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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中国列强环伺!强取豪夺!民生多艰!国家飘摇!油脂行业亦被裹挟着进入了前所未有之

变局% 制油业逐渐从农副业自然经济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手工业工场!半机械化&机械化

榨油工厂开始出现!传统榨油设备也逐渐转变为新式机械榨油设备% 从植物油料商品化生产&各方

资本进入榨油业&榨油设备引进研制方面综述了中国近代油脂工业的发展!并提出了不足之处% 从

油料作物的种植!到榨油工艺的改进!再到油料油脂的进出口!无一不彰显着中国近代油脂工业的

艰难转型与嬗变新生!中国油脂博物馆铭记了这段曲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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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从 '&$" 年鸦片战争开始$到 '($( 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我国广大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

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结构缓慢解体% 制油业也由自

给自足的农家副业$逐渐分离为独立的手工业$逐步

成长为一个具有近代技术装备的工业行业''(

% 我

国的油脂工业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历经艰难坎

坷$最终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产业部门%

:;植物油料商品化生产

'( 世纪 %" 年代以后$煤油大量倾销我国$'&&)

年煤油进口 !6 "&6 '"' 加仑$价值 ! !'' $>( 海关

两% 煤油主要用于点灯照明$其大量倾销我国$导致

一些地区种植)生产和经营植物油的农)工)商界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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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以致两广总督张之洞上书谏言*自火油"煤

油#盛行$相形见绌$销路愈滞$价值日昂$种植少则

害在农$榨制稀则害在工$贩卖微则害在商$吾民生

计所关$实应禁止%+一方面植物油料遭到新生事物

的排挤$另一方面由于地区之间)国家之间联系日

增$油料)油脂及油饼国内外市场的开拓$反而促进

了我国植物油料的商品化生产% 以下以花生)棉籽)

大豆和桐油为例$梳理植物油料)油脂的商品化生产

脉络%

'7'C花生的商品化生产

花生为豆科作物$是主要油料品种之一$起源于

南美洲热带)亚热带地区$约于 ') 世纪传入中国$'(

世纪迅速发展% 如&'&!','&>" 年在安徽怀宁县$

*落花生--为酒馆茶肆中不可缺之品$亦可以榨

油+!'&)!,'&%! 年在广东东乡县$*种花生者$每家

或百石或数十石$俱以榨油+!'&(" 年前后$江苏淮

安花生种植*盈畴被野+$山东南宫县则是*其利始

兴$运输各国及外洋+% 由此可见花生逐步商业化

的发展脉络&初为酒馆茶肆不可或缺的佐餐食品$再

为农家收获百石或数十石的主要农作物且均为榨油

用$最后发展到出口各国%

据文件记载$当时我国花生生产商品化的情况&

*落花生亦输出物产之一$最初输出海外者$实为广

东$其次者为江苏$'&(" 年之输出额合计不过 )""

担"' 担b>" B1#内外$至 '&(' 年时即增加为 %> """

