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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与开平煤矿资金问题
·

史
一

泽

中国早期工业化往往面临着一个不发达经济或前现代化经济的典型 问题—
即因为资金

相对不足和借款成本昂贵 ( 19 世纪 60 年代上海的短期商业贷款年利率为 10 一 25 肠 )
,

致使长

期投资筹集资金困难重重
。

①这个难题成为开平煤矿经营过程中最棘手的问题
。

近代化大型

煤矿投资特点 是
:
投资规模大

,

风险大 ; 成本 收回时间较长
。

因此
,

开平煤矿依靠昂贵的不

稳 定的借贷资本和官方垫款显然是不够的
,

必须有一个长期的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渠道藉以

解决开平煤矿资金困难
。

唐廷 枢认为资本的筹集
、

生产规模的扩大和运输条件的完善三者是

相辅相成的
。

既不能因为资金的不足而贸然增加借款
,

超出企业负债能力
,

导致企业丧失活

力 , 也不能因为资金相对短缺
、

运输的不便而使企业生产停滞不前
。

他为了吸引私人投资
,

一方面凭借自己积累的巨额资本认购开平股票
,

以开投资之风气
, 另一方面依靠企业生产的

发展
、

利润的增长招集私人投资
,

`

成功地解决了开平煤矿资金困难
,

为开平煤矿发展奠定了

基础
。

在 19 世纪 80 年代初
,

中国沿海开放 口岸城市特别 是上海出现投资工矿热潮
。

此时
“

上海

股 分气大开
,

每一新公司起
,

干百人争购之
,

以得股为幸
”

②
。

1 8 8 3年 l 月 哎字林沪报 》 指

出
: “

自春祖冬
,

凡开矿公 司如长乐
、

鹤峰
、

池州
、

金州
、

荆 门
、

承德
、

徐州等处
,

一经察

准招商集股
,

无不争先恐后
,

数十万 巨款
,

一旦可齐
。 ”

③工矿企业通过发售股票的途径在上

海集掖私人资本
,

在当时被看成社会
“

时尚
” 。

当时
,

公申报 》 评论说 : “

华人近来亦知此

事 (认股 )之大有裨益
,

且不仅投股而已
,

又以股票相互买卖者
,

其行情时有涨跌
。 ”

上海股

票市场十分活跃
,

各工矿发放的股票升水 明显上涨
, “

查招商局原价每股一百两
,

今则已涨

至二百五十两矣 , 平泉铜矿原价一百两
,

今 已涨至一百六十 两矣 ,
开平煤矿原价一百两

,

今

已涨至二百三十七两五钱矣
; … …

” 。

④当时投资矿务的热潮
,

为开平煤矿投资提供了 良好

的机遇
。

唐廷 枢抓住这次投资工矿热潮提供的机遇
,

积极为开平煤矿筹集私人投资
。

当时中国商民认购股票存在着盲 目性
,

他们认购股票不 以企业经营管理方法和手段的高

下作为投资的依据
,

而是
“

以经事之人
、

之声
、

之身家为断
,

以某也大员
,

某也富户
,

其创

办某 矿 先 有己之资本在 内… …
”

⑤作为投资的先决条件
。

唐廷枢利用商民投资工矿业经验

不足的弱点
,

凭借自己拥有的巨额资本和商界的影响
,

率先投资开平煤矿
,

起到了开风气作

用
,

加快了开平煤矿集资进程
。

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没有形成合理统一的投资市场 ( 如

股票
、

证券市场 )
,
旧有的财富拥有者 ( 如盐商

、

钱庄主
、

地主
、

官绅等 ) 期望 自己的资金

能够获得高额利润` 不愿 把资金投向风险大而所得利润又明显低于传统商 业 ( 如 钱 庄
、

典



当
、

盐行等行业 )的新式工矿业
。

在这样的投资环境下
,

要创办一个大型煤矿
,

创办人必须

是一个资金的提供者
, “

他们不仅自己在近代企业中投资
,

而且还用各种新方法筹集大笔的

资金
,

这些资金正是近代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须臾不可离的
。 ”

