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中國油輪有限公司
的成立與營運侷限

1946年，國民政府為解決油運問題，遂飭令中國石油公

司與招商局共同籌資組建中國油輪公司。身為中國史上第一次

用國家力量組建的油輪公司，營運狀況值得研究。是以，本章

擬耙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之《資源委員會檔案》中

的《中國油輪公司》檔案，以及國史館庋藏的《資源委員會檔

案》，並輔以時人著述等相關資料，針對中國油輪公司作簡單

介紹。



冷戰初期國共海外之爭產28

第一節  中國油輪公司的成立背景

（一）油輪的重要性

石油，是近代工業中最重要的資源。01舉凡人類的生活中，

諸如交通運輸工具所使用的汽油、柴油，日常用品中常見的香

皂、化妝品原料、服飾和輪胎，以及家電產品中的冰箱、電視

機，均可見到石油產品的影子。故石油又被稱作為「工業的血

液」，20世紀則有「石油世紀」之稱。02 

但世界上油田的位置多半遠離最主要之油料產銷市場，且

工業發達耗油量高的國家，其本國所蘊藏的油量也可能不敷使

用。如中東是盛產原油的地區，但世界上用油量最多的國家卻

是西歐與美國。故為調整油料的分配，油運事業遂成為石油工

業中最重要的一環，而油輪的建造與經營也就扮演著舉足輕重

的角色。03

世界上第一艘問世的油輪為 1861年建造完工的伊莉莎白．

01 中國石油學會發行，《石油煉製工業淺說》（臺北：中國石油學會，

1982年），頁 2。
02 浩君，《石油到底出了什麼問題》（臺北：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2005年），頁 12-13。
03 凌鴻勛，〈廿年甘苦錄〉，收錄於凌鴻勳等著，《石油人史話》（臺北：

文海出版社，1982年），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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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特西號（Elzabeth Watts）。該輪當年將油貨儲存於船艙後，

從美國的賓州出發，橫渡大西洋，直至倫敦。04

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於油料產品有助於戰爭機器的運用，

導致各國對油料需求孔急，進而突顯油輪運輸的重要性。此時

較具代表性的油輪為美國研發的 T2型油輪，此類型的油輪配

備著三具離心式泵，和一組直接抽排管路系統，不僅大為增加

貨油的裝卸速度，亦成為建造油輪的基本架構。05

一般而言，油輪有各種不同的大小、設計與規格。其主要

功能除了載運原油與油料產品外，亦可用來載運酒精、糖蜜等

液體物質。因此，為避免向國外租借油輪而影響自身利益，歐

美大國的油公司通常擁有自己的油輪事業。但中國的情況特

殊，自清朝以來，油運事業多半掌握在外國石油公司手上。06

因此，抗戰勝利後，為了保障航權與利益起見，由政府機構負

責籌組一間油輪公司，並專門負責辦理油運事務，遂成為國民

政府所考慮的重點之一。 

04 陳復鈞，《現代油輪作業實務》（基隆：海文出版社，1981年），頁 1。
05 徐正成，《油輪作業與安全》（宜蘭：偉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1年），

頁 5。
06 其中國際油商又以美孚石油公司最為大宗，且時間最久。而關於自清朝

至 1930年代之間，美孚石油公司與中國進行貿易的方式、進口石油的種
類及用途，可以參閱吳翎君，《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國（1870-1933）》（臺
北：稻鄉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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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抗戰期間中國的石油工業情況

關於抗戰期間中國的石油工業發展情況，學界已有詳細且

扎實的研究。整體而言，學者們指出因為受到資金、市場、技

術等條件的限制，導致中國即使積極拓展石油工業，其基礎仍

顯薄弱。07但即使如此，國民政府依然非常重視油料資源的開

鑿與提煉。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曾派遣技術團，以及任命相關

技術人員至陝、甘、川一帶視察油礦情況，並陸續成立重慶植

物油煉油廠、甘肅油礦籌備處，以及甘肅油礦局等機構，旨在

開拓油源，以應付戰爭的需要。08

抗戰勝利後，為接管日本人遺留在東北及臺灣的煉油事

業，以及為了對抗國際油商的剝削，進而拓展國內重工業起

見，國民政府遂將各油礦探勘處及甘肅油礦局合併，改設中國

石油公司統籌管理。曾擔任過該公司總經理的胡新南在回憶到

當時成立中油公司時的宗旨時，曾言：

由於我國戰前石油市場，一直是為幾個國際大油商所把持

07 張力，〈陝甘地區的石油工業（1903-1949）〉，《中國現代化論文集》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頁 477-505。申力生，《中
國石油工業發展》，第 2卷《近代石油工業》（北京：石油工業出版社，
1984年）。顏昌晶，〈近代中國石油工業之發展（1932-1949）〉（桃園：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

08 中國石油志編輯小組編，《中國石油志（上冊）》（臺北：中國石油公司，

1986年），頁 23、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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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控，它們在戰時雖被迫退出，戰後仍然想捲土重來，以期掌

握我們的市場，因此用了很多力量，打算用租借方式，接收我

國各地的儲營設備，而且談判也幾乎達成協議。所幸當時我國

主持接收機構，認為石油事業正宜藉此戰後機會謀求發展，如

此時仍假外人之手來經營，則不僅我國石油工業將永無抬頭機

會，即原有的一些石油工業基礎，也勢將難以維持和持續。因

此經過了一再的爭取，終於獲得政府核准，成立一個統籌主持

全國石油事業的機構，將甘肅油礦局、四川油礦探勘處、東北

各煉油廠、臺灣的探勘及煉製機構，以及各地的油庫等，通通

併入在一個組織中，定名為「資源委員會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於三十五年六月一日成立，總機構設在上海江西路一百三十一

