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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一、本书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江南造船广

党委共同组织广史编写组负责编写。编写目的主要是为中

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提供一个典型企业的材料和对广大

员工进行历史教育。

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在其崩溃前夕的破坏，江南造

船厂解放前的档案资料保存下来的很少，形成本书编写王

作上的客观困难。为此，我们向老工人和老技职人员进行了

约五百人次的较广泛的调查访问，记录材料近二十万字，

还A书报杂志上摘录了十余万'字的资料。这样，才使编写

工作得以颇利完成。.

三、本书编写工作，开始于一九六0年初。同年底即

写成第一稿，由经济研究所和江南造船厂党委分别组织讨

论，征求各方面意见。在此基础上又进行补充调查和修改

工作，一九六三年初完成第二稿，送有关出版部门审问。

同年九月，根据各方百的意见，我们又着手作较犬的补充

和修改。一九六四年九月间完成了第三稿，分送有关出版

社、江南厂党委和经济所领导审查，拟在一九六五年江南

造船厂成立一百周年出版。不料，书未出而十年内乱开始，

书稿因此搁置节来。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对第三稿

重新加以修攻订正，交付出版。今天，这部书稿终于和广

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令人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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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过…制厂…子有
力的领导和支持，厂里很多老工人和老技职人员，曾热情
提供资耕p 土海图书馆等有关单位也曾多方给予帮助，特
在此表示感谢和敬意。

五、本书的编写和出版，是在黄选峰同志直接领导和

关怀下进行的。编写组由姜锋周志担任主编，先后参加编写
工作的有z 汝仁、黄逸平、许维菇、张传洪、陆金生、张
方良等同志。

书稿虽经数次督政，但限于我们的水平，又苦于档案

资料的不足，缺点甚至错误仍将不兔，竭诚希望得到各方

编写者

一九八二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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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 ..... ‘ 

解放前的在南造船厂，是旧中国创办最早的官惊资本主义性

质的企业，也是我国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近代工业企业之一，是

我国本国近代工业的开端n宫是近代造船工业企业，也是近代军事

工业和机器工业企业。

江南造船厂解放前的历史，从1865年6月清政府开始筹建江南

制造局起，至1949年5月上黯宣告解放为止，经过了整整J\+四年。

这段历史，正是l日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步走向半强民地半封建社

会的历史。在这一总的社会条件下，江南造船厂解放前的八十四年

历史，大体上经历了下列王个历虫发展时期 t第一个时期?从1865

年至1904年青是江南造船厂的前身一-江南制造局的发生和发展

时期，第二个时期，从1905年四J局鸪分家开始至1927年第一改国

内战争失败为11:，是江南造船厂在生产规模上奠定基础的时期 F第

二三个时期，从蒋介石集团1927年"四·一二"叛变革命至1937年抗日

战争生面爆立为止，是国民党反动统治伸入江南厂的时期 F第四个

时期，从1937年下半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接着上海沧陷至1945年

抗口战争胜利，是江南造船厂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的时期 p第五个

时期，从1945年 9月国民党反动服重新挠插在南厂至1949年 5月上

海解放，是官撩资本统治在江南厂最后崩溃的时期。江南造船厂的

上述五个历史发展时期，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形成→个总的

历史发展顺序咀我们在这部广虫的本文中，即按照这一历虫发展顺

序，对立的经济在展过程、工人生活和工人斗争状况，加以较为详

1 



尽的叙述自江南造船厂解放前的历史，是旧中国官僚资本主义性质

的近代工业，经历着曲折复杂的生存和发展道路的→个缩影和典

型 e

在这八十四年中，江南造船厂先后制造了各种式样的大小路

舰共784艘，排水量总吨位约共246~022吨。如果加上日本占领时期

的造船估计数字?大小船舰约共100艘，排水量约共7万吨尘，那末

制造船舰共这884艘，总排水量共达316 ， 022吨。所造船舰中，包括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为美国制造的排水量 14~750 吨的远萍海轮，

