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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平矿务局与仁济和水火保险公司难解之缘 
 

 王珏麟  
 

  1886 年 6 月，合并为名义上的仁济和保险公司，经盛宣怀时任招商局总办批准，动用资金

30 万两投资开平矿务局，限定自 1887 年至 1891 年分五年带利归还付清所借银两，每年周息八厘。

这是中国保险有史以来第一笔投资企业的实例。 
  开滦集团的前世 
  开平矿务局自 1878 年 7 月正式在开平镇挂牌设局以来，曾有三次大的集资。第一次在 1878
年 7 月，开平矿务局设立后，唐廷枢在天津、上海、香港等地展开招商集股活动。第二次在 1881
年开平煤矿办矿资金遇到困难后，在这个关系到开平煤矿生死存亡的关头，唐廷枢取得上海商界

人士的支持，筹集股金 7000 股渡过了危机。第三次为扩展铁路运输，修建码头和购买林西煤矿

而进行招股。 
  从仁济和保险公司投资开平矿务局的时间上推算和这一时期盛宣怀担任铁路大臣看，仁济和

保险公司这笔投资主要投资应该在扩展唐山到芦台、天津的铁路上，以确保唐山开平之煤可由矿

地直接用火车运抵芦台、天津。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民族保险业，特别是仁济和保险公

司，对中国近代铁路的建设和近代工业的发展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开滦集团被称为中国煤炭工业的源头和中国北方工业的摇篮，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创造了多

个第一。在北京“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镌刻着 1881 年开滦创造的三个第一：“开平煤矿建成

出煤”；“开平煤矿至胥各庄铁路投入使用”；“中国制造‘火箭号’蒸汽机车”。 
  1876 年，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鉴于煤炭生产不能满足新兴工业对煤炭需要的现状，

于是将唐廷枢从上海招商局北调至天津，授命由他来完成开平煤矿的筹建工作。对唐廷枢来说，

这一年十分重要，他成为了开平矿务局的创始人和奠基者。唐廷枢自步入实业界后，一生曾自营、

合营或受清政府委托兴办了 47 家大小企业，其中居“中国第一”的企业就有 6 家。在这 6 家中，

创办最艰难、成就最辉煌的企业就是开平矿务局。 
  政商合一典范 
  在唐廷枢去天津创办开平矿务局之前，轮船招商局已经唐廷枢、徐润二人的精心经营下，成

为当时中国最大的航运企业。李鸿章曾得意地说：“招商轮船，实为开办洋务 40 年来最得手之文

字”。在李鸿章的保荐下，唐廷枢很快由贾而官，由同知擢升为福建候补道台。也就是说唐廷枢

创办开平矿务局时，已经是政界人物，同样说明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仍然为政商合一。 
  一、创办开平煤矿。1876 年 11 月 3 日，在李鸿章授命唐廷枢北上天津办矿的第二天，唐廷

枢便动身到开平一带勘察矿脉。14 日，唐廷枢写出了一份详细的勘察报告，李鸿章十分赞赏。1877
年，李鸿章经过缜密思考，权衡利弊，在向清政府递交开办开平矿务局的奏折和唐廷枢的开矿报

告后，清政府批准了开采开平煤矿。 
  9 月，唐廷枢、丁寿昌、黎兆堂三人会拟了在直隶境内创办近代大矿的招股章程十二条，准

备在开平设局，名曰“开平矿务局”。章程规定了煤矿的性质、集资办法，经营方式、按股分成

比例等等内容。李鸿章十分欣赏这份股份制章程，几天后便批准照行。 
  1878 年 7 月 24 日，开平矿务局正式在开平镇挂牌设局。开平矿务局设立后，唐廷枢一方面

在天津、上海、香港等地展开招商集股活动，一方面带领从英国雇来的几名矿师和从广东招募来

的工匠奔赴开平一带选址打钻探煤。经过反复比较，最后决定把开平矿务局的第一眼钻井放在距

开平以西 20 里的乔家屯西南。10 月 2 日，第一眼钻井正式开凿，这即是后来的唐山矿一号井(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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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仍在使用，2014 年 7 月已经采煤到井下 600 多米)。几个月之内，井架、厂房、绞车房、工棚、

供洋人居住的洋房子及办公用房等都在原本荒漠的乔屯一带平地而起。唐廷枢为这座中国近代第

一矿取名唐山矿。 
  1881 年秋，开平矿务局全面投产，雇工 3000 人，年产煤 38000 吨。唐山矿开始出煤后，中

国采煤业为之一振。赶来参观的欧美煤矿专家们也异口同声称赞说：“唐山矿在煤井设计、建筑

和材料方面，可以和英国以及其他地方最好的煤矿媲美。”这座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型煤矿开采企

业，到 1898 年，年产煤已经达到 730000 吨。 
  二、建设铁路运输和建造机车。在创建开平煤矿过程中，唐廷枢还对中国的铁路、机车、通

讯、海运、建材、码头等多项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随着煤矿的正式出煤，运输成为当时关系煤

