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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保险业的先行者 
 

本报记者   童伟明  
 

  在中国保险史上，唐廷枢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人物，当他走完 60 年人生的时候，洋务派领
袖李鸿章在悼词的一句话颇有含义：“中国可无李鸿章，但不可无唐廷枢。”唐廷枢带着许多盛名

离开了他矢志振兴的国度——中国第一家民族保险企业、中国第一条国产铁路、中国第一家机械

煤矿、中国第一家水泥厂、中国第一台自产火车、中国第一家医院都与他的名字相连。 
  唐廷枢是一个时代的标志，这里，我们从保险的视角走近他。 
  香港求学 
  唐廷枢，号景星，亦作镜心，1832年 5月 19日生于广东珠海唐家镇唐家村一个普通农家。
靠海的唐家村临近澳门，是当时我国海上贸易兴起的地方，世代靠打渔种地为生的唐家镇人受到

海外商业文明的洗礼——他们或经商或外出打工，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 
  唐廷枢的父亲唐宝臣是个憨厚的农民，他虽没有活络的经商头脑，但能吃苦，为了拉扯七口

之家，跑到香港马礼逊教会学堂给校长、美国牧师布朗当听差。给洋人打工风险不大，收入稳定，

唐宝臣想让自己的几个儿子走自己的路。当听差的生涯，让唐宝臣有了些见识：不懂英语，没有

文化干不成大事，比金钱重要的是知识。他一门心思要让儿子到马礼逊教会学堂来读书。 
  他和布朗谈了自己的想法，想签下 8年的合约，用当听差的薪水抵学费，让两个儿子到马礼
逊学堂读书。布朗很欣赏他的远见，二话没说同意了。10 岁的唐廷枢和 15 岁的哥哥唐廷植成了
布朗第一批弟子。 
  布朗的第一批学生就 6个人，后来这 6人都很有出息。其中一人容闳成为中国第一位留美博
士，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曾回忆当时读书的情景：“校中教科，为初等之算术，地文

及英文、国文。英文教课列在上午，国文教课则在下午。予惟英文一科，与其余 5人同时授课，
读音颇正确，进步亦速。” 
  布朗是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教育家，仅仅 6年的时间，他用全新的教育方法给 6位学子
打下了牢固的西学基础。唐廷枢曾感慨：“我曾经受过彻底的英华教育。” 
  在马礼逊学堂毕业后，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唐廷枢没有和容闳赴美留学，走上了给洋人打工

谋生的路。唐廷枢没有再上过学，但凭借这 6年的根基和勤奋，他在商界干得风生水起，并凭借
所学的知识和他的哥哥唐廷植共同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汉英词典《英语集全》，该词典分为天文地

理、日常生活、工商业、官制、国防、买办问答等 6卷，并用粤语注音。 
  中国买办第一人 
  走出学堂，16岁的唐廷枢先在香港一家拍卖行当了 3年助手，转而在香港英国人开设的巡理
厅做了 7年翻译，并在香港投资开设了两家当铺。随后唐廷枢又去了上海担任 3年海关关员，并
被提升为总翻译。这时的唐廷枢已有了一定的资本，在上海独立经营修华号棉花行，代理洋行收

购中国的棉花。经过 13 年的历练，29 岁的唐廷枢已在拍卖行、巡理厅、海关学到了许多法律、
商贸、管理等知识，他开始不满足自己的现状，寻求更广阔的发展之路。 
  唐廷枢瞄上了怡和洋行。当时英国怡和洋行在上海因其规模最大被称为“洋行之王”，经营

进出口贸易、长江和沿海航运及纱丝等众多业务。1861年，唐廷枢虽还在上海海关任职时，就与
怡和的经理惠代尔关系密切，开始为怡和代理长江一带的揽载生意。两年后，唐廷枢正式受雇怡

和洋行任总买办。 
  1863-1872年，唐廷枢在怡和买办的位子上干了 10年，为怡和打理库款、收购货物、经营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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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和地产等。在怡和洋行工作的这段时间，精明的唐廷枢在商界建立了更广泛的人脉关系，除了

给怡和打工，他还拓展了自己的生意——在上海和人合伙开了 3家茶庄，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
并附股了一些以怡和洋行为主的外商在华企业。这时的唐廷枢已看好保险业的前景，附股了怡和

