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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着重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
,

中国原有经济结构的变化
,

从中观察

中国资产阶级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所处的时代
,

以及这个时代所赋予它的特点
,

为研究

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提供了一定的背景材料
。

本文对过去学术界关于中国资产阶级问题的讨论也发表了一些看法
。

作者汪敬虞
,

一九一七年生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

从事中国近代经

济史的研究工作
。

关于辛亥时期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
,

是整个辛亥革命历史研究工作的一个极为重

要的部分
,

而要使这一研究富有成果
,

就需要对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
,

有一个比较正

确的认识
。

资产阶级的产生
,

严格地讲
,

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式建立之后
。

封建社会中

的资本主义萌芽
,

并不能产生资产阶级
,

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

中国 的 资本 主 义 萌

芽
,

过去有过比较广泛和深入的讨论
。

讨论中对于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过程 中是否

出现了市民等级
,

有不同的看法
,
但在是否出现了资产阶级这个问题上

,

意见是一致

的
。

这就是
: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过程中
,

并没有 出现资产阶级
。

中国

资产阶级的产生
,

是在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出现以后
。

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
,

又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之后
。

中国封建社

会中的工商行业
,

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后
,

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
,

这是研究中国资

本主义企业的产生
、

从而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

我想就从这一点开始
。

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以后中国

城市工商行业的变化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
,

中国城市的工商行业
,

从各种手工业
、

商业
、

交通运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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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金融高利贷中的钱庄
、

票号
、

银炉
、

当铺
,

从行商
、

坐贾到经理牙行
,

都有各自的

组织机构
、

活动范围和经营传统
。

它们各 自葆有的传统业务和经营方式
,

只有在外国

资本主义入侵 以后
,

才发生了它们从未经历过的变化
。

它们的传统经营和西方资本主

义的入侵
,

发生直接的冲突
,

面临着阵地 日益缩小的前景
。

但是
,

并不是所有的行业都和西方的入侵发生直接的冲突
。

相反
,

不少行业在西

方势力入侵之后
,

发现自己原来的传统业务和经营很容易转向适应入侵者的需要的轨

道
,

从而有可能相应地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
,

一天一夭地走上为侵略者服务的道路
。

交通运输业中的海运和银钱金融业中的钱庄
,

就是代表两种不同遭遇和命运的典

型
。

中国的沿海贸易和运输
,

是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交通运输业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组

成部分
。

从事海运的大小帆船
,

散布在沿海各口岸
,

数以千计
。

在鸦片战争以前广州

一口通商的时候
,

他们原来经营的沿海贸易和运输
,

基本上没有受到外国入侵者的干

扰
。

五 口通商以后
,

随着入侵者向北部的扩张及其对沿海转运贸易的非法攫取
,

他们

的活动范围就受到 日益严重的威胁
。

四十年代中期
,

当外国侵略者还没有大规模插手

中国沿海转运贸易的时候
,

经营传统的沿海贸易的中国帆船已经开始感受到侵略势力

的威胁
。

在福建沿海
,

不论是已开 口岸的福州
、

厦门
,

还是并未对外开放的 口岸
,

都

充斥着专门转运中国货物的外国划艇①
。

当时有人说
:

厦门开埠以后
,

闽省即
“
无赴粤

之商
,

粤省亦鲜来闽之贾
” ② ,

这虽然不是专指中国货物之转运而言
,

但中国沿海帆船

业者所受的影响是可以概见的
。

进入五十年代后期
,

当轮船 日益取代帆船的运输以后
,

这种威胁给人们以更加明

显的感受
。

《天津条约》的签订
,

打开了上海以北一千五百英里的沿海贸易
,

把中国大

部分沿海贸易从本地船只转移到外国商船的手里
。

南方的福州是这样
:

十九世纪六十

年代中期由福州运往中国其它口岸的货物
,

已有三分之一改由外国轮船载运⑧
。

由其

他口岸进入福州的中国商船
,

则减去不止一半④
。

北方的牛庄也是这样
:

在开 埠 以后

的一八六二年
,

牛庄进口的外国商船
,

包括轮船和帆船在内
,

一共是八十六只
,

两万

七千多吨
; 三年以后 (一八六五 )

,

激增至二百七十四只
,

九万一千多吨⑥
。

与此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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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