號。09

但是中油公司成立後，其不論在設備、資金或是技術上仍

無法與國際油商相匹敵，且國產油料的產量並不算豐盛，加上

受到國共內戰的影響，導致國府仍須仰賴國際油源的進口。10

因此，抗戰勝利後，國際油商很快又進入中國的油料市場。

與國際油商進行油料貿易時，勢必會涉及到運輸問題。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美各國對於油輪的需求大增，油輪

09 胡新南，〈我國石油工業之回顧與前瞻〉，收錄於凌鴻勳等著《石油人

史話》（臺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頁 26-27。
10 孔慶泰，〈國民黨政府時期的石油進口初探〉，《歷史檔案》，第 1期（北

京，1983年），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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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有僧多粥少的現象，進而使國際運價水漲船高。在成本利益

考量下，國際油商多半不願意再派油輪直接運油至中國，反倒

要求中國政府自行解決，此舉對戰後急欲復興的中國政府來

說，不啻為一棘手難題。11 

因此，國民政府於 1946年 12月飭令中油公司與招商局籌

組一間油輪公司，計畫令其與中東產油國家接洽，並自行運輸

油料。隔年 2月 1日，雙方於上海成立中國油輪公司，並對外

展開營業。

第二節 初期的組織架構與轉變

中國油輪公司創建後，直至 1955年結束營業為止，共歷

經三次改組。本節即為探討此三次改組的過程。

（一）中國石油公司與招商局共管

中國油輪公司係由中油公司和招商局共同出資成立的機

構。雙方協商後，最初訂立資本額為 300億國幣，後增至 800

億國幣。其中由中油公司出資 60％；招商局出資 40％。12值得

11 《中國石油志（下冊）》，頁 1369。
12 《招商局輪船股份有限公司創業百年紀念刊》（臺北：出版者不詳，

1971年），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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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的是，中油公司所負擔的費用中，有部份係來自變賣日本

遺留在臺灣的糖業所得。13 中國油輪公司成立宗旨主要是負責

全中國的油運事務，因此只要跟石油相關的製造品，均由該公

司負責配送至國內外各口岸。除此之外，中國所產的桐油與其

他油料，亦由該公司負責運輸至國內外各港口。14

中國油輪公司成立後，總公司設於上海中油公司辦公大樓

的內部。根據時人的回憶，可發現該公司成立初期的規模並不

龐大，該公司的總經理跟協理亦必須擠在同一間屋子辦公，可

說相當克難。15該公司成立後可分為三大部門：（一）、董事

會及總經理、協理；（二）、行政部門；（三）、海事部門，

以下茲就各部門初期發展情況，分別加以考察：

（1）董事會及總經理、協理

中國油輪公司成立後，由中油公司推派翁文灝、尹仲容、

張茲闓、吳兆宏、金開英等 5人；招商局推派徐學禹、胡時淵、

李景潞、曹省之等 4人共同成立董事會，負責決議公司大小事

務。16其中董事任期 3年，監察人任期 1年，均得連聘與連任。

13 張明哲，〈接收憶往〉，《石油人史話》，頁 445。
14 「中國油輪有限公司章程」，《中國油輪公司改隸資源委員會檔案》，

國史館藏，檔號：003-010101-0438。
15 萇虹，〈紅磚老屋〉，石油人編輯委員會，《篳路集》（臺北：石油人

出版委員會，1967年），頁 128-129。
16 張後銓，《招商局史（近代部份）》（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

頁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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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中油公司指派翁文灝為董事長，招商局指派徐學禹為副

董事長。17至於何以指定翁文灝出任董事長，而非當時中油公

司的代表人張茲闓為董事長，檔案中並無跡可循。但據推測，

可能與翁氏長年負責推動中國的工礦事業，且翁氏當時擔任資

源委員會委員長，負責統籌管理中國的國營事業有關。

此外，根據章程規定，中油公司推派鄒明，招商局推派韋

煥章為監察人，負責監督公司大小事務。至於公司總經理一

職，由董事會聘請李允成出任，副總經理則由王炳南及顧久寬

擔任，負責輔佐總經理。18（相關人物簡介見表 1-2-1）

表 1-2-1中國油輪公司成立初期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和協理名單

姓名 職務

翁文灝 董事長

尹仲容 董事

張茲闓 董事

吳兆宏 董事

金開英 董事

徐學禹 副董事長

胡時淵 董事

李景潞 董事

曹省之 董事

鄒明 監察人

17 「中國油輪有限公司章程」，《中國油輪公司改隸資源委員會檔案》，

國史館藏，檔號：003-010101-0438。
18 張後銓，《招商局史（近代部份）》，頁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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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務

韋煥章 監察人

李允成 總經理

王炳南 協理

顧久寬 協理

資料來源：張後銓，《招商局史（近代部份）》，頁 500。

（2）行政部門

公司成立後設立 4部 1室。其中總務部負責人事、文書、

供應、庶務等業務；業務部掌理貨運保險及報關棧埠；船務部

負責調配海事、電訊及駕駛人員管理；財務部掌管會計、出納、

稽核等事項；總工程師室負責修繕、設計及輪機人員管理等事

項。各部設經理 1人，副總經理 1人，總工程師室設總工程師

1人，均由總經理遴選後，送交董事會核定派充。接著，再依

照各部需求，分別設課辦事，各課設課長 1人，必要時亦設副

課長 1人，人選由總經理派任（其組織結構見表 1-2-2）。除

此之外，公司設秘書 2人至 3人，總船長 1人，兼任船務部總

經理。總輪機長 1人，兼任副總工程師，工程師 1至 3人。19

成立初期總職員人數達 72人，該年 12月時增至 90人。20 

19 「中國油輪有限公司組織規程（1947年 1月 25日第一次董監聯席會議
通過）」，《中國油輪公司（組織規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檔號：24-12-56-004-01。
20 「中國油輪有限公司職員人數統計表（1947年度）」，《中國油輪公司

