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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晚清商办铁路抵制外资的

法制建构及其实效
％

李耀跃

【提 要 】 在收回利权运动 中创 办的各省商 办铁路公司 ， 将限制或禁止外 国 资本的规定

列入公 司章程 ， 并获得国 家行政的 支持 ， 但宏大的 爱 国 叙事并不 关注具体的 制度构建 ，
从

各类章程
“

不入洋股
”

、

“

不借洋债
”

等零散表述 中 透 出 的 爱 国情怀 ， 却不敌资金匮乏的现

实 ， 这些 限制性规定最终成为 空文 。 某种程度上 ， 政府通过 国 家立 法限制 商 办铁路公司 私

入 洋股 、 擅借外债 ， 而 商办铁路公 司 则利 用公 司 章程抵制 国 家借 用 外债 ， 国 家法律和公 司

章程成为双方相互抵制 的工具 。 在具体操作 中 ， 政府和商 办铁路公司 都在抵制对方对外融

资的 同时又 以外 国 资本作为解脱 自 身 困境的 出路 。

【关键词 】 收回利权运动 商 办铁路 外 国 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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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 的外资包括境外资金 、 技术 、 人权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地位 ， 但商人股东亦

设备等资本形式 ， 晚清主要从资金角度关注外能发 挥
一

定 的作 用 ， 如 川 汉 铁路有 限公 司

资 ， 多称洋款 、 洋股 、 洋债 ， 后期 也称外资 、 （ １ ９０７ 年改为完全商办 ） 、 湖 北商办粤汉川汉铁

外债 。 晚清语境下的
“

外 国 资本
”

是一个救亡路股份有限公司 等 ；

一

类公司则纯 由商办 ， 如

图存和与 列强争利 的政治范畴 。 在抵制 外资 、 浙江全省铁路有限公 司 、 广东全省粤汉铁路总

收回利权运动 中 ， 晚清各界主要从国人之外角公司 （侨资 ） 、 江苏省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等，从

度判定外国资本 ， 其范畴包括由外 国人直接投公司治理角度分析商办铁路公司抵制外 国资本

资和掌握的境内外资本 。 侨商在境外所集资本 ， 过程中与政府的联合与对抗 ， 在此主要考察后

则不属于外国资本 。二种情况下铁路公 司 运作 中 的制 度构建及其
目 睹 日 本崛起 ， 在抵制外 国 资本的收 回利魏 。

权运动中 ， 晚清各界绅商要求筹备商办铁路公
°

司 自 主兴修铁路 ， 收 回路矿利权 。

？在各省商办法士

／
？山 ｒｔＶｆｃｎ 丄 Ａ丄 认ｅ ｒｒ＂“，， ＡＡ Ａ／ ｌ＊  ｒｔｈＭ

—

Ｉ 
—

Ｔ
＊ 基金项 目 ： 河南工业 大学高层次人才基金 清末铁路借款

铁路风潮中成立的冠名
“

商办
，，

的铁路公司 可法律问题研究
，，

⑶ １ ３＿。

以归为二种类型 ：

一

类公司纯 由地方督抚掌控
① 《为杭绅高尔伊盗卖 四府 矿产事敬告全浙绅 民启 》 ， 《 浙江

而徒有商办之名 ， 如河南洛憧铁路公司 、 陕西潮 ＞＞１ ９ ０ ３年第 ８ 期 。

西潼铁路公司 、 云南滇蜀铁路公 司等 ；

一

类公② 宓汝成 ： 《 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上民酬业活动 》 ， 《 中国经

司系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 ， 政府在管理权 、

？

用济史研究 》 １ ９ ９４ 年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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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丄
土 生 丨 电 由仏商办铁路公司借用外债须声明商借商还 ， 国家概

