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商│先│贤

历史传承，继往开来。江苏，是中

国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苏商，是民族

自立自强中的担当者。

 



张謇：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2020 年 11 月 12 日，在江苏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南通博

物苑，参观张謇生平展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

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是中

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张謇，1853 年出生于江苏通州（今

南通）海门常乐镇，祖上都以农商为

生。为改变家庭命运，他从小就被

父亲送入私塾学习。1894 年，

41 岁的张謇高中状元，被授予

翰林院修撰，步入仕途。

不久后，中日甲午战争爆

发，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

的《马关条约》，激起张謇极大

的愤慨和忧虑。当时的中国士大夫

一向耻于经商，但张謇却认为只有发

展民族工业，才能抵制帝国主义侵略，

于是毅然放弃功名仕途，回乡创业办厂。

立志从商之后，张謇便开始“实业救国”的实践。

他发现当时中国输入的最大宗商品是棉纺织品和钢

铁，遂意识到棉纺织业关系人民生活、制铁事业关

系国家生存，发展棉、铁两业，“可以操经济界之

全权”。

于是张謇大力倡导并践行“棉铁主义”。1895

年，他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大生”二字源自《易

经》：“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寄托了张謇的理想——

天地间最大的事，便是国计民生。

大生纱厂自开工后规模不断扩大，先后建成四

个纱厂，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纺织企业系统。张謇还

先后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大达轮船公司、复新面

粉公司、资生铁冶公司、淮海实业银行等数十家企

业，并投资江苏省铁路公司、镇江大照

电灯厂等企业，为我国近代实业贡献

了毕生精力。

此外，张謇还主张“父教

育而母实业”，认为“实业与

教育迭相为用”，倡导通过实

业壮大国力，又通过教育来为

国育才。在发展实业初见成效

后，他便运用积累的资金着手

创办新式学校。1903 年，中国第

一所民办师范——通州师范学校开

始招生。此后，张謇独自创办或参与创

办师范、纺织、医学、农业等高等学校和职业、

专科学校近 400 所。他的教育思想与办学实践，在

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张謇认为，博物馆可以起到补充学校教育的作

用。于是在 1905 年，他在南通濠河之畔创办了中

国第一所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为了办好博

物馆，张謇除了自费购地建馆外，还捐出自己的藏

品，向社会征集展品。早期的南通博物苑陈列自然、

历史、美术、教育文物与标本，已经是一个综合性

的博物馆。

张謇终生抱定“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信念，

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和教育事业作出巨大贡献。我

国万米级载人深潜器科考母船被命名为“张謇号”，

就是为了弘扬张謇实干兴邦的理念。

 



 