營業報告書及請求撥款》，國史館藏，檔號：003-010301-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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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中國油輪公司組織結構

協理

協理

總經理

總工程師室

總務部

人事課

文書課

供應課

庶務課

業務部

貨運課

保險課

稅務課

船務部

海事課

電訊課

管理課

財務部

會計課

出納課

稽核課

資料來源：「中國油輪公司組織架構」，《中國油輪公司》，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4-12-56-004-01。

（3）海事部門

海事部門初期共計有船長、大副等高級海員 235人，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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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工 615人，其平均年齡約 30至 40歲，人員多來自江浙地區

及沿海各岸。其中，高級船員多半受高等教育畢業，而水手技

工則至少擁有專科以上學歷。該公司亦定期考核船員，並要求

船員必須取得交通部所頒之證書，若有不適任或未取得證書

者，則加以淘汰。21 

（二）改隸資源委員會

中國油輪公司成立不久後，政府旋即決定將該公司併入資

源委員會。1947年 8月 8日，行政院院長張群召集該院各部會

首長及相關人士，召開第四次臨時會議。會中討論到中國油輪

公司未來方向時決議：（一）、將中國油輪公司轉交資委會負

責辦理。（二）、規定其所需要資金全由資委會負責籌措，國

庫將不再另行撥款。（三）、若該公司因業務需要而欲購買陳

舊油輪時，亦由資委會擬定詳細辦法後，送交行政院鑒核後方

可施行等三項內容。22待會議結束後，行政院將此命令通知中

國油輪公司董事會。

翁文灝在接獲行政院之命令後，立即致函給行政院秘書長

甘乃光，表明行政院將中國油輪公司交給資源委員會專責主持

21 「中國油輪公司營業報告書（1947年度）」，《中國油輪公司營業報告
書及請求撥款》，國史館藏，檔號：003-010301-1327。

22 「中國石油公司應付中國油輪公司股本經費案經本院臨時會議決後三項

交該會專責辦理等語指復遵」，《中國油輪公司改隸資源委員會檔案》，

國史館藏，檔號：003-010101-0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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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與原議辦法不符，希望甘氏重新考慮，並建議行政院修

正此方案。23其中，翁氏所持的理由為中國油輪公司的資金本

由中油公司與招商局共同出資，且業務多由雙方負責辦理，若

貿然將中國油輪公司交給資委會主持，恐怕容易滋生糾紛。24

甘乃光接獲翁文灝的來函後，亦立即復函給翁氏。其表示由於

此項命令已經公佈，且在公布之際並未遭到反對，因此無法再

對此案進行修正。25

鑑於合併已成定局，中國油輪公司遂於 9月 15日召開第

三次董監聯席會議，商討合併事宜。會議上先由李允成總經理

向董事會報告公司成立至 9月之間的運輸概況、財務狀況，並

向各董事說明旗下各輪船修理情形以及公司人事概況。經過一

番討論後，董事會決定遵照行政院令，將該公司交由資委會主

持。其後，該公司亦決定遵照資委會的命令，將原本董事名額

提高至 11人。其中由資委會和中油公司共同推薦 7人，招商

局 4人，並增加監察人 1名，但人選均須送資委會核定。26經

23 《中國油輪公司改隸資源委員會案》，國史館藏， 檔號 003-010101-
0438。

24 「為奉飭知中國油輪公司應由鈞會專責主辦一案，謹將遵辦情形及修正

油輪公司章程呈請鑒核示遵由」。《中國油輪公司改隸資源委員會案》，

國史館藏，檔號 003-010101-0438。
25 《中國油輪公司改隸資源委員會案》，國史館藏， 檔號 003-010101-

0438。
26 「中國油輪有限公司董監聯席會議第三次會議記錄」，《中國油輪公司

改隸資源委員會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03-010101-0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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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協商後，決定董事長、副董事長、經理和協理均不變，但加

派許本純為董事，李允成除了仍任總經理外，還兼任董事職

務。除此之外，由資委會加派張峻為監察人。整體而言，人事

任命變動不大（改組後人選請見表 1-2-3）。27

表 1-2-3 中國油輪公司改組後的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和協理名單

姓名 職務

翁文灝 董事長

伊仲容 董事

張茲闓 董事

吳兆宏 董事

金開英 董事

徐學禹 副董事長

胡時淵 董事

李景潞 董事

曹省之 董事

許本純 董事

鄒明 監察人

韋煥章 監察人

張峻 監察人

李允成 總經理兼董事

資料來源：張後銓，《招商局史（近代部份）》，頁 500-501。

除了加派人選外，三方對原先章程也進行部分修正。其中

27 張後銓，《招商局史（近代部份）》，頁 50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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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委會為保持業務便利起見，主張公司業務由三方共同辦理，

但由資委會負責指揮。故中國油輪公司的總資本改由資委會負

責出資 34%，中油公司和招商局各出資 33%。28在安排好一切

事務後，資委會立即將新章程送交行政院審核通過。至此，中

國油輪公司業務正式歸併資委會辦理。

（三）歸併招商局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1948至 1949年間，受到國共內戰的影響，中國油輪公司