—

、 ＠ 豕ＡＡ法中的制度建构不作保 ， 可用铁路公司机器、 房产抵借 ， 不准以

甲午战后 ， 各国 纷纷 向清政府提 出直接投土地、 铁路作抵 。

？ 起草的路律也规定铁路公司

资铁路要求并企图划定或扩张在华势力范 围 。

借用外债不得
＾
铁路抵押给

＾
卜国人 ’ 借

＾
筑路中

同时 ， 国 内官办 （或官方主导 ） 铁路建设 囿于
＃

资金限制却几无舰 各界官職舰绅 民 丨
次电告各雜猶杯搬路矿撕借用外债 。

资商办的方法筹鎌路建设资金 ， 清廷随后颁

布的上谕和法律中 明确鼓励华商集股投资铁路 ，

一

在
２兰 又

在颁布商律及
－

賴章程奖励稍酸公 肖之

外 ，
还以特别法的形式专 门规范商办铁路投融

资活动 。 清政府先后颁布 了 《矿务铁路公共章
１

程 》 、 《重订铁路简明章程 》 等单行章程 ， 还起二、 政府审批 中对外国
草了路律及施行条例未及颁行。

胃 ：

１ ８９８ 年清政府颁行 《矿务铁路公共章程 》 。
＇

矿务铁路总局暨总理各 国事务衙门会奏矿务铁清政府所颁相关路矿章程虽然限制性地允许

路章程疏中所强调的
“

示洋股之限制 ， 保华商外国参与投资铁路 ， 但在具体批准铁路公司和铁

之利权
”② 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该章程规范铁路投 路规划中 ， 基本拒绝 了 外 国资本 的参与 。 １ ９０４

融资活动的指导原则 。

③ 该章程在开办铁路矿务年 ， 浙江绅商与德商荣华洋行各认股
一

半合资成

的官办 、 商办 、 官商合办三种 办法 中 ， 强调 、



鼓励并奖励商办 ， 提 出 国家保护商力、铁路的 自① 李耀跃 ： 《 晚清铁路借款政策 中 的外交因素研究 》
， 《北华大

主经营 。
１ ９０３ 年颁布的 《铁路简明章程 》 是对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灿 ５ 年第 ２ 期 。

《矿务铁路公共章程 》 规定 的修订和增补 ，
④ 虽

②

＾

邮传部 ： 《轨政纪要初编 》 轨－ ’ 通译局 １９ ０ ７ 年版 ’ 第 ５

明确华洋官商均可筹办铁路公 司 ， 却在洋商投 ③ 李耀跃 ： 《晚淸铁路对外借款法律问题研究 》 ， 法律出版社

融资问题上予以 更为严格限制 。 《铁路简 明章２〇 １ ４年版 ， 第 ８ ５
？

８６ 页 。

程》 是偏重于铁路集股的专门法规 ，

⑤ 明确 了商④

＾
传部 ： 《轨政纪要初编 》 轨

一

，
通译局而 年 版 ’ 第 ９

办铁路
＾

？

司适用 《公 司律 》 的 问题 ， 将外 国资
⑤ 李 占才主编 ： 《 中国铁路史 》 ， 汕头 大学 出版社機 年版 ，

本的活动归人中 国法律管辖范 围内 ， 是在商事第 ４ １２ 页 。

领域废除领事裁判权的一次尝试 。
⑥

《铁路简明⑥ 上海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 ： 《大清新法令 （伽 １

一

ｍ ｉ ）
》

章程 》 虽修订 了 《矿务铁路公共章程 》
一些规第 ４ 卷 ’ 洪佳期等 点校 ， 商务 印书馆■ 年版 ’ 第 ■

＿  ■页 。

范并填补了某些法律２ 白 ， 但 《矿务铁路公共 ⑦ 脑传部 ： 《轨政纪要初编 》 轨－ ， 藤局 １ ９０ ７ 年版 ， 第 ３

章程 》 并未被废除 ， 其在 《铁路简 明章程 》 未页 。

涉及的问题上依然有效 。⑧ 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 ： 《 大清新 法令 ｍｏ ｉ
—

ｉｇ ｉｍ

站 ：欧杳担 ３Ｅ；放阳 由丨址收链 ＾

ｃｂ６６ 細第 ４ 卷 ’ 洪佳期 等点 校 ’ 商务 印 书馆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４〇２

章 格限制铁路筹办中 的外资份额 。

页“轨政纪要初编 》 轨
－

， 第卜 ６ 页 。

《矿务铁路公共章程 》 规定铁路公司
“

集款以多得 ⑨ 上麵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 ：
《大清新法令 （ １ ９０ １

—

１ ９１ １ 〉 》

华股为主
”