⑥唐廷枢正是上海 商 界 巨

子
,

他凭借在商界 的地位和影响
,

在调动社会资金上不但能够对
“

诡寄洋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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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供资金
。

唐廷枢从洋行买办到创办民族工业的转变过程中
,

他和他的家族成员进行跨行业的连锁

投资和经营
,

在 当时商界声望很高
。

他于 1 8 58 年在香港经营了两家获利丰厚 的当铺
。

⑦ 1 8 6 6

年从怡和洋行得到 10 万两贷款
,

在上海与人合开了一家当铺
,

年获利 40 %
。

⑧他在充 当怡和

洋行总买办时
,

曾经是
“

泰和
” 、 “

泰兴
” 、 “

精益
”

三家钱庄的老板
。

1 8 7 2年唐廷枢在创

建轮船招商局的同时
,

与徐润集股 100 万两
,

创立仁 济 和保险公司
。

⑨在旧 的银钱业和近代

保险业的投资和经营中
,

唐廷 枢积累了巨额资本
,

他在涉足于金融业的同时
,

对 旧式和新式

的工业和商业也进行了多方 面 投 资和经营
。

在怡和洋 行 协 助下
, 18 6 9年唐廷枢 成 为 一

个中国政府批准的盐商
多 他和他的两个兄弟在汉口 开了原生祥茶栈

,

在上海开了恒 宏 顺 茶

栈
。

L在新式工商业投资和经营中
,

唐廷枢首先投资于航运业
。 “

北清
” 、 “

华海
” 、 “

公

正
”

三家公司是唐廷枢资本角逐的主要场所@
。

唐廷枢还与他的家族成员分别投资于烟台扩

丝局
、

中国玻璃公司和上海 电光公司L
。

这一系列投资和经营活动
,

唐廷枢
“

通过各种合法

和非法的手段
,

积累了可观的资本
” 。

他是一位集资本的消极拥有者角色和积极经 营 者 角

色于一身的富人
,

这使他区别于传统的把资本管理交给社会地位较低的管家去办而自己过着

清闲逍遥的绅士生 活的富人
,

因此
,

他才有投资于近代工矿业的可能
。

可以说开平煤矿集资的成功与唐廷枢过去的工商活动以及所积累的资本有直接关系
。

开

平煤矿原计划集股 80 万两
,

18 78 年实际招股 22 万两
,

主要投资者是唐廷枢
。

到 18 81 年开平煤

矿已开销 70 万两
,

其中唐廷枢个人私垫多达 40 万两
。

直到 188 1年秋
,

开平煤矿投产后
,

才迅

速筹集到 1 20 万两
。

在 120 万两股金中
,

唐廷枢个人认股 3 0万两⑥
,

其余不少股分是 唐 廷 枢
“

因友及友辗转邀集
”

而成
。

45 万两私人借款也是唐廷枢凭借自己在商界威望四处 称 贷 而

来
。

我们可以说唐廷枢是开平煤矿初创时期资木的主要承担者
,

他这种承负能力显然是以他

所积累资本数量及其在商界的影响为基础的
。

象唐廷枢这样
“

独肩艰巨
”

的认股和私垫巨资是以他 自己及其家族的事
.

业为冒 险 代 价

的
,

这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是不多见的
。

时人评述说
:
唐廷枢

“

于开平矿局非独无一

毫 自私 自利之见存于胸中
,

且不借毁家以成就其事
,

其高谊尤为人所难能
”

@
。

唐廷枢为什

么这样做呢 ? 首先
,

他是一个深刻了解西方的买办
,

在
“

中西通市交涉 日繁
”

的历 史 潮 流

中
,

他认为
“

男儿 当学有用之 学
,

沾沾章句无益国家事
” , “

遂弃举子业
,

习泰西学
” 。

他
“

更穷心于商务
,

于利害得失
, 镣然如指诸掌

”

⑥
。

二十多年的商务实践
,

使他深深察觉到

近代工矿业的前途和
“

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
”

