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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河北省唐山开栗煤矿之前 身 开 平 煤

矿
,

是在近代史上的所谓
“
洋务运动

” 期间

创办的一座大型近代 煤 矿 企 业
。 “

洋务运

动
”
中共创办近代煤矿十六家

,

而以开平为

最有成效者
。

其创办情形
,

略如下述
。

一八七二年李鸿章在 《筹 议制造轮船未可裁

撤折 》 中阐述经营煤铁矿的好 处 时 就 说
:

“
榷其余利

,

且可养船练兵
,

于富国强兵之

计
,

殊有关系
” 。

二年后
,

他在奏折中阐述

关于创办直隶磁洲煤铁矿的目 的 时 又 说
:

张国权马俊吉

洋务运动时期的开平煤矿

一
、

创办之 目的

开平煤矿等煤矿企业创办之 目

的
,

首先当是洋务派本身利益之需

要
。

因为 自一八六五年以后
,

洋务

派接连创办了儿个大型近代军事工

业
,

如江南
、

金陵
、

天津
、

福洲等

机器局
,

而到一八七二年又创办了

轮船招商局等几个大型 民用工业
。

这些企业都需要大量煤炭做燃料
。

然而中国手工煤窑
“
所 产 多 不 合

用 ” ①
,

只好仰给外国煤
。

外煤不

但煤价昂贵
,

如一八七二年上海市

价英国煤每吨银十一两
,

澳大利亚

煤每吨八两
,

日本煤因质量低劣每

吨尚售五两五钱②
,

而且
“ 一遇煤

炭缺乏
,

往往洋煤进 口故意居奇
”

③
,

任意抬高煤价
。

倘若一旦遇有

战事
,

则
“ 闭 关 绝 市

” ,

洋 煤断

绝
,

各局厂必 将
“
废 工 坐 困

” ,

“ 利器皆成废物
” ,

轮船亦必
“
寸

步不行
” ④

。

这对洋务企业 的发展

当然是极其不利的
。

为求洋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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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为铸造军器需要
,

亦欲渐开风

气
,

以利民用 ” 。

他建议
“ 南省滨

江近海等处皆 设 法 开 办 ” ,

这样

“
船械制造所用煤铁

,

无庸向外洋

购运
,

榷其余利
,

并可养船练兵
”

⑤
。

李鸿章又说
:
开发矿源

,

既可

打 破
“
洋 人 专 利 于 中 土

” 的 局

面⑥
,

又可免利源之外泄⑦
。

而唐

廷枢在 《请开采开平煤铁并兴办铁

路察 》 中则说得更明白
: “

夫取夭

地 自然之利
,

济民生日用之需
,

寰

中之宝藏已兴
,

海外之漏危渐塞
,

诚属富强要术
,

远大宏酞
” ⑧

。

由

此可见
,

办开 平 煤 矿 以 “
富国强

兵
” , “ 以利民用

”
为目的

,

亦当

属不虚
。

开办煤矿的第三个目的
,

可说

是
“
消西人凯靓之心

” 。

外 国侵略

者对中国之矿产资源早 存 凯 觑 之

心
。

早在一八六二 民
,

英国公使馆

官员就极力主张用新式技术开采中

国煤矿⑨
,

而一八六三年美 国公使

蒲安臣竟向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奕诉

能源燃料上的保证
,

洋务派便积极主张开办

煤矿企业
。

另外
,

、 1

“
富国强兵

” “ 以利民用
” ,

是

洋务派办洋务所一直提倡的
。

这从李鸿章等

人在这个时期的奏折中可得到充分证明
:
如

推荐了美国人庞伯里到京西矿区去调查煤的

藏量L
,

到一八六八年在中英修约谈判上英

国公使阿礼国又一次提出
“
力求在中国地方

开设煤窑
”

