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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加速扩张，民族危机空前深重，西方列强的
侵略方式也由原来的商品输出为主转为资本输出为主，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最后形成并进一步深化；中国传统的封建经济结
构逐渐解体，资本主义新式企业开始产生并获得初步发展，资产阶级开始形成并试图登上政治舞台，政治改良和“实业救国”的呼声空前高涨。
洋务派和部分稍有政治远见的封建官僚，要求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清廷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后，宣布实行新政，成
立职能机构，制定和颁布相关法规、条例、章程，加强对实业的倡导和管理，劝导和奖励官绅、商人开办企业，并举办实业教育，引进和传播国
外近代科学技术。不论其施行情况和实际效果如何，清王朝的上述政策措施是对封建政权传统“重本抑末”政策的否定，是清王朝经济政策的重
大转变。本文试图通过对清末新政时期实业政策的考察分析，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社会环境，晚清政府在近代资本主义
和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一、建立职能机构，加强对实业的提倡与管理 甲午战争后，商办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形成第一次高潮，使清政府工商税收的比重上升。清廷意识
到振兴工商的紧迫，一些官吏曾多次奏请设立工商职能机构，湖广总督张之洞主张各省分设“商务局”和“工政局”，以提倡实业，讲求工政；
侍郎惠荣奏设商务大臣，以改变“商情涣散”、“商务日坏”的状态[1]。1898年戊戌变法时，光绪谕令在京师设立矿务铁路总局和农工商总
局。政变后，慈禧以“总局设在京城，文牍往还，事多隔膜，一切未能灵便”[2]为由，裁撤了农工商总局。《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加
紧掠夺，清政府因背负沉重的战争赔款，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复决定振兴工商。1902年，任命直隶总督袁世凯为督办商务大臣。但因设立矿务
铁路总局和特派商务大臣以来，并无成效；加上地方督抚往往操纵商务、路务、矿务实权，故此决定设立商部，以加强对实业的提倡与辖管。19
03年9月，光绪谕令设立商部，任命载振为该部尚书。不久，撤销矿务铁路总局，矿、路二政划归商部管理。商部下设4司2馆2局所，即保惠司、
平均司、通艺司、会计司、律学馆、商报馆、商务学堂局所、接待所。为了笼络商人，调动商人效力，商部各司除额定职官外，另在各商埠选取
“行谊诚实、熟悉商务”的商董为商部委员，令其考察商务，采取职官与商董“分途并用”的办法，商董委员无薪俸和办公开支，但“有异常劳
绩”者可保奖商部郎中、员外郎、主事各职衔，直至四至头等“顾问官”[3]。 1906年11月，清政府为预备立宪做准备，并裁减冗员、节约开
支，解决各部名实不副等问题，再次改革中央官制，将工部与商部合并，改为农工商部；又从商部分出邮传部，管辖轮船、铁路、电线、邮政，
该部下设2厅5司及馆所局堂若干。商部在各省设立商务局、矿政调查局等，作为各省振兴工商的机构，并委任诸局总办、总理等为议员，通过诸
务议员掌握与管理各地的实业。诸如汇报货源、市场行情、局厂学堂公司状况，代商寄呈、禀报注册，保护出洋归国侨商，保奖资厚有成商人与
匠心独运之工匠，提出有裨商业的建议等。1905年11月，该部奏定各省筹设或将原有矿务总局、查矿公所等改为矿政调查局，设总理、协理、矿
师等职，经理各省矿政。1906年，为了加强对官办、商办、官商合办铁路的管理，在各路所设的参赞、监督、总办、提调，各省自办铁路的总
理、华人工程师以及被留用的部派章京与毕业学生中，挑选路务议员以整顿路务。同年11月，分设邮传部时，该部仿照农工商部的做法，拣选
“熟悉船路电邮之员”作为船、路、电、邮务议员，分往各省“调查一切利弊”[4]。上述商、矿、路、船、电、邮务议员分别受商（农工商）
部、邮传部和地方督抚的双重领导。清廷，则通过诸务议员，把振兴实业的各项政策措施推行到全国各地各行各业中。农工商部、邮传部成立以
后，清廷为在地方“认真劝办”实业，1907年决定在各省设立专管实业的劝业道，以改变以往各省虽有农工商矿局，但“无专官以资董率”[5]
的局面。此次改订各省官制，裁撤分守、分巡等道，同时增设巡警、劝业两道。劝业道“专管全省农工商业及各项交通事务”，并兼管邮电，受
农工商部、邮传部及本省督抚双重领导。在各厅州县则设有一名劝业员，“监督掌理该厅州县实业及交通事宜”[6]。到1910年，除山西、江

