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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内 容 摘 要 

 

本文拟从技术引进角度研究近代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的发展历程。通过

对裕大华集团抗战前技术引进各方面的探讨，寻求其“稳中有进”发展轨迹

的技术根源。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章  绪论。对本文的研究进行学术史回顾，并提出本文的基本思路

与分析框架。 

第二章  裕大华集团物质载体的引进。介绍裕大华集团抗战前三个不同

阶段的机器设备引进状况，并进一步分析裕大华集团领导在技术设备选择上

配套性和渐进性的特点。 

第三章  裕大华集团引进技术的内化。首先分析裕大华集团技术人才的

来源及分布情况，进而探讨以技术人才为中心的技术内化，最后采用四种指

标从不同侧面对其进行效益评估。 

第四章  技术引进的制约因素。分析裕大华集团在技术设备引进和技术

知识、信息引进上所受的技术输出方、国家政策、天灾人祸以及集团内部的

制约因素。裕大华集团在各方面都采取积极措施，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这些制

约因素对企业的影响，然而有些制约因素是企业本身无法控制的。 

第五章  申新、裕大华两集团技术引进的比较。将近代内地型裕大华集

团与沿海型申新集团的技术引进进行比较，探讨它们在技术引进上各自的优

劣，并试图进一步分析沿海、内地两种不同的技术引进方式。 

第六章  结语。总结全文的主要观点，指出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并探

讨本课题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裕大华； 技术引进；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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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The thesis of this paper is the development of YUDAHUA conglomerate. Through 

discussing the technological introduction of YUDAHUA before Anti-Japan war, this 

paper will find out the technological source of its “steady and advanced” development 

path.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six chapters: 

Chapter Ⅰ: Preface. This chapter will review and comment on academic history 

first. Then propose basic thought and analyze frame of this paper. 

Chapter Ⅱ: The material carrier introductions of YUDAHUA conglomerate. First 

this chapter will introduce the situation of technological introduction at three difference 

steps before Anti-Japan war. Then it will analyze the director’s suited and gradual 

features at the choice of the device. 

Chapter Ⅲ: technical internalization of YUDAHUA conglomerate. This chapter 

will analyze the sources and distribution situation of the talent in the conglomerate, and 

discuss the technical internalization through talent.  

Chapter Ⅳ: the Restrict Factors of the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This chapter will 

analyze the restrict factors, including technological exporters; statement policies, natural 

calamity and social disaster and inner restrict factors.  

Chapter Ⅴ: the Comparison of Technological Introduction between YUDAHUA 

and SHENXIN. This chapter will compare the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of YUDAHUA, 

the inland textile conglomerate with SHENXIN the coastal textile conglomerate. Then it 

also will try to analyze the different ways of technological introduction between inland 

places and coastal places. 

Chapter Ⅵ: Conclusion. This chapter will state the main idea, point out deficiency 

of this thesis and the orientation of the research. 

 

Key Words: YUDAHUA;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Enterpris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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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学术史回顾与评述 

 

一、技术引进理论研究动态 

国外最早对技术进行系统化论述的学者当推马克思和熊彼特。马克思把

科学技术融入他的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之中。他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

终决定力量，而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生产资料、劳动者、生产工具—

—都是与科学技术紧密结合的。变化着的科学技术在现实中功能的实现，使

得生产力成为社会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成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正因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对科技的极大关注，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

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①
 

熊彼特理论的核心是他的创新理论。他把创新划分为五种：开发新产品、

改造老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式，使用新的原材料，开拓新的市场以及组织

创新。前四种即包含着技术创新。在此基础上，熊彼特先后描绘出企业家创

新模式和大企业家创新模式，强调技术创新是由内生的或外生的技术因素推

动的，并由此导致经济的周期波动和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化。② 

从马克思、熊彼特的研究来看，二人的论证思维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

重在阐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从而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道理；

熊彼特则用创新来解释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但在最终的学术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

九卷》，第 3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 

② (美)熊彼特(Schumpeter,J.A.)著；何 畏等译：《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

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第 73-7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第一章  绪  论 

