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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晚清时期浙江城市经济的演变
*

� � 陈国灿

� � 内容提要 � 晚清时期,浙江城市经济发生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变化。开埠通商和口岸贸易

的兴起,不仅使城市经济越来越多地卷入到世界经济体系和市场体系之中, 而且对传统自然经

济形成很大的冲击,引发城乡经济关系的变动; 近代工业和金融业的产生和发展, 则直接反映

出城市经济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但这种近代转型远未完成,呈现出传统性、近代性和殖民性

互相交织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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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城市的发展,到晚清时期进入一个新的

阶段。伴随外来因素的楔入和社会环境的重大变

化,传统城市开始了曲折的近代化进程。浙江是

近代对外开放和社会变革的前沿地区, 其城市演

变既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又有着自

身的特点。本文侧重从城市经济的角度, 就此作

一番考察和分析。

� � *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浙江省文化工程课题 �浙江城镇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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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岸贸易的兴起及其影响

晚清时期浙江城市经济的变化,是随着通商口

岸的开辟逐渐展开的。鸦片战争后,宁波率先于道

光二十四年 ( 1844)正式开埠。此后, 根据中英�烟
台条约�和中日 �马关条约 �, 温州、杭州分别于光

绪三年 ( 1877)和二十二年 ( 1896)相继开埠。

商埠的开辟,打破了清前期以来浙江的对外

封闭状态,使近代对外贸易的兴起成为可能。然

而,在开埠后一段时期内, 传统自然经济所具有的

自给性和低消费性极大限制了口岸贸易的规模。

宁波口岸的贸易总值, 开埠当年一度有西班牙元

50万元,次年即大幅缩减为不到 13万元, 此后更

降至 5万元以下。到道光二十八年 ( 1848 )上半

年,进出口货物只有 17匹本色布、3担人参和 300

担檀香木。
�
曾任英国驻华公使和商务监督的德

庇时失望地说: �原先以为,由于贸易转向宁波可

以从中得到一些好处, 但事实上转向宁波的贸易

极小,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咸丰二年 ( 1852) ,

英国人米琪尔 (M itchell)在报告中也感叹: �我们

虽然在不同时期中曾以低于成本 20%至 30%的

价格把布匹强销于中国,同时几乎是按照他们的

要价买华茶以作交换, 但是在推广英国货物在华

销售方面,我们显然是失败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随着西方列强殖民侵略

的进一步深入,其经济活动获得更多的特权, 同时

以机制工业品为主体的洋货,其生产具有规模大、

成本低的特点, 较之于国内手工业产品明显具有

�质优价廉 �的优势, 由此逐渐打开了内地市场。

各口岸的洋货进口净值,宁波在温州开埠前的光

绪二年 ( 1876)已有 570多万海关两, 到杭州开埠

前的光绪二十一年 ( 1895 )超过了 800万海关两,

光绪三十三年 ( 1907 )更是达到 1200多万海关

两;温州在开埠当年仅 22万余海关两,光绪二十

九年 ( 1903)后超过了 100万海关两; 杭州在光绪

二十四年 ( 1898 )不到 200万两, 至光绪三十年

( 1904)增至 500多万海关两。与此同时, 土货出

口也呈快速增长之势。各口岸的出口总值, 光绪

二十四年为 890多万海关两, 光绪三十三年增至

近 2000万海关两, 10年中增加了 1倍多。到清

末宣统元年 ( 1909) ,全省的进出口贸易总值已接

近 4000万海关两。
�

从表面上看, 口岸贸易的迅猛发展似乎是传

统海外贸易的复兴, 其实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不

同。传统海外贸易局限于若干国家和地区之间零

散的商品交易活动, 不仅规模有限,而且输出品主

要集中于陶瓷、丝绸等少数手工业品,输入的多为

高档奢侈品, 故其总体影响十分有限。近代口岸

贸易属于世界范围贸易体系的组成部分, 它以规

模化的形式输入各种工业品, 输出工业原料与农

副土特产品,由此带来的影响和冲击是广泛而深

刻的。

近代口岸贸易的兴起和发展, 使原本封闭的

城市经济越来越多地卷入到世界经济体系和市场

体系之中。这种与世界经济的联系, 并不只限于

口岸城市,而是由口岸城市逐渐扩展到内地城市,

由大中城市逐渐扩展到小城市。事实上, 无论是

洋货的输入和销售, 还是土货的收购和输出,主要

是通过各级城市和市镇进行。以光绪二年

( 1876)宁波口岸输入的部分洋货在浙江各地的

流通情况为例: 棉制品经由绍兴、杭州、温州、衢

州、金华、严州、处州销售的分别为 7993件、2020

件、84153件、130726 件、9238件、15159件和

67884件, 合计 317173件; 毛制品经由温州、衢

