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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近代买办对民族保险业的投资和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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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晚清时期
,

随着西方保险业的传入
、

近代保险思想在华的传播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猛发

展
,

中国的民族保险业应运 而生
。

买办是活动于近代中西贸易之间的新型商人
,

自身的投机性
、

民族性和保

险业的高额利润使其成为投资于民族保险业的首批华商
。

买办对民族保险业的投资和经营
,

给中国保险业

的成长注入 了活力
,

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经济环境
,

但买办经营的局限性也显现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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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保险业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

物
,

并随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而逐渐传人东方
。

买办

则是特殊历史时代的
“

畸形儿
” ,

在当时东西方贸易往

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从而更多更早地了解了西方

的语言
、

文化和社会习惯等
,

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新

的经济思想
,

同时也较早地进行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定历史条件下
,

正是这两

者催生了中国近代的民族保险业
。

那么
,

买办如何经

营民族保险业 ? 在此过程中买办究竟发挥什么作用 ?

本文以保险招商局为个案进行探讨
。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
,

外国商人就在广州设立了第

一家保险公司
— 谏当保险行 (又称广州保险行

、

广

州保险协会 )
。

184 2 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之后
,

西方

资本主义的经济势力在坚船利炮的庇护下大举侵人中

国
,

涉及工商
、

航运
、

金融等各个行业
,

同时也包括保

险业等新兴行业
。

西方列强以香港为据点
,

利用五 口

通商的特权发展港 口贸易
,

船舶往来和仓库栈房等不

断增加
。

在近代西方经济体系中
,

保险业与航运业休

戚相关
,

虽
“

事属两歧
,

而实则归于一体
’ , 。

l[] ( n , )同

时
,

西方各国利用贸易特权
,

在通商 口岸新建的仓库
、

码头和堆栈与 日俱增
,

存放了诸多商品和物资
,

发生

火灾等意外事故也就在所难免
。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
,

通商口岸的外商保险行 日渐增多
,

有保家行
、

怡和保

险行
、

香港火烛保险公司
、

扬子保险公司等
,

同时出

现了部分经营人寿保险业务的外商保险公司
。

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刺激之下
,

晚清的商品经

济也日益发展
。

在天朝的统治中心
,

洋务派逐步在晚

清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

逐步成为清廷 自救运动的

中流砒柱
。

洋务派以晚清重臣李鸿章为核心
,

以自强

求富为目标
,

从 19 世纪 印 年代开始
,

开设了一系列

军用
、

民用企业
,

创办了
“

官督商办
”

的企业模型
。

在

与西人的贸易往来中
,

洋务官员
“

很快认识到保险的

便利和价值
”
图 (曰助

,

也渐趋认识到保险在近代经济

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

是时
,

郑观应提出
“

商战为本
,

兵

战为末
”

的
“

商战
”

观点川 `巴幼
,

马建忠宣扬
“

考其求富

之原
,

以通商为准
”

的重商思想 3[] (
吩

)
,

思想领域中的

这种近乎资产阶级重商主义的倾向
,

在中国近代又掀

起了一股兴办工商业的浪潮
。

且不论洋务企业
,

单就

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而言
,

18 72 到 19( X)年间开设的工厂

就多达 148 家
。

3[J (
哪

)这就为中国民族保险业的产生

和发展创造了一个广阔的经济平台
。

与此同时
,

中国近代的有识之士以
“

师夷长技以

制夷
”

为方法
,

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领先时代

的经济思想
。

在保险业
,

他们宣传西方近代的保险理

论
,

将其与中国古代原始保险思想相结合
,

纷纷著书

立论
,

阐明各自的保险思想
,

其中富有代表性的著作

有魏源的《海国图志》
、

洪仁纤的《资政新篇 》
、

郑观应

的《救时揭要》
、

陈炽的《保险集资论 》等
。

这些论著
,

不仅涉及近代保险业产生的条件
、

保险业的险种和投

保方式
、

保险业在近代经济体系中的现实作用和意

义
,

而且还阐述了保险业的基本原理
,

并号召建立近

代中国的民族保险业
,

打破西人
“

独占其利
”
4[] 的局

面
,

以维护民族工商业的利益
。

正是在此种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下
,

拥有巨额资

本的买办阶层
,

在各种利益的驱使下投资于民族保险

业
,

并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投资群体
。

那么
,

在当时

社会各阶层中
,

为什么买办会首先成为投资民族保险

业的资本群体呢 ?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

首先
,

航运业和保险业互为一体的关系促使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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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族保险业进行投资
。