洋行惊异的谏当保险公司，该公司的前身是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谏当保安行，创设于 1805年。 
  怡和 10 年，唐廷枢凭借左右逢源的人际关系及精到的商业实物和法律知识，使其成为上海
滩华商领袖人物，当时怡和洋行在其出版的小册子感叹道：“唐廷枢是中国第一位现代买办。” 
  执掌招商局 
  步入不惑之年，虽然唐廷枢已颇有威望，但在别人赞许的目光中他却感受到了一种孤独和凄

凉，洋行生意的兴隆映照的是国势的日渐衰竭，他深切地感到自己再富足也不过是寄人篱下，贫

弱的国家让人生失去了尊严。在“第一买办”的位子上，唐廷枢挂名退隐，闭门博览经史。 
  恰在此时，为了收回我国江海利权，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授命沙船业巨商朱其昂

在上海组建中国第一代民族工商企业——轮船招商局。 
  1873年 1月，招商局在上海成立，其对外启事表明了招商局的追求：“潮流如斯，势难阻遏。
中国惟有急起直追，自行设局置轮，以维航业而塞漏卮。” 
  招商局起步异常艰难，在美国旗昌、英国太古和怡和等当时中国轮船业霸主的竞争和挤压下，

招商局频临破产——资金断裂、生意枯竭。急火攻心的招商局总办朱其昂不得不求助唐廷枢出山

执掌招商局。请唐廷枢出山，李鸿章的心腹，时任招商局会办的盛宣怀开始还有些不以为然，当

朱其昂向他介绍了唐廷枢的财力和才能，盛宣怀不得不佩服，并火速奔往天津将朱其昂举荐唐廷

枢的信函面呈李鸿章。此信正合李鸿章的心意。由是，李鸿章任命唐廷枢为招商局总办。 
  唐廷枢执掌招商局的确是最佳人选：他在多年的商海拼搏已积累了巨额资本，在全国主要商

埠都有自己的商行。他还是公正、北清两家轮船公司的华董，并与怡和组建了华海轮船公司，是

该公司最大股东之一并任襄理。他自己还投资购买了 6艘轮船行驶在沪津、沪汉、沪宁等航线上。
他在华商中的威望还使其在吸收社会资本方面有着巨大的号召力。另外，他知己知彼，多年的买

办生涯使他对招商局的对主要的竞争对手了如指掌，见招拆招，占得竞争先手。 
  唐廷枢的退隐，本意就是以退为进。招商局的召唤正合了他一展宏图、报效国家的心愿。 
  其实唐廷枢虽赋闲在家，但依旧关注着商海变幻，对招商局的软肋和潜在优势了然于胸。执

掌招商局后，唐廷枢抓住招商局官督商办的体制特色，两条腿走路——借助“官督”的背景，游

说政府指令性发文承接长江漕运业务，为航运业务来源打下基础，并多方活动，获得政府拨款，

缓解资金困境。另一方面，他又借助自己在商界的影响力，描绘招商局的发展前景，以优厚回报

吸引巨商富贾入股。到 1874 实收股金 47 余万两，一改招商局成立一年来股本金不足 20 万两的
低迷局面，1881年募足股本 100万两，次年增募 100万两。几年的时间，招商局脱胎换骨，真正
有了“招商”的意味，并使招商局成为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股票还可转让及公开发行，开创

中国股市的先河。 
  在洋行的工作经验，使唐廷枢意识到招商局要想壮大必须有制度保证——制度是企业的生命

线。唐廷枢效仿西方股份制模式，在募股书上对资金使用、盈利、回报等项作了明确的规定，制

定了《轮船招商章程》和《轮船招商局规》,为中国最早的民族企业创设了现代企业制度的雏形。 
  最过瘾的是唐廷枢与外商轮船公司正面接火，展开竞争。外国轮船公司本来在中国的航运业

中占据着绝对的垄断地位，轮船招商局创办之后，依靠政府支持，于 1877 年以 220 万两收购美
国旗昌轮船公司的产业，船只由 12艘增至 30余艘。外国的轮船公司于是联合起来以削减运价来
挤压招商局。唐廷枢借助李鸿章的政治势力和经济资源，促使外国轮船公司不得不与上海轮船招

商局达成协议，协同价格。在唐廷枢的运筹下，崛起的招商局在外商航运巨头面前有了话语权。 
  开拓民族保险业 
  入主招商局后，招商局船舶和货物运输保险令唐廷枢颇感头疼。当时中国的保险市场完全由