盛宣怀：近代中国第一代实业家
盛宣怀出生于常州一个名声颇著的官绅家庭。1866 年，盛宣怀

中乡试秀才，随后三次都没能考中省试；转而注重实业，致力于资本

主义工商业的创办和发展。

1873 年，盛宣怀担任轮船招商局会办。

1876 年底，他说服两江总督沈葆桢借

给轮船招商局官款 100 万两，由此筹

得购买美商旗昌轮船公司的船只和

其他财产的基本款项，使轮船招商

局的船只扩大到原来的两倍以上，

增强了竞争力。1885 年，盛宣怀

担任轮船招商局第一任督办，他根

据自己“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

督不能防其弊”的原则，对轮船招商

局进行组织整顿，厘订用人、理财章程

各十条。至 1902 年底，盛宣怀既是轮船招

商局总经理，又是最大的股东。

轮船招商局举办成功，股份有限公司被社会接

受。这是中国第一家自主的轮船公司，也是官督商

办企业的一个最早的样板。该公司成为中国引进新

式工业的主要例子，在中国早期企业界有着杰出的

地位。

1880 年春，盛宣怀按轮船招商局的模式，用

公开招股的方式筹集资金，用以架设天津至上海的

电报线。1881 年 12 月，津—沪电报线完工，以盛

为总办的电报总局在天津成立，他开始吸引商人投

资。1882 年 4 月，盛宣怀将筹集的商人资金归还

政府的垫款后，电报局正式改组为官督商办企业。

在盛宣怀主持下，电报局接办了苏、浙、闽、粤、湘、

鄂、赣、鲁、东北、西北、西南等省区的电线，并

与丹麦和英国的电报公司进行了广泛的谈判。1887

年，电报局与洋商英国大东、丹麦大北公司签订《华

洋电报三公司会订合同条款》，即电报“齐价合同”，

既收回了利权，又有利于中国电报事业的

发展。

电报是洋务运动中最成功的事

业，也是商业化最迅速的案例。

不仅短期敷设了一个覆盖全国的

近代化通信网络，而且电报局

也被认为是晚清中国最成功的企

业。盛宣怀以一个传统的中国人，

同时担任道台和一批新式工业企

业的经理的突出能力，为中外人士

所公认。

直至 1890 年，中国还没有机织棉纱

和棉布。1893 年 10 月，盛宣怀开始重建被完全焚

毁了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盛宣怀通过从民间招集资

本，加上所剩的旧公司资产组成一个新的官督商办

企业，称之为“华盛纺织总厂”，成为中国人控制

下的第一家新式纺织厂。作为中国第一个成功的新

式棉纺织厂的首脑，盛宣怀已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家

的领袖。

盛宣怀的另一大功绩是，在汉阳铁厂的基础上，

经过 12 年的努力，建成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

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

盛宣怀主持或参与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有重工

业（煤铁矿和钢铁厂）、轻工业（棉纺织厂）、交

通业（轮船公司、电报局和铁路）、金融业（新式

银行），表现出显著的系列性和多样性。他走的是

一条“创业”与“创新”的路，一条“实业强国”

