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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治腐败对洋务运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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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宏飞，( 1989—) 女，山东滨州人，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等研究。

摘 要: 清末面对内忧外患的国家局势，以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晚清开明人士发起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他们花

费巨资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兴建近代企业，但最终没能使中国走向强大、富裕，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错综复杂的因素中，吏治腐

败对其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本文将从社会背景、企业内部等多方位对其进行分析总结，以期对现代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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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于咸丰十年 ( 1861) 的洋务运动在引进西方设备、人才，建立
近代企业、发展近代军事等基础上走过了艰难的路程，给国人带来了短
暂的希望，但 1895 年甲午海战的失败充分暴露了洋务运动的“实力”，

尽管其后期又展开了一些活动，但对运动本身来说已于事无补。晚清整
个官场腐朽糜烂的背景以及企业内部的任人唯亲、盲目决策、中饱私
囊、贪污腐化等弊端，使得洋务企业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最终不可遏
制的走向破产。

一． 吏治腐败在企业中的表现
( 一) 任人唯亲

任何活动的成功运行都离不开优秀人才的组织管理，但洋务运动中
却盛行任人唯亲，不论才识，这与办新务要求的“唯才是举”是相背离
的。洋务企业一个重要特点即是设置庞大的管理机构，人员臃肿不堪。
像江南制造局“局中委员数十人，司事一百数十人，除分派各厂所办事
外，由于津贴员司数人，差遣委员十余人。①其他各厂情况也大致相同。
这种管理机制成为督、抚、大臣、督办、总办安插亲信的渊薮。轮船招
商局的广州、汉口、天津等分局，就长期控制在唐廷枢、盛宣怀姻亲施
紫卿、李鸿章故旧麦佐等手中，由他们“兄授其弟，父传其子，恬不为
怪”②达 30 年之久。且企业每换一次总办，新总办即添用自己的心腹。
福建轮船招商局每“‘总’ ( 办) 之缺，向归 ( 大) 总办分配，非唐
( 唐廷枢) 即徐 ( 徐润) ，( 括号内字为引者注) 间用他姓，则须打通关
节与居中有力者分做，即暗地分财之谓也，此种人品，一得‘总’，便
引用亲朋至二三十之多”③。

滥用私人导致机构臃肿不堪，人浮于事，因为这些“津贴、差遣之
员，大率因情面而来，但取俸薪，并无执役。”④且这些人大多不熟悉先
进科技，又不悉心学习却官气十足，把官场恶习带到近现代化的工厂，

导致工厂风气不良，降低了办事效率。如此多的管理人员也极大地增加
了企业负担，冗员“每月薪水多者数十金，少亦十余两，以岁计之，为
数甚巨”⑤，据统计，上海机器制造局光绪十一年委员、司事薪水并一
切公费占实际支出的 19 ﹪，光绪十二年至十三年占 16 ﹪，光绪十四年
占到支出的 14 ﹪，⑥如此多的经费支出使得企业在资金一定的情况下减
少了实际运营的资本投入，以致当时就有人说: “历任大臣收用员绅为
数过多，薪水津贴等项需款太巨，……造船经费不能统归实用”⑦，由
此可见，所谓的洋务企业，变成了家族化的另类“官僚疗养所”，这样
的企业难以壮大。

( 二) 盲目决策

任用私人除上述影响外还会导致决策失误。张之洞因盲目自大做了
很多错误的决定。兴办汉阳钢铁厂时向英国梯赛特机器厂购买机炉，当
该厂提出先化验铁石、煤焦质地而后始可配置与之相适应的机炉的要求
时，张之洞却说: “以中国之大，向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
炉? 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⑧。英国厂方为之愕然，胡乱搭配
了一座贝色麻炼钢炉和一座小马丁炼钢炉。结果买回来的机炉所制之钢
含磷太多，练出来的钢轨易脆不得用，导致产品长期滞销，直至 10 年
后，购买了新的机炉问题才得以解决，浪费了大量的煤铁原料和资金、
人力，时人评议“糜去十余年光阴，耗去千万之成本”⑨。

洋务企业管理者多为官场中人，官气难除，于商务皆昏聩。张之洞

还是兴办洋务认真的大元尚且有此等失误，企业其他负责人对于通过裙
带进来的人更不问其材之能否胜任，且纨绔子弟多嚣张跋扈，刚愎自
用，不知洋务军事为何却不肯虚心学习，只知发号施令，导致更多的决
策失误，造成了资本的大量浪费，这样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 三) 中饱私囊

晚清政局普遍存在贪污受贿之风，在洋务运动中，各级官吏更是变
本加厉，从中肥私。他们贪污的手段很多，其中主要有: 一、购进原
料，私吞价格差价。官员借购买原料之名获得财政支持，但在汇报时，

故意抬高物料价格，运用实际价格与汇报价格差价从中肥私。其中江南
制造局购买物料时即“经总办议定价格后订立承揽合同时照原价加二五
( 即在原价基础上加增 25 ﹪) 此二五为总办及亲信人所得，其余库房及
经手人等又于原价之内索回佣，明示人以弊端所在……”⑩二、挪用公
款，如轮船招商局即公私混乱，挪欠自如。“唐总办 ( 唐廷枢) 欠六七
万，徐 ( 徐润) 欠二万余，各司董所欠不等。……此特其净欠者耳，更
有以烂贱股票押取局银至三十余万之多者。徐道名下押有十五万，其实
并无抵物可以赎回，以致局无现银，去年九月几乎倒闭”。瑏瑡三、贪污中
饱，江南制造局“总办以下各员司，往往于私家合用之物相率效尤，任
意索取，木器则取给于木工两厂，铜铁等器则取给于洋枪熟铁等厂，以
致各匠久料造物，私行售卖，煤炭耗散尤多，旷公靡费，莫此为甚。”瑏瑢

