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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樞與中國近代煤礦業

胡海建*

*胡海建，廣州暨南大學歷史學博士、華中師範大學博士後，現任肇慶學院教育學院院長、教授。

關於開平煤礦，中外史學界的大師們在他們的著作中有過零散的研究。美國學者劉廣京、費正清

兩位先生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對唐廷樞管理開平煤礦的總方針、財政等有過論述。美國田納西州立

大學郝延平教授的《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和怡和洋行一百五十週年𣾀編的《薊草與玉》中對唐廷樞工

業投資、工業管理和企業家的三重角色進行過闡述，認為唐廷樞是中國第一現代化買辦。汪敬虞先生在

《唐廷樞研究》一書中對唐廷樞投資於現代工礦企業、附股等有過論述。唐有淦先生對唐廷樞創辦開平

煤礦的全過程有過綜述。北京師範大學李志英老師對唐廷樞在洋務企業中的管理和資金籌措有過專文論

述。但這些論述都是零散的而不是系統的。本文擬系統論述唐廷樞在創辦開平煤礦的過程中進一步向民

族資本家邁進的重大轉變。

面對西方列強掠奪中國礦產的危險，面對洋

務運動以來對煤鐵的大量需求，面對要求擺脫貧

窮力求“致富”的強烈呼聲，特別是1874年臺灣

事件的刺激，李鴻章、唐廷樞意識到必須創辦自

己的礦業。加之1883年盛宣懷借徐潤等挪用局款

之名，又倚重李鴻章的支持，在輪船招商局爭奪

督辦之位，排擠唐廷樞。1876年10月唐廷樞應

李鴻章之召前往天津籌創開平煤礦。唐廷樞不辱

使命，實地勘測，經磁州試採失敗，改試開平成

功，並提出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開平礦務局招

商局章程〉，艱難招股。1880年8月正式開鑽出

煤，生產能力不斷提高。隨着煤的大量開採，運

輸日益重要，唐廷樞開鑿運河，修築鐵路，使用

蒸汽機車，開始了中國歷史上的鐵路和蒸汽機革

命。採煤和鐵路運輸相互推進，唐廷樞領導下的

開平煤礦產量不斷提高，促使他將鐵路拓展至蘆

台，組建開平鐵路公司，再把鐵路延至大沽、天

津、山海關；鐵路的修建和延長又促使林西煤礦

的創建。他以煤鐵為中心相繼在開平創辦中國最

早的水泥廠——唐山細棉土廠，使用電話、電報，

開設維修工廠，製造第一臺龍引機車，建立塘沽

種植公司，使開平成為中國近代的工業中心，成

為以礦區為中心的新型工業基地。唐廷樞在推進

中國近代化的過程中，使自己進一步向民族資本

家邁進。

創辦開平煤礦

19世紀70年代中期，中國的洋務運動已進行

了十五年，中國出現了“同治中興”的局面。但

內憂外患並未消失。西方列強對中國豐富的礦藏

早就垂涎三尺，臺灣事件使東南沿海出現民族危

機。洋務運動的發展，需要進口大量的煤鐵，耗

銀鉅大，導致國庫空虛。要想富國須振興商務，

開採礦產。1876年，還在輪船招商局任上的唐廷

樞受任籌創開平煤礦。他善於調研，注重環境對

企業的制約作用；他充分發揮了工業投資者、工

業管理者和企業家的三重作用，成功地創辦開平

煤礦並不斷提高其生產力。

一、開平煤礦創辦的原因

開平煤礦作為近代礦業的先河，與洋務運動

的進一步發展需要大量使用煤鐵息息相關；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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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70年代民族矛盾上昇、民族危機加劇密切

相聯。

1)民族危機嚴重

礦業的危機隱患。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

就窺測中國的礦產資源。隨着列強在中國的軍

艦和工廠的增多，對煤鐵的需求日益擴大。據統

計，19世紀40年代“中國沿海的輪船每年消耗煤

炭達四十萬噸”。(1)所以中國礦業史上首先要求採

用現代方法開礦的是外國人，尤其是英國人對發

展中國煤礦的可能性特別感興趣。這是因為他們

的海軍和航運公司都需要廉價的燃煤供應。他們

一向使用的是英國煤和澳州煤，但是運費把煤價

提得很高。他們不願意用中國的煤，原因是中國

用土法產煤和運煤的效率很低。另一個使外國人

對中國煤礦感興趣的原因是，外國公司想在中國

經營煤礦獲得利潤，煤商想做中國煤的買賣獲得

利潤，機器商想在中國推銷採礦機械獲得利潤。

也許正是因為懼怕外國勢力的侵入，中國政府內

部始終諱莫如深。然而鐵板一塊地反對開採煤礦

後來出現了鬆動的徵兆。一是總理衙門同意布魯

斯派潘培利到齋堂去視察煤炭，二是協約中欽命

南洋外交督辦即將調查齋堂和基隆煤礦並派員到

那些地方去試辦開礦事宜。 (2)事實上，英國人從

19世紀60年代就開始了在中國的煤礦勘測。早在

1862年，一位英國海軍軍官曾到北京以西的齋堂

(Chai-Tang)煤礦去視察，其目的在於確定能否生

產一種相當質量的輪船燃料煤，並以合理的運費

運到海邊去。1863年，白林格(Anson Burlingame)

和布魯斯(Sir Frederick Bruce)作好了安排，派一

位從前在日本政府供職的美國採礦工程師潘培利

(Raphael Pumpelly)去齋堂礦地再作一次調查。

總理衙門同意了這個建議，並擔負了旅費。於是

中國有識之士紛紛提出自行開採，以杜絕洋人的

凱覦之心。

邊疆危機。19世紀70年代，帝國主義發起新

一輪對中國的侵略，民族矛盾上昇。針對上述情

況，有識之士憂心忡忡。“日取外洋之煤鐵，以

製我器”，不但“金幣外流”，而且“一旦海疆

有事，洋舶不來，而我之製造無所取捨，將何以禦

之”。(3)“利源之涸日甚一日，複歲出鉅款購用他

國煤鐵，實為漏卮之大宗。”(4)加之1874年日本侵

略臺灣，“海防”問題日益突出。薛福成在〈密

陳海防疏〉中提出“中國金銀煤鐵等礦，未經開採

者”甚多。“貨棄於地，而外人垂涎久矣。似不妨

用彼國開挖之器，興中國永遠之利。”(5)“炮船機器

之用，非鐵不成，非煤不濟”，“設有閉關絕市之

時，不但各鐵廠廢工坐困，即已成輪船，無煤則

寸步不移，可憂孰甚”！ (6)薛福成、李鴻章對加

強海防和用西法開採煤鐵礦藏的重要性闡述得非

常深刻而透徹。

財政危機日益嚴重。興辦近代工廠、企業，

進行中國的近代化均需要燃料——煤。洋務派興

辦江南製造局、天津機器局、上海輪船招商局等

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冶煉和運輸都必須花大量

白銀從外國進口洋煤。

僅從天津洋煤歷年入口量值表中，我們就可

讀到如下沉重數位：

 1870年 580噸  1,953両

1871年 505噸  1,050両

1872年 850噸  1,310両

1873年 1,055噸 10,550両

1874年 1,796噸 17,965両

1875年 1,177噸 81,767両

1876年 1,870噸 　62,786両 (7)

這表明，天津洋煤進口歷年入口量值一直呈

上昇趨勢。

再從中國國際貿易統計來看，全國洋煤(包括

焦煤)歷年入口量值同樣有增無減：

1870年   78,405噸   909,463両

1871年   85,556噸   852,445両

1872年 134,393噸 1,225,605両 

1873年 115,113噸   905,188両

1874年 116,294噸   677,181両

1875年 143,279噸   677,181両

1876年 125,765噸   729,422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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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可見，進入19世紀70年代，邊疆出現

危機，民族矛盾加重。進入“求富”階段的洋務

運動，面對清王朝的財政危機，迫切要求推進中

國近代化礦業。曾國藩認為用西法和機器來開礦

對中國是有利的。李鴻章則更關注中國近代採礦

業的發展。他的態度非常堅決，決定對中國的採

礦事業採取實際的行動。這個動議是1874年作出

的。那時李鴻章和招商局以及津滬兵工廠的有關

人員開始認真討論舉辦一個現代化採礦公司的可

能性。就從這一年開始到1875年，他們都把注意

力集中在直隸省南部接近河南邊界的一個名叫磁

州的煤鐵礦床上去了。當時，還有一位主張試採

煤礦的顯赫人物，那就是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

臣沈葆楨。(9)

也許是考慮到單以直隸請奏朝廷准予開採磁

州煤鐵勢單力薄，李鴻章便決定聯合沈葆楨以南

北兩洋通商大臣的身份會奏。光緒元年(1875)，李

鴻章和沈葆楨向朝廷呈遞了奏摺。同年四月二十

六日，朝廷允其所請，上諭：

開採煤鐵事宜，著照李鴻章、沈葆楨所

請，先在磁州、臺灣試辦，派員妥為經理。即

有需用外國人之處，亦當權自我操，勿任彼族

攙越。(10)

從此中國近代的礦業正式進入實踐階段。

臺灣基隆煤礦的試采頗為順利。當年沈葆楨

就聘僱了英國礦師翟薩勘察選定礦區。冬天，翟

薩便赴英國購機僱匠。1876年夏天開始鑿井，僱

用英國礦師共十二人，自礦區至海口修築輕便鐵

道，爭取在次年正式出煤。(11)