买办作为东西方贸易往来的

中介
,

一直对航运业表现出经久不衰的兴趣
。

从 18 62

年到 1873 年
,

上海六家轮船公司实收的创业资本 中
,

买办商人投资占了将近 1/ 3
,

其中包括唐景星 (廷枢 )
、

陈竹坪
、

郭甘章
、

徐润
、

郑观应等买办精英
。

1800 年
,

华商和英商合办的鸿安轮船公司中
,

华商资本至少占

了 7 0%
,

而这些华商正是怡和
、

太古洋行以及轮船招

商局的买办
。

18 72 年到 1893 年间
,

买办在中国人拥有

的轮船公司中的投资占了 54
.

50 %
,

成为华商轮运业

的主要投资者
。

z[J ( P149
一 ’
s3) 这样

,

通过买办资本在华商

企业中的活动
,

更多的华商维系在买办商业的纽带

上
。
LS ] (附 )

买办在代理洋行的业务过程中
,

早已将投资目光

转向了保险业
,

成为首先投资于保险行业的华人资

本
。

对华商轮运业的资本投资
,

促进了买办对民族保

险业的投资
。

华商拥有自己的保险公司
,

在经营轮船
、

货物
、

货栈等的保险业务时
,

能够避免外国保险公司

的敲诈勒索
,

同时也有利于降低保险费用和运输货物

的成本
,

如唐景星
、

徐润投资创建仁和与济和保险公

司
,

郭 甘 章 投 资 创 办 安泰 保 险 公 司 等
,

皆 出 此

因
。
[6〕( n 3 , )

其次
,

民族感情刺激了买办对 民族保险业 的投

资
。

近代保险业传入初期
,

外商保险公司不断获取暴

利
,

并极力遏制华商购买保险公司的股份
。

华商为打

破外商在保险业的垄断地位
,

纷纷自筹资金设立保险

公司
, “

以振兴实业而挽回利权
” 。

买办是当时华商中

的资本拥有者
,

而且熟悉西方保险业的经营方式
,

首

当其冲成为保险业的主要投资者
。

第一家民族保险公

司义和保险公司即为买办开设
。

1870 年 4 月
,

中国人

又建立了一家中国人 自己的保险公司
。

18 71 年中国买

办商人在香港组建华商保安公司
,

后
“

港中之殷实华

商
”

创立香港安泰保险公司
。

18 82 年 10 月唐茂枝
、

李

秋坪等在上海设立上海火烛保险公司
。
I`〕( n 435

一 ’438 )这

些事实充分说明
,

买办对保险事业的发展保持着高昂

的投资热情
。

这些保险公司带有很强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色

彩
。

华商保险公司就是由那些
“

受保家行入股办法限

制的欲买股份而不得的中国买办商人
”

创办
,

并坚持
“

把华商自己的贸易中的厚利收归己有
”

的宗旨
。

川安

泰保险公司从资本筹集到公司管理
,

都力图避免外国

资本的介人
,

明确规定
: “

中国人以外的任何人不得持

有股份
” ,

而且公司中没有一个外国股东和经理
。

同时

它直接指责外 国保险公司的设立
,

不仅利润流向国

外
,

而且 剥 夺 了 内地 货物 在 托保 方 面 的便 利条

件
。

e[] ( 刊 44) 总之
,

为了给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构造有

利的经济环境
,

维护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
,

买办和其

他有产者阶层投资民族保险业亦在情理之中
。

再次
,

保险业的高利润性和买办的投机性在特定

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和谐的统一
。

中国近代的港 口贸易

初期
,

外商的保险公司不仅垄断保险业务
,

而且能够

给投资者带来较高的利润回报
, “

当时所得的股息率

是要叫今天的承保商禁不住流口水的
” ,

同时公司
“

只

准拿出利润的 10 % 作准备金
,

90 % 必须拿来发付股

息
” 。

8[] (阶 )当商业不景气时
, “

茶叶和匹头贸易的佣金

或预期利润也减少到了最低限度
” ,

而那些
“

经营轮运

公司和保险公司的行号是最幸运的
” 。

川 `咫 )

