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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百年使命 回应时代命题

为民族的振兴强大做出新的贡献
——— 纪 念 招 商 局 创 立 140周 年

招商局集团董事长 傅育宁

创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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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的招商局，今年迎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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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诞。它是中国第一家民族工商企业，是洋务运动

至今仅存的硕果，在十九、二十、二十一的三个世纪留下

了自己深深的足迹，是一部百年不衰、薪火相传的商业传

奇。

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招商局历经晚清、民国、新

中国等许多重大社会、政治变革，一直站在时代的前列，

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它又是一部百年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的

见证史。

纪念招商局、总结招商局、评价招商局，乃至于继承

招商局，都需我们有历史的视野、全局的高度，将招商局

置诸
!&'

年的历史长河中，置诸国家的百年现代化进程

中，去研究和评判。

黑格尔在其名著 《历史哲学》 中曾指出，观察历史的

方法大概有三种，即：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哲学的

历史。我们总结历史、纪念历史，其最终目的，都是要从

历史中发现规律、汲取智慧、获得启示，建立思维与认识

的框架，以更好地指导未来。

招商局作为中国民族工商企业的开拓者与代表者，一

直是研究中国企业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样本，据目前所查到

的资料，最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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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即有学者发表研究招商局的论文。

自此近
"'

年来，海内外不少论者从诸多维度对招商局的

发展，包括其成功与失败、辉煌与不足、启示与教训等，

都作了深入的阐述，我以为都很宝贵。集其要者，可以概

括为这样一个框架，即：一个大的背景、三个重要关系、

五项关键因素。

一个大的背景，就是研究、总结招商局的百年历史，

必须要把它置于中国百年近现代化进程这样一个大背景

中，招商局是这一进程的开启者，也是这一进程的重要参

与者。在中国，很少有这样一个商业机构，与国家的近现

代化进程有如此密切的联系、有如此漫长的同行。因此，

研究、认识招商局，一条贯穿的主线、一个不变的背景就

是国家的近现代化进程。

三个重大关系，就是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国近

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招商局历史的特殊性，要深入地研

究、认识招商局，就必须要深入地研究、认识三个方面的

重要关系，即商业与国家的关系、商业与政府的关系、商

业与时代的关系。

五项关键因素，就是回归招商局作为一个商业机构的

本身，探讨支撑其经营成功、常青不衰的商业基因到底有

哪些方面，其中有五项关键因素尤其值得我们总结和继

承。

我想围绕这样一个框架来认识、总结招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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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历史。

(一)

招商局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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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正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
生深刻变化的一百余年，其中一条主线就是中国的近现代
化进程。所谓近现代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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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
相对于传统而言，近现代化过程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
会的变迁过程，它引起社会生产力、经济制度、政治制
度、思想文化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心理态度等
多方面的变革。中国的近现代化进程是一个漫长而至今未
竟的进程。

招商局的创立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进程开启阶段一
件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概括而言就是：临数千年未有
之变局，虑后千百年长治久安之计，开千百年未有之
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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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下叶，两次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开了闭关锁
国多年的中国大门，也动摇了中国几千年传统社会的根
基。面对民族危亡，仁人志士们多方探索出路，其中之
一就是兴起了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初
始以学习西方创办军事工业为主，以求“兵强”，但经
过十余年的探索，主事者逐渐认识到，只有“富”才能
“强”，因此转而学习西方创办民用工业，招商局就此应
运而生。

作为一家商业机构，招商局固然是在“谋利”的考
虑下创办的，但它的创办，不仅是谋一企之利，而是谋
举国之利；不仅是谋一时之利，而是谋万世可行之利。

招商局创办人李鸿章即曾明确指出：“兹欲倡办华
商轮船，为目前海运尚小，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
源兵势开拓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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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招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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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借纾商民之困，
而作自强之气”。李鸿章把招商局的创办当作“洋务之
枢纽”，其后又称之为是他“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
文字”，寄予的期望之高非同一般。

招商局的创办也得到当时许多中外人士的积极评
价，时人称“中国制造枪炮，彼人毫无猜忌，惟招商
局之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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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人
8

群怀隐忧。此实中外大局一关键”，
还有人评价到：“中国办理海疆十余年，惟招商局深
中肯綮”、“创立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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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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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深虑远，实为经国
宏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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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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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贫为富、转弱为强之机，尽在此
举”。

招商局的创办之所以被寄予如此大的厚望、被给以
如此高的评价，原因也许可以用李鸿章的一句话来解
释，即：“冀为中土开风气”。也就是中国学习西方的
洋务运动，由此从“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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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
8