唐廷樞對創辦開平煤礦的貢獻分析

唐廷樞1876年北上籌創的開平煤礦，是他經

營的企業中時間最長、傾注精力最多、影響最大

的一個。他注重實地調研，時刻體現出一個企業

家的實幹精神。他集工業投資者、工業管理者和

企業家於一身，成功地創辦了中國近代大型的資

本主義企業——開平煤礦。

1)實地調研：企業家的實幹精神

全面勘測礦址。唐廷樞在籌創開平煤礦的過

程中，時刻體現出一個企業家的實幹精神。1876

年唐廷樞做的第一件事是按照李鴻章的要求帶着

馬立師離開天津，前往二百多英里外的北塘河與

灤河之間的開平盆地，並對那里的煤鐵資源進行

實地勘察。

光緒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唐廷樞向李鴻章具

稟了〈勘察開平煤鐵礦務並呈條陳情形節略〉，

詳細地報告了此次開平之行的收穫和對試採開平

煤鐵的具體設想：

竊職道廷樞荷承中堂面諭，馳赴開平查看

煤鐵礦情形，當於月之十九日乘坐小輪船，由

大沽而至北塘口進發，其河道灣闊深淺與大沽河

相仿。二十日辰刻抵蘆台，即由陸路東北五十里

至王蘭莊歇宿。該莊之東，有河名曰陡河，由該

莊直南入澗河而出海，計陸程約六十里，水路約

一百八十里。查陡河發源在開平之北四十里榛子

鎮，其河水尚深，惜乎灣曲窄狹，橋樑甚多，以

至小船未便往來。二十一日早，由王蘭莊向東北

行八十里，是晚抵開平，即古之縣城也。現在東

屬灤州，西屬豐潤。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連

日在開平一帶，東三十里至古冶，西南十五里至

唐山，北二十里至鳳山，逐日將煤井鐵石細看，

似有把握。(12)

現土法開採法(⋯⋯)，由開平牛車至蘆台

(⋯⋯)，由蘆台用小船運至天津，每噸價共六

両四錢。若運上海以拒洋煤(⋯⋯)，斷難出售

(⋯⋯)。況仿照西法採煤，每天應運五、六千

擔，須僱大車三百乘方足敷用，不獨無此多車，

且車價騰貴，更難化算。(⋯⋯)如築鐵路(⋯⋯)，

祇需成本銀四両，不獨可拒洋煤，尚屬有利五

錢。如每年採煤十五萬噸，便可獲利銀七萬五千

両。欲使開平之煤大行，以奪洋煤之利，及體恤

職局輪船，多得回頭載腳十萬餘両，苟非由鐵路



116文 化 雜 誌 2010

歷

史

唐
廷
樞
與
中
國
近
代
煤
礦
業

運煤，誠恐終難振作也(⋯⋯)。但開煤必須築鐵

路，築鐵路必須採鐵。煤與鐵互為表裡，自應

一齊舉辦。計購煤鐵機器等銀四十萬両，築鐵路

銀四十萬両，共銀八十萬両，為數頗鉅，恐非易

籌。如能先籌銀三十萬両購買機器，遞年續籌銀

三十萬両以為買地築路採煤熔鐵等項之需，便可

敷衍。鐵路築成，第二年便可入鐵路利銀十九萬

両，煤利銀七萬五千両，鐵利銀十萬両。其餘兩

年便可歸本，以後每年入息三十餘萬両之多，豈

不溥哉！(13)

這份報告的核心是：開煤必須築鐵路，築

鐵路必須採鐵，煤與鐵相為表裡，自應一齊舉

辦。

洋人對中國洋務運動的每一個舉措都是相當敏

感的，〈1876年天津英國領事記開平煤礦〉：

直隸總督顯然有意打算用外國機器開採天津

東北北塘河與灤河之間的開平鎮的煤礦。1876

年10月總督派了一位英國礦師，攜帶翻譯員一

名，去勘察當地曾(以土法)開採的礦區的可能的

產量。勘察結果，知礦區的七十八方英里；據曾

在當地挖煤的工人說，煤層約厚七英尺，依此估

計，則全區煤的儲藏量即有六千萬噸。

煤質係中等的煙煤，宜於輪船使用。天津

機器局和輪船招商局日益加多的船隻需煤很多，

開平既然煤藏豐富，他們定會急於要設法開採。

運煤需要修建一條鐵路，從礦區修至北塘河上的

蘆台，長約四十五英里。鐵路要經過的地方十分

平坦，居民不多，修建工程應沒有困難，因此這

工程費錢不多即能完成，也不至於引起居民的反

對。

蘆台是汛海的沙船能到的地方，水路距北塘

約六十英里，兩地之間河身甚寬，水道較直，比

白河較深(14)。

親力親為，設局鑿井。唐廷樞不僅注重實地

調研，更注重親力親為，求真務實。1878年5月，

唐廷樞離開上海，前往開平正式設局鑿井。此

時，從英國購買來的採礦機器已從海上運來，卸

至蘆台。而早在上年李鴻章令唐廷樞與盛宣懷函

速北上勘查的英國礦師柏愛特(R. R. Burneff)、莫

爾斯衛(J. M. Molesworth)、金達(Claude Kinder)

等都已到達了礦區。在這些外國礦師中，最重要

的是柏愛特(15)和金達(16)兩人。

光緒四年(1878)八月初四日，《申報》登載

的〈柴維振致友書〉一文，對陪同唐廷樞前往開

平設局鑿井的具體日程是這樣記述的：

弟自五月初十日隨同唐景星觀察自上海揚

帆，十五日安抵天津。二十八日觀察委弟前往

開平先行佈置一切，於六月二十日觀察偕洋人

礦司等亦抵開平。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連

日往勘煤鐵各礦。二十五日開局，名曰：“開平

礦務總局”。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

後往各礦勘查煤鐵成色。查得開平鎮之西二十為

喬家屯地方數處所產之煤，比別礦更高，滿地皆

是，非煤即鐵，氣脈甚旺，雖二、三百年採之不

竭。昨日礦司柏愛特將煤塊化驗，內中祇有土灰

二釐三毫。據礦司巴爾(17)云，此煤與英國上等之

煤相埒。查據土人稱，二十六年前有劉姓開過此

礦，其煤極厚，均係大塊高煤；後因泉水來源甚

急，以致中止，迄今舊址尚在。觀察現擬於此處

開辦。(18)

8月，唐廷樞便決定立即開工鑿井，因秋雨

連綿，一連數日仍未見晴，使機器的轉運遇到了

相當大的困難。

唐廷樞親自趕往蘆台督運。因為陸路難行，

便改由水路運至澗河口，後改由還鄉河運至豐潤

縣的泊官屯，再卸船裝車，運往喬家屯鑿井工

地，並擇日正式開鑽。

光緒四年(1878)九月二十七日，唐廷樞向李

鴻章呈具了〈稟陳開平礦務開辦情形懇請核奏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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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開平礦務，已於本年七月初六日由本司等

稟報立局開辦在案。旋因秋雨積潦，車路泥濘沒

踝，鑽地機器難運，待至八月初間，仍未晴霽。

職道廷樞親至蘆台督運各件機器，改由水路繞道

港汊，循行海灘，入澗河口，直達唐山工次。其

大件太高，內河橋樑難越，取道還鄉河至豐潤縣

界之泊官屯起岸。於是二十日陸續運齊，會同洋

人巴爾，督率機司匠工人等，擇在唐山南麓喬家

屯村西地方設放停妥，即於九月初七日開鑽。本

日祇鑽入浮泥四尺；次日鑽及粗石，數日間鑽透

石骨。至十七，鑽到七十七尺，驗得有煤一層，

厚可四尺，煤質甚高，與英國上等煙煤相倣。據

巴爾云，唐山煤多且佳，已無疑義。另有鐵石、

灰石排行間生，可供數百年採用。(⋯⋯)現擬冬

前鑽地三百五十尺，穿透鄉人前棄之煤層為止，

始可決定來春開井之方位。其井擬開徑十四尺，

深五百尺，務須開穴在各煤層正中，俾將來取

煤，四面煤槽不致參差遠近。大約已卯(光緒五

年)春末開井，秋末工完，冬間將抽水提煤機器

佈置齊全；(光緒)六年庚辰春季方可取煤。創始

則曠日經營，克成則事半功倍。

(⋯⋯)至於購辦一切經費，及兩年辛工，約

需資本二十餘萬両，現經將次招齊。俟見煤得

利，或股本充足，再購鐵爐為數冶之計。趁此冬

令農閒，僱工鑿石，以備來春磊砌井圍之用。一

面函致英國鐵廠，定造抽水提煤機器，限五、六

日造竣，秋間抵工，庶不致臨時停工待器。除現

辦鑽地機器、買地、造房及起磚灰窯等項，已用

四萬餘両外，仍擬定造五百尺深抽水機器一副，

每日提煤可至五百噸之機器一副，一百五十匹馬

力之水氣鍋一件，與及井底井面各種應用之器

具，統計尚需銀十萬両有零。擬俟憲臺出奏定

案後，即將該項彙寄英國定造。(19)