@
。

对 于 洋 人 的这种
“
凯觑之

心 ” ,

清朝洋务派也曾给予一定低制
,

那就



是在这次谈判最后拟定的条文中关于开发煤

矿方面规定
“
由南省通商大臣查 看 该 处 情

形
,

自行派员试办
。

其应否雇用洋人帮工及

租买机器
,

一切悉凭通商大臣主政
” L

。

这

里的 “ 自行派员试办
” 和 “ 一切悉凭通商大

臣主政
” ,

对于使矿权
“
权自我操

” 和 “
消

西人凯觑之心 ” ,

当是有作用的
。

所 以查在

洋务运动期间所办数十矿业
,

并无有洋人主

持者
。

关于这一点
,

贵洲候补道罗应旎在奏

折 中说得就更消楚了
: “

使中外咸知我中国

已 自开矿
。

若功成矿旺
,

我国家自可收富强

之效 ; 即功不成
,

矿不旺
,

则我自开之名分

已定
,

亦足以消西人凯觑之心
,

侵夺之势与

夫异 日之患
’夕 L

。

开平煤矿的创办者是洋务运动的主要人

物李鸿章
。

早 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
,

洋务

派李鸿章
、

沈葆祯就 曾计划在直隶和台湾办

近代煤矿
。

一八七四年十二月六 日 (清同治

十三年十一月初二 )
,

李鸿章在 《筹议海防

折 》 中又重提开矿事宜
,

于是清廷于一八七

五年五月三十 日 (清 光 绪 元 年 四月二十六

日 ) 正式批准李鸿章
、

沈葆祯的请求
,

允许

在直隶磁洲和台湾鸡笼 ( 基隆 ) 两地分别试

力
、 ,

这便是中国近代开发矿业之肇始
。

此后

至一八九一年
,

陆续办煤矿十六家
,

其中官

办六家
:

直隶磁州
,

湖北兴国
,

台湾基隆
,

山东淄川
,

湖北大冶和江夏马鞍山
。

官督商

办十家
:

广西富川贺县
,

安徽池洲
,

直隶开

平
,

湖北荆门
,

山东峰县
,

直隶临城
,

江苏

徐州利国骚
,

奉天金州骆马山
,

安徽贵池
,

北京西山
。

这些煤矿的兴办
,

标志中国煤矿

业由手工刨掘进到机器开采阶段
。

二
、

创办之过程

一八七五年以后
,

洋务派沈葆祯
、

李鸿

章分别派人在 台湾基隆和直隶磁洲两地开办

煤矿
。

基隆由于煤炭
“ 成色甚佳

,

与外国上

等洋煤相坍
” L且用西法开采

,

成本甚廉
,

“ 每吨约在一元三角左右
,

运至香港每吨可

值五
、

六元
,

计每吨可 得 剩 余 三
、

四元
”

L
,

遂于一八七六年五月钻探
,

十二月开凿直

井
,

一八七八年正式投产
,

当年出煤一万六

千多吨
。

而磁州则因复查资源时发现矿产不

旺
,

L而且运输也十分困难
,

便被李鸿章放

弃了
。

然而李所费力经营的近代工业急需大

量煤炭
,

而基隆矿又颇见成效
,

这便促使李

鸿章在放弃磁 州 的 同 时
,

又物色人材
,

勘

寻矿源
,

于是乎选中了
“ 开平 ” 。

“
开平

” 乃一小地名
,

其时东属滦州
,

西属丰润
,

距唐山十五里
,

距风 山二十里
,

距古冶三十里
。 “

该处煤井乃明代开起
,

遍

地皆有 旧址
,

现在开挖者亦有数十处
” L

。

开发开平煤铁矿
,

乃是作为磁州矿的继续
。

李鸿章原拟同时开办煤
、

铁两矿
,

但 由于办

铁矿技术难度大
,

而且又缺少资金
,

再加上

顽固派的阻挠
,

后来只办了煤矿
。

开平煤矿是在李鸿章的主持下创办的
,

而实际创办者和经营者是买办出 身 的 大 商

人
、

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
。

唐廷枢
,

一八

三二年一一八九二年
,

广东香 山 (今中山 )

县人
,

出身贫苦家庭
。

青年时受香港一个教

会学校教育
,

一八六一年进入上海英 国的怡

和洋行开始买办生涯
,

一八七三年被李鸿章

委为轮船招商局总办
,

一八七六年又被李鸿

章派来创办开 平 煤 铁 矿
。

当年九月十九 日

(光绪二年九月十九 日 ) 唐廷枢 受 李 鸿 章
“ 面谕

” ,

偕英国矿师马立师一起到开平一

常的古冶
、

唐山
、

风山
、

马家沟进行矿源勘

察
,

经十来天的实地勘察
,

得知开平一带煤

铁藏量丰富
,

于是积极主张开办
。

作为买办

商人的唐廷枢
,

开办开平煤矿的 着 眼 点 是
“
赚钱

” 的经济利益
,

但也看到了
“
富国利

民” 的 政 治 作 用
。

关于这一点
,

一八七六

年
,

他作过如下的阐述
: “

英国煤
,

上海时

价每吨八两
,

新南煤七两
,

东洋煤六两
、

台

湾煤四两五钱至五两
” 。

开平煤
, “

仿照西

法开采
,

计每吨银一两
” ,

若用铁路运输
,

加上各种费用
,

运至上海
“ 只需 成 本 银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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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