担%+甲午战争后$资本主义国家疯狂地掠夺中国农

副产品和土特产品$各种油料作物也是其掠夺的对

象% '("(,'(''年$我国花生出口 $6" '((公担"'公

担b'"" B1#!'('(,'(!' 年$花生出口 &6! $>! 公

担!'(!(,'(6' 年$花生出口' &'' 6($ 公担&呈快

速上升态势% 由此可见$当时我国的花生已经呈商

品化生产状况%

'7!C棉籽的商品化生产

棉籽亦是一种重要的油料$鸦片战争以前我国

已广泛使用棉籽榨油% '&)','&)> 年美国南北战

争期间$因南部棉花输出困难$英国不得不以高价向

印度和中国收购原料$以致中国棉花输出增加$棉价

也飞速提高% '( 世纪 &" 年代$日本棉纺织业也开

始从中国购买原料$于是中国的棉花出口急剧增长$

'&&& 年棉花从入超转为出超%

国际需求刺激了我国棉花种植面积的逐渐扩

大$不仅原来的产棉区$而且许多不曾种棉的地区$

也开始大规模种植棉花% 因为出口的是皮棉$留下

来的棉籽均可榨油$从而促进了我国棉籽作为油料

的发展% '&(','&(6 年$我国棉花出口 !(" $'% 公

担$折算可留下用作榨油的棉籽 >&" &6$ 公担% 棉

花出口量的逐渐增长$实证了棉籽的商业化生产%

'76C大豆的商业化生产

大豆是最典型)最具影响力的原产于中国的作

物$是我国重要的蛋白质)植物油脂来源之一% 大豆

是用地养地相结合的最佳农作物$大豆根瘤菌的固

氮作用$是我国传统农业中氮肥最重要的来源%

'&%6 年我国出产的大豆在奥地利举行的万国博览

会上展出后$震惊海外)声名大振'!(

% 欧)美)日纷

纷向我国购买大豆$激增的外需使得大豆和豆饼成

为大宗出口物资% '&($ 年我国大豆)豆饼出口量为

! "() $!( 担$价值 ! $)> %$> 海关两% '(!&,'(6$

年$我国大豆出口已经替代生丝占出口贸易的第一

位% '(6' 年大豆出口价值 '76 亿海关两$为世界出

口大豆最多的国家%

'7$C桐油的商业化生产

桐油是一种优良的自干性植物油$可用作建筑)

机械)兵器)车船)电器的防水)防腐)防锈涂料等%

*桐油初为农人用品$运输不远$其市不繁% '&%> 年

桐油始入欧洲--自是以后$桐油始见大用$销路日

广$产额逐渐增%+ 随着用途的不断发掘$桐油在人

们的生活)生产$特别是在军备竞赛中扮演了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出口量激增$日益繁荣的国际桐油市场

逐渐形成$中国的桐油迅速发展$变成出口大宗

产品'6(

%

据统计$'('! 年我国出口桐油 $>! '6" 担$到

'(6) 年出口 ' >6' $>! 担% 在我国桐油出口量稳步

增加时$英国在其属地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马来

西亚等大力发展油桐种植业$日本)美国也在种植油

桐% 这些国家桐油业的发展$对中国桐油出口构成

了威胁% 与此同时$国内桐油业经营混乱$囤积居

奇)贱买贵卖$导致国际桐油价格大起大落% 鉴于

此$'(6) 年中国植物油料厂组建$以代理储炼桐油)

便利运输为主要业务$并成立桐油研究所$从事油桐

栽培)桐油炼制)检验技术等的研究% 中国植物油料

厂十余年的成功运营$更是加深了桐油的商品化

生产%

<;各方资本进入榨油业

'( 世纪末我国种植的花生)棉花)大豆)油桐等

油料作物$在需求日盛)种植日增的情况下$势必促

使制油业得到相应的发展$小手工业油坊已经满足

不了植物油国内国际市场的需求$于是榨油手工工

场应运而生% 可以说$榨油手工工场是手工业和机

器工业之间的中间环节% 因油脂行业获利颇丰$引

起了外国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极大关注$当各方资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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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注入油脂行业时$半机械化)机械化榨油工厂诞

生了%

!7'C外国资本进入榨油业

油料作物的商品化生产为外国商人来中国设厂

榨油$利用我国廉价而丰富的油料资源和劳动力赚

取高额利润$提供了便利条件% 马关条约签订以前$

一些外国商人开始到我国建制油厂% '&)% 年英国

商人在牛庄开设的牛庄豆饼厂$用机器为动力制造

豆饼!'&&$ 年丹麦商人在牛庄开设的苏尔兹洋行榨

油厂$以蓖麻籽油为主要产品!'&&% 年德国商人在

天津建立的德隆打包厂附属榨油车间$以及 '&(! 年

英国商人在上海开设的上海榨油厂$均以棉籽油为

主要产品%

甲午战争后$外商相继在我国投资建厂% 第一

个来我国创办油厂的是 '&() 年英商太古洋行$在营

口创办太古元油坊$利用蒸汽机作动力$用手搬螺旋

榨榨油% '("> 年日本商人投资 >6 万元在汉阳成立

日信豆粕第一工厂$'(") 年日本商人投资 $& 万元

和 '>>7& 万元$分别在我国的牛庄设立小油坊)在汉

口设立日信豆粕第二工厂% 此后$中英商人合资在

上海设立增裕)立德两油厂% '("6 年东北两大铁路

通车以后$大连成为新的工业生产基地和海运港口$

由于交通条件的变化$日本商人在 '("&,'('6 年 )

