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廷枢时代开平煤矿成功的原因浅析

孙 海 泉

唐廷枢
,

字景星
,

广东香山县人
。

初在香港接受教

育
,

18 61 年受雇于英国怡和洋行
.

于 18 6 3年升为买

办
。

18 70 年主持怡和洋行新设的船务部工作
。

在任买

办期间
,

唐廷枢对近代西方工商业的知识增多了
,

在生

意方面也越来越内行了
。

18 7 3 年受李鸿章委派为上海

轮船招商局总办
。

招商局成立后
,

英怡和洋行和美旗昌

洋行视之为眼中钉
,

肉中刺
,

千方百计欲挤垮它
.

把招

商局扼杀在褪棍之中
,

但唐廷枢凭借他的练达才识顽

强相抗
,

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与洋行几番较量
,

最终使上

海轮船招商局立住了脚
,

难怪美旗昌洋行经理福士概

叹道
: “

在取得情报与兜揽中国人生意方面
,

怡和洋行

的唐景星… …能把我们打得一败涂地
。 ’

心

唐廷枢的才识为李鸿章赏识
,

187 6 年 10 月被任

命为开平矿总办
,

从此以后的十余年间
,

唐氏兢兢业业

地经营这家企业
,

为之耗尽了自己的精力
。

郑观应说他
“

一生精力
,

尽销磨于商务
、

洋务之中
,

数十年备尝艰

苦
’

嗯他一生惨淡经营企业
. “

身后萧条
,

子嗣靡依
,

未

能稍食其报
’

场
。

他经营的开平煤矿
,

时人论曰
: “

中国

有利之矿
,

仅开平煤矿耳崛
,

故对其成功经验的总结
,

不但可以让我们把握中国近代企业发展的规律
,

同时

也可以使我们从中得到教益
,

为今天的建设服务
。

一
、

指导思想的正确

众所周知
,

开平煤矿的开办者是李鸿章和唐廷枢
,

特别是唐氏在 18 7 6年接受李鸿章的任命后
,

更是焦劳

孽划
,

惨淡经营
,

不遗余力
,

十余年间奠定了开平媒矿

近代化的基础
。
⑤在开平煤矿成功的道路上

,

开办之初

的正确构想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

1
.

重视勘察
、

就地取材
、

煤铁兼兴

据历朝典籍记载
,

河北滦县的开平镇素产煤炭
,

在

明代
.

土人就开始用土法开采
。

但清初有鉴于明季开矿

的弊政
,

实行矿禁政策
,

认为
“

开采病民
.

得不偿失呵
,

以致矿政不修
,

矿业衰微
。

鸦片战争后
,

战争的费用加

上赔款使得清政府入不敷出
,

有识之士便痛斥
“

矿徒扰

民
,

矿税病民屹的旧说
,

极言开矿之利
。

李鸿章作为近

世一名有头脑
、

有知识的人物
,

他认为
“

近世学者鉴于

明季之失
,

以开矿为弊政
,

不知弊在用人
,

非矿之不可

开也
。 ’

吻洋务运动开始后
,

李鸿章成了近代实业界的

巨子
,

他便开始实施自己的开矿计划
,

18 7 5年
,

他首先

在直隶磁州开办煤矿
,

终因矿藏不旺和运输困难而失

败
,

但李氏并未气馁
,

决定继续开办开平煤矿
。

18 7 6

年
,

他任命唐廷枢为开平矿总办
,

这次他们吸取了磁州

煤矿失败的教训
,

注重实地考察
。

唐廷枢在接到任命后
,

于 1 8 7 6 年 n 月偕同英矿

师马立师一同前往开平勘察
,

携回了煤铁矿样
,

分寄北

京同文馆及英国名化学师巴施赖礼
、

戴尔等化验
,

结果

出来后
,

唐廷枢于次年 9 月写成《开平煤矿化验成色简

报 》察呈李鸿章尸铁矿除了山根红石外已达李鸿章准

备开采所必须具备的四
、

五成的要求
,

可以开采
,

煤炭

的质量虽不甚高
,

但尚属可用
。

在唐廷枢看来
,

煤与铁

相表里
.

自应
“

一齐举办
’

心
,

他还在《请开采开平煤铁

并办铁路察 》中专有
“

论煤铁乃富强根基
”

一节
,

论述了

煤铁兼兴的重要性
。

此察呈报李氏后
,

煤铁兼兴的思想

正与他
“

非煤不济
,

非铁不成
”

的思想相一致
,

颇为赞

赏
。

得到李氏的赞扬后
,

唐廷枢进一步论证了开办开

平煤铁的优越性
,

他把开平煤铁和英国的煤铁情况作

了比较
。

他发现
: “

(英国 )市面发售铁板
、

铁条
,

高者每

百斤出价二两三四铁
.

