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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与轮船招商局
坛坛峪坛映

称张学君传

扩扩犷扩扩毕

唐廷枢 ( 15 5 2一 15 9 2 )
,

号景星
,

广东香山县 (今中

山县 )人
.

出生于买办世家
。

他自幼在香港的教会学

校接受西方教育
,

自称
“

受过彻底的英华教育
” ,

说得

一 口地道的英语
,

还写过一本专为广东人与外国人

来往
、

打交道的实用英语手册
。

他 16 岁投身商界
,

自
1 8 5 1 年起

,

先后任英属香港政府翻译
、

上海海关总翻

译等职
.

1 861 年他辞去海关职务
,

在上海怡和从事洋

行业务
. “

代理该行长江一带生意
” 。

①
1873 年 6 月

,

唐廷枢接受李鸿章特邀
,

取代沙船

商人代表朱其昂
,

主持轮船招商局局务
.

这是他一生

事业的重大转折
,

也是轮般招商局弃旧图新
,

发生较

大经营体制变革的契机
.

唐廷枢运用他熟悉的外国航业经营方式
,

迅速

改变招商局经营体制
,

制订了《轮船招商章程 》和《轮

船招商局局规 》
。

章程和局规
“

仿照西商贸易章程
” ,

加重了商办色彩
,

维护了商股利益
。

章程规定招商局

实行商总 负责制
,

由唐廷枢任商总 ; 下设商 董若干

名
,

由商股产生
。

商董经商人推选股份较大者入选
。

商董有权联名要求撤换不称职的商总
,

有权任免局

中员司
。

实行民主议事制度
,

局内重大紧要事务必须

邀集在股商人集议
。

实行帐目公布制度
,

商股众人有

权随时到局查阅帐目
,

提出质询
。

为了适应近代复杂纷繁的航业经营需要
,

唐廷

枢等仿照西法结合招商局实际情况
.

陆续拟订和实

施了一系列轮船航运经营管理的规章制度
,

包括交

易通则
、

船长负责制
、

轮船报销制
、

装卸货物制
、

载客

制
、

信息交流制
、

货物转口制
、

运费提成制
、

承包办法

等
。

这些规章制度的颁行
,

表明了招商局 已与旧式沙

船业分道扬该
,

成为有竞争力的资本主义企业
。

由干唐廷枢对招商局 内部整顿
、

建设的基本成

功
,

使招商局进入了历史上最有生气的黄金时代
。

综

观唐廷枢 1 8 7 3一 1 8 8 5 年任招商局总办期间的主要业

绩
,

可归纳如下几端
:

一
、

扩股成功
,

股票升值
。

足额
” ,

当年又招第二期新股 10 0 万两
,

股本共达 200

万两
.

招商局两期股票的顺利推销是以唐廷枢 徐润

为代表的买办商人积极推销与大量认购的结果
。

唐

廷枢自己则认股 8 万两
; 又凑集商股数 10 万

;
同时还

把他原来附入洋行的轮船
“

随带人局经营
. ”

连续扩

股成功的事实表明
,

唐廷枢在维护商股权益
、

抑制官

府控制力方面获得了暂时成功增 强了商人的投资信
,

以

二
、

不断购置先进船舶
.

引进和培育航运科技人

员
,

增强航运竞争力
。

唐廷枢主持招商局期间
,

面对强大的外国航业

竞争对手
;

长江一线有太古
、

怡和
、

马边
,

夭 津有怡

和
、

太古
,

宁波有太古
,

福州有怡和
,

汕头有太古
、

怡

和
,

粤东有禅臣
、

太古
、

怡和
,

粤东省河有港省澳公司

及太古轮船
,

招商局几乎没有立足之地
。

而且
,

怡和
、

太古等公司轮船数量大
、

速度快
,

在航业中具有 明显

优势
。

为了战胜这些外国公司
,

唐廷枢一开始就注意

购船质量间题
。

1 8 7 3 年
,

朱其昂为招商局定购一艘英

制
“

拉泰克
”

轮船
,

唐廷枢检查后拒绝接受
,

因为它容

量太小
,

无法载货
。

随后他亲自定购一艘性能先进
、

容量很大的
“

和众
”

号巨轮
。

“
和众

”
号担负沿海贸易

多年
,

取得了很高的效益
。

从 1 8 7 3 年一 卫
’