包括为招商局制造的排水量4 ， 130吨的"江华"号长江航轮，包括为

国民党海军制造的排水量2 ， 400吨的"平悔"号护航舰，包括适合于

川江航行的各种白水轮，包括日本占领时期制造的5 ， 000吨左右的

‘江亚"号式的近悔客货轮，包括最后时期全部用电焊焊接排水量

3 J 255吨的"伯先"号近海航轮，还包括各种政冰船、挖泥船、火车轮

草草、歪船等特种船只白历年修理船舰的，也搜(í:估计约在10.000以

上-比外，还制造了一部分武器、掉药、钢材和火药，试造成了5架飞

机，并为本企业增添了各种机器设备500余台，

在这八十四年中，江南造船厂已具有一定的生产规程。它拥有

机器、内燃机、修械、电气、电机、船体、打铜、翻腊、打皖、木模等10

余个大小分厂，拥有能容纳一万五千吨级、二万吨级和三万吨级的

船坞各1座 z拥有各种大型机床200余台和一定数量的起重，运输设

备，拥有559亩地的厂房面积和钱达3.650公尺的在岸缉，以及大小

船台9座和码头7座 z 拥有经常生产工人5 ， 000名左右，其中近半数

是相当于解放后五级技术标准的技术工人，生产繁忙时，生产主人

曾增加至万人以上，拥有工程技术人员200余岳，其中助理工程师

斟上约占半数目解放前江南造船「的年生产能力，估计可造新船三

万吨左右，即每年可造远洋轮船一万吨级 3 艘，或沿海轮船二千

①日军失败前夕造作轰击对万军舰的"自乖艇" 300只末到入内曲

2 



至五千吨级的15艘，或内调轮船一千吨级的30艘，年修船能力约在

500脏次左右，

在这八十四年中，江南造船厂棋累的总资产，解放前的估计，

约值2 ， 000万美元，解放初期的估计，固定资产约值5~269万人民

币 (1)"原料约值5~113万人民币，合计约佳10 .， 382万人民币国

解放前的江南造船厂，在旧中国整个近代造船工业中，占有着

十分显著的地位口在旧中国近代造船工业巾，即使是外商船广中规

模较大造船较多的上海英联船厂，仍比江南造船厂略有逊色-其余

所奋本国的造船工厂，更远不如江南造船厂白倒如同样由清政府举

舟的福州船政局、塘沽船坞和大连船坞等单位，有的是奄奄一息，

她强维持 s有的干脆长期停办，其中的福州船政局，创办时间只比

江南造船厂迟一年，又是专门制造近代船舰的机构，当时的生产规

模和生产能力都不算小，但仅在1895年前制造了 39艘船舰~1895年

以后的生产业务，但长期陷入停顿状态，远无任何的发展，比起江

南造船厂的局面，凡不可同口丽语。至于民族资本所办的数十家船

舶修造工厂，由于处在外国佳略资本在华船厂和官僚资本船厂的

双重压力下p更大都规模挟小，设备简陋，资力薄萄，生产营业不发

达。例如山全国民族资本造船工业集中地的上海民族资本造船工

业的状况而言， 1937年时期 F全业39家船厂中，没有动力设备和职

工在30人以下的小广即占26家 z全业仅有1家有1座不满2509尺仕的

小船坞 ;:1932年时期，全业21家的全部资本额，共只30万银元，其中

资本万元凶上的仅4家，资本小的f{=:三千元z 大部升船厂都无强

立造船能力，主要经营一些零星业务J 1930年左右的企业年啻业

额，四大中华船厂的100万元为最多，其余各家，多的也只20万左

右 F 小厂大都在万元左右，全业职工总人数. 1937年最多时亦只

3 ， 299人，解放战争时期的1949年便只布1 ， 874人，实际上，全国民

①新人民币，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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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资本造船工业的全部力量加在一起，还比不上一个且南造船厂 E

因此，解放前夕的江南造船厂，无论就它的生产成品、生产规模、生

产能力和资本积累等方面，在旧中国本国近代造船工业中，都处于

主要的地位。这说明作为中国本国资本主义一部分的官偌资本企

业，在旧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既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也具有一寇的
租极作用。

