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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和钦与中国首家 “完全国货”的民办硫酸厂

王细荣＊

（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　上海　２０００９３）

摘要　虞和钦是清末和民国时期脱胎于中国传统士人，致力于科学中国化实践的新型知识分

子。论文介绍了虞和钦在筹建开成造酸厂、为开成造酸公司筹资、硫酸试产与投产等方面的作为，
指出他作为中国一家曾制衡外商外企的民族硫酸企业之首倡者，理应载入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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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硫酸曾被称为 “工业之母”。１８７４年，江南制

造局龙华分厂建成中国第一座铅室，成功地用铅室

法生产出硫酸，是中国首家硫酸厂。之后，又陆续

开办几家制造硫酸的企业，但不是设在军工厂里，
为军事工业 服 务，就 是 由 外 商 开 办 （仅 英 国 商 人

Ｍａｊｏｒ兄弟在 上 海 开 设 的 江 苏 药 水 厂 一 家）。１９２９
年，总厂设在天津河东、分厂设在唐山的得利三酸

厂，开启我国民办酸厂的历史，但因其年产硫酸仅

４００吨 （８　０００担），故 其 时 “国 内 各 工 厂、学 校、
研究单位所用的硫酸基本上全靠进口，为此每年得

付出几十万银元”［１］。直到２０世 纪３０年 代 初，中

国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科学中国化的实践者虞和钦

（１８７９—１９４４），在上海黄浦江畔创办由本国资本经

营、本国原料制造、本国技师设计的民办开成造酸

厂，才结束这种几乎全恃外货的局面。对此，一些

研究者认为，虞和钦是 “开成造酸公司创办人”［２］，
“虞和钦创设的开成造酸公司……几经困折，始克

有成”［３］，“虞先生创办的上海开成造酸公司……是

我国最早制造硫酸的企业之一”［４］，“虞和钦开办的

开成造酸厂，在中国化学工业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

页”［５］。关于虞 和 钦 在 我 国 最 早 开 办 “完 全 国 货”
的民办硫酸企业———开成造酸厂，过去的相关文献

只是简单提及，并未展开。本文拟对虞和钦开办开

成造酸厂的过程原委、历史意义进行详细的论述。

１　弃政返沪筹备造酸厂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１９２９年１０月，虞 和 钦 在 北 平

河北省署任参议厅首席参议，代省主席商震阅改文

卷，日达百件，但利国福民者不到一件，故倦于政

事，意欲乞假，但每被商挽留。１９２９年１０月，商

震调任山西省主席。因不满军阀之间的争执，再加

上内心深处的实业情结，虞和钦便决意弃政不复同

往，意图重操旧业，且云： “孔子论治国，先富而

后教，而裕国莫如实业，吾其为实业乎？”［６］１４８

在北京西山自己的寓所稍事休整一段时间后，
虞和钦于１９３０年４月６日在天津登上 “天津丸”，
踏上返 沪 的 航 程。４月１０日，抵 上 海 黄 浦 码 头。
在拜访一些新朋旧友后，便开始了他的创业活动。
他考虑自己本研习化学，又鉴于硫酸不仅像 “药料

里甘草”那样 “处处用 得 着”，而 且 是 许 多 工 业 必

不可少的原料，遂计划先在上海创设制造硫酸的化

工企 业，再 扩 至 盐 酸、硝 酸。但 国 民 政 府 曾 于

１９２７年国务会议上决定，硫酸为军用品，须国营。
于是，虞和钦即往南京向政府游说：“硫酸实为各

种化学工业制造之原料，不仅为军用品。政府既一

时 未 能 举 办，不 妨 准 许 民 营，而 由 政 府 监 督

之。”［６］１４９亦以此意 上 书 国 民 政 府 工 商、军 政２部。
由于当时的工商部正大力提倡基本工业，且部长孔

祥熙熟知虞和钦品端学优，虞和钦呈请工商部的备

案于１９３０年６月２３日即获得批复：“呈悉，准予

先行备案，仰即依法进行，仍候军政部示遵。”［７］军

政部的备案，在补交计划书后也于当年１０月获得

批准。接着，虞和钦在上海设立开成造酸公司筹备

处，开始在 上 海 招 股、购 地、设 计 厂 房、定 制 机

器，并计划在次年底基本完成厂房的建筑。

２　造酸厂的建设与筹资

按照拟定的计划，公司股本 定 为５０万 元。最

初的筹备经费，是虞和钦先向先前与友人乌峰琴、
虞南阳等共同置办的信昌银公司暂借的。同时，他

也向上海各友人处招募股本。然而，奔走３月，所

集甚少，幸得挚友项松茂为先垫４万元，上官云相

１万元，加上自筹３万元，才未耽搁购置厂房用地

和前期建设的事情。厂址选定在沪郊殷行乡 （今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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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区殷行街道），东濒黄浦江，西沿军工路，占地

