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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买办商人对招商局早期发展的作用

刘 宏

轮船招商局 (简称招商局 ) 创立于 1 8 72 年
,

它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在中国创立的第

一个近代民用交通企业
。

在 18 7 2 ~ 1 8 73 年由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领导期间
,

招商局

的处境十分艰难
,

发展也非常缓慢
。

而在 1 8 73 ~ 18 8 4年由著名买办商人唐廷枢
、

徐润等领导

期间
,

招商局却呈现了一派兴旺发达
、

蒸蒸日上的景象
,

除了不断增加的码头
、

货栈外
,

其

资本额由最初的六十万两增加到二百万两
,

轮船由最初的 1艘增加到 26 艘
,

航线由最初的长

江航线发展到沿海及远洋航线
,

业务范围由最初的装运潜米发展到揽运各种货物
。

十余年间
,

除付清官息
、

股息
、

折旧费以外
、

尚盈利四十万余两
,

可以说这是招商局历史上发展最快
、

经

营最成功的时期
。

那么在这一时期
,

作为招商局的领导者和经营者
,

买办商人到底起到哪些

作用呢 ? 由此又可以引发我们思考些什么问题呢 ? 本文拟就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

谈谈自己的

看法
,

以就教于大方
。

一
、

买办商人对招商局的早期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
。

笔者认为
,

买办商人对招商局的早期发展至少起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
。

1
.

成功地为招商局筹集了大量的资金
。

18 7 2年朱其 昂筹办招商局之时
,

并无资本
,

而是
“

借领直隶练晌公努
,

纯系存项性质
,

非股本也
” 、 〔。到年底开业的时候

,

才
“
收到北洋李氏五

万两
,

上海郁绅熙绳一万两为股银
”
图

。

开业以后
,

社会各界的反映也并不热烈
,

投资者甚少
,

如天津的李振玉虽先前在天津与朱共昂商同合伙
,

后又
“
以公论不洽

”
即而辞退

,

胡雪岩因
“

畏洋商嫉忌
,

不肯入局
,

… …粤商久经察求
,

因资力不厚
,

未敢妄充
” 。 〔`〕

故此郑观应说
: “

招

股年余
,

无人过问
” 。 〔5 ,

后丁寿昌建议钦派委同知林士志到沪招殷商
,

出资搭股
。

前后允入股份
,

已登记姓名者
,

仅约十余万两
。

到 18 7 3年
, “

六月二届结帐
,

股本为六十万二千四百两
,

而

局栈成本则达一百二十八万余两
,

负债甚巨
” . 〔̀ ,

后来为了凑足一百万两股银
,

招商局又发新股

三千九百七十六股
,

但
“

入股者未见踊跃
.

盖其时商局股票市面价值仅合四
、

五折也
” 。 ( 7 ,

可见
,

朱其昂在招商局创办之初
,

遇到的最大的难题就是筹集资金的问题
,

而他是没有能力解决这

一问题的
。

但是
,

唐廷枢
、

徐润继任以后
,

却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间题
。

唐廷枢是广东人
,

曾在 1 8 6 3

一 18了3 年间任怡和洋行在上海的买办
。

徐润也是广东人
,

曾在 ! 86 ] ~ 1 8 6 8 年间任宝顺洋行在

上海的买办
。

他们在接替朱其昂以后
,

就开始努力为招商局筹集犷金
。

187 3
,
一 187 4年间

,

他

们成功地筹集了 4 76
,

0 00 两的资本
,

到 1 8 7 7 年
,

他们筹集场资本已增加到 7 5 1
,

0 00 两
,

在

他们的努力下
,

18 82 年
,

招商局实收资本已增加到 2
,

0 00
,

0 00 两
。 〔的
值得注意的是

:

这笔资

本的绝大部分是 由买办商人认购的
,

在 18 73 年招商局实收的 6 12
,

0 00 两创业资本中
,

买办

资本为 4 76
,

00 0两
,

占总数的 77
.

