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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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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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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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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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丛书合四个部分的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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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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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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采用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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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溯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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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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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许多作者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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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辑例言

是历史研究、经济研究工

文史资料工作者I还选用

虽然编者做了许多技术处

一；篇幅上，也因各传主

感。对此，切盼读者能够

六、限于条件，本书

物。

七、本书原则上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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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国工商人物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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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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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列强无暇东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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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本帝国主义的崛起，民族工

商业处境又日益困难。这个时期民族资本艰苦挣扎，虽然仍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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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代中国工商人物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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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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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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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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日常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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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j 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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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近代中国工商人物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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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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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

l

●

l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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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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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液仙与中国化学工业社

沈雨梧

7一

创办中国化学工业社——发展道政和主要经验——

抵制洋货并支持抗战

1940年7月25日．上海发生了一起

骇人听闻的政治谋杀案。我国一位爱国实

业家方液仙．被汪伪特工总部76号逮捕杀

害．年仅47岁。

方液仙是浙江宁波镇海县柏墅人。

1893年12月1日(清光绪十九年十月二

十四E1)生于上海．小名揆官．字传沆。

方家世代经商，祖辈在上海、杭州．宁波、

南浔等地经营钱庄、典当、银楼、糖行、

南货店、药材店等。仅开设的钱庄就有九
方液仙

裕(安裕，赓裕、敦裕，承裕等)、十三康(安康、瑞康、益康

等)共22家之多。到了方液仙父亲方选青这一代．因经营不善．

纷纷倒闭。在方液仙的少年时代．方家大族已面l瞄家道中落的困

境。

方液仙曾在美国教会办的上海中西学院读书．因喜欢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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