给投资者带来的长远而丰厚的利润
。

由于唐廷

枢拥有巨额资木并认识到近代工矿业的重要意义
,

因此
,

在其它阶级 ( 如官僚
、

士绅
、

地主
、

旧

式商人等 )产生投资近代工矿业意图之前
,

他就愿意投资于这样的企业
。

其次
,

唐廷枢是一年昔

食于外国洋行的买办
,

依靠洋人的残羹剩汁积累自己的资本
,

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多
,

不愿依

附外国的侵略势力
,

希望通过发展民族工矿业使自己成为独立的资本拥有者和经营者
。

再次
,

唐廷枢投资于宫方支持和保护的
“

宫督商办
”

企业
,

能够利用
“

宫
”

的庇护进一步得到投资

利润
,

他所拥有的财富得到政府的承认和保护
。

这些因素成为唐廷枢投资工矿业的内在 动力
。

19 世纪下半叶中国煤炭市场供不应求
。

外国轮船到中国 口岸次数不断增多
,

需煤量也在



增长
,

而外国轮船所消耗的煤炭都是从本 国载运而来
,

直到 80 年代初
, “

各国轮船在中国添

装之煤
,

仍系洋煤之预运者
,

复以售之
”

L
。
19 世纪 60

、 7。年代以后
,

通商口岸外资经营工

厂的用煤量也有明显增长
。

60 年代洋务派创办的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军工企业
,

70 年代初创设

的轮船招商局
,

80 年代末建成的华北铁路都以煤炭为主要能源
, 都迫切需要煤炭

。

社会对煤

炭需求量的增大为开平煤矿创建提供有利条件
。

开平煤矿创办之初
,

唐廷枢就深深感到
`

煤

铁乃富强根基
,

亚宜开采
”

@
。

他认为
“

煤铁乃军民 日需之件
” , “

夫取天地之利
,

济民生

日用之需
,
寰中之宝藏己兴

,

海外之漏厄渐塞
,

试属富强要求
,

远大宏酞
”

L
。

因为他深刻

认识到煤在未来社会发展 中的重要作用
,

所以他能够 把巨额资本投股于开平煤矿
。

唐廷枢起初招 集商股 是不成功的
, “

当时风气未开
,

国人无投资习惯
,

_

巨开平 又 属 创

办
,

成败难必
,

故对招商集股
,

多裹足不前… …而唐 氏终不恢心
,

将一切希望寄于将来出煤

运销
”

L
。

当时有些矿局在技术
、

管理等问题还没有把握之前
,

便到上海招商集股
,

随后因

为矿局进展缓慢
, 股票贬值

, “

矿 中寂无消息
,

举办无期
,

有股者疑虑百端
,

争相贬价
,

忽

而大跌
”

L
。

唐廷枢在招商问题上没有采取其它矿局 惯用的
“

瞒天过海
”

之术
,

为了企业的

长远利益
,

为了开平煤矿有一个相对稳 定可靠的资金来源渠道
,

他把开平煤矿 的 创 建
、

施

工
、

生产
、

运销等情况迅速地见诸于报端
,

公布于众
,

以开平煤矿在解决技术
、

管理等方面

的成功来坚定投资者对开平煤矿的信心
。

此举真可为
“

事事登报悬为成例
” 。

早在 1 8 79 年
,

开平媒犷初创阶段
,

了 申报 》 报道了唐廷枢勘探情况 : ` r

十二月十五 日

抵天津
,

二十六日观察 ( 唐廷枢 ) 委弟 ( 柴维振 ) 前往开平先行布置一切
。

于六月二十 日观

察偕洋人矿司等抵开毛 二十二
、

三
、

四 连日往勘煤铁各矿
,

二十五 日开局名曰
:

开平矿务

局
。

二 十 六
、

七
、

八
、

九复往各矿勘煤铁成色
,

查得开平镇之西二十里乔家屯地方数处
,

所

产 之煤 比别矿更高
”

⑧
。

18 8 。年开平煤矿的投产计划在 《 关册 》 中也有反映 : “

开平煤矿的

工作正在大力推进中
,

矿务局总办 ( 唐廷枢 ) 希望在 1 88 1年年底 以前
,

能供应天津市场以相

当数量的煤斤
”

