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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江南制造局的 !内迁"
%%%兼论中国工业发展中的战略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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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民

!摘要" 江南制造局自创办之初即有迁设内地之议$ 此后! 大臣英翰+ 裕禄+ 曾国荃+ 荣禄等! 都不同
程度上奏表示过类似意见+ 建议$ 光绪二十九年+ 三十年! 张之洞先后联名袁世凯+ 魏光焘上奏过两个移
建计划! 光绪帝批复 "再行筹议#! 并遣铁良再度亲往考察$ 对铁良的覆奏! 光绪帝依然谕旨 "政务处+ 练
兵处议奏#$ 历经四十年! 江南制造局内迁最终未能真正施行! 但其所反映的却是中国工业化发展中的战略
纵深建设这一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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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工业化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始终有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萦绕着海内外学者"
例如中国工业化开始于重工业还是轻纺工业" 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的空间布局" 中国经济
发展中沿海与内地的关系等等+ 这些问题不只是学术问题" 也不只是单纯的经济问题" 而是涉及
国家发展战略甚至战略安危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大国" 大国工业* 大国经济自有大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 其中一个十分重要
的问题就是大国的工业* 大国的经济在它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 要素的配置是应该以交易成本较
低的沿海地区和城市为主" 还是以广阔的内地为主) 大国的工业与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是否应该
建立起与大国的广袤疆土相适应的战略纵深等等+ 所有这些" 除了理论上的探讨之外" 历史的经
验同样值得借鉴+

!’+ 余年前" 当近代中国最早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在上海建立之后" 就已经遇到了这
一问题" 回顾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 分析其中的奥妙* 原由" 对于我们理解近代以至现当代中国
类似的历史亦不无教益+

一# )江南造船厂厂史* 对江南制造局 $内迁% 的研究

江南制造局是晚清最重要的军用工业企业+ !* 世纪末* #+ 世纪初" 关于江南制造局的内迁
之议是一件涉及朝廷内外* 影响全局的大事件+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世纪 &+ 年代" 在
著名学者黄逸峰* 蒋立的带领下" 著有 ,江南造船厂厂史-" 至今仍被认为是有关江南厂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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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著作+! 翻拣该书" 有关江南厂 $内迁% 问题的记载及表述的内容大致如下#
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 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马关条约’ 以后! 感到 "战舰凋

零! 海权全失--海防仍一无可恃! 况制造厂局! 多在滨海之区! 设有疏虞! 于军事极有关
系#2 "亟应未雨绸缪! 移设堂奥之区! 庶几缓急可恃#$ 于是! 便提出了把沿海军事工厂移
设内地的计划$ 江南制造局因规模最大! 又地处上海! 故成为迁设内地的重要对象$

江南制造局迁设内地的建议! 首先是清皇族荣禄于 !&*" 年 !+ 月向清廷提出的$ 荣禄除
一般的提出所有军火工业应即迁设内地的理由外! 还特别强调 "上海制造局! 购有炼钢机
器! 因其地不产煤铁! 采买炼制! 所费不赀! 以致开炉日少! 似宜设法移赴湖南近矿之区!
以便广为制造# 云云$ 同年 !# 月 #’ 日! 清廷即正式下令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根据荣禄这一建
议拟议办法$

!*++ 年八国联军侵华迫使清政府进一步屈服以后! 清政府感到江南制造局内迁更有必
要! 又饬令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负责筹划此事$ 于是! 张之洞于 !*+% 年 # 月! 向清廷提出
了一个 "整顿旧厂新造分厂# 的全面计划$ --张之洞以上意见提出后! 即调任湖广总督!
两江总督由魏光焘接任$ 清廷即将张之洞的建议批令魏光焘会同张之洞再作详细筹划$ 魏+
张再度筹划结果! 于 !*+( 年又提出新的补充建议--新计划拟定经清廷批准后! 即着手执
行$"

以上的文字内容有这样两个要点#
第一" 江南制造局迁设内地的建议首先是由荣禄提出来的" 主要的理由是原料供应不便+
第二* 迁移的筹划和计划实施" 主要是由张之洞和魏光焘在 !*+%(!*+( 年期间所做的两个