不独可拒洋煤
,

尚属有利五钱
。

如每年

采煤十五万吨
,

便可获利银七 万 五 千 两
”

L
。

而在一八七七年的 《请开采开平煤并兴

办铁路察 》 中再作详细阐述
: “ 论煤铁乃富

强根基
,

函宜开采
。

查英吉利地舆一万六千

余里丁方
,

除地面 之 利 不 计 外
,

其地中所

产
,

以煤铁为最
。

计生铁一款
,

每年产近六百

万吨
,

煤一款
,

去年亦产一万三千四百十二

万 吨
。

以其一国三千三百万人分派
,

每人名

下已得银十余两
。

若将一万万两之生铁转了

熟铁器具
,

即更多几倍之多
,

是无怪其富甲

他国
。

今我国地亩人 民十倍于英
,

不但无此

进款
,

反每年出支六
、

七百万 两
,

以购他人

之煤铁
,

宁无彼盈我细耶 ? 且南方割芦苇为

薪
,

北方则伐木为薪
。

民间烧煤一石
,

可低

柴薪数担
,

煤价较柴价即减省数倍
。

英人皆

烧煤而不烧柴
,

是其明证
。

使 间 阎 炊 煮 用

煤
,

花费即轻
,

为利甚溥
。

是煤铁乃军民日

需之件
。

煤愈旺
、

价愈廉
,

不多耗财
,

民资

可积
,

不多樵采
,

山木可蕃
,

木 料 由 此 广

储
,

不但民生利用
,

更可无庸取木于他 国
。

至铁之利用相等
,

私则市肆所需钉铰锅镬
,

官则军械所铸炮弹戈诞
,

巨细咸宜
,

流通易

售
。

则是开采煤铁
,

于 国计 民生均有利益
,

诚非虚谬也
” L

。

一八 / k二年
,

他又说
:

设

局开矿
“ 系为商务经营

,

然亦实关国家富强

之大局
” L

。

可见唐廷枢之办矿目的
,

即有
“
赚钱

” 的经济利益
,

也有
“
富国利 民

” 的

政治目的
。

一八七七年
,

唐廷枢对开采开平煤铁的

质量
、

数量
、

工料成本
、

运输等方面进行了

统筹核算
,

并与英国的煤铁开采情况作了比

较
,

得知开采将获得
“ 三四分之利

” ,

认为

“ 已有把握
” 。

又与天律的丁寿昌
、

黎兆棠

两道员 “
熟商

” , “
意见相同

” 。

于是向李

鸿章察明
,

建议开办
。

为 了
“
事权划一

、

呼

应 较灵
” ,

唐廷枢又建议派丁
、

黎两道员督

办@
。

李鸿章得唐廷枢报告
,

认为
“
自宜赶

紧设法筹办
,

以开利源而应军国要需
” ,

于

是决定开办开平矿
。

即委唐廷枢为总办
,

又

因 “ 事体重大
,

又属创始
,

处处 与 地 方 交

涉
” ,

遂接受唐廷枢建议
,

派丁
、

黎二道员
“
会同督办

,

以一事权
。 ”

