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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和开平煤矿

杨 桦

(一 )

唐廷枢 ( 1 8 3 2一 1 8 9 2 年 )号景星
,

亦作境心
,

出生于广东香山
。

他是洋务运动时期一位

具有资本主义经营才干的特殊人物
。

他
“

曾经受过彻底的英华教育
。

确
“

英文写得非常漂

亮
” ② “

说起英文来就象一个英国人
’ ,
③

。

早年
,

唐廷枢就读于香港马礼逊学堂
,

当他完成了

该校和另一所教会学校的学业之后
,

从 18 5 1一 1 8 5 7 年间
,

便在香港殖民政府的法院当翻

译
。

1 8 5 8 年间
,

在上海的海关当大写
。

1 8 5 9一 1 8 6 1 年
,

任正大写兼翻译
。

1 8 6 1年
,

唐廷枢

辞去翻译工作
,

正式进入上海英商怡和洋行
。

此后
,

他长期充当怡和洋行总买办
,

将近十年

之久
,

并曾担任过三家轮船公司和上海丝茶两业公 司的董事
。

直到 1 8 7 3 年 7 月
,

李鸿章邀

请他主管轮船招商局和其它新式企业
,

结束了唐廷枢的买办生涯
。

纵观唐廷枢为开平煤矿效力之前的买办生涯
,

几乎 同当时所有最重要的西方在 华机

构交往达三十一年
。

也就是从他不满十岁的孩提时代至不惑之年
,

他深入接触并了解了教

会学校
、

殖民政府
,

外国人掌握的海关和洋行等
,

尤其是唐廷枢特殊的经历使他掌握 了西

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企业经营管理方法
。

(二 )

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
,

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

引起了对煤炭
、

钢铁等原材料和

燃料的更大需求
。

主要是洋务派创办的一些近代化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六十年代 以来

日益增多
,

迫切需要煤铁的大量供应
。

此外
,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
,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已 由我

国沿海港口侵入广大腹地
,

中国被迫开辟的通商 口岸不断增多
,

加速了西方对华贸易的迅

速发展和航运势力的入侵
,

来华的外商船舶 日增并且往来频繁
。

就地取得廉价燃料补给的

要求已刻不容缓
,

中国煤炭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 日趋严重
。

土法采煤的数量
、

质量远远不

能适应近代大规模机器生产和交通运输业所需燃料的供给
,

尤其因煤炭运输环节不畅
,

至

使土法采出的有限的煤炭也不能及时输送进入市场
,

加之昂贵的运费使中国煤 不具备与

洋煤匹敌的竞争力
。

因此
,

中国近代企业如果长期依赖于洋货的供给
,

就要受制于人
,

更谈

不上 自强
、

求富
。

这一点很多有识之士都深有感触
,

李鸿章认为开采煤铁矿
,

为铸造军器需

要
`

,

如果依靠从外国进 口的煤铁
,

特别是中外关系紧张时
,

一旦洋煤断绝
,

势必使各厂
“

废

工坐困
” ④因此解决煤的自给问题提上 日程

。

洋务派认为
“

中国金银煤铁各矿
,

胜于西洋诸

国
.

只以 风气未开
,

精华闷而不发
’ ,
⑤若自己

“

采炼得法
,

销路必畅
,

利源 自开
,

榷其余利
,

且

可养船练兵
,

于富国强兵之计… …
” 。

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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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平煤矿的创办是不断增长的社会需要和洋务派防范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

而开平煤

田丰富的煤炭资源是开平煤矿发展的物质基础
。

1 8 7 6 年秋天
,

李鸿章委派当时仍是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到开平勘探煤铁矿产资

源
。

唐廷枢接受委任
,

于是年 n 月 4 日同英国矿师马立师前往开平一带
,

进行实地考察
。

勘探结果表明
,

开平地区拥有丰富的矿藏且煤优质佳
,

这些情况在唐廷枢的《察勘开平煤

铁矿务并呈条情形节略 》报告中有详细说明
。 “

查风山至古冶由西而东
,

连绵五十里
,

离山

脚里许有 山根一道
,

与高山同行… … 由山根而至山脚
,

尽是煤井
。

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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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⑦而且开平东北的古冶
,

正北的马家沟和西南的

唐山
, “
三面均望低处而走

,

则高低均有煤块可知
。

且据该处开煤土人云
,

无一井能开煤至

底者
,

则其底煤多更可想见
。 ’