州、金华、严州、处州销售的分别为 4467件、1598

件、18件、135件和 906件, 合计 7124件; 铁经由

绍兴、杭州、衢州、金华、严州销售的分别为 10619

担、638担、3310担、1537担和 297担, 合计 16401

担。
�
进一步讲, 近代口岸贸易也是西方资本主义

经济扩张的一种形式, 尽管列强强迫清政府开放

口岸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 使之成为

工业产品的倾销地和原材料供应地,但客观上却

推动城市经济逐渐由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转变。

浙江近代工业率先在宁波、杭州等城市出现,就是

因为口岸处于对外开放的前沿,受西方资本主义

经济的影响最早和最明显。也正因为如此, 晚清

时期的浙江城市经济日益表现出半殖民地特征,

其发展和兴衰明显受制于列强的经济渗透程度和

市场控制力度。

近代口岸贸易的兴盛, 对以小农生产为基础

的自然经济产生很大的冲击, 引发城乡经济关系

的变化。一方面,大量工业品的涌入,导致个体手

工业纷纷破产。当时有人指出: �洋布、洋纱、洋

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 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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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皆弃为不材;洋

铁、洋什、洋钉入中国, 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

其大者, 尚有小者, 不胜枚举。��以棉纺织业为

例,由于机器生产的洋纱和洋布价格低廉,在市场

竞争中较本土棉纱和棉布具有明显的优势,其输

入量不断增加。由宁波口岸输入的洋纱,光绪十

二年 ( 1886 )尚只有区区 30担, 到光绪十八年

( 1892)骤增至 16932担, 6年中增长了 563倍!
�

光绪十四年 ( 1888) , 宁波、温州口岸输入处州一

地的洋布就超过了 10万匹。
�
到 19世纪末, �通

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土布者十之二,衣洋布

者十之八、九 �, �于是, �民间纺织, 渐至失业 �。�

再以冶铁和铁器制造业为例, 宁波的冶铁业早在

19世纪 50年代就已受到洋铁的排挤, 铁针、铁钉

等铁器制造业也开始走向衰落。到 60年代末,其

土铁几乎全被洋铁取代。
���
温州的洋铁输入量,光

绪十一年 ( 1885)为 700余担,第二年激增至 3500

余担,
���
此后仍在增加,当地的土铁业由此很快走

向破产。光绪十四年 ( 1888)开始进口洋针后,土

针制造业也遭受同样命运, 最终销声匿迹了。不

过,这种冲击对于城市经济来说又是一种契机,它

从外部突破了小农经济极其牢固的自给性结构,

有利于近代工业的引入和成长。另一方面, 各种

工业原料出口的迅猛增长,推动了相关领域商品

生产的不断发展。如棉花的大量出口,刺激了商

品化植棉业的空前兴盛, �浙江海滨沙地皆棉田

也, 每岁所收, 为出口一大宗 �。���茶叶贸易的活
跃,带动了茶的种植和加工业市场化程度的显著

提高。光绪十二年, 全国茶叶出口量为 221�7万
担,其中杭州所产的 �杭茶 �和绍兴所产的 �平水
珠茶�分别占了 20%至 25%左右。

���
民国�杭州府

志 �物产 �中说: �通商以来,每岁货茶出洋之值,

以数十百万计, 其利与蚕丝相埒, 实出产之一大

宗。�这就进一步推动自然经济走向解体, 使农村

由城市消费品的生产地转向城市原料的供应地和

商品销售市场。

二、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

如果说商埠的开辟和口岸贸易的兴起更多地

属于引发浙江城市经济变革的动力因素的话,那

么近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则是城市经济近代转型

的直接反映。

中国近代工业是在列强的经济侵略和资本主

义扩张的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从全国范围来

看,近代工业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而出现的。

洋务派打着 �自强�和 �求富�的旗号,创办了我国

第一批近代军工企业和民用工业企业。浙江是洋

务运动较为薄弱的地区, 虽然部分地方官员也曾

筹划开办一些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但大多没有

正式建立起来。只有刘秉璋主持浙江政务时, 在

原作坊式官办制造局基础上创办的杭州制造局,

算是较为成型的近代军工企业。 19世纪 80年代

中后期,受到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和列强殖民

侵略与经济掠夺不断加深的刺激,浙江各界实业

救国的呼声渐趋高涨,部分开明官僚、士绅和商人

开始重视民族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光绪十一年

( 1885)前后, 宁波出现一家机器轧花厂, 购置日

本制造的 40台铁制轧花机进行棉花加工。这是

浙江私人资本创办近代工业的开始。此后, 又有

严信厚等人募集白银 5万两, 于光绪十三年

( 1887)在宁波创办通久源机器轧花厂,购置新式

轧机 40台, 雇佣工人数百名; 光绪十年 ( 1889) ,

部分宁波商人集资在慈溪开办火柴厂, 聘请日本

技师指导生产,成为我国近代最早的火柴厂之一;

