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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诈骗了清朝“央企”开平煤矿 
 

 王中亚  
 

  “可以和最好的煤矿媲美” 
  清朝开平煤矿其实是今日唐山开滦煤矿的前身。1876年，清朝洋务运动的积极响应者和实践
家唐廷枢，奉命筹建开平煤矿，并成为第一任开平煤矿总办。在创建开平煤矿过程中，他还对中

国的铁路、机车、通讯、海运、建材、码头等多项事业的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据有关史料记载，1876年，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鉴于煤炭生产不能满足新兴工业对煤
炭需要的现状，便将唐廷枢从上海北调至天津，授命由他来筹建开平煤矿。第二年秋天，唐廷枢、

丁寿昌、黎兆堂三人会拟了在直隶境内创办近代大矿的招股章程十二条，准备在开平设局，名曰

“开平矿务局”。章程规定了煤矿的性质、集资办法，经营方式、按股分成比例等等内容。 
  李鸿章曾多次出洋到欧美访问，了解资本主义经营的特色。因此，他对唐廷枢这份渗透着资

本主义经营色彩的股份制章程十分赞赏，不几天便批准照行。1878年 7月 24日，开平矿务局正
式在开平镇挂牌设局。唐廷枢为这座中国近代第一矿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唐山矿”。1881年 10月，
春华秋实，唐山矿开始出煤后，不仅使中国采煤业为之振奋，也让一向瞧不起中国的西方列强感

到惊奇，赶来“唐山矿”参观的欧美煤矿专家们异口同声地称赞说：“唐山矿在煤井设计、建筑

和材料方面，可以和英国以及其他地方最好的煤矿相媲美。” 
  为了加快煤矿的进一步发展，增强与外国进口煤竞争的实力，唐廷枢给李鸿章呈上禀折，要

求清政府减轻煤矿的税金负担。李鸿章立即上奏朝廷，为开平煤矿请减煤税，朝廷很快便批准了

这个请求。这无疑为开平煤矿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也增添了唐廷枢加快发展开平煤矿的信心。 
  1888年，唐廷枢决定购置 4艘轮船，以满足各地对煤炭急剧增加的需求量。同时，新建和修
缮了天津、塘沽、上海、营口、香港等地煤码头，增开了林西矿，实现了两座现代大矿出煤，水

陆运输并举保销售的壮观景象。 
  在唐廷枢的苦心经营下，1885 年，开平矿务局产量达到了 24 万吨，到了 1898 年已高达 80
万吨，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并很快将洋煤挤出了天津市场。1889年 9月 21日，当时的《捷报》
评论说“过去五六年里，在中国股份制公司中，不管是矿业还是其他企业，还没有一个中国经理

取得这样的成功。”一个英国记者在评论中国洋务运动时也说：“在煤的开采方面，惟一获得成功

的就是开平煤矿。” 
  开平煤矿生产的煤炭不仅供应国家民生，而且也供给大清的水师北洋舰队。因此，以李鸿章

为首的军政要员们无不将其视为纵横政坛、拥兵自重的利器。几年下来，开平矿务局在政商两界

奥援的扶植下竟然置办下了 6艘轮船，两处厂栈，一座银矿。除此之外，它还享有永平金矿、洋
灰场、铁路股权若干。正是在这样一家大型企业的带动下，这里人员积聚、房屋激增、贸易兴隆，

十多年的光景，凭空竟然堆积出了一座近代意义上的城镇“唐山”。 
  官僚化使企业毁于蚁穴 
  然而，自从唐廷枢在 1892 年去世后，开平煤矿便开始滋生大量贪官和企业逐渐官僚化。此
时接手开平煤矿的高管名叫张翼，原为醇亲王府中的侍从，对于企业管理显然一窍不通。不久，

