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时期

资产阶级的构成

米 国 辉

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
,

是在十九世纪 的七十年代开始产生

的
。

到甲午前夕
,

包括工矿
、

电讯
、

交通运输等各项企业
,

粗粗

计算
,

大约有二百四十家左右
。

① 它们大抵是
:

船舶机器修造业

二十七家
,

轮船运输业一家
,

近代煤矿十六家
,

近代金属矿二十四

家
,

机器缥丝业约一百零三到一百十三家 (其中分布在上海五家
,

顺德地区四十二家
,

广州地区五十至六十家
,

浙江
、

山东
、

武汉

各一家 )
,

机器棉纺织业八家
,

铁路
、

电讯各一家
,

其他轻工业

四十七家
,

共二百二十八至二百三十八家
。

这些近代企业的组织

形式
,

可分为官办
、

官督商办
、

官商合办和商办四种形式
。

大体

说来
,

在这个时期中
,

大中型的近代企业
,

基本上都是官督商办

企业 ; 官商合办企业有所尝试
,

并未成功 ; 完全官办的为数不多
;

完全商办的大多是中
、

小型企业
,

在这个时期不占重要地位
。

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
,

是在外来侵略日益加深的社会条件

下产生的
。

外国侵略者的多次军事打击
,

迫使清政府统治集团在

面临灭亡的恐惧中逐步分化
,

其中
,

洋务派官僚企图通过兴办近

代企业以挽救危亡
。

严峻的历史条件
,

使得中国近代企业的产生

和资本主义先行国家有着重大的不同
。

在西欧
,

资本主义工业
,

是通过简单协作
、

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三个阶段发展起来的
。

这

一过程中
,

阶级关系的变化
,

犹如马克思所论述
: “

毫无疑问
,

有些小行会师傅和更 多的独立小手工业者
,

甚至雇佣工人
,

变成

① 由于历史资料残缺
,

上述数字仅就我们所见到的中外记载所进行的粗略统计
,

其中不包括官办近代军用工业
。



了小资本家
,

并且由于逐渐扩大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和相应的积累
,

成为不折不扣的资本家
。

,, ① 西欧工场手工业大约从十六世纪中

叶到十八世纪末叶在社会生产中居于统治地位
。

在这一阶段中培

育了众多的
“
小资本家

” ,

而他们的进一步发展
,

便成为现代资

产者
。

中国资本主义大工业
夕
是在西欧机制品广泛侵人和刺激下

出现的
,

一开始就利用外国输人的现成机器设备
,

基本上没有经

历工场手工业阶段
。

因而这些资本主义企业的创办
,

自然就不是

那些薄有资财的小业主或小商人所能胜任
,

而只能是原来 已有较

大积累的剥 削阶级利用他们的社会关系
,

从事于近代企业的经营
。

虽然
,

在中国近代企业发展过程中
,

也不乏小手工业者和小业主

向机器生产过渡
,

例如轻工业中的轧花
、

袋丝
、

织布
、

面粉
、

火

柴
,

重工业中的船舶修造等都有一定数量工场手工业的存在
。

但

是
,

这种现象主要是发生于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
,

亦即是

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经历 了一个发展阶段之后出现的
。

在甲午之前
,

从工场手工业发展成为大机器工业的即使不能说绝无
,

但确是比

晨星还要稀疏
。

它不成其为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一条途径
。

在这一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中
,

和占有主导地位的

大中型工矿
、

电讯
、

交通运输企业发生资本关系的
,

大抵是以下

几类人物
:

在清政府里握有权力
,

兼有资财的洋务派官僚 , 依附

外国势力
,

拥有大量资金的买办和买办化商人 ; 旧式商人上层中

某些带有新倾向的分子 ; 少数侨商以及一部分略有新知识的绪绅

地主分子
。

这个事实表明
,

在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
,

物质生产

豹发展把不同的社会集团结合在一起
,

在它们之间产生了联系
、

矛盾
,

甚至展开一系列复杂的斗争
。

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
,

分析这种具有新的历史内容的阶级分野
,

说明不同社会集团所处

豹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

对于认识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特点是

十分必要的
。

①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2 3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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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洋务派官僚集团

七十年代以后
,

积极进行资本主义企业活动的官僚
,

主要是

请政府洋务派官僚集团
。

这个集团又有洋务派大官僚和一般洋务

官僚之别
。

这个集团主观上为着维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
,

在与外

国势力的频繁交接中
,

有限度地接受西方生产方式
,

成为一个略

带资本主义倾向的集团
。

它的代表人物不 自觉地扮演了中国近代
一

企业倡导者的角色
。

李鸿章
、

盛宣怀便是这一集团的头面人物
。

李鸿章所处的时代
,

正是西方殖民势力对封建中国使用恐怖

方法
, “

按照 自己的面貌为自己 创造 出一个世 界
” 的 时代

。

①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

外国侵略势力利用合法和非法的手段
,

把

政治
、

经济
、

宗教
、

文化各方面的势力推向内地渗透
。

封建经济
_

基础的破坏
,

又使广大农民和手工亚者陷于破产和半破产的境地
,

从而在某些经济部门
,

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生产方式

韵现象
。

作为地主阶级政治代表
,

李鸿章意识到这种新旧生产方

式的交替
,

是不可能单纯地依靠政治方法所禁阻得了的
。

一八七

二年
,

他明白表示支持商人兴办轮船运输业
, “

我既不能禁华商

之勿搭洋船
,

又何必禁华商之自购轮船
。 ” ② 两年以后

,

他又比

较全面地陈述了创办近代企业抵制洋货侵入的主张
: “

盖既不能

禁洋货之不来
,

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
。 ” ·

… 易若亦设机器自为制

造
,

轮船铁路自为转运 ? ” ③ 李鸿章从 自己的经历中看到了封建

经济结构已无法维持
,

提出适应形势的变化进行改革
,

这是正确

的
。

但是
,

洋务派是一个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略带资本主义倾向的

官僚集团
。

它的活动不能逾越本阶级所允许的范围
。

洋务派的经

济活动
,

即所谓
“ 求富

” ,

最终是以本阶级的利益为依归的
。

在

李鸿章的思想里
,

创办营利性生产事业的终极 目的在于维持和发

《
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

》
第 1卷

,

页2 5 5
。

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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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忠公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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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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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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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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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清政府的军用工业和其他暴力工具
。