， 借洋款或招洋股须
“

先有己资及已集第 ４ 卷 ， 洪佳期等点 校 ， 商务 印 书馆 ２０１ １ 年 版 ， 第 ４０２

华股十分之三 ， 以为基础＇目的不外乎
一切权柄 ，页 。

、

？ｎＩ 
ｌ ｌ

－

ｌ－４－Ｗ（Ｔ
＼

ｔ／
ｆ－ｔＬｎｔ＊ ＡＡ－

ｒｔｎ ＼＼ 、朴 ｆ
ｆ

－⑩ 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篆 ： 《大清新法令 （
１ ９０ １

—

１ ９ １ １ ） ））

操 自华商 ’ 以归 自主 《纖简明章程 》 进
一

步第 ４ 卷 ， 洪健等点校 ， 商务印補■ 年版 ， 第 ４ ０２
？

严格外资限制 ， 规定所隨洋酿
“

以不逾华股之４ ０ ３页 。

数为限
，，

， 并
“

不准于附搭洋股外另借洋款
”

，

⑧ 借？ 曾鲲化 ： 《 中 国铁路史 》
，
新化曾 宅 Ｉ ９ ２４ 年发行 ， 第 ５ 〇９

用洋款则
“

按照原估用款不得过十成之三
”

。

⑨

＾
藤 ： 《 中国铁道史 》 ， 中华书 局 １ ９２ ９ 年 版 ， 第 １ ６ ４

对夕卜借款往往被课以较为严格的娜责 ？ ▲传部不准以路矿抵押 洋债 ， 《 振华五 日 大事记 》 １９〇 ７ 年

任 ，
《矿务铁路公共章程 》 、 《铁路简明章程 》 规定第 ６ 期 。

１ ２０



李耀跃 ： 晚清商办铁路抵制外资的法制建构及其实效


立墅浦铁路公司 ， 请办浙江乍浦至杭州城外湖墅路商股有限公司招股章程 》 规定股票
“

不得售与

的铁路 。 铁路总公司 以入股
“

非借款还本 即行 自他国人
”

。

⑩ 四川绅民集股 自 办川汉铁路 ，
《川汉

管者可 比
”

且
“

华商
一

半 ， 亦系德商影射
”

， 不符 铁路总公 司集股章程 》 明 确 规定
“

不招外股 ，

《铁路简明章程 》 规定而予以驳回 。

①不借外债
”

。

？ 川汉铁路鄂境路线招股章程 、 粤汉

中国铁路总公司在批复短程铁路时 ， 也往铁路鄂境线段招股章程也作 了类似规定 ， 不招洋

往驳斥外国资本 ， 鼓励华商承办 。 杭州 至郊区股 ， 不借洋债 ，
不得以股票向洋人抵押借款 。

？

拱宸桥的短程铁路工程量较小所需资本较少 ，另外 ， 在筹办铁路过程 中 ， 出 资绅商间还

督办铁路大 臣盛宣怀试图鼓励华商
“

自 行堪有一些协调跨省 、 跨区段筑路及筹款等问题 的

导
， ，

， 却终因
“

虑洋商影射
”

而未寻到合适的 国协议或章程 ， 也明确对外 国资本予 以限制或禁

内投资， １ ９０３ 年 ，
日 商与华商订立借款合 同 ， 止 。 粤汉铁路收 回后 ， 湖南 、 湖北 、 广东官绅

由华商沈文孙等 出 资并借款筹备资本请办该会议商订公共条款议定三省分别筹款各修本省

路 。

③ 同时 ， 华商李厚祐等禀请专集华股修筑该之路 ， 在各 自筹款招股中
“

不得暗招洋股
”

。

？

路 。 盛宣怀认为
“

按 照总公司 奏案 ， 承办者 自ｍ食九址改八 生
丨
丨々 丨、

应先尽华商出 资者
，，

。

④ 最终 ， 铁路总公司批复四、 Ａ 司抵制夕
Ｉ□

中以李厚祐等禀请专用华股且 申请在先为 由 ，资本的效果

驳回了华商与 日商合资承办该路的请求 。

⑤

国家提倡商办路矿后 ， 国人收回利权的热
嗣后成立的邮传部在抵制商办铁路公司私 情高涨 ， 人们脈向 商办铁路公司认股 ， 甚至

借外债方面也不遗余力 。 １ ９〇 ６ 年 ， 邮传部再次
强调商办铁路公司

“

宗 旨原藉商力之有余以辅

国力之不足
”

，

“

其不得擅借外债可知
”

。

⑥
１ ９〇 ７

局 １９ ６ ３ 年版 ， 第 ７ １８
？

７ ２ １ 页 。

年以后 ， 由Ｐ传部更是多次强调包括湖南 、 川汉 、 ② 宓汝成编 ： 《 中 国近代铁路史资料 ：
１８ ６３ ？ １ ９ １ １ 》 ， 中华书

江西在内的商办铁路系
“

禀请 自 办之路
”