开平煤矿便陷入了管理混乱、冗员充斥的泥潭，洋务运动中号称“中国第一佳矿”的开平，此时

已经彻头彻尾沦为官府的“衙门”。在 1897年建造秦皇岛码头过程中，全面爆发了经济危机。 
  就在张翼筹集扩建秦皇岛码头的资金时，一家名为墨林的国际财团不仅“慷慨”地提供了 20
万英镑贷款，而且提出了一项筹集新股扩大矿山开发的宏伟计划，并为开平矿务局在全球帮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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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一名工程师。这位工程师就是赫伯特·克拉克·胡佛。 
  胡佛出生于美国衣阿华州一个虔诚的公谊会教徒家庭。在他 9岁时，父母相继去世，这使他
成为了一名孤儿。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孤儿在 1929 年的春天登上了美国总统宝座。其实，
他的发迹史与开平矿务局的诈骗倒卖案有着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 
  1899年 2月，24岁的胡佛来到中国。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做“胡华”。在“墨林公
司·中国机矿公司”任经理兼煤矿技师。他公开的身份是直隶、热河两省的矿务技术顾问,而实际
上是墨林公司在中国天津的代理人。 
  就这样，胡华上任后奔走于华北各地，广泛搜集有关开平矿藏的情报，仅用短短 5个月就向
墨林先后呈报了改组开平矿务局的两个方案。“开平煤矿实际资产价值按大大压低了的估计也有

白银七百多万两，折合一百多万英镑。”并由此得出结论：“这项产业肯定值得投资一百万英镑；

这个企业绝不是一项投机事业，而是一个会产生非常高的盈利的实业企业。”就在这份报告完成

的同时，一件足以影响近代中国命运的事件发生了。 
  1900 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事件。5 月 30 日，各国炮舰陆续集结于天津
的大沽海面，战争随之爆发。几天之后，八国联军侵占了开平矿山、秦皇岛港以及天津城。这时

曾在海关税务司任职的英籍德国人德璀琳找到了张翼，说俄军正在伺机南下侵占矿区，在这种兵

荒马乱的条件下，若要保住煤矿只能依赖英国。至于如何保全，他提出“中英合办”。虽然张翼

对于中英合办煤矿的提议有些迟疑，但考虑到自己当下的处境，还是勉强答应了下来。 
  随即，德璀琳向张翼出示了一份手据，上面写着赋予德璀琳“便宜行事之权，听凭用其所筹

最善之法，以保全矿产股东利益”。事实上，自从张翼签字那一刻起，德璀琳就已成为了开平矿

务局事实上的总办。随后，他又和张翼签订了两个札委和一份备用合同，取得了张翼的全权委托。

但是，这个英籍德国人并没有如约去借款或募集外国资本，而是找到了胡华，二人商定将开平矿

务局的全部产业移交给英国注册公司，并委托英国律师伊美斯起草了一份卖约。1900 年 7 月 30
曰，德璀琳代表开平矿务局、胡华代表英商墨林公司在塘沽签字，并由伊美斯和德国商人、德璀

琳的女婿汉纳根见证。由此，一桩倒卖中国资产的恶性事件在中国政府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发生了。 
  胡佛是怎样暗度陈仓的 
  1900 年 10 月，回到伦敦总部的胡华将卖约交给了墨林，老谋深算的墨林考虑到中国政府肯
定不会轻易放手这家企业，而俄、法等国际势力也势必将阻挠这次侵吞开平。于是，他将矿权转

移到了国际财团“东方辛迪加”的名下。同年 12月 21日，依照英国公司条例，一家名为“开平
矿务有限公司”的跨国企业在伦敦诞生了，而注册者正是大财团“东方辛迪加”。 
  1901年 2月，胡华按照公司的指示，陪同比利时人吴德斯来到中国，从事开平矿务局的财产
接收工作。他们依据卖约的条款要求张翼将开平矿务局一切权力移交给新公司，并要求其补充签

