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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载《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企业发展》 
 
 

大隆是中国近代机器制造业中少见的有成绩的大企业。大隆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棉
纺织工业的整体发展，更有頼于其“铁棉联营”的经营方针。铁棉联营促进了大隆
发展，也提高了相关的棉纺织厂的经营成效。 

大隆与棉纺织企业的关系不是孤立的。在近代上海乃至全国，机器制造工业的发
展与否都与棉纺织工业有重要关联，不过大隆做得更好而已。而中国近代棉纺织工
业又以农村为主要市场，是为农村手工织布业提供原料的。在颇大程度上“机器制
造业(主要重工业之一)依赖于棉纺织工业(主要轻工业之一)；棉纺织工业又主要依
赖于农村经济”这一基本事实，为我们思考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本土特征提供了
值得注意的历史素材。 

 
一、大隆的生存发展与近代棉纺织业[1] 

 
大隆机器厂可谓近代中国机器制造业中发展成效显著的厂家。大隆的产品和服务

的主要对象是棉纺织厂。它发展的成功离不开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发展，而近代棉纺
织工业的不景气也对大隆起了重要制约。 

从轮船修理转向纺织机械修配奠定了大隆的生存基础。 
大隆初创于1902年，最初十分简陋，只有资本7500两，为三家合股，厂主严裕棠

占1/3股即2500两。租用上海杨树浦一个里弄中的二间平房为临时厂房，有工人7
人，学徒4人，没有什么设备，只做些零星修理工作。 

1903年大隆迁址正式建厂，初期业务是外国轮船机件的修配。由于业务有限，竞
争较多，经营业绩并不理想。 

当时纺织工业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这促使大隆向修配纺织机械业务转轨并开始
初步扩张。 

1905年至1913年间，国内纺织厂从18家增至31家，增加了13家，共计纱锭842812
锭，[2]在上海者有16家纱厂，纱锭485400枚，占国内棉纺工业的58%。纺机零件
多，损耗率大。当时普遍使用的蒸汽引擎也易出毛病，常需修理。这些都大大增加
了机械修理业务的需求。但机器修理厂却增加不多，大隆在“需要多、利润大”的
刺激下，很自然地转向纺机零部件的制造和修配业务。 

长期承接两项纺机工程奠定了大隆业务向纺织机械成功转轨的基础。其一，1909
年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在上海建厂，日厂的蒸汽锅炉发电机损坏，英商船厂无法承
造，大隆却成功生产，声名顿起，此后内外棉的机器修配工程长期都归于大隆。其
二，为英商恒丰洋行代制传动装置。由于设计图纸和技术指导都是恒丰提供，有力
推动了大隆的生产技术提高和机器制造业务的发展。至1912年左右，大隆的主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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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务已经转到修配纺织机件方面。 
大批纺织机械修配业务为大隆奠定并巩固了生存基础。业务的发展使大隆于1913

年开始初步扩充，工人和设备增加，1914年沿平涼路新增厂房落成，工人从六七十
人增至一百余人。 

1914年后至1923年前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中国纺织工业带来的繁荣机遇使大隆
在初步扩充后获得第二次较大扩充。 

1914年，国内有中外纱厂33家，纱锭956076枚。至1924年，纱厂增至112家，纱
锭 2977462枚。厂数增加239%，纱锭增加211%。因为纱厂生意特好，厂家只求机器
能正常运转，因机器停顿一日，厂家即损失一日利得，因此厂家只求机器修配快
速，并不过多计较修配价格。纱厂的修配生意数量既多，价格又高，这无疑为以纱
厂机械为业务的机器修配厂的发展提供了大好空间。由于大隆的设备和技术明显高
于一般厂家，在工作速度和质量上占有优势，对于一般厂家无力完成的任务，大隆
不仅可以漫天要价，而且扩大了自身信誉。这些都促使大隆业务迅速发展，在同业
中独树一帜。此时的大隆业务除了日本纱厂外，还增加了申新、大成等许多民族资
本纱厂。 

棉纺织机械修配业务的扩充使大隆的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大为发展，上了一个大
的新台阶。 

