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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赵晓雷

识仑 今又 因3 铁 厂

汉阳铁厂是近代中国洋务企业中绝无仅 有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在1901年 日本的八幡制

铁所建成投 产之前，它是远东最 大的钢铁厂。 汉阳铁厂从1890年底动工兴建，到1908年 成 为

汉冶萍股份有限公司，经历了官办、官督商办、商办三个阶段。 作为一个大型洋务企业，汉阳铁

厂 在经营管理上具有典型意义，对 它的演变过程作一分析，有助千 对近代洋务企业的经营及发

展规律有进一步的认识。

汉阳铁厂是从1889年（光绪十五年）开始筹建的。 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看到当时
“

中国

岁销洋 铁值五百余万 金，粤销即不少，涌厄宜杜。 购机开采，没厂疻炼，皆所必需。吨）遂千1889

年8月26日上 了一个《筹设炼铁厂折》，阐述了办 铁厂的意图和计划。不久，张之洞调任 湖广总

督拟议中的铁厂也随之移到湖北。1890年，张之润在武昌设立了湖北铁政局，选派湖北候补

道蔡锡勇为总办，同时派人对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的煤 铁矿资源进行勘探，先后勘得湖北 大冶

铁矿和大冶附近的王三石煤矿以及湖北江夏的马鞍山煤矿。1890年底，铁厂在汉阳勘定厂址，

动工兴建，到1893年底 大体完工。 在此之前，大冶铁矿已千1891年投 产，马鞍山煤矿千1893

年开始出煤，王三石煤矿因矿脉不佳，始终未能大量出煤，于1894年废弃。1894年5月，铁厂

开始出铁，每天能产生铁50~70吨左右。 但是，这个投资浩大、设备先进的大型钢铁厂开工伊

始，一 系列妨碍其顺利发展的问题就接踵而来。

首先是 经费问题。张之洞最初对厂、矿、 煤建设的总 预算是 240万两白银，清政府将光绪十

六年户部所筹 铁路经费 200万两拨给铁厂作经费。 但 铁厂的实际投资 大大超出了 张之涧的预

算，200万两
“

断不敷用
“
。 张之洞便从地方政府收入中搜罗，仍不足，便挪用官款和商款，并大

量挪用湖北枪炮厂和织布局的经费。 从筹办之日起 到1895年8月招商承办时止，铁厂共用经

费580余万两。 虽然投资浩大，但 由千资金 不是一次投足，常有
“

停工待款之虞
“
，以致

“
转滋糜

．

费
＂，没有取得应有的经济效益。

其次是燃料间题。 筹建 铁厂时，张之洞手中并无煤矿。 四处勘察，始得王三石煤矿和马鞍

山煤矿。 王三石煤矿开采困难，前后耗资50万两 而最终废弃。 马鞍山煤矿 产量 不高，而且所产

之煤
＂

灰磺并重，不合炼 焦之用“
，要掺用开平煤或洋煤才能炼作焦炭。由千燃料缺乏，炼 铁高 炉

只开一 炉，每日仅出铁1.5万余吨，最后连一 炉的焦炭也供应不上，而炼 钢炉所需 焦炭更是无

从谈起。 开工 不足吏得 铁厂
，＇

亏折甚巨 ＇，张之洞先是购买湘煤以应急用，但湖南各地的小煤窑

系用土法开采，产量不稳定＜且质盘低劣。 不得巳又高价购买开平煤矿的焦炭和从外洋进口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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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开平焦的汉阳到岸价每吨银13 两，洋焦炭每吨银20 两左右，而当时的生铁市价每吨才20

两。 燃料戊本如此之高，铁厂产品毫无竞争能力，亏本势在必然。

再次是炼钢炉问题。张之洞通过驻英公使刘瑞芬向英国厂商定购的两座炼钢炉， 大者是贝

塞麻炉（转炉），小者是西门士马丁炉（平炉）。 转炉用的是酸性耐火材料，不能去除原料生铁中

的磷质；平炉用的是碱性耐火材料， 能去除原料生铁中含量在1 5％以下的磷质。 大冶铁矿石

含磷较高， 用贝塞麻炉炼钢，无法去磷，因此汉阳铁厂生产的钢材钢轨磷多炭低， 质脆易裂，无

人肯购买。

最后是原料、燃料的运输问题。 关千厂址的选择，最初有过 一番争论， 李鸿章主张以铁就

煤，将铁厂设在近煤矿处；盛宣怀主张移煤就铁， 在大冶铁矿附近建厂。 张之涧以铁聚而煤散、

铁近而煤远为由拒绝了李鸿章 的意见，又 以大冶地段不佳为由拒绝了盛宣怀 的意见，为使工厂

便千自己控制，他以可
”

