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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对推动近代民族实业的贡献

湛风涛，曹美新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广东 珠海 519085）

唐廷枢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洋行买办，又是清末
洋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唐廷枢创造了许多个“中国第
一”：中国第一家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家煤矿开平矿
务局、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他的一生，对创办近代民
族实业，推动民族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唐廷枢的早年生活经历
唐廷枢 1832 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唐家村（今广东省

珠海市唐家湾镇）的一户普通人家。香山县是中国最早与
世界进行贸易的地区，这里的人们成为最早接触西方世
界、最早感受新事物、也是最早接受新思想熏陶的中国人。
唐家的人们受这种氛围的影响，纷纷到大城市和国外开辟
自己的事业。在境外增长了见识的人们不仅改变了自己的
生活方式，而且看到了世界先进的事物，思想也变得进步，
特别是看到了西方先进的教育方式，纷纷效仿送自家子弟
到境外接受教育。唐廷枢便是跟随这波潮流获得了在香港
求学的机会，并且凭借自己的能力在香港谋得差事，最终
被洋行发现，成就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飞跃，成为举世闻名
的买办。早年的生活、求学和工作经历为其后来转身成为
民族资本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香港求学
唐廷枢的父亲唐宝臣，在人们纷纷外出经商就学之际

选择了到香港谋生，来到了马礼逊学校校长布朗手下听
差。唐宝臣看到了世界先进的事物和教育，决心让自己的
儿子到外面的世界求学，于是便和布朗表达了自己的想
法，布朗看唐宝臣素日里做事踏实，为人诚朴，便和唐宝臣
约定，以给布朗听 8 年差作为条件来换取让两个稍大的儿
子进入马礼逊学校读书。唐宝臣的二儿子唐廷枢从 1842
年起入读该校。在校 6 年时间里，他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

（二）任职海关
唐廷枢在香港的学校一直读书到 16 岁，之后便在香

港一家拍卖行里做工。唐廷枢一直任劳任怨，到他 19 岁的
时候，由于其出色的英语能力被人介绍到香港殖民政府做
了翻译。1858 年被时任上海江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
发现推荐其担任上海海关副大写，此后的两年时间，唐廷
枢的才能逐渐发挥，很快被提升为正大写及总翻译。在海关
工作期间，他独自经营的修华号棉花行，成为外国洋行收
买中国棉花的一个代理机构，并与怡和洋行发生业务关系。

（三）担任怡和洋行买办
自担任怡和洋行买办后，唐廷枢的经济活动又有进一

步的发展。怡和洋行成立于 1832 年，是一家老牌的英商企
业，主要经营鸦片、茶叶、生丝、煤炭业务，由于洋行在华贸
易需要与海关打交道，怡和洋行的经理惠代尔与唐廷枢日
渐熟络起来。在积累了经商经验后，唐廷枢看准时机，做起
了自己的棉花生意，而且在动荡的市场上凭借独到的眼光
迅速积累了第一笔财富。怡和洋行经理机昔看重唐廷枢的
能力，1863 年 9 月正式聘雇其担任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
的十年买办生涯，主要从事了几项活动，分别为怡行洋行
经理库款、投资当铺、开展对钱庄的拆票业务、推销鸦片、
运销食盐、开展航运业务、收购茶叶、运销大米。特别是直
接参与洋行的航运和保险事业，唐廷枢获得了许多成功的
商业知识、商业运作方式和商业运作技巧。为了买办业务
和自营商业的两种需要，他又设立了自己的事务所。

二、主持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企业———轮船招商局
在买办生涯中，唐廷枢逐步认清了洋人在华经商的本

质，看到了太多中国人被欺压摆布的局面。唐廷枢的民族
主义情怀逐渐积累起来，在得到洋务派李鸿章的受命和支

摘 要：唐廷枢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洋行买办，又是清末洋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作为怡和洋行的买办出
身，唐廷枢出于民族大义在困境中接办轮船招商局，从此投身于近代民族实业。在轮船招商局期间创举式地推动
了航运实业的发展并开创了中国的保险事业，之后创办采用新式采煤方法的开平煤矿、举办唐胥铁路等。唐廷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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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后，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买办职务，投身于轮船招商局
的创办改革中，决心发展民族工业。唐廷枢进入招商局后
收购美国旗昌洋行的轮船业务，签订了齐价合同，使轮船
招商局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典范之一。

（一）困境中出任轮船招商局总办
加入轮船招商局对唐廷枢来说，是一生中一个重要的

转折。轮船招商局自成立之初便困难重重，一方面是反对
派的阻挠，另一方面，清政府缺乏能够独立承担重任的得
力人才，招商局一直处于严重亏损的状态。协办招商局的
主事盛宣怀向李鸿章推荐了唐廷枢，之所以推荐唐廷枢加
入轮船招商局，“是因为熟悉商务，以便招华股，以乘其后。”

在招商局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李鸿章正式札委唐
廷枢为商总，以解决招商局的困境。1873 年唐廷枢入主招
商局后，招商局也面临着内外困境，内是资金困扰，商人持
观望态度；外是英美轮船公司相继跌价，欲扼杀招商局于
萌芽之中。唐廷枢从招商局的章程制定开始，重订《轮船招
商局局规》和《轮船招商局章程》，确定轮船招商局的资本
主义性质。将招商局中商人的股份比例提高，以增加商人
的话语权，增强企业活力。唐廷枢力挽狂澜，成功将招商局
从困境中挽救回来。