买办是当时中西贸易必不可少的商业中介
,

具有

敏锐的商业眼光
,

很容易接纳新的经济思想和新兴产

业
。

在条约口岸
,

保险业的兴起和发展使买办很快认

识到保险在近代经济体系中的经济价值
,

买办商人的

投机本性也注定他们将资金投资于高利润的产业
。

随

着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对近代航运业投资的增加
,

买

办逐步将 目光转向民族保险业
,

以利于民族产业的发

展和壮大
。

就唐廷枢
、

徐润创办的仁和保险公司而言
,

后人用
“

生意平顺
,

获利较丰
”
图 ( ’ sl8

一
仍

一 `2) 来描绘公司

的业绩
,

徐自己亦称
“

得利颇厚
” 、 “

生意颇旺
,

可得利

三四分
” 。

[’” 1( 毗
·

阶 )此种情形下
,

买办资本投资于民族

保险业也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

唐廷枢和徐润是当时买办阶层的代表人物
,

后受

李鸿章之邀进人轮船招商局的董事会
。

他们在保险招

商局和仁和
、

济和保险公司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
,

并从此开始投资和经营民族保险业
。

1
.

唐廷枢
、

徐润与保险招商局 的创 建和仁济和保

险公司的成立

近代轮运业的兴起是海上商业贸易发展的产物
。

在洋务派
“

求强
” 、 “

求富
”

的口号下
,

19 世纪 70 年代
,

李鸿章创办了轮船招商局
,

这是中国自办的第一个大

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航运企业
。

早在此之前
,

不

少买办就试图倡导建立中国的新式轮运业
。

如 18 67 年

买办容阂曾倡议成立一个资本多达 4D 万两的轮船公

司 ; 曾任大英轮船公司买办的广东人郭甘章 70 年代

初就在香港拥有多艘轮船
。
〔川 (巧 5 一56)

然而
,

由于民族保险产业发展滞后
,

轮船招商局

在贸易保险上时常受外人掣肘
。

同治十一年 ( 18 72

年 )
,

招商局向英国购进
“

伊敦
”

船后
,

上海各洋商保险

行
,

因船只用中国龙旗及局中双鱼旗号
,

均不肯保险
。

初次向怡和
、

保安各保一万五千两
,

以 巧天为期
,

出

巨额之保费
,

始肯承保
。
〔’ z(] 四 7 )这种敲诈式的高保险

费率
,

大大增加了轮船招商局的运营成本
,

对华商贸

易造成不利局面
。

这种情况下
,

洋务派领袖李鸿章意

识到如欲国家富强
,

工商经济发展
, “

须华商自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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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

自建行栈
,

自筹保险
” 。

〔̀ 3j( 即 )他允许轮船招商局

另招股设立保险招商一局
,

由总办唐廷枢
、

会办徐润

发起集股
, “

原来作为外国洋行得力工具的买办
,

这时

又成为洋务派官僚的有力助手了
” 。

l6[ (叫

187 5 年 n 月 5 日
,

轮船招商局在《申报》上刊登了

保险招商局的招股公告
: “

现在轮船招商局之货船
,

均

归洋行保险
,

其获利既速且多
。

是以公同集股
,

由唐

景星
、

徐雨之二君总理其事
,

设立保险招商局
,

仿照

个保险行章程办理
,

… …本局今议酌中办法
,

集股千

五百分
,

每股规元一百两
,

共成保险本银十五万两
。

… …如有愿附股本者
,

请先就近赴局报名
。 ”

同年 12

月 28 日
,

保险招商局正式成立
,

总局设在上海
,

另在

天津
、

汉 口
、

广东
、

香港等十余口岸开设分局
。

保险招

商局的创立
,

使民族工商业者备受鼓舞
,

当天的《申

报》如此评论 : 保险公司
“

惟西人独揽其事
,

今见华人

倡设此举
,

想华商无不为之庆喜者
” 。

9[] l( 875
一 12 一

28)

保险招商局成立之初
,

资金有限
,

而保险业务与

日俱增
,

故仍须向外商保险公司进行再保险业务
。

因

而
,

187 6 年 8月 19 日
,

徐润
“

与唐景翁
、

陈菱南
、

李积

善堂等创立仁和水险公司
,

集本二十五万
。

试办一年
,

得利颇厚
。

继又添招二十五万
,

共计五十万
” [ l0j (附 )

