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晚清轮船招商局作为我国民族航运的先驱，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我国航运事业的发展速度，为我国对外贸易、
养殖农业和重工业的快速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由于轮船招商局所处的那个时期具有较强的约束性，所以使得轮船招

商局由原来的“商事商办”转变为“商事官办”，因而大大降低了轮船招商局的发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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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轮船招商局是“官”“商”联合兴办的新型大机器股

份制民用企业，该企业的主要目标是挽回我国航运业的自主权，并

在此基础上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轮船招商局主要使用“官督商

办”的经营管理模式来确保该企业的正常运转，然而在实际的经营

管理过程中，由于官僚统治阶级对商人存在强烈的不信任，所以导

致轮船招商局的管理层发生了较大的变革，使得原有的“商事商

办”转换为“商事官办”，严重降低了轮船招商局的自主权，给招商

局以及其他洋务企业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影响。

一、轮船招商局的设立的背景以及发展历程

（一）传统的航运业逐渐走向衰落

轮船招商局的设立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在此之前我国

主要通过木帆船来开展货物的运输工作，然而由于多年的战败，清

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因而使得外国入侵者利

用自身强大的商船抢占我国航运业的市场. 在大量外商轮船侵入

我国木帆船航运业的情况下，大量的外国商船抢夺了沙船所承担

的大宗豆石和漕粮贸易，因而使得我国利用木帆船运输的豆石和

漕粮的数量大幅度降低，能熟练掌握行驶木帆船的人员处于失业

的状态，严重影响了当时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外资航运业逐渐入侵国内的航运市场

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大大降低了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英、

法、美等外国侵略者为了扩大领土，将矛头指向中国，并通过船坚

炮利打开了我国的国门，并且逼迫清政府签订许多丧权辱国的各

项条约，获取了一些特权，进而渐渐地掌握了我国沿海口岸的航运

特权，使得我国传统的木帆船航海业逐渐失去市场，依赖木帆船的

人没有生存下去的希望，因而具有长远眼光的大臣就萌生了开办

轮船招商局的想法。

外国入侵者不仅逐渐占据了我国传统航海业的市场，还把海

外资本注入我国的航运业，在我国上海、台湾和厦门等沿海口岸组

建轮船公司，因而使得外国商船的数量剧增，外资航运业得到快速

发展，渐渐地垄断了我国航运业，面对这种情况，一些有远见的大

臣们逐渐意识到如果放任外国侵略者的行为，那么清政府的最终

结局就是覆灭，为了防止上述事件的发生，清政府开始创办轮船招

商局。

二、轮船招商局的资金来源

由于封建官僚并不了解轮船招商局的运营情况，所以在筹办

初期，轮船招商就面临着运营资金不足的窘境，后来经过朱其昂的

努力，轮船招商局获得了李鸿章拨借的直隶练饷和沙船商郁熙绳

的投资，虽然拥有了充足的资金，但是由于朱其昂并没有管理轮船

招商局的才能，所以导致轮船招商局运营不到半年就出现亏损的

现象，许多商人不能积极地将资金注入轮船招商局中，为了挽救亏

损的局面，李鸿章则任用唐廷枢和徐润来负责轮船招生局的日常工

作，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唐廷枢和徐润筹集资金的情况。

（一）从商人那里募集而来的商股

当唐廷枢负责轮船招商局日常工作的时候，他在 1873 年 6 月

到 1874 年 8 月总共募集到股金 47.6 万两，股数为 1000 股。从唐

廷枢作为负责人的时间开始到 1881 年，唐廷枢招足了 100 万两，

并且轮船招商局的经营情况较好，股票面值成倍增长。唐廷枢为了

让老股民继续投资轮船招商局，为老股民提供用 80 两换取百两新

股票的方式获得了新股 100 万两，大大提高了轮船招商局资本金

储量。

（二）从官府那里借来的官款

对于轮船招商局来说，官款也是轮船招商局总资产的重要组

成部分。大多数情况下，官款都是在李鸿章的努力下拨入到轮船招

商局的，官款这种借贷性质的资本也能被应用于轮船招商局的日

常经营活动之中。进入到 1877 年之后，投入轮船招商局的官款逐

渐演变成官股，此种资金的流入使得轮船招商局必须要按时将借

款和利息全部归还给官府，因而大大影响了商股的价值。

（三）从民间借贷而来的资金

以外国洋行为例，在 1883 年的时候，由于徐润投资的失败，使

得轮船招商局出现严重的资金短缺现象，唐廷枢为了防止企业走

向破产，要从外国洋行借贷一定的资金，然而前提条件是轮船招商

局要将部分财产抵押给外国洋行，除此之外，企业还要支付较高的

利息，因而大大增加了企业的资本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

的盈利能力。

三、出现上述政商关系的主要原因

政商的经营管理理念存在区别。与其他有识之士相比，唐廷枢

和徐润更加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以在二人掌管轮船招商局

的时候，二人主要以“纯用西法经理”的思想来开展企业的日常经

营活动，此种经营方式使得政府远离了企业的日常管理工作，并且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对经济的掌控作用，因而严重影响了封

建官僚集团的利益，所以，代表封建官僚集团的李鸿章则不得不为

了维护所代表集团的利益来调整企业的管理人员，因此，使得政商

关系日益紧张，最后让政商关系走向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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