到了七
、

八十年代之交
,

中

国近代企业的兴建呈现初步发展景象时
,

李鸿章更为完整地表白

了他积极支持近代企业的创办
,

就是为了
“
裕愉

” 。

所谓
“
欲浚恤

源莫如振兴商务
” ,

而
“
创办招商局之初意

,

本是如 此
” 。

①八

十年代后期
,

他开始重视铁路的修建
。

然而在他的心 目中
, “

铁

路之妙用在调兵运晌
,

铁路之命脉在商贾贸迁
。

商贾辐较之地
,

多一里得一里之益 , 商贾稀少之地
,

多一里受一里之累
。 ” ② 这

就暴露了洋务派集团不是借建造铁路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

而是

利用铁路汲取繁荣地区的财源 , 而建造铁路的真正 目的 全 在 于
“
调兵运铜

” 。

由此可见
,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集团积极参

预近代企业的真正意图
,

不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
,

而是为

清政府寻找续命汤
,

用李鸿章的说法
,

就是
“
为国家建万年不拔之

基
。 ” ③ 历史恰是这样的矛盾

,

处于近代企业倡导者地位的李鸿

章
,

从其社会经济关系和意识形态来看
,

他却是属于保持封建统洽

秩序的势力的代表
。

甲午以前
,

最能博取李鸿章信任的是盛宣怀
。

盛在经济领域

非常活跃
,

起着洋务派集团总揽近代企业主要代理人的作用
。

七十年代初
,

盛宣怀受李鸿章委派任轮船招商局会办之一
, 飞

其使命为
“
往来查察

” ④ ,

换言之
,

就是为李鸿章监督招商局的

业务
。

这一时期
,

他 曾致力于新式煤矿的经营
,

未见成效
。

1 8 7 ,

年他建议李鸿章招集资本
,

创办津沪电线
,

并在 1 8 8 1年被李委派为

电报局总办
。

八十年代初
,

正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有所发展

豹时节
,

盛在上海从事金州煤矿招股工作
,

并往来沪
、

杭
、

苏
、

常经营私产
。

1 8 8 3年底
,

上海发生了一场金融风潮
,

招商局由于

主持人经营失当
,

遇到了资金周转困难
,

李鸿章乘机派盛接管
;

次年又调盛署天津海关道
,

兼管北洋
“
洋务

”
和

“
商务

” 。

在天

① 《
李集

》 ,

奏稿
,

卷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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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

他又利用醇亲王奕靛巡视北洋海陆军机会
,

极力巴结清室权

贵
。

1 8 9 3年
,

为李鸿章操纵的上海机器织布局遭火焚毁
,

盛又奉

派赴沪督办华盛总厂
。

至此
,

人们看到
,

为北洋集团控制的轮
、

电
、

煤
、

纺四类大型企业中
,

盛宣怀竟操纵其三
,

足以说明盛在

北洋集团中的特殊地位
。

盛宣怀还是一个对股票买卖兴趣特大的投机者
。

七十年代初、

盛和招商局总会办唐廷枢
、

徐润等利用局款
,

为 自己买进正在跌

价的旗昌轮船公司股票
,

然后他们又作为经手人
,

以高价买下旗

昌轮船公司的全部财产
,

使该公司股票价格重新上涨
,

从而盛宣

怀等在一转手之间
,

获致暴利
。

① 18 83 年底
,

盛又乘金融风潮期

中
,

上海市场股票价格猛跌时机
,

套购招商局
、

电报局
、

开平煤

矿的股票
。

及至担任招商局督办和电报局总办后
,

职务上的方便

使他优先获知各企业的内幕和津
、

沪各地商情变化以及金融动向
。

不仅止此
,

他还私下安排亲信在上海坐探
,

指示他们
“
如有关系

徉务
、

商务消息
,

密速察报
,

其紧要者即随时公 电飞报
。 ” ② 正

是通过这些坐探
,

他在 1 8 8 8年秘密买进招商局股票五百余股
,

次

年又趁英商汇丰银行股票跌价时机
,

指示亲信
“
迅即下手

,

尽数

豹买
。 ” ③ 从这里

,

人们不难了解盛宣怀是如何利用公私便利
,

积累其私人资本的
。

在半殖 民地的社会条件下
,

为北洋掌管经济的盛宣怀
,

当然

离不开与外国侵略势力的联系
。

七十年代
,

人们指责他在购买旗昌

轮船公司的活动中与美商旗昌洋行的不正常的关系
,

而八十年代

他与英商怡和洋行的关系更加暖昧
。

根据档案反映
:

怡和洋行上海

行东机昔 ( W
·

K se w i咏 ) 曾在 1 8 8 5年密函盛宣怀说
: “
谨向阁下

证实我们之间所取得的谅解
,

凡 由阁下之影响或由于阁下之介绍

①

②

参见 《 洋务运动 》 ,

第 6册
,

页 4 2一 43
。

《盛宣怀档案
·

盛宣怀致孙祥麟函
》

(光绪十四年十月二日 )

《
论晚清的官督商办

》 , 《
历史学

》 ,
19 7 9年第1期

。

` 盛宣怀致雨记函
》 (光绪十五年十月十二日 )

,

转见汪熙
:

转引自汪熙
,

前引文
。

` 1 4 2
.



