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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最少都锄过四次，有的甚至达到了六次，

在政府的引导下，多锄地的耕作方法逐渐被

农民接受并推广。
同时边区政府也很重视革新农具，因为

这对提高农业技术、增加粮食产量来说举足

轻重。据统计，1943 年陕甘宁边区已有工具

修理厂和农具制造厂八个，以后亦有所增

加。这些工厂为农具的革新打下坚实的基

础，为推动农业科技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边区政府认识到农业科技政策的重要性

为农业发展指明了方向；设立专门机构广纳

农林人才为农林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组织

考察团进行科学调查为农林发展提供了科学

依据；兴水利、引优品、改耕作、革农具为发展

农业提供了具体途径。这一系列政策不仅巩

固、发展了边区革命根据地，为赢得抗日战争

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现代农业

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在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借鉴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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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俄道胜银行是近代外国金融势力进

入中国的典型代表之一，也是中国近代第一

家中国政府正式用合同方式承诺的中外合

办银行。甲午中日战争后，俄国为了加强对

华经济渗透和资本扩张，1895 年 12 月俄法

合资在圣彼得堡成立华俄道胜银行。1896

年 2 月华俄道胜银行在中国上海设立第一

家分行。1896 年 9 月，清政府与华俄道胜银

行签订了《中俄银行合同》，以库平银 500 万

两入股华俄道胜银行，股金由该行在俄法

“四厘借款”内扣拨支付。华俄道胜银行在哈

尔滨、齐齐哈尔、吉林、铁岭、旅顺、大连、宽
城子、长辛店、海拉尔、北京、天津、汉口、伊
犁、喀什、宁古塔等地广设分支机构，以东

北、新疆和内地为主要活动场所，进行掠夺

式经营长达 30 年之久。华俄道胜银行名义

上为中俄“合办”，实际上被沙俄独占，银行

的经营管理大权完全掌握在俄方手中，中国

无权过问银行的一切事务。华俄道胜银行是

沙俄对华进行资本输出的有力工具，除投资

修筑中东铁路外，还大量投资于东北的金、
煤、铁等矿产资源的开发。

一、华俄道胜银行对东北金矿的投资

1897 年 6 月华俄道胜银行与俄国采金

公司组成中国矿藏勘查公司，资本为 50 万卢

布，分为 100 股。华俄道胜银行总经理罗特什

捷英、北京分行经理璞科第为该公司董事会

成员。华俄道胜银行与俄国采金公司各按

22.5%分发红利，董事 5%，其余 50%分给股

东。1900 年 1 月中国矿藏勘查公司改组为蒙

古土谢图汗盟和车臣汗盟矿业股份公司（蒙

古矿业公司），开采蒙古金矿。蒙古矿业公司

额定资本为 300 万卢布，分作 1.2 万股，实收

180 万卢布。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赫托姆

斯基、总经理罗特什捷英为该公司董事。该公

司从 1901 年到 1903 年共产金 9367 盎司，价

值 37.7 万卢布。1904 年至 1913 年，该公司产

金 266575 盎司，价值 960 万卢布。1912 年，

公司资本由 180 万卢布增至 300 万卢布[1]424。
1899 年华俄道胜银行与英国人罗斯及

吉尔伯特公司成立英俄开拓公司，开采营口

到山海关一带的金矿。其中华俄道胜银行

100 股，英国人罗斯 800 股，吉尔伯特公司

200 股。1902 年华俄道胜银行收买了罗斯的

800 股，从而拥有该公司总资本的 90%[2]320。
1900 年义和团运动时期，沙俄出兵中

国东北，强占了漠河和观音山金矿。为了达

到长期占有的目的，1903 年华俄道胜银行

副代办宝至德以向清政府缴纳“报效银”为
手段，企图使开采合法化，但终未得逞。从

1903 年起，中国为了收回漠河、观音山金矿

多次与俄方交涉。直到 1906 年 10 月和

1907 年 2 月，华俄道胜银行北京分行经理

璞科第与哈尔滨分行经理高培里向中国勒

索了 1.2 万卢布后，才向中国政府交还了观

音山和漠河金矿[3]4196。

在清政府与俄军进行撤兵谈判时，华俄

道胜银行代表乌赫托姆斯基、璞科第在北京

先后与清政府进行谈判，要求在两国政府达

成协议前，须先达成华俄道胜银行与中国政

