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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航运史编写委员会
主 任马志义

副j主任唐国英顾永怀 邵可诚 张永泰
． 荣作垣 、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一定王吉荪
‘

李冬青李本可

一陈思本张锡英

庞永元．周华

，‘ 钟幼鹏贺理富．

袁爱萍’袁英茂
· 鞠殿海

顾 ，问刘惠农陶琦

、解莅民张绍震
√ 主 编马志义

， 副主．编黄振亚 张后铨
．

．、 江天凤罗传栋

田恒生’孙靖亚

邹恢庆 陈宣鼎

1张先才 张后铨

罗光琪．国都君

赢鹏郭士光

黄振亚黄耀荣

贺崇隆张明

陈建国‘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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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江轮船公司史

主 任袁奕尧

副主任徐志高 唐永智、罗

委 员 田恒生 刘育才 王

李巩成林鸿彬 陈

《民生公司史》编

主 编凌耀伦．

副主编 熊 甫傅相诚袁智

编写人员 李天元。周玉玮 包德延袁‘芳
‘

姚如衡郑华生 吴兴策 陈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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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中国水运史丛书包括以下若干门类的史书：

合性史书：包括《中国海港史》，《中国内河航运史》，《中

》等部。



国水运史丛书

序

‘‘ 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屹立于世，已经有五千年

的历史。中国的水运史，是中国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中

国文明史的形成和发展，曾经产生过巨大的作用。’ ．

‘

中国发展水运的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大陆海岸线长一万八

千多公里，河流五万多条，总长四十二万多公里，有大小湖泊九

百多个。我们的祖先在很早以前，就在这块兼有大陆和海洋特征

，的广袤的国土上，利用优良的自然条件发展水运。

中国水运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已在天+

然河流上广泛使用独木舟和排筏。在浙江省河姆渡出土的木桨，’

证明在距今七千多年前，我国东南沿海的渔民已使用桨推进航海

工具出海渔猎。春秋战国时期，水上运输已十分频繁。到了汉代，

，我国已有坚固的船舶，并已使用风帆和平衡舵，凭借季节风，远
‘

航到日本、朝鲜，东南亚和南亚各国。宋代已将指南针用于航海，

-这是我国古代航海技术上一项重大发明，‘它对人类文明的进步，，

有着重大影响。泉州出土的宋代海船，是我国当时与东南亚海上

贸易繁盛的见证。明初郑和七次下西洋，组建了二百多艘海船，

两万多人的庞大船队，历访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是世界航

海史上的壮举，使我国古代航海事业走上鼎盛时期。 ，

我国港口的发展，在历史上有过光辉的篇章，早在春秋战国

时期，燕国东部渤海沿岸即出现碣石港，以后发展为今天的秦皇

岛港。汉代的广州港以及徐闻合浦港，已与国外有频繁的海上通

商活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今宁波)是宋代四大海港。



元代曾来我国游历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在游记中称：泉

州港“为世界最大港之一，实则可云唯一的最大港。一长江沿岸的

扬州港，兼有海，河港口的性质，唐朝已是相当发达的国际贸易

港了，当时大食、波斯的航商侨居者有数千人之众。“天下三分明
／ 月夜，二分无赖在扬州。圩可见当时的扬州是经济繁荣、人文荟萃

之地。
’

’

，

我国内河航运的发展，与我国文明史更有着密切的联系。黄

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古时很多王朝建都于黄河之滨，其
’

