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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与轮船招商局
．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特殊社会形态中的典型人物。 他在经济上着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又在政治上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其阶级属性中交织着资本主义性和封建性的矛盾。 这种矛盾

明显地体现在他经营轮船招商局的过程中。

一、 盛宣怀与招商局的创办

盛宣怀自1870年入李鸿章幕府， 逐渐成为洋务运动的要角。 招商局是他参与筹建并经营

的第 一个大型洋务企业。 招商局的筹办始千1872年， 当时主要有两种指导思想。 以李鸿章为

首的洋务派大官僚是着眼于政治， 认为 “ 夫欲自强， 必先裕饷；欲浚饷源， 莫如振兴商务。

微臣创设招商局之初意本是如此。 " CD也就是说， 办招商局是为了求富以图强， 巩固封建统

治。 出于这一 目的， 李鸿章就要将企业置千官的控制之下， “委派局员， 代表官方督办局

务， 即通过核定章程、 规章， 用舍员董，决定重大事件， 稽查帐目等等， 来总其大纲， 察其

利病” 。 © 而盛宣怀以及郑观应、薛福成、 王韬等人倡办招商局的指导思想叫是着眼于经

济。 盛宣怀说： “伏思火轮船自入中国以来， 天下商民称便， 以是知火轮船为中国必不能废

之物。 与其听中国之利权全让外人， 不如藩篱自固。 ”@

从争夺利权的指导思想出发， 盛宣怀力倡招商集股办局， 并提出了 “筹国计必先顾商

情” 的见解。 他分析道： “中国官商久不联络， 在官莫顾商情， 在商莫筹国计。．．．…试办之

初， 必先为商人设身处地， 知其实有把握， 不致废驰半途， 办通之后， 则兵艘商船并造， 采

商之租， 偿兵之费。 ”＠招商办企业是盛宣怀的一贯主张。 除了招商局， 在织布局、 电报

局、 汉阳铁厂等大型企业的筹办中， 他都主张商办而反对官办。 盛宣怀之所以坚持商办， 是

由其性格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所决定的。 他知道， 商办者作为资本的代表， 其目的是为了获取

利润， 因此必然会 “处处打算＇＇ ， 力求产品 “货美价廉 ＇， 。 官办则不然， 由千款归官拨， 官

办者与企业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联系， 却与政府有着息息相关的利益关系， 他的经营原则就

不会是企业利润最大化， 而是服从于政府的统治利益。 这必然有悖于客观济经规律， 影响企

业的发展。

在盛宣怀及唐廷枢、 徐润、 郑观应等人的主持下， 招商局筹建比较顺利。 在招商集股的
第一年(1873年）， 招商局即拥有江海轮船4艘， 资本额476000两， 盈利2100两。 © 招商局

的初具规模， 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盛宣怀的积极参与以及正确的指导思想对于招商

局的创立是起了促进作用的。

·此文系 “ 纪念招商局成立120周年学术研讨会 ” 入选论文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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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盛宣怀与招商局的经营

盛宣怀于1873年就任招商局会办， 1885年任招商局督办， 一直到 1903年招商局由北洋接

办， 前后凡20年。 在这期间， 招商局虽无甚大的发展， 但能够维持下来， 与盛宣怀的经营还

是分不开的。 概括而言， 盛宣怀的经营特点可作下述。

1. 以求利为目的， 按经济规律办事

盛宣怀作为实际从事生产经营的洋务企业家， 其经济活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利润，