又因官款不足
,

无力 全 由 官 办
,

定为
“
官督商办

” L
。

不

久
、

拟定
“
招商章程

” ,

正式取名
“ 开平矿

务局
” 。

一八七八年九月二十一 日正 式 开

局
,

十月二 日开始钻探
,

地点在唐山南麓之

乔家屯村西
。

此时矿务局 已集资 二 十 余 万

两
,

用去四万余两
,

准备再用十万两向英国

定造机器
。

一八七九年二月
,

第一号煤井开凿
,

三

月第二号煤井开凿
。

所开两井
,

全照西法
。

一系提煤
,

深六十丈
,

其机器每 日可提煤百

万斤
; 另一系抽水贯风

,

深约三十丈
,

每分

钟可抽水千斤
。

雇用外国技师约十人
。

因清

廷守旧派的反对
,

修铁路计划初未成
,

拟改

挖运河 自青各庄至芦台
。

一 j 、 / \ O 年
,

矿厂

大部分工程完工
。

这时
,

在李鸿 章 的 庇 护

下
,

矿局私 自修成 自矿厂至骨各庄铁路十八

里
,

开挖运河七十里
。

矿局 当时集资三十万

两
,

而花费是四十万两
,

不足的十万两由唐

廷枢 自筹
。

开挖运河需资十四万再
,

因资金

不足
,

不得不向李鸿章借官银五万两
。

一八

八一年五月运河挖成
,

是年开始出煤
,

日产

量约三百吨
。

清廷对官督商办的开平煤矿的剥削是很

重的
,

初每吨税银六钱七分二厘
,

但后经李

鸿章奏准
,

减轻煤税
, ,

援台湾 (基隆 )
、

湖北 (兴 国 ) 官矿煤之成例
,

亦每吨税银一

钱
,

这样 以降低开平煤的成本
, “ 以恤华商

而敌洋煤
” 。

L至是年三月
,

开平矿局共用

成本七十余万两
,

十一月在上海又集资一百

万两
。

而李鸿章又奏调吴炽昌会办开平矿务

局
。

一 /、八二年
,

开平煤矿正式投产
,

全年

出煤
,

日产量为五
、

六百吨
。

至此时
,

用费

已超过一百五十万两
,

突破了原来百万 两的

限制
。

可见开平煤矿受
“
官督

” 限制并不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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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

然李鸿章命令吴炽昌设立刑具
,

以镇压

工人
,

则封建之压迫亦复可见
。

就在这开平矿初见成效之际
,

发生了一

场风波
,

开平矿险遭封禁
。

当 时 朝野 守旧

派 以开平矿山地近
“
陵寝重地

” ,

必然 “ 泄

坤舆磅礴之气
” ,

以及民间坟荃动遭平毁
,

矿工
“
为害间阎

” 为借 口
,

L 大 加 弹 勤攻

击
,

要求封禁
。

后来还是由于李鸿章出面解

脱
,

派人重新勘察
,

并绘图奏明
“ 与龙脉来

源
,

明堂 去 水
,

并 无 关 碍
” ,

L 才算了

事
。

官督商办的开平煤矿的组织 和 经 营 方

式
,

是拟照资本主义企业的
。

组织上 由官派

的
“
督办或总办统其大纲

” ,

下 设 总 公 事

房
、

总账房
、

考工房
、

采办房
、

库房
、

采煤

房
、

监工房
、

杂务房 儿 个 部 门 “ 分办
” ,

“ 以专责成
” L

。

可见在组织上机构完整
,

各有责任
,

并然有序
。

而其章程 以及具体经

营管理制度订得也颇为详尽严格
。

在经营方

式上规定
: “ 此局虽系官督商办

,

究竟煤铁

仍 由商人销售
” , “ 悉照买卖常规

” , “
拼

除官场习气
” L

。

这清楚地表明该矿的实质

是商办企业
,

是 以商品生产为 目的
,

与官办

企业大不相同
。

这大大吸引了商人们的注意

力
,

激发了他们的投资热情
,

为该矿的顺利

发展奠定了基础
。

在这一根本性方针的基础

上
,

又规定了其它方面的管理办法
。

例如在

利润分配上规定
: “ 将每年所得利息

,

先提

官利一分
,

后提办事者花红二成
,

其余八成

仍按股均分
” L

。

这个规定虽然官利太高
,

不 利于企业资金周转
,

但能保证 商 股 的 利

益
,

投合商人将本求利的要求
,

有利于招集

商股
。

这在开局之初集股 困难之际 (初计划

集 股资本金额为八十万两
,

而实际只集得二

十 余万两
,

而且还多半为唐廷枢本人和大买

办徐润所投— 见张国辉
《
洋务运动与中国

近代企业 》 。

) 尤其发生作用
。

在矿山管理权

上规定
: “
拟创兴之初

,

先由本司职道等 (指

唐廷枢等李鸿章初委之矿 局 负 责人— 引

者 ) 招商举行
。

侠办有头绪 于随时体察司事

人员
,

有能胜任者
,

会同察请札委帮办
。 ”

这条章程的主意
,

是限制清政府随意往矿局

加派官员
,

以保证商办之必 要 独 立 性
。

此

外
,

又以 “
请删繁文

,

事归简易
” 的名义

,

规定
“
所有各厂司事

,

必须 由商 股 之 中选

充
,

方能有裨于事
。

请免添派委员
,

并除去

文案书差名目
,

以节糜费
” 。

这就进一步杜

绝了官府从人事上控制矿局的门路
。

为了调

动商股的积极性
,

还规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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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总理辞职
,

