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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买办起家的中国第一位近代企业家—唐廷枢
 

邓同莉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 唐廷枢早年在英商怡和洋行做过十年买办 ,积累了丰厚的资产和经营近代企业的经验。后创办和经营洋务运动时期两个

规模较大的民用企业—— 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历史事实表明: 唐廷枢作为从买办起家的中国第一位具

有近代经营管理才干的企业家 , 以创办和经营近代企业的独特方式 , 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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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 60年代到 90年代的中国大地上 , 掀起

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其中有居庙堂之高的

洋务派官员 , 如奕讠斤、 李鸿章等 ; 有启蒙思想的洋

务派思想家 , 如郑观应、 王韬等 ; 还有一批洋务运

动的实际经营者 , 他们具体实践着洋务运动的口号

“自强”、 “求富” , 在近代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 是

中国从古代社会走向近现代社会的推动者。唐廷枢

就属于这一类 ,他以创办和经营近代企业的方式 ,推

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

一、 唐廷枢早年的买办活动

唐廷枢字景星 , 亦作镜心 , 出生于 1832年 , 广

东香山 (今中山市 ) 人。 1842年 , 唐廷枢进入香港

马礼逊教育会学堂读书。 1848年毕业时 , 不仅 “英

文写得非常漂亮” , 而且 “说起话来就象一个英国

人”。 用他自己的话说 , 他 “受过彻底的英华教

育”。 [1 ]157, 158 1862年 , 他写过一本题名为 《英译集

全》 的书 , 卷首说明 “这本书是一个隶属广东的作

者用广东方言书写的。 它主要适应广东人和外国人

来往、 打交道的需要。” [1 ]159

起先 , 唐廷枢在香港一家拍卖行做低级职员 ,

1851年开始在香港殖民政府中担任翻译。 1858年 ,

他来到上海 ,在海关担任 “正大写”兼总翻译。 1861

年 ,唐廷枢供职于 “首屈一指” [3 ]984的英国怡和洋行 ,

开始 “代理该行长江一带生意。”
[ 2]
他往来长江新开

各口 , 为该洋行做进口货推销员的工作 , 开辟该洋

行的内地贸易。怡和洋行极为赏识唐廷枢的才干 ,

1863年正式聘用他为洋行买办。此后 10年 ,唐廷枢

积极从事各项经济活动 , 一方面扩大洋行业务 , 另

一方面采取附股形式参与商业利润 , 完成自己的原

始资本积累。

10年的买办活动不仅使唐廷枢熟悉现代企业

的经营模式 , 成为当时中国少有的具有先进企业管

理的人才 , 同时也使他拥有了可观的财富。 当时买

办的报酬 ,一般可以得到贸易额 5%左右的佣金或回

扣 , 有时还能分到价值可观的 “花红”。另外 , 唐廷

枢的个人附股投资也与洋行一起分享丰厚的利润。

数年间唐廷枢便跻身于上海富商之列。

二、 近代企业家的光彩

洋务运动的开展使中国大地上新增了不少近代

企业。 1873年 , 唐廷枢接受李鸿章的邀请 , 参加了

轮船招商局工作 , 离开怡和洋行。 在唐廷枢的一生

中 , 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它标志着: 原来作为外

国洋行附庸的买办 , 开始转变成一位近代企业家。

在唐廷枢一生的经营企业中 , 轮船招商局和开

平矿务局最具代表性。这两个企业的成功 , 展示了

他作为中国第一个近代企业家的才干。

(一 )轮船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运动中兴起的第一个采用股

份制的民用企业 , 1873年于上海成立 , 被李鸿章评

价为 “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 [4 ]24从 1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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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 1883年的十年间 ,唐廷枢成功地发展壮大了中

国第一个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他的成功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1. 成功地招股集资