计划" 经清廷批准后" 即着手执行" 但执行的结果如何" 没有明确论述+

二# 关于 $内迁% 的最初动议

考之于现有史料" 最早提出江南制造局厂址局限" 认为必要时应迁至他地的正是江南制造局
的创始人李鸿章" 时间是江南制造局创办的当年" 即同治四年 &!&)’’+

该年八月初十日 &!&)’ 年 * 月 #* 日’" 暂署两江总督* 江苏巡抚李鸿章上奏清廷" 在奏请
购买外国铁厂" 合并原有枪炮局" 设立江南制造局的同时" 也明确表示在 $上海虹口地方设局"
于久远之计" 殊不相宜" 稍缓当筹款另建房屋" 移至金陵沿江偏僻处所" 以便就近督察%+#

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点# 第一" 江南制造局从成立之日起" 就已经提出了厂址是否合
适" 并且是否应该内迁的问题+ 至于内迁的地点" 虽然没有说得十分具体" 但是 $金陵沿江偏
僻处所% 的提法" 可想而知是在南京上游沿长江的苏皖之地+ 第二" 关于迁移的具体原因" 李
鸿章没有明说+ 我们或者可以将其诠释为 $厂房狭促" 不利发展%" 也可以理解为虹口地处租
界" 多有不便等等+ 但透过李鸿章的文字" 我们可以注意到的一个基本意思却是军工企业选址的
隐秘性和安全性"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稍为隐晦一些的说法" 这就是 $以便就近督察%" 说白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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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江南造船厂厂史 !&)’(!*(*-"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年+ 此后关于江南制
造局" 特别是有关该内迁事件的研究著述甚少" 主要的论文有向玉成# ,江南制造局的选址问题与迁厂风
波-" ,乐山师专学报 &社会科学版’- !**" 年第 ( 期) 向玉成# ,论洋务派对大型军工企业布局的认识发展
过程(((以江南制造局与湖北枪炮厂的选址为例-"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 ! 卷第 ( 期"
#+++ 年) 向玉成# ,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布局的发展变化述论-"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 #(
卷第 # 期"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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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 !*#* 年影印本第 !& 册+



是要有利于地方封疆大吏的控制+
在此之后" 一直到荣禄光绪二十三年 &!&*"’ 十月上奏之前" 大臣英翰* 裕禄* 曾国荃等

人" 都不同程度地在奏折中多次表示过类似的意见和建议+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 &!&"( 年 !# 月 !! 日’" 在江南制造局开办了大约十年之后_升任

两广总督的英翰* 安徽巡抚裕禄联名上奏#
臣更有私虑者! 现在津闽沪机器各局! 当时皆设立海口! 取其运造便捷! 取裁较易$ 然

平居无事之时! 或可耦俱无猜! 而阅时既久! 成效既著! 比族之心! 难以轻测$ 亦不能不豫
求变通! 以防意外之事$ 此次拟设江防兵轮! 除外洋购办外! 其内地设厂自制之船! 或由闽
沪各局中挑选精熟匠役! 在沿江宽阔之处! 如武昌之汉口等镇! 另设一局! 专为制造江防兵
轮之用$ 抑或将上海各局! 酌量内迁! 各并一处兴造! 以昭简造而筹戒备! 此又臣等思患豫
防! 慎之又慎! 不禁为过虑之举! 亦请饬下妥议办理! 大局幸甚$!