矿生死存亡的关键。但清政府却对修铁路一贯持以顽固的排斥态度。唐廷枢于勘察开平煤田时就

提出的铁路计划也遭到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 
  面对这种情况，唐廷枢只好暂时放弃原来想从矿地至涧河口修一条百里铁路的计划，改由胥

各庄至芦台挑挖一条人工运煤河。在修河时，又乘胥各庄至唐山矿地一带地势逐渐升高，运煤河

不能直抵唐山之机，于 1881 年 6 月 9 日秘密动工，打着建“快车马路”的旗号，修建了唐山至

胥各庄段的一条标准轨距铁路。并在开平矿务局胥各庄修车厂内，利用废旧材料，秘密地造出了

一台“龙号”机车。1881 年 9 月 6 日，“龙号”机车一声长鸣，拉响了中国铁路运输的第一声汽

笛。 
  开平煤矿修通铁路，造出机车的消息惊动了清政府，下令禁驶。开平煤矿不得不改用骡马拉

着车皮在唐胥铁路上运煤。后来，在李鸿章、唐廷枢的呼吁下，几经波折，又由一批清朝官吏、

大臣亲自乘坐机车验证，见机车安全可靠，才允许正式行驶。 
  与此同时，开平煤矿的办矿资金也遇到了困难，在这个关系到开平煤矿生死存亡的关头，唐

廷枢回到上海，利用他在上海商界的威信和广泛的人脉，开始广泛宣传开平煤矿的前景，筹集股

金。由于商界人士熟知唐廷枢的经营才干及唐廷枢与北洋集团的关系，他们相信了唐廷枢的宣传，

相信开平矿务局可能因“官督”的微妙关系给他们带来优厚利润。因此，寄予对开平煤矿的前景

的厚望，他们很快认购了 7000 股。据当时报载：“开平旧股票每百两值 160 至 170 两”，一时，

市面上争相投资开平煤矿，到 1900 年 2 月底，开平煤矿已招集股金 158.38 万两。 
  三、建议清政府减税。有了充足的资金后，唐廷枢又考虑到要想使煤矿进一步发展，与外国

进口煤竞争，必须减轻清政府对煤矿的税金。他给李鸿章呈上禀折，李鸿章立即上奏朝廷，为开

平煤矿申请减煤税。清政府很快批准了这个请求，这无疑为开平煤矿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 
  仁济和保险公司借款开平矿务局铁路、煤码头建设 
  开平煤矿煤炭产量的增加，使运输矛盾日以突出。唐廷枢深知开平煤矿要发展，成败全在这

条铁路线上。他决心乘开矿大见成效之机，完成扩大铁路的宏图。他再次给李鸿章上了一道禀折，

为促使李鸿章早下决心，唐廷枢又派开平矿务局总工程师、英国人金达亲自去谒见李鸿章，面陈

修建铁路的重要性。李鸿章也亲自去拜谒主持清海军衙门兼管铁路事务大臣醇亲王奕譞特别禀

明：“其铁路所经之地，系荒域不毛之区，并无坟墓庐舍，估需银 15 万两，招集股本，不动官币，

不借洋债，且开平煤矿日出煤八、九百吨，北洋兵船、机器各局实赖此煤应用，以敌洋产。遇事

必当量予维持。察其所拟接修铁路办法，尚屑妥洽，遂准其试办。” 
  奕譞见李鸿章以国防为由申请修铁路，且不用朝廷花钱，也乐于助成此事。经奕譞代为上奏

皇太后慈禧，清政府很快批准了唐廷枢扩展铁路的计划。至此，开平之煤可由矿地直接用火车运

抵芦台、天津。 
  1886 年 2 月，仁和、济和保险公司合并为名义上的仁济和保险公司。6 月，开平矿务局经盛

宣怀批准，动用招商局附属仁济和水火保险公司资金 30 万两，限定分年带利归还。经盛宣怀裁

定，开平矿务局自 1887 年至 1891 年分五年付清所借银两。每年周息八厘，本年暂以块煤 1 万吨

作抵。轮船招商局遂将此决定挂告上海招商局仁济和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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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7 年 1 月 22 日，仁济和保险公司资金存轮船招商局 60 万两，投资开平矿务局 30 万两。

其余 10 万两存各家银行。 
  1888 年 2 月 14 日，轮船招商局第十四届账略指出：仁济和保险公司资金存轮船招商局 50 万

两，其余存于各家银行和开平矿务局。同年，清政府将开平铁路公司改组为中国铁路公司(亦称天

津铁路公司)。 
  1889 年 1 月 30 日，仁济和保险公司资金存轮船招商局 30 万两，其余存于各国银行及开平矿

务局。3 月 30 日，由主笔蔡尔康主持的《字林沪报》刊载了仁济和保险公司第三届账略：“自光

绪十四年正月起至十二月止，为第三届总结之期。本公司股本一百万、上年存招商局五十万，开

平局二十五万，银行二十五万。本年（1888 年）由招商局拨还二十五万，开平局拨还五万，改存

洋行。实计结存招商局三十万，开平局二十万，法兰西银行二十五万，汇丰银行十五万，麦加利

银行五万，怡和洋行拾万，此资本存拨之大略也。本年进项则保费仍只有七万一百余两，各存项

利息连补收开平前见利息，共九万一千余两。支项则各局赔款一万八千八百余两，回彩二千九百

余两，开平运煤赔贴关税水脚（即水路运输的费用。笔者注）三千七百余两。其余各用七千二百

余两。股份有官利六万两，又派余利二万两，出入相抵，结余四万八千三百余两。” 
  1890 年 4 月 18 日，《申报》刊载仁济和保险公司第四届账略。其中指出：公司股本一百万、