的路。盛宣怀在当时的环境下能取得这么多成就，

无愧为“近代中国第一代实业家”。



沈云沛：中国商界之嚆矢

与张謇同一时期，连云港也走出过一位实业报国的官绅，他

就是被清廷赞为“筚路蓝缕，开启山林”“中国商界之嚆矢”的沈

云沛。

出生于连云港海州名门望族

的沈云沛，17 岁时考中举人，

与张謇是甲午同科进士，历任

翰林院编修、农工商部右侍

郎、署理邮传部侍郎、吏部

右侍郎、浦信铁路督办、资

政院参政等职。

在实业救国的浪潮下，沈

云沛在家乡兴办实业。1895 年，

沈云沛创办海州第一个现代企业海

州种植试验场，引进试种棉花、湖桑

养蚕、花生，开中国农业种植试验之先河，

成为全国农业种植试验的一面旗帜。1898 年，沈

云沛创办果木试验场（洪门果园），进行果木引种

栽培试验，平整治理洪门 1600 余亩荒滩乱岗，培

养引进 10 万株美国葡萄、苹果种苗，以及国内桃、

古安梨、鸭梨、黄梨等佳植。1898 年，沈云沛等

集资成立树艺公司，开发“纵横三百里”的“云台

山官荒旷土”，使荒芜二百余年的云台山呈现一片

生机。

沈云沛兴办实业的目光不光只看到海州。他在

新浦开办油厂，生产茶油和桐油由临洪口出海远销

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开办甡茂商行，经营土产

交易，以“甡”字为头的商业联盟在新浦不断发展

壮大。沈云沛还与另一位连云港籍实业家许鼎霖联

合创办海赣垦牧公司，开发海州、

赣榆及山东日照的鸡心滩和燕

尾滩 4000 余顷土地。

借鉴张謇兴办实业的方

式，沈云沛兴办海州织布厂、

洋胰厂、甡泉槽坊、甡泰油坊、

南京利民柞绸厂、中国土货运

销公司、南京供销运输公司、

南北货贸易公司、锦屏公司等，

并与许鼎霖合办之耀徐玻璃厂、铅

笔厂等共 30 余个实业。其中，锦屏

公司意外发现磷灰石，成为中国历史上第

一家开采磷矿石的公司。

此外，在沈云沛苦心运作下，清廷奏准海州“自

开商埠”，使海州率先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自开商

埠；先后 15 次筹谋陇海铁路，力主陇海铁路一直

往东修到海州，确定当代连云港大陆桥头堡的重要

地位；开办海州学堂（海州中学及海州师范的源

头），使旧式的石室书院成为中国第一批“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的新式学校。

如张謇之于南通，沈云沛对连云港工商业乃至

苏北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

作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统计，沈云沛是中国近代

13 个实业巨子排名第二者，投资总额达 114.5 万元，

占全国投资总额 999.75 万元的九分之一。

盛宣怀：近代中国第一代实业家

 



 

陆小波：镇江民族工商业杰出代表

陆小波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民族工商业者。他一生实业救国、兴学

育才、造福桑梓，对镇江地方各项事业有着非凡的贡献。

陆小波自青少年起，即在镇江从

事工商事业，为镇江的经济发展和

近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陆小波

15 岁入元同钱庄担任学徒。满师

后，先任元同钱庄司账，后任走

街。在镇江开设慎康钱庄、元益

钱庄，并投资和集资兴办过 20

多家企业。

陆小波牵头创办了镇江第一家

自来水厂。1922 年前后，镇江连续发

生多次大火灾，市民生命财产损失很大。

特别严重的一次火灾发生在天主街、银山门一带

人口密集居住处，几乎烧掉了一条街。可是当时英

国领事馆不但见灾不救，反而提出苛刻条件：“以

小时计算水价，先付银子后给水，到时间立即停水，

再用再议价钱。”英国领事馆的专横和苛刻条件，

激起镇江地方人士筹建自来水厂的决心。1924 年 6

月，由陆小波等人筹资的镇江第一救火会自来水厂

建成投产。

陆小波是镇扬汽车运输公司创始人之一。该

公司是我国民办公路汽车运输中最早的企业之一。

1922 年冬，镇江至扬州的公路建成。翌年 1 月，

用轮渡在镇江和六圩间进行运输，这是镇江至扬州

的第一条民办公路的联运线路。

陆小波还在镇江创办了蚕种场，闻名全国。镇

江蚕种场先后培育出了“华六”“华七”等优良蚕

种品种，深受当时江浙两省蚕农欢迎。1949 年镇

江解放后，四益育种农场改组成为

江苏省蚕种场。蚕丝研究所改组

成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丝研究所，

培育的“苏 3 秋 4”“苏 4”

蚕种具有制种容易、产量高、

丝质优良等特点。

在实业救国的同时，陆小

波还以“振兴国家必先育才”

相号召。1920 年，陆小波、胡健

春等工商界人士倡导筹办私立润商

学校。1926 年 10 月，陆小波与冷御秋

等人创办私立镇江女子职业学校，将慈幼工厂

的厂房连同基地赠给学校。1931 年开办私立镇江

京江中学。

在陆小波的积极倡导下，镇江各行各业先后创

办了航业、江汉、达仁、培初、安仁、武肃、广启

等小学。抗战胜利后，陆小波动员工商界同仁兴办

了一批私立小学。各类学校开办后，陆小波不仅把

自己的孩子送去读书，还把许多困难的邻里乡亲的

孩子介绍到学校去读书，并减免学费，使许多贫寒

子弟有了读书的机会。1962 年，陆小波响应周恩

来总理动员工商界人士办学的号召，带头出资，创

办团结中学。

陆小波一生创办学校数十所，为中华民族培养

了大批人才，其主旨就是要使国家昌盛富强。他时

常对人说：“大家都有了知识，民族才有希望，国

家才有前途。”



范旭东：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
在如今的南京江北新区大厂街道，竖立着一座雕塑像，他正是