,

承保船舶险和运输险业务
。

而轮船招商局的火险业

务
,

码头
、

栈房和货物的水火险仍须向外商保险公司

投保
, “

中华之利蔽往往为西人所 占
’ ,

〔’ 41( 阶
)

,

于是

唐
、

徐等人在
“

光绪四年续创济和水火险公司
,

集股五

十万两
”
[`0j( H幼

,

极力维护招商局的利权
。

仁和
、

济和

保险公司共集股一百万两
,

扩充 了保险资本
,

拓展 了

保险业务
,

摆脱了民族企业在保险业务方面为外人掣

肘的局面
。

由于唐
、

徐既是保险公 司的主要股东
,

又

是招商局的总办和会办
,

因此
,

仁和
、

济和的所有股

金俱存人招商局
,

其业务亦委托招商局代为管理
,

实

质上与轮船招商局联为一体
。
〔̀球川 7 )一直到 18 86 年仁

和
、

济和两公司合并为
“

仁济和保险公司
”

之后
,

仍未

彻底改变与轮船招商局的隶属关系
。

2
.

唐廷枢
、

徐润等买办精英对民族保险业 的管理

和经营模式

作为当时的买办精英
,

唐
、

徐曾为西方洋行办理

过保险业务
,

也毫不缺乏经营和管理西方商业 的经

验
,

因而
,

他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经营民族保险业
。

第一
,

采用西方先进的集资方式—
股份制—

筹集资金
。

保险招商局开创之初
,

即采取
“

集股千五百

分
,

每股规元一百两
” , “

收到股本之 日
,

填给股票收

执
”
图 ( ’ 875

一 “ 一

叫
,

严格按照股份制企业的运营模式进

行集资
。

总理这些事务的唐景星
、

徐润都是当时著名

的买办
,

长期从事西方洋行的买办活动
,

因此对股份

制经营早已谙熟
。

他们
“

作为中介人同外商保持长期

而密切的联系
” ,

逐步
“

成为新的商业经营方式的行家

里手
” 。

图 ( , )仁和
、

济和保险公司的股份中
,

单就徐

润个人来说
, “

仁和十万
,

济和五万
” ,

占仁济和全部

资本的 巧% 〔l0j (风 ) ; 而唐景星
、

唐应星
、

唐静庵三兄

弟也是公司的重要股东 ; 四人都是粤籍买办
。

我们不

得不承认
,

1872 年成立的上海广肇公所中的粤籍商人

对唐
、

徐的保险事业进行了有力的业务支持
。

6[] ( ” 72)

第二
,

运用从事西方保险业的经验经营民族保险

业
。

买办通过与西方商人的长期往来
,

思想 日益开放
,

能够较早地接纳近代的新兴产业
,

对现代贸易的经营

和交易方式也 日渐熟悉
,

随即成为
“

投资于保险业的

第一批华商
” 。

2j[ (刊动从 《十九世纪华商资本附股的外

国企业资本统计》的表格中
,

我们确信
,

至少有谏当保

险行
、

扬子保险行
、

保家行
、

香港火烛保险公司等八

家保险企业吸收了中国买办或商人 的资本
。

川 ( ,
一 1

00)

