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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采矿业的兴办及其作用

王 永 贞

中国的采矿业远自殷商时期即已开始
。

但由于后来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
“ 以织助

耕 ” 的 自然经济
,

历代封建王朝为了巩固封建统治
,

都奉行
“ 重农抑商

” 的政策
,

极力压制

各种工商业的发展
,

采矿业更被他们视为潜在的威胁
,

控制得尤为严格
。

明清以后
,

随着煤

铁在国计 民生中的地位 日趋重要
,

统治阶级对采矿业的限制有所放松
,

但仍认为
: “

开采之

事
,

聚集多人
,

其 中良顽不一
, `

难以稽察约束
,

恐为阁阎之扰累
。

况本地有 司现 在劝 民开

垦
,

彼谋生务本之良民
,

正可用于南亩
,

何必为此激幸贪得之计
,

以长喧嚣争竞之风
。 ” ①

基于此种考虑
,

各级官府时常下令禁民开矿
。

这样
,

便严重地阻碍了中国采矿业的发展
。

因

而
,

直到清朝中叶
,

中国仍停留在手工开矿阶段
。

仅以煤矿为例
,

挖煤 用镐刨
,

运 煤 用筐

背
, “

追开挖稍深
,

人与牲力汲水不及
,

窿为水淹
,

无可取煤
,

便成废弃
” ②

。

这种极 端落

后的生产方式
,

当然也就不 能很好地发挥我国矿产资源的优势
,

以至出现
“
家有宝藏

,

封锢

不启
,

而坐愁饥寒
” ⑧的贫困局面

。

鸦片战争后
,

西方国家的经济侵略日甚一 日
,

国计民生大受影响
,

朝野人士纷议救亡制

夷之策
, “ 课矿开采 ” 的舆论

,

也因而逐渐兴起
。

特别是 自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
,

洋务派

相继创办了一些军民企业
,

这些企业 ,’1 卜铁不成
,

非煤不济
” 。

据统计
,

在这一时期
,

仅金

陵机器局
、

福州船政局和轮船招商局等几家大企业
, “

每年需用煤铁 约银二 百万 两 ” ,

而

的阶级的等方面条件的局限
,

在论及历史问题时说过一些错话 (如认为太平天国实行过与俄

国苏维埃政权一样的经济制度 )
,

但他能够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审视历史
,

并把历史研究与研

究革命现实有机结合起来
,

努力做到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分析事件和人物
,

批判地继承

中外历史文化遗产
,

在新时代的革新进步事业中加以发扬光大
。

这一切
,

都给我们今天的历

史专业工作者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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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以人工开采不能及其万一

,

且不适于用
,

所以不能不舍是而外购也
” 。

④从而 直接造

成了洋务企业
“
事事仰给于人

” 的被动局面
。

更值得担心的是
,

一旦中外关系紧张
, “

闭关

绝市
” ,

不仅备厂局会因煤铁的供应而
“ 废工坐困

” ,

既已成轮船亦将
“
寸步 不行

” 。

⑥在

这种情况下
,

洋务派官僚们便把解决问题的希望
,

寄托在中国近代煤铁工业的振兴上
。

、

他们

认为
: “

中国积弱
,

由于患贫
,

西洋方千里
,

数百里之国
,

岁入财赋动以万万计
,

无非取资

于煤铁
、

五金之矿
” 。

⑥于是
,

一时之间 “
自行设厂开矿

”
之议纷起

。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 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

