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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趋于平息,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告结束,洋务派利用国内外暂时的和平环境这一有利时机,大规模引
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现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引发了一场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中日甲午战争宣告了以办洋务企业为主要
内容的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这固然有洋务派死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信条,使洋务企业所代表的现代的新的生产力与封建主义
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产生尖锐矛盾等宏观的根本的原因,同时也有一些严重阻碍洋务企业创办和发展的微观原因。这些微观原因
普遍存在于洋务企业而成为共性问题,其负面影响不容忽视,有加以分析和研究的必要。  

 
 
 
一、 决策错误,缺乏科学论证和合理规划  
 
 
 
洋务派是抱着“自强”的信念创办现代企业的。这个出发点虽好,但在缺乏经验,也缺乏知识的情况下,创办企业难免多有舛误。

由于没有进行科学论证和合理规划,往往从一开始就为洋务企业的失败埋下了先天性病根,使企业长期不能正常运转以至最后转让或破
产。典型一例就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办汉阳铁厂。  

 
张之洞的办厂动机和意图是很明显的,他在开始筹办这个厂时说:“华民所需外洋之物必应悉行仿造,虽不尽断来源,亦可渐开风

气。洋布、洋米而外,洋铁最为大宗。在我多出一分之货,即少漏一分之财,积之日久,强弱之势必有转移于无形者。是以虽当竭蹶之
时,亦不得不勉力筹办”[1]。1889年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本打算在广州设立钢铁厂,并委托驻英国公使刘瑞芬购办机器设备。英国
工厂方面说,要先化验铁砂、焦煤,才能决定用什么样的炼钢炉。张之洞对创办近代冶炼工业完全无知,对厂方建议大不以为然,断然答
复说:“中国之大,何处无煤铁佳矿,但照英国所有者购办一份可也”[2]。结果买来的三座炼钢炉中有两座酸性转炉,不适合于后来汉
阳铁厂所用的含磷较多的大冶铁矿,影响了所产钢铁的质量,问题长期无法解决。  

 
其实张之洞贸然决定在广州设厂就是个错误,因为广州既没有大铁矿,也不产可炼焦的煤。如果张氏真在那里建立铁厂,由于生产

成本特别高昂,铁厂非早日关门不可。幸而他调任湖广总督,这个拟办的工厂也就跟着他到了湖北,在距汉阳不远的大冶找到了铁矿,办
厂条件比广州好多了。然而把铁厂设在汉阳亦非明智,这里远离煤炭产区,铁矿也要从大冶运来,炼钢炼铁成本大大提高。若把厂址选
在大冶,运煤就铁,可节省许多运费,成效将大不相同。张总督以“省城地岸,可以时常亲往督察”为由,决然设厂汉阳龟山下。这里地
势低洼,须垫地基九尺,还要修一段江堤以防涨水受淹,仅建厂垫地基一项就耗费白银百万两以上。1893年汉阳铁厂建成,拥有大小十个
分厂,炼铁的高炉两座,炼钢的酸性转炉两座,平炉一座,还有轧制铁轨的设备等等,是当时东亚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张之洞可说是
“政绩”斐然,但是工厂的效益呢?汉阳铁厂开工时,铁矿来源虽然有了,炼焦煤却尚无着落。为了寻找与机炉型号相匹配的炼焦煤,跑
遍了湖北全境也只找到两处可用的煤,但储量很少,又没有机器开采,使用马鞍山的煤又炼不出合格的焦炭。为了风光开炉炼铁,不得已
购买德国的焦炭数千吨,巨舶载来,宝若琳琅,结果还是没有炼出一吨合格生铁来。后又远道从开平运煤,不仅往往因煤供应不上而封炉
停火,生产时常陷于停顿,且因炼一吨生铁价才20余两白银,所耗焦炭一项价格也是20余两白银,所以生产越多,赔钱也越多。又因大冶
铁矿含磷过多,而厂中酸性转炉不能去磷,致使所炼之钢,尽不合格……。上谕责备张之洞说:“铁政局经营数年,未见明效”[3]。汉阳
铁厂实在维持不下去了,转让给盛宣怀了事。  

 
汉阳铁厂失败的例子说明,洋务派纵有“寓强于富”的雄心,但不按科学原则,单凭长官意志和行政命令,必然频频错误决策,给企

业带来诸多生产经营后遗症,使企业效益低下而趋于失败。汉阳铁厂的教训实在非常深刻。  
 
 
 
二、官字当头,管理混乱,虚报贪污现象严重  
 
 
 
