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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轮船招商局组织概况

陈 长 河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
,

洋务派官僚在

兴办以
“
自强

”
为中心的军事工业的同时

,

也开始创办若干以
“
求富

”
为 目的的民用性

企业
。

这一显著变化
,

颇引起世人的关注
。

这种新式的近代民用企业
,

到九十年代 甲午

战争 以前
,

约有二十个
,

而以北洋大臣兼直

隶总督李鸿章在上海开办的轮船招商局为其

发端
。

轮船招商局 ( 简称招商局 )
,

是我国

第一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轮船航运公

司
,

也是清末洋务运动中我国设立的规模最

大的民用性企业
。

该局从清同治年间创立起

到 1 9 4 9年大陆解放止
,

存在了七十多年的时

间
,

在我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尤其是航运发

展史上
,

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

现据中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及其他有关资料
,
将

1 9 2 7年 国民党政府统治前该局的组 织 沿 革

情况
,

作一简要的介绍 ( 国民党统治时期该

局组织概况已有专文另行介绍 )
,

供史学界

参考
。

一 初创 ( 187 2年 )

1 8了2年 ( 清同治 十 一 年 ) 8 月
,

李 鸿

章在上海招商创办华商轮船 局
,

派 候 补 知

事朱其昂为首任总办
,

拟订该局组织章程
,

与其弟朱其诏共同负责
,

凡要事则秉承李鸿

章意旨办理
。

是年12 月 16 日
,

经申报有关官

厅
,

在上海正式成立轮船招商公局 ( 关防镌
:

“
总办轮船招商公局关防

”
十个字 )

,

于南

市洋径洪永安街租屋一所为局址
。

成立时
,

由直隶练晌局借到制钱二十万串 ( 折合白银

十三万五千两 )
,

除预缴利息外
,

实领十八

万八千串
,

作为官股
,

由津解沪
,

另募商股

十余万串 ( 其中有李鸿章股银五万两 )
。

以

此作为资金
,

订购外轮伊敦 ( 伊登 )
、

永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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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
,

已经到了尽头
,

即
“
革彼擅秽残恶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

,

在陈天华看来
,

是

旧政府之命
,

而求乎最美最宜之政体
” ( 《 论 属于

“
平民革命

” 。

他说
: “

中国 自秦以降
,

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 》 )
。

他这种看法与孙中山 革命者多崛起民间
,

于平民革命较近之
。
护

的想法是基本一致的
。

孙中山认为
“ 照现在 他对农民战争在历史上的作用

,

也作了比较

这样的政治论起来
,

就算汉人为君主
,

也不 客观的评论
。

他说
: “

质而言之
,

革命者
,

能不革命
。 ” ① 救人世之圣药也

。

终古无革命
,

则终古成长
陈天华的革命论

,

在一定程度上
,

反映 夜矣
。

彼暴君
、

污吏
,

不敢以犬马土芥视其

了客观历史的发展
。

他认为当时中国的革命 民
,

而时凛覆舟之惧者
,

正缘有革命者以持
已经不是

“
汤武革命” 或刘邦

、

朱元璋式的 其后也
。

不然者
,

彼无所恐怖
,

其淫威宁有

事业了
,

而是
“
出于国民

” 。

他的所谓
“ 国 涯耶 ? ” ( 《 中国革命史论 》 )

民革命
” ,

实际就是资产阶级革命
,

革命后 陈天华认为
,

革命能否成功 ? 决定于有

建立的共和国
,

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 国
。

无领导力量
,

这个领导力量是
“

中等社会 ” .



