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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说 明

近代中国工商经济事业的创建和发展，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

程。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第一次鸦片战争以

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加速了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的产生。洋务运动创办的一批中国人自己的军工民用近代企业，

揭开了封建中国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19世纪70

年代初期，民族资本近代企业陆续产生。由此，在封建经济重重

围困下的微弱的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外国侵华资本、官僚买

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同时并存，使近代中国工商经济呈现出十分复

杂的情势。民族资本在其中所占比重很小，并有着自身固有的缺

陷，在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夹缝中艰

难图存。但是，中国近代企业家大都怀着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理

想，具有渴望祖国独立富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反对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谋求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尽到了自己的

责任，并在长期的经营管理活动中积累了一套值得重视的经验。

在1959—1966年和1978年至今约20年的时间中，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全国工商业

联合会的史料工作部门，从全国各地征集到大量反映近代我国工

商经济事业发展状况的资料。这些资料具有亲历、亲见、亲闻和

具体、翔实、生动的特点，弥补了文献资料之不足，实为珍贵的

第一手资料。为了如实记录近代我国工商经济事业的创业历程和

经营管理经验，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全国政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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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工商联的史料办公室于1989年共同制定编辑“近代中国

工商经济丛书”的计划。

本丛书资料涉及的近代工商经济事业和历史人物，多为近代

中国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各部门、各行业的首要者，或是在全国有

较大影响的企业创办者和管理者；其中，民族资本之企事业及其

代表人物占多数，同时，也容纳了部分官僚资本经济、帝国主义

在华经济等相关内容。

本丛书的资料将着力反映近代企业家的爱国主义精神，期望

这种精神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得到继承和发扬；他们的

经营管理经验，可从当前的实际出发吸取其有益的部分，作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借鉴。

本丛书含四个部分的内容：一、工商人物志；二、行业、企

业史；三、历史事件；四、回忆录、传记。现有选题50个，从

1991年起陆续出版。本丛书取材广泛，适用于工商、经济、财

政、税务、金融、外贸等方面；但每个选题均独立成册，便于读

者根据自己的需要选购。

本丛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工商界许多同志的支持，谨致诚

挚的谢意。

本丛书的不足和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近代中国工商经济丛书”编委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编 辑 例 言

一、《近代中国工商人物志》时代断限上起19世纪70年代，

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有些篇章根据需要略超过

此限。
。

二、本书人物的收选原则，主要依据当时的知名度、在本行

业或本地区工商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发展道路的典型性等。由于

编者掌握资料的局限性，一些具典型性的人物未能收进本书，只

得留待将来补编。

三、本书采用将入与其兴办的主要经济实体、经济事业相结

合的命题和叙述方式，力求在介绍中国近代著名工商人物的同

时，也将中国近代著名工商企业做概要的介绍，以期能从一个特

殊的视角反映中国近代工商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内容上，侧重

反映工商人物的爱国心、事业心和进取精神，企业成败的原因，

以及可资借鉴的经营管理经验和经济管理思想。

四、本书的编排，第一册中列《早期工商人物》卷，介绍晚

清洋务运动著名人物的事迹，反映中国近代工商业和工商人物的

历史渊源；次列《家族及企业集团》卷，集中介绍一些经营资本

主义工商业的著名家族乖’企业集团，说明其特征、地位和历史意

义。以后各册，则是按行业编排。因此，第一册与以后各册，在

内容与时限上有所交叉，敬请读者阅读时注意。

五、本书的作者，有的是当事人或是传主的亲友、后裔，采

用史料以“三亲”(亲历、亲见、亲闻)为主；但也有许多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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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历史研究、经济研究工作者，或是政协、工商联、民建系统的