范旭东先生——中国化工实业家、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一个

毕生奉行实业救国的创业英雄，用心血谱写了一部创业史诗。他被

称为“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

南京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1934 年，经

范旭东亲自率队勘测厂址，在南京六合县

卸甲甸创办了“远东第一大厂”——

永利铔厂，即中国石化集团南京化

学工业有限公司前身。1937 年 1

月，南京永利铔厂竣工。随后，硫

酸厂、氨厂和硫酸铵厂相继一次开

车成功，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硫酸

铵，以此开创中国化肥生产的历史。

其所生产的“红三角”肥田粉畅销江

苏、浙江等省，并出口东南亚，成为当

时民族化工中的代表产品。

之后，抗战全面爆发，永利铔厂接受军需任务，

转产硝酸铵，日夜赶制炸药，送往南京金陵兵工厂。

同时，永利铔厂还把一百多台最好的机床集中到厂

外的山洞里，搭起芦苇席棚，加工飞机用的炸弹。

“国难突发，公司匆促西迁，只为不甘心为暴

力所劫持，且承朝野热心同志之维护，始得在川重

整旗鼓，其志至壮，其情堪悯！”时局艰难，范旭

东和他的同仁们想尽千方百计，尽最大努力，挽救

民族化学工业。

从 1937 年建成投产至今，永利铔厂栉风沐雨

80 多年，见证了我国化工工业从无到有、从有走

向辉煌的发展历程。

1937 年，永利铔厂下线国内第一包化肥——

红三角牌肥田粉（硫酸铵）；1956 年，永利宁厂

机械分厂自行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多层包扎式高压

容器；1958 年，南京磷肥厂建成国内最大的湿法

生产普通过磷酸钙装置；1983 年，南化化机厂设

计、制造国内第一台直径2.8米尿素合成塔；

1987 年，南化化机厂制成国内最大、

直径 3.6 米纯碱煅烧炉；1996 年，

南化化机厂制造国内最大用于扬子

巴斯夫 EB/SM 装置的乙苯 / 苯乙

烯分离器；2022 年，南化公司“兰

花牌”橡胶防老剂产品 6PPD 和

TMQ 成为全球首例获得权威认证的

橡胶防老剂碳中和产品。

历经千辛万苦，范旭东所创办的永利

铔厂为中国化学工业缔造了多个“第一”，其

不仅是中国化学工业的摇篮，更是谱写精彩华章的

“时代引领者”。2018 年，永利铔厂更是入选首批“中

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如今，在范旭东广场上竖立着范旭东先生的全

身铜塑像，像高 6.2 米，寓意先生 62 岁，连同基

座高 10.24 米，寓意先生生辰为 10 月 24 日，塑像

底座的黑色大理石上刻着金字：“1883—1945，

范旭东，侯德榜敬书。”

大江东去，时事变迁，当年，中国近代民族化

学工业创业艰难，但正是有像范旭东、侯德榜这样

的爱国实业家和科学家怀揣民族大义，走遍千山万

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

以坚韧不拔、威武不屈的气概，于国家危亡之际，

将自己的毕生奉献给了他们所忠于的信仰和事业，

创造出“远东第一大厂”的奇迹，开创了中国化学

工业的新纪元。

陆小波：镇江民族工商业杰出代表

 



 

刘国钧：民族纺织业巨子

刘国钧，江苏靖江人，幼年家境贫寒，曾在常州奔牛做学徒，后从商创

业。基于 1914 年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而掀起风起云涌的抵制日货运动，

刘国钧坚定了提倡国货和发展实业的决心，并选址常州作为其一生创业的基

地，所依托的是常州经世致用的创新土壤。

谈及创办实业的心路历程，刘国钧曾言“自

己只在私塾读书一年，未曾进过学堂，办

此机械织布新工业，学识不足。但想外

人非生而知之者，制造机器，无中生

有者很多”，“自信只要功夫深，

铁亦磨成针”。正是这种“无中生有”