福星
、

利运
、

和众
、

海镜等六艘
,

开始试航

于宁波
、

汕头
、

香港等地
,

平时承运槽米
,

兼揽商货
,

遇有战事则用来装载兵员军火
。

可见
,

李鸿章创办该局
,

主要是用来运粮揽

货
,

增加财政收入
,

但同时也有适应军事需

要的意图
。

局轮开始行驶时
,

悬挂黄羽纱所制的三

角龙旗和双鱼旗
,

龙身及双鱼均为兰色
。

次

年 7 月
,

改局旗为红底黄条带圆月的布旗
,

并一直沿用下来
。

之后 ( 1 9 2 7年以前 )
,

该局历经官商合

办
、

官督商办及商办等时期
。

二 官商合办时期 ( 1873一 188 5年 )

1 8 7 3年 ( 清同治十二年 ) 至 1 8 85年 ( 清

光绪十一年 )
,

为该局官商合办时期
。

所谓

官商合办
,

即由政府出一部分股本
,

商人也

出一部分股本
,

实际上仍由官方操纵
。

1 8 7 3

年 5 月
,

朱其昂因该局亏损四万多两而被迫

辞去总办职务
,

李鸿章改派熟悉航运业务
、

有一定经营管理经验的买办唐廷枢到局
,

重

订局规及招股章程
,

定资本额为一百万两
,

续招股款四十七万六千两
,

除潜运仍归朱其

昂经办外
,

其他各事务如劝股
、

添船等
,

统

由新任总办唐廷枢一手办理
,

将全局改组为

官商合办
,

并改名为轮船招商局
,

该局于是

进入新的阶段
。

改组后设总办及会办五人
,

并由商股股东中推举一人为驻局商总
。

李鸿

章所派的除总办唐廷枢外
,

还有朱其昂
、

盛

宣怀
、

徐润
、

朱其诏四人为会办
。

实际上主

持者为唐
、

徐 ( 原来也是买办 ) 二人
,

他们

兼有官
、

商双重身份
。

总局设于上海三马路
。

并据业务需要状况
,

分别于天津
、

汉口
、

香

港
、

汕头
、

牛庄
、

烟台
、

福州
、

厦门
、

广州
、

宁波
、

镇江
、

九江及长崎
、

横滨
、

神户
、

新

加坡
、

槟榔屿
、

安南 ( 今越南 )
、

吕宋等十

九处设立分局
,

称轮船招商某某分局
,

经派

朱其药
、

徐润为上海局内商董
,

宋绪为天津

等处商董
,

刘绍宗
、

陈树棠
、

范世尧分任汉

口
、

香港
、

汕头三处商董
,

开辟了沿江沿海

四条航线
。

1 8 7 6年 ( 清光绪二年 )
,

因营业不振
,

李鸿章遂筹借官款五十万两
,

又从江
、

浙
、

赣
、

鄂四省拨来公款一百万两
,

作为局中存

项
。

是年 n 月
,

各洋商航运公司互相倾轧
,

美

商旗昌洋行因营业失利
,

赔累甚巨
,

无法维
,

持不得已将其在华的资产包括旧轮船二十艘

及码头
、

栈房等设施
,

以二百二十二万两的高

价售与招商局
。

1 8 7 7年 (清光绪三年 )元月
,

正式实行接收
。

自此
,

该局经营规模扩大
,

拥

有的船舶由十二艘增至三十三艘
,

共二万三

千多吨
,

已成为一支实力相当可观的商船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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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指的
“
中等社会

” ,

主要是指民族资产

阶级
。

从这一观点出发
,

陈天华认定中国革

命的途径是
: “

惟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

义
,

渐普及下等社会
”

( 《 绝命辞 》 )
。

尽管

陈天华还没有明确发动群众
、

组织群众的观

念
,

但是
,

他那
“
普及下等社会

”
的提出

,

对

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
,

却是一个很值

得重视的间题
。

他这一观点和后来孙中山在

遗嘱中所提出的
:

t’.
· ·

… 积四十年之经验
,

深知欲达到此 目的
,

必须唤起民众
” ② 的思

想
,

是很接近的
。

可见
,

陈天华的反帝反清思想
,

在当时对

于唤醒中华民族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

他真不

愧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先驱者
、

出色的革命宣传家 , 同时
,

他又是一位爱国

的进步思想家
,

这点
,

以前是被人们所忽视

的
。

当然
,

陈天华的思想及其活动
,

也和他

同时代的先进人物一样
,

有其时代和阶级的

局限性
。

但是
,

陈天华的爱国主义思想
,

却

激发着人们去振兴中华 !