隨政府搬遷至臺灣，旋即在臺北恢復營運（以下所提遷至臺灣

辦公的中國油輪公司，簡稱為臺北中國油輪公司）。該公司在

撤退之際共從上海開出 4艘大型油輪，9艘小型油輪，至於無

法撤退來臺的油輪，則由該公司負責將其鑿沉於上海附近的海

域。29

1949年 5月 27日，共軍控制上海，上海市軍管會接管中

國油輪公司。在中共的命令下，由張明出任總經理，王炳南跟

顧久寬仍任副總經理，恢復對外營業。自此，臺海兩岸各出現

一間中國油輪有限公司的奇特現象。為區隔起見，在上海的中

國油輪公司，則簡稱為上海中國油輪公司。

28 「中國油輪有限公司章程（上海時期）」，《中國油輪公司（組織規程）》，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4-12-56-004-01。
29 「為中國油輪公司合併於招商局後本公司出資權益應如何處理請核示

由」，《中國油輪公司（總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

24-12-56-0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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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元月，政府為簡化機構，增進效率起見，經濟部奉

行政院命令，致函給臺北中國油輪公司，命該公司與招商局合

併，並擬具歸併辦法兩條。根據規定，該公司的全部業務、資

產、負債與在職員工一律由招商局接管，並繼續營業。此外，

政府還決定合併兩公司的董監事會。由於招商局的原董事長徐

學禹迭次請辭，故政府決定准其所請，改由交通部聘為顧問。

其所遺留的董事長一職則改派俞飛鵬接任。30

臺北中國油輪公司的董事們在接到政府的命令後，遂於 1

月 18日召開第九次董監聯席會議。當時出席者除了有俞飛鵬、

韋煥章、金開英、王洸、莫衡、施復昌、張峻、王濟賢等 8人

外，還有交通部常務次長錢其琛，經濟部商業司司長冉鵬，以

及徐肇基等 3人。此次會議主要針對中國油輪公司歸併招商局

處理辦法展開討論（草案請見附錄 1-2-1）。31

從現今留下的會議記錄中顯示，此次討論中共有 4名與會

者發言。他們分別為金開英、冉鵬、張峻和錢其琛。原則上，

金開英和冉鵬對這 8條辦法並無異議，他們只強調中國油輪公

司歸併招商局的手續必須符合公司法的規定辦理。張峻則對第

4條提出不同的看法，其認為合併後的股本若欲採第 2條前項

30 「准交通部電達油輪公司歸併招商局一案仰知照」，《中國油輪公司（總

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3-12-56-004-02。《招商
局輪船股份有限公司創業百年紀念刊》，頁 23。

31 「中國油輪公司第九次董監聯席會議紀錄」，《中國油輪公司（總務）》，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3-12-56-0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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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擬的原則辦理的話，則應敘明：「二公司在大陸之原有資產

收回後，應分別依同一計算標準估值，作為增資油輪公司所佔

部份，並按原股權比例分配給原股東」，否則對中油公司不利。

錢其琛對此則是表示，當招商局呈奉擬具辦法時，最好能夠列

舉第 2條內所列之 2項辦法，供交通部選擇較為妥善。32考察

檔案後，可以發現其中引起爭議的係為第 1條、第 2條和第 4

條所擬的辦法。中油公司認為若照此三條辦法施行的話，必定

會涉及到抵押債權，以及變更登記手續等問題，進而影響到該

公司自身的權益。33

對於中油公司所提的疑慮，資委會的態度是認為原本所擬

的草案與行政院的指令相符，所以應該照原擬辦法施行。但為

保障中油公司的權益起見，資委會仍在 3月中時發文給經濟

部，請其針對此事提出完善的措施。資委會同時請經濟部與交

通部針對第 2條所提的 2項辦法進行討論後，再提請行政院從

中選擇一個辦理。34

對於中油公司所提出的疑慮，經濟部在 3月 26日電文

32 「中國油輪公司第九次董監聯席會議紀錄」，《中國油輪公司（總務）》，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3-12-56-004-02。
33 「為中國油輪公司合併於招商局後本公司出資權益應如何處理請核示

由」，《中國油輪公司（總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

24-12-56-004-02。
34 「據中國石油公司董事電以中國油輪公司合併於招商局後，本公司出資

權益應如何處理一案，電轉鑒核示遵由」，《中國油輪公司（總務）》，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4-12-56-0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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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委會，其指示：「中國石油投資油輪公司之股權 33%應辦

理轉帳手續，並依公司法辦理減資變更登記，已另令遵照在

案。」35除此之外，經濟部亦指示資委會投資在中國油輪公司

的 34%股權，應向國庫辦理轉帳手續。至於該會所提從第 2

條辦法中擇一辦理，經過討論後，行政院最後決定選擇由一個

機構代表股權，因此，臺北中國油輪公司之前所擬的辦法已全

不適用。是故，行政院要求中國油輪公司重新擬定辦法後，再

交其核示。36

中國油輪公司接獲行政院令後，再次開會討論，並重新擬

定辦法。4月 21日，施復昌將重新擬好的辦法電文給資委會、

交通部、招商局和中國油輪公司的董事們核示（見附錄 1-2-

2）。37基本上，各相關部門均同意此項新辦法。38至此臺北中

國油輪公司正式併入招商局，並繼續對外營運，直到 1955年，

35 「中國石油公司為油輪公司歸併後之權益如何處理案電復知照由」，《中

國油輪公司（總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4-12-56-
004-02。

36 「奉院令油輪公司歸併招商局股權由一個機構代表等因仰遵辦具報由」，

《中國油輪公司（總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4-
12-56-004-02。

37 「遵令重行擬呈本公司歸併招商局處理辦法，仰祈鑒賜轉呈核定示遵

由」，《中國油輪公司（總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

24-12-56-004-02。
38 「為呈送中國油輪公司歸併招商局結束結算書祈鑒核示遵由」、「據呈

送中國油輪公司結束結算書一案復仰知照由」，《中國油輪公司（總

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4-12-56-0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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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才因為旗下所有油輪過於老舊，沒有資本增添新油輪而