@
。

与此同时
, 《 申报 》 还介绍了开平煤矿 聘请外籍技术人员情况 : “

英京

开来一火船
,

于前 日进 口 ,

其中有管理开平煤矿之机器人四名
,

闻唐观察景星所聘订
”

L
。

这些消息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开平煤矿创建情况
,

能够 使投资者摸清开平煤矿创建进 展 的 底

细
。 188 。 年 到 1 88 1年初是开平煤矿资金最紧张时期

,

唐廷枢利用 《 申报 》 连续报道开平煤

矿的建筑规模和生产情况
,

以此来拓宽开平煤矿集资的渠道
,

详细记述了开平煤矿 开 办 规

模
、

煤井
、

机器设备等情况
,

着重描述了机器的工作效率
, “

厂内开二井
,

一提煤
,

拟六十

丈
,

其机器每 日能提百万斤 , 一提水贯风
,

拟六十丈
,

每分时辰可抽水千斤
”

@
。

该报还对

开平煤矿的煤质
、

创建
、

投产等方面进行评述
。

开平煤质
“

坚硬
” , “

其色泽润
,

试烧火势

极旺
。

以欧美各国钻地开井
,

往往年分阅五六年之久
,

资本经百余万之多
。

今开平煤矿系光

绪三年招商
,

次年钻地
,

去今 两年开井
,

仅及三年
,

煤槽已见
。

此事半功倍之举
,

而又能经

费从省者
,

可为股人贺
,

1

亦可为唐观察贺缘
”

L
。

当时一些有影 响的报纸连续报道不仅把开

平煤矿所取得的成就展现给广大商董
,

增强他们信心
,

而且也赞扬了唐廷枢对开平煤矿所作

出的贡献
, “

初创时
,

人 皆视作畏途 ; 既办后
,

人又惴生疑窦
。

独观察力任其难
,

小 心 竞

业 , 人 言不恤
,

告厥成功
”

L
。

这样
,

投资者对开平煤矿有了较全面真实了解
,

坚定了他们

信念
,

稳定了开平股票市价
,

拓宽了吸收资金来源
,

为开平煤矿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

二



冲世匆 8 0年代初 卜海出现的投资近代工矿业热潮
,

对开平煤矿来 说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

会
。

但是
,

由于中国近代社会没有形成统一 的稳定的股票市场
,

新 旧金融机构并存
,

并月上海

华商的商业在开关以后依 然依靠底本不厚的钱庄放款周转
,

因此上海工商业依靠脆 弱 的 旧

金融机构作为信贷机构
,

给当时工商业活动带来不少弊端
,

也给投机 商留下可 乘 之 机
。

上

海商人一 向有买空卖空的习惯
,

常常利用银两和银元兑换率的差值和两种货 币存借利息的差

值
,

做所谓的
“

吊盘空盘
”

的生意
,

再加上一些矿务局 派到上海的人和木地的一些商人 以及钱

庄合伙利用投资工矿的热潮
,

做股票投机生意
,

成为导致 188 3年上海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
。

另外
,

外商利用他们和钱庄的密切关系
,

暗中操纵也加重了上海金融危机
。

这场危机使本来

就先天不足的工矿业投资市场受到致命打击
。 “ 18 8 3年秋冬之交

,

上海市场上产生了一场影

响深远的金融危机
,
使一度在 80 年代初十分活跃的上海股票市场一撅不振

。

一直 到 80 年 代

末
,

在煤矿工业方面除了在 18 8 7年出现了一个官办的小煤矿—
山东淄川煤殉

1`

以外
,

就不会

再见到其他新矿的出现
。 ”

@ 80 年代中后期开矿投股活动陷于停顿
,

上海的投 资市场出现疲

软
, “

近年以来中国之谈矿务者 日益众
,

东开一矿
,

西开一山
, 至于矿务股分之票

,

彼此买

卖成为市面
,

其势可谓盛极矣
。

然不务乎实 而 傲 乎名
,

间又有指东话西并无把握者
,

遂至

一败涂地
,

因此而丧资破家者不知凡几
,

于前 明之祸无异
,

迄今谈者犹为色变
”