洋务派办企业,先后采用了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三种形式,但万变不离其宗,官字当头始终如一。官派的总办、帮办大部分

是既不懂经营管理、又不懂科学技术的庸碌官僚,掌握着企业的重大决策权,然而企业的盈亏盛衰却与他们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
企业的前途也就不卜而知了。以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办为例,第一任筹办者彭汝琮,好大喜功,只图上规模,热衷铺摊子,经费开支往往
一掷千金,毫不痛惜,根本不考虑投资的实际收益。第二任筹办者郑观应,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挪用商民股本为自己搞投机生意,迫使
基建工程停歇下马,使织布局“局事未成,而用途已至四万余两,且又有买空卖空等弊,以致延搁八年,毫无成就”[4]。第三任筹办者龚
寿图,规定商股旧股一律打七折,即每一百两只算七十两,要认股商民追加三十两,才给以新股一百两;又规定补交时间限定三个月,过期
不交则旧股三股并作一股,使旧股贬值三分之二。在这种仿西法创办的公司里,软弱的私人资本任由官方管理者处分、宰割,怎能不使
人视“官”而畏呢?官商混合,官企不分是阻碍洋务企业发展的症结之一。  

 
洋务企业还普遍带有封建衙门的习气:管理机构庞大,冗员充斥,企业的官员们坐食高俸,还有许多仅凭一张八行书而挂名支薪的人

员。例如在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一开始就形成一个庞大的管理机构:一个1000多人的局厂,仅官方委派的各种管理人员就有100多
人。1866年9月,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沈葆桢接任船政大臣那天,碰到的第一件事竟是“荐书盈箧”,“户为之穿”。随后,通过各种关
系进厂的勤杂人员就达88人。该局每月定额经费是5万两白银,仅“薪水工食”一项开支即达3.9万两,几占总经费的80%。人员冗滥,生
产资金缺乏,使船政局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发展起来举步维艰,有时一年都造不出一只船来。造出的船舰质量也差,“可以靖内匪,不能
御外侮”[5],一经风浪,毛病百出。当时的舆论也对洋务企业安插达官显贵的亲戚故旧颇多微词,指出其所任用之人,“不过徇情面倚



声势,大率纨绔居多,不知稼穑之难,焉知大体,惟好为排场,任其挥霍,迄历久无成”,“如是而求其成,不亦南辕而北辙耶”。这段评论
非常中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洋务企业人事管理上的弊端,是很说明要害的批评。  

 
财物管理混乱,虚报贪污是洋务企业与生俱来的毒瘤,特别是在那些投资最多的造船制炮的军事企业,从购置设备、原材料至员工

薪金均向官府报销,浪费虚耗、中饱私囊现象十分严重,大大加快了企业的衰败步伐。如驻德公使李凤苞受李鸿章委托向外国购买军事
设备时就有人指摘说,李“浮开价值,尽入私囊,闻其数目足敷十余营一年之饷”[6]。这种指摘是可信的,因为“采办西洋军火器械,有
浮报价银两三倍者,并有浮报四五倍者”[7],这是当时的通病。沈葆桢也发现福州船政局的采办系统存在着大量侵吞公款的现象,他还
经常发现买来的木材、煤炭和金属材料不能使用。而在江南制造局,工厂缺乏严格的财物管理,各级管理人员随意取用公家物料,浮冒
侵吞。轮船招商局的调查报告则指出:“每年结帐又徒务虚名,纷然划抵,究难取信。患在公私混乱,挪欠自如”[8],等等。可见洋务企
业中财物管理混乱,虚报贪污现象已经非常普遍、相当严重了。难怪有人说:“……人谓机器局管事一年,终身享用不尽”[9]。试想,
有什么样的企业能经得起这种持续不断的“大出血”呢?这不是一般的跑冒滴漏,而是明目张胆地挖企业的墙角,企业不倒闭才真是奇
迹呢!  

 
 
 
三、 缺乏商务观念,违背经济规律  
 
 
 
洋务企业的主要目的是“求富”,也就是赚钱,牟取利润,通过利润的积累扩大再生产。既然外国人在中国办企业能大赚其钱,中国

自己办的企业为什么不能同样赚钱呢?土法采矿,已有长久的传统,再加上新式机器,看来是能够赚钱的。至于纺织业,中国有原料,有大
量廉价的劳动力,更应该提供较高的利润,正如李鸿章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时所声称“……翼稍分洋商之利”[10]。然而由于普遍缺乏
商务观念,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大批洋务企业亏折倒闭。这主要表现在:  