8%
,

这其中除了唐廷枢本人认购了大量股份外
,

徐润也

认购了大量股份
,

一8 7 3 ~ 18 7 4 年间
,

他认购 7 约 12 0
,

0 0 0两
,

飞8 8 1年
,

当招商局的百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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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金额收足时
,

在徐润的名下认购的股份已达 2叨
,

0 00 两
,

当 18 82 年招商局的实收资本

为 2
,

0 0 0
,

0 0 0两时
,

徐润认购的股份总额也增加到 4 80
,

0 00 两
。 〔的当时大量认购招商局股份

的除徐润
、

唐廷枢
、

郑观应
、

张鸿禄外
,

还有其他买办商人
,

如六十年代汉 口和九江的琼记

洋行的买办刘绍宗
,

七十年代怡和洋行在福州的买办阿魏
,

也都拥有一定的股份
。 〔’ “ ,

买办商人除了自己认购了大量股份外
,

还利用 自己的影响
,

招徕其他人购买招商局的股

票
,

如徐润就曾
“

设法招徕各亲友之入股者亦不下五
、

六十万
” 。

川 ’
再如盛宣怀从八十年代初

开始大量购进招商局的股票
,

占招商局全部股份的四分之一
,

即五十万两
。 〔 ’ 2〕

正是由于唐廷枢
、

徐润等买办商人成功地为招商局筹集了大量的资金
,

为招商局的早期

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2
.

卓有成效地引进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
。

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并非唐廷枢首创
,

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
、

曾国藩
、

张之洞等都提

出过引进西方先进技术
,

但他们引进的重点是放在军工制造技术的
,

对民用技术的引进重视

不够
,

而唐廷枢则把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重点放在民用技术上
,

应该说唐廷枢在这方面的见

识要比洋务派人物高出一筹
。

首先
,

他引进了西方较为先进的设备
。

由于唐廷枢在任招商局总办之前
,

就拥有 自己的

轮船
,

并经常同外国轮船公司来往
,

特别是他任买办期间
,

亲自掌握了大量轮船技术知识
,

这

些从由他主持购进的轮船的处理上反映出来
。

18 73 年 8 月
,

由朱其昂为招商局购买的
“

拉泰

克号
”

轮船从英国抵达上海
,

唐廷枢对该轮进行检查后
,

认为其载荷量过小
,

而拒绝接受
,

后

来他从英国购进了一艘很大的新船
,

起名为
“

和众号
” 。

这艘船以后证明是非常适宜于中国的

沿海贸易的
。

其次
,

他大胆引进了外国的技术人员
。

为了适应轮船业的技术需要
,

在中国航运技术人

员不足的情况下
,

唐廷枢雇佣了一批外国船长和技术人员
,

特别是在有关驾驶人员和轮船维

修方面
,

唐廷枢得到了外国船长和工程师史柏丁为他出谋划策
。

当时
,

上海的一家英文报曾

称誉唐廷枢的外籍雇 员同上海的任何外资轮船公司雇员一样
“

能干和值得信赖
” 。 〔` 3 ,

再者
,

他比较注意中国技术 人员的培养
。

唐廷枢从轮船业的发展需要出发
,

认识到
“

不

精于针盘度线风潮水性者
,

不足以当船主大颗
,

不识机器水器者
,

不能管机器
” 〔“ , ,

但这种人

中国不多
,

即使有
,

洋行也不肯保险
,

为此
,

他主张
“

开办之初
,

似应向保险洋行雇佣洋人

船主大颗等项三五人
,

应派能干华人副之
,

惮可留心学习
,

将来学有成功
,

商船所提保险资

本
,

又积有 巨款
,

则可全由华人驾驶矣
。 ’
川 “ 〕
可见

,

他是比较重视中方技术人员培训的
。

再如
,

他主张
“

收水手而习练
” 〔’ “ , ,

也就是把因沙船倒闭而失业的水手集中起来
,

进行职业培训
,

以

适应轮船业发展的需要
。

正是引进技术设备
,

引进技术人才
,

培养中国的航运人才这一三步曲
,

推动着招商局
,

推

动着中国的航运事业乘风破浪
,

艰难前进
。

3
.

富有创见地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管理技术
。

如前所述
,

洋务派也很重视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引进
。

但是
,

对西方先进的管理技

术的引进
,

买办却是最早的
。

朱其昂是沙船业主出身
,

又是浙江省海运局总办
,

由于他熟知航运业的知识
,

在传统绅

商中已属鲜见
,

他曾由于沙船嘈运有成绩
,

而受到清政府的称赞
。

但他的所有关于中国沙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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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
,

一旦用于管理轮船
,

就很少有用了
.