六十年代下半期
,

来到牛庄的中国沙船减少三分之一以上①
。

所有这 些
,

都是六

十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帆船运输业面临严峻局面的缩影
。

和航运业中的帆船形成鲜明对照的
,

是金融业 中的钱庄
。

钱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信贷机构之一
。

它有比较悠久的历史
,

分布也比较广泛
。

钱庄或钱铺的名称
,

在明代的小说
、

笔记中就已经常出现
。

在上海
,

至迟在十八世纪

中叶
,

钱庄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独立行业
。

它所签发的即期和远期庄票
,

有

很高的信用
,

得到商业界的普遍接受
,

给商人调度资金
、

融通信用以很大的便利
。

在

福州
,

当这个商埠对外开放时
,

西方的入侵者发现整个市上的钱庄达到百家 之多②
。

一般大宗交易的媒介
,

基本上是当地银钱业发行的票据③ 宁波的钱庄
,

很早就 实行

了节省解现的过账制度
。

凡与钱庄有往来的商人
,

成交买卖
,

只须在钱庄过账
,

互相

抵划
,

不必过手现银④ 在北京和其他一些省城 中
,

钱庄发行的钱票也得到相 当广泛

的流通
。

所有这些
,

都说明在中国封建社会中
,

钱庄在调节商品流通和资金周转上
,

发

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

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 中国以后
,

钱庄的这种作用适应了西方国家推销商品和掠取

原料的需要
,

因而很快地受到外国入侵者的注意和被其利用
。

以上海的钱庄为例
,

在开埠不久的 四十年代中期
,

刚刚进入上海的外国洋行就注

意到钱庄庄票这样一个方便的支付手段而开始加以利用
。

进入五十年代以后
,

庄票己

经比较普遍地被外国洋行接受
,

作为结算的工具
。

许多经纪对外贸易的捐客
,

都以资

力比较雄厚的钱庄所签发的十天或二十天的期票作为收取货价的凭证⑤
。

这时 如果钱

庄拒绝提供例行的方便
,

外国商人的货物就难以成交
,

中国的经纪和搞客也将束手无

策⑥ ,

到了六十年代
,

外国商人使用庄票的场合更加普遍
。

有些洋行在招揽 生意的广

告 中
,

公开宣称接受
“
任何一家本地钱庄庄票或其他合格票据

” ⑦
。

如果 说
,

五十年代

还只有大钱庄的庄票具有合格的支付能力
,

那么
,

到了六十年代已经普及到所有的大

小钱庄
。

对外国商人来说
,

那时接受期票支付货款
,

远比用卖了货的现款再来进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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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销出更多的货物①
。

随着钱庄与外国洋行联系的加深
,

钱庄的资金来源
、

营业对象和业务内容也发生

了相应的变化
。

如果说
,

以前钱庄周转的对象是沙船上的国内土产
,

那么
,

现在则转

向出 口丝
、

茶
,

进 口棉纺织品和鸦片
;
如果说

,

以前和钱庄打交道的主要是沙铅业主和

其他旧式商人
,

那么
,

现在就新添了为洋行接洽生意的买办
、

经纪和拍客
; 如果说

,

以前投资钱庄的人物主要是中国的旧式商人
,

那么
,

如今在他们之外
,

又出现了为洋

行服务的买办和各种各样的买办化商人
。

一句话
,

在钱庄身上
,

除了原来的封建社会

加给它的烙印以外
,

又开始加上了一层殖民地的色彩
。

出现于航运和金融业中的不同情况
,

在手工业和其他行业中也同样存在
。

总起来

说
,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工商行业
,

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
,

面临着两种不同的

变化
。

一是受到资本主义的排挤和打击
,

从而走向衰落
,

甚至遭到淘汰
; 一是转而适

应入侵的资本主义的需要
,

从而得到保存
,

甚至还有所发展
。

从入侵 者 这 一 方面 而

言
,

它对入侵道路上的碍障固然要加以打击和扫除
,

但对能为它所 用
、

受 其操 纵 指

使
、

以收更大的掠夺实效的
,

也不排斥对它们的扶植和利用
。

而无论打击
、

排挤和扶

植利用
,

它的目的都是要使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适应它的侵略需要
。

这个过程
,

正是

中国原有的封建经济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
。

二
、

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过程中

中外商人关系的变化

由外国资本主义入侵而引起的中外商人关系的变化
,

这是研究中国资本主义企业

的产生
,

从而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所要涉及的第二个问题
。

中外商人关系的种种表现
,

决定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结果
。

一般地说
,

受外国

资本主义入侵的排挤打击的中国商人
,

对入侵的资本主义采取抵制禁拒的态度
; 而适

应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需要的
,

则采取迎合效力的态度
。

这是合乎逻辑的发展
,

是一

个总的趋势
。

当然
,

实际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
。

同一行业之中
,

不同地区
、

不同集团乃至个人

之间的际遇
,

并不完全相同
,

因而出现了明显的分野
。

例如
,

同属旧式金融业
,

重点

在北方和 内陆的山西票号和重点在通商口岸的上海钱庄
,

它们的际遇就不一样
。

当钱

庄在适应入侵的资本主义的需要
,

转入为它们服务的轨道时
,

票号却走上结纳权贵为

封建政府服务的道路
。

在它的汇兑业务中
,

京炯
、

协铜等官款的汇解
,

占据重要的地

位
。

它虽然参与通商口岸和内地之间的商业汇兑
,

但一般不币矽目国样行发生直接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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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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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联系
。

同样
,

中国封建社会中专营经纪的牙行
,

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之后
,

一部分

遭到淘汰
,

一部分则适应外国入侵者掠夺原料
、

推销成品的需要
,

作为中间媒介
,

成

为压榨小生产者
、

为外国资本服务的工具
。

六十年代通商 口岸一些华商栈号用来与外

国洋行打交道的掬客
,

实际上他们原来就是经营牙行的①
。

在说明这种分野的问题上
,

中国的大豆转运贸易和大豆的加工生产
,

是一个具有

典型意义的例证
。

我国东北主要农产品之一的大豆
,

在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 中国的过程

中
,

从两方面受到外国侵略者的注意
:

一是大豆的沿海转运贸易
,

一是大豆的加工生

产
。

被称为豆石的大豆沿海转运贸易
,

是中国传统的沿海转运贸易的大宗
,

也是数以

万计的中国帆船业者和运输工人赖以为生的传统行业
。

当六十年代初期外国轮船侵入

豆石转运贸易之时
,

人们可 以看到中国原有的豆石贸易的参加者对外国资本主义入侵

进行抵制的大量事实
。

上海从事豆石转运贸易的沙船业者首先起来反对
,

甚至要求禁

止华商雇用外国轮船运销豆石
,

以求沙船利益的保全②
。

而牛庄
、

登州两处的大豆 商

人
,

也利用行会的势力
,

对大豆的贸易条件和价格结构
,

进行全力的控制
,

力图把这

一传统贸易掌握在 自己的手中
。

但是
,

与此同时
,

也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活动
。

还在豆石转运贸易全面对外开放以前
,

在原有的中国商人中间
,

已经育一部分人

开始走上了另外的方向
。

他们不是对抗入侵的西方资本主义
,

而是使 自己的活动适应

入侵者的需要
。

当外国商人在登州一带进行非法的豆石走私的时候
,

那里就出现了中

国商人的配合活动
。

这种走私
,

常常是由中国商人出面
,

在登州运载豆石出海
,

然后

在 口岸辖区以外的海上
,

将豆石转交给走私的外国轮船
,

从中分享走私的利 益③
。

在

这里
,

中国商人实际上是外国非法走私的从犯
,

而其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
,

无非是利

用外国轮船运输的优越条件
,

以达到获取优厚利润的目的
。

因此
,

完全可以设想
,

当豆石贸易完全对外开放以后
,

在外国船只航行速度和吨

位运费远较中国帆船优越的条件下
,

中国沿海的豆石转运贸易
,

会愈来愈多地为外国

商船所掌握
。

事态的发展正是这样
。

以豆石贸易最大的 口岸牛庄为例
,

在开关以后的

三年中
,

进 口的外国船只由八十六艘增加到二百七十四艘
。

其中绝大部分是出租给中

国商人
,

进行沿海转运贸易
。

例如
,

在一八六五年进口的外 国船只中
,

由中国商人租

N
o r t h C h i n a

D
a i l y N

e w s
.

18 6 7 年 3 月 23 日 ,

页 27 27
。

(以下简称 D a i l y N e w s
.

,

《筹办夷务始末》
,

同治朝
,

一九三O 年版
,

卷三 十 二
,

第 二 O

—
二 一 页

,

w ir g ht
,

页

4 03一 4 0 4
。

B
.

D e a n ,

C h i n a a n d G
r e a t B

r i t

咖
,

T h
e D I P l

o m a e y o f C
o
m m份

c i a l R
e
l
a t沁 n s

.

1 8 6 0一 1 8 4 6
。

1 97 4 年版
,

页 82一 8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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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的
,

几占 90 %①
。

与此对照
,

原来有两千余号以运载豆石为专业的沙船
,

此时只剩

下四五百号②
。

所有这些
,

都是在上海沙船业者向清政府要求禁止华商雇用外国轮 船

运销豆石
,

以求保全本身利益的情况下出现的
。

出现在豆石转运贸易中的情况
,

同样存在于豆油豆饼的加工生产中
。

外国资本之入侵中国大豆加工企业
,

是在豆石贸易全面开放之后的第五年
。

中国

土地上非法设立的第一家外国大豆加工工厂
,

是一八六七年英国怡和洋行在牛庄建立

的榨油厂③
。

终十九世纪之世
,

外国在华兴建的油厂
,

前后计有三家
。

除牛庄怡 和 之

外
,

汕头怡和 (一八 / k o ) ④和牛庄太古 (一八九六 )⑤ 各有一家
。

在大豆加工生产中所反映的中外商人之间的关系
,

和大豆转运贸易中的关系
,

几

同出一辙
。

牛庄怡和油厂成立以后
,

一个主要的困难是工厂
“

不能和本地豆饼作坊有

同样便利的条件购买大豆
” ⑥

。

当工厂老板想绕过中间商人直接向生产者收购以降低成

本时
,

他发现
“

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函力反对
” 。

毫无疑问
,

反对是来 自控制豆石供应的

中间商人
。

在这种情况下
,

工厂开工不过两年
,

便宣告停闭
。

不仅如此
,

在牛庄怡和洋行油厂存在的短短两年中
,

还发生 中国手工榨油业者和

外国油厂相对抗的事情
。

和大豆商人行会一样
,

牛庄的手工榨油作坊原来也组织在手工榨油业的行会之中
。

外国榨油工厂的设立
,

是对他们的利益的直接侵犯
。

他们联合起来
,

竭尽全力阻止怡

和洋行油厂雇用原来在油坊中的手工工人
。

一八六九年一年之中
,

油厂一连出现两次

工人罢工
,

都多少受到他们原来的主人—
手工油坊老板的影响

。

工人的罢工
,

实际

上是
“

本地人不让它开工
” ⑦

。

工厂中的劳资冲突
,

反映了外国资本主义工厂和 中国封

建制度下的手工作坊的矛盾
。

但是
,

和豆石的转运贸易一样
,

在豆油
、

豆饼的加工生产中
,

人们同样可以看到
:

一方面有旧式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反对
,

另一方面
,

同时又有买办和买办 化 商 人 的依

附
。

就从上面提到的三家外国油厂来看
,

它们在创办的时候
,

无一不企图利用中国买

办和商人的力量
。

牛庄怡和洋行油厂除了有专门的买办为之奔走以外
,

还和一家经营

① T
r a

d
e R e

p
o r t s ,

18 65 年
,

牛庄
,

页 1 4
。

② 《海防档》
,

一九五七年版
,

购买炮舰
,

第八六一页
。

③ D a i l、 N e w s ,

1 8 68 年 1 0 月 29 日
。

页 4 7 07
:

C
o
m m

e r e i a l R
e Po r 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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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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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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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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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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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 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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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坊的著名广东商人有着多年的交情①
。