年间在大连设立了 > 家油厂%

!7!C民族资本进入榨油业

甲午战争前$我国民族资本经营的榨油工厂有

6 家&'&%( 年创办的汕头榨油一厂$'&&6 年前开设

的潮阳榨油厂和 '&(6 年开设的汕头榨油二厂% 汕

头豆饼制造厂第一年日产豆饼 !"" 块$第二年日产

6"" 块$第三年日产 $"" 块% '&(6 年 & 月又设一造

饼房$日产 )"" 块饼$如旺销可多出一半$日产 (""

块饼% '&(! 年以后又有商人相继创办同源油坊和

长发)绵发等豆饼厂$规模较汕头豆饼厂更大$工人

由几十人到几百人$有些厂日产豆饼近千块$这些工

厂有广阔的农村市场$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因此发

展较快%

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投资的第一个榨油厂是

'&() 年广东潮州人关美盛在汉阳杨家河创办的武

汉机器榨油厂$投资 6 万元$有人力螺旋榨油机 )"

部$工人 '"" 人$生产豆饼和大豆油% 第二个榨油厂

为 '&(% 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的大德榨油厂$投资

!' 万元$委托法商东方汇理银行的买办朱志尧主其

事% '&(& 年沈云沛在江苏海州创办临洪油饼厂$投

资 !& 万元% '&(( 年朱志尧在上海创办同昌榨油

厂$投资 '6 万元% '("' 年陈琴堂投资 $7! 万元在

江苏淮安创办源丰实业公司"榨油厂#$'("! 年张骞

在江苏通州创办广生油厂%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

夕$民族资本创办的榨油厂共 $" 家$分布在东起上

海)西至河南周口)南自武汉汉阳)北到黑龙江哈尔

滨八省一市的广大地区% 其中张骞在江苏通州办的

广生油厂经营最佳$该厂 '("! 年创建时投资 % 万

元$到 '("( 年资本已达白银 !'76 万两"折合银元

!(7%( 万元#%

=;榨油机械设备引进研制

我国榨油手工业的生产工具$长期以来一直是

利用牲畜拉磨)拉碾进行油料的破碎)轧扁)碾细$榨

油的各道工序全部是手工操作% '&)% 年英国商人

建立牛庄豆饼厂时$从欧洲运进蒸汽机作为动力带

动碾磨$而榨油仍采用原来的土榨工具% 之后牛庄

苏尔兹洋行榨油厂以及汕头豆饼厂的设备都属于这

一类$这算是在榨油业中引进机械设备的开端% 在

陆续引进外来设备的同时$我国开始研制用于榨油

的各种机械设备%

67'C榨油机械设备的引进

甲午战争以后$外商来华设油厂日多$榨油专业

设备亦陆续进口$主要为以下四种&

第一种是手搬螺旋榨% '&() 年太古洋行在营

口创办榨油厂时除蒸汽机作动力外$还从香港购运

进手推螺旋式铁榨$这是我国 !" 世纪上半叶制油业

中占很大比例的一种专业设备%

第二种是液压式榨油机"也称水压机#$是 '%()

年英国人发明的用以榨棉籽油的设备% '("( 年日

本商人在营口建小寺油坊时$开始运进复式水压机

!" 台$后来也成为我国主要的一种榨油专业设备%

第三种是全自动化操作的自动螺旋榨油机$主

要有美国制安迪生式)英国制罗司唐式)德国制克虏

伯式榨油机$各种榨油机型号不同$生产能力大小不

一% 与之相配套的还有破碎机)轧坯机)蒸汽锅炉)

蒸炒锅)油泵)升运设备和炼油罐等附属设备% 整个

生产过程从油料进车间$到油品)油饼入库全部是机

械操作$这种设备是我国油脂工业中比较先进的技

术装备%

第四种是用轻质汽油作溶剂的罐组浸出设备%

'('$ 年日本*满铁中央试验所+从德国引进 ) 台罐

组浸出器$后转让给铃木油坊% 铃木委托大连铁道

工厂仿造 % 台浸出罐安装投产$使日浸出大豆的能

力达到 '>" W% 当时浸出用溶剂为日本产*蝙蝠牌+

轻汽油$出油率平均为 '$76e$有时高达 ')e% 但

由于成品油中残溶高$不受居民欢迎% 后来*满铁

中央试验所+以酒精作溶剂研究成功后$'(!( 年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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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进口 '" 台卧型间歇式夹层加温真空回转浸出

器$'(6' 年投产$日处理大豆 '"" W%

67!C榨油机械设备的研制

!" 世纪上半叶$我国开始研制用于土榨油坊的

小型动力机械设备及专业榨油设备% 最早生产此类

设备的是上海新祥)吴长泰)吴祥泰等机器厂$功率

以 '! f6" 马力"' 马力
!