， 不得局 咖３ 年版 ， 第 ６ ９ ５ 页 。

有借用外债之议 ， 且铁路关系利权 ， 借款修路
③

，
汝

ｊ

中 资 料 ： １８ ６ ３
？

１ ９ １ １ 》 ， 中华书

？局１ ９ ６３ 年版 ， 弟６ ９ ２
＇－－ ＇

６９ ３ 负 。

恐
“

利益未见 ， 而祸害已 随之矣
”

， 因此
‘

凡系
④ 鎌成编 ： 《 中国近代铁路史 资料 ： １８ ６ ３

？

１ ９ １ １ 》 ， 中华书

禀请 自力 、之路 ， 概不准借外＇债
”

。

⑦局 １ ９ ６３ 年版 ， 第 ６ ９ ７ 页 。

⑤ 宓汝成编 ：
《中国近代铁路史 资料 ： １８ ６ ３

？

１ ９ １ １ 》 ， 中华书

三 、 商办铁路公司章程中的局 １ ９ ６３ 年版 ， 第 ６ ９ ８
？

６ ９ ９ 页 。

朱 丨 ｜々卜 医
⑥ 此事后被 江苏巡抚予以否定 ， 参见

“

商路违章私借外债擅
瓜币＿

｜
＞

丨 风年乐＾人订合同请饬査禁折
”

， 徐世昌 ： 《 ｉｉ耕堂政书 》 卷 ３ ２
。

商办铁路既为
“

保全利权
，，

， 奏请成立公司
⑦

篇

饬不准借外债办路 ’ 《 振华五 日 大事记 》 ■ 年第 ３ １

的公文 中 即不断强 调
“

由华商 自 办
”

， 并保证⑧ 商部右承王清穆致商部 函 ，
《交通史誠编 》 第 ５ 章

“

民业

“

无洋股在内
，，

，

⑧ 随着收回利权运动的展开 ， 商铁路
”

， 交通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 、 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

办铁路公司甚至成为抵制外国资本特别是拒借会 Ｉ９ ３ ５ 年版 ’ 第 ２ ５ ９
？

２ ６〇 页
； 四川 总督锡 良奏请

“

自 设

Ｌ ±ｆ顺铁路公司折
”

’ 外务部具奏
“

议覆锡 良 自设川汉铁路公

外债 ；ｅ动的标心 。 各雀 二 司
一

致提出 藉商办司折
”

， 锡 良奏请
“

照章集股设立川汉铁路公司折
”

， 戴执

以保主权
”

， 所谓 自 办 即
“

不招外股 ， 不借外礼编 ： 《四川保路运动史 料 》 ， 科学 出版社 １ ９５ ９ 年版 ， 第 １

债
”

。

⑨ 各商办铁路公司在筹款筹办和运行中 ， 通？４ 页 。

过公司章程 、 招股章程 、 办事章程等构建了
一

系⑨ 戴执礼编 ： 《 四川保路运动史 料 》
， 科学 出 版社 １ ９ ５ ９ 年版 ’

列抵制外国资本的制度 ， 其中许多公司章程或招
⑩ 宓汝成编 ： 《 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 ： １ ８６ ３

？

１ ９ １ １ 》 ， 中华 书

股章程中明确规定了对外国资本的限制与禁止 。局■ 年版 ， 第 Ｓ Ｉ Ｓ 页 。

在公司章程之外 ， 各商办铁路公 司 的招股？ 宓汝成编 ：
《 中 国近代铁路史资料 ： 咖３

？ 如 １ 》 ， 中华 书

（集股 ） 章程中也有大量对洋股、 洋
、

债的
，
止
￥ ？ ｉ汝成编 ： 《中 国近代铁路史资 料 ： １８ ６３

？

１９ １ １ 》 ， 中华书

规定 。 直隶 、 山东 、 江苏 、 安徽四省绅商拟分省局 １ ９ ６３ 年版 ， 第 １ ０２８
？

１０２ ９ 页 。

认股筹款修建津浦铁路 ， 奏报 《 四省预筹津浦铁？ 《张之洞全集 》 ， 河北人民出版社 Ｉ＂ ８ 年版 ， 第 ｍ ｓ 页 。

１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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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认股现场谈到路权丧失时声泪俱下 。