 2

关怀上，二人又是相通的，即都重在研究技术进步与社会形态变更的关系。 

继马克思、熊彼特后，由于经济学界凯恩斯主义的盛行，有关技术的研

究一度消沉。20世纪 50年代以来，伴随着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用，

学界再度兴起研究热潮。其中，50年代－80 年代中期，主要形成三种代表

性的理论：① 

1、技术差距论：该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发展具有不平衡性，无论是在发

达国家或地区之间，还是在发达国家或地区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之间都普遍

存在技术差距，这种普遍存在的技术差距是技术转移的前提，而且技术差距

导致经济的二元结构，即技术由中心向边缘扩散，并由此实现对边缘的控制。 

2、NR关系理论：该理论是由日本学者斋腾优在他的著作《技术转移论》

中提出的。他认为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对外经济活动，是受该国或地区

的需求（Needs）与该国或地区的资源（Resources）关系制约的，称为 NR关

系。新技术具有能够节约资本、劳动和降低消耗等特征，从而可以弥补 R的

不足，更好的适应 N的满足。NR关系不相适应，是促进技术创新以及国家、

地区、企业间技术转移的动力。 

3、技术转移选择论：美国经济学家弗侬和日本斋腾优把体现在产品上

的技术划分为导入、成长、成熟和衰退四阶段。拥有新技术的企业在不同阶

段通过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技术输出最大限度的获取利益。美国经济学家

邓宁则提出 “三优势模式”，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所有

权优势是指一国企业拥有的，国外企业没有或无法获得的资产及所有权，包

括产品、技术、商标、管理技能等优势，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将其拥有的资

产加以内部化使用而带来的优势，如降低交易成本、避开贸易壁垒、保持技

术优势等。区位优势是指企业在投资设厂区位上所具有的选择优势，如广阔

                                                        
① 参见汪星明、张铭：《我国技术引进与扩散的新格局研究》，见陈晓田，杨列勋主编：《技

术创新十年》，第 326-328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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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销售市场、当地政府各种优惠政策、低廉的生产要素成本等。 

技术差距论和 NR关系理论主要讨论的是技术引进的动因，技术转移选

择论则重在揭示技术差距产生后，技术在国际间转移方式的一般演变规律。

三种理论为技术引进提供了一条最基本的思路，但同时存在两个大的缺陷：

一是这些理论大都是由经济学家提出的，运用的是经济学的理论，把经济活

动置于“人”的活动之外。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其从事经济活动会受到社

会、文化、心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只有具体考察社会中的“人”的经济活

动，才能得出更深层的结论。二是理论虽然包括了技术转移的原因和技术的

转移方式，但把技术的消化吸收排除在技术引进之外。 

80 年代以后的技术引进理论主要是针对以上的缺陷而展开。其中最为

突出的成就是把技术的消化吸收纳入技术引进理论。技术创新扩散理论早在

技术创新理论开始的 50年代就初露端倪，至 80年代，主要是模型的建立。

这些模型都是以一两个因素作为技术扩散的决定性因素，并以此设立方程

式，对技术扩散进行分析，形成技术扩散曲线，从某一侧面对技术扩散进行

深入研究。①90年代以来，技术创新扩散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随着大量的

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文化学家的介入，技术引进研究中经济学、社会学、

文化学进一步融合在一起。在这一时期提出的技术创新扩散模型中，有关本

文讨论的企业内部技术创新扩散的模型也很多。②其中，对本文启发最大的

是英国著名传播学家罗杰斯的组织创新五阶段模型：问题设定－匹配－磨合

－厘清－日常化。罗杰斯指出，组织中的创新扩散研究更重视创新在组织层

面得到采用后的具体推行过程。组织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大多数组织都

会经常反省其各种需求和存在的问题，并且根据有限的系统资源，在合适的

                                                        
① (英)斯通曼著；北京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研究会技术经济学组译：《技术变革的经济

分析》，第 75—103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9年 

② 金兼斌著：《技术传播：创新扩散的观点》，第 157-158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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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选择适当的创新。然后组织一方面对创新进行本地化改造以更好的适

合组织需要和组织特点，另一方面对组织结构作相应调整以适应创新采用带

来的新情况，从而使创新在企业中得到真正的实现。作者具体讨论了每阶段

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①  

这一时期同时兴起的理论还有反求工程理论。这是针对战后日本的飞速

发展而提出的，是一种逆向开发理论。具体来说，就是首先根据市场的需要

引进技术，然后进行消化吸收、模仿创新。这是一种主要从输入国考察的技

术引进理论。此外，技术转移梯度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也从不同的侧面

对技术引进进行新的反思。 

国内在技术理论上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国外。1989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支持清华大学、东北大学、中国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开创技术创

新领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从此揭开了中国对技术创新理论的系统化研究。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理论和实证研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中关于技术引