４７亩，水陆交 通 均 为 便 利。虞 和 钦 在 公 司 筹 备 过

程中，招股和建造厂房是同时进行的。其间，他白

天不是出去向富室请求认股，就是到工地监工，就

连晚上也是在筹备处处理事务。尽管很辛苦，但一

切均按计划稳步推进。孰料１９３１年７、８月，厂基

的围堤先后２次被秋潮冲毁，堆置的建筑材料多半

散失。特别是８月的那次大潮，围堤缺口有迅速蔓

延的可能，虞和钦令工人尽快补筑，但他们个个趔

趄，不敢前往。于是，他便独自一人站到堤上，发

出重赏令抢修，才使围堤化险为夷，真可谓 “吏民

走尽余 王 尊”。福 无 双 至，祸 不 单 行。１９３２年 初，
上海 “一·二八”战事又起，因厂址在日军的后方，
眼看快要竣工的厂房，其施工不得不再告停顿。

然而，在筹备过程中，最令虞和钦头疼的事情

还是筹资。因１９３１年４月报载称实业部 （１９３０年

１２月，工商、农 矿 两 部 合 并 为 实 业 部）也 要 在 上

海、天津设厂制酸，以致一般股东不免恐慌，加上

许多人对化工实业又不看好，虞和钦的招股工作进

展不太顺利，其间深切感受到世间的人情冷暖。他

曾以第三人称口吻写道：
先生 如 僧 尼 化 缘，不 问 其 应 与 否，再 三 造 请。

故有严拒者，有婉却者，有先甚赞成而后极反对者，
有已认百股而仅缴一股者。……至一富友家，请认

股，彼曰：“君在政界日多，恐不谙商业，试问尔所

办酸厂，他人有办过否？凡办实业，当择他人所已

办而能获大利者，仿为之，创办甚危险，劝君勿为

也。”……又至一富友家，其友曾为先生接济者，见

先生至，曰：“我正拮据，但为君事，当竭诚相助。”
先生出认股书，请填款，彼执笔踌躇者再，忽急书

“三股”，怫然而入，袖其钱三百元以出，曰： “此可

为君作养老费，非为商也。”先生亦谢而受之。［６］１５０－１５１

不过，虞和 钦 能 以 “临 大 难 不 惧，受 奇 辱 能

忍”为座右铭，加上他再次赴京向实业部呈文，请

求准许民营暂得专办，得到 “国家经营企业总以有

益于民营事业为原则，该代表热心创办造酸工厂，
志甚可嘉，仰即切实进行”的批复［８］，让股东吃了

定心丸［９］。到１９３１年８月 底，他 还 是 筹 集 到 股 本

４０万元。９月１日，虞和钦召集各股东 （其中有项

松茂、方 液 仙、王 云 甫、经 易 门 等 沪 上 实 业 界 闻

人）举行开成造酸公司成立会议。会上，议决再招

足剩 下 的 股 本１０万 元，虞 和 钦 被 推 为 公 司 经 理，

当时金融界著名人士徐桴被推为董事长，谢伯殳被

推为经济董事，林大中推为厂务董事，沈慈护、张

子泰等 推 为 常 务 董 事，姚 咏 白、卢 志 学 推 为 监 察

人［１０］。公司大股东项松茂在会上致词：“制酸乃化

工之本，实为救国之基本工业，若不全力发展，则

国内一切化 学 工 业 不 能 发 达。”［１１］接 着，呼 吁 大 家

都来资助我国民族制酸工业。

由于水灾、 “一·二八”事变前后共损失约７
万元，虞和钦便于１９３２年８月７日召集开成造酸

公司股东临时会议，商议善后办法。会议决定再增

招股本２５万元，并将工厂日制造能力由原来的１０
吨提升到１５吨［１２］。到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开成造酸公

司的硫酸工厂，除了除砒房尚在建筑，碎矿房仅建

地脚外，其办公室、材料库、堆栈、机器修理所及

化验室等基本建筑，以及炉房、除尘房、铅房、蒸

浓房等特殊厂房落成［１３］。

３　硫酸的试产与投产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０日，开 成 厂 开 炉 试 产。开 成