%$>7)% G#为限% '(!> 年

新祥机器厂订货客户共 $% 家$其中油厂"坊#% 家$

占客户总数的 '$7(e$销售地区除上海郊区外$多

数是苏北地区原来使用畜力轧豆的老油坊%

自 '&() 年太古洋行在营口建太古元油坊使用

手推螺旋式铁榨以后$榨油机及其附属专业设备的

制造$很快在我国大连)上海一些机器厂研制成功%

'('> 年大连铁道工厂研制罐组浸出设备成功%

'('% 年美国商人在济南设立恒丰铁厂$开始生产打

饼机% 之后大连)上海)无锡的机器厂先后研制出液

压榨油机$并向外订货批量生产% 至于较复杂的动

力螺旋榨油机的研制$最早仍然是新祥机器厂$'(!>

年新祥机器厂曾制造 >7> g') 的榨油机 ' 台)轧豆

机 ( 台'$(

% 另外$江苏省立农具制造所)河南省农工

器械制造厂)天津同义和机械厂等亦在研制% 这些

厂家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对我国油脂工业技术设

备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676C建国前的榨油设备及工艺

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国的榨油机机型多)品种

杂$既有从国外购买的设备$也有自己研究改进的新

机型% 但从生产工艺和机械化程度来看可以分为两

大类$即自动螺旋榨和半机榨% 这些榨油机械分布

在全国各地$实际生产的效果差别很大$同一种设备

在不同地区日处理原料量和出油多少都有所不同%

其中上海的榨油设备和技术水平在全国是居前

列的%

传统的油脂提炼方法是自然沉淀$即将榨出的

植物油存储于缸或池中$经过一定时间$使水)杂下

沉$从而得到适应市场需要的油品% 但 !" 世纪大型

的机械化制油工厂发展起来后$为了适应长距离运

输和长期储存的需要$炼油在制油工业中已成为一

个重要的生产工序% 在较大的机械油厂中都有炼油

车间与榨油车间配套% 长期以来在炼油作业中采用

的都是间歇式的罐式炼油方法% '($) 年$中国植物

油料厂上海第一厂从国外引进了一套夏浦尔氏连续

炼油设备并安装投产$使我国油脂工业在炼油工艺

方面又前进了一步%

>;近代油脂工业的不足之处

近代油脂工业在民族工业中占有了一部分市

场$提高了我国制油业的劳动生产率$对国民经济的

发展作出了贡献% 但由于彼时我国正由封建社会逐

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油脂工业所经历的每

一阶段$都摆脱不了官府)封建地主)外国资本的控

制和压榨% 因此$作为一个独立的工业部门$它和我

国其他产业一样$具有先天性的弱点%

$7'C工厂布局不合理

从 '&)% 年英国商人在牛庄创办第一个半机械

油厂开始$到 '($( 年新中国成立前夕$&" 余年间兴

办的半机械)机械油厂不少$但由于局势动荡$兴废

无常$最后保留下来的有 6"" 多家% 这些厂大部分

分布在哈尔滨)大连)天津)青岛)上海)无锡)武汉等

城市'>(

%

$7!C资金不足&生产规模小

'('6 年以前我国民族资本创办的 $" 家油厂

中$资本最多的为山东济宁裕华实业公司$包括榨油

与火柴两个车间资本共 )(7( 万元$汉口允丰饼油厂

为 $! 万元$其余多数在 > 万元左右% 而日英等国在

我国创办的油厂资本额最高的为牛庄小寺油坊$投

资 '>>7& 万元$日清豆饼制造株式会社为 &(7! 万

元$尚有 6 家在 $" 万f>6 万元$最小的大连斋藤油

坊也有 ''7& 万元% 由于资金不足$民族企业在市场

竞争中往往受制于人$甚至变为外商大厂的附庸%

$76C技术落后!资本有机构成低

'(6! 年东北实有油坊 >$! 家"包括用楔式榨的

手工油坊#$机械化程度较高的水压机厂为 ($ 家$占

总厂数的 '%76$e!手搬螺旋榨 6(! 家$占 %!76!e!