时常亲往督察”为名，将铁厂设在既不近煤、又不近铁的汉阳。这样煤、

铁、厂各在一 处， 铁矿石、煤炭以及 炼钢铁所必需的辅助原料石灰石和猛矿石等均要从大冶及

别处运到汉阳，无端地加大 了运输量，更提高了产品 的成本。

以上诸种原因使得汉阳铁厂
”

产品不良“ ,
”

成本太重“ ,"耗资甚巨兀甲午战后，清政府财政

濒千崩溃，无力继续维待铁厂，遂千1895年8月发布上谕，因铁厂
“

经营数载，糜帤己多-未见

明效
＂

， 下令
“

招商承 办
＂
。 次年4月由盛宣怀 承接 ，是为官督商办。

盛宣怀接手时， 汉阳铁厂已陷千瘫痪状态。 盛宣怀对铁厂的原料供应、资金使用、产品销

售 、生产管理等环节作了全面调查，认定其症结是燃料不继、成本太重、产品不良、以致销售无

门。因此，他首先抓煤炭供应，聘请外国工程师在长江一带勘探煤矿，＂俟得煤矿，便筹资本，再

就大冶添设生铁大 炉两座，方能保本，渐图利益。咚） 经勘探， 得知江西萍乡煤矿
“

质佳苗旺 “ ， 所

产煤炭适于炼 焦，盛宣怀便千1898年圈购了萍乡煤矿，从轮船招商局、电报局、中国通商银行

等处挪借资本110万两，又向德国礼和洋行借债800万马克， 先后投资500万两，引进先进机

器设备雇用外国技术人员，对萍乡煤矿进行大规模的建设。1900年萍矿年产煤炭2.5万吨，

焦炭4. 3万吨。1901年产煤炭3.1万吨今焦炭6. 3万吨基本上保证了铁厂的需要 。＠

尔后，盛宣怀着手解决产品 质量问题。1904年3月，他派铁厂总办李维格出国考察，从日

到美、由美及欧，向外国一些大钢铁企业求教，
“

始知张之润原定机炉，系 用酸法 ，不能去磷，而

冶矿含磷太多，适与相反“ 府为此，盛宣怀又向日本兴业银行借款300万日元，对铁厂的设备

进行了改造，安装30吨马丁炉4座， 150万吨大调和炉一 座， 添建250 吨炼 铁高炉一 座， 扩充

和新建了机修厂、轧钢厂钢轨厂钢板厂电机厂等， 这 一浩大 工程于1908年竣工，终于使铁

厂的生产走上 了正轨。”而全球驰名之马丁钢出现， 西报腾布，托为黄祸，预定之券，纷至沓

来 ” 。@

铁厂改造完成之时， 正值清政府大造 铁路之际，钢铁需求蜇大增。盛宣怀为扩大 生产，千

1908年4月奏准将大冶铁矿、萍乡煤矿、汉阳铁厂合并为汉冶萍煤铁矿股份有限公司，完全商

办， 一面 扩招华商股本， 一面向日本银行大举借债。 资本的扩大刺激了生产的发展，据海关 报

告，汉冶萍公司在1909年
“
因旺盛而殊形忙迫， 此厂大开风气， 成效显著， …… 大冶出铁矿三十

万六千吨，猛矿一干五百吨。铁厂出生铁七万四千吨，内 一万六千八百吨运上海及他口，二万三

千七百吨运 日本， 三千八百吨运美国。 …… 出口铁轨及接钩等件共二万八千五百吨， 较上年出

货加倍。 该货系接济浙江、江苏、福建、广九、南浔、津浦、湖南、粤汉 及京汉 铁路之用，虽经大加

机料，而定轨之单甚多，仍有应接不暇之势。 ”©据统计，从1896年招商承办后， 到1910年，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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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铁厂（汉冶萍公司）的产盘是逐年上升的。

