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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开滦一项战略决策的

重大改变
■  郄宝山

档案
背后
档案
背后

130 多年前成立的开平矿务

局，是为了出产煤和铁，其战略

决策是煤铁并重，但是后来只挖

煤，基本不再提钢铁的生产。特

别是为抵开、收开而成立的滦州

煤矿，从始至终都没有主动提出

生产钢铁的动议。清政府到底要

开滦做什么，开滦自己应该怎样

做，这个问题的前后变化，是有

其复杂的历史原因的，其中蕴含

着迫不得已的无奈，也有着开滦

人随机应变的灵活，还有从实际

出发稳扎稳打的睿智。

开滦早期煤铁并重的战略决

策的制定，是与清代中国人初尝

落后挨打滋味有关联的。鸦片战

争中，英国人用铁船钢炮打开了

清王朝封闭的国门，迫使清政府

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

条约，第一次向外国割地赔款，

这一切都严重地刺痛了朝野上下

的国人。痛定思痛，总结教训，

跟英国侵略者相比较，最直观的

差距就是英国人有铁船钢炮，而

中国极少。钢铁从哪里来？钢铁

的冶炼离不开煤，而煤也是轮船

必需的动力源，但中国那时的煤

炭也少得可怜。中国要富国强兵，

必须得有煤和铁，这两样东西决

不能再是“岁出巨款”向外国购

买。于是，在洋务运动中，“煤

铁”二字成了一个独特的新词组。

李鸿章给唐廷枢的批示、给皇帝

的奏折，以及唐廷枢给李鸿章的

各种报告和信件中，最关键的频

繁出现的字就是“煤铁”，这在

开滦早期历史档案里比比皆是。

《开滦煤矿志·第一卷》343

页显示，唐廷枢于光绪二年九月

二十九日（1876 年 11 月 14 日）

向李鸿章禀报勘察开平煤铁情形

的报告中说：“荷承伯中堂面谕，

驰赴开平查看煤铁情形⋯⋯将煤

窑铁石细看，似有把握。除将煤

块铁石采回倾试成色⋯⋯”，接

着还说，“查风（疑为“凤”）

山至古冶而东连绵约五十里⋯⋯

其铁石即在此山根之中。”这里

李鸿章对唐廷枢交代的任务是“驰

赴开平查看煤铁情形”，唐廷枢

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也是“将煤

窑铁石细看”，而且采集化验的

样品是煤块还有铁石。

光绪三年八月初三日（1877

年 9 月 9 日），唐廷枢向李鸿章

详细汇报了京城同文馆和英国化

学师对开平煤铁样品的化验结果，

其中对铁元素化验的项目之多以

及重视程度，均超过了对煤质的

化验。随后，唐廷枢撰写了“论

煤铁乃富强根基，亟宜开采”、“论

开平开采煤铁把握”、“论采煤

兼熔铁”等论述内容，指出“煤

铁乃军民日需之件”，同时勾画

了“开办铁工，连带造炉厂，及

附近安排小铁路”的蓝图。仅仅

18 天之后即二十一日，唐廷枢就

会同他人制定出了《直隶开平矿

务局章程》12 条，其中第 1 条写

道：“拟于直隶开平设局，名曰

‘开平矿务局’，专为开采开平

一带煤铁等矿，并就地熔化等事，

余外生意概不搀越，以专经营。”

第3 条中写道，“拟先开一煤井，

建生铁炉两座、熟铁炉二三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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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锤铁拉铁机器备全”。6天之后