82 年
,

招商

局轮船从 3 艘发展到 30 艘
,

多属西洋质量优 良的大

船
。

洋行轮船数量虽多干招商局
, “

论生意本局不亚

于洋行
” 。

为开辟远洋航运
,

唐廷枢又陆续添置 4 0 0 0

吨快捷大船二艘
, “

专走外洋
” ;
同时定制浅水中等轮

船二三艘
,

以适应往来夭津
、

朝鲜
、

越南等航线需要
。

在招商局船舶增多
、

航运业务日益广泛的情况

下
,

唐廷枢为
“

储养人才
” ,

从现在修船到将来
“

自行

修造
”

船舶
,

又在招商局 附设了同茂铁厂
, “

一切均用

汽机
,

以备修茸船舶之用
” 。

②铁工厂正式投产后
,

船

舶修理业务增多
,

生产能力提高
,

已可自己生产轮船

锅炉
、

汽艇蒸汽锅炉和螺旋浆推进器
;
还聘请了一位

外 国总工程师
,

以便
“
在机器精密工艺复杂的情况

下
”

监督制造
。

③

唐廷枢受命接办招商局时
,

极其重视招商集股

业务
,

未赴任前他已着手邀股
.

从 18 7 3 年到 1 8 8 5年
,

招商局共招二期股票共银

2 0 0 万两
.

第一期股票 1 0 0 万两
,
1 8 7 3一 1 8 7 4 年筹集

4 7
.

6万两
,

1 8 7 7 年增加到 7 5
.

x 万两
,

1 8 5 2 年
“
始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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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在竞争中生存
,

在竞争中发展

唐廷枢深受资本主义竟争意识熏陶
,

长于商战
。

在怡和任经理时
. “
在取得情报和兜揽中国人的生意

方面
” ,

已享誉各外国洋行
、

公司
。

他虽长期服务于洋



行
,

但自尊自强的民族意识一直在增强
。

在回答郑观

应开办
“

招商局原委
”

时
.

他忆及一件旧事
:

在乘洋船

由沪返港遇风
,

船主仅给每客水一磅
,

解渴洗漱均在

内
.

而对运载的百余头羊
,

则给满桶水任其饮用
.

他

感到洋船主
“

待 人不如羊
”
的行为

“

殊为可恨
” ,

因此

暗下决心
,

振兴航业
。

④

他离开怡和进入招商局
,

引起外商极大关注
,

认

为他会用在怡和积累的经营管理经验
“
去损伤这些

外国公司
” 。

如果
“
损伤

”
二字是指竟争而言

,

那么
,

不

出外商所料
,

唐廷枢正是决心要让招商局去同外国

公司竞争
,

以收回和维护本国利权
。

而这场竟争又首

先是由外国公司挑起的
。

正如太古洋行驻沪经理给

伦敦方面密信中说
: “
我们正考虑同旗昌一起采取对

付中国轮船招商局 的措施
,

希望这些措施将把它挤

垮
。

甸因此
,

唐廷枢主持招商局遇到的第一场竟争就

是
“

价格竞争
”

。

1 87 2 年
,

招商局初创
,

主办朱其昂购买伊敦
、

福

星
、

永清三船
,

于夭津
、

上海各立码头
,

运潜揽货
,

因

经营不善
,

运价昂贵
,

亏欠多
,

对外国公司尚未构成

威胁
。

第二年唐廷枢主政
,

添购 6 艘大船
,

运货量猛

增
,

航线扩展到长江沿线和东南亚一带
。

怡和
、

太古
、

彭〔昌公司开始对招商局开展联合行动
,

凡招商局新

航水域
,

三公司采取大幅度降价方式
,

加以打击
。

三

公司对长江流域汉 口
、

浙江宁波
、

渤海湾天津
、

广东

汕头等招商局主要航线的运费猛降至原价的 12/ 到

1/ 4
,

使招商局蒙受惨重损失
。

唐廷枢为应付这场大挑战
,

征得李鸿章和东南

各省督抚同意
,

将安徽
、

江苏
、

浙江潜米四至五成交

由招商局承运
,

并准许沿江各省若有海运官物
,

亦交

招商局承运
。

这使招商局取得了稳定的水脚收入
,

增

强了竞争力
。

同时李鸿章又先后批准了招商局的 4

次贷款
,

共 18 0 万两
,

解决了资金周转的困难
.