在招商局开张半年就亏损两万五千两 , 陷入无

股可招、 无钱可用的窘境下 , 新任总办唐廷枢重新

制订 《轮船招商局局规》 ,第 14条规定: 该局股本暂

定 100万两 , 先收 50万两 , 分作 1000股 , 每股 500

两。
[5 ]145
唐廷枢与前任总办相比的优势是 , 其个人资

本至少 8万两 , 而且他还把原来委托洋行经营的轮

船 “随带入局经营”。[ 1] 178又利用自己和商界的广泛

联系 ,“因友及友 ,辗转邀集” ,
[6 ]74
招商局的集股工作

很快有了转机。第一年顺利完成 50万两的首期招股

计划。 李鸿章在写给沈葆桢的信中高兴地说: 招商

局 “两月见入股近百万 , 此局似可恢张。” [4 ]13

2. 商办的企业组织

唐廷枢运用他任买办时熟悉的外国航运业经营

方式 , 重新制定了 《轮船招商局章程》 和 《轮船招

商局局规》。轮船招商局在他主持内 , 是形式上 “官

督商办” , 实际上是商办企业。

招商局筹办之初 , 对于户部二十万串制钱的借

款 (约合银十万两 ) , 招商局规定 “只取官利 , 不负

盈亏责任 , 实属存款性质。”
[7 ]164
这说明招商局开办

伊始 , 就没有官股 , 是一个商办性质的企业。 还规

定 , 商总和商董 “以三年为期 , 期满之日公议或请

留或另举。”
[5 ]143
唐廷枢任总董 , 徐润任上海局商董 ,

陈树棠任香港局商董等 ,他们都是精明能干的商人。

盈利分配方面 ,招商局实行按股付息分红 , “每年照

各股本银每百两提去利银十两。[5 ]145招商局从 1874

年开始按章程发放股息 , 1874- 1882年每年股息在

10% - 20%左右。 [8 ]972可见 ,唐廷枢的经营获得了很

大的成功。

3. 现代的企业管理

企业家的决策对于企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1876年春 , 旗昌轮船公司应经营困难 , 提出将公司