汕头油厂也是如此
,

它的主持人和主要股东
,

就是怡和洋行的买办
。

牛庄太古洋行的油厂
,

同样是这样
,

它的老板在一八九三年开

始筹办时
,

就想在本地中国人中间找一个名义上的老板
,

让中国人出面
,

以逃避中国

法律的限制
。

而一八九六年创办以后
,

却传闻厂权为中国人所有②
。

该厂有中国人 的

股份
,

看来是可以肯定的
。

由此可见
,

同一豆石转运贸易
,

从事转运者和从事贸易者就不一样
。

同一豆油豆

饼生产
,

和洋行没有联系的作坊老板同依附洋行的买办和商人也不一样
。

大豆业如此
,

其它各业亦莫不如此
。

正由于此
,

当时间进入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发生的七十年代以后
,

中国原有的

工商行业和集 团
,

在对待新生的资本主义企业的态度上
,

也 自然而然地出现明显的差

异
。

这就是下面要进一步分析的
。

三
、

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时期

现代企业投资的动向

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的十九世纪下半期
,

手中握 有可以投资于新式企业

的资金的人
,

不在少数
。

除各种各样的商人之外
,

还有地主和官僚
。

毛泽东同志说
:

“

还在十九世纪的下半期… …就开始有一部分商人
、

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
。 ”

这

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
。

但是
,

并不是所有拥有投资资金的人
,

都有相同的投资倾向
。

不能得出这样的结

论
,

即谁的手中握有大量的货币财富
, .

谁就能够而且必然创办或投资新式企业
。

让我们在分析商人之前
,

先看一看官僚地主
。

地主阶级是封建社会财富的最大占有者
。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以至中国资本

主义现代企业开始产生的三十年间
,

中经太平夭国革命和革命失败的激烈政治变动
,

一方面地主阶级受到沉重的打击
,

一方面却兴起了一批以投靠外国侵略者
、

镇压太平

天国革命而起家的官僚地主
。

这个新兴 的官僚地主阶层
,

比他们的上一代集中了更多

的社会财富
。

其 中直接屠杀起义农民的湘淮军大小将领和地方团练
,

则是他们的集中

代表
。

在财富集 中的程度上
,

七十年代新兴的官僚地主
,

至少不亚于通商口岸的商人
。

如果单凭货币财富的积累一个条件
,

这些地主之投资于资本主义现代企业
,

也是不应

该亚于商人的
。

然而
,

事实却并非如此
。

中国早期的三个大型的资本主义现代企业—
轮船招商局

、

开平矿务局和上海织

① c
o o m e r e i a l R

e Po r t s ,

186 8 年
,

牛庄
,

页 6一7
。

② B e r e s f o r d
,

页 7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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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
,

都是在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官僚势力笼罩之下产生的
。

这三个企业的开办资

本
,

一共不过八十万两
,

如果全部由李鸿章出资
,

恐怕也只占他的财富的一小部分
。

但是
,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李鸿章自己入股的可靠记载
。

尽管李鸿章是以倡导洋务

自命的大官僚
,

但真正要他 自己投资
,

恐怕还觉得有失身份
。

当然
,

从七十年代到九

十年代
,

当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经历了二十年的岁月以后
,

一些通过不同途径和洋

务发生联系的官僚地主
,

逐渐热中于企业投资
,

这是完全可能的
。

但是
,

即使在这个

时候
,

土地对官僚地主的吸引力仍然大大超过新式企业
。

湘系官僚聂缉集
,

淮系官僚

杨宗镰兄弟
,

都是在九十年代初期以后投资棉纺织工业的佼佼者
,

但是
,

他们在投资

工业的同时
,

仍然大量购置田产
,

增强 自己的地主地位①
。

在工商行业之中
,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而出现的分野
,

使其在对待新生的资本

主义企业的态度上
,

也出现明显的差异
,

需要区别种种不同的情况
。

拿城市金融银钱业来说
,

适应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钱庄
,

在七十年代以后的中国

资本主义企业中
,

表现出很大的活力
。

许多钱庄老板就是洋行买办
。

他们先是附股于

洋行的企业
,

接着又投资于 自办的资本主义企业
。

到了八十年代
,

相当一部分中国企

业资本是由钱庄的利润转化而来
,

钱庄和新式企业在资金上发生了直接联系②
。

与此

相反
,

和官府发生联系的票号
,

它的财东把注意力集中于结纳权贵
,

对于资本主义现

代企业的投资
,

失去了与他的财力相称的兴趣
。

再拿受到外国资本主义打击排挤的海运业来说
。

应该看到
,

并不是所有的旧式航

运业者都对新式航运企业抱着禁拒的态度
,

在总的受到外国轮船打击
、

排挤的过程中
,

并不排斥内部的分化
。

以上海的沙船业而言
,

六十年代后期
,

在大部分沙船业者亏折

货本
、

浸至失业的同时
,

少数上层分子则与洋行势力搭上关系
。

李鸿章说
: “
华商搭附

洋轮
,

亦有殷实沙户在内
” ③

。

这正是上海沙船业者要求禁止华商雇用外国轮船从事沿

海运输以后的事实
。

而中国 自办的第一家轮船公司—
轮船招商局的首创者

,

就是有

名的沙船业主朱其昂
。

当然
,

朱其昂和沙船业中的少数上层分子的表现和作为
,

并不

能改变沙船业者就其整体而言对资本主义企业采取的禁拒态度
,

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

由此可见
,

对待资本主义企业的态度
,

各行业之间各不相同; 同一行业各集团之

间也彼此互异
。

虽然如此
,

总的看来
,

对资本主义企业较早又较多发生联系的
,

总是

那些适应外国资本入侵并为之服务的行业和集团
。

简言之
,

就是那些开始走上买办化

道路的行业和集团
。

在这里
,

洋行买办
,

作为一个集团而言
,

突出地引人注目
。

曾纪芬
:

《崇德老人 自订年谱》 ,

一九三一年版
,

各页
;
平东宗镰等

: 《侯太夫人行述》
,

不著年

月
,

第一 斤
-

— 一六页
;
屠仁守

:

《 屠光禄奏疏 》
,

一九二二年版
,

第三四页
。

匆阅拙稿《唐廷枢研究 》 ,

将 由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出版
。

李鸿章
:

《李文忠公全书 》
,

一九O 八年版
,

朋僚函稿
,

卷十二
,

第二九页
。

( 以 下简称《李

鸿章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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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交通运输业
。

在中国的第一家新式航运企业— 轮船招商局出现以前的六

十年代后期
,

新式轮船企业的筹办
,

在中国商人 中间就已开始有所酝酿
。

其 中至少有两

起是出自买办或洋行出身的人的推动
。

一是一八六七年容阂倡议的轮船公司①一是 一

八六八年吴南皋的购船计划②
。

容阂的买办出身
,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

至于吴 南皋
,

他在六十年代之初
,

就是一个
“

在夷人处作伙
” ③

、 “

熟习商务
” 、 “

通晓西国语言文字
” ④

的
“
广帮人

” ⑤
。

轮船招商局最初虽为沙船出身的朱其昂创办
,

但不到一年
,

便转到 买

办唐廷枢和徐润的手中
,

很快买办的股份在局 中占了压倒的地位⑥
。

和航运发生密 切

关系的保险业
,

亦复如此
。

由徐润
、

唐廷枢主办的仁和
、

济和保险公司
,

资本主要都

是来 自买办⑦
。

交通运输业中的铁路和电报
,

也有类似的踪迹可寻
。

中国自办的第 一

条专用铁路
,

是附属于开平煤矿的唐青铁路
。

它从头到尾都是在唐廷枢主持之下
,

其

中有买办的投资
,

这是完全可以设想的
。

中国自办的第一家电报企业
,

是一 /、 j 、二年

成立的上海电报总局
,

它的主要主持人就是刚刚离开太古洋行的郑观应
。

其中有买办

的投资
,

这也是可以设想的
。

资本主义工业中的买办投资
,

也占很大的比重
。

在船舶机器修造业 中
,

最早出现的一家商办船厂
,

是一个广东籍的著名买办郭甘

章创办的⑧
。

在纺织业中
,

中国第一家棉纺织厂—
上海织布局的资本

,

最初有相 当

一部分来 自买办
。

对创办织布局的彭汝琼
,

虽然还不能确定他的买办身份
,

但在他的

周围
,

却毫无疑问有一批买办人物⑨
。

在缥丝工业中
,

上海第一家商办丝厂— 公和

永
,

是一个和洋行关系十分密切的丝商黄宗宪创办的L
。

它的资本之来 自洋行买 办
,

自然也在意料之中
。

除了这几项主要工业以外
,

在其他工业部门中
,

买办的投资也数见不鲜
。

例如
,

在上海的华商碾米厂
、

面粉厂
、

造纸厂
、

轧花厂和火柴厂 中
,

最先出现的创办者
,

不是

洋行买办
,

便是和洋行交往密切的买办化商人@
。

① 《海防档 》
,

购买船炮
,

第八七二

—
八七五页

。

② 丁 日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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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吴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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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七年版
,

卷十三
,

第三八页
。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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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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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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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下简称 《徐润年谱 》 ,

⑦ 《徐润年潜》 ,

第八二 页
; 《申报 》 一八七五年十一 月五 日

; 《万 国公报》 一八七八年一月五

日
,

一 / \ / 、三年一月二十 日
; 《沪报》一八八九年三月三十 日

。

⑧ H
e r a l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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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 95
。

⑨ 郑观 应
: 《 盛世危言后编》

,

一九二 O 年版
,

卷七
,

第五页
。

( 以 下简称《后编 》 ) ; 双上海新

报》一八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
; 《 申报》一八九 O 年十一月一 日

。

L 《申报》一八八八年九月二十三 日
。

@ 参阅拙稿《唐廷枢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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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煤矿中
,

买办的投资也占相当大的比重
。

中国最早的一家官办煤矿— 台湾基

隆煤矿
,

在甲午战争以前
,

就曾经一度酝酿由买办为主体的商人接办①
。

规模最大 的

开平煤矿
,

就是由买办唐廷枢一手主办
,

其 中买办徐润一人的股本占了 15 %②
。

在金属矿中
,

买办的投资也十分活跃
。

如最早在热河出现的承平银矿和在广东出

现的天华银矿
,

以及安徽境内的第一家铜矿— 池州铜矿
,

不是由买办创立
,

便是由

买办接手⑧
。

这些矿场都不大
,

存在的时间也不长
,

但买办在其中的活动仍然是十 分

引人注目的
。

“

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
” ,

但同时又
“
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

,

造成了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
” 。

买办资本是民族资本的对立物
。

但是
,

在外国资本主 义 入侵

的条件下产生的民族资本
,

却又不能割断与买办资本的联系
。

相反
,

在中国资本主义

的发生时期
,

大量存在着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转化
。

历史就是这样辩证地 向前 发 展

的
。

四
、

几点商讨性的意见

有这样一种意见
:

既然中国的民族资本是入侵的外国资本的对立物
,

那么
,

中国

人 自办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

就只能从和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处于对立地位的旧式工

商业者中间产生
, “
只能是旧式工商业者的投资

” ④
,

沙船业主出身的朱其昂
,

就是 一

个眼前的例子
。

在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发生时期
,

有少数旧式商人参与新式企业的投资
,

这是事

实
。

在这里需要的是具体的分析
。

沙船业出身的朱其昂
,

为什么会创办新式企业轮船招商局呢 ? 这是因为他有 自己

的
、

不同于一般沙船业者的经历和际遇
。

他虽然是一个沙船业的世家
,

但是他 自己却
“
习知洋船蹊径

” ,

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旧式沙船业者
。

在倡办轮船招商局以前
,

他在北

京
、

天津
、

上海
、

广东等地设有华裕等银票号⑤
。

在创办招商局的前后
,

又和外国 轮

船公司发生了一定的联系
,

结识了许多大洋行的买办⑥
。

而他之所 以 出面 主持 招
一

商

局
,

还得到一些买办化商人的支持⑦
。

由此可见
,

朱其昂的际遇是不同于沙船业者 的

① 珑
r a

l d
,

18 9 3 年 5 月 2 6 日
,

页 74 4
。

② 《徐润年谱 》
,

第八二页
。

③ 参阅拙稿 《唐廷枢研究 》
。

④ 例如邵循正先生的意见
。

参阅 《光明 日报 》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二 日
: 《论郑观应 》

,

《史学

双周刊》第二八三号
。

⑥ 《李鸿章集》
,

奏稿
,

卷四十一
,

第三八

—
四 O 页

。

⑥ H e r a
l d

,

187 5 年 8 月 28 日
,

页 2 13
。

⑦ D a i l y N e w B , 1 874 年 2 月 2 6 日
,

页 1 83
。
《汇报》一八七四年九月十四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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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的
。

而那些纯粹的旧式沙船业者的绝大部分
,

在轮船招商局创办之时
,

惟恐轮

船夺去沙船生意
,

不但没有投资
,

甚至采取敌视的态度
。

据说当时曾有人
“
遍劝号商

将旧时沙卫各船
、

或拆或卖
,

归并资本
,

多购洋船
,

以与洋商并驾
” ,

而沙船业者 则

“

群起诧异
,

互相阻挠
,

竟至势同水火
” ①

。

可见
,

存在于新式航运业中的情形
,

恰恰和上述的论断完全相反
。

还有一种意见
: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企业
,

只能是
“
中国商人独立创办

”
的②

。

买

办化商人
,

特别是洋行买办
,

他们原来依附外国资本势力
,

附股于外国洋行的企业
,

他们的活动代表着买办资本的活动
。

民族资本企业
, “
不可能依附洋行而发展

,

民族资

本主义不可能从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中派生出来
” ③

。

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发生时期
,

买办或买办化商人投资于现代企业
,

一般

说来
,

有两种情况
:

一是附股于外国洋行的企业
,

一是投资于非洋行的企业
。

投资于非洋行的企业
,

也就是中国人 自办的企业
。

如果仅仅由于创办者出身于洋

行买办或买办化商人
,

就不承认它属于民族资本的范畴
,

这是讲不通的
。

因为第一代

的民族资本现代企业
,

它的创始人不可能原来就有一个民族资本现代企业家的出身
,

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

至于买办附股外国洋行的企业
,

分润外国资本的剥削余羹
,

那

当然意味着买办资本的积累
,

反映中国经济买办化的加深
。

但是
,

就在这里
,

也要同

时看到另一面
,

看到它和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关系
。

原因是
,

买办附股外国企业和买

办聚资 自办企业二者之间
,

并不是截然分开
,

而往往有一个先后相承的过渡
。

上面提

到的牛庄和汕头的三家油厂
,

就是具体的例证
。

这三家油厂
,

应该说原来都在外国祥行支配之下
,

它们都可能有洋行买办或买办

化商人的投资
,

而最后都转到中国人手里
,

又是不移的事实
。

因为牛庄怡和洋行的油

厂
,

在成立五年之后
,

,

就出让给本地的一家商号④
。

汕头油厂在经营两年之后
,

就 被

人称为
“
完全 由中国人经营的企业

” ⑤
。

而牛庄太古洋行的油厂
,

后来也实际上为中国

人所有
,

不过打着外国的招牌
,

以逃避中国官方的监督⑥
。

完全可能
,

这些后来成 为

工厂所有者的中国人
,

当初就是附股外国油厂的买办或买办化商人
_

这种情形
,

当然不止于豆油
、

豆饼的生产
。

在 中国出口大宗的生丝加工工业中
,

存在同样的情况
。

在外国丝厂拥有股份 的中国商人
,

不但在他们看到新的工业有利可

① 《沪报 》乙 /、八三年十一月十 日
。

② 参阅邵循正先生上引文
。

③ 同上文
。

④ C
o
m m e r e i a l R e

P
o r t s

.

157 3 年
,

牛庄
,

页 71
。

⑤ C o
m m e r c ia l R e P o r t s

.

188 2 年
,

汕头
,

页 1 13
。

⑥ s
o
y

a B e a n
.

页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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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时就自建缥丝工厂① ,