文史资料工作者；还选用了一些已故工商界人士的遗稿。这样，

虽然编者做了许多技术处理，但全书的风格、体例仍显得不够统

一；篇幅上，也因各传主所遗生平事迹的多寡，有畸多畸少之

感。对此，切盼读者能够理解。

六、限于条件，本书只收主要活动范围在中国大陆的工商人

物。 ．

七、本书原则上一人一传，必要时收入二人或多人的合传。

对一些家族企业或绵延时间较长、事情分属不十分明确的企业及

其主持人，则重在保存史料，不强求写为完全意义的人物传记。

八、人物以本名为主，向以字、号、别名行者，用其字、

号、别名。

九、本书尽可能地搜集人物照片或画像以飨读者，实难搜集

到的只得暂付阙如。

十、本书最早为已故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孙晓村先生所创

导；编辑工作始终得到全国政协：全国工商联、民建中央领导的

关怀和指导；得到全国工商联、民建中央文史办公室和各地工商

联、民建文史机构。的支持和帮助；各方面的研究工作者积极提供

稿件和有关资料；一些工商人物及家人也热情提供史料和照片，

谨在此一并致谢。 ．

十一、因编辑水平有限，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

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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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部分属于帝国主义资本、清政府

和国民党政府的官僚资本，有的则是民族资本。民族资产阶级分

子中的很多人富有爱国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甚至在社会主

义改造期间和改造完成以后，能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即使在

困难时期也风雨同舟，荣辱与共，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很有特色

的。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同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是对立

的。但各国的历史情况不同，因而有不同的特点。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的资产阶级很大程度上是靠侵略殖民地起家的，两中国的资

本主义是在帝国主义侵略下艰苦成长的，他们看到民族危亡，所

以早期的民族资本家如：张謇、周仲宣、陈拔廷、荣宗敬、荣德

生等，都抱有实业救国思想。他们虽然也要剥削工人阶级，但在

救亡图存这一点上，又与工人阶级有共同利益。当时在华的外资

工厂享有各种特权，、又受到清政府、军阀政府的庇护，民族资本

的处境则十分困难。除帝国主义势力外，还有清政府、北洋军

阀，以及国民党政府的官僚买办资本，他们都要欺压民族资本，

形势逼迫民族资产阶级向代表工人、农民和全民族利益的中国共

产党靠拢。这种情况，同十月革命时的苏联相比，有很大区别。

中国民族资本第一个黄金时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时

西方歹fj强无暇东顾，民族工商业曾经一度繁荣。第一次世界大战

结束后西方列强卷土重来，又加上日本帝国主义的崛起，民族工

商业处境又Et益困难。这个时期民族资本艰苦挣扎，虽然仍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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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但日本的侵略战争，迫使他们狼狈西迁。日本投降后刚露出

一线曙光，国民党对日伪财产的接管变成劫收，危及民族资本。

飞速膨胀的国民党官僚资本，不是扶持而是排挤民族资本。加以

国民党破坏和平，扩大内战，更逼迫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共两党之

间进行抉择。共产党反对内战，民族资产阶级也要和平，而国民

党则要扩大内战，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建立依附帝国主义、并

与农村封建势力勾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同国家和广大人民

的利益背道而驰。

在这关键时刻，民族资产阶级究竟何去何从，决定性的因素

是共产党的政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等同志就在武汉、

重庆等地同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相约在抗

日战争时期共同救国，在抗战胜利以后共同建国。El本投降后的

1946年，毛主席又在重庆亲自参加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召开

的座谈会，宣布愿与资产阶级爱国人士长期合作，赢得广泛的同

情。共产党历来重视统一战线，在解放战争转入反攻阶段以后，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发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申明“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垄断资本归新

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1949年3月5

日，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又重申：“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

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

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召开有民

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

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

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

繁荣经济之目的”，并重申“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

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这就为我国

的民族资产阶级指出他们应当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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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刚成立的时候，民主党派和民族资产