 
生产成本较高,产品质量较差。以江南制造局造船为例,其成本高昂主要由于两项原因:一是几乎所需用的全部材料都是进口的。

在19世纪70年代中叶,这所工厂总经费中差不多百分之五十用于购买外国材料(不包括新机器和其他永久性设备)。在1884年,制造局共
支出银七十万两多一点,其中仅购买“外洋物料”即达四十五万二千多两,占总支出的近百分之六十五[11](P59)。对此,李鸿章说:
“沪局(江南制造局)各船虽系自造,而大宗物料无非购自外洋”[11](P33),“是以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12]。二是雇
员费用(尤其是洋员和中国官员的薪水)高,工厂经费中有近百分三十用于薪水和工资。雇员费用增加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洋员人数不
可避免地增长(他们的薪水甚至按照西方标准衡量也是相当高的),一部分是中国管理人员的人数也在增加。不算小职员,隶属于该厂的
中国管理人员在19世纪70年代初是四十人,到70年代末便增加了一倍。造船成本如此高昂,但所造的船却行驶迟缓,对于一些通商口岸
来说又吃水太深,而且耗煤过大,按19世纪70年代的欧洲标准,这些船也在淘汰之列。  

 
产品商品化率低,市场销售困难。按说民用企业应体现“民用”,按“买卖常规”办事,但洋务派的民用企业却首先服务于官方需

要,是“官用”企业。如轮船招商局首先要保证漕粮运输,有时还要运载兵员、军火,甚至还要迎送官员;煤矿产煤主要供应官办机器局
及海军  

 
舰船用煤,而且必须是好煤,只有一部分次等煤在市场上出售;电报局也要首先拍发官报等。这些企业没有完全面向社会,适应市场

需求,并且有时受官价限制,甚至还要无偿“报效”官府。企业产品商品化率低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转和资金周转,大大降低了企业的
盈利能力。即使是那些面向市场组织生产,产品完全商品化的企业(除个别企业外),也发现市场销路不容乐观。仍以汉阳铁厂为例,张
之洞在该厂快要建成时说:“地球东半面凡属亚洲界内,中国之外,自日本以及南洋各国各岛,暨五印度皆无铁厂。……中国创成此举,
便可收回利权。各省局、厂、商民所需,即已甚广”,而且他认为产品还可远销日本,因此,“此后钢铁炼成,不患行销不旺”[13]。可
是销售的情形远不如张之洞预想的那样美妙:计划中的卢汉铁路还没有开工,而且李鸿章表示“造路专任洋匠,彼以华厂试造,不若洋厂
精熟可靠”[14],所以不能买汉阳铁厂的铁轨。由于找不到销路,张之洞甚至把自产的钢铁请上海的洋行试销,也遭到抵制。  

 
经营机制僵化保守,转换不易。企业作为追求自身利益的独立实体,应该能够根据市场需要合理调配资源进行生产,使产、供、销

相互衔接,这就要求企业有灵活机便的经营机制。然而,僵化保守的经营机制窒息了洋务企业发展的活力。比如,前述的福州船政局为
了摆脱困局,曾想“间造商船,招商领雇”,即进行民品生产,实行商人承包经营等。从船政局的实际看,这不失为官办军事工业脱困的
一条好出路,结果却遭到主管官僚的坚决反对。于是船政局进行民品生产和市场化经营的道路被堵死,经营机制未做任何改变,生产经
营日渐困顿,终使新兴的造船工业蹒跚裹足,举步维艰。与此类似,基隆煤矿试图转换经营机制的努力也告失败。刘铭传曾想将办不下
去的基隆煤矿招商承办,“官不过问”,这本是挽救基隆煤矿的高明做法,然而经三上三下讨论,几番折腾,终无济于事,1892年基隆煤矿
只好全部封闭。李时岳先生评论说,洋务派既是洋务企业的兴办者,又是洋务企业的扼杀者。“到处创办,到处无成”成了洋务企业的
必然结局。显然,不做任何改进的僵化保守的经营机制是导致洋务企业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整体上看,洋务企业的发展以失败而告终,但它为近代资本主义大生产方式在中国安家落户奠定了基础,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成长,也对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西方近代文明的传播起了积极作用。洋务企业的创办,延
缓了中国殖民地化的进程,提高了中国与外国列强较量的水平和能力,同时洋务企业也使国人广开眼界,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改革的必
要性和迫切性。到了甲午战争以后,再也没有人以“洋人以势力胜,中国以礼义胜”,“所恃者,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维”等等荒唐言
论来公开抵制现代化了。在现实性上,洋务企业的失败对于我们今天的国企改革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应该
认真吸取教训,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大国企改革力度,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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