而且还把他们附股的洋行丝厂转为 自办的企业
。

根据现有 的

材料看
,

这还不是个别的现象②
。

旧式工商业者对入侵中国的外国资本主义企业采取抵制的态度
,

这无疑有利于反

对外国的侵略
。

在这一点上
,

买办和买办化商人所起的作用完全处于相反的地位
。

但

是
,

同样没有疑问
,

旧式工商业者的这种态度
,

注定了他们不能构成同时发生的中国资

本主义的主要力量
。

相反
,

就其主要构成分子而言
,

引人注目的倒是那些从旧式工商

业者的圈子中跳出来同洋行打交道的买办化商人
,

或者原来就在洋行里滚过一段时期

的买办
。

因此
,

说民族资本企业
“

不可能依附洋行而发展
,

民族资本主义不可能从资本帝

国主义侵略势力派生出来
” ,

要看怎么理解
。

如果把问题缩小到民族资本的最初产生
,

从依附侵略势力的买办势力中
,

的确是可以派生出民族资本来的
。

这不是美化买办了吗 ? 不
。

这是客观事物的如实反映
。

买办之所以最先投资于资本主义现代企业
,

最主要的原因
,

是他最先接触了资本

主义的剥削方式
,

是他的资本最先享受了这种剥削方式的果实
。

他的资本的运动
,

和

他的主人— 外国洋行
—

的资本运动
,

保持着亦步亦趋的关系
。

当外国侵略者的掠

夺主要在流通领域的时候
,

作为外国侵略者扩大商业和贸易掠夺的工具
,

买办在分取

佣金之外
,

还建立了自己的商业机构
,

从中分取更多的商业利润
。

当外 国 侵 略者 从

流通领域扩大到生产领域
,

从商业贸易掠夺扩大到企业投资掠夺的时候
,

买办也自然

而然地在附股外国企业之外
,

又建立起 自己的企业
,

从而取得更多的企业利润
。

买办

资本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的转化
,

从附着于外国企业到 自办企业的转化
,

这并不是

出于什么买办的爱国心或民族感
。

但是
,

它的确代表着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的转化
。

买办资本从外国资本的附庸向要求独立发展方向转化
,

这是历史的进步
。

但是
,

正由于此
,

它又使新生的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和外国资本势力不能不发生先天的依存关

系
。

以分润外国资本掠夺 中国人民的余沥而成长起来的买办资本
,

在其向民族资本转

化的过程中
,

不能不使后者从一开始就蒙上浓厚的半殖民地色彩
。

大部分由买办创办

的企业
,

即使在创立以后的长时期中
,

仍然脱离不了洋行的控制
,

甚至重受外国资本的

兼并
,

难以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

不少买办在创办或投资新式企业的同时
,

又大量附

股于外国洋行的企业
。

一方面存在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的转化
,

另一方面
,

又存在民

族资本 向买办资本的转化
。

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上所独

有的现象
,

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特点之一
。

由此可见
,

这里只是对和内外反动势力发生联系的民族资本的发生过程
,

作符合

① T h e
C h i n e s e

T i m e s
.

1 58 9 年 8 月 1 7 日
,

页 乳 6一 51 7
。

② 参阅拙作《关于继昌隆缥丝厂的若干史料及值得研究的几个 问题》
,

载《学术研究》一九六二

年第六期
。

。
玉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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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的历史分析
,

并不存在美化不美化买办资本的问题
。

但是问题还没有全部解决
。

买办 自办企业
,

即令算作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的转化
,

但是
,

买办的资本转向洋

务派官僚的官督商办企业 (而这种转向是相当大量的 ) ,

这也能算作向民族 资本 的转

化吗 ?

对于这个问题
,

不能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回答
。

这里仍然需要分析
。

以官督商办为主体的洋务派官僚企业
,

基本上接近官僚资本的范畴
。

在这里
,

企

业的产生是适应封建官僚集团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
。

企业的经营
,

在政治和经济上
,

一方面接受洋务派官僚的控制
,

一方面接受国家政权的特殊待遇和便利条件 (如政府

垫款
、

缓息
、

减免税负和专利等 )
。

有些企业还有官僚的私人投资
。

这些都构 成 官 督

商办企业类似官僚资本的性质
。

买办资本投向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企业
,

从这个意义上

看
,

只能说是买办资本向官僚资本的转化
,

不能说是向民族资本的转化
。

但是
,

官督商办的企业
,

又不只限于发展官僚资本一个前途
。

这里存在着化官督

商办企业为官僚私产的力量
,

又存在着反对把它化为官僚私产的力量
。

在这个不断反

复的斗争中
,

人们可以清楚看出
:

对官督商办企业寄托发展民族资本的希望的人
,

也

包括投资于这些企业的买办人物在内
。

上海织布局就是一个例子
。

这个官督商办的企业
,

从一八七八年筹办之 日起到一八

九三年被焚之 日止
,

十五年间
,

始终贯串着一个官商之间相互结合同时又相互矛盾的

过程
,

而集中表现在郑观应主持布局的一段时期
。

在这一段时期 中
,

以郑观应和另一

个代表商人势力的经元善等为一方
,

和宫僚子弟龚寿图
、

戴景冯等为另一方
,

在企业

的经营方针上
,

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

在郑观应
、

经元善的心目中
,

织布局应该向完全

商办的方向发展
。

他们强调企业的商办性质
,

认为
“

事虽由官发端
,

一切实由商办
,

官

场浮华习气
,

一概荃除
” ①

。

他们对织布局的招股
,

采取公开征集 的 方 式
,

在 通 商 口

岸
、

内地城市以至海外华侨集中的地方
,

设立了三 十六个代收股份的处所②
。

对招 来

的商股
,

采取了一系列的保障措施③
。

但是
,

所有这些
,

都遭到以龚寿图等人 为 代 表

的官僚势力的抵制
。

他们把织布局当作衙门
,

顾虑商股势力的增加会影响他们在布局

的权位
。

官商矛盾
,

日趋尖锐
。

当一 /、 / 、七年织布局的经营大权最后落入官僚手 中
,

而资本因筹办一再迁延发生巨额的亏耗时
,

织布局的商股对之进行了有力的控诉
一

而

首先带头发难的
,

是最早参加织布局的股东
,

曾经和郑观应出于同一洋行的买办卓培

芳④
。

① 《 申报》一八八 O 年十月十三 日
。

② 《 申报》一 / 、 /又O 年十一 月十七 日
。

③ 经元善
;

