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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杨岳

海国图梦，福州一一梦开始的地方。 回溯历史，福州是一座伴海而生 、因海而兴、拓海而荣

的港口城市。 苍苍鼓山，泱泱闽水，位于闽江口北岸的福州马尾船政，开启了中国"三千年未有

之大变局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842 年，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了福州东大门。 一个多世纪以来，面对血与火的洗礼，福州

人沉思、探索、追求、呐喊、拼搏。 1866 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马尾设立"总理船政事务衙

门提出"惟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的著名论断，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建船厂、造兵舰、制飞

机、办学堂、引人才、派学童出洋留学等一系列"富国强兵"活动。 中国第一艘巡洋舰下水，国人

诧为"中华所未曾有之巨舰第一艘钢甲巡洋舰出坞万目共瞻，同声称快第一架水上飞

机飞上蓝天，第一所引进西方教育模式的新式学校在这里开办，等等。 船政之于福州，更具历

史和现实意义之处还在于，一衣带水的榕台两地因船政的关系而更加密切。 从船政大臣沈在在

祯巡台保台，到抗战胜利后台湾造船工业的重建，再到 1949 年前后船政学子赴台参与经济建

设，船政人为保卫台湾、建设台湾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 壮阔的船政史向世人生动地昭示

出海峡两岸人民同根同源、血脉相连、手足情深的历史渊源。

马尾船政虽存世仅 40余载，却积淀形成了悠远厚重的文化瑰宝。 船政文化是中国由传

统向近代过渡时期所产生的文化现象，船政文化的兴起，标志着中国近代新型企业的发韧与发

展，造就出新一代"开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 船政文化成为中国近代先进文化的大囊，是闽都

文化的一颗璀琛明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

文化遗产。 他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民族自豪感

和自信心。 历史是"根文化是"魂我们更要努力传承具有闽都特色的历史文脉，留住属于

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印记。 船政文化所体现的民族自强、崇尚科学、对外开放 、改革创新、学以

致用、追求卓越、爱国忘我等精神，世代传承，永放光芒。 "师夷长技以制夷" "以防外侮、以利

民生" 等主张，表明了生死以之、无私元畏的爱国情怀，体现了不甘落后、敢于担当的自强之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其"不畏强暴、敢于拼搏、坚忍不拔的气概"和"不空谈、务政用"的精神，是为当下所推崇，这也

与福州科学发展跨越发展中所展现出的求真务实、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不谋而合。

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 2∞5 年至今，福州市先后编篡出版了

《罢石山文化志)H福州寿山石志~~三坊七巷志 ~.对于人民了解福州、宣传推介福州都起到了

推进作用，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成效。 《船政志》的付梓出版，更是填补了闽都四大文化专志的

最后一项空白。 今年恰逢船政创办 150 周年，值此特殊年份.~船政志》的出版发行更具深远意

义。 本书站位高远、史料翔实、图文并茂，科学、系统、全面地记载了船政的历史沿革、发展历程，

以及船政人在军事、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努力和成就，是一部传承记忆、存世垂鉴的精品

佳志。

苦日，船政人向海奋进，参与创造了船政文化的历史辉煌，开辟了中国制造、近代教育

军培育之先河，写就了闽都文化的灿烂篇章。 今日，船政历史的书写，无声地见证着福州船政

发展的繁荣，传延着船政文化新风的魅力，守望着海上福州的繁荣，记忆着船政精英的实践奉

献，承载着厚重历史下涌动的勃勃生机。 修志问道，以启未来。 我们相信.~船政志》的出版，必

将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弘扬智慧;必将激起福州人民的城市记忆和爱国'情怀;必将成就城市

辉煌的名片，成为推动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2016 年 5 月

(作者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中共福州市委书记)



凡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

展现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记述清延在福州马尾创办船政的

历史及其兴衰与沿革。

二、本志从清廷在福州马尾创办总理船政事务衙门开始记述，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L

为止。 上限为 1866 年，下限至 1949 年 9 月，但个别事件的记述虑及事件发展的完整性，适

当上溯或下延。 图片下限延至 2012 年末。

= 、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 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 综述