光绪十八年 ( 1992), 有商人出资 2万元在杭州开

办机器印刷厂,购置蒸汽印刷机 2台,雇佣工人约

30人;次年, 茶商陆佑臣在温州开办裕成茶栈, 使

用新式机器制茶,销往国外。可以说,中法战争后

至中日甲午战争前是浙江近代工业的发韧期, 尽

管创办的企业只有寥寥数家, 规模也有限,却标志

着近代工业在浙江的起步。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迫于形势,逐渐放松

对民族资本主义的限制, �谕令各省招商多设织
布、纺绸等局, 广为制造 �。浙江各地城市的近代

工业企业明显增多。据不完全统计, 从光绪二十

一年到二十六年 ( 1895~ 1900)的 5年中, 全省先

后出现的近代工业企业有 20多家, 分布于宁波、

杭州、温州,以及嘉兴、绍兴、慈溪、萧山、嘉善、平

湖、桐乡、海盐、余杭、富阳、瑞安等沿海地区城

市。
���
其中以棉纺织业和缫丝业居多,最著名的是

所谓的 �三通�和 �三丝 �。 �三通 �是当时棉纺织
领域的 3家大型企业,即宁波的通久源纱厂、杭州

的通益公纱厂和萧山的通惠公纱厂。通久源纱厂

创办于光绪二十二年 ( 1896), 开办资本 4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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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纱锭 11408枚,雇佣工人 1800名。通益公纱厂

创办于光绪二十三年 ( 1897) , 开办资本 53�3万
元,有纱锭 15000枚,雇佣工人 1200名,并在绍兴

和杭州塘栖镇设有分厂。通惠公纱厂创办于光绪

二十五年 ( 1899),开办资本 56万元, 有纱锭万余

枚,雇佣工人 1100名。 �三丝�是缫丝领域的 3家

较具规模的企业,即绍兴的开源永缫丝厂、杭州的

世经缫丝厂和萧山的合义和缫丝厂。开源永缫丝

厂设于邻近曹娥镇的白米堰, 是当时市镇近代工

业的代表。世经缫丝厂设于杭州拱宸桥, �用日
本煤, 一日二吨有余。机器用上海磨宜笃公司所

制造, 与怡和洋行制丝所用相同,皆新式 �。���该厂

雇佣的女工多是从上海招募来的,技术比较熟练。

其原料以本地所产优质蚕茧为主, 产品以 �西泠 �

为品牌,销往上海,一度以质优闻名。合义和缫丝

厂设于萧山东门外, 开业后营业较为顺畅, 所产

�和合�牌生丝, 在上海等市场获得好评。光绪二

十五年 ( 1899) ,丝厂增置车锭, 扩招女工, 规模进

一步扩大。
���

光绪二十七年 ( 1901), 清政府在内外危机的

压力下, 宣布实行 �新政�,采取鼓励实业的政策,

进一步放松了对兴办近代工业的控制; 同时,全国

范围不断掀起的 �抵制外商, 争回权利 �的运动,

也刺激民族资本更加广泛地参与兴办工业的活

动。于是,浙江城市的近代工业呈现出较快的发

展,企业数量增多, 规模扩大, 涉及行业领域增加。

据笔者的粗略统计, 在清末的 10余年时间里, 浙

江各地新办的近代工业企业有 90多家, 分布于

25个城市,包括了所有府级城市和众多县级城市

(见下表 )。在地域上,由原来局限于杭州、宁波、

温州等通商口岸和东部沿海城市, 扩大到金华、衢

州、丽水、湖州、兰溪、义乌、诸暨、孝丰等一批内地

城市。从生产行业来看, 涉及棉纺织、丝业和丝

织、粮油食品加工、日用品、造纸、机器、印刷、卫生

用品、建材、照明等多个领域, 明显较 19世纪末要

广泛得多。

清末浙江各地城市新办近代工业数量
���

(单位: 家 )