,

外国来华的 商 船和 军舰 日益增

多
,

他们所用的煤
, “

皆自远洋至
,

其费不货
,

一旦设有不给
,

轮船即不可行
,

贻误非轻
。

若中国有煤
,

则彼取资甚便
。 ” 由此

,

外国侵略者愈来愈加紧了对中国煤 炭资 源 的染指
。

18 6 8年
,

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
,

在中英修约谈判中
“
力求在中国地方开设煤窑

。 ” ①总理 衙

门将其交由各省督抚们讨论
,

遭到大家的激烈反对
。

曾国藩
、

李鸿 章等人借此提出了用西法

自行采煤的主张
。

1 8了4年
,

直隶总督李鸿章
,

两江总督沈葆祯利用筹议
“
海防

” 的机会
,

再

夕向清政府提出了
“
开采煤铁

,

以济军需
” ⑧的要求时

,

获得了试办煤矿的允许
。

至此
,

中

国
一

近代煤矿开采业便率先诞生
。

中国近代煤矿开办最早的要数直隶的磁州煤矿
。

1 8 7 4年李鸿章即派 了天津道丁寿昌
,

上

海江南制造局总办冯竣光
、

天津机器局总办吴毓兰等人筹办该矿
。

但在第二年复勘时
,

发现

藏量不足
,

而且矿地
“ 距卫河太远

” ,

运输不便
,

遂放弃开采
。

1 8 7 5年李鸿章还曾札委盛宣

怀督办湖北兴国煤矿
,

后 因常年经费无着而停办 , 此时
,

沈葆祯已派员去台湾
,

择定在老蔡

坑一带兴建基隆煤矿
。

基隆煤矿的钻探工作开始于 1 8 7 6年 5 月
,

至 12 月便进行开挖直井的工程
,

同时修建从煤

井到海岸的轻便轨道
,

以便于运输
。

同年
,

还成立了台湾矿务局
,

委派了矿务督办
。 1 8 7 8年

正式投入生产
,

具有 日产三百吨的生产能力
,

成为我国第一座近代化的煤矿
。

磁州
、

兴国两矿失败后
,

李鸿章开始把往意力移到了直隶开平
。

1 8 7 6年秋
,

他派轮船招

商局总办唐廷枢
,

带英国矿师去开平勘探煤铁资源
,

唐廷枢带回煤块铁和矿石作为化珍样品

外
,

还 写出了一份详细报告
,

指出该矿广阔的开发前景
。

并且
,

这时他 已经注意到运输条件

的改善
,

建议以 8 0万两总投资的一半修建铁路
,

解决产品外运
。

1 8 7 7年
,

经化验后证明开平的煤铁质量近于英国的中上等煤铁
,

很有开采价值
。

唐廷枢

便进一步制订了具体开采计划
,

报送李鸿章
。

李遂指派唐主持开平全矿开采工作
。

第二年六

月
,

开平矿务局正式成立于天津
。

唐廷枢接着便以募集的 20 方两资本向国外订购机器
,

并在

唐 山南麓的乔家屯购地建房
。

10 月间
,

便开始了钻探工作
。

整个工程进展顺利
, 18 8 1年初即

开始产煤
。

正式投产后生产能力迅速提高
。

1 8 8 2年日产量达 5 00 吨
, 18 8 3年 超 过 了 6 0 0吨

。

18 8 4年 7 月以后 长期维持在 9 00 吨以上
, 1 89 4年更进一步达到了 2 0 0 0吨

,

成为中 国近 代最大

的煤炭企业
。

由于基隆
、

开平两矿的影响
, 1 8 8 0年前后中国出现了开采煤矿的小小浪潮

,

安徽池州
、

湖北荆门
、

山东峰县
、

广西 贺县
、

直隶临城以 及江苏徐州等地
,

先后都有一些私人资本投入
.

煤炭开采业
,

尽营为数不多
,

但都程度不 同地采用了机器生产
, 迈进了近代化的门槛

。



直隶开平一带
,

不仅煤炭资源丰富
,

而且盛产铁矿和灰石
,

冶炼十分方便
。

早在唐廷枢

所鸟的勘查报告里
,

就估算了成本远远低于外国
,

实在有利可图
。

他把采煤
、

炼铁和修路三者

联系
一

在一起
,

指出
: “

开煤必须筑路
,

筑路必须采铁
;
煤铁相为表里

,

自应一起举办 ” 。

⑨

但由于矿务局在开办之初
,

招股困难
,

煤铁兼采乃力所不逮
,

于是
, 18 7 8年 1 0月唐廷枢 曾察

告李鸿章说
: “

埃见煤得利
,

或股本充健
,

再购炉为鼓冶之计
。 ” L 1 8 8 1年

,

煤矿初 见成效

后
,

唐廷枢便着手进行铁矿的筹备工作
。

他曾亲赴清凉山
、

马子沟
、

陈家岭等地勘察
,

发现

铁苗甚佳
,

遂取样品运往英国试炼
,

打算第二年春即行开张
。

不意第二年初有人上奏折
,

指

责在上述地方开矿
,

有碍于东陵地脉
,

此后
,

铁的开采便渺无下文
。

19 世纪 9 0年代初
,

洋务运动开始进入创办钢铁企业的时期
。

其中
,

办得规模最大
、

维持

时间较长的要数 1 8 9 0年张之洞在湖北筹建的我国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一汉阳铁厂
。