重要因素之一，是由于可以利用黄河水运。长江水系，水资源丰

富，有灌溉和舟楫之利，历来是我国繁荣富庶之地。我国运河建

设的光辉历史，是举世公认的。南北大运河，最早起于春秋末期 ．
、

吴国开挖邗沟，以后经过隋、元两朝大规模的扩建和连接，最后

形成一条纵贯南北长达一千七百余公里的大运河。这条运河无论

从工程规模和建筑水平上看，在世界古代水运工程史上都是罕与

伦比的。
‘

。

．

近代中国水运史，是一部侵略和反侵略、压迫和反压迫的历

史。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沿海海关和港口

完全受外国人所控制，内河航行权丧失殆尽。中国海上和内河的

广大水域，竟成为帝国主义者的天下!中国水运事业，在压迫下

求生存，在反抗中求发展。1873年1月，成立了轮船招商局。民

族资本主义的轮船业也随之逐渐兴起，先后成立了若干海上和内

河航运公司，他们在近代水运史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时．

期总的看来，水运事业有所发展，但发展缓慢，水运技术有所进 ，

步，但步履蹒跚。近代水运事业，孕育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之 J

一的海员，他们是推动近代水运事业发展的动力，他们的反抗斗

争，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

’

建国以后的现代水运史，是最辉煌的篇章。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伟大祖国已恢复和勃发着青春的活力，社会的发展，历史

的进步，各项事业的兴旺，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的水运事业，

取得了过去任何时期不可比拟的伟大成就。远洋运输从无到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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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到大，现在已建成了一支包括具有各种船型的远洋船队。沿

海和内河相继建成了一批现代化的港口和专业化的深水泊位，以

及与港、航相配套的各种设施：集疏运系统，修造船工业、航务

工程、通信导航、船舶检验、救助打捞、航域环境保护等，还建

设了具有相当规模和水平的水运科研设计机构、水运院校和出版

部门，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水运体系，并正以比较高的速

度向现代化迈进。’， ．

‘． ．

。

‘

几千年的水运史，是一部经历盛衰起伏的历史。它是随着社

会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经济因素的消长而消长的，归根

结底，是受着社会生产力的推动和制约的。纵观中国水运史，虽

’然经过许多曲折，走过不少弯路，但成就始终是主流。对历史上

的成败得失，应该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观点，透过反复

的历史现象，认识历史事物的本质，从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鉴古知今，古为今用。 。 ：．． ·

‘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几千年的水运、

史，是众多的先驱者和劳动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创造的历史。从古

代到中世纪，众多的航海者，远涉海洋，历尽艰辛，航行在中国

沿海以及通向亚非的航线上，为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重 ．

：要的贡献。腈朝开运河，参加运河施工的民工上百万人，死者不

计其数，运河的建成，是无数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历史上曾出

现过许多名垂青史的航海家，水运事业的建设者。如秦代的史禄，

三国时的卫温，晋代的王溶、孙恩，唐代的刘晏，李处人，元代

的郭守敬、朱清、张碹，明代的郑和、郑成功，清代的勒辅、徐
’

寿，民国时的卢作孚等。建国以后，为水运事业献身并做出杰出

贡献的，更不胜枚举。前人艰苦创业的精神，值得我们崇敬，值

得我们学习。

几千年的水运史，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材料。对历史上
。

先驱者的活动，对祖先留下来的光辉业绩，深入进行研究和发掘，

大力加以宣传，使人民知之愈深，对伟大祖国就会爱之愈切。我

国从古至今的水运发展史上，有许多工程上的奇迹，运输上的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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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水战上的壮举，这些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其突出的地位。

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我们爱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自信心的源

泉。”将几千年水运史的光辉业绩放到世界范围内，就可以从相互

比较中认识其价值，从而提高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把几千年的水运史，分门别类，编纂成书，陆续出版，主要

目的在于系统地总结过去的历史，从中汲取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

主义的可贵教益，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前人的伟大业绩。

这套丛书，包括各海港史『：各省航运史，长江航运史，运河

史，招商局史，民生公司史等。在丛书的编写工作中，我们将遵

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观点，，坚持求实存真的科学态度，在史料

的收集、整理和考订的基础上，写出一套科学信史。但几千年的

进程中，史料浩如烟海，其收集整理，一定会出现某些遗漏；历

史上的某些疑难问题，一时也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些需请读

者批评指正，也有待专家们继续研究探索。中国水运史丛书的出．

版，不是水运史研究工作的终结，而应是一个新的研究阶段的开

始。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今后将不断修订和再版，使之一代一代

传下去，永受其益。

承先旨在启后，继往为了开来。总结过去的历史，归根到底，

是为了开创新的历史。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水运事业的现代化建：

设。我们应该正确运用历史经验，从中引出规律性的认识，将革

命热情和科学态度紧密结合起来，为中国水运事业的振兴而百倍

地努力，写出中国水运史更加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

·j 一

‘

．

’