招商局

终于经受住外国公司的降价打击
,

在航运竟争中获

胜
。

而外国公司在降价攻势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

实

力雄厚的旗昌公司因亏折过大
,

面临破产
,

不得不将

所有轮船并各埠码头
、

栈房
,

由商局议价 222 万两
,

全

盘承受
。

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通过竟争兼并一家外

国企业的典型事例
,

尽管引起物议和中伤
,

但在充满

屈辱和失败的近代中外贸易史上不能不是值得赞叹

的胜利
.

8。年代初
,

招商局不仅开辟了远洋航线
,

购买了

新式商船
,

而且争取到东南和美洲华人投资
,

实力更

为雄厚
。

1 8 8 3年
,

怡和
、

太古出于利害关系
,

不得不再

次与招商局订立为时 6 年的
“
齐价合同

” ,

规定长江货

运量 配额
:

招 商局 占 38 肠
、

太古 占 35 %
、

怡和 占

27 %
,

夭津货运量配额
:

招商局占 44 %
、

太古占 28 %
、

怡和占 28 %
。

北洋海域来往各埠商船
,

招商局分配 11

号
、

太古 12 号
、

怡和分配 7 号
,

禅臣分配 4 号
。

根据这

项协议
,

招商局在航运中比太古多收入 10 %
,

太古比

怡和多收入 20 %
。

这两个
“

齐价合同
” ,

无论从配运量
、

航运水域和

实际收益看
,

招商局均占着明显的优势
。

它的签订
,

打破了外轮称猫中国江海航业的格局
,

为中国收回

了一份利权
.

招商局首次以中国企业的资格
,

在航业

领域通过激烈竟争和谈判
,

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

在

航运业取得了与外国公司势均力敌的地位
。

这是值

得充分肯定的历史事实
。

1 8 8 5 年
,

正当招商局业务蒸蒸日上
,

唐廷枢积极

开辟欧美航线
,

吸引海外投资
,

力图扩大经营规模
,

使它成为大型国际航运企业的时候
,

李鸿章和他的

亲信盛宜怀乘唐廷枢赴北美考察航业之机
,

将招商

局接管
,

由盛宜怀任督办
,

将唐廷枢
、

徐润免职
。

商局

从商办色彩很浓的
“
官督商办

”
企业变成了事实上的

官办企业
.

政治权力取代商业竞争
。

从此
,

招商局失

去了生气
,

成为军阀官僚积累私产的代理机构
.

四
、

几点启示

唐廷枢是一位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

学术界对他
减否不一 但笔者考察了唐廷枢 由怡和洋行买办到

轮船招商局总办的重大经历变化后
,

认为
:

第一
、

唐廷枢担任怡和洋行买办期间
,

借洋商实

力谋自我发展
,

形成实力雄厚的商业资本
,

除附设洋

商外
,

还与华商合资开办了不少金融
、

工商企业
。

最

后
,

唐廷枢将主要资本投入招商局
,

成为官督商办企

业的一部分
,

完成了买办资本向近代民族工业资本

的转化
,

其历史作用应予肯定
.

第二
、

在主持轮船招商局 10 余年间
,

唐廷枢创造

性地运用外国资本主义的宝贵经验
,

吸引大量海内

外商人资本入股
,

维护商股权益
,

改革经营机制
,

引

进先进船舶
,

与外国公司展开商业竞争
,

兼并外商企

业
,

迫使外商放弃部分利权
,

使招商局成为首家敢与

外资抗衡并赢得商战胜利的中国企业
。

虽由于封建

官僚的夺权
,

使招商局走向衰败
,

但其历史功绩是不

可磨灭的
。

第三
、

唐廷枢 由微不足道的洋行职员奋斗成为

近代中国航运业巨子的成功经验表 明
,

他是一个善

于利用世界资本主义大发展历史条件和中国对外经

济贸易有利时机的高瞻远瞩的出色企业家
。

时至今
日

,

顺应国际经济大循环和中国对外开放总趋势
,

彻

底进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

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
,

仍然是企业家和经营者必须遵循的成功之道
。

而唐廷枢在招商局的挫折和失败的历史则表明
:

不

改变腐朽没落的官垄断体制
,

走自由公平竞争之路
,

任何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改革都难以避免失败的命

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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