唐廷樞在計劃中把開平煤礦的前期工作任

務、開鑽情況及經費情況等一一向李鴻章作了詳

細彙報，工作雖艱苦，但也卓有成效。1878年開

鑽，1879年春末開井，1880年春季正式出煤，共

花費近兩年的時間。現在的關鍵是要向英國定造

抽水和提煤等機器。

李鴻章卻鑒於磁州的教訓，不想過早地把此

事張揚出去，以免中途失利不好交待。當然他不

便把心中的隱憂告知唐廷樞，而是擱置起來，以

使開採開平煤鐵的計劃從容地繼續進行。此舉的

確是兩相兼顧的權宜之計，並為以後的事實所證

明。

唐廷樞從1876年北上籌創開平煤礦到1880年

春季出煤，僅用三年半時間就完成了從勘測、化

驗、鑿井、出煤的過程。這主要是他的實幹精神

在起重要作用，實幹精神帶來鉅大的效果。1878

年開鑽，1879年2月，第一個礦井的開井工程正式

開始，1879年3月第二個礦也正式開井。特別值得

一提的是，唐廷樞在調研的基礎上，認真思考，

反複研究，然後才作出正確決策。與此同時，新

聘用的英國礦師也陸續來到了開平，已經達到了

九人之多。(20)勘查鐵礦的工作也進展順利。柏愛

特在距唐山十七里的白馬山一帶發現了含量很高

的鐵礦。唐廷樞根據柏愛特這一重要發現，反複

思考，決定在礦廠興建煉鐵廠，並準備由柏愛特

任監工，修築從礦廠到白馬山的鐵路，以便運送

鐵礦石。(21)

2)實行股份制招商，體現出一個工業投資者

的才幹

股份制是西方企業管理中的一種有效方式，

在西方較為成功地運作了相當長的時間，但在

19世紀70年代的中國，還是新生事物。人們知

道股份制會對企業管理產生積極作用，但對其具

體運作還不十分清晰。買辦出身的唐廷樞對這一

新生事物早就十分瞭解，在怡和洋行工作期間就

進行過許多附股活動。他曾附股諫當保險，華海

輪船公司、北清、公正輪船公司等，在這些推銷

股份的活動中他積累了許多經驗，特別是1873

年入主招商局，利用股份制成功地改組中國近代

這一大大型的國有民用企業。同樣，唐廷樞利用

股份制成功地創辦了中國近代礦業的典型代表開

平煤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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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開平礦務局招商章程〉，確立辦礦的

宗旨。1877年，根據李鴻章的批文，唐廷樞會同

丁壽昌、黎兆棠詳細討論，草擬了一個官督商辦

的十二條章程，從設局、鑿井、建爐、集股，到

人事、文案、開棧、市價、銷售、地畝等都作了

議定。

9月27日，唐廷樞和黎兆棠、丁壽昌三人向

李鴻章具了〈稟覆遵批議定開平礦務局招商章程

由〉：

一、議設局立名，畫一事權也：擬於直隸開

平設局，名曰“開平礦務局”，專為開採開平一

帶煤鐵等礦，並就地熔化生熟鐵等事。餘外生意

概不攙越，以專經營。

二、擬集資八十萬両，分作八千股，每股津

平足紋一百両。一股至千股皆可附搭。定於註冊

之日先收銀十両，光緒四年正月再收四十両，以

便購辦機器。其餘五十両限四年五月收清。

三、將來生意興旺，或需添機器，或另開煤

井，准再招新股二十萬両，合足一百萬両。

四、議儲材幫辦，俾專責成也：擬創興之

初，先由本司職道等招商舉行。俟辦有頭緒。隨

時體察司事人員，有能勝任者，會同稟請劄委幫

辦。倘督辦陞遷，或別有更調，即由幫辦接理，

以資熟手。所有煤鐵兩廠規條，俟開辦後，隨時

察看情形，會詳核奪。

五、查此局雖係官督商辦，究竟煤鐵仍由

商人銷售，似宜仍照買賣常規，俾易遵守。所

有各廠司事，必須於商股之中選充，方能有裨

於事。請免添派委員，並除去文案書差名目，

以節糜費。

六、每年所得利息，先提官利一分，後提辦

事者花紅二成，其餘八成仍按股均分。

七、議撙節局用，限制不逾也：查廠內督工

司事匠人等，均憑本人材幹，酌給薪水，按月發

給，不得挪移掛借分文。除飯食、油燭、紙張、

雜用按照實數開銷公帳外，所有酬應等項一概不

認，以重公本。

八、查股分一萬両者，准派一人到局司

事。

九、議設棧堆貨，轉運有歸也：開平除生

熟鐵廠之外，另設棧房，以便每日將所採所化之

煤鐵分別進棧，收出數目，立簿登註。又在蘆台

設立分棧，以便配運天津。其煤鐵至津，即入招

商局棧房，以免另行設棧，虛糜經費。該棧租等

費，仍照市面大例算還。

十、所有生熟鐵至津，按照市面價值，先

聽機器局取用。煤照市價，先聽招商局、機器

局取用。其餘或在津售，或由招商局轉運別口

銷售。

十一、議分別官私，按地科賦也：開採煤

鐵之山若係官地，由局報明，照章昇科；若係

民眾，由局按照時價買定。所成之鐵，所採之

煤，均遵新鈔兩關核定內地銷售及出口運售成章

完稅，以重錢糧而一體例。至釐金亦須酌核，熟

鐵每百斤，擬完釐五分，生鐵每百斤，擬完釐三

分，煤每百斤完釐銀一分，以充軍餉。

十二、議股分各商，詳開姓氏也：凡入股者

務將姓名籍貫註明，以便常通資訊，所有股分銀

両，可就附近各口岸交招商局代收。總合天津平

色為准，以昭劃一。(22)

這個章程共計十二條，具體包括：招商集資

與分紅，擬准集資分為兩期等。第一期集資八十

萬両，分八千股，每股一百両，1878年5月收齊；

第二期將來生意興旺後，再新招股二十萬両，合

計一百萬両。每年所得利息先提官利一分，後提

分事者花紅二成，其餘八成仍按股均分。具體管

理辦法，由商人經銷，各廠司事股東推選，並請

求不要派委員，並除去文案書差名目。具體運作

按市場運作，由商人銷售煤鐵，仍按買辦常規，

價格按市面價值銷售。業務範圍也作了規定，專

為開採煤鐵並就地熔化生熟鐵等，其餘生意不攙

越，以便專心經營。這是一個典型的資本主義性

質的章程。它規定以商品生產為目的，按市場規

律和價值規律運作，這有利於企業在生產銷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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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市場準確性，儘量減少人為的因素對企業的

影響。它實行官利制度，保證投資者的投資安

全。儘管以後招股也出現過困難，但10%的官利

樹立了股份制的良好信譽，以後每年都有股銀入

賬，這就保障了開平煤礦有足夠的投資基金。

李鴻章對招商章程表示贊同和滿意，很快

批示。 (23)同時強調：“資本較鉅，必須廣為招

徠”；“摒除官場習氣，悉照買賣常規，最為扼

要”；“各廠司事人等，應由商股內選充，不得

引用私人”；銀錢賬目，月結年總，“勿任含

糊”，“如有弊端，立予查究”；“出入煤鐵，

立簿登記，相互稽查，以杜流弊”。同時作了補

充：“商人所採資金，祇辦礦務，不准移作他

用。” (24)很顯然，他堅決反對把開平礦務局辦

成官僚機構，而沿着“官督商辦”的方針繼續推

進。

這樣，在李鴻章的支持下，唐廷樞以一個企

業家的精明強幹和敢於創新、敢於冒險的精神，

終於將開平煤礦辦成了中國第一家大規模的近代

煤礦企業。

正如西方評論家于德利所評論的那樣：“在

煤的開採上唯一獲得了完全成功的一個地方，就

是開平的煤礦。這些煤礦在北方是在李鴻章的倡

議下開辦的(⋯⋯)”(25)

採用股份制籌措建礦資金。為了籌措足夠的

資金，唐廷樞於1877年秋天返回上海，其主要任

務是在上海商界廣為招股。為了便於讓商人瞭解

開平煤礦的運作，唐廷樞起草了一個很有吸引力

的招股公啟，其中的〈通盤核算開平煤鐵成本總

論〉，從注重投資效益，關注價值尺度等方面進

行通盤核算：

大約開平一處，仿照西法開採，第一年扯

計每日可出煤百噸，每噸需派鑽孔開井經費一

一錢五分，機器、鐵、木料耗費一錢五分，鑿

挖工力銀八分，車堆工力銀五分，煤棧耗費七

分，洋匠辛工二錢五分，司事小工雜用二錢五

分，共銀一両；第二年每日出煤二百噸，每噸派

鑽孔開井費七分半，機器鐵木料耗費一錢，鑿挖

工力銀八分，車堆工力五分，煤棧耗費五分，洋

匠辛工一錢五分，司事小工雜用二錢，共銀七錢

五分；第三年及以後扯計每日出煤三百噸，每噸

派鑽孔開井經費五分，機器、鐵、木料耗費分，

鑿挖工力八分，車堆工力五分，棧房耗費四分，

洋匠辛工一錢，司事小工雜用一錢五分，共每噸

五錢四分。是煤愈多，成本愈輕，開辦祇需資本

十萬両，其第一年所出之煤僅足以供鐵爐之用；

第二年所出七萬噸，照山價一両算，應餘銀二萬

一千両；其第三年及以後每年照十萬噸算，每年

可有餘利四萬餘両。至於鐵質既與英國相倣，則

我成本必比英國便宜(⋯⋯)。我國向來所不能抵

敵洋鐵者，皆由未得其法(之)故；提鐵不淨，未

得其爐(之)故用灰浩繁。今我倣其法，用其爐，

則成色定必相等，用灰不致費多(⋯⋯)。若股本

招足，能造車路，其功效更非淺鮮，即使我鐵

與洋鐵成本相若，而水腳保險每百斤需銀六、

七錢，省出此款比較已得便宜。所以徹底陳明

者，辦以事真把握可憑，通籌有准利，實寬餘合

算，獲益無窮，細核始終，誠可肇基悠久，佈宣

遠邇，當知立業恢宏，已登緣起之由於先，詳晰

貿遷之道於後，庶有識者洞明原委，而同心者共

贊經營矣。(26)