从汉阳铁厂的发展历史可见，它的成功与否似乎取决千是官办还是商办 其实这不是问题

的关键所在。 从世界历史看，国营资本主义企业的成功范例并不少。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

本在实行工业化过程中，国家资本就起了带头作用。 政府对钢铁、军工、造船、铁路等投资巨大

的重要部门实行官营大大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
中国官办和商办就不仅仅是－ ． 人经营形式问题而是央定正业能否按客观泾济规律正常发展

的问题。盛宣怀的经营管理效果之所以与张之凅的不同，王要是因为他办企业的目的与张'--同

不同。 盛宣怀接办铁厂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为此他的经营管理就必须符合价值规律，力求

产品 ” 货美价廉＂。所以，在厂址的选择上，他反对张之洞从政治利益考虑把厂设在汉阳，认为这

样会使运费太巨 、成本太重；在能源问题上，盛宣怀也不象张之洞那样，手中没有可靠的煤炭来

源就盲目投产，强作无米之炊，而是先建设萍乡煤矿以保证铁厂的燃料供应；在定购机器设备
上，盛宣怀不是象张之洞那样通过官方渠道让不懂炼钢的外交使节办理，而是派懂行的总办李

维格出国，”遍观英、美、德各厂，购办各种最新最良机炉 “，并“ 广招英、美、德专门各厂投标，

.，…然后分别订定， 吨）工厂在盛宣怀的经营下甚见成效，产品堪称
＂ 货美价廉 ＂ ，盛宣怀踌躇满

志地说：＇总之，｀货美 ＇ －字，工程师自有公共之法试验，不容假借； ｀价廉 ＇ ＿字，当可与外洋钢

价比较＂。＠可以说，汉阳铁厂的起色与盛宣怀的经营分不开，而盛宣怀的经营之所以有成效，

是因为他的思想和活动客观上符合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
问样，官办汉阳铁厂之所以失败，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作为经营者的张之洞违反了客观经济

规律。 张之洞是在19世纪80年代初由清流派转化为洋务派的。当时，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加紧

了对中国的军事、经济侵略。 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立场出发，张之洞提出了“经国以自强为本”

的主张，要求对外国的侵略进行抵御。要自强，必须有精良的武器、训练有素的军队和充足的兵
饷军费，因此张之洞又将“自强”与“求富“联系起来，进一步认识到“今日自强之端，首在开辟
利源，杜绝外耗＂。逐渐形成了以开利源、杜外耗、求富以自强为中心的洋务经济思想，并且在这

种思想的指导下开始了他的洋务活动。
然而，张之涧当时经济思想的出发点是求富以自强。 他只是为了适应清王朝的统治需要，

才将自己的洋务活动围绕着争利求富而展开。因此，他的经济思相就不是以现实的经济过程为

对象，而是以所谓 “经世济时＂、解决政冶统治所需要的资金为对象；他的经济活动就不是以如
何在生产、流通中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 的利益为内容，而是作为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一种手
段；他在经营中就不会自觉地服从千客观经济规律，而是服从千清政府的统治利益。总之，作为

企业的经营者，张之洞不是资本的代表，而是清政府的代表。他宣称他的经营方针是“ 塞涌厄以
图自强，原非为牟利起见＂。＠正是由千张之洞经济思想的出发点是维护封建政治统治，他必然

将反科学、反规律因素渗透到企业内部，从而导致其经济活动的失败。 汉阳铁厂在张之洞的经

营下，生产和流通过程弊端丛生，资本不能顺利循环，剩余价值更无法实现。工厂成了一个吞噬
资本的无底洞，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待。 张之洞可以凭主观愿望行事，可以期望在不违背其

政治目的的前提下发展经济，然而正是他的封建政治目的阻碍了企业按其内在规律正常发展。

企业无法取得经济效益又使他开利源、杜涌厄、求富以自强的政治目的不能达到，这就是历史
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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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分析，汉阳铁厂作为一个近代企业，它的经营管理必须服从千客观经济规律，官

办的失败和商办的成功关键就在千此。权阳铁厂在商办后虽然略有起色，但并未发展成为一个

纯粹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而是成为一个官僚买办性质的企业。 究其原因，主要与盛宣怀这位