的二十七日，李鸿章对这个章程

作了具体批示，同意并提出了注

意事项。他特别强调，生产出的

煤铁以后要“按照市价先尽机器、

招商两局取用”，而且“机器制

造局所用煤铁系属因公，准免厘

税”。这里所说的“机器、招商

两局”是指机器制造局和轮船招

商局。机器制造局是军工企业，

可以制造枪炮等军用器械；轮船

招商局主要是以航运业务抵制外

国货轮。李鸿章不仅要求有了煤

和铁后优先供给这两个单位使用，

还特别要求免税供给机器制造局，

别的使用煤铁的机构或个人（包

括轮船招商局）均不得免税，“不

得与机器制造局比例（即攀比的

意思）”。从这里可窥见清政府

迫切需要的钢铁，主要是用来发

展军工，其次是扶持船运。

需要弄明白的是，既然钢铁

对清政府如此重要，既然清政府

要求它扶持开办的开平煤矿，必

须要煤和铁一起出产，但为什么

后来又不提让开平煤矿建铁炉熔

铁和炼钢的话题了呢？为什么开

平煤矿在被骗占之前十几年里（不

包括开办初几年），以及后来建

立的滦州煤矿，都没有实施炼钢

铁的最初计划，甚至在以后的档

案资料里连“煤铁”的字眼都难

得一见了？这个现象实际上是开

滦早已改变了煤铁并重的初衷，

而根据主次难易，充分利用已有

条件，毅然放弃了炼铁，并且得

到了清政府的默许，从而集中全

力采煤，甩掉了“成龙配套”生

产煤铁的笨重包袱。说白了这也

是那个时代企业的“转型发展”，

是开滦早期战略重大的变革。这

个变革是迫不得已的，并不是清

政府不需要钢铁，而是钢铁工业

在那个时代实在难以发展。研究

这个问题，这要先从磁州煤矿失

败的教训谈起。 

磁州煤矿也是李鸿章试办的，

该矿的试办早于开平煤矿一年有

余，跟对开平煤矿的生产要求毫

厘不差，也是煤铁并重。光绪元

年（1875）四月间，李鸿章领旨

试办磁州煤矿，随后朝廷“屡次

委员（委派官员）往查磁州煤铁”。

磁州煤矿作为中国第一批用机械

开采的“试点”，李鸿章洋务派

的主张是在那里搞“成龙配套”

的“大而全”煤铁企业，煤炭挖

出来以后便“就地设机，铸生铁、

冶熟铁，并压铁成片，引铁成丝，

以备制造之用”。所以，磁州煤

矿当时还有另一个名称——“磁

州煤铁矿”，多了一个“铁”字。

按原定的筹办计划，开办磁州

煤矿总共需银 30万两，用其中 13

万两购买挖煤机器和熔铁机器。他

们托英国人海德逊（开滦历史档

案里译为菴特生）回国购买机器，

谁知海德逊到英国后写信说金额不

够，光是熔铁一种机器就得 110万

　开滦档案馆电子历史档案 1号卷部分页面，均有“煤铁”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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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英商报出的这个数字与磁州煤