府间的“私方”协定，把东北全境的工矿业与

铁路的租让权，提供给“中俄合办”的华俄道

胜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与清政府间的谈判虽

未获得结果，但沙俄与东北三省地方当局的

谈判却打开了缺口。1901 年沙俄驻吉江两省

办理交涉事务大臣刘巴，与吉林将军长顺订

立《开办吉林矿山草约》，允许俄商在吉林各

处开采金矿。随后，沙俄与吉、黑两省又订立

一系列采矿合同，获得在中国东北广大区域

内勘探和开采金、煤、铁等矿产资源的权力。
1902 年 11 月华俄道胜银行北京分行经

理璞科第致函外务部，申请开采热河的热水

金矿，但未获批准。1903 年 6 月，又由华商李

万芳、于致祺出面设立益华丰公司，招收华股

1.5 万两，华俄道胜银行附股 1.5 万两，再次

呈报外务部要求开采热水金矿，也未获批准。
1902 年华俄道胜银行与华商梁显诚等

人集资 40 万两，设立义胜鑫矿务总公司，又

称奉天矿业公司。其中，华俄道胜银行出资

15 万两，中国股东 15 万两，奉天银库 5 万

两。义胜鑫公司申请开采鸡爪山等地的银、
铁、煤、铜等矿 45 处，后清政府同意先行试

办鸡爪山等地 12 处[3]3519。
二、华俄道胜银行对东北煤炭业的投资

在 1896 年签订《中俄密约》、《中俄合办

东省铁路合同》的谈判中，俄国要求在满洲

获得煤矿开采权，清政府同意为中东铁路公

司提供在满洲免税开采煤矿的权力。在俄方

制订的中东铁路章程中规定：“中国政府允

准该公司开采煤矿，无论与铁路合办或单独

办理。”[4]181898 年，华俄道胜银行北京分行经

理璞科第与清政府签订

了《旅大租地条约》和《续

旅大租地条约》，俄国取

得了从中东铁路干线修

筑一条支线到旅顺、大连

的权力，同时，中东铁路

公司正式获准了在满洲开采煤矿的权力。在

铁路正式运营后，中东铁路公司又以铁路需

用煤炭为名，于 1907 年 8 月与吉林、黑龙江

两省签订了《吉林铁路煤矿章程》和《黑龙江

铁路煤矿合同》，规定中东铁路公司可以开

采铁路沿线两旁 30 里内的煤矿。
抚顺煤炭资源丰富，质地优良，宜于开

采。1902 年经奉天将军增祺批准，华商王承

尧集股银 10 万两，组织华兴利公司，开采河

西千金寨的煤田。同年，翁寿筹资 7 万多两，

设立抚顺煤矿公司，开采河东老虎台一带的

煤矿。随后，与华俄道胜银行往来密切的俄籍

华人纪凤台以 1.3 万两股金入股抚顺煤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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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从而使华俄道胜银行掌握了公司大权。与
此同时，华俄道胜银行买办吴介臣以加强华

兴利公司实力为名，劝说王承尧吸收华俄道

胜银行的股金。经王承尧同意，华俄道胜银行

代表嘎礼特拉司夫和闵多夫二人，以“私人”
名义向华兴利公司投资 6 万两，其实分三次

才缴纳 2.75 万两[5]39。华俄道胜银行成为华兴

利煤矿公司的股东。满洲矿业公司也通过华

俄道胜银行向华兴利公司投资 5.47 万两[2]325。
从此，俄国人完全控制了抚顺煤矿，掌握了煤

矿生产经营权，开采的煤炭大多被沙俄用火

车运走。日俄战争后，抚顺煤矿被日本占领。
为了垄断东北三省的矿业租让权，沙俄

于 1902 年 7 月成立了满洲矿业公司。该公

司固定资本为 100 万卢布，其中 2/3 的股票

由俄国财政部以私人名义认购，1/3 由华俄

道胜银行代表认购。公司股东和俄国财政

部、华俄道胜银行都有密切关系。罗特什捷

英以华俄道胜银行总裁和“代表”的身份加

入了满洲矿业公司。根据满洲矿业公司与华

俄道胜银行的协议，两者除有借贷关系外，

在人才与经营上华俄道胜银行也可以插手

公司事务。公司的金钱支付由华俄道胜银行

负责，并从低收取酬金。公司利润由华俄道

胜银行和国家银行平分。满洲矿业公司还以

华俄道胜银行的名义对外，实际上是华俄道

胜银行的分支机构。满洲矿业公司成立后，

组成了三个勘探队，到东北各地进行勘查，

以获取开采权益。满洲矿业公司通过华俄道

胜银行而获得的租让权有 6 项，在奉天有 3

处，吉林 2 处，黑龙江 1 处。如华兴利公司、
英俄开拓公司和奉天矿业公司都是华俄道

胜银行转让给满洲矿业公司的。直接以满洲

矿业公司名义获得的有夹皮沟金矿、观音山

金矿、吉林三姓金矿等。1903 年，俄国国家

银行停止发放以公司股票为抵押的放款，满

洲矿业公司只能靠华俄道胜银行的贷款勉

强支撑。日俄战争后，公司所属企业大多数

落入日本人手中，也有的被中国政府收回。
综上所述，在近代中国丧失国家主权的

特殊条件下，华俄道胜银行通过投资于东北

地区的矿产资源开发，从而控制了东北的矿

业生产，大量开采和输出了东北地区的金、
煤、铁等资源，获取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华俄