的层面，开始上升到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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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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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层面，也由此使得变革开始触及到中国
几千年传统社会的根基。其所开之风，其核心就是在中
国开了“商”的风气，在一个几千年“抑商”的国度，
开始“重商、崇商、兴商”，使整个国家的发展路向开

始转变，也就是李鸿章所言：“以商务立富强之基”。
具体而言，表现在如下一些方面：

一是在理念上第一次把“商”提升到

国家战略的高度

中国传统社会，向来不重视“商”的作用、“商”的
力量，正如清末的一份上谕中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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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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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积习相
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
创办招商局，是整个国家第一次在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一
场重大探索中，把发展商业、振兴工商作为一个重要的路
径与方向。国家命名了第一家以“商”为名字的现代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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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开始把目光投向“商”的领
域。招商局也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了“商战”的概念。招商
局早期领导人、近代思想家郑观应在时人中较早指出：
“商务乃国家之元气”，并更进一步提出：“古之灭国以
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习兵战不
若习商战”，这种种思想在当时不啻为社会思想界的一声
声惊雷。

二是在人才上第一次把国家的社会精

英吸引向“商”的领域

中国自古有“土农工商”四民之分，社会精英热衷于
“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得志则做官食禄，争权夺位；
不得志则吟咏啸傲、孤芳自赏，即使穷困潦倒，亦不肯从
事经济活动以自养，更不肯亲身参加工商业经营”。中国
传统的商人们也多是“株守故业，营营役役，计较锱铢，
无它思想”，对社会政治事务缺乏关心、缺乏使命与担当。
招商局的创办第一次使商人直接参与到了国家的社会、政
治变革中，从社会的边缘走到舞台的中央，逐渐成为一支
能与其他社会力量相抗衡的有代表性的力量。招商局吸引
了一批知识分子精英参与到了自身的行列中，中国传统社
会的人才资源结构开始发生变化。

三是在资本上第一次把社会资源向

“商”的领域集中

有学者把招商局的创办视作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第一次
社会动员。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赚钱后多用于置地与消
费，社会闲置资金很难转化为工商业资本。据有学者统
计，当时社会对工商业的投资仅占整个社会收入所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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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的创办，向社会公开“招募商股”，是中国几
千年传统社会中的第一次社会资本动员，开始把资源向
“商”的领域吸引。招商局虽然经历了初始的招股之难，
但动员全社会资源发展工商业，为中国社会进步开启了一
条新的道路。

四是在制度上第一次把“公司”引入

中国，为“商”在中国的发展开拓了广阔

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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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
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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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这样总结“公司”制度
的意义，他说：“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是近代人类历史中单
项最重要的发明，如果没有它，连蒸汽机、电力技术发明
的重要性也得大打折扣”。

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也曾指出：“在现代经济生活
中，信用工具的发行，是资本合理积聚的一种手段。股份
公司尤其是属于这一项目的”。

中国晩清也有学者深刻地认识到“公司制度”的巨大
作用，曾指出“西洋诸国，开物成务，往往有萃千万人之
力，而尚虞其薄且弱者，则合通国之力以为之，于是有鸠
集公司之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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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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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横绝四海，莫之能
御者，其不以此也哉？”。因此，“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
无一能振；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
强”。

招商局作为中国第一家公司，一改中国数千年社会集
掖资本纯靠商帮亲缘关系的传统，而开启了一个“陌生人
合作”的制度平台，这是对中国经济走向近现代化的一个
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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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申报》 曾评论：“招商局开其端，一人倡
之，众人和之，不数年间，风气因之大开，公司因之云
集，虽其中有成与不成之分，然其一变从前狭隘之规则”。
这使得中国商业组织从此走上“纠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
能、众财以为财”的道路。

当然，除“气”
5

风气
8

的层面外，在“器”
5

器物
8

的层面上，招商局也做出了诸多贡献，如：创建了中国第
一支现代商船队，开创了中国近代采矿、冶炼、纺织、电
信等诸多新兴产业领域，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化贡献良多。
不过，放到一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看，我们更看重招商局
在“开风气”方面的贡献。

著名经济学者陈志武先生以颇具浪漫情调的笔触所写
到的那样：“一百多年前，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时，那
可是一件历史性事件。那件事除了标志着‘中国人从此有
了自己的蒸汽轮船了’，更重要的价值是，它开启了中国

社会里商业组织现代化的历程，这一历程是中国经济崛起、
工业技术现代化的基础，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晴雨表”。

马克思曾说过，商人对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
是“一个革命的要素”、“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
招商局与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百余年同行的历史，就是以招
商局开“商”之风气为始、不断以“商业成功推动时代进
步”的百年历史。