矿预算的两种机器 13万两“两相

悬殊”，几经谈判，李鸿章等人坚

持不再加价。此时正赶上“磁州民

情哗变，因当地人民对于地方官府

占用民地大为不满”，产生了利益

纠纷，又考虑到磁州运煤铁至港口

“运道艰远”，多种原因导致李鸿

章放弃了磁州煤矿的开办。“旋闻

（即不久听说）滦州所属之开平镇

煤铁矿产颇旺”，李鸿章便开始把

注意力放在了开平地区。

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

在追忆磁州煤矿的情形时说：“磁

州煤铁运道艰远，又订购英商熔

铁机器不全，未能成交，因而中

止。”这是李鸿章总结的磁州煤

矿失败的教训，但是现代一些史

学家认为李鸿章的这个总结并不

全面，因为“运道艰远”只是其

中一个方面，否则开矿伊始就会

把“运道艰远”当个事儿。至于“订

购英商熔铁机器不全”，这一条

也不能说服人，因为如果机器不

全，那英国人的钢铁是怎样炼出

来的呢？说到底，资金不足才是

磁州煤矿失败的主要问题，同时

磁州煤矿本身煤铁并进的方针不

能不说也是个重大失误。李鸿章

简单地认为只要兴办了矿山，有

了自己的铁石原料和燃料煤，那

么赶超西方便指日可待，他考虑

到了在煤矿就地炼铁可以节约原

料、燃料互运的运费消耗，但忽

视了资金不足、技术缺乏等一系

列实际问题。同时，对煤、铁二

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争资金的矛盾，

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些认

识上的局限，导致李鸿章制定的

煤铁共进计划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李鸿章还认为炼铁机器那么

高的报价，可能是交易环节中出

了猫腻，至少是委托采购的洋人

海德逊办事不力。光绪四年八月

二十七日（1878.9.23），他在给

《开平矿务设局招商章程》的批

示里，一开头就对唐廷枢聘用洋

人作了具体的指示，他说只要找

对了讲诚信的洋商人和有本领的

洋矿师，煤铁事业“诸事皆可从

容”。他说“至订购机器，须查

明矿产地势何式可以合用，采访

结实可靠洋商与之交易，勿蹈菴

特生故辙！”李鸿章提到的负责

给磁州煤矿购买机器的庵特生（即

海德逊），本是英国设在天津的

广隆洋行的洋老板，英国人为了

给远洋船舰提供燃料而觊觎中国

煤炭，海德逊便做了勘察我国煤

田的马前卒，并写出了一些中国

煤田包括开平早期的调查资料，

他还充当了磁州煤矿进口机器的

中间人。海德逊是否故意提高价

格而从中渔利，这个无实据可查，

但他提供的熔铁机器价格大大超

出了洋务派 13 万两（包括挖煤机

器）的估价，以至于李鸿章耿耿

于怀，觉得他不是那么“结实可

靠”，所以两年以后李鸿章还告

诫唐廷枢别再找海德逊这样的人。

从开滦历史档案里唐廷枢等人提

到的开办铁厂造价等内容，我们

可以知道，熔铁机器当时确实是

很昂贵的，其实就算是不找海德

逊而另换一个中间商，报出的价

格李鸿章们也未必接受得了。

处在那个年代，深受无煤铁

之苦的洋务派，不可能像今天的

史学家冷静地分析和总结磁州煤

矿失败的原因，也许明知道煤铁

一起上成功的难度太大，但还是

不能轻易改变不太现实的煤铁并

进计划，因为国家实在是太需要

钢铁了。直到磁州煤矿失败一年

后，他们创办开平煤矿的最初思

路依然是煤铁并重。所以，唐廷

枢到开平勘察的使命仍然如本文

前面说的“荷承伯中堂面谕，驰

赴开平查看煤铁情形”，而且在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没有放

　清朝农工商部在宣统元年二月十五日（1909.3.10）颁发的开滦

　开矿执照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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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出煤炼铁同时进行的计划。

开平矿务局创办时，“拟集

资 80 万两”，唐廷枢估算说在开

平“开办铁工”大约需要 50 万两

以上，就是说炼铁比挖煤的开销

要大得多。熔铁机器价格高，煤

机铁机一齐购进更加资金不足，

顾铁必失煤，而煤为先导，不可失，

只得先出煤。总之缺钱是后来开

平矿务局放弃炼铁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技术难度大，

寻找懂西洋炼铁技术的人不易。这

一点，唐廷枢在给李鸿章禀报熔化

煤铁成色及开采事宜的报告中就说

了，“是采煤一层本无难事，其难

者在熔铁耳。盖铁炉铁锅拉铁机器

等件，款式最多，大小不齐，应用

何款何式，马力多少，须审明地势、

石质、煤力等件，方不致徒劳费

力，虚费煤工。⋯⋯苟非精于铁工

者，恐有东洋开办时机器不合用之

弊（指日本办铁厂机器不合用的教

训）。”那时候中国人对西洋炼铁

技术最一般的问题都不了解，同时

面临着找不到好技师的难题。唐廷

枢向李鸿章报告说，“究竟铁石入

地深浅必须精明地学方能分晓。现

已向英国请定精于地学及透学煤铁

务者一人，每年薪金一千磅⋯⋯”