城市 企业数量 城市 企业数量 城市 企业数量 城市 企业数量 城市 企业数量

杭州 28 湖州 2 温岭 1 定海 1 上虞 1

宁波 21 金华 2 瑞安 1 兰溪 2 萧山 1

温州 7 衢州 1 德清 1 义乌 1 平湖 1

绍兴 7 丽水 1 孝丰 1 镇海 1 海宁 1

嘉兴 3 黄岩 1 余姚 1 诸暨 2 西安 1

� � 进一步看,清末浙江城市近代工业的发展具

体又可分为三个时段: 一是光绪二十七年至二十

九年 ( 1901~ 1903), 为缓慢发展期。在经历义和

团运动和庚子事变冲击所导致的短暂低潮之后,

浙江城市近代工业逐渐恢复。杭州、宁波、温州等

城市陆续出现了一些新的工业企业, 但总体数量

不多, 且多为小资本企业。二是光绪三十年至三

十三年 ( 1904~ 1907), 为高涨期。由于日俄战争

的爆发和列强之间的矛盾加剧, 对中国民族工业

的挤压有所放松;同时浙江各地掀起抵制洋货、收

回路权的斗争, 从而引发了一轮兴办近代工业的

热潮。尤其是光绪三十二年 ( 1906), 杭州、宁波、

嘉兴、绍兴、湖州、金华、温州、德清、孝丰、西安、定

海、兰溪等城市新办的企业有 20多家,涉及棉纺

织、丝织、食品加工、制烟、日用品、化工、造纸等多

个行业。其中,宁波的通利源榨油厂是浙江近代

第一家机器榨油厂,有新式榨油机 4台,雇佣工人

百余名,利用纱厂轧花剩下的棉籽作原料,每天可

榨棉籽 10万斤。由戴瑞卿、顾元琛创办的和丰纱

厂,资本高达近 84万元, 有纱锭 11万枚, 雇佣工

人 1800多人,每月产纱 1000包, 其规模不仅在当

时浙江全省首屈一指, 从全国范围来说也是属于

大型棉纺厂之列。三是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三年

( 1908~ 1911) , 为相对低落期。由于政局动荡,

金融恐慌频发,加上外国资本的竞争,浙江各地不

仅设厂的数量明显减少, 而且经营状态也不甚理

想。如宁波和丰纱厂因棉花价格上涨, 利润大幅

下降;通久源纱厂 �只能勉强开销, 未能获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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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宣统三年, 两家纱厂均因 �生意不佳, 棉花价