资产盘让给招商局。唐廷枢等考虑 , 兼并旗昌轮船

不仅可以增强招商局的实力 , 而且可以减少一大竞

争对手 ,甚为合算。于是与旗昌达成了以 222万两白

银收购其全部产业的协议。“其事前之关说 ,事后之

付价 , 实皆唐廷枢等主之也。” [ 9] 59

唐廷枢还注意扩大经营业务。曾派人赴泰国、檀

香山、旧金山等地向华侨募股 , 并在曼谷设立分局 ,

向海外发展。 当看到中国的轮船漂洋过海 , 思想家

王韬欣喜地写道: “昔日华商多仰西人之鼻息 , 今则

不然 ,自轮船招商局启江海运载 ,渐与西商争衡 ,而

又自设保险公司 ,使利不至于外溢。近十年以来 ,华

商之利日赢 , 而西商之利有所旁分矣。” [10 ]3

(二 ) 开平矿务局

开平煤矿是唐廷枢一生经营的企业中历时最

久 , 倾注精力最多 , 产生影响最大的一个。 开平煤

矿从勘察矿址、拟定计划、招集资本到正式开采 ,都

由他亲自主持。时人评价说: “年来禀请开矿者颇不

乏人 ,独数开平煤矿办有成效”、 [ 11] 7“中国有利之矿 ,

仅开平煤矿耳。” [12 ]7 1889年 《捷报》 报道: “过去五

六年里 , 在中国的股份公司中 , 不管是矿业还是其

它企业 ,还没有一个中国经理能取得 (象唐廷枢 )这

样的成就。” [1 ]192

1. 精明的企业决策

1876年 11月唐廷枢受李鸿章委派 ,携英国矿师

到唐山开平勘测煤铁矿的蕴藏量。 勘查结果 , 十分

满意。唐廷枢向李鸿章报告说: “仿照西法采煤 , 每

天应运五六千担……如筑铁路…… (每吨 ) 只需成

本四两 , 不独可拒洋煤 , 尚属有利五钱。”
[13 ]620
这是

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对比前后的台湾基隆煤矿和

武汉汉阳铁厂的不周到的考虑 , 在这方面 , 唐廷枢

的确表现了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精明的决策能力。

2. 成功地筹集资本

1877年 , 唐廷枢等拟定了 《直隶开平矿务局章

程》 , 规定: 先招股 80万两 , 分作 8000股 , 每股津

平足银 100两 ;
[13 ]623
唐廷枢一方面将招商局的经验

推而广之 , 另一方面在招股集资上有所改进。在招

股方式上 , 唐廷枢采取分期交纳股金 , 即 “于注册

之日先收银十两即给第一期收票……光绪四年正月

再收四十余两 , 即发给第二期收票。” [13 ]630这种方式

引诱更多的中小商人入股。

3. 先进的企业组织

开平矿务局是由商人主持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

业。 《章程》 第五条规定: “此局虽系官督商办 , 究

竟煤铁仍由商人销售 , 似宜仍照买卖常规 , 俾易遵

守。 所有各厂司事 , 必须于商股之中选充 , 请免添

派委员。” [13 ]629在经营管理方面 , 规定 “进出煤铁银

钱数目 , 每日有流水簿 , 每月有小结 , 每年有总结 ,

随时可以核查”。产品销售方面 , “所有生熟铁至津 ,

按照市面价值 , 听机器局取用。煤照市价 , 先听招

商局、 机器局使用 , 其余或在津售 , 或由招商局转

运别口销售。” [13 ]630这既体现企业的 “官督”关系 ,又

保证了 “商办” 企业的利益。 还注重保证大股东对

矿山的管理权。如 , “所有各厂司事 , 必须于商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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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选充”、
[13 ]629