唐廷枢要求从英国“请定”的这个

人必须懂得地质、采煤、炼铁，而

且必须是“透学”专家，能知道煤

在哪里并能够挖出来，挖出来后还

得精通冶炼技术用煤把钢铁炼出

来，这样的涉及到地质、采矿、冶

炼等学科的跨行业的天才，就是在

教育事业发达的今天，也难以找到，

这也是唐廷枢、李鸿章认知的历史

局限。正像唐廷枢说的，煤好挖，

铁难炼，炼铁需要更复杂的技术。

事实上唐廷枢想花一千磅雇用一个

外国人来，挖煤炼铁“一锅烩”，

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第三个原因，是开平矿务局

的决策者高瞻远瞩而考虑周全，

担心煤铁并进全面开花会压住资

金。他们知道，如果贪大求全

导致资金周转不灵，接下来的

烂摊子将不好收拾。唐廷枢对李

鸿章说：“况熔铁机厂成本最

巨，大者动以百万，小者亦需

三五十万，多置固搁重资，少置

又恐停工待具。”唐廷枢怕昂贵

的炼铁机器买多了压住资金，买

少了铁厂开不了工。根据当时筹

资 80 万两的计划，这些钱也只能

勉强够操持煤矿，对于一投资就

得三五十万到上百万的炼铁厂，

只得忍痛割爱了。况且就算是想

着炼铁，那也得先挖出煤来才能

炼，无奈只能先挖煤。用唐廷枢

的说法，就是为了防止压住资金

等一列问题的发生，这炼铁厂“宁

可迟迟开办，不可草草误事”。      

第四个原因，不开办炼铁厂

与铁矿石赋存量不足有关，那时

并没有发现可供西洋技术炼铁厂

所需的足够的铁矿石。其根据是：

唐廷枢对乔屯一带进行了钻探，

当初报告煤的赋存量很大，但从

没有说过铁矿石赋存量大，只是

说铁的含量高而硫的成分低；唐

廷枢后来接手和入股了银矿、金

矿，但一直没有下大力气开铁矿，

这与他没有发现可开采的大规模

铁矿不无关系。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平矿

务局的英人总经理曾经狂热地要

开办铁厂，但后来的探测和论证

结果是唐山某山铁石储量不足以

开矿。你可能要说，唐山铁矿赋

存不足，那古冶的名字是怎么来

的？古冶可是早在古代就冶炼铁

的呀。事实上，古代的古冶，那

里只是小作坊小铁炉，其矿石来

源不足以撑起李鸿章、唐廷枢理

想中的大规模炼铁厂。至于解放

以后乃至今天对唐山铁矿石资源

的发现及估量之多，与开滦当时

放弃炼铁无关，因为那个时代并

没有确证唐山铁矿石储量很多，

至少在李鸿章死后的很多年的开

滦历史档案里，笔者没有发现所

谓唐山“铁矿石丰富”之类的确

切报告。

早期的开平矿务局在今滦县

九百户开过一个小铁矿，但由于

上述几种原因，该小铁矿几乎没

有一点影响，笔者在开滦历史档

案里仅发现只言片语，几乎要怀

疑这个小铁矿的存在了。这也从

侧面说明这个小铁矿没有创造效

益，或者是已经列入被抛弃之列。

由于唐廷枢放弃了炼铁，他对这

个小铁矿的投资力度和重视程度

大概可以忽略不计。

尽管英人骗占开平矿务局后，

其总经理那森曾有过开铁矿的企

图；尽管后来日本人军管开滦时，

为了战争的需要建立了开滦炼铁

所（唐山钢铁厂前身），但是，

这在那些特殊年代，都不是开滦

人或者说中国人的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