唐廷樞在為開採開平煤鐵所作的招股公眾中

對其成本的核算、利潤前景的展望都作了詳細的

說明，可謂一個具有商業前景和吸引力的公告，

但最初反應卻相當沉悶。

其主要原因是：商人、尤其是中、小商人對

這種官方與買辦結合的實業持觀望和懷疑態度，

加上如此大規模的煤鐵開採，投資鉅大，周期較

長，一時難以見到效益。

這說明開平煤礦開辦之初並非一帆風順，而

是困難重重。唐廷樞最初的招股工作確實進行得

相當困難。2月14日，《捷報》坦稱：“我們對

於(開平集股興辦)計劃的成功不很樂觀，因為它

依靠招商集股。”(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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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唐廷樞最初的招股計劃進行得相當困

難。到了1878年2月，即第一期收票到期時，原

擬用於購買機器四十萬両並沒有落實。實際上祇

招集到二十餘萬両，且主要投資者是唐廷樞和徐

潤以及與他們有聯繫的“港粵股商”。

面對如此嚴峻的局勢，唐廷樞決定求助於

他在上海的親屬，主要是：唐廷樞的族兄弟、

漢口阜昌洋行買辦、厚生祥茶棧東主唐瑞芝(瑞

枝)，族兄弟、匯豐銀行買辦、上海茶葉業公司

董事、恆順宏茶棧東主唐國泰(翹卿)。因為他們

在上海商界已結成了“買辦世家”，控制着皖、

贛、閩、蘇各省的茶葉資源，先後參加了怡和、

太古、招商局在中國沿海和長江中下游的航運事

業和國際航運事業，把中國的茶葉銷往歐美、

南亞，把中國的土特產運銷北美、中南美和東南

亞。(28)

與此同時，他還發動在上海商界的廣東同

鄉。主要是：徐潤和其侄、參辦安微池州煤礦局

的徐秉詩以及同鄉、與徐潤曾同在寶順洋行任過

買辦的池州煤礦局主辦人楊德。此外還有正在英

國太古洋行任買辦的鄭觀應等。

這些親屬和同鄉在上海商界具有相當大的

勢力，也是唐廷樞和徐潤接辦輪船招商局後招商

集股的主要投資者，被稱為“港粵殷商”。然

而，在這其中，有一個人最為重要，那就是他的

胞兄唐廷植(茂枝)。1870年怡和洋行開辦輪船公

司時，便請其赴天津經理該處公司事務，1873

年唐廷樞接辦輪船招商局時，便推薦其回上海接

替了原在怡和洋行買辦的職務，充任該行輪船公

司買辦。

1897年9月3日《捷報》追憶曰：

1875年英國一家著名的工程公司的代表、工

程師莫爾斯華勘察了在天津以北約二百英里的開

平鎮煤床，並宣稱儲量極豐。李鴻章批准了該礦

創辦人唐廷樞的呈文，准予開採，並派他為該礦

督辦。但是該礦之能籌集鉅資，主要是通過唐茂

枝的巨大勢力和努力奔走。這位哥哥對事業心更

強的弟弟在這個事業上的幫助非常得力。因此，

直到七年前以前唐景星去世時為止，哥哥在上海

一直是他弟弟的權益代表人。(29)

唐廷樞正是憑着他在上海商界的巨大威望

和親戚、朋友的大力協助，克服了重重困難，

獲得了招商集股的成功。儘管股金祇有二十萬

両，但已經足夠用於向英國訂購機器，並在開

平礦區買地造屋，開始了設局鑿井的準備工

作。而且很明顯的是，這筆啟動資金大多數是

在上海籌得，並由輪船招商局代收的。這證明

了在唐廷樞主持兩個公司的同時，它們兩者之

間的密切關係。招商局各分局也曾協助開平代

收入股申請書和股款。並且按照〈開平礦務局

章程〉規定，招商局和各機器局都有購買開平

煤的優先權，他們也希望用招商局的輪船從天

津運煤到南方各商埠。

1878年3月8日《申報》對唐廷樞這次集股的

成功大加讚賞：

唐景星觀察前由李伯相奏准委辦開平煤鐵

礦務(⋯⋯)設局招商，本欲糾合股銀八十萬両，

分作八千股，每股津平寶銀一百両，不計股數多

少，隨人量力投入。各鉅商知此事名為官辦，實

為商辦，兼悉開平礦產極多，日後用西國機器開

挖，用力少而成功倍，當可大獲其利。刻下附股

者共有七千股，挖煤各機器並已從外洋運到，

不日便開辦。尚餘一千股，想利之所在，人必

爭之。彼善於操奇技贏者，應急起而購股方單

也。(30)

由此可見，“港粵殷商”們之所以慷慨投股，

是因為開平礦務局“名為官辦，實為商辦”，顯然

商界對官辦實業諱莫如深。

唐廷樞這次招股總體上是成功的，1878年招

股二十萬両，1879年招股七十萬両，與原計劃差

十萬両，但開辦煤礦的經費已經足夠，這一成功

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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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廷樞和親友的率先示範作用是重要的

原因。

唐廷樞為了辦好開平煤礦，自己就購買股票

大約三萬股，合銀三十萬両。他發動他的上海親

屬認股，唐廷樞的族兄唐瑞芝、唐國泰、胞兄

唐茂枝均給予大力支持。特別是唐茂枝憑藉自

己的鉅大勢力和努力奔走，為開平煤礦等集鉅

資。他還發動廣東商界的廣東同鄉，徐潤、徐

秉詩、楊德、鄭觀應等支援。唐廷樞憑着自己

的榜樣示範，在上海商界的鉅大威望和親戚、

朋友的大力協助，克服重重困難，才獲得招商

集股的成功。

(2)開平煤礦的性質也是吸引商人投資的原

因。

“港粵殷商“之所以慷慨投股，是因為唐廷

樞招商過程中就明確提出實行股份制，按買賣常

規運作。因此，“各鉅商知此事名為官辦，實為

商辦”。眾商也瞭解開平的煤藏豐富和使用西方

機器開採，能達到“用力少，而成功倍，當可大

獲其利”。商人是務實的，商人也是唯利的。他

們經過認真分析調研得知商辦性質的開平煤礦必

將帶給他們鉅額利潤，於是紛紛認股，投資開平

煤礦。

(3)唐廷樞等採取靈活的招股政策。

官利制度是唐廷樞採取的效益招股政策的集

中體現。官利制度體現了以股東為本的原則。不

管企業的效益如何，都付給股東穩定的股息。唐

廷樞在開平煤礦實行的官利是10%。官利制度對

股東來說是減少了投資風險，保證了投資者的穩

定收益。這一政策對剛剛實行股份制的中國老百

姓來說無疑於吃了定心丸，符合中國國民趨穩的

心理，所以開平煤礦取得了穩定的股金來源。

此外，唐廷樞實行的搭股原則和注重企業

宣傳效應則是靈活招股政策的體現。招商章程規

定一股至千股皆可附搭，定於註冊之日先收銀十

両，第二年正月再收四十両，五個月後再收五十

両，這種靈活的招股政策有利於不同積蓄的家庭

都成為開平煤礦的股東，靈活政策實質上就是充

分注重招股的廣泛性和群眾性。加之唐廷樞把盈

利、官利、花紅和股息的發放等“事事登報懸為

成例”。他用開平煤礦的興旺發達和企業利潤吸

引國民的投資心理。這樣能使廣大國民迅速對股

份制持認可和接受心理，為開平煤礦日後的投資

熱和繁榮準備了群眾基礎和動力。

3)、唐廷樞對開平煤礦的貢獻分析

唐廷樞 1 8 7 6年籌創開平煤礦到 1 8 8 0年開

鑽出煤， 1 8 8 2 - 1 8 8 3年日產量保持在五六百

噸，1884年達九百噸上，唐廷樞成功地創辦了

近代大型的資本主義商辦企業。唐廷樞的成功

具體歸納如下：

(1)唐廷樞克服困難成功地創辦了中國近代

第一家大規模的煤礦企業。他的成功首先體現在

他的號召力和感召力，籌集足夠股金。“1877

年以來，唐景星對發起這一新的工程是起了作用

的，以後又出任了常務董事，他負責的主要是籌

款。這項任務是艱巨的，也是成功的；在1878年

至少籌得二百萬両，到1882年資本已增至一千萬

両。”(31)1889年《北華捷報》評價說：“過去五

六年裡，在中國的股份公司中，不管是礦業還是

其他企業，還沒有一個中國經理(像唐廷樞)這樣

的成就，這充分說明唐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的富有

商界中享有崇高的威望。”(32)這也說明這些股東

的投資完全是出於對經理的忠心和信任。(33)