① 集媒体披露有秘密向 日 商三井洋行借款的动议 。

？

股成立商办铁路公司 ， 是
一

份爱 国 的热情 ， 也商办铁路公司章程中有关不得将股票抵押

是
一

份担 当 。 某些筹办铁路公 司较晚 的省份 ， 给洋人的限制性规定也往往得不到落实 。 有些

当地绅商甚至殊觉面子无光 ，
？ 而许多募股动员铁路为了规避舆论压力 ， 通过外 国代理人 、 中

集会引来了包括学生在 内 的社会各界人士 的参间人入股公 司 ， 再以股票抵押给外 国 ，

一

步步

与 。 在 １ ９０５ 至 １ ９ １ １ 年间 ， 各省商办铁路公司集陷入外国控制之中 。 江西全省铁路总公司依靠
聚的资本超过该时期各种工矿企业民族资本总官府征收的资金有限 ， 各界认股并不踊跃 。 南

和 。

③ 在商办铁路中 ， 也不乏有
“

欲得
一

准办之得线开工不久即 因资金缺乏而难以 为继 。 上海

据 ， 以 自为谋
”

者 ， 有 申请办路认股资本毫无华商大成工商公司 受 日本之托人股铁路公司 ，

根据者 ，
？ 甚至有些 申请商办铁路者只是出头 申大成公司与江西铁路总公司 约定股票可抵押但

办 ， 资金全凭洋商幕后支持 。

⑤ 爱国热情所撑起不得转售外 国人 。 随后 ， 大成公司 与 日 本兴业

的抵制外 国资本 、 收回铁路利权运 动推着人们银行签订 《关于江西铁路公司借款契 约 》
， 约定

去踊跃认股 ， 却无法提供足够资金使认股获得由兴业银行通过大成公司提供铁路贷款 ， 大成

兑现 。 随后的事实逐步表明 ， 商办铁路 中的拒公司将其所持铁路公 司股票作为抵押 ， 并得到

款 、 认股 、 劝募 、 宣传并未取得实质效果 ， 大铁路公司在股票背后加注认可 。 此外 ， 借款契

部分商办铁路或股款未足或徒拥虚名 。

？约还将大成公司 自 江西全省铁路总公司处所得

粤汉铁路在收 回利权 自办铁路的呼声中从米捐 、 盐捐等权利提交兴业银行作 为担保 。 该

美国合兴公司收 回 ， 由 湖南 、 湖北 、 广东三 省事曝光后各界 哗然 ， 但资金 困乏 的铁路公司 却

筹款兴修
“

以 保利权
”

，

⑦ 却 因集股困难而迟迟在各界的反对声中一步步被 日 本资本所控制 。

无所进展 。 为筹措修路资金 ， 湖广总督张之洞 、各界商绅认股时群情激昂 以拒款救 国 为 己

邮传部与英 、 法 、 德财团草签 了
一

个借款合同 ， 任 ， 最终或几句空言或 以洋款冒认 ， 官方支持民

却引起一系列抗议 。 湖北绅商代表称其组织商间的收回利权运动 ， 严格限制筹办铁路中私用洋

办铁路公司后认股踊跃 ， 且在招股之外 ， 又有

派股 、 抽股等为筹资保证 ， 不借外债完全足以① 《 申报 》 １ ９０７ 年 １０ 月 ３ ０ 日 。

商办 。

⑧ 但实际上
“

认股者大部分不过系支持拒② 《各省路政汇志 》
，

《东方杂志 》 １痛 年第 １ 期 。

款运动而认股而已
”

， 在私股集资期限内 ， 公司③ 汪敬虞编 ： 《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 第 ２ 辑 下册 ， 科学出 版

命 丨Ｕｒ Ｍ
？ 蛑 口 廿 ＋ 、

丨社 １ ９５ ７ 年版 ， 第 页
； 芮坤改 ：

《 论晚清的铁路建设与
头收股政不足拟议股秋的 四分之

一

， 且其中认资金筹措 》
， 《历史研究 》 １ ９ ９ ５ 年第 ４ 期 。

购的股份只 占二成左右 ， 其余款项绝大多数来④ 宓汝成编 ： 《 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 ： １ ８６ ３ ？ １ ９ １ １ 》 ， 中华书

自各种新设税课。 绅商们不过是
“

通 过省谘议局 １兆 ３ 年版 ， 第 ６ ２６ 页 。

局 ， 来建议增加新的捐税 ， 以 便资助
一

条将 由
⑤ 《 晚

＾，
路
，

外

＝
款法律问题研究 》 ， 法律 出版社

＃ ，２０１ ４ 年版 ， 第 １９ ４？ １９ ５ 页 。

他们掌握并从中牟利的铁路
”