在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方面，从1920年至1923年，大隆成功完成从修配零部件到
制造部分纺织机械的过渡：1，能够独立承造全部纺织机械的传动设备。2，试制成
功工作母机，以及柴油引擎、抽水机、碾米机等农用机械。3，最重要者，于1922年
试制成功部分重要纺织机械，如织布机、清花机、打包机等。 

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1918年夏，在大连湾路购地另建新厂房，1920年全厂迁入
新址。新厂厂基占地10亩，新增进口机器如铣床、磨钻床等，全厂有各式工作母机
和机床100余部，工人300余名。 

 
二、“铁棉联营”[3]的“双向效应” 

 
随着“黄金时代”的逝去，1923年后中国棉纺织工业步入整体困境。棉纱销路锐

减，大量纱厂转为亏损，对纺织机械设备的需求大减，以纱厂机器设备为主要业务
的机械制造行业难免颓势，大隆自然难免。大隆虽然已有制造织布机等纺织机械的
能力，但纺织工业的不景气，以及一些大的厂家对国产设备的不信任，使大隆织布
机的销路相当困难。但大隆的起家和发展的经历告诉厂主严裕棠，以机纱为主产品
的棉纺织工业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产业部门，只有坚持以纱厂为主要服务对象，以修
配、生产棉纺织机械为基本业务，才最有可能保住生存乃至发展的空间。1925年，
严裕棠毅然决定租用尚在停产中的苏州苏纶纱厂，在1927年进一步以银元30万两将
苏纶买下，试图走出一条“铁棉联营”的经营战略，以修整更新苏纶设备促使其发
展，在苏纶的发展中打造大隆的前途。 

严裕棠的“铁棉联营”战略获得了成功。1926至1937年，与之联营的苏纶纱厂、
仁德纱厂等从亏损变为赢利，大隆也获得较大发展。 

苏纶创办于1897年，是近代中国最早兴办的纱厂之一。成立后经营效果一直不
好，数度更换厂主，机器陈旧，厂房破败。在大隆租用前，有纱锭20000枚，处于停
产状态。租用期间，因厂房有倒塌危险，曾被当局勒令停工。严裕棠并未退缩，反
而逆势而上，在1927年毅然买下苏纶。 

经过一年多整修，苏纶面貌焕然一新。1930年，苏纶增设新厂，设纱锭二万。
1931年，苏纶新设立织布厂，有布机300台，后增至1000台。1930至1931年间，苏纶
年销机纱2万余件，布11万匹。年平均纯利润40万两。1932年至1937年，苏纶进一步
扩展，1933年，资本105万元；1935年资本130万元；1937年资本200万元。 

与苏纶联营的成效使严裕棠大大坚定了贯彻铁棉联营的方针并加以扩大。1934
年，严裕棠以35万两买下隆茂纱厂，改名仁德纱厂。将原有纺纱机器扩充为17000
锭；新增织布机470余台，1935年全部开工。 

1935年3月至1937年6月，仁德纱厂纯益533 248元。1937年7月一个月中，获纯益
78 405元，资产合计为2 277 513.85元。 

除直接收购上述两纱厂外，大隆还向常州民丰纱厂、郑州豫丰纱厂、江阴通仁毛
棉纺织厂部分投资，严庆祥(严裕棠之子)在1933至1934年间曾任这三厂的总经理。 

以上是大隆“铁棉联营”的基本内容。此外，大隆产品还大量行销本地、外地的



纺织厂，如上海的永安纱厂、鸿章纱厂，江阴的利用纱厂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1933年至1936年间，中国棉纺织工业特别是民族纱厂经营十分困

难，大量纱厂减工停工，严重亏损，企业改组倒闭之声不绝于耳，一些著名大企业
如申新系统、大生系统也难幸免。但成效一直不佳的苏纶、仁德纱厂却能在大隆接
手后赢利不菲，在当时棉纺织工业中可谓凤毛麟角。这是铁棉联营效果显著的明
证。 