籌集資金是非常困難的，但唐景星卻成功

了。他不但完成當時的人們所不能完成的事業，

而且他利用這些資金成功地孕育和創造了中國近

代這一大型的煤礦企業，開創了中國近代煤礦企

業之先河。

(2)唐廷樞和他的股東們在開平煤礦建立了一

個近代廉潔高效的大型企業，不斷促進生產力的

提高。唐景星在開平礦務局雖然也有挪用公司的

資金投資於其它礦業、錢莊的情況；雖然也搞裙

帶關係，但是在開平礦務局“唐景星和他的商人

同事對它的總方針和財政擁有很有效的控制，直

到他在1892年去世時為止”。(34)“唐景星在1892

年去世，他的死標誌着開平煤礦滋生大量貪污和



122文 化 雜 誌 2010

歷

史

唐
廷
樞
與
中
國
近
代
煤
礦
業

企業逐漸官僚化的開始。” (35)總的說來開平煤

礦在唐景星時代是一個廉潔的企業，也是一個監

督機制較健全的企業。唐廷樞在管理中的不足“應

該根據他所生活的背景來衡量其得失”。(36)廉潔

和機制健全的企業必然帶來高效和促進生產力的

顯著提高。1882年，日產量達五百噸左右，1883

年便超過六百噸，1884年下半年起日產量長期維

持在九百噸以上，1889年甚至達到日產量一千五

百噸，1894年日產量據說已經達到了二千噸。這

個產量在當時是了不起的成就。產量的提高，運

輸必須解決。唐廷樞成功地克服了種種困難，開

鑿了運河——煤河，修築了鐵路，促進了煤的銷

售，而銷售又促進了生產，增加了利潤。因此，

到1887年5月至10月盈利達一萬三千多両，10月至

次年4月盈利達六千多両。於是社會聲譽日高，

出現爭相追逐開平股票的局面。《申報》1882年6

月13日報導，市場上出現了爭相追逐開平股票

的現象，一度有人願意以每股二百三十七両的

價格收入。又據《字林西報》1883年12月4日

報導，每股超過一百四十両，不久又超過一百

五十両。 (37)所以李鴻章懷着欣慰的心情在給清

廷的奏摺中總結開平煤礦興辦的經驗時說：“大

凡興礦山之利，必須先花大本錢，然後才能獲得

利息。”

(3)開平煤礦的不斷發展壯大，成功地參與

外洋在華煤礦業的競爭。不但“爭利”，而且爭

回利權。事實上，中國煤礦業剛剛起步的時候，

就引起英國、日本等國家的關注。李鴻章派安特

生前往英國購買採礦機器時，就引起了倫敦的關

注。《泰晤士報》作了專門報道：“有西人名享

特生(即安特生)者，近從中國來，聲稱天津、上

海兩處製造局官員奉李伯相之名，故着該西人前

赴英京購取開挖煤鐵礦及熔鐵各機器，以供直省

開礦之用，臣屢次道及吸水之機器耳。” (38)而

以東洋煤佔領中國市場的日本商界更是密切關

注。日本內務大書記官何瀨秀治專門向大藏卿大

隈重信提供報告：“距天津陸路三里(日本里程)

的開平，煤鐵礦脈外露，礦藏豐富。(⋯⋯)該礦

煤鐵開採事務統歸(開平)礦務局管理，附屬於招

商局。”於是外洋特別是日本立即採取對策，企

圖擠垮新生的開平礦務局。所以開平礦務局從它

生產的那一天起，就必須同外國勢力針鋒相對鬥

爭，“爭利”和爭回“利權”。唐廷樞等創辦的

開平煤礦因西法開採使用機器生產和鐵路運輸降

低了成本，在價格上具有明顯優勢。1882年7月，

日本煤炭在天津的標價是“廣島煤礦的塊煤每噸

售天津紋銀七八両；三池煤礦的塊煤為七両”。

而開平煤礦的塊煤(則)以每噸四両半至五両的售價

招攬生意，使得日本運來的煤在競爭中處於不利

的境地。這種競爭的效果在開平附近的天津最為

明顯。天津原是洋煤進口量很大的城市。“1880

年和1881年進口天津的洋煤分別為一萬九千四百

零九萬噸和一萬七千四百四十五萬噸，但自1882

年開平煤炭正式投放市場之後，進口洋煤的數量

迅速下降，1882年進口洋煤降為五千四百一十六

噸，三年以後，又降為五百六十六噸，到80年代

末期，天津就不再有洋煤進口了”。(39)“開平煤

礦最終能將外國煤從天津市場上驅逐出去，並將

它的市場擴大到其他市場口岸”，(40)不僅如此，

開平的煤還加入國際煤炭市場的競爭，不斷運往

香港和國外。1884年首次銷往國外達二百八十多

噸，1886年以後每年增長最多達到五百噸，運

往香港最多達到千多噸。由此觀之，開平第一步

穩住了在國內的市場；第二步把洋煤從天津排擠

出去；第三步加入世界市場。最好地完成了“爭

利”、爭回“利權”與參與世界競爭的重任。唐

廷樞和他的同事們成功地經營了這一現代企業，

而且他們將進一步開拓這一事項，把開平建成中

國近代企業的中心。

4)唐廷樞在輪船招商局受挫，專主開平煤礦

是唐廷樞在開平煤礦成功的一個重原因。

人的命運很難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人生多挫

折是一個人甚至是大多成功人士的定律，唐廷樞

也不例外。1873年唐廷樞、徐潤改組輪船招商

局，開創中國近代航運的新局面，1876年唐廷樞

籌創開平煤礦，到1880年開鑽出煤，1882-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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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產量保持在五六百噸。應該說唐廷樞1873年

離開怡和洋行後，事業很順利，為中國近代工高

業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然而，天有不測風

雲，1883年法國侵略越南，肇事中國東南沿海，

中法戰爭開始，上海金融危機爆發，輪船招商局

運作艱難。在內部，盛宣懷借機發難，排擠唐廷

樞和徐潤。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市面銀根吃

緊，商號、錢莊相繼破產，金融危機襲卷上海。

各錢莊“但顧目前，亦無遠謀，議定以兩年為限，

售現分攤”，(41)一齊向徐潤催討債款。馮澤夫提

出把錢莊欠款作為股金，作為對徐潤房產公司的

投資，並希望盛宣懷認股一半，公司即可成立。然

而“盛亦一空心大老，無力於此，似可不談”。(42)

這就是盛宣懷面對徐潤落難見死不救。

徐潤被迫忍痛把自己多年經營的房產如青雲

里、靖遠街、元芳路、杏花樓等處賤價賣出，以

清還欠債，這一慘變按時價虧損八九十萬，如按

以後上漲價計，虧損達四百餘萬。

更為卑鄙地是盛宣懷借機發難，從政治和

經濟兩方面落井下石，使困境中的徐潤雪上加

霜。

經濟上，盛宣懷借徐潤挪用局款，低價將乍

浦路、十六舖房產抵入招商局。“乍浦路四畝二

分三六作二萬二千両。(⋯⋯)此段地即今盛杏翁

之多子多孫里產業，雨記於光緒十年抵入商局，

至二十三年已值加倍之價。杏翁對人曰：‘此地

未贖於雨記面上不雅，我為贖之，免得多掛一筆

賬’，遂照十年分抵數原值取去，既沾其利復沾

其名，但為勢力所壓，知者不敢言，不知者反以

為待我之厚，口密腹劍良有以夫。”(43)十六舖地

也歸入招商局，“計地四畝四分四八圖四畝三分

一九，又一段計地二畝一分五五圖畝零九五”。(44)

這兩段地均已蓋造房屋，當時收租每年三千四百

七十両，以強硬手段付還徐潤記銀一萬六千両，

算歸商局，後經諸友力勸始多補銀萬両，共付還

銀二萬六千両。該產實值四五萬之多，此亦盛宣

懷居心太苛，防止徐潤、唐廷樞等今後重備船隻

在該處設立碼頭與他爭沖。

政冶上，利用徐潤挪用局款請求李鴻章將

徐潤革職並將其驅逐出局。1880年秋冬之交，

盛宣懷因招商局舞弊案不得已離局，但他時刻尋

找時機伺機反撲，奪取招商局的大權。1883年，

上海金融危機出現倒賬風潮，而唐廷樞任總辦，

徐潤任會辦的招商局也未能躲過此劫，出現鉅額

虧欠。盛宣懷向李鴻章告發虧欠之事，李鴻章於

是派他的親信，徐潤的冤家，三年前離局的盛宣

懷查處虧欠之事。面臨“法越事起(⋯⋯)阜康既

倒，銀根更迫，周轉不靈，一敗塗地”；“家業

蕩然，生機盡矣”(45)的徐潤請求盛宣懷“敢請代

為陳情，暫准寬展限期”；“代為乞恩，准其仍

以各項為暫抵局欠，免其置議”。(46)盛宣懷面對

求情，不為所動，反而落井下石。他即“查有虧

欠局款情事”，並與邵友濂(江海關道)“確查賬

目，督同清理”。(47)

李鴻章根據盛宣懷的清查報告，奏請“從前

經手虧空之員，着確查參奏”，“惟徐潤原欠銀

十六萬二千餘両，前交銀七千餘両，又以房地產

契抵銀十四萬數千両，核計尚未足數”。於是“應

請旨將二品銜浙江候補道徐潤”(48)革職。而唐廷

樞也並不輕鬆，雖因“撥抵欠數姑免參處”，但

盛宣杯對徐潤攻擊與打擊，志在奪取總辦之職。

面對艱難困境，唐廷樞憤辭招商局職務，北上專

主開平煤礦，這反而促進了他在煤礦企業頗有建

樹。

唐廷樞開闢其它煤礦企業

唐廷樞1876年籌創開平煤礦，1880年開鑽

出煤。1883年6月，開平煤礦日產已高達六百

噸，1884年日產九百噸。1885年唐廷樞憤辭輪

船招商局總辦之職，北上專主開平煤礦，致力於

中國煤礦和金屬礦的開採。關於金屬礦的開採將

另文論述，這裡主要論述唐廷樞開闢其它煤礦企

業。他從事的其它煤礦企業有增開林西煤礦，與

徐潤等投資安徽池州煤鐵礦，籌辦增開馬家溝煤

礦。為了煤炭運輸和佔領煤炭市場，唐廷樞與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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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應等集資在廣州修建輪船碼頭，開挖煤河運；