厂是由本国资本经营，用本国原料制造 （其在报刊

上刊登的购买硫铁矿广告称 “本公司制造硫酸，原

料全用本国硫 铁 矿 砂，年 需 额 量 极 大”［１４－１５］），聘

本国技师设计 （林大中、高硝若担任工厂各种装置

的设计工作），“实一完全国货工厂也”［１６］。这在当

时非常少见，以致各国驻华商务参赞对开成造酸公

司甚为重视，在其试产阶段便有好几批前往开成厂

参观［１３，１７］。不过，试产期间，开成厂在选用制造硫

酸的原料硫化铁矿石上，颇费了一番周折。虞和钦

是一个坚定的国货支持者，在初建厂时，就认为原

料应用国货。我国多个地方，如温州、瑞安、诸暨、

清远、龙游等地，均有此矿，但开采者并不多，且各

矿质地不一。在先后实验自己投资３万多元约请裕牲

矿业公司开采的诸暨、瑞安２地矿石失败后，开成厂

考虑购买其他国产矿石，并多次登报征购，但绝少来

货，仅湖南水口山运来８０多吨质量欠佳的硫铁矿，

最后不得已选购西班牙的块矿 （后来正式投产后采用

广东英德县的硫化铁矿石），方才试产成功［１２］。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工 厂 剩 下 的 建 筑 全 部 完 工。

１９３３年１月２８日，开成造酸公司正式投产。其货

品有３种，即４８度实酸 （波美度＊４８度，质量分

数约为６０％）、５８度塔酸 （波美 度５８度，质 量 分

数约为７５％）、６６度浓酸 （波美 度６６度，质 量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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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约为９５％），在被上海各搪瓷、染织、电池、棉

织、汽水等厂首先采用后，认为 “品质纯美，胜过

舶来”［１８］。据１９３４年２月１０日发表的 《中国化学

工业之现状及其自给计划》一文，开成厂投入生产

后，年产量可达３　３７５吨 （６７　５００担），占 当 时 我

国硫 酸 年 总 产 量 ７　７６０．５ 吨 （１５５　２１０ 担）的

４３．５％，而 长 江 流 域 一 带 年 硫 酸 销 量 总 计 约 为

３　５００吨 （７０　０００担）［１９］，故开成厂日 后 如 能 正 常

生产，基本上能满足该地区的用酸需求。
开成厂的创办初衷之一是为了改变国家利益大

肆外溢的状况，故它开始便与外资的江苏药水厂进

行一段降价竞争，最终使得２家制酸厂在一年后达

成联合销售协议，从而彻底改变外国垄断硫酸市价

的局面———开成出货前，外 国 硫 酸 每 箱１７元；而

开成出 货 后，外 货 竟 跌 至 每 箱１４元 左 右［１２］。另

外，由于开成的提倡，国内相继又有一两家制造硫

酸的厂家问世［２０］，从而使开成厂投产后至抗战前一

年 （１９３６年），我 国 硫 酸 年 进 口 量 “减 低 甚 速”
［（１９３２—１９３６年进口量分别为２　４８７．９５吨 （４９　７５９
担）、２　４２１．５５吨 （４８　４３１担）、６５８．６吨 （１３　１７２
担）、３８２．０５吨 （７　６４１担）、２８９．７５吨 （５　７９５
担）］［２１］。

开成厂硫酸的出货，改变了我国一般工业所需

硫酸 “仰给舶来”的状况，也开启了我国 “完全国

货”的民族硫酸业的历史。此后的一些化学、地理

等学科的教科书，在介绍硫酸的制法或我国硫酸工

业时，也 以 开 成 厂 作 为 例 子［２２－２４］，其中教育 总 署

编审会编、新民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３９年出版的

《初中化学：上册》写道： “硫酸是化学药品之王，
化学工业，大多数要用它，我国以前只有兵工厂里

制造，现在已 有 华 商 开 成 造 酸 公 司 制 造 了……”）；
一些介绍国货的书籍 （如国货事业出版社编辑部编

的 《中国国货工厂史略》［２５］、上海晨报社编的 《上

海市之国货事业》［２６］），期刊 （如上海 《国货月报》

１９３４年第１卷 第１期 《国 货 工 厂 小 史》栏 目［２７］、
中华国货产销协会编辑的 《每周汇报》１９３７年第３
卷第５期 《产 销 情 形》栏 目［２８］），报 纸 （如１９３３
年１月１日 《申报》的 《国货周刊》专栏［９］），均