外商掌控，1865年与怡和洋行关系密切的华商“德盛号”虽曾在上海开设了义和保险公司，但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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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上海新报》刊登了启事，并无资本实力践行自己“请至本行取保，决不致误”的理想，不

久便没了声息。 
  唐廷枢多年操持航运业务，深知招商局时刻不能脱离保险，可在外商保险公司投保条件实在

苛刻：一艘购置成本 10 万两白银的船舶外商只限保 6 万，超过部分只能自保，且保费按月“一
分九扣”，也就是说年费率高达 12%，如此费率在唐廷枢看来无异于勒索。 
  筹划招商局之时，李鸿章就设想华商要自建行栈，自购轮船，自筹保险，并计划招商局有了

保险公司后，不仅可自保轮船，亦可兼保他船。此时的唐廷枢感到“自筹保险”不能再迟疑了，

必须立即着手自办保险公司以解燃眉之急。 
  面对缺失保险的危局，经过和招商局高管商议，报经李鸿章批准，唐廷枢决定仿照招商局模

式，集股招商，组建保险招商局，先在上海、镇江、九江、汉口、宁波、天津、烟台、营口、广

州、福州、香港、厦门、汕头开展业务，进而在台北、淡水、鸡笼（基隆）、打狗（高雄）、新加

坡、吕宋、西贡、长崎、神户、大阪、箱馆（北海道函馆）铺开。 
  1875年 4月的招商局“福星”轮惨案更加快了保险招商局的进程。招商局购价 7.4万两的“福
星”轮在黑水洋（黄海一带）被怡和“澳顺”轮撞沉，致 63 人溺亡，7200 多担漕粮和客商物资
灭失，因招商局船只没有保险，财产损失 10余万两，人身赔偿 2.4万两。这一惨重损失近乎吞噬
了招商局五分之一的本金。 
  在唐廷枢紧锣密鼓的操持下，1875年 11月 4日，保险招商局终于在《申报》告白天下：“窃
惟保险之设，起自泰西。不论船货房屋等项，均可按价立限其保，早有成规。在物主所出不及一

分之费，即能化险为夷。惟中国于保险一事向未专办。现在轮船招商局之船货均归洋行保险，其

获利既速且多，是以公司集股由唐景星、徐雨之二君总理其事，设立保险招商局，仿照各保险行

章程办理⋯⋯” 
  保险招商局的成立是保险业界一件大事，上海英国领事麦华陀在 1875-1876 商务年度报告中
总结到：去年保险业有两件大事值得注意，一是英国保险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中日水险公司退出

市场；二是与招商局有隶属关系的华商保险公司成立，该公司的成立加大了市场供给，促使一些

外国公司退出竞争。 
  保险招商局由招商局掌控，其股本全部存在招商局，由其统筹使用，每年按 15%付息，各项
保险业务则委托招商局及其分支机构代理。 
  保险招商局开办半年后，随着保险业务的不断增加，保险招商局的承保能力难以满足市场需

求。据史料记载，当时每艘船舶价值 10 万两左右，保险招商局只能承保 1 万两船身和 3 万两货
物，后随增到 2万两船身 4万两货物，但距足额承保相差甚远，溢额部分须向外商分保，但外商
只分保标的价 6成，其余风险还得招商局自行承担。为了提高保险招商局的承保能力，唐廷枢决
定改组保险招商局，在保险招商局的基础上融资扩股组建更大规模的保险公司——仁和保险公

司，该公司只经营水险业务，承保范围为船舶险和货运险。 
  因仁和保险只保水险不保火险，招商局的码头、栈房和货物的财产保险仍需向外商投保，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唐廷枢又合计着招股 20 万两创设济和保险公司，专保仁和的溢额保险和招商
局的码头、栈房和货物的财产保险。1878 年 3 月，济和保险公司成立。1886 年，仁和、济和两
公司合并成立仁济和保险公司，资本金达规银 100万两，相当于现在 1亿多元资本金。仁济和保
险公司成为民族保险史上第一家颇具规模的保险公司。到了 1893 年，也就是唐廷枢去世后的第
二年，招商局自保船险公积金已达 118.6万两。 
  招商局所属的保险公司有了雏形后，唐廷枢受李鸿章的委托，以招商局总办的身份开始筹办

开平矿务局，1885年以后，则完全脱离招商局，专心经营开平煤矿。1892年 10月，唐廷枢在开
平矿务局总办任上去世。当时上海最早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感叹道：“他的一生标志着中国

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他的死，对外国人和对中国人一样，都是一个持久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