奏折表示的意见很明确" 就是除了新建企业要考虑设于内地外" 现有的军工企业也要考虑
$内迁%+ 但奏折上呈后" 朝廷没有表示任何意见+

又过了十年" 光绪十年五月初二日 &!&&( 年 ’ 月 #) 日’" 曾国荃再次奏称#
臣于十三拜折后! 坐兵轮船会同长江提臣李成谋! 于镇江+ 象山+ 焦山+ 都天庙察看炮

台$ --上海机器局各项器具甚多! 南洋十余年精华所积! 历费不下数百万$ 他日邦交不
固! 则机器一局势必首先受害$ 不能不趁此闲暇之时! 潜移默运! 搬至金陵! 方可晏然无
惊$ 此臣私心熟计! 不敢明言! 而又不能不与北洋大臣密地函商! 次第筹划之第一端也$ "

曾国荃时任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 将江南制造局从上海移至南京" 既能实现 $酌量内
迁% 之愿" 又便于就近控制+ 但这一重大的政策建议" 依然也只是曾国荃的一厢情愿而已" 朝
廷对此的上谕是# $军机大臣等" 该署督察看沿江形势" 督饬水陆各军布置防守" 览奏各节" 尚
属周密+ 著照所请" 即派李成谋接统兵轮船" 责成该提督认真训练" 俾成劲旅" 期于有备无
患+% 对所称将上海机器局移地而建一事" 仍没有表示意见+

差不多与此同时" 在中法战争中福州船政局受兵火之扰一事的影响下" 光绪十年九月初七日
&!&&( 年 !+ 月 #’ 日’ 翰林院编修朱一新在 ,奏请在腹地设置机器局折- 中" 也提出了在内地设
军工厂的建议# $南* 北洋局皆滨海" 万一敌兵闯入" 闽厂即前车之鉴" 而内造之源又绝" 所可
恃者独金陵* 皖* 蜀诸小厂耳+ 22可否于江西* 湖北近水之处" 添置一二厂" 以备不虞+%#

此奏折虽未直接提及江南制造局" 但对于新建军工厂的选址却提出了明确的意见" 这就是地处华
中腹地的 $江西* 湖北近水之处%" 明显地较之于以前建议江南制造局内迁的 $金陵沿江% 更为
纵深+

又过了十年"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 &!&*’ 年 " 月 !* 日’" 即将回任湖广总督的张
之洞在 ,奏陈军械制造局厂布局折- 中称" 军用工厂 $若设于海口" 既嫌浅露" 且海道梗阻"
转运亦难%" 而如湖北枪炮厂" $地据腹省上游" 尤为稳固" 即江南及上下游各省需用" 一水可
达" 肆应不穷%" 如 $由江南筹款" 再加开拓" 经费即可较省%" 不仅婉转表达了对江南制造局
地理位置的批评" 而且还隐隐地流露出希望将江南厂的制造款项移于腹地省份局厂之用的意
思+$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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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所述可以认为" 早在荣禄上奏之前" 关于江南制造局迁移内地的想法" 或者是向朝廷的
政策建议应该说早已经存在+ 建局初期" 李鸿章在上奏设局的同时就表达了日后迁移之设想" 此
奏折既是送达朝廷的" 也可以视之为向朝廷的进言+ 到了英翰* 曾国荃那里" 两者都在奏折中分
别称自己的想法是 $臣等思患豫防" 慎之又慎" 不禁为过虑之举" 亦请饬下妥议办理%" $此臣
私心熟计" 不敢明言" 而又不能不与北洋大臣密地函商" 次第筹划之第一端也+% 说明已经完全
是向朝廷郑重提出的政策建议" 只是朝廷没有加以认真的理会罢了+

三# 荣禄的建议以及清廷的反应

荣禄的奏折 ,请在内地省份建立制造厂局并将上海制造局内迁片- 上奏于光绪二十三年
&!&*"’ 十月" 其中对于江南制造局设于上海口岸的种种不妥" 可以说是直言不讳+ 奏折称#

制造厂局多在滨海之区! 设有疏虞! 于军事极有关系$ 查各省煤铁矿产! 以山西+ 河
南+ 四川+ 湖南为最! 又皆内地! 与海疆情形不同$ 应请饬下各该省督抚! 设法筹款! 设立
制造厂局2 其已经设有厂局省分! 规模未备! 尤宜渐次扩充! 自炼钢以迄造快枪+ 快炮+ 造
无烟药弹各项机器! 均须购辨 (办)! 实力讲求! 从速开办! 以重军需$ 至上海制造局购有
炼钢机器! 因其地不产煤铁! 采买炼制所费不赀! 以致开炉日少! 似宜设法移赴湖南近矿之
区! 以便广为制造$ 如蒙俞允! 并请饬下各该省督抚刻日兴办! 庶武备日增而国威自振$!