有关于开成造酸公司的宣传、介绍。

４　离任开成造酸公司

开成厂一出货便显露出产销两旺的局面，使得

公司各董事树立了信心，并争相任事，以致虞和钦

作为公司经理办事时，常受一些董事牵制。“羊羹

虽美，众口难调”，此之谓也。

１９３３年２月，虞 和 钦 计 划 再 亲 赴 北 方 增 招 股

本作为公司流动资金，据章筹备添制硝酸、盐酸，
但公司一些董事有异议，便向上海银团以财产作抵

借款３０万 元，使 公 司 流 动 资 金 甚 是 充 足，乃 说：
“事已成定，可以去矣。”于是致函董事会，请辞公

司经理，并荐公司董事、实业界闻人方液仙继任开

造酸公司 经 理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方 液 仙 因 事 繁 辞

职，由卢志学继任），而 董 事 会 复 请 他 任 公 司 董 事

兼监理。各股东闻悉，纷纷来信慰问，虞和钦自觉

惟对于他们，心殊歉仄，特作 《辞职及服务宣言》，
其中写道：

鄙人以衰 朽 之 余 资，办 崭 新 之 事 业。创 举 迄

今，倏忽三载，千挠百折，始克有成。此三年内真

所谓身无一日之闲，心无一刻之安也。……力薄能

鲜，集事匪易，奔走呼号，日无 宁 晷。一 股 之 成，
游谈数月；百金之集，函电三驰。门生旧吏，视入

股如捐资；至戚故交，或闭门而见拒。造 酸 工 业，
既属创举，招股如此，他可知矣！

……鄙人对于公司，经理不可不辞，职责不可

不尽。不辞职是驽马恋栈，不尽职是丧失人权。要

之，办理开成公司，为鄙人平生最可纪念之事业。
招股既难于升天，举世复如扛鼎；基地新填，水灾

忽至，厂房甫达，兵灾时乘。此等事业，在有力者

为之，实不甚难，而在鄙人，已属难能……故鄙人

之与公司，关系既深，思虑自切，譬若自 缝 之 衣，
虽敝犹 爱，久 御 之 器，虽 窳 亦 珍，决 不 肯 轻 易 放

弃，致失信用。故鄙人现今态度，对于本身，以任

劳耐苦为宗旨；对于他人，以公私利害为从违。其

为公乎，鄙人必极诚赞助，以济其成；其 为 私 乎，
鄙人必竭力设法以免其厄。苟有利于公司，虽劳同

皂隶，职等监门，亦愿为之；苟有害于公司，虽重

如泰山、细若鸿毛，亦必去之。［６］１５３－１５５

此书一出，公司各董事见虞和钦意旨坚决，且

欲实行公司监理之职权，皆为惊惧，于是，召开临

时董事会，议决改其监理为顾问。尽管各股东多请

虞和钦召开临时股东会，提付公决，但虞和钦以公

司未来发展计拒之，且言： “我为勇于任事之人，
立志正坚，所愿正宏，意欲于造酸事业成就后，将

各种重 要 工 业，逐 渐 兴 办，以 遂 其 先 富 后 教 之 素

愿。今竟若此，实难再事展措。”［６］１５６至此，虞不再

过问公司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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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军进驻上海租界，开成造酸厂也被日军占 领，改 为 公 大 造 酸 厂，产 品 归 军 用。抗 战 后，该 厂 被 收 回，并 更 名

为 （私营）中华酸碱厂。１９５２年，改为 （国营）上海制酸厂，１９５６年又改为上海化工研究院实验厂，后又更名为 “上海化工研究院第一试

验厂”（门牌号码为军工路２８５０号），１９９４年１２月被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兼并。



虞和钦尽管任开成造酸公司经理时间不长，然

而在其一生众多的事业中，他对自己创办开成厂一

事格外看重。他后来在给时任 《化学通讯》经理编

辑，后成为我国著名的有机化学家、化学史家和化

学教育家的袁翰青院士的一封信中写道：“兹寄上

拙影一纸，即乞惠存。如蒙列入通讯杂志，可旁注

‘开成造酸公司创办人’字样，因弟对于化学早已

荒芜，惟此公司为弟所辛苦经营，略有贡献也。”［２］

５　结语

作为中国近代化学传播的开拓者，虞和钦不仅

对化学、化学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引介、推广

无机 物 “某 化 某 式”命 名 法［２９］，编 译 化 学 教

材［３０］，而且 开 创 了 我 国 近 代 化 学 工 业［４］。早 在

１９００年，他就曾 与 钟 观 光 等 志 同 道 合 者 在 上 海 浦

东烂泥渡创 设 灵 光 造 磷 厂。３０年 后，他 又 在 上 海

黄浦江畔开办 “完全国货”的开成造酸厂，不仅使

国家漏卮逐渐减少，而且也提高国内各用酸企业与

外企的竞争力。作为中国一家曾制衡外商外企的民

族硫酸企业之首倡者，虞和钦理应载入中国近代化

学工业的史册。当然，其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之创业精神，也将令后世深觉高山仰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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