的创新精神，让刘国钧从学徒逐步

成长为企业家，精研技术和管理，

成为创造民族工业“罕见的奇迹”

的爱国实业家。20 世纪初西方的科

学管理理论和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带

来的飞速发展深深影响着民族企业的创

新，刘国钧把这种探求技术和管理之道的艰

辛，喻作“真像唐僧取经一样的艰巨”，“远涉重洋，

去访求制造、产销、技能等情况”，在国内率先推

行“盘头纱”“筒子纱”，最早研发出灯芯绒和丝

绒等产品。

至 1937 年抗战前，大成企业所纺细纱已达 62

支，这在民族纱厂中甚少能达到。大成所生产的“大

成蓝”、“蝶球牌”细布、“双兔牌”绒布、“英

雄牌”斜羽绸、“征东牌”贡呢、哔叽、各种印花布、

条子漂布和“六鹤”纱等产品畅销国内，甚至远销

南洋。

在 30 余年的创业历程中，刘国钧先后创办或

改组的企业遍及常州、上海、武汉、重庆、香港等地，

达 10 余家。毛泽东曾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

科书〉下册谈话》中，盛赞大成企业对技术的创新。

马寅初直言，“像大成公司这样八年增长八倍的速

度，在民族工商业中，实是一个罕见的奇迹”。

吴景超在《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检讨》一文

中，曾力证在洋货激烈的竞争下，技

术创新和管理得法的民族工业仍大

有可为，所举例证便是刘国钧所

创办的大成企业，已然成为民族

实业创新的代表。陈光甫曾言：

“张謇、卢作孚、范旭东和刘国钧”

是其一生最钦佩的四位实业家。

为 表 达 创 办 实 业 的 决 心，

1914 年刘国钧将原名“金生”改为

“国钧”，意为要“为国家分担责任”。

正是强烈的家国情怀，使得刘国钧所创办的

企业走得更高更远。对于义利之辨，刘国钧指出，

相对于个人的“利”，国家工业化的“义”更为重要，

人人都应为早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国家的强大而

努力。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其后刘国钧为了国家工业

化所表现出的“舍利取义”的家国情怀。

让中国成为“世界棉王国”是刘国钧一生追求

的目标，通过企业的发展，刘国钧坚信“世界棉王

国”的宏图可以实现。1944 年，刘国钧提出《扩

充纱锭计划刍议》，直言“纺织工业投资小、周转

快、收益大，是积累资金、发展工业的重要途径”。

黄炎培曾言：“刘国钧倡纺织最早，人呼为甘地。”