署一项移交约。张翼因事关重大，未敢应允。胡华对张翼反复施压，一方面声称要将他倒卖国家

资产的行为公之于众，另一方面通过外交手段相威胁，甚至以外国军队重新占领矿山逼迫其就范。

最后，双方妥协，商议拟订了一个副约作为备忘录，与移交约一起，同时签押。在张翼的要求之

下，合同中订立了如下条款：“张翼仍为开平驻矿督办，并有权委派一中国总办，管理开平事务；

华洋股东议事之权无异；华洋各股平沾利益等。” 
  当月，依照开平矿务有限公司董事部委任，胡华和吴德斯分别出任了矿务局的正副总办，并

以新股票兑换旧股票的模式完成了资产的转移。就这样，开平煤矿沦为了西方人的企业。此时，

袁世凯得知此事后，曾三次参奏开平煤矿被盗卖事件。一时举国舆论沸腾，声讨之声不绝于耳。 
  1905年初，英国伦敦高等法院的审判庭上，一场跨国的审判正在进行。在这个以法袍、假发、
天平、辩论等包装以展示所谓“公正公平”的西方场所，中国“开平矿务局”等待着以一种纯西

方的形式来决定其所有权的归属。此案被称之为“震惊全世界之国际诉讼案”。 
  当开庭 14次后，法官在 1905年 3月 1日宣布判决书。其要旨有二：第一，判决被告应当遵
守副约中的规定和义务，否则无权取得、持有或管理移交约中所可开列的产业，或享受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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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颁发谕令，禁止被告享受该项产权。第二，对原告的赔偿要求，法庭不予支持。当中国人看到

这样一份判决书后才发觉：早在伦敦兴讼之前，开平煤矿所有权的流失便已成定局。英国法庭的

审判完全是在承认卖约有效的前提下展开的，这场诉讼对于中国来说毫无意义。 
  伦敦的诉讼，从表面上看这场官司是清政府胜诉了，但判决书只是“无法强制执行”的一纸

空文，清朝政府根本无法收回开平煤矿。而那个胡华，也就是那个美国人胡佛，诈骗了清朝的“央

企”后，到 1914年，他已经拥有了 400万美元的财产。他以这些财产为后盾逐步步入政界。1921
年出任美国商业部长。1928年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最后获胜。 
  胡佛上台后，恰逢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美国经济坠入深渊，这使他原来的希望依靠美国科学

潜力来开辟一个“新时代”的愿望破灭。尽管他进行了不少努力，但危机一天天加重，终无力回

天。在 1932 年的大选中，他被罗斯福击败。赫伯特·克拉克·胡佛，诈骗清朝“央企”的这段
不甚光彩的历史，一直是他政治生涯中的最大丑闻。在他后来多次竞选美国总统时，政敌都攻击

他“手脚不干净”，称他当年在中国以非法手段捞取了一笔不义之财。 
  就这样，从 1901 年起，中国的“央企”开平煤矿被英国骗占。1906 年清政府在收回开平煤
矿无望的情况下，批准了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同一开平煤田内筹建滦州矿务公司。但是，到了 1934
年，在英商开平煤矿的挤压下，滦州煤矿与开平煤矿合并，成立了开滦矿务总局。此后的近半个

世纪，开滦煤矿一直被英国人掌管。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被日本夺去。1945 年，日
本投降后，由南京国民政府接收，但却依旧交还英国人经营。直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才
将开滦煤矿收归国有。 
  说起一百多年前的清朝“央企”，恐怕知道的人不多。清朝的“央企”主要集中在交通、制

造和煤矿等行业上。其中，开平煤矿是清朝政府惟一的煤矿行业的“央企”。然而，就是这个煤

矿行业的惟一“央企”却被一位美国前总统诈骗去了。那么，开平煤矿在当时是怎样的一家国有

企业？诈骗这家国有企业的美国总统是谁？他为什么能将大清朝的“央企”顺利地诈骗到手？这

其中究竟有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