中者一两七八钱
,

次者一两三四

钱
。 ” 。

而开平媒铁由于 自然条件的优越
,

大约
“

每百斤

成本银一两左右
,

… …若所炼之铁
,

能照该化学师评

论
,

可与英国中等市铁或次等钢铁相行
,

则其利更厚

矣吻
。

实地的勘察和反复的比较论证使李
、

唐二人对

开办开平媒铁信心十足
,

在日后的《开平矿务局招商章

程》中明确申明
: “

于直隶开平设局
,

名 曰
`

开平矿务

局
’ ,

专为开采开平一带煤铁等矿
,

并就地熔化生熟铁

等事
、

余外生意概不搀越
,

以专经营嚼
。

对于章程
,

李

鸿章批示曰
: “

就近熔化生熟铁
,

不得搀越余外生意
,

自

是正办
’

心
`

予以支持
。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
,

李
、

唐二

人通过对开平的实地勘察
,

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

那就是

就地取材
,

煤铁兼兴
。

2
.

“

宁可迟迟开办
,

不可草草误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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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
,

西法开采煤矿对于中国来说还是陌生的东

西
。

故唐廷枢认为
“

宁可迟迟开办
,

不可草草误事崛
,

只有这样
,

才能收到
“

取其所长
,

去其所短呛的效果
,

在开平媒矿开办之初
,

唐廷枢察陈李鸿章说
: “

工程浩

大
” ,

必须先行勘察
,

对采得之矿务样本进行化验
,

如
“

果有把握
” ,

则
“

察请核示开办哑
。

唐廷枢也确实这样

做了
,

化验的结果表明
, “

其铁既无磷酸
,

其煤又无硫

磺
,

却是相宜之事吻
。

在这种情况下
,

唐氏才上察请开

采开平媒铁矿
。

在察文批准后
,

唐廷枢也未草率行事
,

首先详立了

章程
,

对企业的资本性质
、

集资情况
、

经营方式和管理

方式都一一作了考虑
。

其次
,

对于引进的机器款式
、

型

号必须讲求
。

他说
: “

盖铁炉
、

铁锅
、

拉铁机器等件
,

款式

最多
,

大小不齐
,

应用何款何式
,

马力多少
,

须审明地势

石质煤力等件
,

方不致徒劳费力
,

虚费煤工崛
。

当这些

都了解清楚了
,

然后再决定订货和购买与否
,

因为冶铁

机器费资甚巨
,

稍有不慎则浪费很大
,

不仅要作量力而

行之计
.

还必须与洋商
“

面商
” ,

可小则小
,

可省绝不靡
,

为企业节省不必要的开支
。

总而言之
,

唐廷枢为了开平

矿务局 日后的
“

远大宏酞
” ,

计划周密
,

考虑精详
.

做到

了防患于未然
。

3
.

振兴开平实业
,

有利风气转化

我 国矿政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惑于风水谬

说
,

早在清初就规定
,

开矿
“

若有碍禁山风水
,

民田庐墓

及聚众扰民
,

或岁歉名踊
,

辄用禁封
,

心
。

请看山东蓬莱

县的一碑文
:

《禁开煤窑告示碑户

照得近年来末珠薪桂
,

火食颇艰
,

开米煤窑倘

于居民无碍
,

人人自必乐从
。

帷是蓬莱环海负山
.

地势窄狭
,

非村落棋布
.

即坟墓重受
,

实与庐墓
、

城

池
、

风水伙关
,

前往本县照例 出示严禁在案
。

无如

刘继武违示不遵
,

又复赴附呈请开未
,

以致各绅士

纷纷呈票批伤示禁
,

子因
。

为此示仰阁邑居民人等

知息
,

自示之后
,

如有不法棍徒
,

仍蹈前辙者
,

本县

定行按规律究办
,

决不姑宽
,

勿谓言之不早也
。

此碑文旨意明确
,

就是要保护风水
,

不准擅开煤

矿
。

对风水的危害性李鸿章也有所认识
: “

中国金
、

银
、

煤
、

铁各矿胜于西洋诸国
,

只以风气未开
,

精华闷而不

发
,

利源之涸曰甚一 日
,

复岁出巨款购用他国煤铁
.