进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介绍了大量的西方技术引进理论，

另一方面，也是最大的一个成果就是对切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二次创新理论的

深化研究。关于技术引进的性质，国内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部分学者反对

将技术引进视为技术创新，认为这是一种“把技术创新泛化和模糊化的倾向，

实际上是贬低了技术创新的价值”；②大部分学者则将技术引进视为技术创新

的一种，尤其是重视技术引进在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重要作用。浙江

大学教授吴晓波在这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吴教授指出，作为一个发展中

国家，技术引进与技术创新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必须注意到与西方正统技术

创新观的差异，站在新的立场上，用新的观点和方法，从新的角度来研究“二

次创新”这类特殊的技术创新。吴教授认为，技术引进并不是单纯的机器引

                                                        
① 金兼斌著：《技术传播：创新扩散的观点》，第 154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② 远德玉、陈昌曙：《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与能力研究》，见陈晓田，杨列勋主编：《技

术创新十年》，第 15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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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技术引进的同时也就是技术的创新过程。长期以来，技术引进陷于引进

——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境地，原因不在于技术引进本身，而在于

技术引进中“只引进不消化”加上“只引进不创新”。在这样的认识下，吴

教授对技术引进中的消化、吸收、创新极为重视，并提出四类二次创新的过

程模型。①吴教授的二次创新理论汲取了国外技术引进理论的精华，同时又

较多考虑了中国的具体情况，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很强的理论指导。 

二、实证研究状况 

相对于理论研究而言，中国近代工业技术引进的实证研究相当迟滞。 

在中国，从研究的成果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 1949年以

前。鸦片战争后，列强凭借船坚炮利打开中国大门，在强大的冲击下，洋务

派打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率先在军事、民用工业上开展技术引进

的实践，民间面粉、缫丝、棉纺等行业继而效仿。在技术引进的历程中，洋

务派官员和民用企业家们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就本文试图讨论的

近代棉纺织业而言，伴随着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技术引进的高潮，《华商

纱厂联合会季刊》、《恒丰周刊》、《纺织周刊》等棉纺织业刊物相继出现，同

时《东方杂志》、《工商月刊》等报刊杂志也刊登了一些有关棉纺织业技术引

进的文章。从当时学者有关技术问题的文章看，注意到的层面相当广泛，从

机器品牌的混杂到配棉比例的不当到技术人员及职工素质，都有涉及，而且

眼光极为敏锐。存在的不足是，研究多集中在某一方面甚至某一点上，对技

术流动过程本身缺乏全面的探讨，对技术的消化吸收虽有所提及，但如何进

行、效果如何分析不多。 

第二时期从 1949 至 1978 年。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科学规划

委员会经济组把编辑资料作为研究经济史的重点工作。在这样的思想指导

                                                        
① 吴晓波：《二次创新的理论与模式》参见陈晓田，杨列勋主编《技术创新十年》，第 192

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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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

1840-1895》②、《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③《中国近代

工业史资料·第四辑》④等相继问世。这些大部头的史料丛刊，收集了大量

的近代企业技术引进方面的资料，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思想的来源和大量最

为基本的史料。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经济史学备受践踏，各种研究

工作被迫长期中断。 

第三个时期从 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今。由于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中华大地上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在

引进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同时，经济史迎来了新的春天，尤其是企业家和企业

家精神备受学者关注。史学界纷纷把目光投向近代的工业企业家们，希望通

过个案分析，为当前企业的发展提供借鉴。其中最为学界关注的是近代的企

业精英，如张謇、周学熙、刘鸿生等各行各业的领头人物。⑤1995年许鼎新

的《中国近代企业的科技力量与科技效益》更是把这一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作者把近代科技人才作为企业科技力量的标志，对近代中国科技人才的发展

程度、地域分布、专业种类、职业流向、学历层次作了一定的量化分析，同

时择取了一批成功的企业，具体讨论专业科技人才在企业生产技术改革和管

理体制改革上发挥的重要作用。⑥同时，一些学者也开始从技术引进本身探

讨近代技术引进的特点，如耀清的《荣家企业的设备引进》、陈竞生的《永

利是怎样消化和发展引进技术的》、董方奎的《论福州船政局技术力量之成

长》等，这些论文都更加注重对技术引进过程中的渐进性、继承性方面的考

                                                        
①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 

②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 

③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④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 

⑤ 如刘云虹：《张謇企业发展战略与大生集团的衰败》，《北京档案史料》，1998年第 5期； 

陶士和：《论刘鸿生的近代企业经营思想》，《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 4期；唐少君：

《周学熙经营之道初探》，《安徽史学》，1992年第 1期 

⑥ 徐鼎新著：《中国近代企业的科技力量与科技效应》，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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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此外还出现一些中日技术引进比较研究的论文，如《日本近代技术引进