咐且
“

低处之煤胜于高处
” ⑨ 。

煤炭虽然储量丰富却从未大规

模进行开采
“
均系民业或祖传

,

或 自租
’ ,
公无论煤之高低厚薄

,

见煤即锄
,

由面至底
,

所以以

这种土法开采煤的数量非常有限
。

开平煤不但有丰富的储藏量
,

而且煤质更优
,

以气煤和

肥煤为主
,

尤其是烧焦炭
, “
有六成八

,

六成四之多毗特别适用于作火车
、

轮船和工厂的动

力燃料
。

不仅如此
,

开平地区的铁资源与煤资源相为表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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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修所以开平煤矿得天独厚的矿业资源

,

显示了开

平地区诱人的发展前景
。

1 8 7 8年 7 月 25 日
,

开平矿务局正式成立
。

李鸿章委派唐廷枢同郑观应
、

徐润等人在
“

官督商办
”
形式下负责主持开平矿务

。

唐廷枢一面派人招募商股
,

筹办建矿资金
,

一面又

亲自到各地复查
,

检验煤铁的成色
。

尤其
,

勘得开平西南十八里之唐山南麓乔家屯地方不

仅有丰富的煤炭资源
,

而且煤质优于其它地方
,

毫不逊色于英国上等煤
。

于是
,

决定首先在

此开采
。

但是开采煤矿招集资金的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
,

原计划筹集的资本额是八十

万两 (即八千股
,

每股一百两 )
,

实际上仅筹得二十余万两
,

其 中大部分的资金是唐廷枢和

徐润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
“
港粤殷商

”

的股份
。

1 8 7 8年夏天
,

唐廷枢用筹集到的第一批资金— 二十余万两向英国订购了大部分机

器设备
。

这些设备都是根据当地煤层以及将会遇到的地下水层的深度而购买的
,

这样就可

以用先进的方法进行更深
、

更安全
,

亦更有效地采掘
。

同时
,

唐廷枢又在唐山南麓乔家电买

地造厂房
。

九月中旬
,

在英国订购的钻地机器运到乔家屯
,

十月初
,

便正式开始钻探
。

1 8 7 9

年 2 月
,

采煤机器运到
,

一号矿井和二号矿井的凿掘工程先后顺利完工
。

开凿两井完全按

照西法
,

两井相距一百英尺
,

一井用来提煤
,

一井用来贯风抽水
,

地下又开凿三条横径与两

井相通
,

一切基建项 目均顺利完工
,

矿厂占地面积约四百亩
,

矿务局有权开采方圆十里 以

内的矿产
。

18 8 1 年
,

开平煤矿正式投产
,

生产能力不断提高
。

是年
,

开平煤产量为一千六百余吨
,

1 8 8 3 年
,

增至七万五千余吨
,

1 8 8 5 年增至十八万七千余吨
。
。开平煤矿的发展趋势吸引了

大批商人和官僚的投资热情
。

随着该矿声誉的提高
,

招集资本的工作一帆风顺
,

到 1 8 8 1 年

底
,

开平矿务局迅速募足私人资本一百万两
。

轮船招商局在 18 8 2 年
,

购买开平股达二十一

万两
。

上海股市出现了争购开平股票的热潮
,

一时间开平股票价格猛涨
,

甚至有人愿意 以

二百三十七两的价格收进
。
@到 18 8 3 年 2 月

,

开平股票趋于正常
,

一直保持在一百七十两

左右
。

虽然
,

1 8 8 3年夏天上海爆发的金融风潮中
,

开平股票也受到影响
,

甚至最低时每股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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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值二十九两
。

但是由于开平煤矿产销正常运行
,

很快开平股票又 回升到一百四十两左

右
。

开平股票的坚挺
,

提高了开平煤矿在投资者心 目中的地位
。

开平煤矿生产的顺利进行
,

促使解决煤炭外运的间题提上 日程
。

早在 187 ` 年
,

唐廷枢

最初勘探开平矿资源的时候
,

就注意到将来影响开平矿山发展的困难不在于生产方面
,

而

在于运输条件
。

他曾建议从开平到芦台修建一条铁路
,

使用动力代替畜力运煤
。

唐廷枢的

远见
,

表明他对新式煤矿的经营有较丰富的经验
。

但是
,

由于矿务局一时未能筹得足够的

资金
,

而且清朝守旧势力一再反对修筑铁路
。

为暂缓燃眉之急
,

1 8 8 0 年 10 月 10 日
,

唐廷

枢又向李鸿章提出一项变通方法
:

由芦台镇东起
,

至青各庄为止
,

挖一条长约七十里的河

道专门供开平煤炭的外运
,

取名
“

煤河
” ;
然后再由青各庄河头修筑一条

“

快车路
”