铁棉联营对大隆发展的贡献尤为重要。 
1927年至1931年间，当大隆只与苏纶一厂联营时，1931年大隆纯益35 285(银

元)。1932年至1937年间，当大隆进一步扩大了铁棉联营，企业获得全面大发展。企
业资本，从30万两增至50万元，1937年增至100万元。企业规模发展到：工作母机
500余部；工人约1300人(1936-1937年略减)。重要的是，生产技术和工艺组织方面
都有较大改进，在铸冶、机械加工、量具制造、热处理等方面都实行了一系列技术
改革，使企业在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得到很大提升。例如，在铸冶方面，设计制造
了每小时熔铁3000公斤的冲天炉，代替了原有的三节炉，对节约燃料，提高熔化能
力，降低废品率都起了显著作用。在机械加工方面，大隆原有车床多为皮带带动，
这时设计制造了齿轮变速的6呎车床数十台，质量相当高，以及16呎龙门铇床等等。
在热处理方面，过去热处理仅由锻工操作，此时建立了热处理工段淬火车间，设计
制造了盐浴炉等设备，在上海首次采用了高温含氰盐浴渗炭，使纺机上的主要零件
的产量和质量大大提高。 

随着技术和生产能力的提高，大隆最终成功实现了纺织机械制造业中关键性的跨
越，即成功制造整套棉纺织机器。制造能力，已达每年制造4万锭左右，所制造的各
类纺织机件已达50种之多。大隆的产品以质量高品种全在用户中树立了声誉。 

“以铁业为本，以棉业为手段，则成功自易。”严庆祥这一概括，道出了“铁棉
联营”取得成功的实质。[4] 

 
三、上海机器制造业与棉纺织业 

 
大隆与棉纺织企业的关系不是孤立的。在近代上海乃至全国，机器制造工业的发

展与否都与棉纺织工业有重要关联，不过大隆做得更出色而已。 
1895年，上海只有5家纺织厂，所用机械为全套进口新机，还谈不上产生纺织机

械修配专业的市场需求条件。当时的机器修理业，主要是适应外国轮船的修配需
要，总体规模很小。机器厂是随着纺织厂的增加而相继设立，随着纺织业的发展而
逐步形成为机器修配专业的。从投资额估计行业规模，1860-1894年间，上海尚无纺
织机械修配专业，全部机器厂的投资规模只有3600元。至1913年，纺织机械修配业
已超过外轮修配专业、公用事业及洋行机器修配业、针织机器制造专业、缫丝机器
制造专业、印刷机器制造专业的投资总额，成为机器厂中最主要行业(不计“其他”
业)，投资额达12870元。见下表： 

民族资本机器工厂设厂数资本额统计表1866-1913年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1966年版，
页196。以下简称《上海机器》。 

1914-1924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及其后的影响，我国民族棉纺织工业获
得了较好发展机遇，各纱厂无不利润优厚，纷纷扩大规模，兴建新厂。以纺织工业
为服务对象的机器厂随之发展。“老厂纷纷扩充范围，增添设备；新设工厂先后踵
起，蔚为一时之盛。”首先是纺纱机器的修配业务的扩大，许多机器厂扩大了规
模，増设了一批新厂。大隆以外各厂的业务对象是，协泰以英商新老怡和纱厂为
主，兼及国人创设的德大、厚生等厂。义兴盛以申新、三新等纱厂为主，兼营翻砂
配件铸造业务。炽丰及张仁记业务亦以三新纱厂为主。张万兴等数家专门制造纺织
机械零件的，则以国人设立的各大纱厂如上海的申新及南通的大生纱厂为主，同时
分包大隆及炽丰厂的业务。[5]新增加的纺机修配厂有新民机器厂、久大机器厂、钰
昌机器厂、华昌铁厂、发昌机器厂、安泰铁厂等。[6]资本雄厚、设备技术力量遥遥
领先的中国铁工厂于1921年开始建立。行业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明显提高。大战
以前，经营纺机修配业务的民族机器工厂很少，技术上只能修配皮带盘、齿轮等传
动设备。……大战后期,业务范围有所扩大,修配零件品种增加。大战之后复有发
展……增加了加工精度较高的洋枪管、法兰翼子、钢丝车斩刀、细纱车皮带弹簧、
锭胆等零件的修配与制造,并开始修理锭子。中国铁工厂创立以后，更仿制成功细纱
机三大零件锭子、钢领圈、罗拉，在纺机零件制造上大大进了一步。[7] 