道胜银行和俄商输入东北的资本、技术和管

理经验，对改变闭塞、落后的东北地区经济起

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从近代中国封建社会经

济居绝对优势地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受

到严重阻碍的特殊情况看，华俄道胜银行投

资于东北地区的矿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有

利于东北地区社会经济的进步，为东北地区

的矿业生产从手工业向近代机器工业过渡创

造了条件，推动了东北矿业的近代化，它是中

国近代资本主义矿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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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间商会兴起于 20

世纪初，它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是

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变

动的产物，而且在很大意义上也

映射着近代中国变动的历史足迹。自 20 世

纪 80 年代始，近代商会研究———尤其是近

代地域性商会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

域；然而截至目前，这一研究主要以苏州、上
海、天津等地为甚，近代辽宁商会的考察和

研究则属少见。本文仅就近代奉天商会的沿

革和变迁进行考察，以期抛砖引玉。
一、奉天商会的前身———公议会（19 世

纪末—1906）
就一般意义而言，商会是商人的团体组

织。在商会出现之前，中国商人组织的主要

形式是公议会，并且相当多的地方公议会后

来过渡和改组为新式商会，因此公议会在一

定意义上可被看做中国近代商会的前身。而

在公议会出现之前，行会是传统中国商业领

域中存在的商人组织。行会的功能一般有两

个：一是联结同业，增强自卫力量，以便与不

利环境相抗争，如反对贪官污吏的勒索、对
抗外来商品竞争等等；二是统一行规，如规

定生产规模、招工人数、产品价格等。
1861 年营口开港以后，随着东北经济

向近代化方向发展，商人和商业经营呈多元

化。当时在奉天省经营商业的，不仅有本省

商人和外省商人，还有相当多的外国商人，

尤其是日本和沙俄的商人。在这种情况下，

本地区同业经营者组成的行会对维护商人

利益已显力不从心，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组

织来参与商业竞争，公议会就是在这种情况

下产生的。大体在同治末年，盛京成立了公

议会 [1]163；1900 年，大连成立了洼口公议会

（大连当时称洼口）[2]50；1904 年，安东所有工

商铺户也成立了“市民公议会”[3]117。
公议会在区域社会中颇具实力和影响。

在商业上，公议会不仅管理商务，组织商人统

一行动、集体参与竞争，而且左右市场，尤其

控制银钱、典当、粮食等行业；在社会生活中，

有的地方公议会负有社会的消防、警察之责，

有的负责地方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审理，有的

替官府征收赋税，甚至发行地方钞票，“俨然

如行政官府”[2]50。时人所作的《沈阳百咏》描绘

说：“众商向立公议会，东西各分四旗，每值祝

嘏酬神，则于东南角楼外及攘关外搭台演剧，

高插大旗，并书‘奉旨’字样。众商此时往往假

威以欺凌民庶，地方官莫如何也。”[1]164 官借商

势、商借官威、官商勾结，是传统时期中国社

会经济领域的固有现象，这一现象表明公议

会尚不具备近代民间商会的性质。
二、奉天商务总会与分会（1906—1931）
1901 年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中央大

员和地方各省主张兴办商务总会以兴商增

税。1902 年，盛宣怀奏请朝廷准设上海商业

会议公所；1903 年，天津也成立商务公所。此

为中国近代商会的雏形。1903 年，清政府设

立商部，并筹划设立商会，颁布《商部奏劝办

商会酌拟简明章程折》。1904 年，清政府又颁

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规定了商

会设立的宗旨、会董的选举方式、商会的活动

等内容，要求“凡属商务繁富之区，不论系会

垣、系城埠，宜设立商务总会，稍次之地设立

分会”[4]22；1906 年又规定，“嗣后各府、州、县
中，如已设立商会而各村镇尚有续请设立者，

即令定名为商务分所，与各该处总分会设法

联络”。在此过程中，1904 年上海和天津商业

会议公所和商务公所率先过渡为商会。
“新政”在东北推行的过程中，按照政府

和商部的要求，1906 年 3 月，奉天省设立商

务局，派员分赴各地劝办商会。根据 1906 年

商部上奏的《商部奏奉天设立商务总会折》
所称：“臣部据盛京将军赵尔巽咨称奉天自

开办商务总局以来，首以设立商务总会为宗

旨，尝向众商推诚布公，设法开导，拟为省城

设立商务总会一所”[5]，可知奉天商务总会在

此时宣布成立。《东三省政略》也记载奉天省

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成立商务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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