实

为漏危之大宗嘟
,

他告诉我们
,

中国矿务不兴
,

非矿藏

不如西洋诸国
,

实因风气未开之故
。

我们知道
,

在中国

封建社会
,

封建政府的治国政策是
“

重农抑商
” , “

事末

到及怠而贫者
,

举以为奴擎嗜
,

而重农业者通过科举

制度即可登仕途
,

使得欲开矿设厂者止步
,

欲投资企业

者裹足
,

形成了一种以开矿设厂为耻的社会恶习
。

然而

世界潮流又是如此的浩浩荡荡
,

开矿求利
,

设厂自强已

经成为大势所趋不可抗拒
,

李鸿章
、

唐廷枢等近代的弄

潮儿
,

怎能无视于世界潮流而袖手旁观呢?他们要求发

展实业
,

就必须对封建的生产方式有所改变
,

就这一意

义来说
,

他们确是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

在如何开办开平矿上
,

李鸿章与唐廷枢的意见是

一致的
,

即用西法开采
,

所以李鸿章才派唐氏负责开平

矿务
,

在李鸿章看来
,

唐廷枢是一位
“

熟精洋学
,

于开采

机宜
,

商情市价
,

洋稽博考
,

胸有成竹略之人
。

对于以

后唐廷枢提出的开办建议虽不说是言听计从
,

也做到

了竭力支持
。

李鸿章希望开平矿在唐廷枢的经营下
“

开

煤既旺
,

则炼铁可以渐图
,

开平矿振兴则他省人才亦必

闻风起
” ,

如此
,

风气之开
“

于大局关系非浅咯
。

事实

上
,

开平矿务局在唐廷枢的主持开办下
,

虽然铁矿的开

采未能实现
,

但它仍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李鸿章的 目

标
,

即开风气之先
。

正因为开平媒矿给近代企业带来的

新鲜气息
,

所以在日后开平煤矿发展的道路上得到了

许多才识之士的赞赏
,

民族资本也纷纷投资
,

保证了开

平煤矿的成功
,

使之成为近代企业的榜样
.

郑观应赞

曰
: “

中国风气未开
,

积重难返
,

创办一事非大力者不能

成
。

年来章请开矿者颇不乏人
.

独数开平办有成效
’

心
。

这话虽是赞扬开平煤矿
,

但从中我们能看到开平矿对

转化风气所起的作用
。

二
、

民族资本的青睐

唐廷枢拟定了开平矿务局招商章程共十二条
,

要

旨如下
:

(一 )本局定名开平矿务局
,

专采开平一带煤铁

各矿 ; (二 )本矿系招商集股
,

官督商办 ; (三 )拟集资 80

万两
,

分作 8 00 0 股
,

每股津平足纹银 100 两
,

任人认

购
,

若日后需再招新股
,

以 20 万两为限
,

合 100 万两 ;

( 四 )每年余利
,

先提官利一分
,

后提办事人员花红二

成
,

其余八成按股均分 ; (五 )本局所出煤铁
,

照市价先

听机器局及招商局使用
,

如有剩余
,

再行出售
。⑧李鸿

章阅毕章程
,

逐条批示照办
,

1878 年 9 月 21 日
,

开平

矿务局正式开局
,

10 月开工凿井
。

从开平矿务局的招商章程我们可以看到
,

开平矿

务局的资本是准备招集商股 80 万两
,

招集的方式是任

人认购
。

简言之
,

矿局资金的来源是面向民族资本
,

而

不是官僚资本
。

唐廷枢在章程经李氏批复照办后
,

根据章程四出

招集商股
,

但由于当时风气未开
,

加上开平矿务局属于

创办阶段
,

成败难料
,

故有资本者大都裹足不前
,

持观

望态度
,

这使得开平矿务局的招商工作极为艰难
,

到

18 7 8 年 0] 月的一年时间里
,

只募得股本约 20 万两
,

到 1880 年实募得 30 万两
。

虽然从 187 7 年 1 0 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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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80年 10 月的三年时间里
,