他说： “轮船招商局， 外洋所谓公司也。 大而言之， 借华商之力， 以收洋商之利权，小而言

之， 将本求利而已', ? “将本求利 ” 的目的决定了他的经营活动能基本上符合客观经济规

律， 他经营企业的成功全由于此。

还在招商过程中， 盛宣怀受命草拟招商章程。 他明确提出了 “委任宜专” 、 “商本宜

充” 、 “公司宜立“ 、 “轮船宜先后分领” 、 “租价宜酬定” 、 “海运宜分与装运 ” 等条

款。？j 这些条款从人事、 资本、 价格、 经营等方面作了切实的规定， 使招商局工作得以顺利

展开。 招商局成立之初， 在经营上弊端较多，针对 “船耗之不除， 官本之无着， 江船之多

停” 的状况， 盛宣怀提出了 “船旧应将保险利息摊折',、 “商股应推广招铢” 、 “息项应尽

数均摊''、 “员董应轮流驻局经理” 、 “总帐应由驻局各员综核盖戳” 等整顿措施， ＠ 这些

措施对经营状况的好转起了较大的作用。 尤其是对轮船机器等固定资本进行 “摊折 ＂ （折

旧）， 在当时是很有见地的。 盛宣怀说： “洋商轮船公司局章， 每年递折船旧， 原因轮船值

本新旧迥殊， 如一 船十年之后， 价必不值十之五六， 是以不折船旧，虽名有利，实则蚀本。”切

盛宣怀的意见表明， 他认识到企业的产值中应扣除固定资本的折旧费， 即从产品价值构成中

扣除固定资本耗费的价值补偿部分。 如果不扣除这一部分， 而将其并入利润， 企业看似赢

利， 实则亏本。 盛宣怀对固定资本折旧的分析符合资本再生产原理， 在当时是先进而深刻

的。 招商局从1879年开始折旧， 1880年拨付折旧银450000两抄。 此举对招商局的再生产无

疑具有重要意义。

从求利这一 目的出发， 盛宣怀反对企业经营中的封建特权和侵吞舞弊等陋习。 他在招商

痄程中规定： “官场来往搭客搭货， 亦照例收取水脚（即运费）。 ” @抵制以官势侵害公司

利益。 针对局中任用私人之风气， 盛宣怀指出： “局中同事， 半属局员本家亲戚， 虽其中非

无有用之才， 但始而滥竿， 继而舞弊， 终且专擅者不乏其人” 。 为此， 他建议凡局员之亲戚

木京， “无论若何出众， 均宜引嫌辞去 ” ， 不得以 “某人得力为词 ” 。 ＠ 对局中主管经营

者， 盛宣怀提议要职责分明， 和衷商榷， “庶利弊可互相兴除， 勤惰可互相规劝， 盈亏亦可

互相比较······杜倭卸之弊， 而绝倾轧之端” 。 ＠ 另外， 盛宣怀还主张聘用外国技术人员。 他

任督办后， 即聘任有真才实艺的洋技师尉霞为总大车兼总船主， 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盛

宣怀的这些管理思想以 “求利” 为目的， 基本上符合了经济规律， 因而有利于近代工商企业

的发展。

2. 恃商以挟官， 谋求政府的扶持

盛宣怀深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要能够求利， 必须得到清政府的扶持。 为此， 他亦官亦

商， 周旋于官商之间， 谋求官方的维持。 招商局通过大官僚李鸿章的关系， 得到了许多特

权。 如对官方的多项贷款， 采取 “分年还本， 缓缴利息” 的优惠；通过加拨漕粮、 承运官货

来增加招商局的竞争力； “准令华商轮船在沿江沿海及内河不通商口岸自行贸易” ，扩大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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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屈的经秤业务范围， 等等。 ff.i) 1885年盛宣怀就任督办时， 李鸿衣艾奏时消妊予以四务优惠

措施： （1)减免漕运空回船税； （2）减免荼税； （3）增加运藉水脚； （4)级拔耳

本。 了 沾政府的扶持改许了招商局的经营条件， 增强J
前

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在买进旗 l4 船产

以及与太古、 怡和订立 “齐价合同 “ 上， 招商局都依托清政府的支持。 盛宣怀分析， 在与洋

商争利上， 招商屈打恃无恐的是官方的支持。 招商局只要运三个月消粮的收入， 即能供 “将

及 一 年费用， 即使货物全被揽夫，水脚全行放低” 亦能与太古争衡。 ＠ 由中国近代社会条

件所决定， 本国工商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参与和扶持。 招商局的发展与清政府的支持是分不