毫无疑问
,

这些买办在经营保险业务过程中积累了足

够的管理经验
,

熟悉和掌握了西方保险公司的运营方

式
。

此后
,

他们将投资的目光转向了民族保险业
。

一

个曾在中国经商的美国商人 187 8 年在《哈泼斯月刊》

上面发表了一篇题为《买办人物》的文章
,

讲到
“

中国

人 (买办 )学会了外国人无形中教给他的生意经
,

并且

学得很好
。

现在证明
,

他… …是一个 比他的导师更强

的对手
。

在所有的中国口岸
,

都有华人的钱庄
,

华人

的保险行
,

华人贸易团体
,

华人轮船公 司及其它企

业
” 。

z[] ( R 45
一 ’ 46) 这至少从侧面说明

,

买办商人投资保险

业已经蔚然成风
,

基本掌握了保险公司的运作机制
。

在仁济和
、

安泰
、

常安万安和上海火烛保险公 司中
,

买办精英也担任 了投资的主角
。

0[J (附 , )先进的经营管

理方式与买办资本的结合
,

促进了民族保险业的建立

和发展
,

使中国近代保险业在艰难的商业历程中逐步

成熟
。

第三
,

以高额的利润回报吸引社会投资
。

为了吸

引买办资本和商业资本
,

保险公司创立之初采取的是

官利制度和高额的股息回报
。

譬如
,

轮船招商局从成

立的第二年起
,

照章发放官利一分 (即 10 % 的股息 )
,

无论企业盈亏
。
〔’ 5j( 附 ) 以唐廷枢

、

徐润为背景的仁济

和保险公司
,

它的全部资本都存在招商局
,

每年收取

15% 的高利
。
[’ 5〕( H 79 )另据《申报》 ( 15 5 1年 3 月 22 日 )记

载
,

仁和保险公司的经营
,

逐年余利
,

按年给息一分

五厘 ; 利益渐多之后
, “

除照本给息之外
,

另派余利一

分五厘
” , “

自光绪元年十二月起至六年年底止
,

已共

给息二十五万三千余两
” , “

由此观之
,

其获利亦可为

厚矣
” 。

这种官利制度和高利润回报虽然增加了招商

局的经营负担
,

但在很大范围内获得了商人阶层的信

任
,

吸收了社会上大量的闲散资金
,

为保险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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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了充足的资金
。

此外
,

买办精英将保险公司的股金进行多方面投

资
。

仁济和保险公司股本一百万两
, “

上年有招商局三

十万两
,

开平局十四万
,

法兰西银行十五万
,

怡和洋

行十五万
,

汇丰银行十万
,

麦加利银行五万
,

有利银

行五万
。

叶成忠房地抵押四万
,

徐子静房地抵押三万
,

三畏 堂股 票抵 押 四万 八 千两
,

余有 招 商 局 往来

账
” 。

9j[ ( 1的 ,一 “ 一
” )这种保险股本的广泛投资

,

既为民族

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来源
,

又解决了保险资本的

再利用问题
,

保证了股东的资本利润来源
。

第四
,

积极开拓保险公司的业务领域
。

一方面是

保险业务地域的开拓
。

仁和保险公司在生意获利
,

营

运基本稳定之后
,

随即着眼于外洋沿岸诸地
, “

开拓新

加坡
、

旧金山等处保险业务
” 〔̀ ,(] 阶 )

,

扩大了公司的

影响
,

拓展了公司的保险业务
。

另一方面是保险业务

商业领域的开拓
。

买办积极招揽和从事保险公司的再

保险业务
。

光绪四年
,

四川总督委托轮船招商局运天

坛望灯木杆 26 根
。

唐景星肩任其事
,

伊敦号作夏船装

载
,

永清海定两船拖带
,

各洋行分认保险
,

由仁和与

怡和等行共保险本银二十二万九千两
,

每千两照章保

费六两五钱
。

仍照章八折
。
〔`0j( 扔 )同时

,

保险公司的管

理者亦认识到保险利润
“

皆赖分保他公司轮船货物
” ,

“

为利重而害轻
” ,

而仁济和保险公司分保业务甚少
,

“

是以利不能厚
” 。

所以他们号召各个分董
、

诸多股东
“

设法招徕
,

以期蒸蒸 日上
” 。

0[] ( ’柳窃
一

幼 这种再保险

业务既降低了仁和保险公司承保的危险性
,

又充分保

证了运营业务的安全性
。

买办精英把这些近代化的经营理念和 自身的商业

经验相结合
,

扬长避短
,

逐步使民族保险业成长壮大
,

打破了西方保险业的垄断局面
。

同时
,

民族保险业和

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相辅相成
,

互为利用
,

在 19 世纪末

和 20 世纪初都取得了迅猛发展
。

近代买办在经理西方贸易的过程中
,

接触了资本

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
,

较早地接受了西方

的新兴行业
。

因而
,

买办在经营民族保险业和传播西

方近代保险思想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

第一
,

买办精英对民族保险业的投资
,

打破了西

方保险业对中国保险行业的垄断局面
,

便利了民族工

商业的保险业务
,

同时为
.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

造了有利的经济环境
。

买办创办民族保险公司
, “

以中

国之人保中国之货
,

不必假于外洋
,

而其利尽归于

我
”
[’ 61

,

为我国从事涉外贸易的国内外华商提供了保

险保障
,

维护了民族利权
,

使民族工商业和保险业相

辅相成
,

相得益彰
。

第二
.