在荣禄的奏折里" 不仅表示了主张江南制造局内迁的态度" 而且对于内迁之地也进一步提出
是更为纵深的 $湖南近矿之区%+ 与对以往数次类似内容奏折的反应不同" 荣禄上奏后" 朝廷对
此甚为重视+ 十二月二十五日" 光绪帝即颁旨称# 从前制造厂局多在江海要冲" 亟应未雨绸缪"
移设腹地省区" 以求缓急可恃+ 对于荣禄奏中所称各项应办事宜" 要求 $刘坤一* 裕禄* 恭寿*
张之洞* 胡聘之* 刘树棠* 陈宝箴" 各就地方情形" 认真筹办" 总期有备无患" 足以仓卒应变"
是为至要%+"

对于朝廷的这一谕旨" 时任南洋通商大臣* 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却上奏表示了不同看法+ 光绪
二十四年五月廿六日 &!&*& 年 " 月 !( 日’" 刘坤一以 $遵旨筹议上海制造局及炼钢厂繁重难迁"
据实覆陈%" 上奏朝廷+ 刘坤一首先说明" 当他在光绪二十二年春回任两江总督时" 就已经打算
$拟将上海厂局移并江宁堂奥之区%" 但据详悉情形之司道会称" 若谋移并" 劳费纷繁) 海防要
需" 难以迅速筹拨" 故而踌躇+ 而且 $上海设局经营数十年" 糜帑千百万" 近来奉准扩充" 添
设快枪* 炼钢* 无烟药* 栗色药等厂" 用宏工巨" 蒂固根深+ 毁之重劳" 更张不易" 机器大小"
诡制殊形" 按件拆卸" 糜工既繁" 置厂重制" 需款尤巨+ 兼以巧艺工匠" 萃于沪滨) 精良物料"
购自洋厂+ 转运内地" 既恐成本匪轻" 接济邻封" 亦难克期从事+% 再说" 江南制造局经费多倚
江海关关税" $即使移局湖南" 洋税仍在上海" 如以上海地方为可虑" 则洋税且将无出" 湖南留
一空局何为.% 并且说" 此意见不仅是他本人的看法" 而且 $与前北洋大臣* 直隶总督臣王文韶
往返电商" 意见相同%+# 刘坤一所奏如果是事实" 那就说明" 还在荣禄上奏折之前" 两江总督
已经有过内迁的计划" 只不过内迁的地点不是江西* 湖南" 而是南京附近之地" 但是由于实际困
难" 并没有真正实行+ 而如今在朝廷的催促下" 仍然是踌躇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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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制造局之迁移虽年有动议" 而且也得到朝廷的支持" 但其迁移不易之理却也为诸多地方
督抚所理解+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廿七日" 作为建议将局厂迁入湖南的地方长官湖南巡抚陈宝箴在
上奏中也不得不承认" $此次钦奉谕旨" 又知沪局暂难移设" 即亟与司道及各官绅筹议" 莫不以
为急务" 而以造枪及子弹为尤急%!+

由上所述可见" 从事实考证上而言" 说荣禄首先向朝廷提出江南制造局迁设内地的建议" 也
许是不甚确切或者说是略有小误的+ 然而从事情发展的规律而言" 在江南制造局创办之后长达二
十年的时间内" 始终不断有大臣上奏" 建议将其内迁" 这说明随着局势的变化以及各方力量的消
长" 这一问题始终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建议" 一次又一次地被提出+ 但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大
臣的上奏* 议论如此热烈" 但在荣禄的上奏之前" 朝廷始终保持着沉默的态度+ 这足以说明" 在
当时内外政策的许多方面" 地方与中央* 大臣与朝廷是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与政策倾向的+ 而荣禄
!&*" 年的上奏" 之所以能得到朝廷的快速回应" 明显地是受到了中日甲午战争后内外情势变化
的影响+ 数年之后" 这一重大的政策建议由于张之洞* 魏光焘具体计划的提出" 而再次被提上议
事日程+