开的。 而盛宣怀积极谋求官的扶持应当说是符合当时社会状况及实际需要的。

3. 与洋商争利， 抵制外国经济侵略

盛宜怀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是 “求利 ” ， 为此， 必然与外国的经济侵略有矛盾。 他认

为 “ 中国不患弱而患贪， 不患在下占在上之利；而患洋人占华人之利 ” @。 在与怡和、 太古

两公司签订第三次 “齐价合同 ” 时， 盛宣怀告诫谈判代表陈猷： “宁可亏本再斗， 决不为大

局失此体而“ 徇。 和约签订后， 怡、 太与盛宣怀商议 “应派一 洋人查帐＇， ， 以确保合同得到

执行， 并想 “ 以私人作为公荐” 。 盛宣怀反对逍： “此事不应以私人充当， 必须三家公司保

举信其公证无私方能公请查帐” 。 并告之局中同人， “倘怡、太仍以私人作为公荐， 弟必坚

持不允， 且须订明如有偏私即须另换 ＇， ＠。 由于盛宣怀坚持 “ 与洋商争利 ” ， 使招商局得以

在外国侵略势力的排挤倾轧下站住阵脚， 并相应增强了竞争能力。1893年第芒次 “ 齐价合

同 “ 开始执行后， 招商局盈利达276 400余两白银， 商局面值百两的股票也由1890年的50两

左右上升到1893年的140两以上。 ＠

三、 盛宣怀与招商局的封邃性

据上分析， 盛宣怀的经济活动主要是围绕蓿 “ 将本求利 ” 这个目的， 这丛由盛宣怀性格

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所决定的。 然而， 这只是问题的 一 个方面。 问题的另 一 方而怂， 在中国当

时的历史条件下， 作为一名洋务官僚， 盛宜怀的性格中还有着封迁性和买办性肉素。杻？宣怀

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 必须依靠清政府的权势。 他将自己的经济利益与消王朝的政治¥11活相

联系， 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并凭借其经济实力青云直上， 官至内阁大臣。 所以彝 他妇穴将」寸

建因素渗入到其经济活动中， 从内部制约了企业的正常发展。

招商局筹办之初， 盛宣怀虽倡议招商办局。 但他和唐廷枢等人的意见不完全 一 致。 肝廷

枢强剖应选举在商民中威望高、招股多者为商总， 每百股选一商堇， 商总千众菹中推举， 并

规定“商总为总局主政” , “事属商办， 似宜俯照买卖常规＂ ， 官府 “免添派委员 ” @。 盛

宣怀则不然。 他认为商办不一定由商人任局总， 而应委派有逍员头衔的官商 “ 主持其事” ,

并强调总办要与总理衙门通商大臣船政大臣等官方权要机构和官惊相联络。 1型 1885年， 盛宣

怀挤走徐润， 就任招商局督办， 全面主持公司经营。 他的原则是， “非商办不能谋其利， 非

官督不能防其弊 ＇＇ ， 规定用人理财悉听督办调度， “会办三四人应由督办察度商情秉公保

荐， 亦三年一任“ @。 在制度上保证了官督办的至高权力。

盛宣怀以官的身份督办企业， 他就不能完全按照商股的利益进行经营， 而必须淌足封建

政府多方面的需求。1891年， 清政府看到招商局盈利渐丰， 公积金增至70余万两， 便要求商

局每年交银10万两以备赈济之用。1896年南北洋公学堂成立后， 招商局除供给常年经费8万

两外， 每年还要报效北洋兵轮经费6万两。 并规定以后按年提盈余二成报效， 如报效实数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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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盈余二成 ， 超过之数便从折旧费中拨充 。 1894年慈被 “万寿庆典＇，， 招商局报效银55200
余两 。 1899年至1903年 ， 招商局因报效已从折旧项下 “ 垫支三十八万余两 ” 。 ＠ 此种封建勒