(二)

招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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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社会发生了沧桑巨
变，招商局也几经沉浮，经历了众多的艰难曲折。其衰其
兴、其误其成，固然有招商局作为一个商业机构运作的原
因，也折射出百余年的国运盛衰、政商关系、时代变迁。
因此，回顾、总结招商局百余年来的成败得失，就必须要
认真总结、审视三个重要关系，即：商业与国家的关系、
商业与政府的关系、商业与时代的关系。

一是商业与国家的关系

“国计商情”，是招商局从创办起就认真面对的一个重
大课题。招商局早期领导人盛宣怀曾经讲过，既要“谋商
情”，又要“筹国计”，二者应“息息相通，生生不已”。
招商局从其自身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深刻领悟到一点，就
是：“国运即商运”。任何一个企业，虽然其经营地域无
国界，但其不可能孤悬于国家、民族发展轨道之外，国家
的命运对企业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国家稳定繁荣，
国民经济稳步增长，百业振兴，国强民富，企业就能在良
好的社会环境中得到更好的发展；国家内外交困，国民经
济衰落，国弱民穷，各项产业凋敝，企业就得不到持续、
良好的环境支撑，难以成长。因此，当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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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企
业，大多出自于政体稳定和经济发展、发达的国家和地
区。

招商局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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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在晚清和国民党时期，虽然
有过初期的短暂辉煌，但其后由于国家动荡、战乱频仍，
发展基本上长期处于缓慢或停滞状态，有几次甚至险遭灭
顶之灾。有学者曾专门对比了招商局与创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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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日本邮船会社二者后来不同的发展路径与命运，得出的基
本结论是：招商局发展之所以逊于日本邮船会社，根本的
原因是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戍变法等未能成功改变中国的
国运，而日本明治维新则把日本从一个传统国家改造成为
现代国家。

历史一再证明，没有社会政治的重大变革与进步，经
济建设的点滴成就必然是极其有限的。解放后，由于国家
政权的更迭，老招商局被迫解体，从此沉寂于香江一隅，
直至迎来新的改革开放时代，才使这家百年老店重新走到
历史的前台。

国家兴则企业兴、国家强则企业强，反之，国家乱则
企业衰，对此我们有着深刻的感悟。

也正是理解到企业与国家命运的息息相关，招商局
把自身的发展同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近现代化进
程有着两个重要主题，一个是“强国富民”，一个是
“救亡图存”，招商局在这两条主线上都做出了特殊的贡
献。

在发展工商业以“强国富民”的同时，招商局在中国
近现代史上的许多重大历史关头，都挺身而出，站在历史
进步的一边、站在民族大义的一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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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抗击
殖民侵略的运兵捐饷、辛亥革命的抵押借款、抗日战争的
大义沉船、解放战争的毅然起义等，无不彰显出招商局
“筹国计”之殷，这也积淀形成了招商局“与祖国共命运”
的企业核心价值观。

今天的国家富强，为招商局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和广阔的空间，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弘扬招商局传统的爱国
主义精神，主动地关注国家、民族的发展进步，融入国家
发展战略，在实现国家战略、推动国家繁荣中取得企业的
发展。

二是商业与政府的关系

著名历史学家刘广京先生曾说过“政商关系是中国历
史上的重要课题”。招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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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发展历程中，曾经首
创了中国特有的“官督商办”体制，并成为当时洋务运动
所办新式企业的通用模式。后来又经历了商办、国营、股
份制改造等多种模式，政商关系一直是伴随招商局历史的
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影响招商局发展的重要因素。回顾、
总结招商局的历史，政商关系必须纳入我们的视野，并应
给予理性的分析。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经济体国家，在早期工业化、现代
化中，单靠私人资本不足以启动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国家
资本必须参与其中。据统计，洋务运动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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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有
据可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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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近代企业中，官办、官督商办占资本总额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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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办只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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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资本在工业化中的参与，
带来的一个必然问题就是政商关系如何处理。

招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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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经历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也经历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同时自身
实行过从官督商办到股份制等不同的管理体制。在每一种
制度、体制下，招商局都有发展快的时候、也有发展慢的
时候，政商关系的处理不在于去政而存商、也不在于去商
而存政，二者不是矛盾对立的。

实践证明，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都是发展经济不可或缺
的，关键在于二者能各制其事、各有其度、互相制衡、互相
促进，也就是学者所言的“取得国家与商人之间的平衡”。