苏、甘肃、新疆、黑龙江外，其余18省均已设置劝业道。商部（农工商部）、邮传部、劝业道、劝业员创设后，清政府在管理实业方面，从中央
到地方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职能机构体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政府对发展实业的重视。通过商部委员、顾问官、诸务议员的委任和虚实两
种官制的采用及职能机构的调整，清政府力图达到中央地方一体、官吏商民一气，共振实业的目的。新政时期，振兴实业的政策是从设立商部开
始的。此后，商部（农工商部）、邮传部在振兴实业方面做了某些工作，如订立颁行法律、章程，倡立组织商会、农会，设立劝工陈列所、举办

南洋劝业会，开设实业学堂，统一度量衡等。  

二、颁行法规章程，对实业进行指导与保护 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没有系统的法律、法规、条例、章程等的规范与约束，社会经
济就不可能获得正常发展。中国在中外炮战、商战中的屡屡失败，社会经济发展的日益停滞，使清朝统治者内部稍有政治远见的人，开始感觉法
律、法规等对振兴实业、富国强兵的重要性。1901年8月，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其联合奏折中提出了制订商律的主张，在刘、张
等封疆大吏的影响下，光绪于1903年4月谕令载振、袁世凯、伍廷芳等拟订商律，作为则例。9月，商部成立之后，进一步加快各类法规、条例的
制定。从1902年到1911年，清政府拟订的经济法律、法规、章程、则例、办法等，约有62项[7]。下面就几个重要的综合性、行业性法规的主要
内容予以介绍，并分析这些法律章程对振兴实业所起的作用。综合性法规以《商人通例》、《公司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破产律》较
为重要。1904年1月，《商人通例》和《公司律》获准颁行。《商人通例》共9条，规定了商人的身份、权利与经商规则。第6至8条，规定要有流

水账，往来账，账目及贸易信件须保存10年等，这些是对商人经商最基本的要求。第3、4条则规定了商人的妻女，“能自主贸易者，均可为
商”，如妻已改嫁，只要原夫“允准”，也“可为商”[8]。这些是有关商人继承权的规定，可以免去商人的后顾之忧，从而踊跃投资兴办实
业。《公司律》共11节131条，对公司的分类，创办呈报方法，股东的职责，董事、查账人的条件，董事、股东会议的召开，账目的结算，章程
的修订，公司的停闭、惩罚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和限制。这些不仅对商办公司的创设具有指导作用，而且注意了对股东权利和商办公司的保护。
如第17条规定，创办人不得私自隐匿非分利益，“以欺众股东”，否则一经查出，“追缴所得原数”，并予以惩罚。该律不仅对股东的管理权做