“大股东可派代表驻局。”
[13 ]630
在利润

的分配原则上 , “每年所得利息 , 先提官利一分 , 后

提办事者花红二成 , 其余八成仍按股均分。” [ 13] 630

4. 发展现代交通

作为开平煤矿的附属部分 , 中国自建的第一条

铁路——唐胥铁路 ,也和唐廷枢倡议和主持分不开。

在 1876年勘测开平煤矿的时候 ,唐廷枢就向李

鸿章建议 , “由铁路运煤”。
[1 ]190

1880年 ,唐廷枢禀李

鸿章 , “开河一道 , 取名煤河 , 由芦台向东北 , 直抵

丰润属之胥各庄 ,再由该庄之东北 , 筑快车路一条 ,

直抵煤厂。”
[1 ]199
唐胥铁路的修建使开平煤矿的生产

能力不断提高。 1882年日产量达五百吨左右 , 从

1884年 7月后 , 日产量长期维持在九百吨以

上。[14 ]205到 80年代末 ,天津已不再有洋煤进口。铁路

为开平煤矿赢得了天津市场 , 也对中国民族工业起

了很大的鼓励和示范作用。

(三 ) 其它方面的经营

唐廷枢和徐润在 1876年和 1878年先后创办了

仁和保险公司和济和保险公司 , 开了中国人自己创

办保险公司的先河。 1886年创办唐山细棉土厂 (即

水泥厂 ) 这是中国自营的第一家水泥厂 , 一度 “制

成了品质很好的水泥”。他还在矿业和工业方面进行

了许多投资。

三、唐廷枢卓越的企业思想与局限

一方面 ,唐廷枢是中国近代第一位近代企业家。

从唐廷枢毕生从事的两个官督商办企业——轮

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的进程来看 , 不能不承

认这样一个事实 , 这就是 , 唐廷枢的近代企业思想

超过了与他同期的其他企业家。

1873年轮船招商局开办之初 ,由旧式商人朱其

昂主持。在资金招徕上遇到了困难 , 开办半年就已

亏损甚重。等到唐廷枢总办的 1873- 1885年间 , 才

有了辉煌的发展。 1883年 , 招商局与太古、 怡和轮

船公司签订 “齐价合同” ,
[1 ]213
抵制外国侵略 ,保障利

润。 1885- 1903年由盛宣怀任督办 , 招商局成为名

副其实的 “官督商办” 企业 , 商人的主体地位大大

下降了。
[7 ]169
而在 1903- 1909年 ,轮船招商局落入袁

世凯之手后 , 是经营腐败的 “商本官办” 时期。这

些督办委员 , “多是官场中人 , 官气难除” , [ 7] 176使中

国第一个大型的现代企业最终败落。

在开平设局以前 , 时人已用土法采煤多年 , 技

术设备落后 , 他们只能挖取头层煤 , 挖完即弃。开

平矿务局在唐廷枢的苦心经营下 ,采用西法开采 ,用

铁路运煤 ,取得了重大成功。它的后期情形也不好。

1892年 , 唐廷枢病逝。李鸿章委派开平的一个大股

东张翼担任总办。张翼并不懂得近代企业的经营。缺

乏资金时 , 张翼一反开平矿务局历来采用的招股集

资的办法 , 向外国势力乞求贷款。 这样就把企业引

上依靠外国金融支持的危险道路。所以 , 1900年八

国联军入侵时 , 英国轻易攫取了开平矿务局的全部

财产。在中国近代企业中 , 这个地位重要 , 已见重

大成效的企业 , 最终落入外国侵略者之手。 [14 ]211

唐廷枢在当时就获得很高评价。 李鸿章称其

“熟精洋学 ,于开采机宜 ,商情市价 ,详稽博考” ;
[4 ]13

丁日昌也夸他 “于各国情形以及洋文洋语 , 罔不周

知” , 并以官场习用的 “才识练达 , 气宇洪身” 相评

价。[ 1] 187当 1892年唐廷枢病逝时 , 《捷报》 评论说

“要找一个人来填补他的位置 , 那是不容易

的。”
[1 ]153

另一方面 ,唐廷枢存在无法彻底摆脱的买办性。

唐廷枢等买办来到轮船招商局后 , 将洋行推行

的买办制度移植到招商局。栈务、 船务设买办 ; 栈

货、 货力的赔赚全由买办报销 ; 买办之下有 “二买

办”、 “三买办” 等等。实行这些办法的结果是 , 公

私不分 , 任人唯亲。 局、 栈和轮船的主要管理人员

“向归总办分派” , 而总办唐廷枢等又有自营生意 ,

“以局船为己有 , 专装私货”。 [15 ]

在他经营现代企业中 ,还存在盈利分配不合理 ,

没有进行积累投资的问题。根据招商局历年帐略可

以看出: 利润被作为股息和利息而分配掉的现象十

分突出。 这表明 , 企业几乎没有依靠本身力量进行

积累投资。实际上招商局的经济力量在多年的经营

中不是增强 , 而是逐步在削弱。[14 ]178- 181

总之 , 唐廷枢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

积极参与者的角色。从他身上 , 能清楚地看见 19世

纪中国买办阶级的成长和壮大 , 买办阶级资本和经

验的逐步积累。 最终 , 通过对轮船招商局与开平矿

务局这两个洋务运动时期规模较大、 成效最为突出

企业的经营 , 唐廷枢完成了从买办到近代企业家的

角色转换。唐廷枢作为从买办起家的中国首位具有

近代经营管理才干的企业家 , 他对中国资本主义的

产生和发展、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都是功不可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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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 First Modern Entrepreneur Started from a Comprador

—— TANG Ting- shu
DENG Tong- li

( Co lleg e o f Histo ry and Cultur e, Shanxi Normal Univ er sity , Xi 'an 710062, China )

Abstract: T ANG Ting- shu had been a comprado r in the Bri tish Ja rdine Ma theson fo r ten years in his early

life, and accumulated substantial assets and experience o f operating modern business. Later he set up and

ran M erchants Steam Navig ation Company and Kaiping Mining Bureau, two larg e- scale commercial

enterprises during the Westerniza tion M ovement , and made rema rkable achiev ements. The histo rical facts

indica te that T ANG Ting- shu, started f rom a comprado r, as China 's first ent repreneur wi th modern

business management ski lls, promo ted the moderniza tion o f Chinese so ciety in a unique w ay of set ting up

and running modern enterprise.

Key words: TANG Ting - shu; comprador; Merchants Steam Navig ation Company; Kaiping Mining

Bureau; modern entrepreneur; the fi rst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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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mpress 'Power and Mother Right of Empress

SHU Lv in the Liao Dynasty
WANG Lian- lian

( Colleg e o f Litera ture and Histor y, No r th west No rmal Univ ersity , Lanzh ou 730070, China )

Abstract: At the beg inning o f the Liao Dynasty , there w as sti ll much M atria rchy o f Qidan. In the

Empero r ' family , the combination of the family ma triarchy and court Empress ' pow er wa s not only one of

cha racteristics o f relationship betw een mo ther and son in Qidan noble fami ly, but also inf luenced the

change o f the political ci rcumstances, which w as first displayed by Taizu, Empress SHU Lv. The main

reasons a re her reso lute character and the st rong empress family as w ell as the filial v iew o f the Liao

Dynasty. Her steppe posi tio n thought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w hole Liao Dynasty.

Key words: the Liao Dynasty; Empress SHU Lv; empress ' pow er; mo ther righ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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