其次是织布机的制造有所进步，不少工厂转入织机生产。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以
前,上海各大纱厂附设的织布部分的织机设备,绝大部分是进口的铁机……大战发生
以后,随着纺纱业务的发展,棉织业继起获得发展,各厂给纷纷添购布机,,上海与内地
中小型布厂设立者如雨后春芛，盛极一时，所用铁木机大抵为民族机器工业所造。 

1913年上海经营纺织、缫丝机制造的民族资本机器厂只有13家，至1924年，除中
间停业者外，共有50家。 

1923年前后，随着“黄金时代”的逝去，我国棉纺织工业步入困境。至1928年前
后，形势又有所好转，至1931年，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与棉纺织业相关的机器工业
之地位如下表。 

1931年上海民族机器工业概况表 
 

资料来源:《上海机器》,页457。 
如上表所示，1931年，在资本总额和每厂平均资本额数据中，纺织机械在全机械

工业中稳居第一，加上印染机械，资本总额超过丝织、船舶修造、印刷、卷烟等机
械工业的总和。 

1932-1935年间民族机器工业陷入严重衰退中。直接影响民族机器工业的首要因
素是“全国纱厂、丝厂之停闭，以致纺织机器丝织品机器去路毫无；其次为农村破
产，农耕方面所需之戽水机、深耕机、碾米机等营业亦一落千丈。”[8]民族资本机



器厂的营业额自1932年以后每况愈下，于1935年达于极点，该年全业营业额估计比
1932年下降了三分之一。许多厂不能维持，停业关厂；缩小范围、减工减产、屡行
改组，成为一时突出现象。大厂分裂为小厂，也以此时为特有现象。[9] 

棉纺织业的衰落直接引起有关机器厂的减产或停业。 
最严重的事例是中国铁工厂的倒闭。中国铁工厂始建于1921年，是中国第一家独

立制造纺织机器的工厂。1920年代至1930年代初，该厂是国内纺织机械工业中最大
厂家之一，被称为“当时唯一大规模、设备最完全的制造纺织机器的铁工厂”。该
厂在开工后即遇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内棉纺织工业的不景气，“随着棉纺业一同
陷入困境”。在1926年至1931年间，中国铁工厂业务虽然“尚称不恶”，但由于纺
织机械定货小于工厂生产能力，早已隐藏种种问题。“大批定货，不易得到，依靠
修配,则根本无法维持。加上欠款利息负担，每年几达一万两；而时局动荡不安”。
“一二八”战争爆发,厂中遭受炮击,损毁甚重,无法开工。事后通过慎昌洋行的关
系，将大部分机器搬往租界。而金城银行见开工无望，逼债愈甚，中国铁工厂股东
自顾不暇,所有残存厂房机器,遂被金城银行拍卖扺债。不得不随着民族轻纺工业的
衰退而结束。[10] 

 
四、中国近代工业与农村经济的产业关联 

 
30年代中国棉纺织工业危机最为集中的体现和最为严重的问题是机纱需求量下降

引发的市场危机。市场危机主要是农村经济衰退、农民购买力严重下降引起的。中
国30年代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和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一样，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
危机，不过主要不是由于生产的相对过剩，而是由于购买力绝对减退，特别是农村
购买力的减退和消失。”[11]正如据当时国际贸易局所指出：我国棉纱业自民国二
十年大水以来，每况愈下，二十二年情况更趋恶化。其原因由于农村经济之衰落，
人民购买力之薄弱，内地纱销疲滞所致；而各地灾祸战乱，亦为一大原因。[12] 

农村土布业的衰退和国内战乱是导致农民购买力减退的基本原因。在市场危机开
始不久，业内人士就中肯分析到：“内地织布业衰败，太半停机，需要大减。致无
锡厂纱，竟多运沪销售，沪市遂益苦呆滞矣。”[13]1933年是中国机纱市场最不景
气的年头，上海是全国最大的机纱供应地，仅就国内市场的各帮采购量看，各地方
成交量只相当于1931年365401包的58%，更只相当于1930年成交量495942包的42%。
直至1936年方始好转。 