L
C

这无疑给

生产
、

运销 日益兴旺的开平煤矿的发
一

展带来困难
。

188 3年 上 海 的股票和钱庄风潮使开平股票市价急剧下跌
,

一直到 80 年代末
,

开平煤矿

的股价 回升不快
。

人们对开矿投资失去了兴趣
,

不愿投资于风险较大的矿 产 业
。

当 时 《 申

报 》指出
: “

迩来办理矿务不特利
,

’

不能兴
,

而且害贻
,

胡底言开矿者盖几几相引为戒矣
”

⑧
。

80 年代中后期
,

人们普遍对开矿热情不高
,

开平煤矿的兴旺发展也不能扭转投资市场的萧条

局面
。 “

虽有数处经理得法
,

矿苗果然上等
,

通风泄水
,

一切机器无不合宜
。

而经事人又复

实事求是
,

又不以他人之资本轻于一掷
,

自此八年十年
,

利可以 日见兴旺
。

然以各股分有跌

无涨
,

买股之人争思脱手
,

市面银根紧急异常
,

耳不暇及
,

何矿之佳而转为购进 ? 故如开平

之煤矿办有成效
,

出煤多而且好者
,

无人探悉其现在情形
,

股分之票价虽略有胜
,

而不满于

原股之数
,

亦未必舍他矿而就此
。 ”

L 18 邪年 9 月 2 日起开平股票市价每股下跌原价 100 两以

下后
,

股价有跌无回
,

一跌再跌
,

最低时每股市价 30 两左右
,

给开平煤矿发展造成了严重困难
。

在这次风潮初期
,

唐廷枢试图凭借个人的资金大量购进开平股票以维持开平股票市价
。

一开始
,

这样的努力略有收效
,

但后来力不能抵
。

18 83 年 8 月怡和洋行上海经理在一封信里

谈到
, “

我相信他 ( 唐廷枢 ) 有开平股票三千股
,

抵押在钱庄里来借巨款
。

六个月到八个月

前
,

他在市场上买 ( 开平 ) 股票
,

中国人马上跟着买
,

结果一时市价坚挺而高昂
。

前几天他从

英国打 电报来
,

要买 ( 开平 ) 股票稳定市场
,

有人替他以每股一百二十两购进五百股左右
。

但是中国人不但不跟着买
, 反而最后愿 意以一百一十五两或更低的价格随意出让

”

⑧
。

这一

年 8月至 10 月间
,

开平票价涨跌无常
,

到 10 月间开平股票每股跌至 80 两@
。

唐廷枢维持开平

股票市价的努力收效甚微
,

无济大局
。

开平煤矿的资金周转 日趋紧张
,

严重威胁到企业的发

展
, “

现在出煤虽日渐畅旺
,

而所售之值
,

除开销局中公费外
,

所余有限
,

贷款利息与股中

官利
,

均属不敷开支
。

且其中贷款
,

尚有不能延缓者
,

捉襟露肘
,

时有所虞
”

L
。

唐廷枢要摆脱严重的金融危机所造成的企业发展资金不足的困难
,

面临着以下 儿 种 选

择 : 一是借贷官款以 度难关
。

如果开平煤矿大量借贷官款 以助企业的发展
,

这个以 民间投资

为主的
“

买办
”

商人 自己承办的近代化大型矿山的性质
,

就会向官僚资本主义方向偏转
,

声
业千辛万苦争来的一些 自主权有可能被夺去

,

这对企业的未来发展十分不利
。

二是向洋行贷



款
。

在当时传闻四起
,

传说开平矿
一

局要归怡和办理
, “

开平煤矿今春新泰同相助为理在天津

销煤斤
,

而与全矿事宜并不干涉
。

前月怡和行东茄臣因该矿事务屡次来往京津
,

目下西人互

相传述
,

谓该矿将归怡和办理云
”