‘ ’

中国航海史研究会 ．

．’

“

人民交通出版社、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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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旧中国的一个大型航运企业，是影

及于中外的资本集团。它创办于百业萧条的军阀混战时期，以

条仅有70．6吨位的小火轮起家，仅十年时间便垄断了Jil江航

，成为旧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航运企业，在长江的实力已接近

营了60多年的轮船招商局。其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中外瞩目。

战期间民生公司继续壮大，成为战时后方航运的主力，同时广

向钢铁冶炼、机器、造船、煤炭，纺织、食品、建筑，保险等

70多个企业投资，成为旧中国最大的资本集团之一。抗战胜利后

民生公司叉积极发展海洋运输，到1949年已拥有各种江海船舶

140余艘，7万多吨位，航运势力及于日本和东南亚各国。

民生公司创建了一套在中国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刨建

人卢作孚，被毛泽东同志誉为1日中国四大实业家①之一。他的社会

经济思想和企业经营管理思想都相当丰富，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

民生公司的成功经验及卢作孚的经营管理思想，对今天社会主义

四化建设与企业管理有借鉴价值。
。

、’

’

民生公司史主要是根据民生公司上万卷的原始档案资料和卢
i

作孚的著述与民生老职工的口碑资料编写。根据民生公司自身的

’发展进程，分为四个阶段：1925～1937年为刨立和发展时期，

1937～1945年为壮大时期，1946～1949年为困难时期，

1949～1956年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全书按照历史发展顺序，较

详细地记述了民生公司从产生发展到衰困的历史过程；剖析了其

成败的原因；总结了其经营管理经验；并把民生公司的发展放在

当时中外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中进行考察和论述。一力求客观而真实

k ①四大实业家指；张之澜、张謇、范翘东、卢作孚。



地反映出民生公司的特色。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30—40年代中国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和命运。为了帮助读者更好的了解

本书的线索，现将本书的基本观点和主要内容作一概述。 ·

民生公司筹建于1925年。创建人卢作孚，1893年出生在四川

合川县一个小商贩的家庭。自幼好学，小学毕业后，靠自学成才。

16岁时便从事教育工作，随即担任四川《群报》记者，《川报》主

笔，社长兼总编。卢深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参加同盟会i

以后又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五四运动前后，在《川报》组织和 ‘

发表了许多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罪恶的文章，从而获得』定

的声誉。卢先是一个“教育救国论”的积极拥护者，4他认为中国

落后挨打主要在于人民文化落后，主张广开教育之路以启民智。

1921年、1924年两次依靠军阀杨森在泸县、成都开展通俗教育活

动，取得了较好的进展。1925年军阀混战，时局动乱，卢深感懈纷、

乱的政治不可依凭，每每随军事上的成败而使事业共沉浮”，毅然

辞去了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职务，选择了．“实业救国”的道路。

他明确提出了中国必须走现代化道路的主张，认为中国落后挨打．

的根本原因在于小农经济的落后性和封建宗法关系的存在，只有

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即“建设现代的海陆空军，现代

．铁路，轮船、飞机、电报、电话，现代的矿山，工厂，现代的科

学研究机关和学校”，“才是中国不亡的保证”。而在这许多实业中

他又选择了轮船交通运输业作为自己开拓实业的起点。他认为 i

-航业为各业之母”，特男U在交通闭塞的四川，开发长江发展航业，、‘ i

是使四川摆脱落后闭塞的主要出路，因此决心创办一个轮船公司。 j一

他设想以轮船航运业为基础，同时举办其他实业，然后以自己实

业为中心横向发展，促进社会的改革和中国的现代化。他还认为，
’