了明确规定，还列明了股东的监督、控告权。如股东有议决重大事项的权利，有查阅公司账目、书函的权利，有“赴商部禀控核办”的权利
[9]。 1904年6月，商部颁行的《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共28条，主要规定了商标的制作、注册、专用年限、转售、注销、维护、注册费用等。其
中第19条规定：“有侵害商标之专用权者，准商标主控告查明责令赔偿。”第21条规定，对摹造并贩卖他人注册商标，使用、贩卖摹造商标的商
品等，“罚以一年之内以监禁及三百两以下之罚款”[10]。该章程通过对商标专用权的维护，起到保护商人经济利益的作用。 1906年4月商部奏
定颁布的《破产律》共9节69条，主要就商人破产后，有关呈报、清资、核账、分产、偿限、销案等事项作了明确规定，特别注意保护因亏折、
意外事故而破产的商人利益。第31条规定，自宣告破产之日起，对商人所欠债务“均免算利息”；第39条规定，破产者的欠户如果躲避或拖延不
还，“由商会报官追缴”。第45、46、48条规定分配破产者财产“不得涉及”一年前已与破产者分家的兄弟侄暨妻并代理人，同时，也维护他们
在司法上应受到的公正待遇。第5条规定，商人呈报破产后，可由保人具结，“在外听候传唤”。第24条规定，召开债主会议时，“许破产者在
场听议，如有与己损害之事，准其申诉，听凭公断”[11]。行业性法规中，制订较早的有《矿务暂行章程》（1904年）、《重订铁路简明章程》
（1903年）等。《矿务暂行章程》共38条，该章程在保障外国资本已经获取矿权的同时，对其做了某些限制，对华商则有一定体恤。如第34、35
条规定了矿产的出井、出口税则，“出井视品类之贵贱以别税则之重轻”，出口关税仍照税关章程征收，“纳此税后，其内地厘卡概不重征”[1
2]。对各地违章行为，商部均予制止。同时考虑到商人投资开矿的风气初开，“正宜因势利导”，且面临洋煤倾销的市场压力，“洋煤之税既
轻，华商之力又薄，相形之下不足抵制”，1905年，商部为维护部颁章程，上奏获准“无论所属矿地禀请开办”，在该部定章先后，均“不得于
奏定章程完纳出井出口税外别有征收，以恤商艰而昭定制”[13]。《重订铁路简明章程》共24条，规定了铁路的申办、买地、审批、集股、借
款、勘路、轨距、聘用专家、争讼、填报、订立合同、任务、运价等。章程有益于消除筑路障碍、自主经营公司、鼓励民间投资、保护公司利
益。如第4条，要求地方官对铁路经过地区先行晓谕，“俾众周知，不得故意抗玩”，对公司筑路所购土地要估定“公平价值”。第8条指出，地



方官对各类公司“均应一体保护”，但“不得干预公司办事之权”。第17条，地方官对华人公司遇有争执，遇有妨碍公司利益事时，要“持平判
断”[14]，否则公司可向商部具呈核办。《改良茶叶章程》共8条，对茶树培种、水土保持、锄草犁土、配施肥料、防寒护树、采摘茶叶、晒制
焙制、保持洁净做了详细规定，对茶商经营茶叶、茶农种植茶树具有指导作用。值得指出的是，该章程注意引导茶农保护茶叶的再生产，提高与
外商竞争的商品意识。第1、6条提出，“采茶叶不可连枝干全行摘去”，要“略留嫩枝使其次年增长”。第7、8条指出，为使茶味香佳，焙茶时
须提选“无烟无味”的木炭，在采烘过程中，房厂人工以及制茶器具等要“备极洁净”，“以保华茶声名”[15]。此外，清廷要求各省也制定一
些保护性的章程。华商出洋贸易者不下百数十万人，成为侨商。他们回到内地往往受到勒索与欺凌。为了吸引侨商资本，商部上奏请光绪颁布谕
旨，要求沿海各省督抚“一律妥定章程”[16]，以切实保护侨商。在以往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束缚下，富人视经营工商为畏途，鲜有投资工商兴
办实业之举，民间兴办实业往往受到本国官府的盘剥和外国商人的排挤。上述法律章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们经营实业的顾虑，提供申办、
经营实业的程式，约束地方官府的勒索，保护华商的经济、司法权益，鼓励工商业者的投资热情，从而有利于实业的兴办。1905年以后掀起的商

办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第二次高潮，每年新投资本在1500万元以上[17]。应该说，这与清政府制定与颁行经济法规干预经济有相当关系。  