而取得之生意
,

由敞行将所赚之佣金的半数回报于阁下
。 ” ① 18

那年五月间
,

海军衙门醇亲王奕檬到天津视察
,

引起了天津
、

上海

各外国洋行为揽取军需订货展开剧烈竞争
。

盛宣怀特遣一个亲戚

到天津
,

为恰和洋行招揽订货面见奕误
。

事情暴露后
,

盛的计划

未能得逞
。

而怡和洋行的天津行东机昔 ( J
·

K o s w i o k ) 通过盛的

亲戚安抚盛说
: “

决不会 〔因此 〕 受到任何憎恶的影响
。 ” ② 也

就在这一秘密活动期中
,

上海怡和洋行还收到盛的一笔定期存款

二十万两
,

洋行特给六厘利息
。

③ 这些情况表明盛宣怀与怡和洋

行具有多么深的默契关系
。

此外
,

怡和洋行档案还透露
: 1 8 8 7年

7 月
,

德国辛迪加在与美国米建威财团的竞争中
,

就是经过重贿盛

宣怀才达成对电报局的一笔贷款
。

④ 由此可见
,

盛宣怀不只是北

徉集团控制近代企业的主要代理人
,

同时还是外国在华政治
、

经

挤势力的大买办
。

正因为如此
,

他才能周旋于中外反动势力之间
,

长袖善舞
,

历久不衰的
。

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

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制度和半封建制度

相结合的产物
。

洋务派集团的头面人物
,

依靠政治地位进行经济

活动
,

通过控制大型企业谋取政治经济私利
。

如果说
,

他们之间

有什么不同的话
,

那就是李鸿章所依靠的主要在他所拥有的政治

地位
,

而盛宣怀则政治经济双管齐下
。

在政治上
,

他依仗李的支

持和庇护
,

在经济上
,

池又通过和外国势力的勾结
,

厚积资财
,

伺机收购企业股票
,

从而达到控制企业的结果
。

此 中不同变化
,

反映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产生的最初历程
。

但是
,

不能忽视
,

洋务派集团是一个复杂的构成体
。

因此也

不能把整个集团简单地视 同官僚资产阶级
。

在这个集团中
,

某些

①

②

③

匈

《盛宣怀档案
·

w
·

机昔致盛宣怀函
》 ( 1 8 8 5年 8月 18 日 )

,

转见汪熙
:

前引文
.

《 怡和洋行档案
·

上海一香港
,

致 W
·

机昔函
》

( 1 8 86年 5月 1日 ) 转见勒费沃尔
:

《清末西人在华企业
》 ,

页肠
。

勒费沃尔
. 《

清末西人在华企业
》 ,

页 85
,

《
怡和密色档

·

上海一天津
,

致八
·

来契函
》 ( 1 8 8 7年 7月 28 日 )

,

转 见 勒费
沃尔

:
前引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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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等官僚如各地海关道
, 由于有较多机会接触洋务事物

,

对于通

过近代企业获取优厚利润表现出相当浓厚的兴趣
,

津海关道 )投资于开平煤矿
,

刘瑞芬 (江海关道 )
、

例如郑藻如 (天

方汝翼 (烟台

海关道 )
、

瑞第候 (宁波海关道 ) 等投资于烟 台缥丝局
,

龚照璐

(江海关道 )
、

刘妆翼 (署天津海关道 ) 之于上海机器织布局
,

聂缉梁 (江海关道 )之于华盛纺织总厂等等① ,

他们几乎都在不礴

程度上与近代企业发生了资本联系
,

在必要时也为企业提供某些

方便
。

不过他们大多不直接参与企业经营
,

只是一面服 官
,

一面

分享企业利润
。

此外
,

还有相 当数量的一般官僚
,

由于缺乏权势
,

为经营近

代企业不得不与北洋拉拢关系
。

其中一部分人 与李鸿章夙有瓜葛
,

如马建忠
、

杨宗廉
、

杨宗瀚
、

戴景冯
、

查案侯等等
。

他们为了经营厂矿企业
,

朱采
、

胡家祯
、

胡恩燮
、

寻求奥援
,

几乎都与北洋

集团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关系
。

在经营企业的实际过程中
,

_

他们昨
经历却是比较坎坷

,

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带买办性大资产阶级时

排挤
。

所以
,

从发展的眼光来看
,

他们虽然一度参与洋务派集团
,

但是
,

这个集团的分化和一部分成员的转化
,

到八
、

九十年代之

交是明显地存在着
。

因此
,

这一部分人
,

实则是从他们经营近些
企业的艰苦历程中逐步转向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

,

为后者提供

基础的
。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

买 办 集 团
,

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发展常常

出现招徕资本的困难
。

这是当时中国的政治

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
。

就筹集资本而论

无力为民用企业提供资金 ; 掌握财富的地主

、

经济
、

社会条件下
,

清政府财政空虚
,

、

官僚和旧式商人习

惯于旧的经营方式
,

即使在新式企业出现有利可图的市场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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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尝不是心存观望
。