正式宣告停業。

對於臺北中國油輪公司併入招商局一事，戴寶村認為此為

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臺後，為集中航運力量，撙節開支的考量

下所作出的決策。戴氏亦認為透過此合併案即可瞭解招商局與

政府之間的密切關係。從對外交通與國家存續的角度來看，則

代表國家可以有效掌握對外交通，進而保證國家提供物資運輸

的發展。39此論述完全正確，唯該文中並未對整併過程有所敘

述。本小節可稍微補充此文的不足之處。

第三節 業務的開展與人才培訓

（一）旗下油輪的來源與業務的開展

中國油輪公司成立後，其旗下油輪來源多由招商局將旗下

的油輪撥交給中國油輪公司使用，當作招商局的股本。40同時，

國府亦於高雄港打撈起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被美軍擊沉之日本油

39 戴寶村，《近代臺灣海運發展──戎克船到長榮巨舶》（臺北：玉山社

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頁 349
40 「中國油輪公司營業報告書（1947年度）」。國史館藏，《中國油輪公

司營業報告書及請求撥款》，檔號：003-010301-1327。《招商局輪船股
份有限公司創業百年紀念刊》，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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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黑潮丸」（Kuroshio Maru），後經專家鑑定後，認為該輪

修復後，將有利於中國的油運事業。是以，中國油輪公司進行

評估後，決定將該輪更名為永灝輪，並送至香港檢修。然永灝

輪始終沒有投入營運行列。是以，該公司實際航行的油輪共計

有22艘，其中有4艘甲型油輪，18艘小型油輪（見附錄1-3-1）。

該公司油輪的調配狀況，係由大型油輪擔任遠洋運提任

務，小型油輪負責口岸之間的油料運輸。如該公司曾派遣永

洪、永澤兩艘大型油輪，前往中東提運原油後，再輸往東北煉

油廠及高雄煉油廠兩地。41其航期一次大約 3個月，一年約可

運原油 12萬噸。42小型油輪則主要往返於上海、青島、天津、

廣州等口岸，負責彼此之間的油料運輸。

除此之外，中國油輪公司成立後因業務需要，亦須與國際

油商保持密切合作關係。然而在與國際油商進行貿易時，勢必

會涉及到航權問題，中國油輪公司對此通常選擇小心處理。如

1947年 9月，美孚石油公司曾載 8000噸至 10000噸的原油至

大沽口。該公司表示將自備油輪往返天津與大沽口一帶進行油

41 「為報告永洪油輪航行順利已於十六日駛過星加坡由」、「為送本公司

與中國石油公司簽訂租賃永洪輪合約副本一份即已改變裝油卸油地點祈

鑒核由」、「呈送本公司與中國油輪公司簽訂租賃「永澤」輪第一次航

行合約副本一份祈鑒核由」，《中國石油公司租油輪運送油料》，國史

館藏，檔號：003-010503-0219。
42 《中國石油志（下冊）》，頁 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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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駁運之工作，並請天津航政局給予臨時許可證。43

對於美孚石油公司的要求，天津航政局本打算要求招商局

天津分局派散艙輪 2艘，前往大沽口駁運油料，故不贊成美孚

公司之要求。但由於該局旗下輪船噸位不足，加上現有船隻仍

待修理，不敷使用。因此，天津航政局便以維護航權為由，請

求資委會派中國油輪公司旗下之小型油輪，至天津駁運美孚公

司所運來的油料。資委會在接獲天津航政局的電文後，一方面

除命令中國油輪公司派出旗下油輪馳赴天津外，另一方面也要

求天津航政局：「監視該行，勿使自行駁油為荷」。44

從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國油輪公司成立後除了運載油料

產品外，亦在有限的範圍內逐漸收回內河航權，而這也是政府

在創辦中國油輪公司之際所欲達成的目標之一。

（二）培訓人才與購買儀器

中國油輪公司組建後，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專業人才的培

育和添購儀器。由於中日戰爭的影響，導致中國的油礦技術人

員多出身於陝西和甘肅兩地的煉油廠。但該二地位處內陸，故

43 「謹飭油輪公司派船駁運美孚油公司運津油料由」，《中國石油公司租

油輪運送油料》，國史館藏，檔號：003-010503-0219。
44 「准電囑飭油輪公司派船駁運美孚油公司運津油料一案轉請查照由」，

《中國石油公司租油輪運送油料》，國史館藏，檔號：003-010503-
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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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多未見過油輪模樣，更遑論知曉如何從油輪卸下油料。如