三、倡立组合社团组织，利用民力管理与维护实业 为了摆脱财政危机，解除危亡，救助国家，国家往往要扶持、利用民间社团，作为政府与实
业界之间的信息通道与中介组织；工商实业者也需要借助国家的力量来维护自身利益。新政时期，清政府为了官商一气共振实业，曾提倡组织实
业社团，以利用民间力量自我管理与维护实业。这些社团主要有商会、轮船公会、工会、农会、中国铁路公会等。 1902年，盛宣怀等作为钦差
商务大臣，参与与列强之间的修约谈判，饱尝中国因没有商会，谈判中着着落后之苦，于是奏议设立商业会议公所。商部成立之后，1904年1
月，分析了没有商会的5个弊端：即商情闭塞、商力涣散、制造不精、贩运不广、利权外溢。认为“今日当务之急，非设立商会不为功夫”[1

8]，并拟订了《商会简明章程》。该章程规定商会的主要职责是：代商申诉、上报商情、调解纠纷、管理工商。以此可见，商会履行保商振商之
责。 1904年，由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组的上海商务总会正式成立。这是我国第一家商会。1906年，北京在商业公所基础上设立了京师商务总

会。到1911年，全国已有大小商会达835家，除蒙、藏地区，商会遍及各省区和海外华侨集聚地[19]，并很快形成以省区为范围的组织联盟。190
7年，全国华商商会联合会筹备处筹建后，又进一步向全国性的联合迈进。这对于促进中国资产阶级成长，在振兴实业中加强资产阶级自我管理
与自我保护，发挥了作用。成立商船公会，一直是民船商人的迫切要求，由于江淮苏皖等地的商船备受关卡留难、官差需索，而洋船和悬挂洋旗
的华船却畅行无阻，以致“商船民船悬挂洋旗者几于无处无之”。为了保护航业并维护主权，1903年，商部曾奏请痛除此弊。1906年，办理金
陵、镇江招商河轮局委员朱冯寿提出设立商船公会，使“华船与洋船一律同受保护”。于是，商部参照《商会简明章程》，拟订了《商船公会章
程》。从该章程内容来看，该会是中国航运业商人的组织，履行“直接保护商民船支”的责任，具体职责为：为船注册、令船备灯、稽查税厘、
保商雇价、代商申诉。可见，商船公会在运行、经济、司法诸方面，实负“保护航业之责”[20]。农会和农务会方面，1906年，农工商部提出
“组合农会”。次年，该部批准了直隶保定府设立的农务总会，并下令各省仿办。该部认为，设立农会“实为整理农业之枢纽”，设立农会目的
有三：普及教育，开通知识；改良种植，讲究新法；团结农民，共图公益。《农会简明章程》规定，省城设农务总会，府、厅、州、县设分会，
乡镇村落市集等地设分所。农会董事由农业资本家、农学家、大地主以及顾全公益事业并在农民中有一定声望者组成。农会的主要任务有开办农
学、调研农情、兴办各业、代农申诉、奖励农学等。章程第18条指出“农会议办事件均与本省地方官接洽，一切共为维持”[21]。可见，清廷利
用民间力量，与官方力量共同振兴农业的希图。1910年，由南洋第一次劝业研究会发起，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农业民间机构——“全国农务联
合会”。该会《章程草案》规定，“以联络全国农业机关，调查全国农业状况，规划、劝导全国农业改良与进行为本旨”，以交换农产品种、农
器用法为“入手改良办法”[22]。 1910年，为了“以合群覃研为扩张工业之本”，即为了联合工业界内力量，深入研究工学，以拓展工业，农
工商部拟订了《工会简明章程》，通令各地成立工会。工会由工业界内人士组成，其董事由工学上有心得、工艺上有成绩、工业上有经验者，以
及“平素顾全公益为多数商民推重者”，亦即由有一定威望的工业资本家、专门家、技术人才组成。该会以“研究工学、改良工艺、倡导工业、
拓增实际上之进步”[23]为宗旨。其主要任务有以下4个方面：调查研究原料、产品情况；在工业界内行使调解与维持之责；实力提倡有裨工业
事项；集资并举办新产品生产。工会完成上述任务，对工学的研究、工艺的改良、工业的发展将起到促进的作用。 1909年，设在上海的中国铁
路公会成立。该会以“联合全国官办商办各路、研究联络、考求得失、择善从长为宗旨”[24]。各路总会办、总协理、华总工程司为会员，是中
国铁路建筑业的组织。从邮传部核定的《中国铁路公会章程》可知，该会的主要任务有：互通雇工、购料信息；调查国内外接轨规则，互订接轨
交线行车联络章程；为各铁路局提供汉译欧美各国有关铁路的报告；汇编各路章程、文移、函牍、账册、合同及路工、用人、购料、工程成绩、
营业办法成档，并分类造册向邮传部和各路局汇报。中国铁路公会的成立，有益于各路铁路相互交流联络，有助于邮传部掌握各路进展状况，有
利于全国铁路的接轨联线与运行。总之，新政时期，清政府在实业界成立各类社团组织，可以发动、利用民间力量，将民间的参与管理、自我保