长约十五

里
,

通往煤厂
。

这项工程于 18 81 年 3 月动工
,

6
、

7月间完工
,

全部费用约十四万两
。 “

统归

矿局自筹
,

未领公款公文
” 。 “

快车路
”
实际上是一条单轨铁路

,

为了搪塞守旧势力的耳 目
,

最初用骡马在轨道上拉车
,

但英籍工程师金达利用开矿机器的废旧锅炉制成一辆机车
,

命

名为
“

中国火箭
”
号

,

在该路上行驶
。

后来又从英国买来一辆机车
。

利用水陆兼运的方法
,

暂时解决了煤炭外运的困难
。

唐管铁路成为中国历史上自造的第一条货运铁路
,

它为开平

煤炭的外运立下汗马功劳
。

但是
,

生产蒸蒸日上的开平煤矿
,

对运输 问题提出更高的要求
。

1 8 8 6 年 7 月
,

开平矿

务局在李鸿章的庇护下将唐山至管各庄的铁路延伸至阎庄
,

长约六十五里
。

不久
,

又经海

军衙门奏准
,

将该铁路延长到林西
。

运输条件的改善
,

使产地与市场畅通往来
,

进一步刺激

了开煤产量的增长
。

到 1 8 8 6 年开平煤矿产量为十八万七千余吨
。

纵观开平煤矿投产后的

发展趋势
,

产量从 1 8 8 2 年的三万八千三百八十三吨到 18 8 9 年的二十四万七千八百六十

七吨
,

八年中增产七倍多
。

到九十年代末
,

开平煤矿产量已达七十三万一千七百九十二吨
,

较十年前增长了三倍左右
。
L开平煤矿与同时期存在的煤矿相 比

,

无疑取得世人瞩 目的成

功
。

开平煤矿 自 1 8 81 年生产走上正轨以后
,

唐廷枢即向李鸿章提出煤炭减税的要求
,

经

清政府批准
,

开平煤矿援照台湾
、

湖北的成例
,

煤税每吨 由六钱七分二厘减为一钱
。 。 煤炭

成本降低
,

有利于开煤投入市场竞争
。

尤其是开煤进入市场 以后
,

势力不断扩展
,

立即与洋

煤展开争夺天津市场的斗争
。

八十年代以前
,

通商 口岸所需全部煤炭几乎都由洋煤把持
,

整个天津煤炭市场被日本煤炭占据
。

据统计
,

1 8 6 7 年入 口的洋煤是十一万三千余吨
,

1 8 7 2

年增至十三万四千余吨
,

1 8 78 年 已达二十万零三千余吨
。
@这些煤炭大部分以上海为集散

地
,

七十年代间天津市场也被洋煤占领
,

每年进口约八千一百余吨
.
。 而 1 8 81 年天津进 口

洋煤是一万七千余吨
,

1 8 8 2 年进 口洋煤降至五千四百余吨
, 1 8 8 4 年降至一千二百余吨

,

到

1 8 8 6 年洋煤进入天津仅三百零一吨
。。 而开煤在天津逐渐取代洋煤

,

从 1 8 8 2 年的八千一

百八十五吨增至 1 8 8 9 年的五万一千九百五十九吨
, 。几乎垄断了天津煤炭市场

.

但是
,

从

全国范围看
,

中国的煤炭市场仍然被西方列强控制
。

1 8 8 5年
,

全国进口的洋煤有增无减
,

已超过三十万吨
。

在上海市场开煤仍无法与之抗衡
。

然而
,

开平矿务局仍在一定程度上给

外国侵略势力以回击
,

挽回了一部分民族利权
。

开平煤矿的创建
,

不仅从洋人手中夺回天津的煤炭市场
,

而且满足了清政府官办企业

和北洋舰队的煤炭需要
。

开平煤特别受到新式航运业欢迎
。

由于开煤发火力强
,

含灰量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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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百分之三十左右
,

