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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实业精英》

内容概要

《民国的实业精英》内容简介：他们是“敢为天下先”的财富精英，他们是“实业救国”的身体力行
者，他们是善于把握和利用各种创富机遇的高手，他们是敢于并精于在经济侵略和超经济劫夺的夹缝
中寻求生存发展之道的勇士；时代的巨变铺就了他们的人生道路。他们的努力也影响了时代的发展历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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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实业精英》

书籍目录

“奉旨办厂”的状元实业家张謇
张謇在生前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自我评价：　“张謇自有为张謇者在也。”的确，且不说别的方面，仅
就弃官场而营实业这一点来看，张謇就堪称“绝百代旧俗于后，开一代风气之先”的中国近代民族工
业的开拓者。那么，张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在从事实业之前曾经有过何种复杂的经历？他为
什么不当“状元公”而甘愿走上一条充满荆棘和坎坷的创业之路？他创建事业的具体过程如何？其结
局又是怎样的呢？
一 张謇不当“状元公”、要当实业家的原因
二 艰苦创业，费尽心机
三 以纱厂为龙头，带动百业俱兴
四 张謇的家世渊源及其走上实业道路的经过
五 清末主张君主立宪，民初赞成共和自治
六 张謇与袁世凯、盛宣怀等官场人物的复杂关系
七 从创业达到鼎盛再到衰落的实业历程
八 有关“张四先生”的逸事趣闻
九 《张謇评传》之余十题
中国近代“资本教父”陈启沅
陈启沅堪称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教父级”人物，凡是有关讲述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书籍文章，
大多都不能不提到这位民族工业的先行者。他于1872年在广东南海开办的继昌隆缫丝厂，是中国近代
民族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发端的一个标志性企业。在他首开先河办厂之后，中国机器缫丝业便迅速成为
发展速度最快的行业；到十九世纪末，广州及其附近就一跃而为当时民族资本缫丝业的中心。
一 从穷困潦倒的教书匠到腰缠万贯的巨商
二 创办中国近代第一家机器缫丝厂的经过
三 制定完备的工厂管理制度和生产流程
四 从原料采购到成品销售的全套策略
五 应付乡里的手段及在困逼之下迁往澳门
“永久黄”企业团体的中坚力量
“永久黄”是永利、久大、黄海这个三位一体的化工企业集团的简称，其创办者大多都是曾赴日衣留
学的人。在留日期间，这些人不但没有因生活异域而在思想上被奴化，反而通过与日本人的深入接触
，对日本民族那种奋发图强的精神有了进一步的领会，更加激发了民族自尊心、爱国心，也更加痛恨
中国统治者和当权派的腐朽无能、懦弱无知。由此，他们纷纷立志不入官场，而要走一条“实业救国
”的新道路。
一 我所知道的“永久团体”的人和事
二 范旭东的家世及其创业奋斗的复杂经历
三 “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灵魂人物范旭东
四 我和范旭东一起创建永利硫酸垭厂的曲折历程
五 我所经历的永利碱厂奋斗回忆
六 天津永明漆厂的创办和发展经过
七 我的父亲李烛尘参与创建“永久黄”团体的内情
八 我在李烛尘身边十年的所见所闻
九 李烛尘一生活动纪要
裕大华企业集团的头面人物
裕大华公司的发展历程，是沿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规律——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相结合的规律进行
的，因而其所走过的四十年历史，体现了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由于裕大华公司的规
模比较庞大，在经营管理方面也学习和借鉴了西方的经验，所以它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占有
一定的地位，对促进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 裕大华的创设及其主要领导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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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实业精英》

爱国实业家的楷模刘国钧
天津东亚公司的创办人宋裴卿
中国化工业的先行者吴蕴初
财运亨通的百好炼乳厂老板吴百亨
一 我是怎样白手起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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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实业精英》

章节摘录

　　二 艰苦创业，费尽心机　　办实业，从建造厂房，到购买机器设备、雇佣工人、采购原料等，都
需要大量的资金。但是，“职本俚儒、家承寒素”的张謇，是个穷书生，在考取状元前，为人幕僚，
薪水微薄，仅能养家度日，毫无积攒；考中状元后，授的是翰林院修撰，是个挂名官，并无实职。父
亲去世后，丁忧在家，则薪俸无着。虽然辞官致力实业，其实当时囊中仅有四千两看家银子。凭四千
两银子却要办全国第一流的大工厂，似乎是痴人说梦。但是张謇就有胆识和办法，把梦想变为现实。
没有资本，学习外国人，搞股份制，动员社会上的闲散资金合股办厂，不是就有了资本吗！1895年，
他在南通等地积极劝导人们集资办厂。在他的数月努力下，广东人潘鹤琴、福建人郭茂芝、南通人刘
一山，以及海门人陈楚涛、宁波人樊时勋等决定出资人股。最初商定由潘、郭、樊三人在上海集资四
十万两，为“沪股”，用于购买机器设备；张謇和沈敬夫、刘一山、陈楚涛等在南通集资二十万两，
为“通股”，用于在南通购买地基，兴建厂房和采购原料。工厂规模为两万纱锭。　　1897年初，张
謇在南通的城西北十五里的唐家闸选定厂址。这里地介通扬运河和通吕运河的交汇处，南临长江，交
通方便。地基购买妥当后，上海的潘、郭两人提出“沪股”资金多，工厂的大权应当由他们来掌握。
张謇当然不随便放弃工厂的领导权，坚持“通股”是本地主人，工厂大权应由南通人掌握，由此双方
发生争执，相持不下。　　这年冬，张謇赶到南京拜见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请求在资金上给予帮助
。刘坤一答应把他任湖广总督时向瑞士洋行订购的一套英国造的纺织机器作价卖给张謇。这套纱机共
四万零八百锭，原定在武昌设厂，已运到武汉。刘坤一调任两江总督后，便将这批设备运到南京。因
南京建厂不便，又转运到上海，在黄浦江边的席棚里已沉睡了三年，许多包装箱破散，部分机器严重
锈蚀。刘坤一正为这套设备再不脱手将变为废铁而犯愁，这时候张謇找上门来作主顾，求之不得，落
个顺水人情。于是刘坤一当即把江宁布政使兼商务局总办桂嵩庆请来，商定全套纱机作价五十万两银
子，作为官股，投入张謇的企业。张謇为之高兴，认为有了这套五十万两的机器，p，加上已有的二
十万股金，总款额远远超过了“沪股”，不再怕潘、郭两人的要挟。谁知事出所料，当张謇到上海与
潘、郭两人谈判时，他们又声言，有了官股，工厂必然受官府干涉，不利生产，因此这套设备坚决不
能要，机器由“沪股”另外购置，否则不予合资。双方经多次谈判，没有进展，最后潘、郭两人宣布
退出。在办厂的资金问题上首遇搁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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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实业精英》

精彩短评

1、真实而有诚意的回忆录，语言朴素但有学者的谨慎。
2、没什么体系，就当一般休闲书翻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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