仍请原人另派
,

以昭平

允而免误公
。 ” L这些章程虽然也有弊病

,

如置小股东的利益于不顾
,

而且后来的经营

管理亦存在
“ 经理 未 能 尽 善

” , “
糜费颇

多
” , “ 无以取信于人

” L
,

但这些章程在

保证矿局的
“
商办

”
资本主义企业性质和调

动大商人的投资积极性上
,

作用 还 是 很 大

的
。

在产品销售上
, “

官督
” 、 “

商办
” 的

性质体现得十分明显
。

章程规定
: “

所有生

熟铁至津
,

按照市面价值
,

先听 机 器 局 取

用
。

煤照市价
,

先听招商局
、

机器局取用
。

其余或在津售
,

或由 招 商 局 转 运 别 口 销

售
。 ” 这里所说供官方取用是

“
官督

” 的具

体体现
,

照市价销售是商办的具体体现
。

这

种固定用户和自由销售相结合的办法对商股

和企业均有好处
。

因为当时这类企业正需要

有一个较稳定的销售市场
。

查开平矿务局供

清政府官户用煤的比例并不太大
,

最大的是

一八九三年
,

仅古 37
.

25 %
。

所 以开平局还

是 以商营为主的
。

在财会制度上
,

更有严格的规定
: “

进

出煤铁银钱数目
,

每 日有流水薄
,

每月有小

结
,

每年有总结
,

随时可 以查核
” , “

各处

栈房出入煤铁
,

必须慎选司事
,

立簿登记
,

彼

此互相稽查
,

以杜流弊
”

@
。

这些规定都合

乎资本主义企业的财会管理方法
。

此外
,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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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了其他一些防弊制度
,

如
: “ 议搏节局

用
,

限制不逾也
:
在厂内督工司事匠人等

,

均凭本人材干
,

酌给薪水
,

按月发给
,

不得

挪移挂借分文
。

除饭食
、

油
、

烛
、

纸张
、

杂

用按照实数开销公帐外
,

所有应酬等项
,

一

概不认
,

以重公本
” L

。

又如
: “ 不准擅用

公款分文
” , “ 违者议罚

” , “ 不得另开面

目
,

虚具排场
” , “ 日用格外从省

,

一粒一

文莫非节流之道
” ,

矿局骡马大车
“ 专为办

公所需
,

除因公 出 门 之 外
,

一 概 不 准 取

用
” , “

除稽查税厘专派委员外
,

其余无须

添派委员文案及书差人等
” , “

各司事自用

跟人茶房
,

工 食 自给
” “ 不 可 使 人 浮 于

事
” ,

要把
“
局事认作 已事

,

毋 得 推 宕 耽

延
” , “

但有一弊不守局现
,

立即开除
,

不

彻情面
” ,

等等
。

L这些规定限制开支
,

杜

绝滥支
,

节约费用
,

正肃人员
,

对企业 以后

的正常经营和较顺利的发展
,

都起了很大的

作用
。

一 /、 / \ 四年
,

开平煤矿曾进行了一次整

顿
, “

将冗人糜费 一 概 裁 去
” 。

一八八八

年
,

又邀请股东代表二三人赴唐 山 检 查 帐

目” ,

还 “ 在天津矿务局办事处召开股东大

会
,

通过帐目
” L

。

说明开平矿对所订制度

基本能贯彻执行
。

综上可见
,

开平煤矿的经营管理既体现

了 “
官督

” ,

又体现了
“
商办

” ,

而商办是

主要的
。

目前所见资料
,

未见官方更多的不

合理的干预
,

基本上是 由唐廷枢等按资本主

义企业的管理办法来 经营的
,

因而使得该矿

发展较为顺利
,

盈利
.

较多
,

成效较大
。

在资本筹措上
,

原规定集资不得超过一

百万两
,

但实际用款大大超过了这个数 目
,

官方并没有限制
,

而是允许
“
放手为之

” 。

而且
,

当矿局起初集资不顺利时
,

官方尚能

提供一定数量的垫款
,

以后在急需时
,

也能

借给一些贷款 (一八 /又五年前
,

李鸿章通过

招 商 局 向 开 平 煤 矿 贷 款达 五
、

六十万

两 )
。

至一八九一年
,

开平煤矿共用款二百

二
一

十二万至二百三十万两
。

其中通过李鸿章

借官款二十四万两
,

自民间借款四十五万两

矿局 自招商股一百二十万两
,

还有一八八二

年至一 / \ 八四年三年售 煤所 得 价三十二万

两
。

可见开平矿的资金主要靠 自筹
,

是唐廷

枢
、

徐润等商人
“ 因友及友辗转 邀 集 而 来

的
。

L所借官款又能 “ 次第拨还
” L

,

不为

官方所制
。

这使得该矿基本能按大商人的意

志行事
,

保证其资本主义企业性质
。

这里值

得注意的是
,

矿局将一八 / 、二年至一八八 四

年三年间售煤所得价值三十二万两转作资本

投入企业
,

这显然是将部分利润用于扩大再

生产
。

开平煤矿重视科学技术
。

这在李鸿章批

准开办矿局 的批示中就已体现
。

李在批示中

首先指出
:

’

“
据送拟定开平矿务局招商凑股

章程
,

大致均尚妥协
。

此事应 以订请矿师为

第一义
。

其地学高下
,

必应查访明确重价延

聘
” L

。

作为一个封建洋务大官僚
,

能认识

到科学技术对生产 的第一重要
,

不能不说是

难能可贵的
。

另外
,

在生产和运输工具上
,

也尽量采用先进
。

钻探
、

凿井
、

抽水
、

采煤

等主要生产过程
,

均使用机器
,

而且是
“
英

国制的最好的机器
” L

,

如金刚石钻探机
,

大维式抽水机
,

借
“
风势鼓荡

” 的 钻煤 机

器
,

升降用的火轮机器等
。

其抽水机能抽深

至五百尺到六百尺
,

提煤机每 日 可提 五 百

吨
,

水器锅动力达一百五十匹马力
。

运输工

具有剥船
、

小汽机拖船
、

火车
。

自一九八 / k

二年以后
,

虽然有顽固守旧派的强烈反对
,

但

早 已通行火车
。

而在一 j 、 /笼六年
,

在李鸿章

的庇护下
,

矿局私 自将铁路延长六十五里而

至阎庄
,

从阎庄到大沽的铁路
,

又 以海军衙门

的名义修建
。

到一八 /、九年
,

为开采唐 山北

面的林西煤矿
,

又将铁路延长三十里直低林

西
,

至此开平煤矿便有了一套较完整的铁路

运输线路L
。

而运河亦是用外国先进技术修

成
,

有铁石水闸和坚固的桥梁
。

一八七八 年

钻地探试深达六十丈
,

得高烟煤六层
,

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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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八寸至八尺不等
。

一八九O 年已挖矿井深

至一百六十丈
。

矿井隧道用砖铁大石筑成
,

“ 如墙壁然
” 。 “

井 内大街小巷
,

均用砖悬

棚而起
,

与城门洞相似
” 。 “

井 深 大 而 坚

牢 ” ,

出煤速而省工
” L矿局又号召司事和

工匠学习外国先进技术
,

为国效力
。

这在开

办章程中曾明文写道
: “

今本局仿其 (指英

国— 引者 ) 法
,

购其机
,

用其人
。

若各司

事 工匠肯留心推本求末
,

将来为国效力
,

显

身扬 名
,

则我中国之人又焉可量哉
”

@
。

马克思曾指出
,

重视科学技术
,

使用近

代机 器
, “ 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

,

这一

点 是一汗了然的
” L

。

开平煤矿 的 生 产 发

展
,

正如马克思的论述
。

据 当时反映
,

开平

煤质优 良
,

火力强
,

含灰量少 ( 只 占百分之

三十左右 )
,

并很少熔渣
,

十分适于轮船 的

需要L
。

因此销路好
,

产量日增
。

据有关资

料记载
,

日产量一八八二年为五
、

六百吨
,

一

/ \ /又九年为八
、

九百吨
,

一八九四年为一千

至一 千五百吨
;
年产量一八 / \ 二年为三万八

千三 百八十三吨
,

一 / \ /又六年为十八万七千

三百一十四吨
,

一八 /又九年为二十四万七千

八百六十七吨
,

一八九六年为四十八万八千

五 百四十吨
,

一八九八年为七十三万一千七

百九 十二吨
。

从天津的输出量也是逐年增加

的
,

一八 / \二年为八千一百八十五吨
,

一八

八 六年为三万四千一百吨
,

一八九 四年为十

四万七百九十六吨
。

但输出量所 占产量比重

并不大
,

大体保持在百分之二十左右
,

亦即

百分之八十的煤是销 售 在 产 区 附 近 各 地

的
。

L

到一八九二年
,

连同一八八九年开采的

林西矿
,

共雇用工人三千五百至 四千 五百

人
。

一 /、 /又八年
,

除官利外
,

发放第一次股

息
。

该年矿局净利为一万九千六 百 九 十 八

两
,

按规定提公积金三千二百两
,

提
“
仆役

恩赏
” 一千八百两

,

净余利银一万 四千六百

九十八两
,

每股得余利股息百分之六
,

一八

九三年再次分付股息百分之十点五
。

有资料

说开平矿的股息率经常保持在百分之十至二

十
。

L自光绪壬午年至戊戍年凡十七年间
,

开平矿共出煤五百四十八万 四千五百六十六

吨
,

售煤四百六十万零三千 四十五吨
,

获利

已不下两千余万两
。

L无怪乎当时人们评论

说
: “

中国有利之矿
,

仅开平煤矿耳
” L

。

又有的说
:

开平煤矿
“
规模宏大

,

在东亚各

矿中殆亦首屈一指
” 。

L

关于开平煤矿的面貌
,

徐润在一八九五

年曾有如下的叙述
: “

是矿初设 地 名 桥 家

屯
,

阖村烟户只十八家
,

现 已千计
; 附近各

庄亦随之增多
。

唐山共开大井两个
,

马道三

条
。

(井 ) 浅者六百尺
,

深者一千二百尺
。

厚薄好歹煤槽十六皮
。

井下马道五条
,

宽者

二
、

三丈
,

窄者六
、

七尺
。

内有拉车牲 口一

百六十头
,

马房造费 四万二千两
。

中有火车

路一段
,

上下五层
,

横直斜行均有
,

大小铁

道合计六七十里
。

并有家生房二十七所
。

做

工之人 日夜三班
,

连司事
、

机器匠
、

杂工
、

砖窑
、

炭窑
、

灰窑
、

缸窑
、

石山不下一万五

千人
,

外加铁路
、 、

铁厂工人不计
。

又林西

一矿
,

在唐山之北五十里
,

亦开两大井
,

深

六百余尺
。

司事工人较唐山十分之二三
,

约

二千余人
。

开平
、

林西煤矿经理以来
,

年盛

一年
,

即如二十年分余利比之十九年分可伸

二十万有零
,

公款已 轻 三 十 万
。

以今年计

之
,

两矿每 日可 出煤二千吨
,

每吨一千六百

八十斤
,

一年以三百天 出货统计
,

可得一万零

八十万斤
,

不为少矣
。

目下轮船四艘
,

尚不

敷各码头装运之用
。

必再筹银数十万两
,

添

置新 式 大 船 三
、

四艘
,

方敷运载
。

船齐之

后
,

则两三年间所欠新 旧公款可全清还
。

以

三
、

四百 万 之 底 子
,

实系一百五十余万下

本
。

照此下去
,

一年三
、

五分利 息 不 足 为

奇
” L

。

查开平煤矿历史
,

徐润的叙述并无

过誉
。

三
、

作用和影响

开平煤矿因其创办早
、

规模大
、

经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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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故其作用和影响是很大的
。