昂 �,只得 �暂行停机 �。���宁波通利源榨油厂也因
原料来源发生困难,不得不宣告关闭。 1909年的

�海关册 �在谈到宁波工业企业的情况时说: �洋

皂厂、洋烛厂、自来水厂,传云皆属亏本�。

三、城市金融业的变化

在近代工业兴起和发展同时,城市金融业也

在悄然发生变化, 其主要表现是传统钱庄的转变

和近代金融业的出现。

自明代以来,浙江各地的钱庄业一直比较活

跃。到晚清时期,随着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钱庄

业更为活跃。据有关学者的统计, 到 1912年, 全

省的钱庄有 245家之多。
���
不过, 相对于数量上的

增加, 更值得注意的是钱庄体制和运作方式的变

化。一方面,钱庄逐渐与近代工商业建立起密切

的联系。除了为大规模的商品流通和对外贸易活

动提供资金调剂和融通,近代工业企业所需的资

金,也有相当部分由钱庄来承担。一些钱庄经营

还直接参与近代工业活动,使金融资本进一步向

工业领域渗透。如先后创办通久源轧花厂、通久

源纱厂等近代工业企业的著名实业家严信厚,原

本从事钱庄业, 开设有 �源丰润 �票号, 经营汇总

和存放款业务; 号称 �五金大王 �的叶澄衷, 在宁

波等地开设钱庄的同时,又经营商业、地产和工业

企业; 镇海桕墅方氏家族最初以经商起家,后以经

营钱庄业而积累起雄厚资本, 至第五代方液仙进

而投资实业。另一方面, 在经营方式上, 从 19世

纪四五十年代起, 宁波等地的部分钱庄率先采用

�过帐�制度,即在日常商业交易活动中的款项支

付,不用现钱或票据进行结算,而是凭簿折划转。

�凭计簿日书所出入之数, 夜持簿向钱肆汇录之,

次日,谓之过帐。����这种 �过帐�制度, 已具有近代

金融业票据交换制度的特点, 表明传统钱庄正在

不断进行自我调整, 以适应城市经济的新环境和

新需要。

当然,钱庄毕竟属于传统的金融业形式, 完整

意义上的近代金融业在浙江的出现是在 20世纪

初。从光绪二十九年 ( 1903)起, 浙江各界掀起声

势浩大的 �保路�运动, 要求收回沪杭甬铁路的筑

路权。光绪三十一年 ( 1905)六月, 来自浙江各地

的绅商联合发起成立浙江铁路公司, 集股修筑铁

路。到次年,已募集股金白银 400余万两。最初,

公司将款项存于杭州和上海两地的各家钱庄, 使

用很不方便。为加强资金管理和营运, 便于进一

步融资, 光绪三十三年 ( 1907) , 经浙路公司股东

大会讨论,决定成立 �浙江兴业银行�, 资本额为
100万元,分为 1万股,其中公司承购 3841股, 其

余股份面向社会招募。银行总部设在杭州, 又陆

续在本省部分城市和上海、汉口等地设立分行。

这是浙江第一家近代商业银行,成立后,很快就获

得社会的信任,年吸收存款由最初的 200万左右

增至 300万元。除了经营存放款业务, 兴业银行

还获得了发行银行兑换劵的权利。据统计, 从光

绪三十三年到宣统三年 ( 1907 ~ 19011) , 共发行

银行兑换劵 189万余元。
���

继兴业银行之后,又有大通商业银行和浙江

银行。前者是浙江第一家近代储蓄银行, 由湖州

绅商杨鼎恩等发起成立。光绪三十四年 ( 1908) ,

杨鼎恩等人具禀清政府农工商部请求筹办商业银

行,获得批准。于是,向社会募股本银洋 30万元,

在是年 8月正式营业。但该行成立仅一年, 即因

故宣告停业。后者系浙江第一家官商合办银行,

由浙江巡抚增韫发起成立。光绪三十四年

( 1908) ,增韫奏请朝廷, 要求将官钱局改制为银

行,但未获批准。次年他再次奏请, 终获朝廷同

意,遂招募商股,采用官商合办的方式。银行成立

时,实收股金银 54�2万两, 其中官股 30万两, 商

股 24�2万两。总行设于杭州, 又先后在上海、广

州等地设立分行。其经营业务除存放款外, 还拥

有经理省财库和发行银行兑换劵的特权。不过,

浙江银行成立,由于管理体制落后, 经营不善, 连

年亏蚀。

除了上述浙江本地发起成立的银行外, 一些

省外银行也先后来浙江设立分支机构。如光绪三

十四年,宁波籍商人李厚祐等在上海创办四明银

行,随即于当年在宁波设立分行,次年又在温州开

设分行。由清政府开办的大清银行, 也从宣统二

年 ( 1909)起陆续在杭州、温州、宁波设立分行。

在兴办银行的同时, 浙江各地还陆续出现了

一些具有近代金融企业特点的保险公司。如光绪

三十二年 ( 1906) ,寓居上海的浙籍绅商募集股银

100万两,在杭州、嘉兴、湖州等地设立 �华洋人寿

保险公司 �,经营人寿保险业务。同年, 衢州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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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成立 �衢州水险公司 �。当时 �东方杂志�刊

文介绍说: �衢州各商以水程装运货物, 每致损

失,且蹈危险, 特集资万元。创设公司,依照西洋

法保险。经县通详立案, 名曰衢州水险公司。�宣

统元年 ( 1909), 台州也成立一家 �允康人寿保险

公司�, 资本 50万元。开办后, 业务颇为顺畅,年

保险费收入有 2000余元。
���

四、余论

晚清时期浙江城市经济的演变,就其发展方

向而言是传统工商业经济向近代工业经济的转

变。这种转变,在过程上经历了 19世纪中期的最

初发萌, 19世纪后期的逐渐展开和 20世纪初的

进一步深化三个阶段; 在空间上表现为由口岸城

市到沿海城市, 由沿海城市到内地城市的逐步扩

展。从产业变动方面来看,是从商贸领域开始,扩

展至商品生产领域, 再到相关服务领域。这与西

方城市经济的近代转型有着很大的不同,后者首

先是从生产领域开始的,近代工业的迅猛发展,不

仅确立起城市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使

农村沦为城市工业生产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销售

地,而且引发全球范围的经济扩张, 包括商品扩

张、市场扩张、资本扩张和生产扩张。

晚清时期浙江城市经济的转变是外力冲击下

的被动过程,是列强殖民势力入侵的产物,有着先

天的不足和诸多的局限。姑且不说口岸贸易的兴

盛意味着浙江各地城市成为西方工业品的倾销地

和掠夺各地区原料的据点,即就近代工业而言,也

一直处于内外压力的隙缝中, 远未达到成为城市

经济主体和核心产业的地步。更何况,在地域格

局和城市个体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性。这

也正是此期中国城市近代转型的突出特点。从历

史的角度讲,整个晚清时期只是浙江城市经济近

代转型的开始阶段,呈现出传统性、近代性和殖民

性交织在一起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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