统领全局，反映全貌;大事记以编年体形式记述船政有关史实;各章分述船政各项事业发

展情况。 全书分章、节、目等层次，横排门类，纵述史实。

四、本志"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收入对船政事业发展有重要建树或重大影

响的已故人物，按传、录、表分别记录。

五、本志采用历史纪年法 : 朝代年号纪年以汉字表述，并括号注明公元纪年(大事记除

外) ;农历月 、 日以汉字书写，公历月 、 日以阿拉伯数字书写， 以示区分。 每段中首次 :-H现纪

年时括号注明公元纪年 ，其后省略。

六、本志地理名称 、政权机构、社会团体、官员职务、礼俗称谓等均依当时当地典章制度

与习惯称谓。 古今地名不同者，括号注明今名 ; 隶属地域有变动者，注明今属。

七 、本志计量单位均按国务院 1984 年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规定书

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使用的旧计量单位，仍照实记载。

八、本志的资料来源于地方文献、历史档案、统计资料、各种报刊、实地调查、各种志书

等，均经核实后载人，除引文和说法不一的史料外，一般不注明出处。

九、本志采用语体文 、记述体，据'事直书，述而不论。

十 、为便于读者查阅，书末附人名索引 。



前 言

1 866 年下半年，清廷批准闽浙总督左宗棠的建议在福州马尾设立"总理船政事务衙

门任命沈碟帧为船政大臣。 12 月，船政工程动工兴建并招生 105 名 。 这里的船政就是

指清末"总理船政事务衙门"所开展的政务事务活动及其历史沿革。

鸦片战争后，林则徐等先贤认识到开眼看世界的重要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

张。 左宗棠实践"师夷制夷

提高了造船、航海、飞机、枪炮、鱼雷、矿冶、机械、无线电、天文等科技和工艺水平，建立了、

时中国最大的船舶工业基地。 1917 年，还设立了飞机制造工程处 ，开创了中国航空工业新

纪元。 它开创近代教育的先河，创办船政学堂，引进西方教育模式，建立了与工业化和海军

建设相适应的教育模式和留学制度，成为各地效仿的样板，成为科技和海军人才的摇篮，被

李鸿章誉为"开山之祖" 。 船政学堂培养了一批精英，形成了一个具有爱国思想、奋斗自强、

眼光敏锐、思维方式开放、容易接受新生事物的新型知识分子群。 他们走在时代的前列 ，成

为有突出贡献的思想家、外交家、教育家、科技专家和学者。 1870 年，船政第三艘兵轮"福

星"号下水后，清延批准沈琛帧的奏请，成立轮船水师，随后将建造的舰船调往各港口执行

海防任务。 在巡台治台方面 ，船政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台湾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在甲

申马江海战、甲午黄海海战中，船政的学生正气凛然，奋勇杀敌，视死如归，爱国自强精神得

到了充分体现和升华。

船政在近代中国科学技术、新式教育、工业制造、海权建设、中西方文化交流等方面成

果丰硕。 其折射出来的爱国自强、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重视科教、重视海权的时代精神，

以及融通中西、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形成了独特的船政文化。 近几年来，船政文化已从历

史的尘封中显露出来，而且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 船政文化已从专家学者的研究对

象变成了社会的共识。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 的

文件把船政文化列为"地域特色明显、展现海峡西岸风貌、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品

牌要求重点给予保护发展。 福州市是打造船政文化的重要地区。 船政文化是我们的宝

贵文化品牌，而海西建设事业是近代船政事业在新时期的继续与发展，船政文化所凝结的



精神是海西建设所必需的。

编篡 《船政志 》是福州市政府立项的文化工程，是列人 《福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的任务之一。 在市方志委 、市社会科学院指导下， ~船政志》 以"国

际视野、全国定位 、福建眼光 、精品志书"的定位要求，经过五年多的努力 ，终于完成了全书

的编篡任务。 本书采用述、记 、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 各章分述船政各项事业

发展情况，分为机构 、产品制造 、人才培养 、文物、文献 、艺文等六章，另有人物、专记、附录 、

人名索引、前言、修志始末等，共计 90 余万字、图片 300 多幅。

本书的出版是多年来史学界 、志书同行 、船政文化研究专家和读者们的愿望。 它的面

世为弘扬船政文化提供了较为准确的历史资料，为船政文化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史料分散，有些史料受条件限制未能发掘，加之我们的编篡水平有限，可能存在不

少值得推敲和商榷的地方，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5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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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 ， 矛盾丛生，危机四伏。 幅员广袤、资源丰富的古老中国成