四# 张之洞# 魏光焘的 $内迁% 计划

光绪二十九年 &!*+%’ 二月" 时署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会同直隶总督袁世凯" 一起联名上
奏了一个建新厂* 留旧厂的计划+ 内称#

臣伏查上海地方! 今昔情形迥不相同$ --该局自应遵旨移设堂奥之区! 方为正办$ 惟
是沪厂地段甚广! 工程甚大! 一经迁移! 机墩+ 烟囱+ 地基+ 石工全归无用! 若存此旧厂!
用处甚多! 故筹移厂不如设分厂$"

在此奏折中" 张之洞提出了具体的筹办建设计划共十七条+ 其主要内容包括# !* 新厂选址"
经三次派员勘察" 选定地处皖南的宣城县湾沚镇迤东启发山) #* 新厂生产能力及建设费用的预
算" 估计需银 ’++ 万两) %* 建设经费筹集" 以缩减上海老厂经费" 移拨新厂建设) (* 新厂建成
后之原料* 燃料" 就近取于汉阳铁厂及附近煤矿) ’* 新厂计划五年建成" 建成投产后" $所有
制造之事应并归湾沚新厂办理%+ 最后" 张之洞还特别强调" $上海制造局从前屡议迁移" 而皆
惮于改作" 以为另建新厂必须另筹巨款" 值此用繁帑绌" 遂致观望踌躇%" 而此计划 $但就常年
本有之款分别裁提" 可将军储固本之图" 刻期兴办%+#

张之洞这一利用老厂建立分厂的思路应该说是比较切实可行的+ 一是实现了整体的战略布
局) 二是充分考虑到了搬迁* 生产* 经营成本以及建设费用" 即经济效益的问题) 三是还涉及到
了老厂的整顿改造* 撙节浮费以及新厂生产能力的提高和产品的更新换代+ 在当时的情况下" 可
谓是难能可贵* 卓有见地+ 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政务处才会在日后的上奏中称张之洞是
$首倡此议之人%+

张之洞的奏折上呈后不久" 当年三月" 光绪帝即谕令当时实行 $新政% 的中枢机构 $政务
处议奏%$+ 政务处在覆奏朝廷得到同意后" 即于六月初一 &!*+% 年 " 月 #( 日’ 咨南洋大臣魏
光焘" $仍将移厂各事详细妥筹" 奏明办理%%+ 于是" 又有了魏光焘与张之洞联名上奏的更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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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计划+
魏* 张两人的联名计划全称是 $会奏江南制造局移建新厂办法%" 具体内容分为筹款* 择

地* 定机* 核用* 用人* 定枪炮式* 储备厂才* 整顿旧局八条+ 与张之洞此前的十七条相比" 最
重要的变化" 一是新厂选址从皖南的启发山移到了更为纵深的 $江西萍乡属境之湘东地方%" 其
理由是更近煤* 铁产地" 且 $地势既属深邃" 运道亦极畅通%" $似较湾沚尤为相宜%+ 二是新厂
机器设备不从老厂搬迁" 而是悉数购置+ 三是建设费用须增至银 )’+ 万两+ 四是新厂建成" 新旧
$两局分别委员承办" 各专责成%" 而筹建期间" $江南制造局总办" 驻扎上海" 兼管筹办萍乡新
局事宜%" $会办" 驻扎萍乡" 专管建设新局" 安设新机兼稽核沪局事宜%+ 此奏折最后还特别声
明" 计划是经互相商榷" 审量再三后确定的+ $承办之员遵照现定办法" 次第认真兴作" 不得再
有游移+%!