矿务局未能如愿地招到

80 万两的股本
,

但根据唐廷枢的预算
,

从 1878 年至
18 8 0 年的二年时间里

“

约需资本二十余万两吻
,

故所

招股本尚属够用
。

然而
,

此时开平煤矿的发展已走上了

正常的轨道
,

矿局在引进新的技术
,

开设新的矿井
,

修

造厂房以及更新设备的同时
,

还准备疏百河道
,

实际耗

资已逾四十万两
,

超支了 10 余万两
。

为了不使矿局流

产
,

唐廷枢垫资 10 余万两 ;另一方面又呈报李鸿章
,

请

求予以救济
, “

伏念矿局只招股本三十万两
,

现 已多用

十万两有零
。

此时再筹垫十四万两挑河
,

实为心力不

逮
。

可否吁恳爵中堂
,

终始成金
,

于机器
、

海防支应两局

酌拨银五万两
,

暂资工需急用
。 ’
净五万官款是否允准

拨用
,

囿于材料
,

殊难肯定
。

在这种极为艰难的条件下
,

唐廷枢之所以不泄气
,

是因为他凭借自己多年的商业经验相信
,

一旦矿井出

煤
,

有利可盈之时
,

招商集股方面的这一窘困局面定会

烟消云散
。

18 80 年过去了
,

翌年给开平煤矿带来了生

机
,

开始产煤了
。 “

每 日出至五
、

六百吨之多咯
,

于是开

平媒矿的声誉鹊起
,

招股也容易了
。

虽然到 18 81 年 3

月矿务局的成本共计达 70 余万两
,
。但这时的集股却

远二远超过这一数目
,

188 1 年 11 月 8 日的《捷报 》登载

天津通讯称
: “

矿局在上海已集股一百万两
” ,

吻开平的

股票走俏
,

民族资本的青睐使唐廷枢决心进一步地发

展企业
,

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
,

一是采煤
,

二是运输
,

特

别是 18 81 年 6 月唐青铁路已正式通车
,

188 2 年唐廷

枢便从英国购进了机车车辆
,

使矿务局的费资到 1882

年猛增至 150 万两
,

超支 50 余万两
, 。 ,

欣慰的是矿务

局之煤业已外销
,

18 82 年产煤 38 38 3 吨
,

运往天津销

售的 8 18 5 吨
,

获利 3 68 33 两
,

188 3 年获利达 5 102 1

两
。
@虽然盈利不多

,

但它犹如启明星
,

预示着新的一

天的到来
,

它预告
:

开平矿务局将有能力填补 50 余万

两的超支款
,

并且随着生产的发展
,

必将盈利更丰
。

利

之所在
,

趋之若鹜
。

开平股票在市场上再次走俏
,

1882

年面值 100 两的股票涨至 154 两
,

到 188 3 年春
,

股票

持有者已拒绝 21 0 两的售价
,

年底虽一度降低
,

但不久

便又回升
。
。开平股票的几度走俏

,

说明民族资本对之

无比青睐
,

同时
,

民族资本的青睐增强了企业经营者的

信心
,

保证了开平煤矿的成功
。

论者会问
,

既然开平股票如此走俏
,

为什么矿务局

不继续集股反而超支欠债呢?笔者认为
,

其主要原因是

此时矿局已开始盈利
,

日后资本的来源可从盈利中提

取
,

进行扩大再生产
.

不到逼不得已
,

无需集股
。

正因为

如此
,

以后几年中
,

开平矿所集股份仍为 100 万两
,

但

其投资不断增加
,

到 18 87 年
“

煤矿用及二百万
” ,

尽管

已超支 100 万两
,

但仍然可以
“

源源收息嗜
,

翌年
.

开

平矿第一次分付股息 6%尹
。

但由于 188 8 年的产销量

及盈利有所下降
,

加上 188 9 年又开始开采林西煤矿
,

唐廷枢才不得不重新集股
,

据 188 9年 9 月的《捷报 》:

“

唐景星前为林西煤矿招集新股…… 已集资达五十万

两峋
。

此后
,

开平矿的投资更大了
,

到 189 1年
,

据薛福

成统计
, “

历年共费银二百三十万
’
嗜

。

但本重利优
,

开

平矿的盈利也越来越丰厚
,

到 189 3年
,

开平矿可以分

付的股息达 10
.

5%
。
。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
,

开平煤矿的发展 自然离

不开民族资本的支持
。

有的论者认为
“

开平的股本
,

不

论官款商款
,

可说都是官僚资本
” ,

此说笔者不敢苟同
,

原因如下
:

第一
,

章程款二
“

议招徕商股
,

众擎易举
”

之语说明

企业是希望商股投资的
,

真实企业准备集资 80 万两
,

分作 8 00 0股
,

任人认购
, “

一股至千股皆可附搭
” ,

这种

一股不嫌少
,

千股不为多的集资方法自然是针对分散

于民间的游资而言
。

同时章程对投资认购股票作了详

细的规定
,

每股分三期交清
,

注册时交 10 两为第一期
,

第二期交 40 两
,

第三期交 50 两
,

待交清 100 两后再换

发股票
。

李鸿章对之批示也云
: “

凡入股者
,

详开姓名籍

贯
.