阶级代表人物几乎占重要成员的半数。当时我任政务院财政经济

委员会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长，还有两个副局长，一个是民主党

派人士、一个是原民族工商业者(吴羹梅)，我们放手让他们处

理El常工作。当时对私营资本主义的政策是利用和限制，利用其

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还没有

提出改造的任务。一般私营工商业是要利用的，限制的主要是囤

积居奇、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在1950年3月稳定物价以后，

投机资本家也纷纷破产，或转而经营正当的工商业。当时主持财

政经济委员会的陈云主任十分重视利用私营工商业，他告诫我们

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时间长着呢，不必急于去限制私营

工商业。”他还说：“应当放手、鼓励私营工商业发展，发展起来

以后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跑不到外国去。”当时确有不少私营

工商业资本家仍在发展老厂，少数人还创办了新厂。从新中国成

立之初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私营工业的产值增加将近一倍，私

营商业也有相当大的发展。由于国营工商业发展更快，社会主义

经济所占比重迅速增大，这才大大超过了私营经济。

这时由于经济恢复很快，社会需要日益扩大，除扩大国营经

济外，需要帮助某些国家急需的私营工厂改建扩建，发展生产。

1952年国家试行对个别私营工业给以投资，实行公私合营，最

早实行公私合营的有侯德榜先生(后来加入共产党)任总经理的

永利化学公司和李烛尘先生任总经理的久大盐业公司等。由于公

私合营企业发展很快，盈利增多，就有愈来愈多的私营工厂要求

公私合营，使以加工订货为主的低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向公私合营

的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发展。1953年党中央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工

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

路线。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列入新制

定的宪法，受到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欢迎。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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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合营企业广泛发展以后，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在国民经济

中占绝对优势，剩下来的私营企业在竞争中处劣势地位，要求公

私合营的愈来愈多。国家原定社会主义改造要花15年或者更长

的时间。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主席作《关于农业化问题的报

告》，下半年开始出现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这时私营工商企业家

就坐立不安，客观形势要求他们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

中间作出抉择。10月29日毛泽东主席邀请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

行委员会的委员开座谈会，讨论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

题，指出资本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会有光明前途，号召他们掌握

自己的命运。周恩来总理也对工商界代表详尽分析当前形势，推

动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一场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

也接着出现了。工商联发出《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工商界接

受社会主义改造，工商业界热烈响应。

一场举世罕见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

1956年1月15日(旧历正月初三)北京私营企业家和职工20

多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敲锣打鼓，庆祝批准全行业公私合营。

全国大中城市纷纷响应。这年底，全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

1966年起爆发“文化大革命”，公私合营企业取消定息?完

全变为国营企业。在十年动乱中，许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与共产

党的许多领导同志一样受到委屈。粉碎“四人帮”后，他们与许

多共产党的老干部一起得到平反，党中央宣布资产阶级作为一个

阶级已经消灭，已经交出企业的原资本家摘掉资本家的帽子，成

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退休后同样领取退休金。原有资产阶级代

表人物，除已去世者外至今仍在中央和地方的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政治协商会议、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等团体工作，享受合理

的待遇，可以说是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原民

族工商业者已经在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等国营大企业中担负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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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责任，成为中外闻名的社会主义企业家。凡是对新中国有贡献

的原民族工商业者，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们的历史功绩。

现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近代中国工商人物志》，是富有

历史意义的。它的记载，反映了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走过的

历史路程，以历史事实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

义道路事实上走不通，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的光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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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家族与广州陈联泰、
均和安机器厂

陈滚滚’

陈联泰机器厂概况——均和安机器厂概况

陈联泰机器厂，远在100多年以前刨设于广州。其历史悠

久，曾一度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同时还分出了均和安机器厂。现

在的协同和机器厂也有它的血缘。

陈联泰机器厂概况

陈联泰创始人陈淡浦，公元1801年生于南海县西樵良登村。

这一带土地贫瘠，不是旱灾就是水患，耕作极度困难，因此乡人

向来多以代人加工制造铜钮为副业，借补农耕上的不足，陈家先

世也借此为生。淡浦由铜钮店领取原料来做钮，靠计件工资生

活，逐渐练得一手好工艺。到了1830年以后，乡中因天然灾害，

连年耕种失收，更值铜钮无市，迫得淡浦一度外出谋生。后得亲

友资助，才在广州十三行新豆栏上街开设陈联泰号，以制造缝衣

*陈联泰机器厂创办人陈淡浦曾孙——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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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等及修理各式金属器械为业。初开始时，不过系一间家庭手工