與鄭觀應、徐潤商辦佛山碼頭。同時為了穩定煤

礦秩序，先後平息和妥善處理開平煤礦工人罷工

和開平煤礦和鐵路工人反對外國工頭的鬥爭。

1)增開林西煤礦、投資安徽池州煤鐵礦，籌

辦增開馬家溝煤礦

增開林西煤礦。1888年，唐山和天津的鐵

路開通。鐵路運輸促進煤炭外運，近則運送到天

津，遠則運送到上海等華東地區，大大增加煤炭

的銷售數量，開平積壓煤的現象一去不復返，反

而在市面上供不應求。作為決策者的唐廷樞這時

考慮的就是增加煤炭的產量。而增加煤炭的產量

有兩個途徑，一是增加開平煤礦的產量，二是開

闢新礦井。唐廷樞經過實地勘查調研，決定開闢

新礦井。距開平二十里的林西，地勢平坦開闊，

煤層在開平之上，距地表不過二十丈，且煤質

好，火力堅光。1889年《申報》就此報導：“本

年復至距開平二十里之陵[林西]地方勘得煤苗，勢

平而闊，掘地不過二十丈，即見煤斤，幾於在坑

滿穀，且煤塊多而末少，質既結實，火複堅光，

以視開平煤，益覺駕乎其上。”(49)唐廷樞調研決

策後即緊鑼密鼓地進入籌建階段。籌建階段他幹

了四件漂亮的工作：一是向李鴻章報告增開林西

煤礦並獲批准。“總辦唐景星觀察稟明李傅相[李

鴻章]奉諭開採”。(50)

二是從林西築鐵路二十里至開平，後又把津

沽唐鐵路延至林西，便於運送林西礦的煤。“且

築鐵路二十里，逕達開平”。(51)“本年度天津大

沽唐山鐵道復延長三十里至林西，那裡正準備開

辦一座新煤礦。”(52)

三是選址、購地、招工、選用採礦方法。“現

已灑成灰線，並購地基，一俟今歲春融，即擬經

始，其採法先用人工，後用機器。”(53)

四是籌集採礦資金。採礦資金先由開平煤礦

全部墊付，後實行股份制。“所需工本，即由開

平局酌撥”。(54)但後在運作中感覺有困難決定採

用股份籌集股金。唐廷樞專在《捷報》刊登了招

股啟事：“本局現辦林西，擬加股本，已於(本)

月十三日同為議訂，舊股每股加一股，新股每三

股加一股，均銀十月繳清，以收銀之日起算加股

息，如屆期未繳，即照原議，舊股則另招補定，

新股亦代洋款奏補，以資措辦。”(55)唐廷樞很快

為林西礦籌集股金五十萬両。“唐景星前為林西

煤礦招集新股，離津赴滬。據聞已集資達五十萬

両。”(56)

由於唐廷樞的籌備工作扎實而有效，林西礦

開採順利，實現了1889年當年開鑿新井，當年出

煤的目標。主井深達六百尺，直徑為十四尺，這

大大提高了開平礦務局的煤產量，1889年開平煤

出口比1888年多一萬四千噸。“開平煤出口共五

萬一千五百五十九噸，較光緒十四年(1888)多一

萬四千噸。”(57)

投資安徽池州煤鐵礦。安徽池州煤礦最初由

江蘇前先補用道李振玉稟稱：“上年十月間，據

江蘇前先補用道李振玉稟稱：安徽池州府貴池縣

貫口諸山裡有煤鐵，擬請招商開採。”(58)後經兩

江總督沈葆楨與直隸總督李鴻章往返咨商，飭據

前署徽甯池太廣道孫振銓會勘明確，並擬送試辦

章程，當即劄委孫振銓等督飭商董，認真經理，

已於1877年設局開辦。 (59)但實際負責招股和開

採的是廣州商人、前漢口寶順洋行(Evans, Paugh 

& Co.)買辦楊德。(60)楊德組織了一家公司，招股

十萬両白銀，就在磁州饅頭山採礦。“1877年有

一個廣州人、前漢口寶和洋行的買辦楊德組織了

一個公司，資本銀十萬両，(每股銀百両)，獲得

□□的准許，在大通附近池州府的饅頭山開採煤

礦。”(61)

後徐潤協同商人陳次壬、楊德三人承辦。陳

旋病歿，事歸徐楊二人經理。此局雖止楊德一人

常川住辦，實與招商局相呼應，但實際負責人是

唐廷樞、徐潤。1883年前後唐應星、唐翹卿、唐

冠卿，唐瓞初、徐秉詩、徐秋畦等稟：“竊商等

各有股份前後附入該招商局辦理池州礦務。溯查

此項礦務，前於北洋大臣奏定設局之初，即係該

局徐潤協同商人陳次壬、楊德三人承辦。該項局

認股較多，又加商等附股，所出股票三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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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旋病歿，事歸徐楊二人經理。此局雖此楊德一

人常川住辦，實與該局相呼應。”(62)

安徽池州煤礦採取股份制籌措資金，唐廷

樞、徐潤、唐翹卿、唐冠卿，唐瓞初、徐秉詩、

徐秋畦等各有股份前後附入安徽池州煤礦，招商

局也入股三萬八千両。“池州鐵礦經商董楊德等

與徐道商明議集鉅資，先准舊股增加股本，餘招

新股，務足一百二十萬両之數。仍與招商局合

辦，尚屬公允。” (63)池州煤礦在開採煤炭時，

還曾集股開採銅鉛。光緒八年(1882)兩江總督左

宗棠批安徽池州務局“本年二月間，該局以貴池

屬內觀守沖、樟村等山探出銅鉛苗引，擬再集資

試採，說請發給礦護照，延聘礦師法朗真八山察

看”。(64)

唐廷樞在開採池州煤礦時就想採用先進的採

礦機器煤鐵一齊開採。早在籌建開平煤礦時即準

備煤鐵一齊開採，因考慮集中精力採煤，而鐵礦

停辦，但機器已經買回，所以就將池州河內已買

山場試開煤鐵，與徐潤、楊德等所辦礦務，兩不

相妨。“而唐道廷樞亟欲從事其間，無非因開平

礦務停辦，所購機器，充擲可惜起見，自應由道

妥議章程，力圖擴充，則擴充，則礦務必興而興

舊商人亦無所軒輊矣。” (65)光緒八年(1882)署

直隸總督張樹聲批池州礦務局：“唐道因停辦

開平鐵礦、機器已買，欲將池州河內已買山場

試開煤鐵，與楊德等礦務，兩不相妨。現因勘辦

未定，尚未定，尚未稟報等語。礦利之興。原期

有稗國計民生，如果開採處所各不相擾，多多益

善，似不必過存意見。池州諸礦無論分辦合辦，

候飭唐、徐二道與該道妥商辦理，勿得稍涉壟

斷。”(66)

安徽池州煤礦早期經營不夠理想，當時運輸

困難，採礦設備不齊備，特別煤質不理想，祇能

作為一般居民的生活用煤，不能作為工廠的工業

用煤。“數年以來，煤不合銷，資本耗折”。(67)

後因唐廷樞、徐潤等人入股和參與經營，採用機

器生產，徽池州煤礦經營情況大為改觀：“近來

畚鍤雲興，煤苗頗旺，局中上下人等約共三百餘

名，每日出煤千餘擔。”(68)“今在川山煤礦內開

出第三層之煤頗高，運銷漸暢”。(69)

圍繞增資，唐廷樞、徐潤與楊德之間展開

的鬥爭。經營狀況的改善，煤產量提高，本來有

利於安徽池州煤礦的發展。但是唐廷樞、徐潤反

而與其創辦人楊德之間為爭奪領導權而展開激烈

的鬥爭。而他們之間的鬥爭又與南北洋之間的矛

盾交織在一起，唐廷樞、徐潤以李鴻章、沈葆楨

為後臺，楊德以兩江總督左宗棠為後臺。本來  

“招商局董徐道潤、唐道廷樞等意欲退股，歸招

商局獨辦”。而兩江總督左宗棠批覆安徽池州礦

務局：“自應仍歸安徽煤鐵局張道督飭商董楊德

續集厚資一手經辦，以專責成。”(70)“招商局唐

道、徐道遠駐津滬，何能兼顧開採事宜。”(71)“此

後祇准照舊附股，不得意存獨得。倘仍不願，即

由楊董在於續入股本內提銀三萬八千兩，歸還招

商局可也。” (72)唐廷樞、徐潤有李鴻章、沈葆

楨的支持，也不甘示弱。1883年在磁州煤礦附

近又開採了一個由徐潤會辦的貴池煤鐵礦，“三

四年後，競爭開始。政府允准了另一個當地的資

本家徐氏(73)開了一個新礦，這新礦雖然營業不很

成功，但在黃逸輝氏的經理下，現在仍在進行開

採”。 (74)因1883年上海金融危機，徐潤陷入金

融危機，而唐廷樞、徐潤在招商局因徐潤挪用局

款投資房地產，遭到盛宣杯的攻擊而無力顧及池

州礦業，貴池煤礦交由侄子徐秉詩主持，唐廷樞

在池州煤礦的活動就此結束。 

籌辦增開馬家溝煤礦。1892年在距離開平煤

礦數十里的馬家溝，有礦師勘探此地煤藏豐富，

煤質又佳。“距開平數十里地名馬家溝，前經礦

師探得煤苗正旺，煤色又佳。”(75)唐廷樞決定出

資購買，可惜未成交。“總辦開平礦務唐景星觀

察擬出資購買，異未成交”。(76)也就是這一年唐

廷樞染病逝世。

總之，唐廷樞1876年北上開平開礦，至1892

年共十六年，除開平煤礦外，還開闢了林西煤

礦，與徐潤等投資安徽池州煤鐵礦，籌辦增開

馬家溝煤礦。他在開闢中國近代煤礦事業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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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頂住頑固守舊勢力的反對，依靠北洋李鴻章

