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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1937年国家资本主义在矿业中的恢复
20061124    纪辛    载《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企业发展》,    点击: 1167

一、长兴煤矿的整顿与经营 

1927-1937年国家资本主义在矿业中的恢复 
 

——以煤矿业为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纪辛 
 

载《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企业发展》 
 

 
1928年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起全国统一政权前，在矿业方面面临的基本状况是：

（1）北洋时期，国家资本主义中断。清政府以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创
立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北洋时期陷于瓦解和中断的状态。原来由国家出资创办的
大型工矿企业纷纷转入商办或为地方政府所有，此外，各省也纷纷将原属于国家所
有的企业转化为地方甚至地方利益集团乃至私人所有。这种情况，在矿业方面尤其
明显。例如汉冶萍由官办转为商办；[1]（2）北洋时期，矿业权益损失相当严重。各
地实力、利益集团往往以维护本地利益为借口实行出卖矿业权益的活动；这也是中
枢权力式微、无力驾驭全局的必然结果；（3）北洋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官
办矿业企业均陷于经营困难的窘境。不少商办矿业经营状况也不好；（4）这一时期
外资在华矿业，主要是日本在华矿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在1927年前后，北伐战争尚在进行中，国民党政府无暇对矿业进行整体性的处
理，暂时采取了没收和管制的临时措施，如没收，主要是针对那些原北洋政府官办
矿业企业或与北洋政府政要有牵连的商办矿业企业，即所谓有“逆股”的企业。这
一阶段，凡被北伐军所攻占的地区，当地原官办及商办矿业企业均处于“战地措
施”的管制之下。象汉冶萍、各省官矿、长兴煤矿、烈山煤矿等均处于管制或接收
状况。即便如商办的中兴煤矿也一度曾因资本中有“逆股”而被管制。然而，当
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面对上述矿业局面，就开始相应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国民政府对待矿业的基本思路是加强国家资本和国家力量对矿业的控制、管理
和投资建设。准备或相应采取的措施主要有：（1）对某些民营大矿在可能范围内进
行整顿和投资，以期加强国家资本的影响或纳入国家资本体制内；（2）以国家资本
的各种形式建立新的大型企业；（3）在可能范围内介入“中外合资”矿业企业的内
部，以加强中方资本的控制力量；（4）允许并帮助民营矿业继续存在。随着局势变
化，这些具体办法也在变化和有所侧重，但总体上，在1928年至1937年，中国资本
矿业由于形成的历史状况和政府政策影响，大致处于如下状况或形成如下类型：私
人资本经营的矿业企业，国家资本经营的新建煤矿；国家资本直接控制的特种矿
业；受到中国国家力量影响的中外合资矿企等几种类型。本文拟就四个具有一定代
表性的煤矿企业为例来说明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对矿业企业的整顿及其效果。 
 

一、长兴煤矿的整顿与经营 
 
长兴煤矿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接收的第一批矿业企业。该煤矿原为商办矿，

后因经营管理技术及战乱等原因而于1924年停产，该矿几近于荒废，国民党政府建
委会接办后，投入大量资金和技术力量，大力改善管理，终于使此矿恢复生产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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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原来的水平，后因经济政策的松动与改变，此矿被交还商办； 
国民政府在接办长兴煤矿之初，由于该矿在被接收时几近于荒废，接办等于重

建，因而要解决首要问题是投资。 
投资方面：建设委员会对该矿的投资分三部分：一为重建费用；二为扩充工程及

设备费用；三为盈余。总数约为100万元。其中：重建费用为60万元，扩建工程费用
为40万元。 
（1）重建费用。由于长兴煤矿在1925年即已停工。要恢复生产必须进行先期投入大
量资金，等于重建。自1928年月起至1929年7月，估计约为60万元。[2] 
（2）扩建工程设备用款。估计约为40万元，“整个工程扩充与增添设备，或可估计
五十万元，”[3]上述两项投资合计为1,043,000元； 

长兴煤矿自建设委员会进行整理后，经营大为改观，从它的年产量增长中可以明
显看出，见下表： 

 
 
注：长兴煤矿：1912-1918年、1922年—1924年均无产量记载，1926-1929年因处于停工恢复时期，亦无产量

记载； 
 

经过整顿的长兴煤矿在取得了上述成就后，于1932年又重新转为商办。这起因
于当时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调整。1931年5月13日，国民大会通过代表孙世华等五十
二人提议：发还全国民营企业案，所提理由，除引约法草案外，又强调“我国工商
幼稚，正宜保护奖励，以图国民经济之发展。”此案通过的主文曰：“国营企业应
纯以国家资本创办经营。界限揭然，不容误解。……应请政府迅速发还已没收之全
国民营企业（包括浙江长兴煤矿），……俾民产得以保障，人心于以完定。”[4] 
1931年11月，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一切国民经济事业，“应以切
实保障民营事业……为目的”[5]，表示政府发还被没收民营企业之决心。 

1932年11月，长兴煤矿正式发还商办。尽管建设委员会索价100万元，作为该会
对长兴煤矿重建投资的补偿。但长兴煤矿的建设终究由此走上正轨。从生产成本和
产量上看，1935、1936年状况如下： 

（1）材料：1936年度比1935年度节省材料费国币60,470.73元；（2）工资：1936
年度比1935年度节省工资费国币94,942.71元；（3）产额：1936年度比1935年度多产
7,739吨，平均以8元/吨计算，价值国币61,912元；（4）采煤：1935年度共计7,600
吨，1936年度共计14,141吨。1936年度比1935年度磅余增多6,541吨。每吨平均以8元
计算，价值国币52,330元；（5）运输股车务费（略）；（6）本科管理费：以全年计
算，能省国币16,800元；以上六项1936年度比较1935年度共总节省325,049.7元。[6] 

据对当时浙江长兴煤矿近况的记载：“长兴煤矿自民国廿一年十一月由商家收回
自办以来，承建委员之规模，按部就班，年有起色。当接办时，因无现款周转，由
四明上海等银行组织之宁益银团投资开办，改牌号为‘宁益银团长兴煤矿公司’。
经理为孙卫甫，工程师为汪冠宇。以前销场以无锡苏杭为主，近年来主要销场为上
海。随出随销，至为顺利，且有供不敷求之势。现每日产煤七百吨，每月约二万
吨。每吨工程费四元二角，至管理费大约每月薪资六千一百元，办公费四千元，每
吨煤摊五角。合计两费为四元七角；较之民国廿三年之产煤成本每吨七元九角，已
减少三元之多。前五里桥售价为九元四角，现亦降为八元。”[7]  



[1] 参见杜恂诚文：《北洋时期国家资本主义的中断》；载《历史研究》1989年2期； 
[2] 见王树槐：《浙江长兴煤矿的发展，1913-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6期，页

321-366；1987年6月； 
[3] 见王文页343；原注解页116：“二十六年二月九日，陆国梁呈，扩充工程计至二十五年十一月止，共计五五

七、八五二元，其中井工程占大半，自有一部分为二十一年以后者，其他部分则为二十一年十月以前完成者。总

数亦不过六十万元。建委会档，23-24，15-1。”  
[4] 见王树槐：《浙江长兴煤矿的发展，1913-1937》；见文中原注解146：“申报，民国二十年

五月十七日”321-36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6期，1987年6月； 
[5] 见王文中原注解148：“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及重要决议案汇编”，册二，页四八三； 
[6]见王树槐：《浙江长兴煤矿的发展，1913-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6期，页

321-366；1987 
[7] 见《矿业周报》第11集24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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