因此
,

比较有资力
、

有经验投资于新式企

业的
,

多半都是大买办或买办化商人
,

而这些人也是在外国侵略

势力和中国封建势力的夹缝里求发展的
。

买办资产阶级
,

是五 口通商以后
,

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栽植
、

扶持而成的一个阶级
。

这一阶级在沟通中外贸易活动中
,

积累了

雄厚的资力
。

他们在早期
,

大多
“
或置轮船

,

或挟资本
,

向各口

装载贸易
,

俱依附洋商名下
。 ” ① 他们中的某些代表人物多年交

结外国势力
, “

熟悉中外语言文字
” ,

具备较多洋务知识
,

同时

也在通商 口岸的商业社会里
,

以及 口岸和内地城镇之间
,

在调度

货币资金上具有雄厚的力量
。

因此
,

七十年代初叶以后
,

土现了

一个令人注 目的矛盾现象
。

一方面
,

中国民族资本近代企业资金

不足
; 另一方面

,

又有大量资金依附外商企业
。

洋务派大官僚力

求以 “
官督商办

” 形式争取买办资本
,

收到一定的成效
。

例如
,

中国第一家大规模资本主义企业
,

是一八七二年筹建

钓轮船招商局
。

最初主持这家企业的是沙船主出身的朱其昂
。

但

他对新式航运业缺乏经验
,

在招徕资本上也欠号召力量
,

以致企

业面临
“
股份过少

,

恐致决裂
” 的局面

。

② 到了一八七三年
,

熟

悉新式航务的大买办唐廷枢
、

徐润入局
,

才开始出现新局面
。

唐廷枢
、

徐润接手后的十年中
,

招商局前后两度增招资本
,

怠计达二百万两
,

主要的是吸收买办资本
。

其中徐润名下便有四

十八万两
。

③ 唐廷枢及其家族中不少人均有相当大的数量的投资
。

此外还有买办商人刘绍宗
、

陈树棠
、

郑观应
、

李松云等
。

招商局

在上海
、

天津
、

汉 口
、

香港
、

汕头等处的分局商董
,

也多半由买
一

办人物充当
。

可见
,

中国近代航运企业
,

是在买办商人的主持之

下开始的
。

唐
、

徐主持 轮 船 招 商局以后
,

利用业务上的便利
,

先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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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仁和
、

济和两家保险公司
,

后来合并成仁济和保险公司
。

这几

家公司的资本仍以买办商人投资为多
。

其中除上述的唐
、

徐
、

娜

绍宗
、

陈树棠等人之外
,

还有麦加利银行的买办韦华国
、

汇丰银

行的买办唐国泰
、

柯化威洋行的买办郑秀山
,

以及唐廷枢家族
、

买办唐应星
、

唐静庵等等
。

①

当时在上海经营保险企业的华商尚有四家
,

即 “
安泰

” 、 “

常

安
” 、 “

万安
”
及

“
上海火烛保险公司

” 。

它们 的发起人和主要
投资人

,

也无一不是买办或买办化商人
。

就目前所知
, “

安泰
”

是 由一批
“
和澳洲及旧金山的贸易有联系的最有势力的华商

”

发起

的
。

② 董事中有广东著名买办甘章
,

经理何献挥则是曾供职香港

殖民政府的侨商
。

③ “
万安

” 的发起人及
“
常安

” 的经理和董事

则与
“
安泰

” 公司基本上相 同④
,

而
“
上海火烛保险公司

” 的首

董就是著名的怡和买办唐茂枝
,

经理是高易洋行买办李秋坪⑤
。

这种情形表明
,

当时由华商经营的保险业
,

全部掌握在买办商人

的手中
。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
,

上海的华商船舶修造业尚处在工场手

工业阶段
。

一八五八年有广东籍买办甘章出资兴建
“

甘章 船厂
” 。

⑥

到 八 十 年 代
,

从机器修配业务中
一

逐步发展起来能自造小轮船的

如均昌船厂和虹口船厂
,

它们的主持人都是与外商关系密切的人

物
。

前者如李松云
,

本身就曾是公正轮船公司的买办
, ⑦ 后者如

张子标是一个与洋商关系非常密切的商人
。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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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初期
,

上海
、

烟台出现的缥丝工厂
,

主要的发动者

也是买办商人
。

一八八二年
,

上海出现的第一家华商丝厂
“ 公和

永
” ,

是由一个和洋行关系密切的湖州丝商黄宗宪创办的
。

①黄同

时又是上海丝业公所领头人之一
。

② 这个公所主要就是 由一 批 从

事于生丝出口贸易的买办和买办化商人组成的
。

一八八五年
,

在

上海租办英商公平丝厂的华商
,

是供职于外国洋行的
“

伙友
” , ③他

们无疑是买办或买办化商人
。

九十年代中期成立的源昌蟆丝厂以

怡和洋行买办祝大椿为主要的股东
。

④ 至于华北摸丝中心烟台
,

一八 /又三年盘顶德国商人经营的
“
烟台蟆丝局

” 的华商就是大买

办唐茂枝
。

⑤

七十年代后期
,

是中国机器棉纺织业的发动时期
。

在这个行

业中
,

买办商人的活动也是非常活跃
。

一 /又八七年
,

彭汝粽在李

鸿章
“ 力为保护 ” 之下

,

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时
,

充 当会办和帮

办的就有太古洋行买办郑观应和卓培芳
,

庚和隆洋行买办唐妆霖
。

当时外国报纸宣扬
,

在彭汝琼的背后有一个由
“
中国商人组织的

联合公司
”
作为他的支持者

,

而
“ 公司资本主要出自商人

” 。

⑧

显然
,

这里所说的商人是指郑
、

卓
、

唐以及他们所联系的买办化商

人
。

可作佐证的是
,

一八七九年
,

上海织布局第一次改组
,

因郑

观应离局而紧随之撤股的
,

就有一批广东籍的梢客和茶商
。

⑦ 不

言而喻
,

这批精客
、

茶商 的资本的流向
,

是视郑观应的去留而决

定的
。

这一时期兴起的中小型资本主义企业
,

创建人也大多是买办

或买办化商人
。

例如
,

一八八二年上海第一家面粉厂
,

即裕泰位

火轮面局的创办人
,

就是先后充任过协隆洋行
、

太古洋行
、

太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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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公司的买办陈可良①
,
同年成立的第一家玻璃厂