作坊而已。工人就是淡浦自己，和次子濂川、六子桃川。工具也

十分简单，全靠手工操作。由于淡浦手艺好，经营老实，业务逐

渐兴盛起来，于是设备上也增加起来，自己还仿造了木制的脚踏

车床，改进了技术的操作。其时外国船只往来香港广州间，日渐

频繁，每当轮机发生故障时，都需要就地修理，在开始时候，只

利用陈联泰工场和工人等，由轮船的司机来指导工作。淡浦从中

也学会了修理和安装轮机技术，因此陈联泰业务又增进了。那时

濂川的三个儿子(伯纯、子卿、泳江)也先后到铺中学艺，参加

劳动，又招收了一些工人和学徒，还改进了生产技术。

1872年，简村人陈启沅从越南带回旧轮船机器一套，拟改

造为缫丝机器。他自己懂得机器，但苦无工场和技工，知陈联泰

能修理安装机器，作风诚实，就同淡浦商量，由陈联泰负责缫丝

机器的改造和安装工作，陈启沅亲自负责技术指导。至1873年

工程全部完成。陈启沅在简村成立了继昌隆汽机缫丝厂。同时陈

联泰通过这一项工程，技术、设备也有了新的发展。以后，蚕丝

畅销，南海、顺德各地也相继改用汽机缫丝，纷纷向陈联泰订购

缫丝机器，业务蓬勃。1876年，淡浦病逝。濂川以新豆栏之铺

位狭小，不能发展，乃迁至十八甫。厂址有两间铺位，除铺面作

营业部外，其他地方皆作为工场。从香港购回洋式车床三台，刨

床、钻床各一台，及其他工具等，并改招牌为陈联泰机器厂。

陈联泰的规模扩大之后，人事自然需要调剂，濂川乃命长子

伯纯主理财务，三子泳江负责营业，又命次子子卿往福建马江船

厂学习机械工程。子卿学习期满后，成绩优异，留闽任职。惟因

陈联泰正需技术人才，濂川遂以其母病重为辞，促子卿归昝，负

责陈联泰的工程技术。从此陈联泰又开始仿造蒸汽发动的小火轮

船。最先试装一艘七英寸汽缸的小火轮船，落水试航良好，命名

为江波号，这是陈联泰自行制造的第一艘小火轮船。以后陆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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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轮船有：江飞号、江电号、江明号、江元号、江利号、江汉

号、江苏号等。它们的汽缸由七英寸至十英寸，质量性能不断改

进，快捷省煤，比诸舶来的一般轮船还胜一筹。这些轮船俱出租

与航商作拖带渡船之用，其中最出名的是江苏号。它十英寸汽

缸，快捷而省煤，于1899年由粤海关收购为缉私艇。陈联泰除

自制轮船出租外，由航商定造者也不少。

陈联泰自制造缫丝机器发展后，十八甫的厂房还嫌太小，于

是更在南关购地建筑了一大工场，开设为东栈，扩充更多设备，

作为制造装配车间。东栈有各式机床十四五部，工人100多人，

分车、刨、钻、打磨、打铁、木样等工种。又在河南冼涌地方开

设南栈，作为制造蒸汽炉车间，南栈也有工人数十人。从此，陈

联泰连大型的机器也能生产了。

张之洞督粤时，初议在广州建筑长堤，以陈联泰的信誉和技

术最为特出，遂委他先承筑天字码头。这个码头为广州当时唯一

的官码头，系送给官吏所用的，码头结构系用坚木造成。此次陈

联泰承筑工程优异得到表扬。1903年岑春煊督粤时，兴筑长堤，

又交陈联泰承建。所筑堤段由西濠口至东关，工程规模巨大，历

时数年方完成。此为陈联泰发展的极点，也是陈联泰破产的由

来。

陈联泰承筑长堤这段工程时，工程浩繁，人事错综复杂，当

初由伯纯主持，尚堪应付一切，但堤工尚未完成，伯纯即于

1905年死了。此后筑堤名义由泳江负担，陈联泰业务由伯纯之

子星可掌握。星可时方16岁，少不更事，一旦大权在握，正好

挥霍，交结一班淫朋赌友，花天酒地，一切业务，都置之不理，

祸事遂潜伏了。1907年周馥继任粤督，对陈联泰诸多苛索，不

满所欲，谗人又乘机中伤，竟在堤工未竣时候，谓偷工减料，侵

蠹官款，拘押了泳江及星可，将陈联泰全部查封，并即投变归

官。虽申诉经年，仍不得直。及周调任，上控至北京，清廷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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