在创业过程中，“家国同构”的担当精神，促使刘

国钧有着明确的实业救国抱负和追求，务实求真，

创新探索本土工业化的发展之路，并为之而积极努

力。



刘鸿生：在苏州创业的“火柴大王”
如今在苏州阊胥路的护城河游船码头边，有一幢两层的民国建筑，便

是当年的苏州鸿生火柴厂。作为苏州市控保建筑，鸿生火柴厂见证了苏州

民族工业的辉煌。

刘鸿生 1888 年生于上海，他精明能干，

做生意有头脑、讲诚信，而立之年便成为

上海滩拥有码头的“煤炭大王”，完

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

当时“洋火”等洋货充斥中国

市场。刘鸿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决心从兴办民族火柴实业入手投

资实业，与“洋火”等洋货一争高

下。1920 年他在苏州创办鸿生火柴

厂，全厂拥有各式设备 40 余台，职

工 1700 多名，每天能生产火柴 40 多箱。

此时，瑞典和美国资本背景的国际火柴

公司对鸿生火柴厂虎视眈眈，企图收购鸿生火柴厂，

遭到刘鸿生的拒绝。他在给业内同仁的一封信中称：

“我刘鸿生的工厂只有开的，没有关的；只有买的，

没有卖的。”国际火柴公司见收购不成，转而采取

以成本半价的倾销策略，招致华商火柴厂纷纷倒闭。

刘鸿生号召华商火柴厂“抱团取暖”，实行“同业

联合，一致对外”。在其多方奔走下，全国火柴同

业联合会成立。

1930 年 2 月，经刘鸿生的多方努力，鸿生火

柴厂、上海荧昌火柴厂、中华火柴厂三家拟订了三

公司的合并大纲，三个月后达成合并协议，成立“大

中华火柴公司”。他被董事会聘为总经理。

1932 年 9 月 20 日，刘鸿生写信给留学英国

的几个儿子：“现在，我正集中精力于企业合并。

例如，我的夙愿是把所有的火柴制造厂及其有关企

业归并在一个庞大的联合公司之中。我力图把这一

特殊行业发展成为一个巨型的民族工业。……我这

种努力并非出于自私，因为我想，只有用这

样的组织手段，我们才能真正地发展和

保护我们的民族工业。”

如何发挥合并的优势，与“洋

火”竞争呢？为此，刘鸿生技术 +

管理 + 营销三管齐下。首先，总

事务所下面专门设立了技术课，

研究并解决了火柴头容易受潮的大

难题，品质达到瑞典名牌“凤凰牌”

的标准。同时建立起一整套生产、销

售、财务管理制度，统一产品规格标准。

严格核算成本，找出问题，改进工作，生产

效率大大提高。营销则是他的老本行自不待说。合

并当年的下半年，“大中华”就有了盈余，纯利超

过 11 万元。

不久，大中华火柴公司的年生产能力达到 15

万箱，资本激增至 365 万元，成为中国最大的火柴

公司，而刘鸿生也实至名归地得到了“火柴大王”

的称号。

1956 年，私营鸿生火柴厂与中南火柴厂等 4

家企业合并，改组为公私合营鸿生火柴厂。1966 年，

企业改名为苏州火柴厂。1992 年，工厂和苏州新

湖村联营成立苏州鸿生火柴有限公司。随着打火机

进入中国市场，火柴业迎来沉重打击。1998 年 7 月，

鸿生火柴有限公司解体。

如今，鸿生火柴厂仅剩下一幢民国时期的洋房

伫立在苏州护城河畔。但作为苏州现代工业的标志，

这座小楼不仅是苏州环古城风光带的一景，也是老

苏州心中永远不会熄灭的“星星之火”。

 



 

薛寿萱：中国的丝茧大王

薛氏是无锡的大族，于明代迁居到无锡，曾有“薛半城”

之称，意思是无锡城有一半都是薛家的地盘。其中，又以薛福

成、薛南溟、薛寿萱祖孙三代尤为出名。

薛福成是清末外交家、洋务运动

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曾撰写《筹

洋刍议》，主张发展工商业，

实行关税自主，在中国近代思

想史上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和

影响。薛南溟为薛福成长子，

光绪二十年，因父丧丁忧回

家， 从 此 弃 官 经 商。1896

年，在上海开办永泰丝厂，

推行先进的管理制度，加强

员工技术培训，创出“金（银）

双鹿”品牌，畅销意法等国，并

在约纽万国博览会获金奖。到 20 世

纪 20 年代初，名下已有永泰、锦记、隆

昌、永盛、永吉 5 家丝厂，成为中国丝业大王。

1925 年，薛南溟将上海永泰丝厂迁回无锡，并把

厂务全权交给三子薛寿萱，从此开启了永泰丝厂

的辉煌时刻。

薛寿萱（1900-1972），名学濂，1921 年曾

赴美伊里诺思州立大学学铁路管理和经济管理。由

于有留美背景，又对当时蚕丝业发展较快的日本做

过详细的考察，薛寿萱积攒下丰富的经管理念。从

父亲手中接过永泰丝厂后，他运用在美国学到的经

营方式，全面改革丝厂，广纳人才、投资创建“华

新制丝养成所”，培训工人掌握当时世界上最先进

的生产技术。薛寿萱还十分注重设备的更新换代，

他购买西洋新式机器，并聘请专家自

主设计制作出我国第一台立缫车。

此外，薛寿萱还懂得从源

头上控制产品质量，创办永泰

蚕事部，在无锡多地开办多

个蚕种制造场，生产“永”