⑧
。

外国人对蒸蒸 日上的开平煤矿早有并吞之心
, “

开平

矿务局有归怡和洋行经办之说
,

盖因该局款项拮据
,

向怡和贷银三十万两也
”

L
。

西商提出

十分苛刻的条件
,

又不允许酌议
,

唐廷枢在认真考虑后
,

认为
“

不欲为三十万两之故
,

将全

矿归人掌握
,

如不通融酌议
,

拟将前说为罢论
” 。

以上两种选择对矿局发展害大于利
。

最后

一种选择
,

就是依靠企业 自己的力量解决资金困难
。

从 188 3年到 1 8 8 6年上海开平股价仍在 30 两至 60 两之间徘徊
,

使它尽快 回升希望不大
。

开

平煤矿要从私人投资者手中再得到企业发展所需资金看来十分困难
。

唐廷枢面对这一局面
,

采取了积极补救措施
。

一方面坚持生产
、

扩大销售
,

靠企业自身能力来解决周转资 金 的 不

足 , 另一方 面适度借贷官款减缓金融危机给企业带来资金周转上的压力
。

首先
,

唐廷枢以扩大生产
、

增加销售来获得企业周 转资金
。

从 18 83 年到 188 8年
,

开平煤

矿年产量由 1 09
, 。 9 0吨增至 246

,

69 9吨L
。

日产 量也不断提高
,

18 8 3年年底日产量在 6 00 吨

左右
,

到 18 8 4年 7 月
`

旧产量维持在 90 。吨以上
”

⑧
。

投产后的前三 年 煤 斤 销 售 金 额 达

3 2 0 , 。。O两
,

用来补添煤矿生产开支
。

与此同时
,

唐廷枢采取应急措施
,

从 1 8 8 3年起提存公

积金
,

从销煤所得
,

陆续清偿所借官私各款 , 停发初创几年内的股息
,

这虽然有违 招 商 初

衷
,

但是对集中款项偿还官款和私款
,

减轻危机时期开平煤矿所负担的沉重息银来说是一项

有效措施
。

其次
,

唐廷枢以开平煤矿取得天津煤斤市场的胜利来巩固天津的开平股票市价
。

起初开

平煤矿以争夺天津市场为主要 目标与 日本煤展开竞争
, 18 8 3年洋煤减至 3 , 40 0余吨

, 18 8 4年

减至 1 , 2 00 余吨
,

18 8 5年减至 56 0余吨
,
188 6年减至 30 1吨L

。

开平煤矿逐步取代洋煤
,

并利用

天津的出海口 ,

向其 它 口 岸转运
。

开平煤在天津市场取得 巨大胜利
,

稳定了天津金融市场

上的开平股票市价
,

并使之有所 回升
。

188 3年 10 月上海金融危机开始之际
,

妥字林西报 分刊

载来自天津的消息
: “

开平煤矿股分忽又涨至 90 两
,

购者争先恐后
。

向其所以涨价之故
,

或

则云因今年所开之第五矿 口 出煤之多 ; 或云徐润之观察至津与李傅相商协妥贴
,

其开平东北

尚有铁矿
,

亦许其开取并入开平
,

故闻此信息者莫不纷 纷 向 买也
”

L
。

时隔几 日
,

天津 的

开平股票市价每股超出 100 两
,

有明显回升
, “

( 天津 来 电 ) 又 言开平股票 日内市上往来交易

颇多
,
有二千余股

,

其价 自八十五两起至一百十七两为止
,

日下则股价已至一百二十 两
”

@
。

可 以 说 天 津的开平股票市价受上海金融危机影响不大
,

主要原因是开平煤矿在天津市场取

得了巨大胜利
。

1 88 3年 12 月
,

上海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刻
,
开平股票一度下跌到每股 50 两

,

而天津的股票市场上却出现了认购开平股票热
。 “

天津传信息云
:
开平煤矿股分票现价每股

一百四十 两
,

而人犹未肯出售
,

然则该矿务尚有蒸蒸 日上之势也
。 ”