的鼎力支持，引進外國的先進機器設備和先進的

採礦技術，聘用外國技術人員，採用股份制籌集

資金，成功地實現了開平煤礦和林西煤礦的建設

和投產，安徽池州煤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對

中國近代煤礦事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是中國近

代煤礦事業傑出的先驅和馬前卒。對此，李鴻章

曾給予高度評價：“臣查唐廷樞熟精洋學，於開

採機宜，商情市價，詳稽博考，胸有成竹。為開

平煤礦產經理數年，規模粗備。”(77)唐廷樞亦誇

口說：“總督(李鴻章)領導，但我是推動者。”(78)

確實如此，1889年《捷報》報導：“在過去五六年

裡，在中國的股份公司中，不管是礦業還是其它

企業，還沒有一個中國經理能取得〔像唐廷樞〕

這樣的成就，這充分說明唐在上海和其它地方的

富有商界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79)卡爾生在

《開平煤礦》中亦高度評價唐廷樞：“在19世紀

的中國，在供應企業的資金方面，人的因素是很

重要的。”(80)

2)唐廷樞與鄭觀應、徐潤商辦佛山碼頭，獲

取利潤；與鄭觀應等集資在廣州修建輪船碼頭，

並開拓煤河運輸，購買輪船運銷開平煤，拓展煤

炭市場。

唐廷樞為了拓寬煤炭市場，修建了中國第一

條鐵路——唐山至胥各莊鐵路，後把鐵路延伸到

蘆台，又延伸到大沽、天津，為增開林西煤礦，

又修至林西，並向山海關延伸。鐵路的修建促進

了開平煤炭的運售，從而促進煤產量的提高。同

時唐廷樞為進一步拓展市場，特別是南方市場，

與鄭觀應、徐潤商辦佛山碼頭，獲取客運利潤；

與鄭觀應等集資在廣州修建輪船碼頭，並開挖煤

河運輸，購買輪船運銷開平煤，這樣大大促進了

運輸能力的提高，大大促進銷售能力的提高，從

而促進開平煤礦近代生產力的提高。

唐廷樞與鄭觀應、徐潤商辦佛山碼頭，獲

取客運利潤。唐廷樞鄭觀應、徐潤等認為廣東省

城廣州和香港之間客源豐富，設立碼頭，可獲大

利。“粵東省城至香港，來往搭客甚多，如設馬

頭，頗可獲利。”(81)但尋找地方甚難，祇有佛山

渡頭合用，屬筒姓地產，可以租用，最好是購買

該地產，鄭觀應與唐廷樞、徐潤商量辦理。“惟覓

地甚難。職道相度地勢，有佛山渡頭甚為合用。

據彭鎮玉云，可以租用。而訪查其地，有本地簡

姓之產，自以價買為妙。現已託人代謀，並與唐

道廷、徐潤商酌辦理。” (82)這件事結果怎樣，

沒有記載，但唐廷樞與鄭觀應、徐潤己經商辦碼

頭，特別是南方的佛山碼頭，並且把建設碼頭與

利潤掛鈎，已屬難能可貴。

唐廷樞與鄭觀應等集資在廣州修建輪船碼

頭，運銷開平煤。1890年唐廷樞稟請劄委辦理

開平煤礦廣東局及建造碼頭，稟請昇科及所購碼

頭，地址選在廣州城南面珠光里至東角三水碼頭

左側。鄭觀應〈記開平礦事略〉：“余於庚寅(光

緒十六年)養屙羊城，唐景星觀察稟請劄委辦理

開平煤礦粵局及建造碼頭事宜。觀察稟請昇科及

所購碼頭，在粵省城南珠光里至東角三水碼頭左

側⋯⋯”(83)然而在廣州修建輪船碼頭開始遇到了

許多困難。“粵省城南珠光里至東角三水碼頭左

側，久為老龍船佔踞，而所購林文叔之地，亦以

被佔於居鄰，固知填築開辦時不免周折。” (84)

此為困難之一。廣東官局兵船所用煤俱由官紳承

辦，將官辦煤廠裁歸商辦，雖然為官府節省了許

多經費，但難免得罪和結怨既得利益失去的官

紳，此為困難之二。“況粵中官局兵船所用煤

斤，俱係紳士承辦，設將官煤廠裁歸商辦，省費

頗多，惟結怨招尤，更所不免⋯⋯”(85)為了減少

不必的麻煩和周折，唐廷樞事先“稟請當道勘驗

昇科及所購之地有無阻礙河道，復稟請督憲委員

往局彈壓”。 (86)加之“傅相及兩廣督憲明鑒，

各當道維持”。(87)所以碼頭築成，官煤廠亦撤，

所有官局兵船所用之煤，均歸開平礦務局廣東局

承辦。

唐廷樞等在經營廣州輪船碼頭時採用股份

制，股東有唐廷樞、徐潤、鄭觀應、李亦文等。

〈鄭觀應自述〉稱：“年四十五，又奉北洋大臣

劄委總辦開平礦務粵局。與開平礦局唐君景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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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玉衡(李亦文)集資合買廣州城南地基，並昇

科海灘百畝，建築輪船碼頭棧房⋯⋯”(88)鄭觀應

自述明確叙述了他和唐廷樞、李亦文集資合買廣

州城南地基，並昇科海灘百畝，建築輪船碼頭棧

房之事。〈徐潤記廣州碼頭〉則記載了徐潤、唐

廷樞所佔股份銀両數：“查廣州碼頭產業，余與

唐景翁各佔股銀五千両⋯⋯”(89)〈廣州城南地基

公司股東說貼〉亦有記載：“竊於前清光緒十五

年開平煤礦總辦唐景星、會辦徐雨之推廣煤局，

分設廣州，(⋯⋯)組織公司，集股合買，各事均

歸開平局經理。計開平局認股一萬両，李玉衡、

唐緯經堂即唐景星、鄭合德堂、徐雨之等各認股

五千両，計共股本銀三萬両，名曰廣州城南地基

公司。嗣因徐雨之退股，唐景星認足一萬両(⋯⋯)

共計交股銀二萬七千二百両，當經開平粵局照收

入銀，詳報開平總局在冊。” (90)〈1913年鄭觀

應致天津翼之五弟書〉記載：“昔年經理開平粵

局，兄與開平礦局李君玉衡、唐君景星共出資本

銀三萬両，除買廣州城南地基六十九畝，並昇科

漲灘一百畝，約共銀一萬五千両。現值價銀二百

四十餘萬両。”(91)根據以上四條史料可推出各股

東所佔股份，先是四人認股：唐廷樞五千両，徐

潤五千両，鄭觀應五千両，李亦文五千両；後徐

潤五千両退出，股東三人，各股東所佔股份為：

唐廷樞一萬両(實交廣平銀七千二百両)，鄭觀應

五千両，李亦文五千両，另加開平礦務局交銀一

萬両，總計二萬七千二百両，這是實數，對外號

稱三萬両。

廣州輪船碼頭開始經營很順利，從開平到廣

州裝運煤到廣東銷售，從廣州到天津避免放空，

客貨混裝。“運銷開平煤到粵銷售，攬裝客貨回

津。” (92)後因“為經理人開平礦局張督辦等疏

忽，十餘年不納稅，以致違例，竟被充公。使合

股者皆失大利。每股銀五千両，應失去得銀約三

十餘萬両，所得回者不過二十分之一”。(93)

唐廷樞與鄭觀應、李亦文等集資在廣州修

建輪船碼頭，克服購地周折，克服失去既得利

益者官紳的阻撓，採用股份制招股二萬七千二百

両白銀，成功地在廣州修建了輪船碼頭，運銷開

平煤。一方面，因經營得法，開平煤源源不斷地

運到了南方的廣州，促進了開平煤迅速搶佔南方

市場，反之，也促進了開平煤礦提高生產力，提

高煤礦的開採力和開採量；另一方面，開平煤南

運，方便了南方的工業用煤，減少南方企業的成

本，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同時也方便了南方居民

的生活用煤，降低南方居民的生活成本，有利於

南方居民安居樂業。

開挖煤河運輸開平煤炭，減輕開平煤礦成

本。唐廷樞自1876年北上開局鑿井，耗時三年

多，到1880年出煤，雖所支經費多，成本高，但

今後將事半功倍，成本低。出煤後面臨的一個重

要問題是煤炭的運輸問題，唐廷樞經過實地勘察

和成本核算得出：百里路途，車馬運輸，成本必

高；開挖運河運送煤即煤河，減輕成本己刻不容

緩。於是他把這一想法於光緒六年(1880)九月七

日稟報李鴻章：“竊織道自創辦開礦局，三年以

來，工程太巨，經費浩繁。(⋯⋯)所幸明年正月

即可見煤，雖費本甚重，而嗣後事半功倍，成本

尚輕。但有路百里之遙，若加車運，成本必重。

此時不得不預籌運道，以備明春出煤之路，是挑

河之所以不容緩者也。”(94)