护，与官方的提倡、监督与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起到官商一致，促进近代农、工、商、交通运输各业发展的作用。  

四、举行各种活动，激励投资实业与改良工艺 国家干预经济，还可以通过引入激励、创新、竞争精神，推行优惠税收政策等，用来对某些经济
部门或领域进行鼓励。新政时期，清政府实行的奖励实业政策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为了吸引资金兴办实业，对投资者予以奖励。1903年，商
部在《奖励公司章程》中，对集股50万元至5000万元以上兴办公司者，分10等给予顾问官、议员，加授顶戴并赐给牌、匾，准子孙世袭议员等奖
励。由于中国商力薄弱，1907年的《改订奖励公司章程》将原有授奖由原来的50万元至5000万元以上，降为20万元至2000万元以上。同时还颁布
了《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以鼓励国内巨富和海外侨商投资兴办实业。该章程以资本大小和工人多寡，将奖励分14等，对资本在2000万元以
上至10万元以上者，分别授以不同等爵衔，并加花翎、顶戴。仅隔一月，农工商部在上奏中又进一步降低奖赏标准，规定“凡商人出资营业自一
万元以至八万元以上，著有实效者”[25]，发给七、八、九品三等奖牌。新政时期，因集股兴办实业，且所集股额在20万元以上，40万元以下
者，在获奖者中相对较多。其二，对生产与工艺方面的奖励。包括对新式工业、交通运输业、农业和对传统手工业、农业的奖励，特别强调对
“有创制新法、新器以及仿造各项工艺，确能挽回利权，足资民用”[26]的项目予以奖励。1906年制订的《奖给商勋章程》规定，设五等商勋。
对尚不够授予五等商勋的官营手工业制品厂家授予匾额，对个体手工业工匠则颁给奖牌。1910年1月拟订的《奖励棉业章程》，对创种、改种棉
花，收获丰硕的植棉公司、独资农场、个体农户，根据“收棉优劣多寡”，分别授予五等奖。章程还提出，对“能仿造轧花、弹棉、纺纱、织布
各项手机，运用灵便，不逊洋制者”授奖[23]。虽然获此类奖者较因集股、投资获奖者为少，但对提倡近代工业、创新工艺具有导向作用。对生