与外资航业比较，中国自办航运具有外资没有的优越条件，只要

经营方针正确，管理得当，是完全能够战胜外资的。民生实业有

限股份公司(简称民生公司)就是在他的这种思想指导下创建的一

2



民生公司也是卢作孚实践实业救国理想的实验场所。

民生公司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F创立的。它首先遇到的是筹

资的困难。在当时川江航业被外资轮船垄断的形势下，人们对卢

作孚创办航运公司多持疑虑态度，不愿冒险投资。经卢及其他发

起人陈伯遵．黄云龙、彭瑞成等人四处奔走．多方努力，又得到

合川前知县郑东琴的支持．才筹资2万元(实收资本只有8000

元)。卢作孚等人决心先造船只，尽早开业，以出色成绩昭信于人，

于是自筹路费到上海合兴造船厂订造了一艘载重70．6吨、吃水5

尺的浅水铁壳小船，造价35000元，不足之数由郑东琴、陈伯遵

等私人拉借凑付，终于1926年8月末驶回重庆，命名“民生”，

在合川正式成立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卢任总经理，开始了

营业。总经理卢作孚先生像见图O—l一1。

当时卢作孚调查了重庆所有轮船公司的经营状况，发现华商

轮船公司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重庆宜宾段或重庆宜昌段航线上，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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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开拓支流航线，以致出现轮船过多，相互角逐，互

面，而且只重货运，忽视客运。据此，民生公司采取

取，避实就虚”的方针。在民生公司初刨，力量微薄

船过多，竞争激烈的长江干流航线，开辟缺乏现代水

的支流航线；避开竞争激烈的货运，经营不为航运界

为群众急需的客运。从而开辟了嘉陵江上重庆到合川89公里的短

途运输航线，并以客运为主开办定期航班，方便来往客人。‘当时

民生公司全部职工只有45人，岸上职工亦只7人。总事务所(公 。

司)设在合川县药王庙内，简陋窄狭，多年失修，破烂不堪。公

司人员工薪十分低下，总经理每月仅30元，协理15元，其余10

元，7人全部薪金总额只及其他轮船公司一个大副的薪金。但他们

除了总揽岸上事务外，竭尽全力改善经营管理，还亲自上船接待

旅客，提出“一切为了顾客”的口号作为船上工作的指导思想。

上自经理下至水手都兼做服务工作，接待热情，服务周到，伙食

亦好。“民生”轮很快就得到了社会的好评，班班客满，应接不暇。：

第一年便获利2万余元，股东分得红息12753元，红息率达25％。

于是各方乐于认股，踊跃缴款，有的以前公司登门募股而不认，

此时主动送银到公司。3个月内完成了5万元的招股任务。1927年

冬，公司决定增股5万元，实收73000元，超过原订股额46％。

于是新制“民用”轮l艘，1929年夏季又买“民望”轮1艘。这

时，民生公司已有轮船3艘，230总吨，职工164人，股本25万

元。主要经营渝(重庆)——合(川)，渝——涪(陵)．渝——泸．

(州)等短途航线，并取得渝合j渝涪两线行轮专利权。公司年

年盈利。1929年纯利已达48000余元，是当时华商轮船公司中唯

一获利较高的企业，为公司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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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前后，四川军阀混战激烈，刘湘欲统一四川，对卢作
孚颇为赏识，任命卢为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这时正是世界经济