楔式榨 >) 家$占 '"766e% 也就是说半机械和完全

手工操作的旧式油坊尚占总油坊数的 &!7)>e$而

且其中没有任何动力机械$依旧靠畜力)人力生产的

有 ')! 家$占总厂数的 !(7&(e% 一些比较先进的

油料集中产区也与此相仿$如无锡一带一直是既有

新式的大)中型水压式圆形榨油机$又有百年相传的

卧式长方形人力木榨油车% 到无锡解放前夕$制油

工业的总生产能力中$人力木榨油车的生产能力仍

占 )67%e% 一般来说$工艺设备机械化程度的高

低$反映出资本有机构成的高低% 我国民族资本不

足$是造成油脂生产技术长期落后的原因之一%

?;百折不挠的近代油脂人

近世百年$我国内忧外患不断$油脂工业的产生

与发展举步维艰% 在这涅?新生之际$我国涌现出

了一批奋勇前行)百折不挠的油脂人$他们为传统榨

油业的蜕变及近代油脂工业的萌生$为油脂科技的

创新和中国油脂文明的赓续发展$作出了巨大的

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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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油脂相关官员与实业家

'&&& 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对*吾民生计所关+的

油脂引发了关注和忧虑"前文已述#% '&($ 年$李鸿

章因外商油厂运进设备频繁致电总理衙门$促其与

英国大使馆交涉$原因就在于*实碍华民生计$万难

迁就+% 中国实业之父盛宣怀)民族资本家张骞等

创建了近代油厂$特别是张骞在江苏通州办的广生

油厂*创办六年$成效昭著+$建立了一套先进的油

厂经营管理办法$至今仍可资借鉴% 这些关注国计

民生)油脂动态的官员和创建油脂工厂的实业家们$

自觉不自觉地都成为了我国近代油脂工业发展的

推手%

>7!C油脂领域专家与学者

机器榨油设备引入中国后$我国的一些有识之

士开始研究油脂% 著名化学家)化工专家张辅良所

著.油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本油脂书籍% 该书

于 '(!( 年 '" 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阐述

了油脂的提取与精制)油脂的成分与性质等% 最早

记载油料作物的书籍是江少怀编的.油类作物全

书/$于 '(6) 年由中国农业书局出版% 最早提出油

脂工业的书籍是朱积煊编著的.油脂工业/$在 '(6&

年由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6" 年我国建立第一个国

家级综合性现代工业科学研究机构,,,实业部中央

工业试验所"简称*中工所+#% 中工所设制胰试验

室$专门从事肥皂)植物润滑油)硬化油)植物油液体

燃料等试验!'(6& 年该所成立油脂试验室$包括油

脂制备和油脂利用两个研究方向')(

% 中工所先后

与中央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地质调

查所)江南汽车公司等合作研究$为我国现代化油脂

工业的起步培养了人才% 顾毓珍)沈济川等专家先

后任职于中工所$并在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讲

授油脂化学)油脂工业相关课程%

>76C制油工人与油厂技工

传统榨油坊中各工序全赖人力$油坊工人的体

力消耗极大$加上车间温度高$潮湿油腻$举槌打榨$

劳动条件十分艰苦% 在半机械榨油工厂中$劳动强

度虽有所减轻$但厂方为追逐更高利润$把生产定额

提高$工人更是辛苦% 先进榨油设备的引进与推广$

相应地在我国培养了一批掌握这些设备的技术人

才% 油厂技工与普通工人之间的档次拉开了$普通

工人的工资和农村油坊的相差无几% 在抗日战争

前$上海立德油厂生产工人的月工资分为 ))&)'")

'! 元四等$短工是一天 "76 元或 "76> 元$主要工序

"蒸料)加油)管磨#的技工供应伙食费每月 $7& 元%

上海中植一厂工人月工资只有 !$ 元% 虽条件艰苦$

酬劳微薄$但广大制油工人是一群埋头苦干的人$诚

如鲁迅先生所讲$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我国近代与油脂相关的

一应元素$不论是油料的种植与出口)榨油设备与工

艺的创新$还是各方资本与力量的对峙和协作$以及

油脂学者)专家)技工和普通工人一代又一代人的艰

苦努力$凝聚成为一股合力$不可阻挡地推进了近代

油脂工业的嬗变与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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