产与工艺方面的奖励往往与举办展览、赛会相结合。1906年，商部改为农工商部时，下设京师劝工陈列所，目的是“提倡工艺”、“振兴工
业”。该所展览物品包括天产、工艺两类。对陈列的自制物品，如“系独出心裁，创制新法新式，足以提倡土货抵制洋货者”，该部按等级“发
给商勋以资奖励”。对收到与售出的物品，“随时登入报章，俾供众览”[27]。这些展品对全国工艺品的制造与改良，起到示范与借鉴的作用。
到1911年，全国共设劝工陈列所和商品陈列所13处[28]。为了扩大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销路，汲取外国同类产品的长处，改良我国的工艺，清
政府提倡商人经营农业、园艺、林业、水产、化学、工艺、机器、教育、卫生及美术、学生手工等物品的生产，参加国际赛会，即国际商品博览
会。由于该会评奖着重货物，且通常由厂家携货自赛，清政府强调“及时劝立工厂”，并规定参展货物一律免税。为了掌握国际市场商情，并
“以词理争胜”，还提倡商民“广习”外语[29]。新政时期，我国商人曾多次参加国际博览会。其中，1911年，在意大利都朗国际博览会上，获
得4项卓绝奖、58项超等奖、79项优等奖、65项金牌奖、60项银牌奖、17项铜牌奖和6项纪念奖[30]。清廷派大臣参加各国博览会，大臣带回各国
举办博览会的成例，农工商部在国内也倡导举办展览会。1909年，在武昌曾举办物品展览会。1910年，在南京举办了南洋劝业会。此次会前，各
省会、商埠分别设立出品协会，并联合绅商学界设立协赞会，“罗致新奇”赛品，免税参展，唯售出者“接值抽税”。清政府派南洋大臣两江总
督张人骏担任会长，分管筹备与展出事宜，后来又派杨士琦任劝业会审查总长。由他挑选学有专长，精于鉴别者，对参展物品分类评核，然后由
农工商部“发给凭照标牌”[31]。此次参展物品达10万余件，在国际上引起关注，美、德、日等国的实业团体均前来观览。可以说，南洋劝业会
已是我国全国商品博览会的雏形。通过物品展览会、南洋劝业会，起到了荟萃观摩，改良竞进，劝励农工，推广商业的作用。上述奖项基本上是
虚的官衔、空的爵位，还有顶戴、花翎、匾额、奖牌等，即以荣誉奖为主。这当然与江河日下的清王朝经济实力空虚有关。即使如此，由于中国
古代社会传统的重本抑末、崇官贱商、求名弃利等思想的惯性延续，当时的商民仍视上述奖项为殊荣。因而，这些荣誉奖也起到了鼓励吸引投

资，激励革新工艺的作用。  

五、兴办整顿实业学堂、引进传播科技知识 建立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学校，振兴教育，提倡科学技术，是国家振兴实业的基础措施。在帝国主义