,

即中国玻

璃公司的创办人
,

就是前面一再提到的怡和买办唐茂枝
; ②;同年

成立的第一家造纸厂
,

即上海机器造纸总局的主持人曹子俊
、

曹

子物都是禅 臣洋行的买办
。 ③八十年代前期成立的最早的轧花厂

、

郡棉利公司
,

就是一个和洋行交往密切的买办化商人丁玉挥创办
一

的
。

④一八八八年设立的第一家机器碾米厂
,

即源昌碾米厂的创
_

办人
,

是怡和洋行买办祝大椿
。

⑥ 而一八九 O 年设立的第一家火

柴厂
、

即燮昌火柴厂的创办人叶澄衷
,

则是一个依附洋商起家的

买办化商人
。

⑥

这种以买办或买办化商人经营资本主义企业的情况不限于上

侮
。

上海以外的地方也不乏其例
。

比如
,

天津的第一家火柴厂
,

双p一八八六年成立的天津自来火公司的主要创办人之一
,

就是天

津汇丰银行买办吴惫鼎
。

⑦一八八七年 , 宁波的第一家轧花厂
,

只p通久轧花厂创办人为严信厚
,

虽非买办 ; 但有材料反映
,

这是一
一

家
“
依附在 日本人保护之下的工厂

” 。

⑧ 说明它的 创办人乃是与

外国势力有联系的
。

而设在香港第一家华商糖厂
,

即一八八二年

的利远糖厂曾吸收了不少买办资本
,

徐润就是它的主要投资人之

一
。

⑨

这一时期的近代矿冶业也是买办资本的活动场所
。

唐廷枢主

持开平煤矿
,

除了吸收徐润
、

郑观应
、

吴燃昌等买办的资本外
,

还利用其长兄唐茂枝在上海的
“
巨大势力

” ,

吸收了一批
“
港粤

殷商
” 的资本

。

L 先于开平煤矿创办的安徽池州煤矿的主持人
,

① 《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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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充当过汉 口宝顺洋行买办的杨德
;
徐润

、

唐廷枢也是这家

企业的主要投资人
。

①

金属矿的情形也大致相似
。

一 /又/又兰年由买办李文耀主持的

承平银矿
,

经唐廷枢
、

徐润的协助
,
争取到不少买办商人 的 资本

。 ②
·

这家银矿在天津的代理人
,

就是当地汇丰银行买办吴愁鼎
。

③ 同
-

年
,

安徽境内第一 家铜矿
,

即池州狮形洞铜矿也是由买办杨德主持

的
。

④广东境内的第一家银矿
,

即一八八九年开采的天华银矿
,

先由买办商人何献挥创办
,

后改 由唐廷枢
、

徐润主持
。

⑤

人所共知
,

买办首先是在流通领域里活跃的一批所谓新式商

人
。

他们沟通中外贸易
,

为外国商品向内地扩散
,

起着推波助澜
的作用

; 同时他们又利用各种社会关系
,

参身通商 口岸的金融业
,

利用钱庄职能
,

签发庄票
,

调动社会资金为 自己的 买 办活 动 服

务⑥ 。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
在增加开辟通商 口岸的同时

,

买办
,

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了
。

他们从为洋行
、

洋商服务的过程中发展

为直接从事丝
、

茶
、

鸦片贸易以及买卖金银等活动
,

从中积累起
雄厚的资本

,

成为人们能够觉察到的一股社会力量
。

七十年代以

后
,

随着买办经营近代资本主义企业
,

大量的买办资本从流通领
域向生产领域流注

。

理论上
,

投放到生产领域的任何资本
,

都必

须按照产业资本的运动规律
,

进行增殖
。

不过中国近代企业是在

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产生
,

进入生产领域的买办人物乃是人格

化的买办资本在发挥作用
。

他们所主持的近代企业
,

不能不受到
几

买办与外商的旧有人事关系和业务关系所制约
。

事实表明
,

不少
-

买办人物在创办或主持中国近代企业的同时
,

往往还经理外国洋
-

行的业务 ; 更常见的是
,

他们既把资本投放到中国近代企业中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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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时又不忘情于对外国洋行企业的附股
。

这种一身而兼有双重身

份的人物
,

如唐廷枢
、

徐润
、

郑观应
、

李文耀等等
,

他们在参预

中国近代企业之后
,

总是摆脱不了对外商的旧有关系
。

试以唐廷

枢为例
,

一八七六年是唐辞去怡和洋行买办
,

投身洋务派企业的

第四年
;
怡和深知他在洋务派集团中是李鸿章十分倚重的人物

,

极想利用 唐和洋行的旧 日关系
,

对李鸿章施加影响
。

当年八月间
,

怡和力图借修建铁路
,

开发矿山的机会渗透势力
,

特指示它的代

表莫里逊去找唐廷枢
,

伺机会见李鸿章
,

表示怡和洋行愿对中国

铁路
、

矿 山或其他工程提供短期贷款和其他形式的经济支 援
。

①

果然不久
,

在九月的第一个星期里
,

莫里逊顺利地见到了李鸿章
,

详陈款曲
。 ② 十分明显

,

这中间唐廷枢无疑是起了重要的媒介作

月的
。

如果说
,

此项活动还只说明唐离洋行不久
,

在短期内难免

与洋行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
那末请看一八八五年秋

,

在唐廷枢

放弃买办身份参与洋务企业己达十三年之久
,

他所主持的开平矿

务局已是规模初具
,

但一度因资金紧张
,

向怡和洋行试探贷款
。

怡和主持人机昔认为这是染指开平的良机
,

便满 口答应
,

但要求

贷款的条件
,

必须是该洋行全面接管开平矿务局的经营履管理
。

③

显而易见
,

这是一个包藏攫夺开平煤矿主权的侵略阴谋
。

据怡和档
几

案记载
,

李鸿章对此一度感到犹豫
,

而一 向在开平揽权的英国总工

程师金达和充当李鸿章洋顾向的德璀琳
,

则千方百计为实现怡和

的阴谋
,

对李鸿章施加影响
。

这是不足为奇的
。

令人惊异的是
,

充当开平矿务局总办的唐廷枢竟然也完全赞同怡和的条件
,

并在

十一月间向李鸿章送去享帖
,

表示支持怡和洋行全面控制开平矿

局的要求
。

④垦应该说
,

这个行动的性质是无须分析就能一 目了然

钓
。

如果这一次贷款不是由于清政府内部的反对
,

英国势力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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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平就不必等到一九 0 0 年利用八国联军侵略时机
,