公司总经理直接有关。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特殊社会环境中的典型入物。他既有资产阶级本性，又维护清王朝封建

统治；既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有矛盾，又具有依赖洋人的买办性。 盛宣怀以一个买办商人身份

投身洋务菩动，经营资本主义工商业，这就使他具有资产阶级本性。 资本主义是封建主义和外

国侵略的天然对立物，因此，盛宣怀与清王朝和帝国主义有矛盾。 然而在中国当时的社会历史

条件下，要使经济和兰有所保障，又必须依靠清政府的花护和帝国主义的支持，这又规定了盛

宣怀性格中封建性和买办性的发展。 盛宣怀深谙在当时的环境中必须把自己的经济利益与清

政府及帝国主义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亦商亦官，长袖善舞，周旋千官商、华洋之间。

但盛宣怀不会懂得，由千他性格中的资本主义性与封建性、买办性的矛盾，他必然将资本主义

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引入企业内部，使企业成为靠盛宣怀的官力来维持的官僚资本主

义企业，且具有浓厚的买办性。

盛宣怀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必须依靠清政府的政治权力。为此，他维护清王朝统治，并积

极谋求在这个政府中做官。而清政府之所以赏识盛宣怀，将他这位不是
＂

仕途正科
”

出身的入提

拔至内阁大臣的高位，也是因为它要利用盛宣怀的经济实力。盛宣怀从清政府那儿得到了不少

免税、垄断的特权，汉阳铁厂招商承办章程规定，”所有湖北铁厂自造钢轨及所出各种钢铁料，

并在本省或外省自开煤矿为本厂炼铁炼钢之用，应请奏明免税十年，届时察看本厂如有优利，

足可抵制洋铁，再行征税。”@1898 年 4 月，盛宣怀奏准禁止在萍乡煤矿另立公司。 1901 年，有

湖南绅商拟在萍乡开设
“

宝源聚
“

公司，盛宣怀即刻要求湖南巡抚电饬严禁。凭着与清政府的特

殊关系，盛宣怀可以倚官以凌商，保证自己的利益。 但是，清政府之所以对盛宣怀如此
“

关照
“

,

完全是从其统治利益考虑。 它首先就不允许汉阳铁厂因商办而利权旁落，规定铁厂
“

虽改为商

办，该督（张之洞）仍不能辞责。 究竞商股如何招集、机器如何购买、煤矿如何开采、钢铁如何运

销、并一 切厂局位置情形机炉煎炼办法，务令该督详细查勘
＂

应这就束缚了盛宣怀的手脚，使

他必需优先满足清政府的需要而不能随心所欲地自由经营。 清政府又将铁厂作为椋取利润的

对象，《招商章程》规定铁厂
“

拟自路局购办钢轨之日为始，所出生铁售出，每吨提银 一 两，以还

官局用本。 ……俟官本还清之后，每吨仍提捐银一 两，以伸报效。＇唔至 1911 年辛亥革命前夕，

公司向清政府的
“

报效
”

已6、7倍于初时规定的按吨抽两的数额，搞得铁厂
＂

勺水无源，其涸立

待
＂

。 商办后的汉阳铁厂产量虽直线上升，销售情况也不错，但却少有盈余。京汉铁路的钢轨很

大一部分是汉阳铁厂制造，结果却仍
“

不免亏折
＂

。 利润不能转化为资本，企业也就难以顺利发

展，汉冶萍公司成立后负债累累，原因固然很多，但清政府控制了它的生产、销售和利润以服从

千封建统治利益无疑是主要原因。

盛宣怀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也必须得到帝国主义的支待。 尤其在官款无可拨、商股无可

筹的情况下，要维待生产，只有大量借外债。 其实，引进外资本身并不决定汉冶萍公司的买办

性。 在当时资本无着的情况下，借用外资确实对铁厂的改造和扩建、对提高劳动生产率起了一

定的作用。 1899 年和 1902 年，盛宣怀两次向德商礼和洋行借款 800 万马克，用千萍乡煤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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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保证了铁厂的焦炭供应；1903 年盛宣怀向日本兴业银行借债 300 万日元，对铁厂设备进

行更新，大大提高了产品质黛和劳动生产率；1908 年汉冶萍公司成立，盛宣怀又向日本、英国

等银行借款，使公司得以站住脚跟，并提高了生产能力，为铁路建设提供了大量钢铁产品。 但

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借外债难免带有侵略特权，盛宣怀也不可能不以满足帝国主义输出