上年存招商局三十万，开平局二十万。法兰西银行二十万，汇丰银行十五万，麦加利银行五万，

怡和洋行拾万。本年开平局拨还六万，汇丰及法兰西银行各拨五万，均另改存。“本公司原拟我

以余额予他公司扶保，他公司亦可以余额予我转保，则利害以均而轻，无如三数年来竟办不到，

以致仍无起色，惟望各局同仁设法招徕，如有稳妥良策，务请赐教。” 
  1891 年，开平矿务局已经有轮船 4 艘。由徐润具体负责管理，在沿海承运煤炭。“开平局及

招商局每年分利均在一分以外，利厚业稳，为中国各局各公司之冠”。开平矿务局于当年全部还

清仁济和保险公司欠款，其具体分期归还情况见下表。 
  开平煤矿被外媒评论洋务运动中煤开采中的唯一成功者 
  在仁济和保险公司借款支持下，开平矿务局在铁路建设、煤码头建设和林西矿的开采上取得

了一定成绩。1888 年，清政府添招新股，将铁路展至天津，后又向东延伸到山海关，并以此为突

破口，陆续开始了关内其他铁路的修建。由此质优价廉的开平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在华北一

带占领了市场。同年经过筹划，唐廷枢决定购置 4 艘轮船，修缮或新建了天津、塘沽、上海、牛

庄(营口)、香港等地煤码头，增开了林西矿，实现了两座现代大矿出煤，水陆运输并举确保销售

的壮观景象。除此外，唐廷枢还着力为开平矿务局创建了一整套近代企业的规章和管理制度。 
  在唐廷枢的出色经营下，开平矿务局产量于 1885 年达到 24 万吨，1898 年达到 80 万吨，在

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并很快将洋煤挤出了天津市场。1889 年 9 月 21 日，当时的《捷报》评论说

“过去五、六年里，在中国股份制公司中，不管是矿业还是其他企业，还没有一个中国经理取得

这样的成功。”一个英国记者在评论中国洋务运动时也说：“在煤的开采方面，唯一获得成功的就

是开平煤矿。” 
  从创建开平煤矿到新修唐胥铁路，从创办胥各庄修车厂到细绵土厂（水泥厂）的成立，唐廷

枢在办矿过程中建设了焦炭厂、砖厂、细棉土厂；在新河购置土地，开办机器垦殖的农场；在热

河境内的永平金矿、承平和建平银矿，中国铁路公司、天津煤气公司等一些新兴企业中投股参股，

跨地区、跨行业，多渠道地开展多种经营，使开平矿务局的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影响日益扩大。 
  到 1900 年 2 月底，开平煤矿已生产原煤 670 余万吨，实现的利润相当于股本的 3.06 倍，还

从盈利中支付股息 187.9 万两，提取公益金 296.3 万两，总资产已近白银 600 万两，表现了开平

煤矿的强大生命力。在唐廷枢的主持下，1891 年开平矿务局偿还完成了仁济和水火保险公司的借

款。第二年即 1892 年 10 月，唐廷枢因病在天津逝世。同年张翼接任督办，矿权逐渐为外商控制。 
  1900 年，英国人骗占了开平矿务局。此后，日本侵华部队一度控制了开滦煤矿。据不完全统

计，在 1912 年开平和滦州煤矿合并后，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40 年代之间，外国列强从开滦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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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夺的净利润竟达 1.84 亿银元。 
  开滦集团的今生 
  新中国建立后，开滦集团继续发扬了开滦工人阶级“特别能战斗”的精神，为新中国的建设

做出了重大贡献。20 世纪 70 年代，周恩来总理两次表扬开滦为国家“出了力、立了功、救了急”，

全国工业战线开展了“学大庆、赶开滦”的群众运动。毛泽东主席曾几次过问过开滦的生产情况。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乔石、姚依林、李鹏、朱镕基、尉建行等中央领导先后视察过

开滦。 
  改革开放以来，开滦集团积极实施转型发展，目前已建成为煤炭生产、洗选加工、煤化工、

现代物流、煤电热、装备制造、文化旅游、金融服务、节能环保、建筑施工、建材化工等多业并

举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的大型现代企业集团，走出了一条资源型企业转型发展的

新路径，连续实现跨越式发展。如今，开滦集团在中国 500 强企业中排名第 73 位；在中国煤炭

企业中排名第 6 位；世界 500 强企业中排名第 394 位。 
  2005 年，在唐山市中心繁华地带，西山口俱乐部南侧开滦唐山矿 A 区，建成了开滦国家矿

山公园，成为游客解读开滦煤矿文化基因，追忆、回味中国近现代工业文明走过的不凡历程的体

验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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