函同月的 (( 字林西报 》

也 报 道 说
“

( 天津 ) 开平煤矿股票近 日尚涨价不 已
,

初四 已涨至每股一百五十两
,

而尚无

人出售
,

是该矿之好消息也
”

L
。

天津开平股票市价 日趋坚挺部分缓解了上海金融危机带来

的资金周 转紧张的压力
,

赢得喘息的机会
。

天津煤斤市场取得胜利
,

保证了开平煤矿正常运

销
,

为企业提供了大量资金保证企业正常生产有助于开平煤矿度过资金周转不灵难关
。

最后
,

唐廷枢一方面加强企业财务管理
,

另一方面支借适度官款缓和资金周转 紧 张 给

企业带来的压力
。

18 84 年唐廷枢进行企业 内部整顿
, “

实力整顿
,

将冗人糜费一概栽去
” ,

⑧

节 省 开 支
,

提高企业 内部的工作效率
。

同年初
,

经开平矿局会办吴炽 昌察请
、

李鸿章和盛

宣怀批准
,

开平煤矿得到 20 万两官方借款
,

年利率为 6 %
。

L这笔借款是以开平煤矿负债能



力为前提
,

其结果不但没有损害开平煤矿的权益
,

反而缓解了煤犷资金不足的紧张局面
。

从 18 8 3年秋到 1 8 8 8年
,

唐廷枢经过 5 年苦心经营终于度过了资金困难时期
,

不但治愈了

上海金融危机所 留下的
“

创伤
”

而且以 销售煤斤所得断断续续清偿了所借官私各款
。

1 8 88 年

所欠宫款一度只有 9 , 。 03 两
,

全部负债减至 91
,

04 0 两④
。

张翼说
: “

照得开平矿 务 局
,

开

办十有余年
,

并无官款
,

均系商办
, ”

④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
。

在五年里
,

开平煤矿资金积

累 100 万两
,

并于 18 8 8年第一次发放股息
。

唐廷枢风雨寒霜十年经营
,

初步解决了开平煤矿资金问题
,

为开平煤矿未来发展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

当时社会上对唐廷枢经营成功反映强烈
,

’ `

公 ( 唐廷枢 ) 之志遂一意于矿
,

通

河道
,

开铁路
,

经营布置不遗余力
,

凡所以利益开矿者
,

靡不急起而立行
,

竭十年之心思才

力
,

然规模焕然大备
,

而四方赖其利用者称道勿绝口
”

L
。

唐廷枢并没有因
一

卜年经营成功而

停步
,

他利用开平煤矿的成功在商界的影响
,

迅速吸收私人投 资
,

追加 资本
,

扩大生产
。

18 8 9

年续招股 3 2 5 , 60 。两
,

L私人投 资达到 150 万两
,

再加上十几年的资金积累
,

成为开平 煤 矿

资本组成的主体
。

总之
,

唐廷枢凭借他的闲熟的经营技巧
、

丰富的知识
、

开阔的视野以及他

所拥有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成功地解决了近代企业所面临的共同难题
一

资金不足
,

为开平煤

矿进一步发展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

他的成功表 明一个真正企业家是企业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

因素
。

他的成功经验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值得我们借鉴和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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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2 2页 ) 周 转
,

商交息银
,

称祭息
。

妞课
、

盐折
:

福建称灶 课为址折
。
凡涅据所纳钱粮

,

称

址课
,

由场官征收 , 盐田所纳钱粮谓盐折
,

由州县征

收
。

普育银
:

系拔充普济
、

养育两堂之经费
,

随同坛折正项

征输
.

与地丁之耗羡相似 ,

贩引价银
:

福建滨海 盐户办纳盐斤
,

初因赔累
,

折价 过

高
,

交商 自行买盐配运
,

例名贝皮升
,

由州 县课税
,

解

缴道库
。

此项银两即称贩引价银
。

雍正元年裁商停

引
,

此项银两被豁除
。

雍正五年
,

莆田 场附海各灶 户

具呈情愿照 旧完交
,

由莆田 县征解道库
,

递年汇同 杂

项造册奏报
,

系属盐务中之杂款钱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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