即交附近招商局代收叼
。

这说明集资是严肃的
,

也

是面向民间资本的
,

否则没必要作如此烦琐的规定
。

第二
,

《开平矿务局招商章程 》款五白纸黑字地写

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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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稗易遵守
,

所有各厂司事
,

必须于商股

之中选充
,

方能有裨于事吻
。

这里规定的是企业的经

营方式
,

厂局生产的产品归商人销售
,

矿局的负责人员

(司事 )要从股东中选拔
,

由他们共同监督
,

管理工厂
。

款八更明确规定
: “

查股分一万两者
,

准派一人到局司

事
,

其能当何职
,

应受薪水若干
,

由总局酌定
。

若其人不

称职
,

或不守分
,

任由总理辞退
,

仍请原人另派
,

以昭平

允而免误公嗜
。

人事权的初步民主化
,

使企业明显地

带有自由资本主义的性质
,

这些说明
.

矿务局虽名为官

督商办
,

其实为商办
,

当时的《申报》论曰
: “

各巨商知此

事 (指开平煤矿 )
,

名为官办
,

实为商办
,

呀
。

第三
,

开平矿务局创办时借用官本的数额殊难确

定
。

当我们查阅开平矿的资料时发现有关官款的记载

有二
:

一是 188 0年唐廷枢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向李鸿

章呈了一份奏章
,

热望政府能拨以官本 5 万两予以扶

持
,

这五万两官本最终是否由李鸿章允准拨用
,

似无证

据
,

殊难定论 ;二是据 18 89 年正月份《申报 》载
: “

所有

官款
,

年来除国子监存款若干万外
,

余俱次第拨还
’

呀
。

由此可见
,

开平矿务局在创办伊始确是借用了官本
。

据

现在可见的开平矿收支情况的文献资料
,

凡二
、

三十万

两的商人集资矿务局就有所记载
,

而借用的官本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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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却不见记载
,

我们有理由说矿务局所借用的官本是

少量的
,

否则很难理解文献资料里没有这方面的记载
。

少量的官本在百余万两的商人资本中是成不了气候

的
,

倘若我们说开平资本全为官僚资本
,

则百余万两的

由商股操纵的商人资本岂不也成了官僚资本吗?何况
,

借用官本必须以矿务局所产煤相抵销
,

或一旦盈利立

即奉还
,

可见
,

矿务局所用的官本与其说是官款
,

不如

说是借款为宜
.

第四
,

唐廷枢等人虽有一官半职
,

但他们在企业中

的红利在章程中有明文规定
,

只准提二成
,

不得多提
,

其余的八成仍按股均分
,

在这八成的红利中
,

他们所享

受的待遇与商人无二
。

事实也是如此
,

在 188 0 年矿务

局经费拮据之时
,

唐廷枢曾垫款十余万两银子
。

说明他

是腰缠万贯之人
,

但他后期却如此凄凉
,

可见他不但没

有利用职权中饱私囊
,

而且把自己的资产也全部投资

办企业了
。

企业按章办事
,

它不但不是任何封建官僚或

其集团的私产
,

而是商人共同投资举办
,

共同取利的一

个股份公司
,

它的生产目的又有抵御外侮的成分
。

所

以
,

我们应把开平煤矿归诸民族资本之列
。

第五
.

张翼接办矿局后的中国资本
,

仍应属民族资

本的性质
,

虽然张翼是由官方委派主持开平矿局的
,

并

有候补知府的身份
.

同时又投资 30 万两
,

是最大的股

东
。

按章程规定
,

他也理所当然是股东中的主要人物
,

更是矿局的主要负责人
。

但他却不可能由此把矿务局

变成自己的私产
,

改变不了矿务局原先的经营方式
。

所

以张翼说
: “

开办十余年
,

并无官款
,

均系商股商办
,

… …凡在矿务局管理矿务者
,

自本督办以下
,

多系有股

之 人呛
.

这里不难理解
,

因开平矿务局创办之初的招

商章程中有矿局司事要从股东中选充的规定
,

所以管

理矿务者
,

自应是有股之人
。

这里的有股之人在当时的

中国社会里主要是商人
、

买办和一官半职之人
,

他们投

资开平矿务局并在其中管理企业是章程明文规定的
,

他们并非是张翼集团的人
,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

政治身份而定其投资的资本性质
。

三
、

生产技术的革新

早在唐廷枢创办开平煤矿时
,

就特别注重生产技

术的革新
,

这是保证开平媒矿成功的又一重要原因
。

首先
,

他主张聘请一些西洋的矿学家
.

在开办之

前
,

唐廷枢呈报李鸿章时说
,

要决定开平矿能否煤铁兼

兴
,

要
“

侯地学及铁匠到来
,

勘钻地石之后
” .

经面商而

定严对此
,

李鸿章亦颇为赞成
,

他说
; “

西土治地质学

者
.