當時負責與英伊石油公司的油輪進行接洽的人員就曾因為沒有

經驗，所以在卸載油料時只能：「憑一般普通常識來猜想和準

備油輪的停泊，連接蛇管和泵卸原油」。45 

是以，培養專業的海事人才及油輪裝卸操作人員，遂成為

該公司主要業務之一。根據 1947年的〈中國油輪公司營業報

告書〉顯示，該公司在 1947年曾計劃挑選各大學駕駛輪機科

及商船、海軍、水產或其他海事機械專科學校畢業生赴各油輪

實習一年，並招募各高中畢、肄業學生或有航海經驗者，施以

一年半的實習教育，其中優秀者均可派充船員。總計該年共選

派出各輪駕駛實習生 10名、練習生 1名，輪機實習生 16名。

可謂該公司培養專業人才不遺餘力。這批海員亦陸續投入該公

司旗下各油輪服役。46

該公司除了培育人才外，亦致力充實各油輪設備。其一方

面在各油輪中添配滅火設備、電機設備及航海所須的儀器和航

海圖，另一方面強化各油輪的電訊設備，藉以加強彼此間的聯

繫，防止船隻在航行間發生意外。總計 1947年整年共添購或

改裝油輪長短波發報機 24架（見附錄 1-3-2）。47

45 微之，〈我國煉油史上的第一船進口石油〉，《篳路集》，頁 103。
46 「中國油輪公司營業報告書（1947年度）」，《中國油輪公司營業報告

書及請求撥款》，國史館藏，檔號：003-010301-1327。
47 「中國油輪公司營業報告書（1947年度）」。《中國油輪公司營業報告

書及請求撥款》，國史館藏，檔號：003-010301-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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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面臨的侷限

中國油輪公司成立後，雖然致力開展業務，但其初期財務

狀況卻處於負債狀況。從 1947年 9月的第三次董監聯席會議

紀錄中，不難發現該公司負債總額竟高達法幣 17億 5千 4百

萬元。48另外，在該公司的 1949年度的報告書和 1950年度的

計劃書中，亦可看到中國油輪公司資金調度困難的問題。中國

油輪公司最終在 1955年因為經費難以維持業務運作，加上旗

下油輪已多半拆解出售等因素而宣告解散。

造成該公司負債的原因眾多。如林志龍就指出因受到國共

內戰的影響，導致該公司油輪多被軍方徵用，以及該公司本身

船隻老舊使得維修成本居高不下，都是限制中國油輪公司發展

的原因。49而本文考察檔案後，將以該公司甲型油輪永澄輪拆

解出售案，以及甲型油輪永洪輪修理案為例子，並列出該公司

1947年度和 1949年度的油輪維修情況表，藉以說明油輪老舊

對該公司的影響。

48 「中國油輪有限公司董監聯席會議第三次會議記錄」，《中國油輪公司

改隸資源委員會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03-010101-0438。
49 林志龍，《臺灣對外航運（1945-1953）》（臺北：稻鄉出版社，2012年），

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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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永澄輪拆解出售案

永澄輪，原名Ardmore，係由德國北部羅斯托克（Rostock）

的 Aktien Gesellschaft Neptun公司所建造的油輪。該輪於 1913

年建造完工後，隨即下水服務。該輪的總噸位約 7129噸，最

高載重量可達 10700噸，馬力約為 2500匹，空載時速可到 10

海浬。50

1947年，中國油輪公司在駐美物資供應委員會幫助下接管

該輪。但永澄輪在接管之際已是：「船部鋼板大部已銹爛，無

法補修。如進塢徹底修換，所需工料費用將與新造船所相埒，

不合經濟原則。」51因此，永澄輪除了在 1948年底和 1949年

3月之間航行於臺灣與上海二次，其餘時間則是租與漢口的既

濟水電公司與中油公司作儲油之用。52

但到了 1950年時，中油公司聲明已不需要該輪作為儲油

之用。鑑於維修不符成本，且該輪長期停泊則又徒增浪費。臺

北中國油輪公司的董事們開會討論後，一致決定以永澄輪：「船

50 「為本公司永澄油輪以逾齡已久，不堪航行。經董事會通過資源委員會

核定准予解體出售，並擬即日在基開始解體呈祈鑒核准予分店基高港務

局照辦由〉，《中國油輪公司（業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檔號：24-12-56-006-01。
51 「為呈報議決出售永澄油輪經過及請示出售方式由」，《中國油輪公司

（業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4-12-56-006-01。
52 「為本公司永澄油輪以逾齡已久，不堪航行。經董事會通過資源委員會

核定准予解體出售，並擬即日在基開始解體呈祈鑒核准予分店基高港務

局照辦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4-12-56-006-01。



冷戰初期國共海外之爭產50

齡過老，船殼陳舊，已不適於遠洋航行。如能予以拆售，以其

價款作為流動基金，則極有利於本公司今後財政之調度」為

由，決議將永澄輪出售。53

當該公司欲出售永澄輪的消息傳出後，從 7月 13日到 9

月 12日之間，共計有 6家公司廠商向中國油輪公司報價（請

見附錄 1-4-1）。54從各公司的報價表來看，似乎把永澄輪賣給

印度所獲得的利益最高。而臺北中國油輪公司亦確實考慮把油

輪售與印度與日本。55但永澄輪畢竟是舊船，且該船殘破不堪，

使得報價的 6家公司在得知永澄輪的確切狀態後，紛紛取消購

買意願。56

因此，為解決出售困難的問題，臺北中國油輪公司在 10

月時決議先將該輪交由臺灣造船有限公司解體，嗣後再請資源

委員會材料供應處代為出售。57根據臺灣造船公司的估算，永

53 「中國油輪公司 39年度營運計畫」，《中國油輪公司（會議記錄）》，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4-12-56-008-01。

54 「為呈報議決出售永澄油輪經過及請示出售方式由」，《中國油輪公司

（業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4-12-56-006-01。
55 「為呈報議決出售永澄油輪經過及請示出售方式由」，《中國油輪公司

（業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4-12-56-006-01。
56 「為本公司永澄油輪擬改為解體出售並由臺灣造船有限公司承辦解體工

程及材料供應處代售解體鋼板電祈鑒核賜准由」，《中國油輪公司（業

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4-12-56-006-01。
57 「為本公司永澄油輪擬改為解體出售並由臺灣造船有限公司承辦解體工