为列强凯舰、侵夺的主要目标。 列强们以坚船利炮敲开了清延闭关自守的大门 ，迫使清

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抛弃夜郎自大的陈腐观念，关注世

界，探索新知，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探索中国独立、富强的途径。 向西方学习开

始形成思潮。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他在总结鸦片战争的教训时，认为"器不

良" H技不熟"是重要原因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 o 以师夷长技以制敌"就

是他提出的著名观点。 魏游、把林则徐这一思想做进一步阐述和发挥 ，在林则徐《 四洲志》

的基础上写成《海国图志》。 该书开宗明义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更多的中国人觉醒了 。 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人物 ，在学

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共识下聚集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和一大

批著书立说、大造舆论的知识分子。 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已经趋于平息，第二次鸦片战争

也告结束。 洋务派利用国内外环境暂时和平这一有利时机，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

技术 ，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培养新型人才，建设新式海军、陆军，开始了一场长达三十年

的洋务运动。

福建船政是洋务运动的非常之举，是三千年大变革的历史产物。 虽有挫折，虽被尘封，

但仍闪烁着历史的光辉。

同治五年五月十芒 日( 1 866 年 6 月 25 日)，:左宗棠上奏清廷《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

折》。 在折中他首先提出了"惟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的观点，认为"中国自强之策，除

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要"尽洋技之奇，尽驾驶之法在

军事上有效地抵御外侮，在经济上"分洋商之利 决心实践"师夷制夷 创办船政。 六月

初三 日(7月 14 日)，在不到 20 天的时间内，清廷形成上谕，作了批复。 九月初六日 ( 10 月

1 4 日) ， 因新疆西捻军和回民起事，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 左宗棠接到谕旨后 ，一面令德

克碑( Paul Alexandre Neveueu cI 'Aiguebelle , 1 83 1 一 1 875 年)到沪约日意格( Prosper Ma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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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quel , 1 835 一 1 886 年)及参与商订合同的福建补用道胡光捕等同来定约，一面亲 自物色

大臣人选。 这时候，沈藻帧正好在籍守制，在福州为母丧丁'忧。 沈的为人为政皆有很好的

口碑。 左宗棠也了解到沈碟帧"在官在籍，久负清望和英桂 、徐宗斡等商量，该二人也认

为沈是好人选，因此便把目标锁定在沈的身上，亲 自 三次造庐商请。 虽然沈碟帧都婉言谢

绝，左宗棠还是坚挺沈碟帧主持船政。 九月廿三 日 ( 1 0 月 3 1 日) 左宗棠上奏《派重臣总理

船政折~，清廷随即下谕旨，授沈碟帧为总理船政大臣。

沈碟帧接上任后，一方面让日意格、德克碑回国购买设备，并聘请洋师、洋匠 。 当时法

国造船工业发达，长于制造，所以引进法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 ; 英国长于航海，所以聘请英

人教授驾驶，各取英法两国之长;另一方面在马尾中岐征购土地，建设工厂、船坞、学堂、宿

舍等。 左宗棠原订合同设工厂 5 所、学堂 l 所，用地 200 余亩。 沈碟帧主政后，工厂增至

1 3 所，学堂增至 6 所，用地扩大到 600 亩。

办船政困难重重。 船厂设在哪里 ，机器哪里买，洋匠如何聘请， 巨额经费如何筹集，船

成后谁来开、怎么养，都必须考虑。 最让人担心的是"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反对的人多，

"始则忧其元戚，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讥其失体，皆意中必有之事"。 沈碟帧接手船政，深感

阻力重重。

首先是洋人的阻挠。 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 、总税务司赫德先后向清政府提出 《新议略