张之洞任两广总督后
,

曾对当时中外贸易的情况作过一番调查
。

1 8 8 6年
,

他在写给光绪

皇帝的奏折中说
: “ 查光绪十二年 ( 1 8 8 6年 ) 贸易总册所载

”
各省进 口铁类共 1 10 余万担

, “

约

值银二百 四十余万两 ; 而中国各省之出口钢铁锡铅并记
,

只一万 四千六百数十 担
,

约 值 银

一十一万八千余两
,

不及进口二十分之一
” 。

@ 从这种认识出发
, 1 8 8 9年夏

,

当他还在两 广

总督任内
, “ 既未先行奏报

,

亦未咨商户部
” ,

即拿出十多万两银子
,

定购外国设备
,

同年

底
,

他一调任湖广总督
,

便极力将原拟在广东的枪炮炼铁诸厂
,

移设湖北
。

经过克服种种困

难
, 1 8 9 3年 1 。月铁厂正式建成

,

翌年开炉
。

尽管生产时间不太长
,

但总算开启了我国近代钢铁

企业的先河
,

此后
,

上海
、

天津
、

贵州等地都相继办起了同类厂矿
。

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
,

一方面由于军民工业对金属原料的迫切需要
,

另一方面也由于煤铁

开采略见成效
,

还逐渐引起了人们对金
、

银
、

铜
、

铅等有色金属的兴趣
,

十多年间
,

先后办

起了热河承德府三 山银矿
、

直隶顺德铜矿
、

山东平度金矿
、

福建石竹山铅矿等十余个企业
。

其 中
, “

卓见成效
”
者

,

要数黑龙江省的漠河金矿
。

漠河金矿藏量丰富
,

但地处边疆
, 1 8 8 5年

以前常有帝俄分子
“ 过江偷采

” 。
18 8 7年

,

候补道员李金铺奉李鸿章之命
,

深入矿区实地调

查
, ~

并带回矿产样品
。

经化验后证明
: “

一千分中得净金八百七十一分
,

银七十一分
,

铅硫

磺铁五十四分
” ,

可与美国旧金山之金相坪
。 L接着

,

李鸿章即奏准清廷
,

设 立 漠 河 矿务

局
,

开发漠河金矿
,

并委李金铺担任总办
。

李金铺在拟定黑龙江矿务局招商章程和漠河金厂章程后
,

便赴天津
、

上海
、

烟台等地募

集资金
,

延聘外国矿师
、

购买机器设备
。

经过多方努力
,

漠河
、

奇乾两处金厂
,

相继于 18 8 9

年 1 月 14 日和 2 月 n 日投入生产
。

当年即产金 18 0 0 0余两
,

第二年增至 2 3 0 0 0两
。

1 8 9 3年增设

观音 山分厂后
,

生产大幅度上升
, 1 8 9 5年竟高达 5 0 0 0 0余两

。

上述各矿
,

由于种种原因
,

时至中日甲午之战前
,

大敲分已停产
、

倒闭
,

就只有开平和几家

中小矿仍在勉力维持
,

但整个说来
,

它们对 中国社会的发展
,

都 曾产生过程度不同的积极作用
。

第一
,

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兴办
。

由于矿产资源的开发
、

利用
,

必须伴随着交通运输
,

否则
,

机器 没备和产品运销都将无法解决
,

特别象煤炭这类笨重物品
。

为此当 18 7 6年开平矿

务局刚刚成立
,

主持人唐廷枢初拟计划时
,

就 曾明确提出
: “ 开煤必须 筑铁路

” L
。

同 年 9

月
,

他又一瑟向李鸿章表示
: “

若有铁路运煤
,

便可多开一井
” ,

且从运费和修理车辆 等各



种费用通盘核算
,

行走火车肯定是
“
有盈无缺

” 。

⑧后来
,

随着开平煤矿基建工程的 迅速发

展
,

解决投产后煤炭外运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

唐廷枢鉴于清朝顽 固势力坚决反对修筑铁

路
,

于 1 8 a 0年 10 月向李鸿章提出了一项变通的办法
:

由芦台镇东起至青各庄止
,

挑河一道
,

约长 7 0里
,

专供运煤之用
,

取名
“ 煤河 ” ;

再 由青 各庄河头修筑一条
“
快 车 路 ” ,

约 长 15

里
,

直抵煤厂
。

李鸿 章遂批准了这一挑河
、

筑路的计划
。

该项工程于第二年三月正式动工
,

六七月间即全部完成
,

唐廷枢所说的 ,l 5里 “
快车路

” ,

实际上是一条单轨铁路
,

只是为了避

免顽固势力的阻挠
,

最初用骡马曳车
,

但不久即用机车曳行
,

成为我国历史上自己建造的第

一条铁路
。

L

1 8 8 6年
,

在李鸿章的授意下
,

开平矿务局以新开之由胃各庄至芦台的运河
, “

春秋潮汛

不大
,

煤船常有停掉候水之苦
” ,

影响到 “
兵商各轮欲多购煤而运不及

,

矿内积煤 日多
,

欲

运煤而路不畅
” ,

请求
“
将原有铁路照样接办

,

沿新开河南岸至河尾止
,

即芦台左近之阎庄

现储煤厂之处
” ,

并建议成立
“ 开平运煤铁路公司

” ,

由该公司招商集股 25 万两
,

修建从胃

各庄至阎庄的铁路
,

全长 65 里
。

L不久
,

李鸿章又据以转陈
,

借
“ 调兵运军火

” 的名 义
,

建

议将阎庄至大沽一段由海军衙门修建
。

经清政府批准后
,

遂成立
“
中国铁路公司

” ,

开始筹

款兴办
。

整个工程于 1 8 8 8年 1 0月全部竣工
。

随后
,

又有津通铁路之议和芦汉铁路的兴建
。

第二
,

适应了民用
,

增开了利源
,

部分地挽回了民族利权
。

已如上述
,

近代采矿业兴办

之前
,

中国一切军需和民用煤铁
,

几乎全部依靠外国
,

每年需付出
“
六

、

七百万两
,

以购他

人之煤铁 ” 。

这不仅是一项 巨大的经济损失
,

而且在政治上使中国陷于仰人鼻息 的 被 动地

位
。

近代采矿业兴办后
,

首先在政治上争得了一定的主动权
, 其次在经济上的效益也是不可

,

低估的
。

特别是漠河金矿 自1 8 8 9年投产至 1 89 5年的 6 年间
,

除支付职工工资和留足用于扩大

再生产的保险金
、

公积金外
,

先后向当时的清政府交纳了各种
“

报效
”
达 85 万两

。

并且
, “

自开矿

以来
,

上至奇 干河
,

下至援浑沿江二千余里
,

员弃丁夫来往不绝
。

所募护矿营勇
,

训练精强
,

沿边卡伦声势联络
,

与黑龙江北岸俄城隐然对抗
” ,

确乎达到了
“ 兴利实边

” 的 目的
。

⑧开

平煤矿投产后
,

立即与
“
洋煤

” 展开了争夺市场的斗争
,

其产品
“
除运往要口分供各局及中

外轮船之用
”
外

,

并可兼顾内地民间 日用
,

从此
, “

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

远购于外洋
” 。

L同时
,

开平煤产量的增加
,

给附近地区提供了廉价原料
,

促进了 其他工业

的复苏和兴起
,

使该地区原因燃料问题而停产
、

倒闭的砖窑
、

缸窑
、

石灰窑等重新开张
,

而

且还相继办起了陶瓷
、

酉良酒等许多新兴厂矿
。

因此
,

尽管洋务派兴办近代采 矿业 的 终极目

的
,

是为了维护清王
.

朝的封建统治
,

但在客观上
,

不能不承认它在一定程度 上适应了民用
,

增开了利源
,

并且在政治上经济上部分地挽回了民族利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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