溶渣很少
,

十分适合轮船燃煤的需要
。

所以
,

停靠在天津的中外轮船
,

必装满开平煤之后才启旋离去
。

除天津外
,

开平煤炭打入其它口岸
,

在牛庄和烟台也很有

市场
。

开煤输往各地的数量虽在增加
,

但仅占全年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

也就是说
,

开煤的百分之八十仍在产区附近销售
。

所以给开平煤矿附近地区提供了大量廉价燃料
,

促

进了其他工业的复苏和兴起
,

使原来开平一带因燃料昂贵且供不应求而停产或奄奄一息

的砖窑
、

炭窑
、

石灰窑
、

缸窑等手工业重新开业
,

并有了新的发展
。

陶瓷
、

酿酒等工厂也纷纷

建立
。

开平矿务局 自身逐渐发展成为一系列近代企业的中心
,

他们在唐山生产焦炭
、

砖瓦

和水泥
。

唐廷枢主持下的开平矿务局成为近代矿业成功经营的典范
,

为近代采煤业由手工

阶段向机器生产过渡提供了成功的例证
,

大大提高了生产率
。

开平煤矿自 18 8 1 年从国外

引进机械采煤
,

每人每天可采煤四吨半
,

比手工劳动时期每人每天至多采四
、

五百斤
,

有天

壤之别
。

排水机的使用
,

克服了土法开采时长期无法解决的排水间题
,

改变了以前只能挖

取头层煤
,

头层采完
,

窑即放弃
,

另开他井的严重浪费资源的现象
。

科学的技术设备和经营

管理使开平煤矿在唐廷枢主持时代日新月异
。

(三 )

开平煤矿带有 19 世纪 70 年代中国工矿业的时代特色
,

是官督商办的企业
,

这种
“

官

为维持
” 、 “

商为承办
”
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结合的产物

,

由于两部分所占比重不同
,

使企

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差异性
。

磁州
、

兴国煤矿的失败
,

开平煤矿的成功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

开平煤矿在较大程度上采取资本主义经营方式
,

以追求利润为目的
,

最大限度避免封建主

义因素侵害的办矿指导思想下
,

对生产经营作出突出贡献
。

早在 1 8 7 4 年
,

李鸿章曾委派天津道丁寿昌
、

上海机器局总办冯嫂光
、

天津机器局总办

昊毓兰等筹办直隶省南部的磁州煤铁矿
。

预计办矿资本 由沪
、

津两局各垫银十万两
,

招集

商股十万两
,

共三十余万两
。

是年十月
,

冯俊光等派英国广隆洋行商人海德逊去往英国订

购机器
,

延聘矿师
。

但是
,

次年复查资源时
,

发现矿产不旺
,

矿区
“

距卫河太远
” ,

运输问题很

难解决
,

而且在购置机器问题上主持人和英商意见不一
,

未能顺利成交
。

磁州煤铁矿的开

采计划夭折了
。

李鸿章于 1 8 7 5 年会同署两江总督刘坤一
、

湖广总督李瀚章等
,

特委盛宣怀

督办湖北兴国煤铁矿务
。

该矿 自 1 8 7 6年至 1 8 7 9 年用土法开采了四十余座煤窑
,

但生产力

极低
, “

半年仅出煤不及二十吨礴如果改用西法开采
,

耗资巨额
,

经费难筹
,

也告失败
。

唐廷枢主持下的开平煤矿吸取前车之鉴
,

防患于未然
,

取得近代矿业史上显赫的功

绩
,

其原因主要取决于唐廷枢对兴办近代矿业的才能
。

在几十年的买办生涯中
,

唐廷枢熟练的掌握了洋人的经营之道
,

有机会主持开平煤矿

也就一身兼宫商两职
,

他的特殊身份和才干在十九世纪七
、

八十年代的中国人中是很可宝

贵的
。

唐廷枢通过同外国资本家长期密切交往
,

逐步掌握了办近代企业的科学方法
,

而且

学得非常出色
。

这种优势是其它阶层的人所没有的
。

虽然倡导中国兴办近代工业企业的

是上层官僚
,

但是他们所具有的工商管理才能远不及他们所懂的儒家经典深刻
。

所以作为

近代化的上层管理者名不符实
,

而唐廷枢作为实业家的才干
,

无论中外商人无不知晓
,

尤

其是外商对他更为赞叹
。

他被李鸿章邀请主持开平矿务
,

使外商预感到唐廷枢所在的新企

业
,

将会成为自己强有力的竟争对手
。

唐廷枢的行动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

从对开平煤炭

资源的勘探
,

到《直隶开平矿务局章程 》的制定及至洋煤被挤出天津市场
,

都令世人瞩 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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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开平矿务局章程 》的十二条 内容
,

反映 了唐廷枢等人的资本主义经营头脑
。

《章

程 》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

一点是
: 《章程分第五条和第七条简明扼要地指出

“

删繁文
,

事归简

易
” “

节局用
,

限制不逾
。 ” 每这两条是针对腐朽体制下的官场腐败作风而言

,

要坚决反对官

场习气和庞杂的官僚机构
,

一切经营都按照买卖常规
。 ”
厂

`

内督工司事匠人等
,

均凭本人才

干
” “

所有酬应等项
,

一概不认
,

以重公本
。 ”