① 孙中山
: 《 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 》 .

见 《 孙中山

选集 》 上卷
。

⑧ 见 《 孙中山选集 》下卷
。



但另一方面
,

因收购旗昌资产
,

致负债累累
,

而且颇受帝国主义列强在华航运势力的排挤

和打击
。

它们以降低运价 ( 减半
,

甚至减三

分之二 ) 招揽客货的办法
,

打击该局远洋航

运业务
,

迫使该局开往 日本
、

吕宋
、

新加坡
、

侣金山的航运陷于停顿
,

企图将该局置于死

地
。

该局鉴于内外同业倾轧日剧
,

营业困难

重重
,

除由李鸿章奏请将各省官物 ( 槽米 )统

归该局承运
,

依照原订水脚 ( 运费 ) 计算
,

以维持营业外
,

又经李同意
,

于 1 8 7 7年冬起

先后三次 ( 另两次
:
一为 1 8 83 年即清光绪九

年
,

一为 1 8 9 3年即清光绪十九年 ) 与英商太

古
、

怡和两洋行在主要航线上订立垄断性的

伺业齐价合同
,

以维护共同的利益
。

结果
,

营 业 有 所 起色
。

可以认为
,

齐价合同的签

订
,

是双方暂时互相妥协让步的产物
。

1 8 7 8年 ( 清光绪四年 )
,

朱其昂去世
,

旋

由叶廷眷接他办理槽务
。

1 8 8。年 ( 清光绪六

年 )
,

订立总局章程一百三十二条
,

局务状

况获得改善
。 1 8 8 1年 ( 清光绪七年 )

,

扩大

招股
,

先招股一百万两
,

不久又增募一百万

两
。

因招股顺利
,

不仅营业得以维持
,

而且

还略有扩展
。

1 8 8 4年 ( 清光绪十年 )
,

中法战争发生
,

海域不靖
,

局轮时遭攻击
,

行驶困难
,

局款

拮据
,

遂将上海部分局产向英商天祥洋行抵

借七十四万三千多两
,

乃为该局举借外债之

开始
。

同时
,

为避免产业损失
,

于是年 6月

经马建忠之手
,

并通过英人顾间担文、 与旗

昌洋行密订合同
,

将全部轮船产业暂时过户

归并于该行
,

代为经营
,

并换用美旗行驶
。

1 8 8 5年 ( 清光绪十一年 ) 7 月 ,
中法战争结

束
,

盛宣怀奉命交涉取消密约
,

原物又备价

收回
,

仍归总局 自办
。

`

三 官督商办时期 ( 1885一 190 8年 )

1 8 8 5年至 1 9 0 8年 ( 清光绪三十四年 )
,

为该局官督商办时期
。

所谓官督商办
,

即由

亦人出资
,

而由政府派官员管理
, “

总其大

纲
” ,

实际上财务
、

人事大权均控制在政府

手里
。

1 8 8 5年该局从旗昌洋行收回局产后
,

李鸿章改派盛宣怀为督办
,

马建忠
、

谢家福

为会办
,

盛乘机排挤唐廷枢
、

徐润
,

调唐北

上办理开平矿务 ( 之后盛等也筹办东流
、

宣

城
、

萍乡等煤矿 )
,

将挪用公款的徐润革职
( 徐此后改经营矿业 )

,

并重订组织章程及

所谓 《 用人章程 》
、

《 理财章程 》 各十条
,

强调 t’4 卜商办不能谋其利
,

非官督不能防其

弊
” ,

用人惟才
,

力加整顿
。

因中法战后
,

该

局 亏折严重
,

遂由官商合办改为官督商办
。

这时
,

局中各要职
,

几乎全为李
、

盛的近亲

好友所分占
,

该局出现了由李
、

盛两家共主

的局面
。

18 邻年 ( 清光绪十二年 )
,

该局将成立

于 1 8 7日年的附属单位仁和保险公司与成立于

1 8了8年的附属单位济和保险公司
,

合并组成
为仁济和保险公司

。

这时
,

该局因经济支细
,

乃由盛宣怀察明李鸿章
,

以部分局产向英商
汇丰银行抵借英金三十万磅 ( 合银一百一十

八万多两 )
,

藉资周转
。

1 8 9 1年 (清光绪十七年 )
,

会办马建忠
、

谢家福因故先后离局
,

即以驻局办事之严萦
、

唐德熙
、

陈酞三人为商董
,

沈能虎 为 会 办
( 后由顾肇熙继任 )