（二）破除痼习，善用西法
接办招商局后，唐廷枢逐渐了解到官办企业的弊病，遂

大刀阔斧进行了改革，以打破原有的封建官僚作风。他极
富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敢于大批旧习、弊病，敢于与世界
接轨，运用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一是用人方面与世界
接轨。在招商局全部船长、轮机都雇佣洋人，特别是在船舶
的修理方面，他重用原美国旗昌洋行航海工程师史柏丁。
唐廷枢重视发挥下属的才能，通过让员工持有股份激发大
家的积极性。二是兴办同茂铁厂。在唐廷枢的主持下，招商
局的航运业务发展迅速，船队规模扩大很快，船只数量增
加迅速，为了避免船舶修理受制于洋人，唐廷枢决定兴办
修理厂。兴办同茂铁厂一方面解决了自身船舶修理维护的
问题，节约了成本。另一方面还可以承接一些盈利形式的
维修业务。兴办同茂铁厂增强了轮船招商局的独立性和抗
风险性。三是设立与世界接轨的船舶保险业。由于当时中
国没有保险业务，全部保险业务均是由洋行办理，且在投
保中洋人均有刁难。唐廷枢深感兴办船舶保险业的重要
性。唐廷枢设立保险公司得到了民族资本家的大力支持和
响应，均放弃外资保险，投保唐廷枢的保险，使得民族保险
事业茁壮成长起来。船舶保险公司的设立，提高了招商局
自身的抗风险能力，也开创了民族保险事业。从此，上海轮
船招商局转危为安，在中国的航运业力压外国公司，第一
次在对外国公司的商战中占得上风。

三、创办开平矿务局
洋务运动中，诞生了许多民族资本企业。这些企业都

需要进口大量的煤和铁，花费巨大，成本过高，因此开采
煤矿便提上了日程。西方列强早已对中国的矿藏打起了
主意，李鸿章认识到了这种危机的存在，便受命唐廷枢赴
天津筹创开平煤矿。从勘察矿址，拟定计划，到筹集资本，
正式开采，都由他一手主持。1876 年，唐廷枢成功探测开
平煤矿。同时，唐廷枢提出“筑铁路以便运煤”的主张，断
言“非由铁路运煤，诚恐终难振作”。1881 年，唐山至胥各
庄的唐胥铁路建成。唐廷枢的卓见成为开平煤矿成功的
关键。

（一）中国第一家新式煤矿和新式招商章程
为保证煤矿的正常运转，唐廷枢等人起草中国煤矿业

第一个明显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招商章程《开平矿务局招
商章程》，确立办矿的宗旨。这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性质
的章程。它规定以商品生产为目的，按市场规律和价值规
律运作，这有利于企业在生产销售方面的市场准确性，尽
量减少人为的因素对企业的影响。章程保证了“商办”的企
业性质和利益，注意保护投资者的资本安全，强调有利可
得，尤其是保证大股东对矿山的管理权。例如大股东可派
代表驻局，股份一万两者，准派一人到局司事。所有这些章
程，在招股、分红乃至人事安排等方面，都对后来的新式企
业起了示范的作用，对我国早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起
到了促进的作用。

唐廷枢不仅在管理方面采用资本主义理念，在开采方
法方面亦注重与世界接轨。原有的采煤方法效率低，安全
性差，利用率低。西式采煤法注重科学和方法，做好基础工
作，从底层开采，用机械御用，效率高，煤的质量好。1881 年
秋，唐山矿开始出煤后，不仅使中国采煤业为之一振，也使
一向瞧不起中国的西方列强感到惊诧，赶来参观的欧美煤
矿专家们异口称赞说：“唐山矿在煤井设计、建筑和材料方
面，可以和英国以及其他地方最好的煤矿媲美。”

（二）高瞻远瞩，开创中国铁路先河
铁路是 19 世纪中国的新生事物，最早提出修建铁路

的是西方列强。随着采用西式采煤方法，开平煤矿产量迅
速提升，而运输成为其中的关键。因此，修筑铁路的需求更
显紧迫。在建造之际，正是清政府中顽固派坚持反对中国
自己修建铁路之时，唐廷枢不顾风险，力倡筑路，为唐胥铁
路的修建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得到清政府允准后，这条以修筑“快车马路”为名的
铁路终于开工了，唐廷枢委任英籍工程师金达负责具体勘
测和筹划，在修路过程中，唐廷枢曾经更倾向省钱的窄轨
铁路，但金达却极力主张采用国际标准轨距 1.435 米，最后
唐廷枢采纳了金达的意见，从而确定了中国铁路的标准轨
距。经过 5 个月的紧张施工，这条 10 公里长的标准轨距铁
路终于建成。虽然在保守势力的发难下，唐胥铁路也有过
一段以骡马拉煤车通行的荒谬历史，但它终归打开了中国
踏入铁路时代的门扉，不仅开创了中国铁路之先河，更是
开创了中国的蒸汽工业革命，其历史成绩不可估量。

1892 年 10 月 7 日，唐廷枢在天津开平矿务总局病逝。
当时的《北华捷报》载文称，唐廷枢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
“一个时代”，“他的死，对外国人和中国人一样，都是一个持
久的损失……所有关心中国进步的人都感到哀悼。”唐廷
枢的一生，对推动近代民族实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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