然而" 如此具体计划的奏折上达朝廷后" 朝廷却并没有谕令照此办理" 而是以 $事体重大%
为由" 谕令内大臣铁良前往详细查勘* 通盘筹划+ 而且" 自光绪三十年六月到十月间" 光绪帝为
此至少还下了三道谕旨+ 六月初五" 光绪帝谕军机大臣等#

前据张之洞等奏江南制造局移建新厂一折! 制造局厂! 关系紧要! 究竟应否移建. 地方
是否合宜. 枪炮诸制若何尽利. 著派铁良前往各该处! 详细考求! 通盘筹画! 据实覆奏$"

七月七日" 光绪帝再谕军机大臣等#
前有旨派铁良前往江苏等省查勘移建制造局厂事宜! 并查各省进出款项$ 现在武备关系

紧要! 屡经降旨饬令各省切实整顿! 痛除积习$ 著铁良于经过省分! 不动声色! 将营队酌量
抽查! 兵额是否核实! 操法能否合宜! 一切情形! 据实具奏$#

十月二十二日又谕#
前据魏光焘+ 张之洞会奏改建制造局厂一折! 特派铁良驰往! 详加查勘! 再行筹议办

法$$

$再行筹议办法% 也就是意味着魏* 张二人奏折所提计划" 朝廷并未最后认可+ 正因为如
此" 当该年四月已经上任总办江南机器制造局兼筹萍乡新局事宜的魏允恭" 兴致勃勃地在五六月
间一次又一次地上禀其 $整顿旧局* 筹办新厂% 的政绩时" 七月间" 忽奉钦差大臣铁良面谕#
$筹办新厂尚无定议" 目前应仍就沪局加意整顿" 不必多改旧章" 俟妥议奏奉谕旨后" 再行饬
遵+%% 所以说" 在江南制造局迁移之议及决策* 实施的过程中" 除了张之洞的两个计划外" 还
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细节" 这就是清廷派遣内王公大臣铁良亲往实地考察这一重要环节+

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十八日 &!*+’ 年 # 月 #! 日’" 铁良在经过了大约半年对江南制造局以及
安徽湾沚及江西萍乡地方原奏议设新厂之处的考察后" 向朝廷上了一道非常详尽的奏折+

在奏折中" 铁良列举了江南制造局种种弊端后认为" $该厂之移建自不容已%" 同时又比较
了湾沚与湘东之后" 认为选址湘东 $深居堂奥%" 更为合理+ 但与此同时" 铁良又提出了两个供
朝廷选择的建议# 一个建议是以全局观之" 制造局厂之设应有南* 北* 中三厂" $拟请就湘东现
勘之地设为南厂" 再于直* 豫等省择其与山西煤铁相近便者另设一处" 作为北厂" 而以鄂厂贯乎
其中" 以辅南北厂之所不及+% 另一个建议则是现在所议的湘东新厂 $暂行缓办%" 而在长江以
北另择一 $深固便利之区%" 新建一厂" 并将拟议中湘东新厂的建设费用悉数拨给此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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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良的奏折既有对湘东新厂建设的赞同" 同时又提出在江北另建新厂的建议" 表面上看是
$酌议办法两条%" 实际上却是在已经议定的事项外" 又增添了新的动议+ 这样内容的奏折到了
光绪帝处" 光绪帝的办法也就只能是交 $政务处* 练兵处议奏%+ 而两处的王公大臣据说是"
$奉旨会议" 均极赞成" 并具稿议覆%+ 但覆奏的内容如何" 光绪帝又是怎么再朱批的" 不得而
知+

就这样" 从 !&)’ 年江南制造局创办到 !*+’ 年铁良覆奏整整四十年间" 江南制造局内迁一议
再议" 几度似乎马上就要付诸实施+ 但是晚清局势" $时事纷繁" 款项支绌%" 最后" $新厂之
设" 竟不果行%+! 局厂移建及新厂之设" 终于未能施行+ 惟至光绪三十一年四* 五月间" 囿于
江南制造局旧有船坞诸事废弛" 亟须改良" 经两江总督周馥与北洋大臣往复咨商" 定议将船坞事
宜全部划归海军" 另派大员经理" 所有应用机器设备" 分别划拨移交接收" 所有船坞整顿改照商
坞办法进行+ $局坞分离% 后的江南制造总局遂成专事枪炮* 弹药制造的军械厂+"