资本、掠夺原料的需要为代价以获得贷款，汉冶萍公司也就必然带有买办色彩。 公司最大的债

主是日本。 日本由千煤铁资源贫乏，极力想把汉冶萍作为其钢铁工业的廉价原料基地，它借纪

公司的每 一笔贷款都附有供应铁矿石和生铁的条件，日本八幡制铁所创立初期的全部铁矿石

和生铁供应几乎都来自汉冶萍。 1903 年盛宣怀向兴业银行借款 300 万日元，合同规定以大冶

得道湾矿山作担保，分 30 年以大冶铁矿石抵还。 合同草签后，张之洞致函盛宣怀，指出：＂借款

三百万元，息六厘，每年计利息十八万元，订明每年至少收买上等矿石六万吨，每吨价银三元，

计价十八万元，仅敷还息；又订明不能还现银；设使日人每年仅运六万吨，三十年后虽已还过五

百四十万元，而本银丝毫未还。 是日本仅借予我三百万元，永远须我每年供彼矿石六万吨。”@

外务部也感到以矿山作保＂甚有流弊 ＂，要盛宣怀＂妥商删除＂。 但是盛宣怀却认为： “ 凡借洋债，

必须有保。 况得道湾山厂运路，系商购开，虽指山作保，亦与大局无妨。”＠而且，汉冶萍公司售

予日本的矿石和生铁价格不是以国际价格为准，而是以“ （八幡）制铁所购入价值为标准，由公

司与制铁所协商行事。”©当时舆论界评论道： ＂兹查该厂曾借日款二千万两，并未继续照付，而

日人大占特别权利。每年以大冶一厂而论，即须交矿石十万吨，每 一吨工费成本需银二十一两，
而日入竞出银十八两，此中吃亏已属不小，又况订三十年之合同，刻下仅及十年，来日方长，是

汉冶萍三厂，虽名系中国，实为日人也。”＠汉冶萍公司不仅要优先供应日本原料，无法利用国

际市场的行情变化谋取利润，而且产品的售价也不能按市场价格的变化作适时的调整，一个企

业无权利用价值规律以自由竞争，产品的售价被限制在对买主单方面有利的范围内，那么它的

亏损也是必然的。 更有甚者，盛宣怀还想借帝国主义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避免辛亥革命的

冲击。 1911 年武昌起义后，盛宣怀逃往日本。次年他向日本正金银行借款 300 万日元，以大冶

矿山、铁路及其他产业作抵押。 合同还规定 “如在中国偶生变乱，或因公司经营困难， … ...即请

制铁所、银行暂作公司之代理人。”＠盛宣怀同时还与日本订立了《汉冶萍中日合办特别合同》

草约。此议后虽遭股东及国内舆论的反对而未能得逞，但 1913 年盛宣怀从日本回国后，再次以

公司的财产作抵押向日本大举借债，将自己的利益与帝国主义的利益更紧密地联在一起。 据

1912 年的一份调查材料统计，汉冶萍公司当时的资本构成是：国家资本约 600 万两（包括铁厂

官办时清政府投资的 500 万两和清衣工商部公股银 116 万两）。 商股约 1000 万两。 债券约

1750 万两，其中内债约 600 万两 J 外债约 1160 万两，几乎占公司全部资本的 50%，而外债的大

部分又是欠日本一国的。＠日本据此“在大冶驻兵筑路，借保矿产为名，俨为己有。”勺汉冶萍公

司就这样在盛宣怀手中断送，成为受外国资本控制的官僚买办企业。

可见，汉阳铁厂是在盛宣怀的经营下由死变活，也是在他手中沦为买办企业。 这种经营效

果上的矛盾性是由盛宣怀性格的矛盾性所决定的，而盛宣怀亦官亦商、抵洋媚洋的矛盾性格又

是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政治矛盾关系的人格化。 在近代中国，由千新旧生产方式的交替

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进行，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极

其尖锐复杂，受这种社会历史条件的作用，一个人的思想意识、阶级属性的发展就可以是纷纭

复杂、交叉相错的。 从此意义上说，汉冶萍公司的最终结局， （下转笫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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