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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接触西方思想文化影响最

早的广东香山，就读教会学校，在香港

巡理厅、上海江海关做翻译，出任怡和

洋行买办……唐廷枢的前半生中西文

化交流、融合在他身上尤为突出。

30 岁，用粤语注音，出版了中国人

自己编纂的第一部英汉辞典《英语集

全》；41 岁，离开怡和洋行，应李鸿章之

召入上海轮船招商局任总办；44 岁，带

领洋人技师探矿；46 岁，成功创办开平

矿务局并任总办……唐廷枢开放兼容、

敢于创新，结合中国实际，引进西方先

进技术、设备和人才，一生兴办企业近

50 家，促进了中国航运、保险、煤炭、铁

路、机车、水泥、教育、慈善等发展。

从开平矿务局创办开始，唐廷枢就

与唐山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 1892年病

逝，10多年间他长期在唐山工作、生活，

不仅在这里创建了中国内地第一座机

械化煤矿——开平煤矿，主持制造了中

国第一台蒸汽机车——“龙号”机车，创

办了中国内地第一家水泥厂——唐山

细绵土厂，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铁路机车

修理厂——胥各庄修车厂，还把以人为

本、兼容并包的思想深深留在了唐山。

在建矿初期，开平煤矿井下提升、

排水、通风等都采用英国机器，又在井

上建有绞车房、蒸汽锅炉房、机械修理

厂和车辆修理厂，急需一批有近代生产

经验的熟练技术工匠来开动机器、维修

设备。而唐山一带之前人烟稀少，人们

在封建小农经济下过着闭塞的耕耘生

活，很少有人接触过近代机器。唐廷枢

就从广东同乡中招聘了一批对近代工

业生产熟悉的工匠来唐山矿从事各种

技术工作。

据史料记载，1882 年时，在唐山矿

520名工人中就有 120名是广东籍工人，

占当时工人总数的 23％。后来，随着煤

矿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唐胥铁路的建成

及铁路工厂（即“南厂”）的发展，又陆续

有广东人因乡友来到唐山。1891 年，广

东人增加到 500 人；到 20 世纪 20 年代，

唐山的广东籍人已达 2500人左右。

广东人的生活习惯与北方人存在

一定差别，文化背景与北方人截然不

同。为了凝聚广东同乡，1882 年，唐廷

枢赞助在唐山矿北门外广东街北路成

立了广东同乡会。同乡会设置的初衷，

主要是为广东人解决生老病死、天灾人

祸、家庭纠纷，以及与本地人的摩擦等

问题。随着广东籍矿工势力的稳固，同

乡会发展成为广东会馆，会馆定期选举

会长、理事、监事，对会馆事务进行管

理。会馆通过单位和

个人赞助筹集经费，购

买义地并出租取得租

金 ，以 此 联 络 同 乡 感

情，举办福利事业。孙

中山在担任临时大总

统前，曾两次到广东会

馆联络同乡，为革命事

业募集资金。在广东

会馆的带动下，催生了

唐山地区文化产业、服

务业的繁荣。最初兴

起的是餐馆、副食，万

里香、九美斋、鸿宴饭庄等一大批知名

品牌先后涌现。说书、戏曲、皮影戏等

曲艺行当、街头卖艺大量汇集，众多手

工业者也聚集于此谋生。这些事物的

产生与发展，与以广东为代表的各地文

化涌入融合有极大关系。

广东会馆微缩景观。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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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 19 世纪的中国，当
古老的国度在风云激荡、新旧
交替中徘徊摸索时，唐廷枢以
其非凡的经历和开创性的智
慧，在近代中国的经济领域留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他
在唐山的作为，使这个小村庄
发迹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
篮。他的智慧不仅照亮了唐
山近代化发展的道路，还落地
生根，为城市的崛起注入了强
大动力，其影响深远，直至今
日仍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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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多年前的中国，股票的出现可

谓开风气之先。而说到股票在中国的

发行，与唐廷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开滦博物馆收藏展出了不同时期

发行的企业股票，其中发行于 1881 年

的一张蓝色直式版开平矿务局股份票，

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这张蓝色的开平矿务局股份票，

高 30.7 厘 米 ，宽 19.2 厘 米 。 股 票 上 从

右往左，直排文字如下：“开平矿务局

为给股票事奉：直隶爵阁督部堂李，批

准设局招商，开采煤铁，札饬筹办等因

在案。当经本局议定，招集股银八十

万两，分作八千股，每股津平宝纹一百

两，一股至千股皆可附搭。俟见煤铁

之后，所得余利按股均分，并给股折。

至应付利银之日，由局先为知照，凭折

支付。今据送到股本合给联票一纸，

股 折 一 ，扣 局 章 一 ，本 收 执 须 至 股 票

者。今收到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人曹

存善堂股银壹千两正。光绪七年七月

初九日给。经收唐景星。第六千二百

九十一号至六千三百号（标点为文章

作者后加）。”