买办精英对民族保险业的投资
,

不仅吸引

了当时社会富有阶层的闲散资金
,

防止了买办资本向

外商企业的流动
,

促使了买办资本 向民族资本的转

化
,

而且也使西方保险思想和业务经营方式在中国得

以广泛传播
。

就仁和
、

济和保险公司而言
,

唐景星
、

徐

润除了个人的巨额投资之外
,

还通过家族
、

同乡等各

种社会关系
,

运用各种手段拉拢了大部分股份
。

他们

还通过个人信誉
、

社会声誉和投资的高利润回报来吸

引买办
、

地主
、

官僚的资金
。

同时
,

买办经营民族保险

业的业绩
,

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社会先进知识分子对保

险行业的注视
,

为保险专著的产生提供借鉴的实践
。

第三
,

买办精英对民族保险业的投资
,

一是可 以

运用先进的经营模式来管理保险企业
,

另外可以利用
·

买办在洋务企业和民族企业中的多方面投资
,

招徕业

务
。

唐廷枢
、

徐润在经营买办事务的过程中
,

充分展

示了个人的管理才能
。

我们完全可以在西方人的评论

中感觉到这一点
。

川 ( n川唐
、

徐既是仁和
、

济和的主要

股东
,

同时又是轮船招商局的总办和会办
,

他们将保

险公司的股金作为资本投资于轮船招商局
,

并垄断了

招商局的日常保险业务
。

这一方面为轮船招商局筹集

了资金
,

另一方面能保证保险公司股东的高额利润
,

两者相得益彰
,

连为一体
。

同时
,

买办是封建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融合

的产物
,

时代的特殊性与商人特有的自私性
、

投机性

和封建性有机结合
,

又使民族保险业的发展道路愈加

坎坷
。

首先
,

买办阶级的投机本性
,

是保险资本运营的

不稳定因素
。

一般说来
,

买办商人作为社会的风险投

资者
,

天生具有一种商业 冒险和投机经营的本性
,

特

别是 19 世纪的买办阶级
,

更加注重于短期的收益
。

杨

坊
、

冯兴
、

刘森记
、

陈竹坪和诸多其他买办
,

经常从事

投机活动
。

在 18 62 年
,

还是宝顺洋行买办的徐润曾因

投机失败损失多达 30 余万两
。

川 ( n 82
一 ’
83) 唐廷枢也毫

不例外
,

70 年代初曾在镇江贩运一万担大米
,

获取暴

利 6l[ ( R 对
;) 在经营轮船招商局期间

,

他
“

也不免要挪用

公司的资金投资于其他矿业
、

钱庄和投机事业
” 。

[`7 ]这

些投机活动在他们的买办生涯中是屡见不鲜的
。

当

然
,

这种投机行为并非每次皆能成功的
。

买办的投机

冒险行为有时会导致他们的破产
,

而且会把新兴产业

置于不利的境地
。

因此
,

一旦买办精英将保险股金用

于投机经营其他行业时
,

民族保险公司的发展前景就

存在一种不可预测性
。

其次
,

在经营民族保险业的过程中
,

由于乡土观

念
、

家族观念和官场中的裙带关系
,

买办阶级时常利

用个人职权
,

行私舞弊
,

安插同乡亲友
,

增加公司的

经营负担
。

19 世纪后期
,

上海的粤籍买办成立了广肇

公所
,

这虽然便利了买办之间的互助互惠
,

也使同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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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和家族关系极易渗透人企业的运营之中
, “

用人

之弊
,

失之太滥
” ,

管理上出现诸多不便
, “

因系总办

亲友可靠
,

而不知舞弊则亲友更甚
” 。

川 (IP哪 )李鸿章也

早已认识到这一点
,

但对于这些真正懂得西方技术的

人才
,

仅仅因为他们欲肥私囊
、

任用亲戚就免除他们

的职务
,

这是李负担不起的
。
[ ’ “〕同时

,

李的这种态度

一定程度上助长 了买办管理者的违规行为
。

结果是
,

上海 18 83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
,

徐润东床事发
,

唐
、

徐

被迫离开招商局
。

总之
,

在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转化过程中
,

买办

阶级由于深受中西教育的差异性
、

生活环境的特殊性

等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
,

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

性
。

但是
,

民族保险业能够在西方保险公司的扼杀和

抵制中取得迅猛的发展
,

一方面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崛

起息息相关
,

另一方面则与买办的投资和引导密不可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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