索严重影响了招商局的资本积累 ， 阻碍了企业的正常发展。
盛宣怀虽然标榜 “非官督不能防其弊 ＇＇

， 但他要满足 “官 ” 对企业的控制和勒索， 就难
以做到秉公经营。 当时就有外国人指出： “中国的商人有时不大愿意利用招商局的船， 因为
政府当局有慈盯住最大的托运货主， 以便进行勒索。 而另 一方面 ， 外国轮船公司的装货记录
可以对中国官员保守秘密， 以保护其顾客。 这个经验说明 一个漠不关心和贪财的政府对中国
人的企业施加的阻力；同时也说明 ， 在贯串于这个时期大部分时间的中国法律和政治条件
下 ， 治外法权这个特权对外国冒险事业的成功有着根本性的重要意义＠。 郑观应叹曰： “招
商局腐败极多， 弊端极多 ， 买煤有弊， 买船有弊， 揽载水脚、短物有弊， 修码头、不开标有
弊 ， 分局上下浮升有弊 ， 种种弊端不胜枚举” 。f3 “或谓招商局因官有漕粮帮助 ， 凡官荐之
人势不能却。 查西洋东洋带信轮船公司， 国家岁助巨款， 过于商局运粮水脚数倍， 当逍概不
荐人 ， 亦何尝有此酬应乎？惟其能体惜商情， 所以商务振兴也。”＠陈炽指出： “ 今日电
报、轮船商屈， 每岁入资数百万， 股商仅收官息八厘。 公积则虚有其名， 余利则不能过问。
人人知有二三分之息 ， 而仅得八匣 。 是不音取大众之怪囊， 以饱一 二人之私崇也。 此习不
变， 此弊不除， 而欲纠股集资， 冀中国商务之能兴， 公司之能立也， 虽良马生角 ， 黄河再
沾 ， 不可得矣” 。 （勹 经营上的封建性从内部遏制了企业的发展。 招商局在近代洋务企业中可
箕是利润半厚的， 并且长期维持了下来 ， 但它的再生产规模始终难以扩大 ， 且有每况愈下之
势 。 1877年招商局的船产为银3085883两；1885年为2456000两； 1893年为1700000两＠。

1893年后， 招商局为袁世凯所控制， 更是成为 一 个完全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
综上所述， 招商局在盛宣怀的经营下既有成功的 一面 ， 也有失败的一面。 这种经营效果

上的矛盾是由盛宣怀阶级屈性的矛盾性所致。 面盛宣怀亦官亦商的矛盾性格又是近代中国社
会经济、 政治矛盾关系的具体反映。 从此意义上说， 盛宜怀经营招商局的成败矛盾也是近代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艰难发展的典型写照。

注 1 ＠辛泌章： 《论复梅启照条陈折〉汃 （（李义忠公全书·友稿〉〉（以下称（仁上书》）卷39。
＠乒扔辛： 《论试办轮船招商局〉〉，（（李书·译署函稿〉归位1。
＠＠盛档，盛立怀拟（（上李傅相轮船章程）h同治十一年。
＠＠勃勃＠＠聂宝璋 1 《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下册，J_悔人民出版让1983年版 ， 第1000、1000、

1042、1044、1033、1002页。
＠盛档，盛宣怀拟（（招商局理财十条〉〉，光绪十一年。
@＠笣盛档，盛宣怀拟（（轮船招商局章程〉〉，同治十二年。
@＠＠＠吵引自夏尔元： （（盛宣怀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斗版，第;2;5、26、30一31、126贞。
@@@＠引自夏东儿： 《晚泊详务运动队）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第168、220、219、171页。
＠李鸿萃： （（遵议纽扜诏商局折〉）、（（李书·女韵〉〉卷56。
＠盛档，盛宣怀等 1 (（招商局始末及扩充办法节略）），光渚三年。
＠盛档，《盛宣怀致唐风拥等函〉〉，光绪十九年。
勃岱关喷饺： （（交通史航运编》第一册，第143一 115贞。
伉M盏l'i, (（邓叫f.�;J女低：1飞1不3,．I订）〉，），心宵 ::-: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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