施尽威胁诱

骗种种丑恶手段了
。

不仅如此
,

八十年代初期
,

李鸿章调唐廷枢长驻天津
,

专管

开平矿务
,

同时协助他处理洋务
,

参预北洋机密
。

唐则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
,

有时将尚未公开的某种决定私下透露给怡和洋行
。

例

如
,

一 /又/又九年
,

清政府对修建国内铁路作了广泛讨论和规划
。

唐廷枢得悉某些拟议和决定
,

便将广州汉口间将于一八九O 年修

建干线以及准备举借外债的计划
,

透露给怡和洋行的
“
老 朋友

” ,

①

以便他们在贷款竞争中早作准备
。

作为北洋集团的智囊之一
,

唐

廷枢的这种行径是他的职守所不能容许的
。

严峻的事实反复表明
,

唐廷枢在出任官督商办企业的总办后
,

虽然不复具有买办的称号
,

但是
,

他对于怡和洋行的关系实在很

难用
“
藕断丝连

” 四字所能概括得了的
。

马建忠在一 /又/又四年指

出
,

怡和洋行对待唐廷枢
“
犹挟主奴之见

” 。 ② 这种说法不是完

全出于单纯的鄙薄情绪
,
而是触及了买办和洋行关系的本质

。

作为半殖民地社二经济关系的产物
,

买办在中国资本主义经

济有所发展的七十年代之后
,

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
,

呈

现为买办队伍的扩充
,

通商 口岸之间或 口岸与内地之间
,

买办的

商业流通渠道初步形成
,

以及买办在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的活动

中积累起庞大资本等等
,

都使得以买办为社会基础的买办资产阶

级的产生
,

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
。

自然
,

对于买办阶级成员的活动和作用也必须作阶层分析
。

投资近代企业的买办人物如唐廷枢
、

徐润
、

郑观应等先后依附李

鸿章
,

充当北洋集团经营近代企业的代理人
。

他们代表 了买办阶

级的上层
。

在他们的周围还聚集着一批有相当资力
,

但缺乏条件

食缘权要的买办
。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

买办阶级的上层也

① 勒费沃尔
:

前引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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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分化的现象
。

这种分化除 了来自经济上的原 因
,

即对待 中

国经济发展前途的不同要求外
,

还因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

族压迫
。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矛盾
,

买办阶级上层分子的反应和

态度是不尽相同的
。

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
,

人们可以看到甲午

以前郑观应的态度和行动与唐廷枢
、

徐润颇不相同
。

这预示着他

们在以后的去向将是有所不同的
。

买办阶级的中下层
,

是一批与封建权要没有联系或联系甚浅

钓买办或买办化商人组成的一个阶层
。

这一阶层人数众多
,

拥有

相当数量的资金
。

早年洋务派官僚力求招徕
“
诡寄洋行

” 的买办

资本
,

就包括这一部分人的资本在内
。

不过
,

这一阶层的动向往

往受本阶级上层分子所左右
。

洋务派在争取到买办阶级的上层人

物后
,

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

但是
,

在经营近

代企业的实践中
,

他们的经济利益常常遭到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

损害
,

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

例如池州煤矿的杨德
,

上海织布局的

卓培芳都可视作代表
。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

他们也经历着

分化的过程
。

其中
,

有相当一部分人转化 、 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

级的成员
。

三
、

旧式商人的上层

在七八十年代
,

旧式商人的上层中带有新倾向的人物
,

是中

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

当时旧式商人

钓上层人物如沙船商 出 身 的 朱其昂
、

朱其药
,

钱庄主出身的经

元善
,

苏北盐商李培松
,

沪上富商蔡鸿仪
、

票号商王燃
,

以及李

金铺
、

谢家福等等都参与新式企业的经营
,

活跃一时
。

他们的活

动反映了私人资本向新式企业发展的倾向
,

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
二

经济产生过程中富有意义的事情
。

其中朱其昂
、

经元善的经历和

括动
,

很可以说明这一阶层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
。

朱其昂出身于沙船世业的淞沪巨商
。

①一八六二年任江苏海

① 《
汇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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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局会办
, ① 并

“
纳资为通判

,

累至道员
” 。

② 海上运输有赖商

业金融的支持
。

朱其昂与南北各地商人夙有联系
。

因之
,

他在从

事海运业务的同时
,

又在北京
、

上海
、

广东等地开设华裕丰汇银

票号
。

③ 李鸿章在一八七二年指派他筹备轮船招商局时
,

就曾盛

赞朱其昂
“
承办海运已十余年

,

于商情极为熟悉
” 。

④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

外国航运业 已经在南北一些重要口岸伸

展势力
。

租雇洋船从事贩运贸易的买办和买办化商人
,

是各 口岸

最见活跃的人物
。

出于业务需要
,

朱其昂不可避免地在海运活动

中要与这批买办商人发生联系
。

例如
,

伙同洋商在烟台合办清美

洋行
,

并自备轮船往来上海
、

烟台
、

天津各 口的买办李振玉⑤ 与

朱其昂就有较深的关系 ; 而拥有巨资和四艘轮船
,
甚至使外国洋

行老板都要另眼相看的旗昌轮船公司买办陈竹坪与朱的关系也非

一般
。

⑥所以
,

朱对于新式航运业也积有一定的常识
。

李鸿章称

他 “习知洋船蹊径
” , ⑦ 不是毫无根据的

。

结合这些情况来看
,

朱其昂显然是从 旧式商人营垒中游离出来具有新倾向的人物
。

但是
,

也应指出
,

朱毕竟对新式航业缺乏全面的了解
,

他在

筹办轮船招商局的初期
,

虽宣扬
“
自以身家作抵

” ,

并未能取得

旧式航业的资本支持
。

而在轮船业务上
,

他又因
“ 不识洋文

,

不

通洋话
” ,

对各船雇用的洋员
“ 不能驾驭

” , ⑧ 对招徕买办资本

也缺乏号召力量
。

所以
,

招商局在初创时
,

便
“
资本不敷

,

招集

商股甚微
” , ⑨ 以致朱主持局务仅仅半年便不得不进行改组

。

在改

组后的招商局里
,

朱一直担任会办
,

专管潜粮运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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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其昂的经济活动中还有值得一提的是
,