----
解放前的E市造船广，虽然在生产上，在得了上速发展，但是，

这-生产发展，又表现着很大的局限性和严重的畸形状态臼

江南厂解放前的生产友展，远远不能适应整个中国的客观需

要。整个中国对近代造船工业的客观需要是f分座大的。中国的海

岸钱拉达12 ， 000余公里，沿海港湾企多，便于通航，需要建造大量

的海运航轮，从事沿海运输业务z还需要建立强大的海军舰队，四

巩固国家海防。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大国，需要大量的远

洋海轮，和世界各国互通贸晶。中国的内陆目流有黄坷咱tξ臣、珠

江、松花江等四大干流，全国天然航道达41万公里，可im航道达

144 ， 000公里，已开辟的水运干道也达18 ， 400公里，需要建造大量

的内向航轮，以开展内目航运业务。中国有43万平方里的"大陆架"

商海，为鱼1佯集中型~y.置和回游之所，内陆江湖同班可供养噩鱼类的

挠水面积共这一亿亩山上，水产资酒十分丰富，需要建造大量的渔

轮、捕鲸轮、冷藏轮和植业加工轮等，以发展近代植业尘。 总之，中

国的臼然环境十分优良，客观上为中国的近代造船工业，提供了→

个无限美好的发展前途。而在旧中国近代造船工业中处于主要地

位的江南造船厂，它由造船总量，除去 H本占领时期所造的，还不

①土列数字，根据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九说计院编著A 胆相设计》第4

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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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800艘丰11不满25万吨排水量，每年平均造船仅有9..3艘和排水量