字牌改良蚕种，从原材料上

提升产品质量。销售上，薛

寿萱也有一套，为摆脱洋行

束缚，他发起组织生丝贸易

公司。此外，他还委托他人在

美国成立永泰公司，并在伦敦、

巴黎、墨尔本等地聘用销售代理人，

直接外销生丝，此举直接让永泰丝厂的

生丝出口量占到上海出口总量的一半。1936 年，

薛寿萱筹资 100 万银元，以浙江兴业银行为后盾，

联合无锡 36 家丝厂成立无锡兴业制丝股份有限公

司，自任经理。将部分设备落后、产品低劣的小丝

厂租赁后予以关闭，全市主要丝厂均通过永泰渠道

向国外销售生丝，以实现内联外挤、提高与日商丝

厂的竞争力。几年间，无锡生丝外销量占到全国总

量的 54.6%。

正当薛寿萱准备在缫丝工业上大展身手时，抗

战全面爆发，随着日军入侵，丝厂、机器遭到摧毁，

永泰企业更是遭受灭顶之灾，一代丝业传奇就此淡

出了人们的视野。



杨延修：万金献大业 自奉若啬夫

杨延修，泰州人，拥有 80 年党龄的他，曾是中共在国统区

第三条战线的秘密战士、红色商人，其一生波澜壮阔，充满传奇

色彩。

1924 年，杨延修进入上海英商洋行保

险部做练习生。此后的斗争生涯中，保

险成为他的掩护身份之一。1933 年，

为筹集活动经费抗敌御侮，杨延修

和卢绪章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广大

华行，经营药品、医疗器械的邮

售业务。1935 年底，杨延修等

公司创始人在浙江嘉兴南湖召开

会议。经过讨论，公司决定积极

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读书活动和爱

国活动，将早日建立进步的有影响的

青年社团作为广大华行的主要目标。这

一决定对以后广大华行成为党领导下的秘密

组织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

走向高潮。在杨延修、卢绪章推动下，1936 年 10 月，

以广大华行等为核心的“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成

立。1937 年 9 月，党组织在联谊会建立党支部。

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江

苏省委经过慎重考虑，于 1940 年年初决定以广大华

行作为掩护，并把它改建为党的秘密工作机构。广大

华行的党组织由周恩来亲自指导，党对广大华行党组

织一般是单线联系，与地方党组织不发生任何联系。

在 2010 年的一篇专访中，杨延修自述：“广

大华行肩负三大任务，第一是为党中央筹措经费，

第二是为一些从事地下工作的领导同志建立交通安

全线，第三是搜集秘密情报。那时，广大华行的事

业已经很成功，社会地位、经济基础都具有掩护的

性质。我们不仅做西药，还做五金器材、纸张等，

交通线已经做通了越南海防、香港、昆明、

重庆、西安、兰州等地，一直通过新

疆过境到苏联，甚至后来美国、英

国、日本、印度等地我们也打通

了，设立了分支机构。”

杨延修与中统头目陈果夫

合办了声名显赫的上海中心制

药厂，并利用在法商保太保险

公司工作时与法籍经理的关系，

打通法国在越南海防的海关，抓

住昆明交通中转的优势，大力开展

货物运输及保险业务，建立了由上海

经香港、越南海防到昆明、贵阳、重庆、

成都等地一直通往新疆边境到苏联的运输线，取

得丰厚的利润，还寻到不少商机。

晚年，杨延修参与筹建了改革开放后首家民营

企业——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以及爱建特

种基金会。他曾感慨：“我的文化水平低，只读到

小学四年级，我做过皮匠，当过茶房，也做过其他

底层工作。后来地位高了，也不断地进行补习，到

今天文化水平仍然不是太高。我虽已百岁高龄，但

还要继续不断地学习，努力跟上社会的进步，尽可

能在有生之年为党和国家多做些事。”