他在一八七七年

从事航业之余
,

购买磨粉机器
,

在天津雇佣十余工人
,

创设贻来

牟机器磨坊
,

规模虽然狭小
,

却不失开中国机器面粉业的 先河
。

①

创办贻来牟机器磨坊的第二年
,

朱其昂在天津去世
。

就朱所

处的时代而言
,

他的经历和活动说明
: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

过程
,

同时也是旧式商人上层中一部分带有新倾向的人物的转化

过程
。

转化的条件全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成长
。

在中国资本主义

近代企业初创时期
,

出现了象朱其昂这样一类商人的转化
,

无疑

是富有历史意义的
。

出身于浙江上虞商人世家的经元善
.

五十年代后期来到上海

继承父业
,

以旧式金融业者身份出入十里洋场
,

历任北市钱业会

馆董事
, ② 并参与社会

“
公益

”
活动

。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

西方资本主义扩大对华商品侵略
,

促使

为进 出口贸易服务的上海钱庄在买办化轨道上加速步伐
。

作为一

个钱庄主
,

经元善经常与买办或买办化商人发生业务联系
,

耳濡

目染
,

向往于外国企业的集股经营
;
在公益事业活动中

,

他又有

机会与官场相接触
,

一八七九年
,

在贩务活动中
,

他结识了盛宣

怀
。

③ 次年又经郑观应力荐
,

参与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
,

嗣后又
_

主持上海电报分局
。

④

适应这一时期私人资本要求发展的愿望
,

经元善在参预主持

上海织布局集股活动中
,

改变了前此招商局
、

开平煤矿集股时端赖

主持者
“

因友及友
,

辗转邀集
”
的作法

,

在国内重要商业城市和海

外侨商集中地
,

公开登报
,

招徕股金
,

并公布投资人的姓名
。

此
一

项办法对当时各地中小商人投资近代企业的情绪起了刺激作用
。

它也意味着
,

到了八十年代
,

近代企业资本的集掖开始突破了商

帮亲友的狭隘范围
,

向国内重要城市和海外侨商集中地扩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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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元善倡导的集资方法 曾获得广泛的支持
,

即他所谓
“
商务

联群机缄 已将萌芽勃发
” 。

尽管这个带本质性的问题
,

未必为当

时的企业活动家所充分意识到
,

但却是八十年代出现的一个十分

值得重视的现象
。

朱其昂
、

经元善的经历和活动
,

可说是从不同方面为旧式商
人上层分子的转化

,

提供了带有积极意义的范例
。

不过
,

就这一

阶层的代表人物而言
,

他们的转化总是不能摆脱封建势力的干预
,

也不能免除与外国势力的联系
,

缺乏独立自主的力量
。

朱其昂只
_

是到了晚年才在招商局的活动之外
,

独立经营了一个小型的面粉

厂的
,

而且未及正式开工便去世了
。 ① 经元善在经营近代企业方

面可说是一个能手
,

然而在 甲午之前
,

尽管他对洋务派的经济政
、

策已经责有烦言
,

但在实际行动上并未摆脱盛宣怀的羁摩
。

他的

企业活动也只局限于上海机器织布局和上海电报局
,

缺乏独立的

作为
。

其他如资力雄厚的盐商李培松的投资只限于织布局
、

电报局

和峰县煤矿等官督商办的企业
。

八十年代票号商王娥在唐炯督办
一

云南铜矿期间
,

曾以巨款贷予矿局
,

并且以他开设的票号作为招

徕资本的号召
, ② 却始终不曾独立创办或经营新式企业

。

李金铺
、

谢家福等在经营新式企业上都表现了较高的能力
,

然而他们的活
卜

动也始终依傍洋务派
,

寄奢望于官督商办企业
,

非常缺乏独立创

业的勇气
。

这中间自然有许多客观上的原因
,

但就阶级产生的角

度来考察
,

处在形成过程中的民族资产阶级要使 自己成为一支独

立的社会力量
,

看来还有待于社会各方面力量的进一步分化和结

合
,

特别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

使得这一阶级随同

自己的生存条件一起发展起来
。

至于旧式商人的中下层
,

在甲午
一

之前
,

总的说来还对近代企业采取观望态度
,

暂时还不大愿意改

变自己一向习惯了的经营方式
。

① 参见
《
北华捷报

, ,
1 5 7 5年 6月 15 日

,

页 6 1 5 , 了月 G日
,

页 6
。

③ 《
申报

》 ,
l a 87年8月6 日 , 周钟狱等

: 《
新纂云南通志

, ,
工。遥。年 版

,

卷 2 3 5
,

页8
。



四
、

华 侨 商 人

华侨对国内近代企业的投资
,

是民族资本组成的一个部分
。

过去
,

人们对于华侨商人投资于祖国近代企业的历史不曾给予应

有的注意
。

今天由于历史资料尚未充分挖掘
,

我们也还难以估计

侨商资本的数量及其在新式企业中的历史作用
。

就目前所接触到

的材料来看
,

一八七三年
,

陈启沉在广东南海创设的继昌隆摸丝

厂
,

是近代华侨商人独资经营的第一家近代企业
。

它在中国资本

主义企业发展史上是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

陈启沉生年不详
,

根据他的经历推测
,

他大约在十九世纪三

十年代出生于一个
“
世代以农桑为业

” 的家庭
。

① 在年轻时
,

陈

曾
“ 两赴童子试

” ,

有志于科场
, ② 但都未如愿以偿

。

一八五四

年出国经商
。

二十年中遍历南洋各埠
,

注意当地植桑养蚕和缥丝

等业
。

所以
,

他的儿子追述他是一个
“
经商海外

,

然未尝忘农桑

之业
”
的人③

。

一八七二年回国后
,

在南海简村创办机器缎丝厂
,

成为第一家侨商资本的近代企业
。

甲午战争以前
,

像陈启沉那样在国内独资创办新式企业的侨

商还不多见
,

而投资于官督商办企业的却是不乏其人
。

例如
,

一

八七九年
,

轮船招商局曾派遣广东试用道张鸿禄
、

候选知县温宗

彦到南洋
、

新加坡一带考察航运事业
,

同时招徕华侨资本
。

他们

在逞罗之孟角 (曼谷 ) “
设立机器碧坊

” ,

并在
“
众所信服

” 的侨

商陈善继 ( 系驻新加坡
、

逼罗领事陈金钟之子 ) 协助下
,

为轮船

招商局招集到一批华侨股金
。

根据招商局档案记载
:

当时响应号召

的多数是广东籍侨商
,

也有少数福建籍侨商
,

有姓名可稽者共有

二十八人
。

各人的投资额最高为五千两
,

最低为五百两
,

多数在

①

②

陈启玩
:

陈启玩
:

卷 21
。

陈蒲轩
:

《蚕桑谱 》 自序
。

` 蚕桑谱
》 自序

;
何炳丝等纂

: 璨
续修南海县志

, ,

宣统 二 年 刊
,

《蚕业指南
》
自序

.



二
、

三千两
,

一共募集到股金五万两
。

① 次年
,

温宗彦从曼谷到

达新加坡
,

又在该地募股
,

应邀投资的有三十六人
,

集得股金六

万五千二百两
,

投资人中有后来声名显赫的广东大埔侨商张振勋
,

当时
,

他的投资额为三千六百两
。

②

一八八 O 年
,

经元善
、

郑观应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时
,

也 曾

向旧金山
、

南洋
、

新加坡
、

长峙
、

横滨等城市募集华侨股金
。

⑧

但我们迄今未能发现各该地侨商投资的具体情况
。

从招商局在南

洋
、

新加坡集股得到侨商热情支持的情形来看
,

估计上海织布局

省的私人资本中
,

当不乏侨商资本
。

一 /又八五年
,

台湾巡抚刘铭传为创办台湾商 务 局
,

派前 浙

江候补知府李彤恩和广东试 用 道 张 鸿禄
,

到南洋去募集资本
,

曾招集到闽籍侨商陈新泰
、

黄广余等人的投资
。

④ 此外
,

一八八
_

五年兴建的山东平度金矿
,

到一八八九年
,

经改组和宁海金矿合
一

并
,

也有旧金山侨商林道据的投资
。

⑤ 据说林曾在旧金山
“
设局

韶股
,

共集洋元三十万
” 。

⑥顺便在这里指出
,

华侨富商张振勋
,

在甲午之前已投资国内资本主义企业
,

当时还只是作为一般的附

般者
。

至于他在山东烟 台创办张裕酿酒公司
,

交结官府
,

奉派以考

察南洋商务大臣身份
,

出国争取侨商资本的活动
,

乃是甲午以后

的事情
。

这表明在侨商中逐渐发生的分化
,

是二十世纪初期出现

的社会现象
。

上述事实说明
,

海外侨商是关心祖国近代企业的创建的
。

但
卜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
,

国内近代企业得不到正常发展
,

似致侨商的投资屡遭亏损
,

阻碍了侨商资本的大量回归
。

综合以上所述
,

可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
,

一部分商人
、

① 《招商局察 〔李鸿章》 (光绪五年十一月十一 日 )
, 《招商局档案

, 。

② 《
唐廷枢等察李鸿章

》
(光绪六年二月二十一 日 )

, `
招商局档案

》 。

③ `上海机器织布局启事
》 , 《

申报
》 ,

18 8 0年 11 月1 7日
。

④ 刘铭传
: 《 刘壮肃公奏议

》 ,

卷s
,

页1乳

⑥ 《
矿务档

》 ,

第 2 册
,

页1 3 2 4 。

`

⑧ 《
李集

》 ,

电稿
,

卷 12
。



买办
、

地主和官僚
,

通过近代企业的经营活动向资产阶级转化
。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
,

中国资产阶级在产生过程中依

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
,

可区分为
“
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

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
。 ” ①洋务派大官僚和大买办的结合 是官

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最初萌芽
。

他们的结合开始酝酿于十九世纪五
、

六十年代
,

历二三十年的发展成为客观现实
。

当时外国资本主义的

侵略 日益加深
,

清政府当权的洋务派为了拯救地主阶级的统治
,

有

必要通过大买办博取外国势力的支持
;
而依附外国势力成长起来

的大买办在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
,

则需要大官僚的庇护
。

日益发

展起来的政治经济关 系的变化
,

使得这两股势力在压制民族资本

主义发展这一共同 目的上
,

走到了一起
。

十分明显
,

它们的结合
,

必然是中国政治经济半殖民地化的加深
,

阻碍了近代中国社会生

产力的迅速发展
。

中国资产阶级的另一个组成部分
,

是由人数众多
、

缺乏权势

的一般商人
、

中小买办
、

地主和官僚转化而来的中小资本家
。

这种

转化不是一下子出现和完成的
,

而需要一个发生
、

发展的过程
。

在转化过程 中
,

他们的共同特点表现为
:

一方面向往资本主义的

发展
,

为他们投放到近代企业中去的资本实现增殖的要求
; 另方

面又不能割断与封建经济
、

封建政权所保持的密切联系
,

有的甚

至还与外国资本主义保持千丝万缕的关系
。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条件下
,

在一定时期
,

他们也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制

的要求
。

这种情形充分说明了这一阶级先天具有的两重性
。

两重

性造成软弱性
,

这是民族资产阶级所表现的政治和经济的特点
。

这种特点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的
。

所以
,

在 甲午之前
,

处在形

成过程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舞台上还不能成为一支独立的政

治力量
。

① 《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 , `毛泽东选集
》 ,

页6 0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