玛宝种办矿思想最大限度地扼制了封建势力的

干扰
,

改变了原来
“
官督

”
企业那种经营者只把办企业看成是做官的美差

,

而对企业事务一

窍不通
,

办企业只为中饱私囊
,

致使企业每况愈下
,

而经办者日富一日的局面
。

使官商两任

集于一身
,

因而主要投资人与实际经营者利益的一致性
,

促使每个占有股份的人对企业的

盛衰盈亏更加关心
。

另一点是《章程 》中规定
,

开平煤矿以追求利润为中心
,

依靠 自己的成

功经营吸引私人投资
,

并充分注意投资者的资本安全
。

所以在有关资本招集
、

利润分配和

财务管理等方面的规定都是具体化了的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
。

强调
“

股份一万两者
,

准

派一人到局用事
” “

其能当何职
,

应受薪水若干
,

由总局酌定
,

若其人不称职
,

或不守分
,

任

山总理辞退
’ ,谷
等

,

都是对西方近代企业管理方法的尝试
。

唐廷枢主持下的开平煤矿成功地筹集资金是开平煤矿顺利发展的前提
。

十九世纪的
`
!

,

国近代企业
,

由于资本缺乏而且借款利息高贵
,

在当时要筹集大批长期投资的资金是极

其艰难的
。

而唐廷枢及其他的广东朋友徐润
、

郑观应等人在长期同外商往来的买办生涯

中
,

已拥资巨万
,

并且预见到在未来发展趋势中设立近代企业非常重要
,

同时将获利非小
。

所以他们有信心也愿意投资于开平煤矿
。

此外
,

唐廷枢本人在这一阶层的人中间享有很高

的威望
,

他四处奔走
,

依靠多年结下的旧关系为开平煤矿筹集资金大施手段
。

但是
,

当时上海商人中的中
、

小商人
,

他们对唐廷枢等人开办开平煤矿仍持观望态度
。

所以
,

开平煤矿招集资本的工作决定着开平煤矿前途
。

虽然开始时
,

集资工作并不顺利
,

预

计筹集的八十万两资本
,

仅集得四分之一
,

其中主要是唐廷枢等人的股本
。

开平煤矿的建

立全赖于最初这笔资本购买采煤机械及建设厂房
。

直到 1 8 81 年
,

开平煤矿开始产煤
,

一时

间在上海声名大噪
,

募集资本的工作才出现转机
。

所以
,

唐廷枢等人最初的二十余万两资

本为开平煤矿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也反映了唐廷枢等人的投资风险意识和长远眼光
。

铁路的兴建
,

解决了开煤外运的关键间题
,

反映 出唐廷枢在经营生产方面的独特优

势
。

交通运输是产品的传送带
,

它的畅通及延伸是适应西法采矿的一种重要环节
。

产品的

竞争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交通运输条件的优劣
。

唐廷枢把对开煤外运的考虑充分显示了

他对经营近代矿业的远见卓识
。

18 7 6 年
,

唐廷枢第一次勘察开平煤矿的蕴藏量后
,

就提 出

影响开平煤矿发展的关键将是运输条件的落后
,

所以在 以后的十几年中他从未放松过对

运输条件的改善
,

直到在李鸿章庇护下
,

把唐青铁路延伸到林西
。

唐廷枢善于吸取先进的东西
,

在生产方面他一直依靠先进的人才和技术
。

1 8 7 8年
,

他

雇佣了三个英国工程师
。

次年
,

矿务局的外籍职员有九人
,

1 8 8 3 年增至十八人
。

这些外籍

职员都是优秀的工程师和有经验的工人
。

他们不同于其它一些
“

官督商办
” 企业中聘用的

外国无业游民
。

唐廷枢用人方面的得力措施是与他对近代企业经营管理方式的了解是分

不开的
。

加上他务实的工作作风
,

在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

开平煤矿的成功
,

同它采取的
“

官督商办
”
形式也是分不开的

。

官督商办制度实行的
“ `

言为维持
” ,

曾经帮助开平煤矿排除守旧顽固势力的阻挠
,

并在资金的筹集和税金减免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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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起到积极作用
。

但是 由于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的余威对近代企业的干扰
,

在开平煤

矿这个资本主义占优势的企业中
,

封建残余势力仍未根除
。

所以自 1 8 9 2 年唐廷枢去世不

久
,

张翼继任开平煤矿总办职务
,

开平走向下坡路
,

负债累累
,

终于在 1 9 0 1 年被英国侵略

者所掠夺
。

而唐廷枢成功地管理开平矿务十五年之久
,

赢得中外人士的崇敬
,

把开平煤矿

的发展史推上最高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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