云南铜矿“自经机器开采，出铜颇多。惟所用未得其人，每有潜入私
囊，肆行吞蚀者，故经费支绌，旁观者皆寒心。”瑏瑣如此无孔不入的贪腐
行为，让人愤慨。

( 四) 其他方面

除企业内部存在种种弊端外，整个社会环境的腐朽糜烂也给洋务运
动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晚清吏治的腐败已是众所周知，自上而下的卖官
鬻爵，各级官吏的官官相护，结党营私、排除异己……这在洋务企业的
兴办中也有所体现。曾任江南制造局总办的赵滨彦既曾揭发江南制造局
的数端腐败现象时说“在局员司，只可随波逐流，不可矫同立异。间有
办事认真，不避嫌怨，即群起而讪笑之甚至匿名揭帖，指摘交加。……
稍不随意，百般排挤，妨贤害能，可胜浩叹。”瑏瑤且奏折中所谓厂内工作
一切，必曰“已臻完善”，饬令省料，必曰“所用不敷”，财政汇报必
曰“毫无虚糜”“委系实在情形”，官官相护之严重由此可见。

二． 吏治腐败的原因及影响
导致吏治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官吏道德自律堤防的普遍溃

决，有社会风气的奢靡颓废，有官场风气的败坏，有立法、司法上的失
误等。从社会经济学角度讲，人是具有趋利性的经济人，他的所有行为
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在实际付出较小甚至零成本的前提
下选择得到最大的利益。洋务官员同样是为了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而选
择实施腐败行为的，在实施腐败行为前他会考虑: 如果实施腐败行为发
现后会失去什么以及他可以从腐败行为中获得些什么，即腐败行为成本
和腐败行为收益。所谓腐败行为成本是指官员因为其腐败行为而需要付
出的代价。嘉庆即位后在清律中规定完赃可以减等发落，即使“三年限
外不完”，死罪人犯仍“永远监禁”，即贪官污吏贪得再多，最多是在
监狱里呆一辈子，且清代官场关系网错综复杂，官官相护严重，很多腐
败行为被掩埋在这严密的网络下不易被朝廷知晓，这为官员减轻处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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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条件，降低了腐败行为成本，客观上促使一些潜在受贿人产生侥幸
心理，从此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官员腐败行为收益指的是行政官员通过
腐败行为而取得的各种收益。它不仅包括物质利益，同时也包括精神利
益。官员腐败行为无论是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都可以给自己
及其亲属同僚带来巨大的收益，这也正是促使官员腐败违法犯罪行为产
生的强大动力。于是当官员们发现: 通过贪污所得利益远远大于自己所
付出的成本时，他们便会无所顾忌的大肆贪污，且在上下同僚都“中饱
贪腐”的环境下，原先宁守清廉的官员也不免被“熏陶渐染”。

就这样，工厂在生产中创造的利润，被腐朽的吏治耗费掉了，限制
了企业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洋务企业资金来源大致有三: 一是政府
拨款，二是民间筹股，三是企业自身盈利。晚清因战争赔款等资金本不
充裕，政府对洋务企业的支持也不如日本明治政府对其殖产兴业那般坚
决，为数不多的拨款被上文所说的企业种种腐败分子贪污或盲目决策所
浪费，实际用于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资本屈指可数。且清政府本想利用
民间筹款方式获得商人的资本达到其“致富”目的，但因其经营中弊端
丛生，贪污腐化盛行等导致企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且官商本应
“甘苦与共……按年计息”但却“仅将官帑缓息八年，商息留半抵本，

恐尚不敷补缺。”瑏瑥有的企业经营者甚至“买空卖空，专视票价涨落以罔
市利”，结果导致股本“积久无成，竟成废纸，一转移间，乾设商本大
半，商人一再受亏”瑏瑦这一切使得大商贾纷纷迟疑尾阻，闻风裹足。对
于企业自身来说，所用之人于技术不甚精通，监管者更是不详加验视，

所造之船、枪、弹、药多不新颖、适用，导致市场狭小，企业收益不
佳。这样，企业收益差，私人资本聚集困难，政府拨款利用率又低，企
业发展资本缺乏来源，资本积累难以实现。同时，洋务企业在生产过程
中由于上下其手的偷工减料，贪污中饱等致使产品质量不高，即使本国
人员仍倾向于购买外货。《刘坤一遗集》中即载“各省需用轮船多向外
洋订购，中国船政局每欲承揽一二只而不可得一”这样就在帝国主义商
品倾销和本国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洋务企业的市场变得越发
狭小。

企业进一步扩大必备的两项: 资本和市场，洋务企业无一具备，这
就注定了洋务企业的破产。由于整个官场弥漫着腐败浓厚的气息，洋务
大员们主办的洋务企业，尤其是官办或官商合办企业不免熏陶渐染，从
总办到长工，上下其手贪污中饱，中饱后所剩无多的资本因任用私人机
构臃肿或决策失误等造成浪费，生产出众多不合格的产品，这些产品使
得购买者多不愿意继续从中购买，即使政府强制要求也不行，市场越发
缩小。就这样，在资本、市场都不能满足企业继续发展的情况下，企业
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破产。随着企业的失败，洋务运动的其他措施，如新

式教育、新式海军等缺乏经济资助和舆论支持，最终也未能取得理想效
果，洋务运动不可遏制地走向了破产。 ( 作者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
文化学院)

指导老师: 阎东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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