危机期间，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接着又发生了日本帝国



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横行于川江的太古，

怡和、日清及捷江等外国轮船公司，凭着强大的实力，大幅度降

低运费，企图挤垮华轮公司，甚至以免费乘船供应膳食或赠送洋

伞等法招徕乘客。竞争如此激烈，华轮公司时刻面临破产的境地。

面对这种形势，卢作孚借全国人民高涨的反帝情绪和担任川江航

管处处长的地位，一方面迫使日清公司接受中国海关检查，开创·

了外国船只接受中国地方政府检查的先例，废除了甲级船员必须

用外国人的陈规，提出了外轮浪翻中国木船必须赔偿损失等，受

到i广大人民支持，严重打击了外轮气焰，，维护了民族尊严。卢

作孚与民生公司也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另一方面，卢作孚提出了

“化零为整”统一川江航运的重要决策。主张把川江所有的华轮

公司联合组成一个公司，发展壮大华轮势力，结束同业之间的竞

争，一致对外，提高与外轮竞争的能力。卢作孚的这一主张得到

了同业及社会的广泛支持，也适应了当时军阀刘湘统一四川的企

图，因而得到了军阀的支持。由于民生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居于

同业之上，‘是当时唯一能赢利的公司，加上卢作孚的社会地位和

影响，民生公司成为统一华轮公司的一面旗帜。1930年，川江航

线上便开始了以民生公司为中心的“化零为整”统一川江航运的

斗争。

在统--ill江航运的过程中，凡愿意售卖轮船的公司，民生公

司予以收买；凡愿意与民生公司合并的公司，。其轮船财产均以较

‘高的标准作价，用部分现金偿清该公司的债务，其余作为加入民

生公司的股本，人员全部由民生公司接收，量才录用。这样，许

多公司因经营亏损而乐于与民生公司合并。不到一年，‘民生公司

就合并了重庆以上航线的7个公司，接着向重庆下游扩展，又合

并了10余个公司。刘湘、刘文辉等军阀的船只亦以较高作价入股

的方式变成民生公司的产业。这样，民生公司只付出了数量不太

大的现金，而实力和规模便得到迅速扩大。到1934年，共合并收

’买华商轮船近30艘，7000多总吨，基本上统一了川江华轮运输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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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公司还大力发展长途运输，开辟新的航线，改造

船舶与设施，加强各条航线的经营管理，改善了服务态度，赢得

了顾主的信赖和支持，。增强了对外竞争能力。结果外轮公司中的

美商捷江公司在竞争中垮了台，5艘大轮船被民生公司接收。同时

民生公司还收买了一个英国轮船公司，到1935年共收买了外轮

11艘。日清公司的营业利润由盈转亏，英国太古、怡和公司见势

不妙，其主力悄悄退出了川江。 ．

经过5年的统一川江航运的斗争，到1935年，民生公司的船

只已由1930年的3艘增到40艘；总吨位①由230吨增到16884

吨，增长了72倍；职工由164人增到2836人；7股本从25万元增

到120万元l资产从54万元增到730万元。民生公司经营了川江

航运业务的6l％。年均纯利润达40万元。到1936年，船只增到

47只，20400总吨，职工近4000人，‘股本167万元，承担了长江

上游70％以上的运输任务，年运客量达41万人次，货运量8万-

吨。航线延伸到上海，并在宜昌、汉口，南京、上海设立了分公

司或办事处，开拓了近3000公里的内河航线。在长江航线上的实

力已接近太古、怡和、招商局，成为我目最大的民族资本航运企

业。十年之间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在中国企业发展史上实为

少见。‘这是民生公司执行正确经营方针的结果，也是民族资本企

业与外资企业斗争中取得的一次巨大胜利。
’

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赢利也急剧增加，年收益常占股本的

50％以上。在最初几年，公司为了稳定股东，扩大影响，股红息

率一般都达到20％到30％，纯利中2／3以上分给了股东。自1932
．年以后，公司有意识地压低了股红息比率，扩大了积累基金，一

‘．方面把股红息率压到20％以下，以扩大纯利中的积累比重。另一

方面又在纯利之外，提取各种准备金，用作积累基金，而且数量
， 很大。同时扩大折旧提存。从而使公司总收益中一般有2／3以上

用作积累，使公司规模的迅速扩大有了资金上的保证。

加强公司管理体制的建设，是公司健康发展的组织保证。‘公

①奉书中薏吨位均指船舶总吨位，面不是指载重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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