股票上的“经收”署名“唐景星”，就

是唐廷枢其人。

开平矿务局股份票并不是唐廷枢

第一次发行股票。1873 年，41 岁的唐

廷枢辞去待遇丰厚的怡和洋行买办职

位，应李鸿章邀请，出任成立不久、还没

有任何起色的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

作为第二任总办，唐廷枢走马上任后的

头等大事就是招股。他主持制定了新

的《局规》与《章程》，在集股方式、股本

总额、商董推选、股东权利、股票发行与

转让、余利分配等方面均较之前的版本

更规范与完整。《章程》规定总局与分局

由股份较大者充任，将“股份较大之人

公举入局，作为商董，协同办理”；《局

规》强调商办性质，规定商董在局中享

有较多权利。股东可在账目公开后“随

时到局查阅”。

在唐廷枢的努力下，招股工作取得

突破，1874 年招股 47.6 万两，1881 年招

足 100 万两。1882 年，唐廷枢决定添招

新股 100 万两，凡持有 200 股老股者，可

按每股 80 两价格认购面值 100 两的新

股票。1883 年即招足。

有了轮船招商局招股的成功，之

后，唐廷枢开办开平煤矿时，就把这一

先进经验带到了唐山。

1876 年，唐廷枢奉李鸿章之命勘察

直隶省永平府开平煤田，除了解决轮船

招商局轮船燃煤问题，上海漕粮运到天

津回空无货可拉，更是在天津附近开办

煤矿的另一主因。1877 年 9 月，唐廷枢

制定开平办矿十二条章程：“拟集资八

十万两，分作八千股，每股津平足纹一

百两。一股至千股皆可附搭……将来

生意兴旺，或需添机器，或另开煤井，准

再招新股二十万两，合足一百万两。”可

见，唐廷枢计划招股 80 万两，将来扩股

至 100 万两，也为未来增添股本留出了

空间。

开平矿务局 1878 年成立之前已向

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开滦也因此留存下

来各个时期的多种股票。开头提到的

开滦博物馆展出的这张“蓝字直版股

票”，为广东香山县“曹存善堂”所持有，

共十股，合计股金为银一千两。“曹存善

堂”是澳门曹氏家族设立的一个商号，

而曹氏家族是澳门八大华商之一，最大

的房地产业主，也是开平煤矿的大股东

之一。

从目前发现的开平矿务局老股票

看，凡有籍贯登记的，均为广东人。这

也印证了当时媒体报道最初招股集银

时“唐徐诸公，因友及友，辗转邀集”的

情况，也可看出广东籍的商贾们对唐廷

枢的充分信任。

由此可以说，开平矿务局是官督商

办的股份制企业，也是中国最早发行股

票的企业之一。而成立于 1872 年的上

海轮船招商局是中国首家股份制企业，

发行了“近代中国第一股”，但是尚未发

现存世的股票。唐廷枢更大的价值或

许 在 于 对 近 代 股 份 制 的 开 创 性 贡 献

——他成功地组织商业资本进入合营

公司，向公众发行股票，使洋务企业获

得了合法充沛的资本，也为流动性不足

的社会资本开辟了投资空间和增值渠

道，从而使更多人受惠。

股票征程股票征程股票征程股票征程：：：：开创性的资本探索开创性的资本探索开创性的资本探索开创性的资本探索

开平矿务局股份票。 资料片

唐廷书擅长修订章程，制定规章

制度，靠制度来管理企业。

唐廷枢自幼接受西式教育，无论知

识体系还是思想意识，更接近西方人的

思维模式。在他的意识里，遵守既定规

则高于一切，按照合同办事胜过人情。

无论是国家还是官员，都必须遵守规章

制度，按照条款办事。

开平矿务局自建局之初就参照西

方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办法建立了管理

机构和规章制度，早期设立了九大房

（相当于现在各个管理部），来管理全局

的生产和经营。 如今，在开滦博物馆中

有一个图板，专门介绍开平矿务局的经

营管理结构。开平矿务局已具有现代

管理机构的雏形，其督办、总办、会办等，

相当于现在的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

理；下设的总账房、考工房、采办房、杂务

房、监工房等，相当于机关工作部门；煤

矿、塘沽公司、胥各庄分局及上海、广州

等售煤处，相当于集团公司下属子分公

司。正副矿师、西医生、煤师、把头、监工

等技术性较强的岗位，不得不高薪聘请

洋人担任。巴尔、金达等就是矿务局聘

任的工程师，广泛参与了矿井建设、煤

河勘探开挖、铁路修筑等重要工程。

据介绍，在开平矿务局成立当年，

正当钻井勘察工程紧张进行之时，唐廷