。

1 8 9 2年 ( 清光绪十八

年 )
,

担任该局总办达十三年之久的唐廷枢

病死
。

这一时期
,

该局经营停滞不前
, 1 8 9 3

年 ( 清光绪十九年 ) 所有船舶仅二十六艘
,

二万四千多吨
,

与十六年前的 1 8 7 7年相差无

几
。

1 8 9 4年 ( 清光绪二十年 )
,

中 日甲午战

起
,

该局为保护自己
,

防患于未然
,

遂采取

应变措施
,

再次将局轮暂时分售 与 各 国 洋

商
。

1 8 9 5年 ( 清光绪二十一年 )
,

中日达成

和议
,

又将全数买回
。

中国在战争中遭到惨

败
,

李鸿章因此而失势
,

该局历史进入新的

一页
。

1 8 9 6年 ( 清光绪二十二年 )
,

为谋经济

之调剂
,

以利于同洋商相竞争
,

盛宣怀奏准



招集商股二百五十万两
,

兴办中国通商银行
,

由该局认股近三分之一 ( 八十万两 )
,

其余

由该局商股股东尽先认购
。

1 9 0 0年 ( 清光绪二十六年 )
,

义和团运

动爆发
,

该局为形势所迫
,

又一次将海轮十

九艘作价二百二十四万两售与洋商
。

1 9 0 1年

( 清光绪二十七年 )
,

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

又照原价全部买回
。

同年 9 月
,

该局创办者

李鸿章病死于北京
。

李死后
,

全局业务由督

办盛宣怀主持
,

会办顾肇熙
、

沈能虎
、

徐杰

及商董严漂
、

唐德熙
、

陈献等六人
,

襄助盛

氏办理局务
。

1 9 0 2年 ( 清光绪二十八年 )
,

该局接收

利用轮船公司
,

另成立内河招商局
,

以陈酞
,

严漂
、

唐德熙为董事
。

该局设总局 于上海
,

另设分局
、

支局于若干要地
,

经营江
、

浙两

省内河航运
。

初由镇江局董朱冯 寿 负 责 办

理
,

后由其子朱秉钧接办
。

1 9 0 3年 ( 清光绪二十九年 )
,

盛宣怀因

故离职
,

继李鸿章而为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

的凯世凯
,

改派杨士琦为总办
,

增加徐润为

会办 ( 曾一度代理总办 )
。

同时商董改称总

董
,

除唐德熙
、

陈献连任外
,

因严漾病故
,

即以施亦爵递补之
。

四 商办时期 ( 190 9一 192 7年 )