程及材料供應處代售解體鋼板電祈鑒核賜准由」，《中國油輪公司（業

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4-12-56-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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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輪解體後船身鋼板約可得 3500公噸左右。故該公司擬每噸

以新臺幣 430元的價格出售，其中 2000公噸擬售予臺灣區機

械工業同業公會，以供各民營工廠應用，1000噸擬售予臺灣工

礦股份有限公司，剩餘 500噸則擬售予臺灣鐵廠。58

雙方於 11月 23日簽定好合約後，永澄輪就交由臺灣造船

有限公司在基隆港進行拆卸工作。59但是到 1951年 1月底，臺

灣造船有限公司卻突然致電臺北中國油輪公司，告知該船所拆

卸的鋼板可能只有 3000噸左右，比原本預估的數量還短少了

500多噸。導致該公司與各購主們產生糾紛。60其中臺灣區機

械工業同業公會已提鋼板約 1687噸，臺灣工礦股份公司已提

鋼板 360噸，臺灣鋼廠則是已提鋼板 130噸。

為此，臺北中國油輪公司於 2月 1日邀約各有關單位進行

商洽。在會議上，該公司原本希望照訂約出售數量的八成交

貨，但是臺灣區機械工業同業公會卻以扶植民營事業為由，反

對該提議。臺灣區機械工業同業公會提出希望其他公司讓步的

58 「為委託代為出售本公司永澄油輪解體鋼板希查照辦理見復由」，《中

國油輪公司（業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4-12-56-
006-01。

59 「為該公司永澄油輪解體及拆除工程合約經轉請審計部准予存備查核

由」，《中國油輪公司（移交清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

24-12-56-001。
60 「為永澄輪拆解鋼板不能達到預估出售數量請定期邀約各購主商討補救

辦法由」，《中國油輪公司（移交清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檔號：24-12-56-001。



冷戰初期國共海外之爭產52

意見，讓該會可以提足 2000噸。臺灣區機械工業同業公會的

提議自然無法獲得各單位的認同，而此次會議也因各承購單位

出席人員無法作出具體的決定而解散。61

經過一個多月的協商與討論後，臺北中國油輪公司基於臺

灣區機械工業同業公會係為扶植民營工業的機構，保證交齊

2000噸鋼料給該公會。至於臺灣工礦股份公司與臺灣鋼廠則是

按原訂數量八成交貨，並保證將來若有剩餘鋼料，再平均分配

給這兩家公司。至此整件事情算告結束。62

（二）永洪輪修理案

永洪輪，係中國油輪公司可調配運用之 4艘甲型油輪的其

中一艘。該輪建於 1921年，其載重量約 8206噸，可載油量約

11900噸，是當時中國油輪公司所能調配的油輪中最大型的一

艘。

1949年 10月，永洪輪由於過於老舊需要維修。鑑於此，

臺北中國油輪公司分別函請臺灣造船公司開列估價單，此外，

61 「永澄輪解體出售鋼板差額分配會議記錄」，《中國油輪公司（業務）》，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4-12-56-006-01。
62 「為電復永澄輪解體鋼板交貨不足一案辦理情形祈鑒核由」、「為電請

轉飭油輪公司及材料供應處速商永澄輪解體船板交貨問題並交本廠訂貨

由」、「為出售永澄輪鋼板交貨不足解決辦法一案，電請查照照辦見復

由」，《中國油輪公司（業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

24-12-56-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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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亦請駐日代表團邵逸周向日本著名船廠分別詢價。11月

8日，日本的八幡、播磨、三菱和川崎四家船廠開列估價單送

至該公司，而臺灣造船公司則是遲至 1950年 3月 18日才將估

價單送至該公司（見附錄 1-4-2）。63

考察臺北中國油輪公司於同年所召開的第三次常務董事會

議紀錄後，發現該公司於 6月 6日時已決議讓永洪輪擔任香港

運輸公司所委託運至日本橫濱的 4000噸糖蜜之配送任務，之

後再將永洪輪開往神戶的川崎船廠檢修。其中，該船的維修費

用的部份則由該公司聯絡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轉飭臺灣

銀行，先向該行借款 4萬美金，待糖蜜運送任務結束後，再用

所得的外匯抵還。64

但是此舉卻引起臺灣造船公司的抗議。由於臺灣造船公司

不瞭解永洪輪已擔任運輸糖蜜之任務，因此在 7月 6日時，臺

灣造船公司以「該輪空載開日，將來修竣又復空船駛回，而船

員在日開支需要鉅額外匯，實計損失似屬不貲」為由，致電資

源委員會，請該會轉告臺北中國油輪公司，建議其將永洪輪交

由臺灣造船公司維修。65

63 「為電復永洪輪交修經過請鑒核由」，《中國油輪公司（業務）》，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4-12-56-006-01。
64 「中國油輪有限公司第三次常務董事會議紀錄」，《中國油輪公司（會

議記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4-12-56-008-01。
65 「為電懇俯准轉知中國油輪公司將永洪輪修理工程交本公司承辦祈察奪

施行並示遵由」，《中國油輪公司（業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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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中國油輪公司對此以該公司經濟困難為由，婉拒臺灣