视山之土石
,

即知其中有何矿呀
,

在批复唐氏的察

呈时也说
: “

其煤铁厂规条
,

须侯矿师到后
,

察看情形
,

审时度势
,

… … 以期经久无弊吻
。

于是在 1 8 76 年 11

月
,

唐廷枢就曾偕同英矿师马立师一起赴开平实地考

察
。

矿务局成立后
,

唐廷枢又聘请了英国杰出的矿师柏

爱特
、

墨莱斯窝尔及金达等人
,

他们为开平煤矿的发展

作出了贡献
。

其次
,

在生立工具上
,

唐廷枢引进了抽水机
,

提煤

机
,

抽水机的引进保证了矿井的正常生产
,

摆脱了土法

开采时无法摆脱的困难
,

抽水机
“

有水即提
” ,

使得矿下
“

路既干
,

灯既明
” ,

过去土法开采时的
“

锄愈深
,

水愈

涌
,

非止路远
,

而且泥泞
,

嗜的局面已大为改善
,

便于开

采了
。

提煤机的引进保证了矿下所产之煤的及时提出
,

土法开采是用人力绞动轮护
、

用竹篮提煤
,

而现在用机

械的力量来代替人力
,

无疑是一大进步
。

土法开采时
,

开平矿的工人由于种种不利条件
,

每人每日采煤四
、

五

百斤
.

而使用提煤机和其他开采工具后
,

每人每 日采煤

四吨多
,

悬殊之大
,

令人惊讶
,

抽水机和提煤机的运用

是用机械力替代人力
,

这是生产力进步的一大标志
。

此外
,

唐廷枢在采煤工具上还运用了铁锤挖煤
,

使

采出之煤大都为块煤
,

提高了煤炭的售价
。

他为了保证

工人的安全
,

还依照西式开井之法
,

在井底挖小井
,

使

井底相通
,

保证了井底的通风
,

可以降低瓦斯的浓度
,

同时
,

唐廷枢在井底采用了安全灯
,

所点之灯皆用玻璃

密罩
,

不致火星触及瓦斯引起轰然之变
。

种种生产技术

上的革新
,

使开平煤矿走出了土法开采的案臼
,

朝着近

代化的方向迈进了
。

再次
,

运输的近代化
。

铁路是交通运输的最佳工

具
,

亦是经济发展的大动脉
。

西方工业革命的显著成就

之一便是铁路的修建
。

但在中国
,

铁路的修建
,

火车的

行驶就相当困难
,

那根深蒂固的风水迷信之说时刻在

困扰着近代铁路的涎生
。

但滚滚长江水
,

毕竟东流去
。

铁路的建筑已势在必行
,

顽固派们想挡住历史的车轮

宛如蝗臂挡车
。

1881 年
,

开平煤矿产煤后
,

唐廷枢就敏锐地感觉

到修造铁路对于开平矿发展的积极作用
, “

若有铁路
,

便多开一井啼
,

于是唐廷枢察请李鸿章允准修建铁

路
。

关于修建铁路之利
,

唐廷枢曾算过细帐
,

若没铁路

运输
,

开平媒运至上海则成本费每吨合计六两多
,

而用

铁路运输只需成本费合计四两
,

相差二两有零
。

厚利所

在
,

李鸿章亦为之心动
,

于是决定修建铁路
,

由外国矿

师金达一手主持
.

于 188 1年 2 月兴工修筑唐山至青各

庄的铁路 15 里
,

于 6 月竣工
,

15 里的唐青铁路与专运

煤的从芦台镇东起到青各庄止的煤河相接
,

便利于煤

炭的外运
。

起初由于顽固派的反对
,

铁路只能用骡马

引车辆
,

但矿局的发展容不得风水横行
,

于 1881 年 6

月 4 日
,

即乔治
·

斯蒂芬逊百岁生辰
,

中国的自制机车

终于冲破了风水之说
,

开始运行在唐胃铁路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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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的修建给开平煤矿带来了广阔的前景
,

随着

产量的增加
,

外销量也日渐增加
,

由于铁路的兴建每年

可节省运费十余万两
,

对于一个矿一年的收人来说
,

是

笔不小的数 目
,

大大地增强了开平煤矿向外争夺市场

的能力
。

铁路之利使人注目
,

矿局的发展对铁路又提出

了新要求
.

18 8 6 年矿局决定将唐青铁路扩至芦台
,

并

成立了开平铁路公司
,

由伍廷芳为总理
,

集资 25 万元
,

于同年 11 月动工
,

翌年 5 月峻工
,

188 8 年 8 月
,

铁路

又延至天津
。

至此
.