论》和 《局外旁观论 )) ， "扬言制造耗费，购雇省事，冀以阻挠成议飞 英国驻福州领事也妄图

把马尾船政扼杀于祖梅之中。 同治六年( 1 867 年)，福州税务司美理登百计钻营人局 ; 总税

务司赫德替他到北京总理街门活动，要求准其会办。 八年，法国驻福州领事巴世栋搬弄是

非，造成船政正监督日意格与副监督德克碑不睦。 总监工达士博荷仗势欺人，时时居奇挟

制，被沈碟帧撤职。 同年英国驻福州副领事贾禄，要侵占马尾船政厂界建筑教堂，遭沈碟帧

据理驳斥 。 其次是国内顽固派的阻力 。 他们认为"雇买代造不必自己制造。 他们提出一

系列困难，认为"事败垂成，公私均害"。 六年秋， I国浙总督吴棠扬言 船政未必成，虽成亦

何益? "并据匿名 《竹枝词 》立案调查。 当时周开锡、叶文澜、李庆霖都被牵涉。 沈碟帧挺

身而出，抗疏力争。 被吴棠调离船政的周开锡等人，终被清廷下谕留局差遣，而吴棠则于同

年底被调离。 十年十二月十四日( 1 872 年 1 月 23 日)内阁学士宋晋挑起事端，上奏《船政

虚耗折》。 沈藻祯力驳宋晋主张，提出不能因为弟子不如师而"废书不读认为"勇猛精进

则为远谋 ， 因循苟且则为虚耗"\，坚持"船政万难停止"

船政筹建工程于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1 866 年 l口2 月 2刀3 日)破土动工，进展颇快，到

十三年终于建成了一所以造船为中心的大型机器工厂，规模宏大，机器设备也很齐全。 船

政生产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轮船。 轮船的动力推进系统，技术定位为螺旋桨幌部推动，又称

暗轮 ，性能优于之前金陵(南京)、上海所试造的两艘明轮，标志着我国真正意义上的轮船制

造在这里起步。 船政所造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排水量达l370 吨，是中国制造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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艘千吨级轮船。 光绪元年( 1 875 年)由船政学堂毕业生自行设计并开工建造一艘 250 吨级

炮舰"艺新"号，一年后制造成功，标志着船政进入自主造船的新阶段。 1 9 世纪 70 年代，

欧美各国已盛行制造铁胁船。 光绪元年船政开始实施铁胁船的建造，促成船政从木壳船向

铁木合构船过渡的产品升级换代。 八年底，船政造出排水量达 2200 吨、马力 2400、时速 1 5

海里的铁胁快舰"开济"号，代表了船政铁胁船制造的技术水平。 钢质舰的制造工艺代表

着当时世界上造船技术的新水平。 船政不甘落后，于十五年建造了第一艘钢质军舰，排水

量 2100 吨，取名"平远"号，编入北洋海军舰队服役。 "平远"号的建造，代表了晚清时期我

国造船技术的最高水平。

沈藻祯认为"船政根本在学堂"。 船政开创之初，就引进西方教育模式，办起了船政学

堂。 起初，称为求是堂艺局。 同治五年十一月，船政工程动工兴建，同时招生 105 名 。 次年

一月正式开学。 校址暂设在福州城内定光寺(又称白塔寺)、仙塔街和城外亚伯尔顺洋房。

同年五月，求是堂艺局迁至马尾新校舍，分前后两学堂。 十二月设立绘事院(又称绘图学

堂)。 七年一月创办管轮学堂(后并入后学堂)和艺圃(又称艺徒学堂，后分为艺徒学堂和匠

首学堂)。 光绪二年( 1 876 年)二月增设电报学堂。 至此，船政共有八所学堂，即前学堂(制

造学堂)、后学堂(驾驶学堂)、练船学堂、管轮学堂、绘画学堂(即绘事院)、艺徒学堂、匠首学

堂 、电报学堂。 这些学堂因都是船政衙门所办，所以习惯上统称为船政学堂。

船政学堂引进的是西方教育模式。 前学堂学制造，采用法国军港士官学校的科目训

练，修法语，设轮船制造 、轮机设计两个专业;后学堂学驾驶，采用英国海军的培养方法训

练，修英语，设驾驶、管轮两个专业。 各专业学制初定为五年，后有的延长到一百个月，所以

有"八年四"之称。 各个专业都有比较完整的工程教学课程体系，都设有堂课(理论课)、舰

课或厂课。 堂课有内、外课之分。 内课包括公共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 公共必修课程

有外语(法文或英文)、算术 、平面几何等，而 《圣谕广训O ~孝经 》与策论等列为必修课。 专

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有的相通，有的则完全不同。 这种课程体系打破了封建教育的传