。

⑨⑥ 郑孝胥 、 陆尔奎 、 高凤谦 ： 《论筹还外债 》 ， 《申 报 》 １ ９０ ９

商办铁路公司 的筹资 困难严重拖延着铁路年 Ｉ ２ 月 ３〇 日 。

建设工程的进展 。 各商办公司筹资难者人浮于
⑦ 《清史稿 》 卷 ⑷

， 第 Ｉ６ 册 ， 中华书局 ■ 年版 ， 第砸

筹资有起色者则争角剧烈 ，

“

用人之冗滥 ， ⑧ ｆ申报 》 １９ １０ 年 ！ 月 １ ５ 日 。

采办之侵蚀 ， 与官办无异
”

。

⑩
自 １ ９０６ 年商办铁⑨ ［美］ 周锡瑞 ： 《改 良 与革命 ： 辛亥革命在两 湖 杨慎之

路公司开始兴办至 １ ９ １ １ 年 ， 全国总共只筑成铁译 ，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〇〇７ 年版
， 第 １ １０ 页 。

路 ８ ５ 公里 ， 却耗资 巨 大 、 亏损严重 。

？ 困境 中
⑩

＾
年“论铁路国有与民有 》 ’ 《汪穰卿遗著 》 卷 ５ ’１咖

的商办铁路公 司 ， 在抵制外资 、 收 回利权 的 口？ 宓汝成编 ： 《 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 ：１８６ ３
？

１ ９ １ １ Ｋ 中华 书

号下发起成立 ， 却在运作 中屡现借债传闻 。 苏局 Ｉ％ ３年版 ， 第 １ １５ 〇 页 。

浙两省商办铁路公司 曾坚决抵制政府借用 夕卜债 ，

？ ？汝成编 ： 《 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 ：

１８６ ３
？

１ ９ １ １ ？
，
中华书

却在抵制政府之余 因 资金 紧张 而数度拟 借外 ？ 有^ 日 款

第

消Ｉ
页

■华五 日 大事记 》 蘭 年第 邪

债 。

＠ 湖南全省铁路有限公司总理席汇湘也 曾被期 。

１ ２２



李耀跃 ： 晚清商办铁路抵制外资的法制建构及其实效






款 ， 却迫于各方压力不断议借洋款 。 陈三立等绅却最终无法得到贯彻实施。 各商办铁路公司或

商曾极力反对将南浔铁路也收归国有 、 官督商办 ， 于路工无成 ， 或转而求助外资 ， 其对外资的抵

并 自称已筹款四百万两 ， 后被查 明所集之款
“

名制将更多指 向 国家借债 。 以挽 回利权为 口 号设

为侨款实系洋债
，
，

时 ， 却不以为然 ， 以为邮传部立的商办铁路公司 ， 最终并未能担当起实业救

系借洋债的始作俑者 ，

“

又何不可效尤
”

。

①可以国 的重任 ， 延误 了 铁路建设 ， 也进
一步加深了

说 ， 抵制外资作为 口号 ， 能够推动
一场爱国运动 ， 官商之间的矛盾 。 商办铁路公司的效率低下 、 管

却无法真正推动救国事业的发展 ， 官 民之间 的矛理混乱 ， 使国家重新审视支持铁路 自主商办政策 ，

盾在很多时候演变为由谁主导借款问题 。开始转向干路国有 ， 统
一

借款修路 ， 而这也带来

了进
一

步的官商矛盾 。 可 以说 ， 抵制外资的制度

结 语初衷并未实现 ， 抵制外资的各种立法 、 各项章程 、

国家立法严嫌機酸本 ， 賴鶴公

司或铁路规划时 中央和地方官员更以各种理 由＊ 子你本 土 外植４■ 贫 為 卜 士 營 沐 榮

拒绝外资 ， 可 以说 ， 外 国资本参与商办铁路几
本 ＃博士 ’ ＇可 南 工业大 子 去 子

近被政府禁止 ， 但针对外资的限制性或禁止性

规定却不能在官方所办铁路中 严格遵守 。 铁路^

总公司 和相关部门或 囿于以往成案或 出 于路工

需要而频繁借债 。 商办铁路公司本为抵制外资 、



收回利权而兴起 ， 公司 规章明文严格 限制甚至① 上海图书馆藏 ：

“

盛宣怀档 案
”

，

“

江西全省铁路协会刘宝寿

拒绝外国资本参与铁路融资 ， 并获得 国家支持 ，致盛宣 怀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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