造船公司的請求。但該公司向臺灣造船公司保證，將來大型油

輪永清輪、小型油輪永淶輪和永灤輪若要維修時，一定交由該

公司負責。66

根據後來的檔案顯示，永洪輪送交川崎船廠檢修確實對臺

北中國油輪公司較有利。永洪輪於 7月 19日晚上 7點，從高

雄港載妥糖蜜 3951.8噸出發後，便駛往日本橫濱。26日晚上 7

點抵達橫濱外港，27日靠埠卸貨，至 30日全部卸清。後因手

續問題，永洪輪於橫濱停靠至 8月 5日才駛往神戶，6日到達

神戶外海，8日移靠川崎船廠碼頭進行修理。67

原本估計修復約要美金 29986元，後來為了預防將來船體

漏水，臺北中國油輪公司又決定增修及變易鋼板 10塊，這樣

估計大約要花費美金 31133.49元。但經過邵逸周向該廠磋商

後，修理費減為美金 30000元，修理期限亦從 60天縮短為 40

天完工。8月18日，臺北中國油輪公司與川崎船廠簽妥合約後，

永洪輪開始進行修理工程。68

所藏，檔號：24-12-56-006-01。
66 「為電復永洪輪交修經過請鑒核由」，《中國油輪公司（業務）》，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4-12-56-006-01。
67 「永洪輪修理概況」，《中國油輪公司（會議記錄）》，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4-12-56-008-01。
68 「永洪輪修理概況」，《中國油輪公司（會議記錄）》，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4-12-56-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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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考察永澄輪拆解出售案和永洪輪修理案兩個案子，可

以看出中國油輪公司展開營運後面臨最大的侷限，即是該公司

旗下的油輪過於老舊，必須時常維修，導致中國油輪公司在資

金運用上左支右絀，難以維持經營。

事實上，油輪檢修就代表著油輪必須停航，假設一艘油輪

一個月內檢修一至兩次，應該不至於影響該公司的業務。但透

過附錄 1-4-3和 1-4-4卻可以觀察到中國油輪公司旗下的油輪，

不論是甲型油輪或是乙型油輪，其維修次數均相當頻繁，甚至

有些油輪一個月內修理次數竟然高達數十次，這表示中國油輪

公司所購買的油輪存在著很大的缺陷。油輪停航更是使中國油

輪公司無法有效地賺到運費，還必須額外支出修理費。在此惡

性循環下，中國油輪公司的發展自然受到限制。

另外，透過觀察油輪修理的案件，亦不難發現國民政府向

美國購買的大型油輪多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剩餘油輪。其

中如永洪、永澄、永清、永澤等船齡平均約三十年以上（見附

錄 1-3-1）。小型油輪雖然較新，但亦必須時常檢修。此即產

生一個有趣問題，何以國民政府不向美國購買新型且優良的油

輪？事實上，國民政府曾打算向美國政府海事委員會（U. S. 

Maritime Commission）購買當時最新型的 T2油輪（其載重量

最高可達 16000噸），但當時購買新型油輪有兩個困難，一是

價格太過昂貴，二是美國對於油輪販售的法規太過嚴格。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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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油輪公司第一任總經理李允成在給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

會的代電中就指出：「美國法律規定祇能由美國人民承購（指

T2型油輪），不准轉讓過戶，在修竣航行時高級船員必須僱

用美籍人民，限制甚嚴」。69美國政府訂出這樣的法律限制，

尤其是高級船員必須僱用美籍人員一條，嚴重威脅到國家主權

與公司營運。是以，中國只能選擇向美國購買老舊的油輪，而

購買老舊油輪的結果，即是中國油輪公司自營運起，就必須面

臨必須時常修理油輪的窘境，進而埋下將來宣告停業的種子。

小結

綜合前述，可以歸納出三點：（一）無論是在抗戰時期或

抗戰勝利後，中國的石油工業基礎仍然相當薄弱，加上受到國

共內戰的影響，導致國產石油量不高，必須仰賴國際油源的進

口。（二）國際油料的輸入必定涉及到運輸問題，故需要油輪

擔任運輸工作。然而受到戰後復興運動的影響，導致國際油商

多不願意提供油輪代運服務，國民政府亦常面臨租不到油輪的

窘境。（三）為避免中國的油運事業被外國石油公司所壟斷，

進而保障自身的航權起見，由政府負責籌組一間油輪公司來統

69 「為在港修理永灝油輪建議處理辦法三點請指示由」，《中國油輪公

司（永灝輪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4-12-56-007-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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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油料運送事務，是當時政府的當務之急。

中國油輪公司即是在此背景下相應而生。該公司自 1946

年成立之後，到 1955年結束營業為止，共經歷 3次改組。從

這 3次的改組過程中，可以發現中國油輪公司是個多方合資的

國營機構，裡頭不僅有中國石油公司的勢力、招商局的勢力，

亦有資委會的勢力。

再者，考察檔案亦可以發現中國油輪公司主要負責運載油

料，往返中東與中國大陸之間，其角色相當重要。其中，透過

觀察天津美孚石油公司的例子，可以發現中國油輪公司成立

後，確實達到逐步收回航權的目的。

除此之外，由於油輪係屬新型機械，需要專業的人才及專

門的知識方可操作，故該公司亦相當注重人才的培養與設備的

添購。透過考察中國油輪公司 1947年的營業報告書後，可發

現中國油輪公司在培育人才與添購機器方面，確實花費不少苦

心。

但整體而言，中國油輪公司的營運狀況一直呈現負債的狀

況。造成負債的原因眾多。可能是草創時期，動輒需要花費導

致。亦有可能是受到國共內戰的影響，航線縮短或失去所造成

的影響。但透過觀察永澄輪拆解出售案、永洪輪修理案經過和

觀察 1947年度及 1949年度該公司油輪的檢修情況表後，可謂

造成中國油輪公司虧損連連的原因，最主要應該是在於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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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購買的油輪過於老舊，必須時常停航檢修，導致修理成本高

於所得利潤，進而限制該公司的發展。但無論如何，對於身為

中國第一次用國家力量組建的油輪公司，其對中國的現代化和

工業化確實有相當程度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