2017 年 1 月 1 日 22 时 36 分，杨延修在上海

逝世，享年 106 岁。他生前立下遗嘱，叮嘱了三条。

第一条是丧事一切从简；第二条是不许向组织提任

何要求；第三条是向扬桥中心小学捐赠 20 万元作

为教育基金，这 20 万元是他全部的退休金。万金

献大业，自奉若啬夫，可以视为其一生写照。

薛寿萱：中国的丝茧大王

 



 

荣毅仁：从“荣公子”到红色资本家
荣毅仁 1916 年出生于江苏无锡。用现在的话说，他是含着

金汤匙出生的——他的父亲荣德生号称“棉纱大王”，伯父荣宗

敬号称“面粉大王”。彼时，荣毅仁有“荣公子”的称号。

荣毅仁在读大学时就常到家族企业里住厂

实习。上海解放前夕，荣毅仁已在家族企

业中身居高位。在当时不少民族资本

家人心不稳、迁移资产的风潮中，

他和父亲达成共识：“我不走，我

留下”。

1954 年 5 月，荣毅仁响应党

和政府号召，提出对申新纺织公司

等荣氏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在完成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

起了带头作用，被称为“红色资本家”。

1957 年，荣毅仁当选上海市副市长，这成

为其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新起点。1959 年，荣毅仁

调任纺织部副部长，回到了最熟悉的行业。

1979 年 1 月 17 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请胡

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古耕虞五位老工商业

者吃涮羊肉，提出“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接

受重托的荣毅仁几经考虑，决定办一家信托公司发展

经济。1979 年 10 月 4 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荣毅仁出任第一任董事长。

筹办之初没有办公场地，荣毅仁就把自家小

院贡献出一部分；1979 年国务院拨付的启动资金

花完了，后续资金尚未到位，他就拿出自家的存款

1000 万元借给公司作为周转资金……

中信成立后，没有地方办公。荣毅仁认为，改

革开放后住房需求将十分旺盛，因此他在公司创办

之初就前瞻性地设立了房地产部，明确把房地产作

为商品经营。按照“自己筹资、自己经营、自己建造”

的方针，中信投资建设了北京国际大厦。这是中国

第一座高档涉外商务办公楼。

作为对外开放窗口，荣毅仁领导下的中信

是最早在发达国家投资的国企之一。无论

是布局哪一产业，投资哪一国家，中

信基本都是在国际市场筹集资金，

然后进行投资。借此模式，中信得

以用最少的资金成本，布局了多

个具有战略意义乃至政治意义的

项目。

在荣毅仁的领导下，中信成立

不到十年，就已经在国际上闯出了名

头，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一个窗口。

1987 年，荣毅仁被评为世界 50 位最富

魅力的企业家之一。但荣毅仁又不止是一位企业家。

改革开放后，他先后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任职多年，

立足中信的实践，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进行

了深入思考，很好地发挥了政治家的作用。

1985 年 7 月 1 日，荣毅仁夙愿得偿，光荣地

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但仍然以

党外人士的身份主持中信公司工作，直到离开中信。

1993 年，荣毅仁当选为国家副主席，告别了

中信。此时的中信已经由十几个人发展到 3 万多人，

拥有中信实业银行等 13 个直属公司、7 个直属地区

子公司、6 个下属公司、7 个直属海外子公司，公

司总资产已超过 800 多亿元人民币。

荣毅仁此次的职位变动，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充

分关注。德国《柏林日报》在一篇评论中指出：“（这）

向国内外特别是向争取其投资的数百万华侨表明，中

国领导人认真对待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决心。”

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荣毅仁俨然成了中国对

外开放的象征和晴雨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