2 ， 929吨，如果从上述客观需要来衡量，那就显得做不足道和十分

不相称了。再就江南厂所拥有的年造船三万吨的生产能力而论，即

使充分发挥了作用，从一个主旦造船厂的角度未主要京，也同样远远

不能满足上述客观需要的。

江南厂解放前的生产潜力，远未能获得发挥。据放前的江南

厂，它所蕴藏着的生产 i}1-力还是不小的。江南厂的近代造船技术，

尽管开始是从外国传播过来，但一经同中国原奇的优秀生产传统

相结合，一经为勤劳勇敢而聪明的中国劳动人民所掌握，便成长得

版为迅速。 1868年，在江南制造局船坞建立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内，

即建成中国臼造的第一般近代轮船"惠吉"号 p仅隔五年的1872年，

即有能力制造载重2~800吨马力达1 ， 800匹的大型兵轮"海安'号和

"驭远"号。 1920年前后为美国政府制造的4艘万吨远洋运输舰，工

科既称坚固，航速井超出原定际准，，3~OOO~马力的巨型轮机F亦由

厂中自遣，自博得各方面的好评，显示了江南厂造船能力的迅速成

长。在制造长江航轮和川江浅水航轮方面，江南厂曾作出了不小

的贡献。 1931年造成的中型军舰鼻平海"号，质量超过委托日本制

造的同-式样的"宁悔"号。最后一时期造成的"民择'、 -{I白先"等航

轮，成功地采用了世界先进的电焊造船技术回这些实例，充分说明

了解就前的江南厂，噩藏着很大的生产潜力，完全有可能造出更多

更好的船只，所可惜的是，这一生产潜力，远未能在得充分发挥的

机会。例缸，江南厂的历年造船量，发展使极不平衡。制造局时期的

近四十年，共只造15艘，排水量10 ， 490吨o 1876年至1905年的近三

十年间，造船业务几乎全部静缸。年造船排水量超过万吨U上的年

份，共只有1918 、 1920 、 1924和1928等4年，其中以1918年的60 ， 373

吨的数量为最高，其余各年均停留在5..000吨左右。造船的种类和

吨位，绝大部分属于千吨以下的内洒船舰以及各种辅助船只，千

吨以上的大型江轮和近海船舰，数量便不多 3 万吨以上的远洋海

5 



轮，除了 1918年美国政府可造的4艘而外，便一艘也没有。事实上，

江南造船广的生产规模，在1920年左右，即具有制造万吨以上巨轮

和年造船主万吨左右的生产能力，也就是说，后来的二十余年间，

江南造船厂远仅有的罕造船能力，都未能在得充分发挥，生产任务

经常不足，生产能力长期被闲捆着和浪费者，生产发展便不得不受
到很大的限制，

江南厂解放前的生产营业，不是建立在为本国近代航运业、近

代海军和近代植业服务的基础上，而是主要建立在为帝国主义佳

造船舶服务的基础上，在江南广的造船总量中，直接为各帝国主义

国家制造的军民用船只，共达380腥，计排水量143 ， 570吨，占造船

总胆敢的48.5% ，总吨位的58.4%，还不包括伦陷时期直接为日本

侵略战争服务所制造的船只。在江南厂的修船业务中，外国船舶的

修理，也占有很大的比重。实际上，江南厂在第二时期实行商务化

经营方针以后，但是主要在为帝国主义造佳船舶的服务过程中，宜

展了生产营业，莫寇了企业生产规模的基础。这些为帝国主义修造

船舶的服务对象，包据各帝国主义国家侵华的航轮及其侵华的海

军舰艇，还包括进行帝国主义战争所需要的船只及其来华牺销的

剩余船只-江南厂为各帝国主义国家佳造这些船舶，不仅严重损

害了国家民族的刑益，近于为虎作怅和饮鸪止渴，政治上的损失

根大 z而且，从帝国主义手里，分得来的一份残冀剩饭，数量既有

限，业务又不经常，基础是很不巩固的-例如各帝国主义国家委托

江南「承造的船舰，大者在直接供作他们便把中国的内霄航行权、行

驶于巾国内捆的技水型式。这种型式的船舰，由于不能远涉重拌，

在他们本国造成后不便运输，才不得不利用江南厂的有利条件和

廉价劳动力，代为就地制造。至于吨位较大的海详航辑，除了国

战争的紧迫需要，或外国船厂实在来不及生产，偶尔光顾一下江

南r~ 如美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托造的 4 艘万吨运输舰市

外，山题是很少有的，同时备帝国主义国家委托江南厂的业务，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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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普船多于造船，而修船业务又是小{居多于大倍，并且是十分零

碎和不经常的。这就形成了江南厂的生产营业，佳船收入所占的比

例始终很大，即使在造船业务最为繁盛的第二时期，修船营业收入

亦占总营业额的40%左右，至最后一个时期，造船业务几乎陷入停

顿..11$船和造船的营业收入，竟出现了 71与1的比例。

解放前的江南厂，在生产技术上，始终严重地依赖着外国帝国

主义，始终挂有能够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江南厂历年所需要的主

要机器设备和主要原材料，自始至终地主要怯赖着帝国主义国家

的供应。江南厂从制造局开始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盐1止的时期

内，向外国订购的机器设备及主要原材料费用 F 估计共达4 ， 000万

银元以上。同时，江南「的生产技术，长期被帝国主义分子所把持，

聘用的外籍技术人员，一直没有断过。整个第二时期，连企业的经

营管理大权，也完全操凯在外籍技术人员之于 p较大船舰的设计图

纸，也大都来自外国，或者主要由外籍技术人员设计。本国技术人

员的队伍，在官撩反动统治和外籍技术人员的压制下，形成的时间

租迟，力量也不够强大，还没有完全具备独立制造的条件。 E甫广

在生产技术上严重假艘外国的结果，迫使它不得不沦为帝国主义

国家的船舶装配厂，址于对帝国主义国家从属和假附的地位。

此外，解放前的江南广，在经营管理上，又始终带有极为浓厚

的封建蓓后色踏和兵工厂性质，世有完全是上近代化和企业化的

道路。

以上几方面的叙述，便是解放前的江南厂，在生产发展上带有

很大局限性和严重畸形状态的主要表现，由于这些表现的存在，阻

击江南厂这一近代造船王业未能在得充分的和正常的发展，造成

这些表现的根草原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z一方面，是整个旧中国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起济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是中国官僚资本主义厨