《居易初集》
,
一九 O 一年版

,

卷二
,

第三六页
。

④ 《 申报》一八九O 年十一月一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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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主持下的开平煤矿
,

也是一个例子
。

从开办的第一天起
,

唐廷枢就特别强

调矿局的经营要按
“
买卖常规

”
进行

。

在他所拟的招商章程中
,

规定
“

所有各厂司事
,

必须于商股之 中选充
” ,

并请免派代表官方的委员
, “

除去文案书差名 目
” ①

。

比较一下

同一时期
、

前身为官办的荆门煤矿
,

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开平煤矿章程中祛除官方干

预的明显意图
。

因为荆门煤矿的招商章程中
,

虽然也有类似的条款
,

但只是规定商股

得派员驻局监察
,

却
“
不准千预局中公事

” ②
。

在唐廷枢等人主持下的轮船招商局
,

也出现同样的情况
。

特别是在郑观应入局 以

后
,

更为明显
。

他极力主张经营管理应按公司成例
,

由众股东公举董事和总
、

协理负

责主持
。

总
、

协理不但管理局中一切商务
,

就是属于官务的潜运
,

也要由公司派一熟

悉米色之人
,

会同代表官方之海运总理进行稽查③
。

在郑观应的心目中
,

招商 局应该

朝什么方向发展
,

这是谁都看得出来的
。

当然
,

这些向往
,

并没有成为现实
。

一些重要的洋务派官督商办企业
,

在它的实

际发展过程中
,

最后儿乎都落入以盛宣怀为首的官僚集团的 掌握
。

同时
,

还 应该 看

到
,

洋务派官僚对企业的垄断和它对民间企业的排斥
、

限制
,

在进入 洋务 派 企 业 的

唐廷枢
、

郑观应等人的心目中
,

并不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
。

开平煤矿在唐廷枢主持期

间
,

不但境内不准另开煤矿
,

而且原有土窿开采之煤也不许随便 销售④
。

上海织布局

在郑观应入局期间
,

就出现了
“

十年以内
,

只准华商附股搭办
,

不准另行设局
”
的规

定⑥
。

他在轮船招商局期间
,

还主张所有航行内港的小轮统归招商局承办
,

禁止招商

局以外的轮船航行⑥
。

而八十年代之中
,

仅定海
、

宁波一线上
,

曾经某办而遭 到批驳

的商办轮船公司
,

就有一 /、 j又四年的彭成丰
、

一 / 、 /、七年的韩山曦和一 /、 /、九年谷凤

年等人的一系列的筹划和倡议⑦
。

事实上
,

在官督商办企业中
,

作为实际主持者的买办
,

如唐廷枢
、

徐润和郑观应

这一班人物
,

并不能真正代表一般商股
、

特别是 中小商股的利益
。

开平煤矿在唐廷枢

主持之下
,

虽然规定
“

所有各厂司事必须于商股之中选充
” ,

但接着又规定只有认股一

万两的大股东
,

方
“
准派一人到局司事

”⑧
。

一般中小股东
,

显然没有过问企业经营管

理之权力
。

招商局在唐廷枢
、

徐润等人上台以后
,

买办势力掌握了公司的大权
。

总局

和主要分局的商董
,

大部分都是买办
。

各分局船栈总管
,

也
“
归 总 办分 派

,

非唐即

① 孙毓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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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七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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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申报》一八七九年六月三十日
。

③ 《后编》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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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 ①

。

这种排斥 中小商股的把持行为
,

便利了他们一己营私的活 动
。

轮船招 商 局 之

受累于徐润等人
,

本身就是最好的例证
。

而郑观应在上海织布局利用职权进行投机活

动
,

使织布局的重建工作一再宕延
,

连他 自己 也 不 得 不 承 认
“
措 置 失 当

,

咎无可

辞
” ②

。

然而
,

即令如此
,

对于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企业
,

仍然不能认为只有发展官僚资本

的一个前途
,

而是既有走向官僚资本
、

又有走向民族资本的两种前途
。

这不仅是一个

逻辑的过程
,

而且是实际的历史过程
。

因为
,

在官督商办企业系统中
,

一些企业向商

办企业的转化
,

以及一些企业利用
“

委办
”
或

“

奏办
”
的名义以发展商办企业

,

这是十九

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非常普遍的现象
。

宫督商办
,

作为洋务派官僚控制资本主义企业的

手段而言
,

它始终是反动的
。

但是
,

企图利用这个形式以发展民族资本的力量
,

又是

客观的存在
。

历史的发展
,

就是这样的矛盾
。

买办附股外国企业
,

从中可以出现纯粹 中国人 自办的企业
; 洋务派官僚控制新式

企业
,

也可 以从 中出现纯粹商办的企业
。

这不奇怪
。

这正说明中国资本主义发生过程

的矛盾的复杂性
,

正说明中国民族资本和内外反动势力的联系
,

说明民族资本得到真

正发展的困难
。

所有这些
,

都是正确理解中国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 级 的 先 天 软 弱

性
、

从而也是研究资产阶级革命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所必需的
。

毛泽东同志说
: “

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 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

弱性
” ,

而这种软弱性
,

并不是
“
后来才得的新毛病

” ,

乃是
“

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

病 ,’o

这就是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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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评议
。

对《我党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历史考察》

一文中两月卜事实的更 I E 意见

我看了《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 O 年第二期上冯建辉同志写的 《我党开创农村包围

城市道路的历史考察》 一文后
,

一方面感到很受启发
,

另一方面又觉得某些观点有值

得商榷的地方
,

某些事实也有出入
。

现仅就闽西起义与六霍起义的领 导人 与 时 间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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