首先
,

开平

煤矿的成功开中国近代办矿之风
,

并为近代

矿山的资本主义经营树立了典型
。

早在八十

年代初
,

由于开平煤矿的顺利投产
,

引起了

社会的广泛注意
,

招商集股兴办近代矿业的

风气大开
。

一 / k / ko 至一 / k八三年
。

出现了

山东峰县
,

江苏徐州利国骤
,

广西富川
、

贺

县
,

直隶临城
,

奉天金州骆马山
,
安徽贵池

等六个以私股为主的近代煤矿
。

同期金属矿

则创办八座
。

L开平煤 矿 的 章 程
、

管理方

法
、

经营方式也成为当时一些新式企业的典

型
。

李鸿章在 《综论晌源并山东热河各矿》

中就责令各矿要以开平为榜样
,

要
“
任用得

人
,

不求速效
” ,

并
“
放手为之

” ⑧
。

而利

国骚煤矿则明文规定
: “

其局中各项事宜
,

悉照开平矿办理
” 。

锄

其次
,

开平矿确实收到了
“
拒洋煤

” 、

“
夺洋煤之利

” 的作用
。

开平矿所产煤不仅

供应了清政府的官办企业
、

南北洋舰队和轮

船招商局等的需要
,

使这些近代国防和 民用

企业不再依赖洋煤
,

而且还大量销售于市场
,

还有一部分远销于香港和国外
。

由于开平煤

发火力旺
,

灰渣小
,

非常适用于轮船需要
,

当时凡驶抵天津的中外轮船都是在装满了开

平煤后才离去
。

⑧这个方面的表现在煤炭市

场的竞争上尤为明显
。

在八十年代 以前
,

天

津煤炭市场为 日本所垄断
。

开平 煤 一 登 入

市
,

立即引起日本势 力 的 注 目
。

一 / \ /、二

年
,

日本广岛煤块的天津市价是每吨七至八

两
,

三池煤块是七两
,

而开平煤块则 以四两

五至五两的吨价出售
,

这便使 日本煤炭处于

劣势
,

因而进 口量日减
。

一 / 、八 O 年进口夭

津的日煤为一九四 O九吨
,

一八 /又一年为一

七四四五吨
,

一 /、 /又二年降为五四一六吨
,

三年后再降为五六六吨
,

到八十年代末
,

则

天律市场不复有 日煤进 口
。

@ 天津煤炭市场

的收回
,

是开平煤矿的一大成功
,

亦是为国

争利的一大表现
,

为国家和民族 赢 得 了 声

誉
。

第三
、

开平煤矿拯效了附近 的一些小工

业
,

并为当地居 民的生计带来了有利条件
。

因为像开平煤矿这么一个庞大的近代企业运

转起来
,

肯定要带动附近 的各项 事 业 的 发

展
,

而开平煤矿本身也需要一些其他事业的

扶持
。

这点在 当时就已见诸记载
。

如一 / k八

二年英国领事在商务报告中就有 如 下 的叙

述
: “ 此地开采煤矿的最大影响之

t

一
,

是附

近几种工业又恢复起来 了
。

以往因为浮面采

煤将竭
,

煤价过昂
,

此地这些工业已渐渐衰

败了” 。

O 许多小工业的恢复
,

必然增加就

业人数
,

再加上开平矿本身的需要劳动力
,

给 当地居民的生计肯定带来一定有利条件
。

第四
,

开平煤矿的创办和成功
,

无疑地

为 中国培养了一批近代煤矿工人
、

技术人员

和管理人材
。

一八九一年四月二十四 日 《捷

报》 在评论开平工人反对外国人压迫的斗争

时曾指 出
: “

矿厂上没有外国人时
,

一切工

作也进行得很好
” 。

吻这说明中国人 已经学

会了开采和管理近代煤矿的本领
。

这对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
,

必然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

最后
、

开平煤矿的创办和成功
,

为我国

增加了一座近代工业成市— 唐山 (开平后

已包括在 内 )
。

这不仅为当地居 民常来 了福

利
,

客观上也增添了刚刚兴起的中国无产阶

级的力量
。

据当时中外人士记述
,

从前 “
开

平是个小地方
” ,

城墙
“
颓毁

” ,

仅剩一些
“ 残迹

” , “ 除集 日以外
,

没有 任 何 重 要

性
” 。

甸民间
“ 向来瘩苦

” 。

⑨而煤矿兴建

后
, “ 开新河一道

,

经达天津
,

又建铁路一

条
,

由矿直接河头
,

规模大廓
,

气象一新
。

运煤之火轮车络绎于途
,

已成大市落矣
” 。

“ 开平煤河起建十桥
” , “ 附近居人皆欢喜

无量
” 。

L运河不仅行驶矿局船只
,

还有许

多民船行驶
。

而且开平矿
“
对附近乡民很有

利
,

给他们 以额外的工作机会
” , “

这一带

地方工资很高
” ,

@
“ 民间皆有欣欣向荣之

意
” 。

⑥甚至整个直隶省
,

由于开平煤产量

高
, “

西 山煤为之减价
,

居民蒙其利
” 。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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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铁路又大为发展
。

一 /气/ k八年八月由塘

沽延至天津
,

一八九O 年又延至林西矿
,

一

八九三年再延至山海关
。

这样
,

一座以煤炭

生产为 中心的交通颇为方便的新兴工业城市

唐山便建立起来了
。

开平煤矿的兴办无疑壮大了中国无产阶

级的队伍
。

据徐润所说
,

到一八九五年前
,

仅煤矿工人就有一万五千人
。

(包括附属工

人 ) 而铁路
、

铁厂之工人尚不计在内
,

而稍

后开的林西矿 (一八八九年开 ) 亦有工人二

千多
。

这样开平矿总括拥有产业工人至少在

一万七千人以上
。

另据有关资料
,

当时中国

近代产业工人约有十万人
,

⑧可见开平矿之

重要了
。

开平煤矿工人阶级的勇 敢 斗 争 精

神
,

亦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性之代表
。

一八

八二年
,

矿厂刚刚投入全面生产
,

工人就进

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
,

反对矿局对

工人的高压政策
,

尤其反对矿局私设公堂审

讯工人
,

嗣后便提出了平等的工资要求
,

罢

工使煤矿大半处于瘫痪
。

一八九一年
,

开平

工人又掀起了反对洋人司事欺压中国工人的

斗争
,

逼令外籍司事离开矿厂
,

结果由中国

人 自己掌握了一段矿 山 的 生 产
。

砂这些斗

争
,

大大提高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水平
,

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形成打下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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