与机纱销量大幅下降的同时是存纱量的急剧上升。有关报导指出：纱价虽已极
贱，而销路之沉滞如故，初未因价廉而稍稍引起需要，致纺厂囤积之纱，乃达最高
纪录。[14]以下是棉纱工业危机中上海存纱量的不完全记录： 

上海存纱量统计表(单位：包) 
 

 
 
注:1，1930年底,上海存纱数为:日纱8250包,较11月份减少8460包.华纱为84923



包,较11月末减少48581包.总计93173包。(纺织时报765号，1931年1月19日)2，资料
来源：据1931—1936年各期《纺织时报》整理。 

值得注意的是，存纱常见增加的是粗支纱，细纱反而减少：“以支数言，则10
支、16支、20支增加最多，42支及60支皆减少”[17]此种状况绝非偶然。我们知
道，10至20支纱基本是供农村手织业作为原料的。它们的市场需求萎缩，是30年代
棉纺织工业品市场萎缩的主要内容，它恰好说明农村手织业的严重不景气是棉纺工
业危机的主要原因，而这正是农村经济陷入困境的体现，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手
织业衰落正是农村经济陷入困境的主要成因之一。 

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与农村经济特别是农民家庭手织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的密切关系绝非偶然，因为“绝大多数纱厂的建立，根本就是以手织业当作销纱对
象的”[18]。据我们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推算，至1930年代中期，全国机纱产量为
11539357市担，手工织布业用纱为 9232559市担，其中机纱6153559市担，手工业用
机纱约占全国机纱产量的53%。手工织布，则占全国布产量的71%左右。[19] 

中国近代经济中，以大隆机器厂为典型的机器制造业紧密依赖棉纺工业，棉纺工
业又紧密依赖农村手工织布业的“产业链”，值得关注和深思。 

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经济史教科书乃至专著中，仍然极其坚定地认为中国近代工
业产生的前提和基本条件是传统自然经济的破坏和瓦解，这里所谓的自然经济，核
心是自给自足的农业与手工业密切结合。认为只有这种结合被破坏后，才能建立起
近代工业所必需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而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无疑是资本主
义大工业建立的前提。 

然而，这却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论点。我们不妨闭上眼睛想一想，如果一个依赖
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小农经济维生的农家，其生存基本手段之一的手工业因大工业
品的竞争而无法继续，该小农家庭经济也因此而破产，那么，除非该家庭的劳动力
都很快成为工厂工人，从而可以依靠工资成为工业品的消费者，否则怎么可能在破
产前因生活水平低下，无钱从市场上购买衣物等生活必需品，而在破产后反而成为
工业品的消费者？而无数个同样的小农家庭，同样都会因为破产而成为工业品的消
费者，并竟然由此建立起现代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广阔产品市场，这种情况可能发生
吗？ 

毫无疑问，我们是不可能找到符合该论点的基本史实的。[在鸦片战争后，中国
门户虽然大开，但西方的工业产品却长期难以顺利行销特别是在农村行销。至19世
纪70年代左右，外国棉纺织品开始较多涌入，在一些记载中出现了不少诸如“女红
失业”的报导，对中国统治集团也造成颇大震撼。然而，我们仍然难以找到哪怕是
少量而确切的个别案例，能够说明是这些失业者成了工业生活用品的主要消费者，
从而造成了现代大工业的产品市场。恰恰相反，当80年代至90年代末中国第一批近
代民用工业开始建设时，中国仍毫无意义地是一个农业和手工业密切结合的小农经
济一统天下的社会，]直至1949年近代中国终结，5亿多人口中成为工人的不过200万
左右，加上市民充其量不超过数千万，农民仍然是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的生产方
式仍然是农业与手工业、副业的密切结合。那么，中国的近代工业究竟是如何产生
出来的呢？它究竟是否需要一个广阔市场呢？它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是何种关系
呢？ 

大隆机器厂的发展，铁棉联营，重工业、轻工业和农村手工业之间的关系显示出
与主流理论很不一致的另一种经济现象。它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在中国近代化过程
中，重工业和生产资料产业，要依赖当时的主干产业即棉纺工业才能生存和发展，
而主干产业的棉纺业，又依赖于农村经济特别是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因此，农
村、农民经济的发展最终决定和制约了现代部门的发展。[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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