开平煤可由铁路运送至夭津煤市销

售
,

保证了开平煤在天津煤市上的优势地位
。

18 89年后
,

开平煤矿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

和增强竞争能力
,

自己购买了轮船
,

从天津把开平媒分

远往砌匝
、

威海卫
、

烟台
、

上海
、

海口
、

广州等地销售
,

到

18 99 年
,

开平矿务局已拥有 6 艘轮船
,

总吨位在 83 00

吨左右
,

专事运煤外销
.

开始了争夺其他通商 口岸煤市

的活动
。

近代化的交通运输设备
,

可以说是开平矿赖以

生存的基础
,

它为开平煤矿的成功起了铺垫作用
。

四
、

竞争意识的引进

与洋商争利是李鸿章办企业的一个重要思想
,

早

在 187 5 年开办上海轮船招商局时
,

他就上奏说
,

办企

业要
“

略分洋商之利
’

心
,

易言之
.

就是要和洋商进行经

济竟争
,

到 18 81 年他上奏请开开平矿务时
.

就把这种

思想进一步升
一

华
.

上升到了要求采煤御侮的爱国思想
。

他说
:

只要中国自己开办煤矿
, “

从此中国兵商轮船及

机器制造各局用煤
,

不致远购于外洋
,

一旦有事
,

庶不

为敌人所把持
,

亦可免利源之外泄
。

富强之基
,

此为嘴

矢
” , 。 ,

从表面上看
.

这则材料只反映了李鸿章的御海

思想
,

但要使日后中方用煤不购于外洋
,

其前提就是要

和洋煤竞争
,

要价廉物美才能保证在竞争中稳操胜券
。

李鸿章毫无疑问是开平煤矿的总后台
,

他的思想在开

平矿务局有所体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

无独有偶
,

开平

矿的总办唐廷枢也有这种思想
,

他在准备开采开平煤

铁时就以
“

富甲天下
”

的英国作为竞争对手
,

时时拿中

国的情况与之比较
,

他说
:

只要开采开平煤铁
,

就可以
“

取天地自然之利
,

济民生日用之常
,

寰中之宝藏已兴
,

海外之漏危渐塞
,

诚属富强要求
,

远大宏酞嚼
,

他的思

想和李鸿章是那样的会然契合
,

所以在开办开平煤矿

时
,

李
、

唐二人就定下了企业要参与竞争的原则
,

竞争

意识的引入又给企业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

为了保证开平煤矿在日后经济竞争中的优势地

位
,

李鸿章于 18 81 年上奏《请减出口煤税法 》
,

他在陈

述 目前的情况时说
: “

(开平煤 )成本既重
,

煤价亦因之

而 昂
,

若再加现定之税额 (土煤每吨税额为一两有奇

— 笔者注 )
,

即难敌外洋之煤
,

其势必不能畅销
,

而关

锐亦鲜有实获
” ,

与此相反
, “

中国原定洋货税则过轻

(洋煤每吨税银五分— 笔者注 ) ”
,

二者盈细悬殊至

20 倍之多
, “
以致华商疲累

,

难与洋商领顽
” 。 “

外洋进

口之货税轻
,

内地出口之货税重
,

不窗限制华商而护洋

商
。

此通商后数十年之流弊
,

隐受厥累而不觉者也
” ,

但

这种局面必须迅速改变
,

否则华商难敌洋商
,

利源之失

更大
,

所以
,

李鸿章特地上奏开平媒矿引台湾
、

湖北煤

矿之成例
, “

每吨征收税银一钱
” .

目的是
“
以恤华商而

敌洋煤
” 。 。 李鸿章的上奏允准后

,

开平煤矿无形每年

将增加 20 万两以上的收入
,

增强了竟争的能力
。

对于开平煤矿来说
,

当时争夺的煤市是天津煤市
,

其主要对手是日本煤
。

所以开平煤在天津煤市上的竞

争不仅仅是经济竞争
,

而且是爱国之举
,

其行为充分地

体现了李
、

唐二人的竞争意识
。

在如何增强 自身的竞争

力上
,

唐廷枢认为
: “
天下各矿盛衰

,

先问煤铁石质之高

低
.

次审出数之多寡
,

三审工料是否利便
,

四计转运是

否艰辛
” 。国为此开平矿在增强竞争上就注意从以上几

个方面着手
,

其中煤铁石质之高低是自然条件
,

无法更

改
,

余者就成了开矿增强竞争力的努力方向
。

首先
, “

审出数之多寡
” 。

要提高产量
,

前提采用新

的技术
,

唐廷枢在引进新的技术方面
,

作了极大的努

力
,

内容前文已论及
.

