:

前引书
,

奏稿
,

第 24 卷 27 页
,

吴炽昌调办矿务片
,

光绪七年十月二 十六 日
。

@ 唐廷枢建议创 办开平
,

还考 虑到使轮船招商 局可以经 常获得大宗从 天津到上 海的 “ 回头 载脚
”
运煤生意

,

这仍 然是从获得利润 的角度考虑
。

@ 徐元基
、

季平子
、

武曦编
: 《 湖北开采煤铁总局

·

荆门矿务总局 》 (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 辑之二 )
,

1 9 8 1

年版
,

第 2 5页
。

⑧ 经元善
: 《 居易初集 》 ,

光绪二十七年版第 2卷第 3 8页
,

中国创兴纺织原始记
。

L 魏子 初
:

前引书
,

第 3页
,

张翼委派德璀琳札
,

光 绪二十六年四月十九 日
。

关于开平矿务局的性质
,

1 9 0 1

年 2月 《 卖约
·

副约 》 云
: “ 该局系有半官性质

” `
( 《 开平矿案切要案据 》 第 13 页

。

) 1 9 0 3年 12 月袁

世 凯第二 次参张翼折云 : “ 开平煤矿 由本国公家筹 拨巨款提倡创 办
, 二 ,’’

·

虽有商股
,

实同官产
” 。

( 同

上书
,

第 21 页 ) 有人据此认为 “ 开平煤矿的经营性质是属于官办性质
” 。

( 见陈真编: 《 中国近代工业

史 资料 》 第三辑
,

1 9 6 1年
,

第 521 一5 22 页
。

) 但不论 1 8 7 7年李鸿章批复和 《 开 平 矿 务 局章程 》 ,

还 是

1 9 0 1年 《 开平矿务有限公司试办章程 》 所述
,

都 明确指出它的官督商办 性质
。

L 经元善
:

前 引书
,

第 2卷第 32 页
,

致郑陶斋
、

杨子查
、

益长卿论办女公学书
。

O 《 北华捷报 》 , 1 8 89 年 9月 21 日
。

L 引 自卡尔逊 : 前引书
,

第 17 页
。

L 《 开平矿务招商章程 》 ,

唐廷枢
:

开采开平煤铁并兴办铁路
,

光绪三年八月 初三 日
。

@ 黄山农
、

莱特 : 《 中国煤炭工业近代化中之技术
、

经济与政治
,

18 5。一 1 8 95 》 ( S ha
n

O17 n R
.

Br
o
w n &

T i m W
r i g h t ,

T e e h n o l o g y
,
E e o n o m i e s , a n d P o li t i e s i n th e

M o d e r n i z a t i o h o 卫e h in a
’

5 C o a l M i n i n g

I n d u s t r y
,

1 8 5 0一 1 8 9 5 )
,

打印稿
, 1 9 8 1年

。

@ 《 矿务档 》 第 1册 第 5 3 9
、

3召0页
,

开 平矿 务节略
。

L 王 韬
: 《 淡园文录外编 》 ,

卷十
,

代上 广州 府玛太守书
。

。 郑观应
:

前引书
,

开矿
。

⑧ 《 开平矿务创办章程案据汇编 》 ,

唐廷枢
: 察拟开河运煤并呈章程 由

,

光绪六年九月初七 日
。

L 日本东亚同文会
: 《 支那经济全书 》 ,

第 10 辑
,

明治 41 年
,

第 6 30 页
。

@L 《 开平矿务切要案据 》
,

无出版年份
,

照译卖 约
·

开平矿务总局债欠单
。

LL 周学熙察文
,

见 《 开 平煤矿 之过去现在与未来 》 ( 续 )
, 《 工商半月 刊 》 ,

第 3卷第 12 号
,

19 31 年 6月

15 日
。

L 魏子初
:

前弓l书
,

第 41 一 42 页
,

张 翼的代理 律师 勒威特 在伦敦高等法院的控诉笔录
。

⑧ 《 开平矿务切要案据 》 ,

第 9页
,

墨林致德璀琳函
, 1 9。。年 1 1月 9 日

。 ’

@ 经元善
:

前引书
,

`

第 2卷第 40 页
,

中国创兴纺织原始记 ( 附识 )
。

O 汤震
: 《 危言 》 光绪十六 年版

,
2卷 17 页 。 郑观应

: 《 罗浮待鹤山人诗草 》 宣统二年题
,

第 2卷
,

商务版
。

晒 1 9 0 2年 12 月开 平举行股东会议
,

出席 5 9人 中有 46 人是外国人
。

( 《 北华捷报 》 ,
1 9 0 2年 12 月 10 日

。

) 如

果原有股本 15
, 0 00 股中有 15 % ( 2

,

25 。股 ) 为外人持有
,

则 外资 已 占开平全部投资一半左右
。

参见卡尔

逊
:

前引书
,

第 5 2页
。

@ 《 开平矿务切要案据卜 第 16 页
,

张熟
.

《 开平矿局加招 洋股改内中外合办折
》 光绪二

一

卜七年五月
。

L 《 政艺丛书 》
,

1 9 0 2年
,

艺 事通纪卷一
,

论开平煤矿 ( 中外 日报译宇林西报 )
。

L 《 开深煤矿之恨史 》 ,

上海市煤业同业公会
, 1 9 3 1年版

,

第 67 页
。

一 9 3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