1 8 72 年
,

他通过一个葡萄牙籍经纪人购买的
“

黎明号
” ,

因在签订合同后
,

他发现付款过多
,

于是要求经纪商停信洋行拿出一万至一万千

两的回扣
。

他购买上海对岸的浦东仓库
,

也花费过多
。

在与外籍船长的关系上
,

朱其昂也表

现低能
,

如 18 73 年他曾因航行疏忽及对水手勒索
,

立刻解雇了
“

伊敦号
”

船长考诺
,

受到考

诺的起诉
。 〔” ,显然

,

沙船主出身的朱其昂不具备管理招商局这个近代企业的能力
。

唐廷枢则由于其长期的买办经历
,

富有创见地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管理技术
,

这使他对招

商局的管理得心应手
。

首先他大胆地引进西方的股份制
。

从根本上讲
,

股份制不是一种集资

形式
,

而是一种企业体制
。

在唐廷枢领导招商局期间
,

招商局具有明显的股份制性质
,

它的

资本是以出售股票的形式筹集来的
,

它对股董应具备的条件及应尽的责任有明确的规定
,

即
“

每百股举一商董
,

于众董之中推一总董
,

分派总局各局办事
” . 〔 , . ,

而且还规定
, “

商董如不称

职
,

可以另行选举
” , “

商总倘不能胜任
,

亦应由各董联名察请更换
. ” 〔`”

此外
,

对有关局务的

决策办法也作出明确规定
,

即
“
如遇有紧急事件

,

有关局务
,

以及更改定章
,

或添置船只
,

兴

造码头栈房诸大端
,

须邀在股众人集议
,

择善而行
” 。 〔20) 以上这些都说明

,

在这一时期
,

招商

局具有明显的股份制性质
,

尽管
,

它还称不上是一个成熟的股份企业
,

但同朱其昂领导期间
,

那种仅出售股票筹资
,

却对股董的利权和义务毫无明确规定的做法相比
,

无疑向前迈进了一

大步
,

股份制的程度也进一步加强
。

其次
,

他大胆引进了西方的保险机制
。

朱其昂在创办招商局之初
,

虽然也意识到招商局

的轮船由洋商保险
,

花费甚巨
,

因而提出要设立保险公司的设想
。

而唐廷枢则不仅认识到保

险业是一项有利可图的投资
,

不但节省开支
,

而且还认识到了保险业是一项有利可图的投资
,

“

不但可保自船
,

即他船亦可兼保
,

一起两得
,

其利自溥
” 。 〔 Z t ,由此可见

,

唐廷枢对于设立保险

公司的具体办法
,

即
“

从所得余银中
,

除提取利息花红外
,

另立一保险公款
,

自行保险
” , 〔翻

并进行具体的实践
,

他和徐润于七十年代初
,

联合开设了仁和水险行和济和火灾险行
。 ( 2 3 ,而在

当时
,

保险业是带有很大冒险性的行业
,

传统绅商是不敢也不愿进行此类投资的
,

由此可见

买办商人的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
。

再次
,

他引进西方的竞争机制
。

招商局的诞生和迅速发展
,

打破了外国轮船公司在中国

航运业一统天下的局面
,

引起了外国轮船公司的不满
。

因此
,

从它的诞生之日开始
,

外国轮

船公司就想挤垮它
。

18 7 4年
,

太古洋行驻上海经理致函伦敦方面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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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4) 为此

,

它们挑起竞争
,

大幅

度降低运费
,

减半甚至减三分之二
,

争揽生意
,

企图把招商局扼杀在被棍之中
。

但是
,

它们

的这个希望没有能够实现
,

唐廷枢领导的招商局在李鸿章的支持下
,

同太古
、

怡和
、

旗昌外

国轮船公司在长江航线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

并与 1 8 7 7 年一举收购了旗昌轮船公司的全部产

业
。

虽然招商局对旗昌公司的收购吃了亏
,

但毕竟也得到了一些好处
,

轮船由 12 艘增加到 26

艘
,

水脚收入也相应地增加
,

竞争实力进一步加强
,

迫使太古
、

怡和轮船公司于 18 7 7 年和招

商局签订了第一次
“

齐价合同
” 。 “

齐价合同
”

的签订标志着招商局在外国轮船公司的竞争中

首战告捷
。

最后
,

他还引进了西方的核算机制
。

在唐廷枢制订的局规中
,

明确规定了
“

各分局银钱

出入数 目
,

按船逐次清厘
,

开列细帐
,

连应解银两
,

一并寄交总局核收
,

每届三个月结小总
,

一年汇结大总
,

造册刊印
,

分送在股诸人存查
;
平时在局收付诸帐

,

任凭在股诸人随时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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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
” 。 〔
阳帐目公开