枢咨询洋人矿师，与会办、司事共同起

草完成“司事工人遵守四款一百三十八

则”，后来改为五款一百三十八则。《煤窑

规条》三十三则接近操作规程，《煤窑专

条》六十六则类似岗位说明书，《煤窑要

略》十 五 则 更 像

工作制度，《洋人

司 事 专 条》十 二

则强化对洋人的

管理制度，《煤井

规 条》十 二 则 专

指 主 井 操 作 规

程。综合这些规

条、专条、要略，其

内容涵盖煤矿安

全 生 产 全 过 程 、

全 部 位 ，有 对 工

作 现 场 的 规 定 ，

有对机器设备工

作状况的确认，更多的

是对矿工操作程序的

约束。可以说，这是目

前能够看到最早的煤

矿管理制度，具备现今

执行的《煤矿安全生产

规程》的雏形。

据统计，从 1877年

9 月至 1888 年 2 月，在

10余年的时间里，开平

矿务局制定和颁布各类

章程、要略、规条、专条

等制度，计十九款（原制

定四款后修改为五款，按五款计）三百八

十四则，共两万四千余字。在十九款中，

按制度类别分，规条八个、专条六个、章

程和要略各两个、须知一个；按制度区域

分，煤窑六个，招商和挑河各一个，矿局

和办事各一个，洋人、司事、窑工各一个，

工厂、煤井、卸煤楼各一个，放炮、用灯各

一个，意外一个。

这些制度涵盖督办、会办及中外员

司、井上下里外工全体人员，包括与之对

应的岗位职责、行为规范、操作程序、注

意事项及奖惩措施等内容。在此基础

上，唐廷枢借鉴英国完善的煤窑章程，结

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吸取教训和总结经

验，多次对规条进行修改和补充。开平

矿务局的管理制度，做到了全体人员和

生产链条全覆盖，贯穿生产运输全部环

节，有较强的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已

经具备近代工业文明特征。

唐廷枢的管理理念还体现在精打

细算和多种经营上。

从创办之日起，开平矿务局就一直走

多种经营之路。 1878 年 7 月 24日启用

关防，开平矿务局正式成立，10 月 2 日开

始钻孔探煤。随后，开始建造地面建筑。

由于工程量比较大，需要大量的砖等建筑

材料，开平矿务局就地取材，自己开设砖

窑，自烧自用。为便于自用设备维修，开

平矿务局还成立了自己的机器厂。

随着煤矿井下工程的顺利推进，唐

廷枢意识到在不久的将来，开平矿务局

的最大瓶颈是运输，所以他未雨绸缪，

早 早 有 了 唐 山 矿 到 涧 河 口 的 铁 路 规

划。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条铁路未能

建成，于是改修距芦台不远的阎庄至胥

各庄的运煤河。由于胥各庄至唐山矿

段地势较高，不适合继续挖河，又改修

快车路，也就是后来的唐胥铁路。

在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档案

馆副馆长（唐山师范学院客座教授、澳

门科技大学唐廷枢研究中心《唐廷枢年

谱长编》课题组成员）蔡建忠的案头，有

一张他手绘的煤河剖面图。从图上可

以清晰地看出，煤河水面宽六丈，而两

岸的河堤宽达五丈。为什么要修这么

宽的河堤呢？原来，在修胥各庄至阎庄

运煤河之前，唐廷枢就高瞻远瞩，故意

将运煤河两岸河堤修得足够宽，一方面

种植能够用来做井下支撑之用的槐树

以护河堤，另一方面为将来延展铁路留

出了足够的路基，免去了再次征收土地

的大笔支出。结果不出所料，唐胥铁路

9.7 公里，总投资 11 万两；胥各庄至阎

庄运煤河长 70 华里，总投资 11.5 万两；

后来胥各庄至阎庄铁路也是 70 华里，

花费仅为 15 万两。如果按照等同唐胥

铁路的投资规模来计算，胥各庄至阎庄

的铁路，至少节省 28万两之多。

在开平矿务局的早期经营中，煤

河、铁路除了运输煤炭外，通过运输客

货、收取过桥费等，取得了不错的收益。

1886年4月至1887年3月间，唐胥铁路的

收入就达到 54895两，其中 10158两的客

运收入就足够支付铁路的运营成本。

管理智慧管理智慧管理智慧管理智慧：：：：科学与精细的运营之道科学与精细的运营之道科学与精细的运营之道科学与精细的运营之道

开平矿务局经营管理结构。 资料片

《煤窑简略规条》及《开平矿务局规条》。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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