统模式，开创了近代教育的先河，是一所按技术分设专业的近代高等学堂。

船政学堂实行教学、坦iI导、行政分开的管理体制，教学工作由聘请来的洋监督全权负

责，训导则由中国员绅负责，学堂实行的是供给制和军事化管理。 "饮食及患病医药之费，

均由局中给发"饮食既由艺局供给，月给银四两"。 学生管理由稽查、管理委员负责，学堂

"派明干正绅，常川住局，稽察师徒勤惰"。 常川住局，即长期住校，对学生实行昼夜严格管

理和思想教育，以规范学生言行。 行政由船政提调负责。 财务统一办理，统一核算。 船政

的办学体制是厂校一体，统筹兼顾。 它既不是厂办学校，也不是校办工厂，更不是厂校联合

或合作。 监督既管学堂，又管工厂;教习既是教师，又是工程师;学生要"于脑并用、技艺

斯通既学习理论，又参加劳动 ，并承担生产任务。 各学堂各个专业都根据各自的特点安

排大量的实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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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政学堂建立了与工业化和海军建设相适应的教育模式和留学制度，成为各地效仿的

样板，成为科技和海军人才的摇篮，被李鸿章誉为"开山之祖"。 学堂培养了一批精英，形成

了一个具有爱国思想、奋斗自强、眼光敏锐、思维方式开放、容易接受新生事物的新型知识

分子群。 他们走在时代的前列，成为有突出贡献的思想家、外交家、教育家、科技专家和学

者。 典型的代表有启蒙思想家严复铁路之父" 詹天佑，外交家陈季同 、罗丰禄，造船专家

魏瀚、郑清牒，矿务专家林应升、林日章，轮机专家陈兆朝 、杨廉臣，天文学家高鲁等。《清史

稿》评论说船政学堂成就之人才，实为中国海军人才之哺矢。 "

同治九年( 1 870 年)，福建船政第三艘兵轮"福星"号下水后，清廷批准沈碟帧的奏请，

成立轮船水师，随后将建造的舰船调往各港口执行海防任务。 十三年三月 ， 日本政府以"牡

丹社事件"为借口，派兵侵台 。 清政府派船政大臣忧藻帧作为钦差大臣去台湾办理台务。

同年五月，沈碟帧率领自己的舰队赴台，一边备战，一边展开外交攻势，终于挫败了日本侵

略的图谋。 随后，沈藻帧实施了一系列治台政策和改革措施，促使台湾开禁 ，实行开山抚

番、开矿招垦、建祠办学、巡抚分巡等政策措施，为台湾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李鸿章在给

他的信中说道我公在彼开此风气，善后始基，其功更逾于扫荡倭奴十万矣。"连横曾高度

评价沈藻祯的巡台治台，说析疆增吏，开山抚番，以立富强之基，沈碟帧缔造之功，顾不伟

驮 ! "在甲申马江海战、 甲午黄海海战中，船政的学生正气凛然、奋勇杀敌、视死如归，爱国

自强的精神得到了充分体现和升华。 孙中山先生赞誉船政"足为海军根基"。

船政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 "万年清"号到天津和东南亚扬武"号到

日本时都引起轰动，羡艳赞美之声不绝。 欧美各国来华游历者，无不绕道到马尾，以参观船

政为幸事。 继沈在在帧之后，总理船政者有丁日 昌、吴赞诚 、黎兆棠 、张梦元 、何如璋 、张佩纶，

裴荫森等。 中法马江海战，法国远东舰队突袭停泊在马尾港的福建水师舰船。 在港水师官

兵虽然奋勇抗敌，但是最终还是在短时间内几乎全军覆没，死亡近千人，写下了中国近代海

军史上最为惨烈的一页。 但马江海战也有它积极的一面，一是海战的结果，法军并没有实

现法国政府让"法将据守福州为质"的侵略计划就是毁坏船政"欲图占据"的图谋也没

有得逞，一周后就退出闽江口 。 二是中法战争与前两次鸦片战争比较，它改变了以往侵略

者的疯狂气焰。 马江海战后，法军被阻于浙江石浦，无力北上，这种重大变化，也反映了船

政对建立近代海军以御外侮的历史作用。 海战中，法国军舰还趁机炮击了马尾船政船厂和

两岸炮台 。 船政虽经此重创，仍奋发图强、重整旗鼓，于光绪十五年( 1 889 年)建造了第一

艘钢质军舰"平远"号。 十六年裴光禄卸任后，不派专员 ，由本省疆吏兼管经费愈剑，致

元进步"。 其间，有招商承办之议，又恐列强居心匠测，遂自为整顿，然回天无力 。

辛亥革命后，船政的体制发生了变化。 1 9 1 2 年 1 月，船政衙门划归"中华民国军政府

闽都督府"节制，改称为福州船政局。 1 9 1 3 年 10 月船政局又收归中央海军部管理。 1 926

年 5 月，福州船政局改称马尾海军造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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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和潜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巳充分显示出其威力 ， 因此， 国内许多有识之士积极