1 9 0 9年 ( 清宣统元年 ) 至 1 9 2 7年
,

为该

局商办 ( 又称商办隶部 ) 时期
。

原来该局自

创办以来
,

用人行政
,

均操纵在北洋大臣兼

直隶总督 ( 先李鸿章后袁世凯 ) 的手中
。

至

1 9 0 8年 ( 清光绪三十四年 )
,

在清政府派盛

宣怀为邮传部侍郎之后
,

方于次年 ( 即 1 9 0 9

年
,

清宣统元年 ) 3 月下 旨将该局改归邮传

部管辖
,

并于是年 7 月由该部正 式 实行 接
一

管
。

同年 6 月
,

该局在上海张园举行首届股

东大会
,

到股东七百三十二人
,

代表股份三

万一千一百六十四股
,

另行订定该局商办隶

部组织章程 ( 经邮传部于 9 月颁行 )
,

大力

进行整顿
,

公举盛宣怀
、

施肇曾
、

谭国忠
、

严义彬
、

郑官应
、

唐国泰
、

张允言
、

杨学沂
、

何声颧等九人为董事
,

盛宣怀为主席
,

施肇

曾为副主席
,

组成董事会
。

1 9 1 0年 ( 清宣统

二年 )
,

该局决定整顿局务
,

重新修订关于

购煤
、

修船
、

运潜等办法
,

裁汰冗员
,

确定

船期
,

并逐步付诸实施
。

1 9 1 1年 ( 清宣统三

年 ) 2月
,

股东大会决定将董事分为议事董

事与办事董事两种
,

并选出伍廷芳
、

顾润章
、

施则敬
、

唐国泰
、

陶湘
、

梁庆榴
、

杨学沂
、

谭国忠
、

严廷祯为议事董事
,

唐德熙
、

陈酞
、

.