唐廷樞細心勘察後得出，運煤之道立分兩

段，笫一段由蘆台到胥各莊，產煤河即運煤之

河，笫二段由胥各莊到煤廠，修築鐵路，為了減

少反對的聲音，稱為快車路。“開河一道，取名煤

河，由蘆台向東北，直抵豐潤屬之者胥各莊，再由

該莊之東北，築快車路一條，直抵煤廠。”(95)1881

年，唐廷樞又詳細將煤河、硬路即快車路(鐵路)

的長度、所需銀両、資金來源、峻工日期等一一

稟報。光緒七年(1881)二月三十日唐廷樞稟李鴻

章：“六年九月內稟明憲臺批准，於蘆臺鎮東

起，至胥各莊東止，挑河一道，約計七十里，

為運煤之路。又由河頭築硬路十五里，直抵礦

工，共需銀十餘萬両，統歸礦局自籌，未領公款

分文。(⋯⋯)經已興工挑挖，本年四月可期一律

挑成。”蘆台至胥各莊的煤河修成後，加上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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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電話、通訊、蒸汽機車，加速了開平煤運送到

天津等地，來往穿梭的運煤船隻給礦區和煤河、

蘆台、胥各莊等帶來了繁榮，也帶來了商機和人

氣。1884年《捷報》就此作了專門報導：“蘆台

因係開平運河的終點而聞名。(⋯⋯)此處距礦區

二十九英里，可以用電話和礦區通音訊。水漲時

可以看到運河內外有很多船隻，汽機拖船把空煤

船拖到北塘等候返回礦區。滿載的煤船則向天津

進發。這條運河有二十二、三英里長，係在礦局

工程師監督下開挖的。河水很淺，(⋯⋯)河上運

煤使用小汽機拖船。(⋯⋯)運河的北頭，名胥各

莊，是目前中國最有趣的地點之一。”(96)

唐廷樞開挖煤河運輸開平煤炭，減輕了開平

煤礦成本，促進了開平煤礦的發展，特別是在開

挖煤河前反複實地勘察、認真論證、成本核算、

籌集資金、爭取支持、講究技巧促成煤河的成功

是非常可取的，體現了一個企業的實幹精神和求

真、進取意識。

(3)平息開平煤礦工人罷工和開平煤礦和鐵

路工人反對外國工頭的鬥爭，為開平煤礦營造一

個穩定的生產和生活環境，同時也反映出唐廷樞

的階級局限性。

平息開平煤礦工人罷工。開平煤礦的第一次

工人罷工發生在1882年，罷工的原因是本地工人

和廣東籍工人的工資不一樣，如1882年《捷報》

載：“開平煤礦一部分工人已罷工。他們要求給

予和廣東籍工人同樣的工資。”(97)事情的經過是

這樣的：1882年開平煤礦有五百二十多個工人，

其中一百二十人來自廣東，四百名是本地人；本

地人沒有技術，而來自廣東的工人大多是從美國淘

金回來的，掌握了一定技術。咸豐五年(1855)唐步

瀛寫的〈金山埠記〉載：“道光二十九年(1849)，

有侄由上海回家，告余曰，欲往金山，(⋯⋯)遂

於四月與數人同往(⋯⋯)果有大獲。由香港揚帆

一路向東，過日本國後，由東轉北，海天澒洞，上

下一色，七十餘日到埠(⋯⋯)。廿九三十年間，掘

金多為夷人，唐人僅數百人(⋯⋯)。咸豐六年後

(1851)，廣東香山唐家人源源而來，即如我都，

大鄉六七百人，小鄉二三百人，他如外縣外府更

難仆數。”(98)從道光二十九年(1849)美國舊金山

發現金礦到咸豐六年，唐家村由數人到數百人去

美國舊金山開礦，這些人除一部分發財外，大多

貧窮，加之國外生存環境惡劣，紛紛返回家鄉。

唐廷樞考慮到要提高煤產量，首先就要提高工人

的素質和技術水平，於是就把閑賦在家有一定技

術並在美國有過淘金經歷的工人招進開平煤礦。

由於技術水平不同，工資也就不同，廣東工人每

月工資三十至五十元，而本地工人祇有三元五至

八元，廣東工人的最高工資是本地工人最低工資

的十四倍多，加上總辦唐廷樞本身也是廣東人，

引起本地工人罷工反抗就是情理中的事情了。罷

工的目的就是要求和廣東工人同樣的工資待遇，

罷工對生產嚴重影響：“目前礦廠大半已陷入停

工狀態。” (99)罷工出現後，“交當地縣衙門處

理，知縣束手無策”。(100)唐廷樞當時在上海，聞

訊後迅速北上，希望妥善解決這次罷工事件。(101)

但唐廷樞怎樣妥善處理這件事沒有詳細記載，不

過從1882年開平煤礦蒸蒸日上的事業來看，唐廷

樞北上後，問題較好地解決了，保持了開平煤礦

生產的穩步提高。

但也就在1882年唐廷樞向李鴻章稟請在礦

區設立刑具，准許督查礦務吳熾昌就地審問工

人，使工人知道害怕而不滋事，雖然設立刑具

的理由是對付“酗酒鬥毆、外匪潛集、賭博行竊

之事”， (102)但工人為爭取合法權益，礦主也可以

以上述名義加以枷示、訊問等。從這一點看，唐廷

樞作為開平煤礦的總辦是站在資本階級的立場來處

理工人罷工的，甚至不惜採用刊具。下面是唐廷樞

給李鴻章的稟報，從內容就可見唐廷樞的思想、立

場。光緒八年(1882)三月六日唐廷樞稟李鴻章請准

在礦區設立刑具：“其有酗酒鬥毆、外匪潛集、賭

博行竊之事，可否即由吳守〔督查礦務吳熾昌〕就

近詢問，凡須枷示一月開釋，從輕掌責發落之犯，

概歸該守訊辦，以省案牘。惟刑具未能私設，應請

憲臺假以事權，准予就地審問督查責任，俾得人知

畏法。”(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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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息開平煤礦和鐵路工人反對外國工頭的鬥

爭，講究策略，妥善處理，維護工人的利益和礦

區的穩定。

開平煤礦和鐵路工人反對外國工頭的鬥爭起

因是，長期以來外國雇員與粵籍工人間關係就很

緊張，具體是由外國技師伯恩欺負中國廣東工人

引起的。1891年《字林西報》記載：“唐山的開

平礦務局和開平鐵路局的外國僱員和廣東工人之

間，發生了極其嚴重的衝突，幾乎釀成人命。很

久以來，外國雇員與粵籍工人間關係就很緊張，

工人們對外國人的態度便很不客氣，想找機會發

作。四五天以前，鐵路局的一個外國技師和一個

廣東工人吵了架，那廣東工人報告了路局的督

辦，說那個外國人欺壓工人。第二天，路局督辦召

了那個外國技師來訊問。當那個外國技師退出的時

候，門外聚集了有一百多個廣東工人，手拿木棒、

石頭來打他。如果不是有一個中國夥伴及時把他拉

上火車頭開走，他大約就會被打死了。”(104)

事情發生後，“唐山路礦兩局的歐洲工頭、

監工、技師等向總辦們要求立即逮捕毆打伯恩先

生的廣東人。他們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時，就在

本月12號星期天集體離開工廠來到天津，向英國

領事報告，要求他的保護和幫助”。(105)同時也向

唐山總辦提出保護和懲辦廣東工人的要求。

總辦唐廷樞聞訊北上，調查此事。“總辦

唐景星本在南方，現已聞訊北上，擬調查此事

的究竟。” (106)但採取的是敷衍和無效的方式處

理。“總辦們答應辦理，但是採取敷衍和無效的

方式。他們又進一步要求逮捕和懲辦本月九號那

一天幾乎打死外國工頭伯恩先生的廣東工人，總

辦們說，他們不敢逮捕這些人，因為局面緊張，

同時唐山有五百名廣東工人。但是答應三天之內

辦到。”(107)

總督處理的方式和總辦差不多，“星期一，

領事告訴他們說，他已會見了總督，總督立即下

了命令逮捕首犯，並令押解來津”。 (108)但當金

達先生16日趕到礦區時，五名廣東工人已遠走上

海。“金達先生並沒有來，直到16日他們才接到

礦廠的電報。說五名首犯已逮捕並押解到天津，

於是他們在17日乘早車回唐山去了。當他們到達

時，很快就發現是受騙了，因為廣東工人並沒有

逮捕，不過讓他們離開這個地方，很可能到上海

去了。”(109)

這件事後來就不了了之，但事件處理並沒有

影響生產和穩定。到4月18日，也就是事件發生

六天後，“礦區沒有歐洲人，一切工作也進行得

很好。”(110)

唐廷樞妥善平息了路礦工人反對外國工頭的

鬥爭，維護了中國工人的利益，維護了礦區的穩

定，在一定程度上給了外國工頭、監工、技師一

個深刻的教訓，使他們認識到不僅要尊重中國的

總辦、總督，也要尊重中國工人。這在一定程度

上體現了唐廷樞的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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