,

并由总局经常定期进行核算
,

这是符合近代企业管理要求的
。

而在朱其

昂制订的局规中
,

虽然也有公布
、

核算帐 目的规定
,

但以三年为期
,

这显然不符合近代企业

管理的要求
,

因为市场行情是经常变化的
,

以三年为期进行核算
,

就很难及时发现间题
,

解

决问题
。

由于唐廷枢富有创见地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管理技术
,

使他对招商局的管理卓有成效
,

这

可以从
“

南得号
”

轮的开支中体现出来
,

怡和 的一个股东曾评论说
: “
这艘船的开支历来是平

均每月 7 0 0 0 两
,

而他们 (指招商局 ) 现在只花大约 4
,

5 0 0两
。 ” 〔2 6 ,

综上所述
,

买办商人对招商局的早期发展确实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
,

对招商局的早期发

展壮大是功不可没的
。

当然
,

买办商人身份的特点也决定了他们对招商局的发展起过一定的

消极作用
,

如他们商人兼官僚的身份
,

决定了他们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一些营私舞弊的活动
,

决

定了他们不可能花大气力培养 中方技术人员
; 他们的买办经历

,

决定了对外国资本有一定的

依赖性
;
制度原因所造成的地位的不确定性

,

又决定了他们只重视近期利益和个人利益
,

而

不重视企业的积累和长期发展问题
。

但是
,

其消极作用和积极作用比较起来是次要的
,

对此

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给以肯定
。

二
、

对历史的思考

在对买办商人为招商的早期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作出上述分析的基础上
,

我认为至少有

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

值得我们进行思考
:

1
.

买办商人为什么能对招商局进行巨额投资?

有人认为
,

买办商人之所以能对招商局进行巨额投资
,

是因为他们作为东西方经济的中

介人
,

在国外商的长期往来中
,

获得了大量得润
,

掌握了大量货币
。

不可否认
,

这是他们对

招商局投资的先决条件
,

但是
,

这并不是唯一的条件
。

招商局兴办之时
,

手中持有大量货币

的还有官僚
、

地主及传统绅商
,

但是官僚中的多数
“

皆思安坐而致尊荣
,

莫不避难就易
,

避

险就夷
。 ’

吧 ”
地主多数认为

“

投资企业
,

不如投资土地
” ,

绅商多数对于新式企业
“

群情疑惧
” ,

“

观望不前
” ,

这些人对于很少了解的近代交通事业则更是
“
百无一应

” , “

无不掩耳而走
” , 〔28)

十分明显的原因便是观念的陈旧
,

因此
,

就连著名的绅商胡光墉
、

胡雪岩也没有接受李鸿章

要他们参加管理招商局的邀请
。

所以我认为买办商人肯对招商局进行巨额投资的最主要的原

因在于他们的经营意识
。

买办商人作为最早同西方人进行直接接触的人
,

看到了近代工业的

利益和前途
,

而其他阶层包括传统绅商则不可能有这种认识
。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

就

是他们较早地接受了西方的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
,

并敢于承担经营近代企业所冒的风险
,

这

可以从唐廷枢和徐润创办水险行和火险行一例中反映出来
。

2
.

买办商人为什么能较好地经营招商局 ?

有人认为招商局早期的迅速发展与清政府特别是李鸿章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

不可否认
,

这

是一个重要因素
。

但我认为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
,

因为招商局的创办者朱其昂不也是在李鸿

章的支持下
,

没有把招商局经营好吗 ? 所以
,

我认为买办商人之所以能较好地经营招商局
,

最

关键的因素是他们杰出的经营才能
。

买办既是中西方经济的中介人
、

桥梁
,

同时又受东西方

文化的共同熏陶
,

是东西方文化的共同产物
。

这就使他们一方面比较了解中国国情
,

另一方

面
,

他们在同国外资本家的长期密切交往中
,

逐步学会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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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孕育出他们特有的杰出经营才能
,

这种经营才能乃是无价之宝
,

是他们能够成功地经营招

商局的最关键的因素
。

在这一点上
,

中国的传统绅商如朱其昂和在华的外国资本家
,

都无法

同他们相 比
。

香港大学陈坤耀教授在分析香港经济为什么会取得如此非凡出色的成就时曾指出
,

香港

经济的繁荣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

这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而激发的市民智慧
。 〔细他的一分析对

买办商人也同样是适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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