施亦爵为办事董事
。

清末宣统年间
,

各地反清斗争
,

此起彼

伏
,

清朝统治摇摇欲坠
,

为镇压各地的反抗
,

屡派该局轮船运兵装粮
,

应收脚费多达十多

万两
,

而政府当局却分文未付
。

辛亥革命爆发
,

盛宣怀逃亡 日本
,

该局

又短期成为李鸿章家族控制的企业
。

民国成

立
,

部派的总办等离局
,

董事伍廷芳提出包

船
、

包栈
、

包码头的办法
,

乃为该局实行招

商包缴制之开始
。

1 9 1 2年 2月
,

改派伍廷芳
、

杨士琦
、

温宗尧
、

王存善
、

周晋镰
、

施则敬
、

张志潜
、

李经滇
、

陈维祯等为董事
,

以伍廷
芳为主席

,

杨士琦为副主席
,

组成董事会
。

同时
,

取消办事董事名目
,

原办事董事唐德

熙
、

陈酞
、

施亦爵三人改称经理
。

该局遂完

全改为商股
,

部派人员限于两人
,

一人专管

监察
,

一人兼办潜务
。

同年 n 月
,

临时大总

统袁世凯就该局改组办法是否得到股东同意

及有无洋股加入事
,

特派杨士琦彻底查办
。

同年 12 月
,

因上海都督府勒借巨款
,

该局 以

全部产业作抵押
,

又向汇丰银行贷款一百五

十万两 ( 后增借至五百万两 )
,

于是经济更

加陷入困境
。

1 9 1 3年 6 月
,

该局仿照 日本邮船会社办

法
,

选出杨士琦
、

盛宣怀
、

王存善
、

周晋镰
、

唐德熙
、

郑官应
、

傅宗耀
、

陈酞
、

施亦爵等

为董事
,

以杨士琦
、

盛宣怀为正副会长
,

组

成董事会
。

另推举监查二人
,

专任监查营业

计算事务
。

下设主船
、

营业
、

会计三科
,

由



董事唐德熙
、

陈酞
、

施亦爵分任各科科长
,

分职办事
。

是年年底
,

该局派张恩铭接办内

何招商局
,

张亲 自出任经理
。

1 9 1 4年 1 月
,

该局以局有房地产日增
,

经股东大会决定
,

将与航业无关的资产即房地产 ( 产值约一千

七百万两 ) 划出
,

另订组织章程九条
,

成立

积余产业公司
,

内河招商局的股份归入该公

司产业部
。

在其组织初期
,

由上述之主船
、

营业
、

会计三科科长兼管事务 ( 1 9 1 8年曾由

李国杰兼任公司经理 )
。

同年
,

招商局受仁

济和保险公司的委托
,

代理该公司一切业务
,

经专设经理主管
,

由董事会 予 以 监 督
。

此

外
,

该局为修造船舶起见
,

于上海成立招商

机器厂 ( 原称招商局 内河机器厂 )
,

指定由

内河招商局负责管理
。

1 9 1 6年
,

担任该局总办等要职达三十多

年之久的原董事会副会长盛宣怀及董事王存

善先后病故
,

遗缺分别由盛重颐
、

李国杰接

充
,

并以盛兼任经理
,

常川驻局办事
。

盛宣

怀在任职期间
,

惨淡经营
,

事必躬亲
,

对该

局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

其地位和作用

仅次于李鸿章
。

盛死后不久
,

董事唐德熙
、

顾润章也先后去世
。

1 9 1 7年 3 月
,

该局股东大会推盛重颐继

杨士琦为董事长兼经理
,

并以李国杰
、

傅宗

耀
、

郑官应
、

周晋镰
、

陈酞
、

唐国泰
、

邵义

萦等为董事
。

1 9 1 9年 5 月
,

该局改选董事
,

除孙宝琦
、

陈兆煮为新选出外
,

盛重颐
、

郑

官应
、

傅宗耀
、

周晋镰
、

邵义萦
、

李国杰
、

陈酞等均系留任
。

另 以孙宝琦
、

李国杰为正

副会长
,

盛重颐兼任总理
,

张武铺
、

周国源

为监察人
。

这一时期
,

因欧战发生
,

外轮西

返
,

该局运出货物剧增
,

经营大有起色
,

添

置码头
、

栈房颇多
,

盈余纯利达一千万两
。

到 1 9 2 0年
,

即欧战结束后两年
,

该局拥有之

轮船已由二十六艘增至三十九艘
,

而夏船
、

拖驳尚未计算在内
。

1 9 2 1年
,

该局为修造局内内河轮船
,

在

上海浦东陆家咀成立整理机器厂
。

1 9 2 3年
,

因时局动荡
,

营业亏耗
,

借款积欠又达三百

多万两
。

1 9 2 4年
,

该局改为股份公司
,

定名为商

办轮船招商局股份有限公司
,

局 章 又经 修

订
。

改组后
,

公推李国杰
、

盛恩颐
、

傅宗耀
、

邵义萦
、

陈兆蠢
、

盛异颐
、

张 志 潜
、

周 国

源
、

庄仲清等为董事
,

李国杰
、

盛恩颐为正

副会长
,

组成董事会
。

另以庞钟麟
、

唐虞年

为监察人
。

局内设秘书
、

稽核二处及会计
、

揽载
、

栈务
、

船员
、

修验
、

煤 料 六 股
。

同

时
,

政府当局以该局业务不振为名
,

派张人

杰
、

郭泰祺等人从事清查整顿
,

但因阻力重
重

,

整顿方案无法付诸实施
。

同年
,

该局股

东大会公推会长李国杰为仁济和保险公司董

事长
,

盛恩颐
、

陈兆蠢
、

邵义萦
、

傅宗耀等

为董事
,

组成公司董事会
。

另外
,

该局受积

余产业公司的委托
,

代理该公司一切业务
,

由董事会予以监督
,

并专设一位经理主管
,

施派傅宗耀为公司经理
。

是年
,

江浙战争发

生
,

长江航运陷于停顿
,

继而二次直奉战争

又起
,

北方航运又受阻
,

加以连年亏损
,

现

款告罄
,

遂于 9月间以总局房地产道契三纸

作抵押
,

向花旗银行借款一百万两
。

1 9 2 5年 5 月
,

该局成立稽核处
,

推董事

盛 异颐兼任处长
。

原比较处并入该处
。 1 9 2 e

年
,

该局会同三北
、

政记等公司发起筹设上

海航业公会
,

并于次年 7 月正式成立
,

于是

我国航业经营乃开始出现步趋一致的征象
。

随着北洋军阀统治的垮台
,

国民党蒋介

石乘机将其势力打进局内
。

早在 1 9 2 7年
“

四
·

一二” 反革命政变前三个月
,

蒋 即 派 杨 锉
-

“
办理招商局事宜

” 。

蒋建都南京后
,

进而

派出张静江等十一人组织
“
清查整理招商局

委员会 ” ,

开始所谓清理局务
,

于是该局进

入清理监督阶段
。 1 9 3 0年

,

国民党政府终于

从李鸿章后代手里将该局收归为
“
国营” 企

业
,

并于 1 9 3 2年令其划归交 通 部 主 管
。

从

此
,

该局在一个相当长时间成为以蒋介石为
-

首的四大家族垄断航业的机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