侵略步步加深，民族危机加剧的情势下，清朝统治者也意识到改革教育、提倡科学的重要。光绪在其谕旨中曾指出，“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
朝廷以日昌科学为急务”[32]。改革教育，造就人才，是清末新政重要内容之一，清廷视其为当务之急。兴建实业学堂，推行实业教育，又是振
兴实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实业教育不独是教育改革，也是振兴实业的重要举措。 1901年，光绪下兴学诏指出，“人才为庶政之本”，为
改变士子所学空疏无用、浮薄寡实的状况，将省城所有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设中学堂，各州县设小学堂，要求培养学生“博通时务，讲求实
用”[33]。从此，废除了中国古老的书院制度，开始在全国推行新式学堂制度。起初学堂与科举并存，1903年，光绪谕令从1906年开始，将乡会
试中额及各省学额逐科递减，待各省学堂办齐且有成效，即停止科举。1905年，光绪采纳袁世凯“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34]的奏议，决定从19
06年起，所有乡会试和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这标志着科举制退出历史舞台。同年，为了加强对各地学堂的管理，增设了专门的职能机构学
部。学部强调，“实业教育为今日之急务”[35]。该部提出的5点教育宗旨中，“尚实”是其中之一，即“务讲求农工商各科实业”[36]。学部
下设5司中，也有实业司分管“各种实业学堂之设立、维持、教课规程、设备规则及关于管理员、教员、学生等一切事务”[37]。商部成立后，
同样把设立实业学堂，培养专门人才，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其保惠司分管商务学堂。以后，农工商部总辖各省农工商学堂，其农务司统辖京外各
农务学堂并兼管部农事试验场；工务司统辖京外各工艺制造、矿务学堂，并兼管部实业学堂、艺徒学堂；商务司统辖京外各商务学堂。邮传部则
统辖并考核该部各学堂，如上海实业学堂与铁路、商船、电报、邮政各学堂。商部（农工商部）不仅开设直接归部属的实业学堂，还通饬各地地
方官，要求各级农会开办实业学堂，邮传部的铁路总局则要求各路局开办学堂。农工商部1907年奏定的《农会简明章程》规定，在设立农务总会
的省城“应设农业学堂一所，农事试验场一区，造就人才，分任地方农务”；在“分会分所地方应设农事半日学堂一区，农事演说会场一所，招
集附近农民，授以农学大意，以开风气”[38]。1909年，邮传部铁路总局令各路局设立工匠夜学所。在各处机厂内择一教中文、一教外文者为教
长，向工人讲授中外文的“粗浅应酬语言，如厂内、日内各种材料器件”的名称，要求“学问贵有实益”[39]。农事半日学堂、工匠夜学所这类
学校的设立，多少有益于对农民、工人进行普及科学文化的业余教育。宣统年间，鉴于各地兴办实业学堂较多，筹款渠道不一，提学司管理不
力，为加强对实业学堂的统一管理，学部札令各省提学司对实业学堂进行整顿。规定实业学堂的等级、种类、科别与申报程序，分高、中、初3
等，农、工、商3种，每种又分若干学科，每设一所学堂须先将课程办法报学部核定。并结合当地特点，发挥地区优势，同时考虑各地全面发展
的需要，补充当地所缺门类。对师资则特别注意其知识的专门化，要求各省在办学之前，开办实业教员讲习所，并官费派遣留学生专门学习农工
格致等课程，以充当“实业预备教员”[40]。据统计，到1911年，各省所设工业学堂29处，艺徒学堂82处[28]。1909年，全国共有高等农业学堂
5所、中等农业学堂31所、初等农业学堂75所，合计共111所。到辛亥革命前夕，全国大约有农业学堂250所左右。1909年，在各类农业学堂上学
的学生共有6028人[41]。可见，各类实业学堂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实业人才。清廷还采取鼓励留学生学习实学专科的政策。1901年，光绪谕令各省
督抚派德才兼备者出洋，学习“一切专门艺学”，各省发给经费，并鼓励自费留学，令出使大臣对自费留学生“随时照料”，自费生回国，与官
费生“一体考验奖励，均候旨分别赏给进士举人”。1905年光绪再次颁旨，提出“所有派出之学生皆应讲求实学专科，以期致用”，鉴于留学日
本的较多，要求“再多派学生分赴欧美”[42]。宣统年间，还几次对学习专门实学的回国留学生赏给农、工、商科的进士、举人[43]。除开办实
业学校，外派留学生学习实学外，清政府在农业、工业生产领域提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进行实验研究，改进工艺，促进实业进步。1908年，光
绪针对纱布进口日益增多，民间纺织渐至失业，中国利权上溢，责令农工商部“详细考查各国棉花种类、种植成法，分别采择编集图说”，要求
各省督抚要“督率认真提倡，设法改良”[44]。1909年，农工商部设立了工业试验所，检验原料，审查商品，“以期发明新法，为工业进步之
机”[45]。新政时期，各地开办了农林讲习所、京师蚕业讲习所、茶务讲习所、农事试验场、工业试验所、化分矿质局、工商研究会等，这些
所、场、局、会的活动，有助于普及与传播各种科学技术与实业知识，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工商实业的振兴与发展。综上所述，清廷在新
政时期推行了建立与健全中央、地方各级管理机构，制订与颁行综合性、行业性法律法规，组建与利用农、工、商、交通各业会社，施行与举办
奖励、展览，开设与办理实业学堂、外派留学、试验场所诸措施，大体上实行了提倡、引导、鼓励、保护发展实业的政策，这无疑是清王朝在特
定历史条件下的新经济举措。尽管上述振兴实业的政策与措施，融合国情与切实贯彻均不充分，而且前期实行较为有力，后期有所倒退逆转；但
是，它毕竟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推进我国近代资本主义化的一次重要起步。当然，由于它是清政府挽救自身危亡的举措，因而，政策本身的资
本主义倾向，终究要受到清朝封建统治者阶级利益与政治要求的制约；同时，帝国主义也不允许中国走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正是英、德、
法、美四国以借款为诱饵，胁迫清政府将铁路收归国有，激化了清政府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所以，新政振兴实业的最终失败是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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