五# 余论

晚清江南制造局之内迁之议最终并未真正实现" 但是其中所反映的问题却是值得我们深思和
借鉴的+

&一’ 大国工业* 大国经济在建立之初就要考虑到战略纵深" 这在近代中国工业化之初的洋
务时期" 其倡导者似乎就已然有此认识" 而且这种认识之发端还是在日后的马尾* 旅顺危机之
前" 这不能不让人感到一种历史的深沉+ 也许正因为如此" 当晚清重臣张之洞在三十年后言及此
事时" 不无钦佩地认为" 李鸿章之初衷是 $老成谋国" 虑远思深%+ 可见" 在中国工业化之初"
空间布局的概念随着局厂的筹造就已经存在" 其基本意思一是中国是个大国" 布局必须均匀) 二
是沿海之地易受中外战局影响" 应予腹地设立足够力量予以均衡+ 说明中国工业化开始之初" 就
已经有了对工业布局以及战略纵深的考虑" 这是大国经济发展之必然" 也是大国工业发展战略之
必然+

&二’ 从江南制造局内迁之议的历史看" 中国工业战略纵深的建立" 大致上可以有三种大同
小异的模式# 一是沿海之厂完全内迁" 二是由沿海之厂援建分厂或新厂" 三是完全独立地建设新
厂+ 江南制造局之内迁" 从最初李鸿章的动议到铁良最后的奏折" 虽然历经四十年而不了了之"
但是从各个时期奏折所提及的方案* 办法* 计划来看" 无非是这样三种+ 而且" 从顺序上看" 先
后所经历的也正是李鸿章时代的内迁之议" 张之洞第一个计划的 $筹移厂不如设分厂% 之议"
以及魏* 张第二个计划的 $挪运旧机运卸靡费" 莫如全定新机益臻完美% 完全新建之议+

&三’ 在江南制造局内迁的厂址选择上" 先是选择了长江中下游的皖南芜湖之地" 后是选择
了江西之湘东+ 其目的无非一是要有一定的战略纵深" 同时又要符合大工业布局的要求和特点"
这就是原料就近* 交通便利两大原则+ 在工厂生产能力的具体布局建设上" 实行的还是集中建设
原则" 即煤* 铁矿* 冶炼* 加工制造一体化+ 而且" 从史料上反映" 在厂址选择的过程中" 地理
位置以及交通运输的便利是首位考虑的因素" 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到工厂建成后的生产* 交易成
本" 启发山以及湘东厂址的选择无一不是充分顾及于此+

&四’ 江南制造局之内迁" 四十年议而未决" 至少反映了两大问题+ 一是大国工业建设*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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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建设中" 中央与地方* 地方与地方势力的互相博弈+! 地方经济* 地方工业" 特别是重要的军
事工业" 在晚清时期的地方督抚看来" 就是最重要的实力表现+ 江南制造局初议 $移至金陵沿
江偏僻处所%" 理由之一是以便两江总督 $就近督察%+ 二议迁移皖南" 如政务处奏议所说" $新
厂自沪迁皖" 俱在两江辖境之中%+ 三议迁移湘东" 论其辖境虽已近湖广" 远离江宁与上海" 但
毕竟仍 $在两江辖境之内%+ 另一个则是迁移的成本+ 在中国工业化的战略布局中" 战略纵深的
建设与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是一对矛盾" 历史的经验证明" 实际的实施结果如何" 完全取决于一
定时代背景下决策者对此的理解以及相应的经济* 政治需求+

&五’ 大国经济自有大国经济的发展之路" 大国工业自有大国工业的发展之路+ 在国家工业
化* 现代化" 国民经济城市化的过程中" 如何建立战略纵深" 如何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空间配
置" 自是中国这样的大国战略布局的题中应有之意+ 但是具体到某一时期" 某一具体阶段* 某一
具体问题" 又该如何实行. 是实行鸵鸟式的自囚" 还是真正考虑战略布局与经济效益的双重均
衡" 这就取决国家的制度* 体制" 以及民族* 领导层* 管理者的智慧和能力+ 而在这之中" 先人
在工业化早期即对此就有的考虑" 无论如何还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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