过程中的制度安排》①、《中日工业化初期企业家行为对技术引进的影响》②、

《中日近代技术引进中政府行为之比较》 ③。这些论文从中日两国传统文化、

封建政治经济制度、民族心理等方面探讨近代中日两国技术引进的不同结

果。80年代以后编写的近代史著作也对近代技术引进有新的反思。 

国外关于中国近代技术引进的论著也不多见，美国黄山农是研究十九世

纪在华外资引进问题的专家，他在六七十年代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黄山农认

为，十九世纪的中国和其它许多贫穷国家一样，技术转让没有成功的导致经

济的发展，原因在于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和政府官员的态度。④美国学者雷诺

兹在《中国手工纺纱的衰落与演变》中，应用数量分析法，对机制棉纱代替

手工棉纱状况和进口棉布代替手工织布的状况分别进行分析，最后用经纬棉

纱的论点来解释这种巨大的差异。⑤日本学者清川雪彦在《日商纱厂在中国

棉纺工业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优势地位与影响》中，通过近代在华日商纱厂与

中国纱厂的对比，指出日商纱厂在规模上较中国纱厂平均规模要大，而且在

技术设备的管理方面，较之日商纱厂，中国纱厂机器的使用期长，折旧费低，

机器缺乏配套性，保养保全工作不够。日商纱厂正是凭借这些技术优势，得

以在中国的棉纱市场上取得优势地位。⑥ 

从中外学者的论著看，中国近代的技术引进业已引起中外学者的广泛关

注，并取得相当的成绩，但是，从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并不是对技术引进整

                                                        
① 谢咏梅：《日本近代技术引进过程中的制度安排》，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0年第 4期，第 50-53页 

② 谢咏梅：《中日工业化初期企业家行为对技术引进的影响》，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 3期，第 22-26页 

③ 谢咏梅：《中日近代技术引进中政府行为之比较》，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2年第 2期，第 15-19页 

④ 黄山农：《十九世纪外国技术对中国的转让——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引自张仲礼主编：

《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第 272-284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 

⑤ 雷诺兹：《中国手工纺纱的衰落与演变》，引自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

第 285-294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 

⑥ 清川雪彦：《日商纱厂在中国棉纺工业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优势地位与影响》，转引自张仲礼

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第 358-365页，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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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过程的研究，而是对技术引进某一方面、某个角度的阐述，尤其对技术引

进后再社会化方面缺乏详细的考察。本文拟从技术引进过程方面对近代裕大

华纺织资本集团进行个案研究，希望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 
 

第二节  本文的基本思路与分析框架 

 
为对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有较为清晰的认识，首先有必要对其发展脉络

作大致的梳理。 

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兴起于武汉，以承租湖北的布、纱、丝、麻四局为

开端。1912 年 12 月，以德厚荣的商业资本为主组织楚兴公司，取得湖北四

局的承租权。楚兴公司实际经营四局 9年 9个月，获利千余万元之多。①楚兴

公司的主要股东们正是凭借楚兴的巨额利润，继而开始自办工厂。1922年，

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裕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相继建成开工。1934年 9月，

为“舒石厂之困”，计划在西安筹建大兴公司分厂大兴二厂，原石家庄大兴公

司为大兴一厂。1936年 9月，大兴、裕华两公司合作，大兴二厂改为大华纺

织股份有限公司。1937年抗战爆发后，10月石家庄沦陷，大兴被日本军部管

理。裕华鄂厂亦于 1938年 8月被迫全部撤迁重庆，是为裕华渝厂，② 汉口只

设一通讯处。裕大华总公司也随之暂移重庆。1939年 6月裕华渝厂开工。1944

年，为逃避国民党的纱花管制，裕华公司在成都又设立裕华纺织公司蓉厂。③ 

大华公司虽然由于本已处在抗战后方，抗战时没有撤迁，但是仍没有逃脱敌

机的轰炸，1939年 10月 11日，大华遭敌机轰炸，损失 1,550,120元（法币）。

为保全资产，1940年春，大华公司在川北广元设立大华广元分厂。抗战胜利

后，公司领导通过多方活动，1946年 1月，大兴、裕华相继收归自营。裕大

华总公司也再次移回汉口。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的规模至此达到它的最高峰，

直至 1951年三公司先后进入公私合营。 
                                                        
①《汉口商业月刊》第 1卷，第 5期第 25页， 1934年 3月 10日 

② 注：裕华公司的三个分公司在公司内部常以裕华鄂厂、裕华渝厂、裕华蓉厂相称。 

③《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编辑组编辑：《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第 440页，武

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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