具有的浓厚实舟、性和封建性在作怪，

江南厂这一近代造船工业，它的生存和发展，不可能是孤立

7 



的，必辑同旧中国半建国地半封建的盐全是济条件紧密地联系着F

各方面受着整个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由和影响口旧中国半m民地半

封建的注全是济条件?对在南厂生产主屉的主主主阻制和茄 11向，主要

表现为~到兰点自

第一 F在|日中国半睡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营白 3:在坪境

十分优毡，时近代造船工业的在现需要十五〉迫切，但作为近代造船

工业主星服务:xt象的本国的近代航运业、近代海军和近代世t业，或

者注有植瞎获得直升的发展，或者根本世有直;展，因而佳作为 l口中

国主~lli1-~造船厂的江南厂，缺王生产营业上的可靠:!k展基础 6

旧中E的近代航运事业，始终操组在各帝国主且国家的手里

直至抗 H战争爆宜的1937年，行程于我国沿海和内坷的近代航轮，

且盹数共约150万吨左右。其中属于本国航运单位厨有的国5D万吨

左右，{)t占三分立→，属于各帝国主义国家所有的达100万吨左右，

即占三分之二①。各帝国主旦的在华航运业，享受着内坷航行扭等

种种特扭，占有着1:t盐的地位。在外国帝国主义航运业的压迫租排

斥之下，丰国的近代航运业，始给未能在得充分的主展，由于棋王

雄厚的资金，所有航括中的较大部分，是向帝国主旦国家收购较为

廉价的脏旧船只 F根本挂有能力主批订盖新船。国比，且，江南厂刨

出、豆1937年抗日战争爆宜为止由时期中，为事国航运事业制造的

生部船只F共只234盟和排水量62 ， 333吨，仅占远在时期的造船且

艘盘750膛的31..2% ~且主w忐量236 ，!1 465吨的26.4%0 同时，本国航

运单位向江南「订造的航辑，卫绝大部分是吨位在小的内商船只，

如捆商局订蓝的排水量4.130吨的"江竿'位江航轴，日算是吨位最

大的了，中型的近海航轮很少，巨型的远洋航辑，一盟也挂有，

旧中国的近代海军，同样E有也不可能在得充分的发展由清政

府建立起来的悔军舰队，在中日甲午战争前的全盛时期，约共有阻

由4悔军tr.甫造船所月刊辛靠2垂直 10周量 1948年 10月 31 日，第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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艇近30艘，总吨位E万吨左右，甲午梅战失败U后，清政府的海军一

靡不振。北持军间政府就治时期，海军建设更谈不上，至1927年北

洋军阀政府崩植前夕，全部悔军舰艇的总吨位仅3万吨左右。国民

党统浩时期，同样挂有力量建设近代海军，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为止，国民党海军部所拥有的大小舰艇也仅57艘，总吨位56~ 23 9-

吨(0 CI 因此，作为!日中国近代海军主要修造基地的江南造船厂?

从创办至1937年的七十余年中，为本国海军新建的大小舰艇，共

只137腿和排水量30 ， 664吨，占这段时期造船总艘数的18.3%和息

吨位的13 9-~。

至于旧中国的渔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观重束缚下，基

本上仍停因在分散落后的手工作业状态，绝大部分仍在使用若干在

靠人力的本帆船，现代化的植轮还很少使用，近代渔业根本未获发

展。因此，江南厂在承造渔轮的生产业务方面，完全是个空白白

第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近代造船工业及其在华的造船厂，不

仅直接压迫着旧中国的民族资本造船r，即使是官撩资本性质的

江南造船厂，在生产营业上，也同样遭受着它们的竞争和限制。

英、美、德、日等国的造船厂，挟其雄厚的资金和较高的生产技

术水平， ZE受着关税特惠和债权人身分等种种特权，又采取提高经

于人回佣等手洁，向中国航运部门和海军部门大量推销船舰，山英

帝国主义为主的在华造船厂，长期垄瞄着旧中国的造船工业。上海

几家英商船广，始终是江南厂的主要竞争者。因此" r日中国为数很

少的本国航轮和海军舰艇，大部分是向外·国船厂或外国在华船厂

订购而来，委托本国主要造船厂一一江南厂制造的反而只占少数。

例如在本国近代航运业中占主要地位的轮船招商局，和江南「同

为旧中国历届政府所控制，江南厂还曾一度壁清政府批准，获得了

造蜂拥商局轮船的专利权，是江南厂生产业务上的主要对象-但直

①《海军江南造船所月刊》第2卷第10期，. 19 :18年四月 31 日，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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