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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打通航运、电信“双通道”

杨汉平

李鸿章称他“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
历史学家称他“处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
人”，作为中国第一代实业家，他创造了开办招商局、铁路公司、
邮传局、通商银行以及清末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等 11项“中国第
一”。他，就是被誉为“中国商父”的盛宣怀。

炼钢铁、修铁路“两手抓”

盛宣怀，字杏荪，常州府武进县人。他深受其父
“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尤其注意观察思考社会现
实问题，不做死搬教条的书呆子。
同治五年，盛宣怀考中秀才。此后乡试三次不

中，遂绝意科举。同治九年，盛宣怀投入直隶总督李
鸿章幕府效力。盛宣怀办事精明练达，深得李鸿章
赏识，成为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最得力的助手。
当时，李鸿章委盛宣怀在上海创办轮船招商总

局，盛宣怀主动建议可用建造商船发展船运获得
盈利，来为建造兵舰积蓄资金。他洞察到中国沿海
及内河航行全被洋人的轮船垄断，如果有自己的轮
船公司，既能解决漕运问题，还能把这赚钱的行当
从洋人手里夺回来。开明的李鸿章立即采纳了他的
建议。

同治十二年，轮船招商总局正式营业，盛宣怀
任会办。轮船招商总局是中国近代第一家轮船运
输企业，也是第一家“商办官督”的民用企业，一
举打破了洋务运动以来僵化的官办企业亏损而民
间资本无法参与盈利的窘境。光绪二十一年，上海
轮船招商总局经营上海—常州—镇江的申常镇客
运航线开通。光绪二十八年，盛宣怀任招商总局督
办，设常州分局 （公司)于郡城西门表场，下设小
河和荫沙两支局。
盛宣怀也深谙“线上线下、双线发力”之道，

在打通水路之后，便不遗余力地琢磨起了电信事
业。

光绪六年，李鸿章采纳盛宣怀的提议，在防务
重地大沽、北塘海口炮台与天津之间铺设了一条
电报线路。是年秋，盛宣怀受李鸿章委派在天津开
设电报总局，这是中国第一家电讯企业。他还在天
津设立电报学堂，筹建天津—上海间电报线路，翌
年 12月竣工。这是我国第一条长途电报线路，全
长 1537.5公里，津沪之间共设 7 处分局站。为阻
止外国势力在中国沿海建电报网，盛宣怀又筹建
了上海至广东、宁波、福州、厦门等重要城市的电
报干线。至光绪二十八年，盛宣怀一直掌管着国家
电信事业，为谋划电报业发展、捍卫我国电信主权
做出了重大贡献。
光绪二十五年，盛宣怀向光绪帝奏请开办电话

业务，他阐明了自主开办电话的意义，提出电报和
电话必须要混合经营等观点。1912 年，武进县自

治公所董事会和
乡贤庄启集资创
办武进电话局，
自始武进有电话
通讯。

光绪二十二年，盛宣怀从湖广总督张之洞手中接
办濒临倒闭的汉阳铁厂，开始了一系列改革创新。针对
汉阳铁厂缺乏燃料、产品质量低劣等问题，盛宣怀实施
煤铁矿厂联合经营，形成产业链，从而节省资金、提高
效能；亲赴开煤现场勘察，确定主矿选址安源，与觊觎
我国资源的西方列强和虎视煤铁矿产的日本争回矿产
资源开采权。为引进国外先进设备，他以招商局房产做
担保，向德资礼和洋行借款购买成套设备并修筑运输
煤矿的铁路。

历时 10年，萍乡煤矿正式建成，日出煤量达 1300
吨。同年，汉阳铁厂引进新设备，改造旧式炼钢炉，淘汰
因铁矿石含磷过高导致钢材易脆的炼钢方法，采用新
工艺除磷，终于炼出第一炉真正合格的钢材，解决了 10
多年来的难题。

光绪三十四年，盛宣怀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
乡煤矿合并。翌年，清政府正式批准“汉冶萍煤铁厂矿
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成立，成为完全的“商股商
办”公司，盛宣怀任总经理。至辛亥革命前，汉冶萍公司
年产生铁 8万吨、钢材 4万吨，其中钢轨 2万余吨，成
为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
《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列强要挟清廷修建

铁路，企图掠取在华筑路权、经营权。朝廷委盛宣怀为
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筹建我国第一条南北干线
铁路———卢汉铁路。在财政入不敷出的困难局面下，盛
宣怀提出修建铁路先官款、次商股、后洋债的筹款方
案，为了维护铁路主权，权衡比较后向比利时借款
11250万法郎。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卢沟桥至
保定、汉口至信阳段先后通车。光绪三十一年，黄河
大桥工程告竣，至此卢汉铁路全线贯通，总长 1200
公里，并改称京汉铁路。

京汉铁路是我国腹地最重要的南北交通干道，直
到今天仍然是全国铁路网的主干线。盛宣怀为了修建
京汉铁路与洋务派重臣多方谋划，终于完成此“他人不
愿为，且不能为”之大业，
实可当“铁路主办元勋”
之誉。

在经手了船、铁、钢等实业之后，盛宣怀意识
到借洋债势必受洋制，拆东墙补西墙，并非长久之
计。他摸索到现代经济的核心，开始洞悉和描摹
“船坚炮利”背后的经济体系和制度设计。

光绪二十二年，盛宣怀向光绪帝呈“请设银行
片”，申明在中国开办商办银行的紧迫性。他在奏折
中强调“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国之本，综其枢
纽，皆在银行。中国亟宜仿办，毋任洋人银行专我
大利”，申明“铁路之利远而薄，银行之利近而厚。
华商必欲银行、铁路并举，方有把握”，力陈“合天
下之商力，以办天下之银行，但使华行多获一分之
利，即从洋行收回一分之权”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盛宣怀奏请开办银行，既有推动洋务、为国理财的
因素，受到外国银行高额利息的刺激也是重要原因。

光绪二十三年，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外滩 6 号
成立，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华资银行，自此始
见本国纸币与外商银行纸币分庭抗礼、金融命脉不
再为外商银行把持的良好局面。通商银行以支持国
内铁路建设和新办现代企业为目标，在银行成立的
3年间，为工矿企业提供贷款 300余万元。

政商奇才盛宣怀怀揣“经世致用”之理想，走
出常州，奔赴洪流，在凌乱灰暗的时代命盘里，为
国家梳理出清晰的实业发展线路，他曾说“不过想
要就商务开拓，渐及自强，做一个顶天立地之人，
使各国知中原尚有人物而已”，所做之事，为推动中
国工商业现代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开办中国首家华资银行

铺设电报线路

初落成时的轮船招商总局大楼正立面

汉冶萍公司

京汉铁路

中国通商银行发行货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