勿赘
。

技术的革新保证开平矿从

188 2 年开始产煤后
,

年产量逐渐上升
,

有关资料表明
.

开平煤矿至 188 7年产量超过 22 万吨
,

188 9 年则超过

24 万吨
,

输出量与产量当成正比
,

也逐年增加
。

以后几

年的产量也在不断增加
。

这一切都表明
,

开平煤矿在生

产技术和运输条件得到更新后
,

达到了唐廷枢增加产

量的目的
。

其次
, “

审工料是否利便
” 。

唐廷枢相信我国的工料

较之英国便宜
,

开采开平矿是就地取材
,

减少了不必要

的浪费
,

重要的是唐廷枢看到了我国的劳动力比较廉

价
。

他在考察英国矿业时发现
,

英国的工匠的工资很

高
,

使得产品的成本也高
,

英国所以能盈利全在技术
,

开平煤矿在技术上采取了引进的办法
,

但劳动力的低

廉却是英国无法比拟的
,

所以唐廷枢说
: “

若将土工之

廉
,

引之以西法
,

煤块必多
,

煤本必轻无疑
” 。
。 事实上

,

开平开局后
,

唐廷枢就这样做了
,

他广招廉价土工
,

1879 年
,

中外员工不下 250 余人
,
。到 18 8 9 年

,

矿工达
3 00 0 人

,
。

,

正是因为唐廷枢一再压低工人的工资
.

使

得开平矿在 188 2年爆发了工人的第一次罢工
。

其三
, “

计转运是否艰辛
” 。

在煤炭的运输和销售

上
,

唐廷枢兴建了铁路
.

其内容前文亦已论及
。

上述的措施使开平煤的成本大大地降低了
,

竞争

能力却相应地大大增强 了
,

保证了天津煤市上开平煤

在和日本煤的竟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

日本煤从十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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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七十年代开始在天津煤市场上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

数量不断增长
,

到 188 0年
,

日本煤在天津的销售达到

了顶峰
,

达 19 402 吨
,

是年正是开平煤矿产前的阵痛

期
,

18 81 年开平煤矿出煤后
,

从 188 2 年起开平谋即开

始向天津运销
。

当时 日本煤在天津的标价是
:

广岛煤矿

的块煤每吨售天津纹银七至八两
,

三池煤矿的块煤则

为七两
,

而开平煤矿的块煤以每吨四至五两的价格在

市场上招揽生意
,

这便使日本来煤在竞争中明显地处

于了劣势
,

日本煤在天津的销售量出现了萎缩现象
,

日

后随着开平煤产量的增加
,

运输条件的改善
,

成本的降

低
,

在天津市场上的比例开始了明显的转变
,

日本煤迅

速地减少
,

到 188 8 年
,

一度减为 120 吨
,

到九十年代

后
,

天津煤市
“

不复有洋煤进 口了
”
二

五
、

结论

回顾开平媒矿的兴衰史
,

我们可以看到
,

在洋煤进
口 日益增长之际

,

李鸿章
、

唐廷枢等人凭藉着一颗中国

人的良心
,

一个中国人的人格和一点中国人的骨气
,

力

主开办开平煤矿
,

作为抵御侵略
,

保证国利的手段
。

从

创办之初的正确构想到企业技术方面的大胆革新
,

从

招商集股的优惠政策到企业竞争意识的引入无不体现

了他们的拳拳爱国之心
。

勿庸置疑
,

开平煤矿在唐廷枢

时代是成功的
,

它是中国近代企业的榜样
。

开平煤矿在唐廷枢时期虽然取得了成功
,

但其发

展却不是一帆风顺的
.

由于长期封建因素的影响
,

在矿

务局招股之初就极为艰难
,

预计招商股 80 万两
,

但从
187 7 年至 1 88 0年的三年时间里

,

实募得 30 万两
,

尚

不足半数
,

好在开平矿的后台强硬和唐廷枢的才干卓

越
,

才使得开平矿生存下来
,

但资金难筹给近代企业的

发展罩上了阴影
。

另一方面
,

帝国主义依恃从清政府手

中攫取的大权
,

开始压迫中国的民族工业
,

掠夺我国富

饶的资源
。

189 2 年唐廷枢死后
,

开平矿由张翼接办
,

由

于资金不足
,

最后开平矿一步步地为英国势力把持
,

矿

权易手
。

他们和中国的封建势力相结合
,

严重地压抑着

民族工业
,

近代企业的发展不得不偏离了原来的正确

方向
,

走上了崎岖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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