招商局创办人李鸿章对于企业按商业规律办事始终坚

持不渝，他曾明确指出：“
7

招商局
8

事属商办，宜照买
卖常规”、“商务应由商任之”，政府只应尽政府应尽的责
任，即“赖官为维持”。所谓政府须维持的事项，就是要
“立商律、谙商情、恤商艰、护商权、育商德”，以及在商
力有不逮时国家给予相应的支持。

李鸿章曾言：“
7

办商务
8

与别项官事稍有不同，只
能综其大纲，略其细故”。若政府直接干预、控制企业经
营，则必然带来诸多问题，梁启超曾谓之“代大匠而斫者
固未有不伤其手矣”。

招商局史专家黎志刚研究指出：“招商局最初
%'

年
较为成功，是政府的财政支持和公司商人管理的自主权
之间平衡的结果，特别是李鸿章对度的把握比较好”。但
政商关系的处理，如果只是系于主事官员个人的水平、
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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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最初
%'

年李鸿章的“力主由商任之”
8

，则终不
长久，这一点郑观应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李傅相
7

即李鸿章
8

不能永在北洋，又不能保后任如李傅相能识
大体，借此兴商”，“日后直督换人，若所委总办假公济
私者，流弊不堪设想”。因此他提出必须要借制度来规范
政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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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清 《公司律》 的诞生开启了规范政商关系
的制度先河，但这方面的制度体系在中国一直不够完善，
使得包括招商局在内的许多企业、特别是国有资本为主
的企业，经常受政商关系的影响，“官样足，则商人离；
官气少，则商情恰”。因此，梁启超曾大声呼吁：“试有
人问我以中国振兴实业之第一义从何下手，吾必答曰改
良政治组织，再答曰改良政治组织，三则亦曰改良政治
组织”。

令人欣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中国企业的产权、自主经营
权得到有效保护，公司治理结构日益规范和完善。政府在
放权的同时，为中国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社会环
境，政商关系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招商局能在今天发展到
其历史的最好水平，与此不无相关。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
革，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我们可以期待，政商关系在今后的中国会有更
加坚实的制度保障。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继续推进招商局
的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更加
良性、积极的政商关系。

三是商业与时代的关系

中国古语曾有云：“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就是大
概每三十年，时代会有一次巨大的变化，包括经济、社
会、思想等各个方面。招商局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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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这样的“道
更”已经历了近五次，也就是已历有“五世”。实际上，
随着二十世纪以来经济、技术方面进步的加速，这样三十
年潮流为之一变的速度正在越来越加快。招商局历经“五
世”之变至今仍能常青不老，源于招商局的创新精神，即
它能不断回应时代提出的新的命题。

当年招商局创办时在各报刊登的启事中，即对自身的
设局宗旨有过明确表述：“潮流如斯，势难阻遏，中国惟
有急起直追”。从第一代招商人起，就在我们的基因里埋
下应变、创新的种子。其后，在每次大的时代变革面前，
招商局都能把握大势、立于潮头，以创新的精神应对变
化，如：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招商局作为排头兵走在
了国家许多改革的前面，也把自身从一个单纯的航运企业
转变成为一家综合性的企业集团；在全球化和中国城镇化
加速推进的时代，又紧紧地把握住机遇，取得了快速的发
展，企业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

今天，全球经济格局及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都又处于一
个重大变化的时代，给百年招商局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
我们同样要以创新的精神，通过不断地审视我们的战略、
我们的管理、我们的商业模式、我们的文化等，来应对变
化、迎接挑战、把握机遇。

德鲁克曾言：面对变化，我们只能走在变化的前面。
因此，在今天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我们尤其要学习招
商局前辈们的精神，善于把握大势，善于得风气之先，以
变应变、变于变前。

(三)

在从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以及国家、政府与时代的宏观
层面考察招商局百年历程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回归其作为
一个商业机构的本身，从微观角度考察其之所以能历经百
年而不衰的商业基因。总结起来，如下五项关键因素不可
或缺：

第一项关键因素是人才

郑观应曾讲过，企业的发展壮大，“要而论之，得人
则兴，失人则败，故欲事之兴，惟在得人而已”。招商局
历史上的两次辉煌和每一次实现平稳较快发展，其重要因
素之一都是得益于人才的聚集。

企业人才，首先在于领导之才。梁启超曾言，“盖为
一小国之宰相易，为一大公司之总理难”，“今世生计界
之竞争，其剧烈殆甚于军事，非具有生计学之常识，富于
实际阅历，而复佐之以明敏应变之天才，以之当经营之
冲，鲜不败矣”。作为企业领导，固然要其智足以权变、
其勇足以决断、其仁足以取予、其强足以能守，但更重要
的是要有一种担当精神和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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