倡导培养制造飞机和潜艇方面的人才。 当时陈绍宽被派去欧洲参战。 他看到欧美各国正

在大力建造飞机、潜艇，回国后积极倡议制造飞机、潜艇。 宣统元年( 1909 年)清海军大臣

戴询、萨镇冰赴欧洲考察时，随带 23 名留学生分别学习制造船炮。 1915 年，海军部特召部

分留英学生转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航空工程， 1917 年这批学生陆续归国 ，于是在马尾

的船政局附设飞机工程机构，开始设计制造飞机。 1918 年 1 月，成立了飞机制造工程处，

由巴玉藻(曾任美国通用公司第一任总工程师)任主任，王孝丰、王助(曾任美国波音公司

第一任总工程师)、曾治经为副主任。

在简陋的条件下，船政克服重重困难，于 1919 年 8 月造出了取名"甲型一号"的双梓

双翼水上飞机，这就是我国国产的第一架飞机。 该机总重量 1055 千克， 100 马力，最大时

速 120 千米，配有双座双操纵系统，供飞行教练用。 1920 年 5 月制成"甲型二号"飞机，试

飞正常。 1921 年 2 月"甲型三号"飞机竣工。 1922 年开始生产乙型水上飞机。 1924 年生

产丙型飞机。 同年，工程处造出"海鹰" 一号海岸巡逻飞机，为鱼雷轰炸机。 后又造出同型

机两架，最大时速在 180 千米，最大飞行高度 3800米，海面爬高率每分钟 161 米，装有机枪 、

火炮各一门，携带炸弹 8 枚。 巴玉藻病逝后 ，根据他生前设计的图纸，制造出新型飞机"江

鸿"号。 该机总重量 门 68 千克，功率 12] 千瓦 ，航速每小时 90 英里( ]44. 81 千米)，最大航

速 109 英里( 175.38 千米)，曾由马尾起飞至湖北汉口，在长途飞行中经受住了考验，显示了

较高的航空技术水平。

1930 年，蒋介石下令，马尾的飞机制造工程处搬迁往上海，并人江南造船所。 至此，马

尾共造飞机 17 架。 抗战爆发后，飞机厂辗转搬迁至四川成都，归并到宋美龄为主任 、陈纳

德为顾问的航空委员会，改组为"第八修理厂"。 马尾成功地首制国产飞机，还培育出一大

批技术人员和飞行员，成为我国飞机制造业的先驱。

辛亥革命后，船政办学体制发生了变化。 1913 年 10 月 ，船政前、后学堂划归中央海军

部管理，前学堂更名为福州海军制造学校;后学堂更名为福州海军学校。 艺圃改为福州海

军艺术学校，仍属福州船政局建制。 给事院改为福州船政局图算所( 1916 年因经费支细

而停办)，仍属福州船政局建制。 1917 年 12 月，经国务会议批准福州船政局设立福州海军

飞潜学校，设飞机制造、潜艇制造 、轮机制造三个专业，随后叉开办航空班，培养海军飞行

员 。 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培养飞机、潜艇制造技术人员和飞行员、潜艇驾驶人才的高等学校。

1924 年 1 月，福州海军飞潜学校、福州海军制造学校两校合并。 1926 年又与福州海军学校

合并。 1930年 1 月 20 日，海军部公布《海军学校规则 ~，校名定为"海军学校" 0 1937 年 9 月，

因日军轰炸，海军学校迁往鼓山涌泉寺上课。 1938 年 6 月，又迁往湖南湘潭。 10 月海军学

校自湘潭移迁贵州桐梓(史称桐梓海校 )0 1945 年 5 月 19 日 上午，日军撤离马尾前，埋炸

药炸毁海军学校、勤工学校等单位。 1946 年 1 月 ，海军学校自贵州桐梓迁往重庆山洞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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