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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实业家张謇与近代度量衡改革

□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信息中心  陆进宇

张 謇（1853-1926）， 中 国

近代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

事业活动家。他 1894 年赴京参

加会试，考取状元，后筹办多家

企业。他兴办教育、热心社会改

革，终生抱定“实业救国、教育

救国”的爱国热忱，为我国近代

民族工业的兴起，为教育事业的

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被称为“状

元实业家”。1911 年辛亥革命后，

张謇顺应历史潮流，就任北洋政

府农林、工商、农商总长等职务

期间，编订颁布有关工商矿业、

农林水利、渔牧业、度量衡、银

行证券、引用外资等 20 余个法

规条例，对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

商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2020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南通考察调研时专门参观了

张謇生平展，赞扬张謇是“民营

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强调“民

营企业家要见贤思齐，增强家国

情怀、担当社会责任”。

张謇作为实业家、社会活动

家，深知中国度量衡制度的混乱

给国家、社会和个人带来的不利

影响，极力倡导支持划一度量衡。

清末民初，全国度量衡制度十分

混乱，这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正

常发展造成了很大困难，张謇对

此有非常深刻的认知和感受。早

在 1901 年（光绪二十七年）清末

新政时，张謇就在具有君主立宪

思想的《变法平议》奏章中系统

地提出改革政制、度量衡、税制、

盐法等主张。张謇指出：“权度者，

整齐工商、孚信上下之根本也”，“今

各国皆有画一之美，而我仍人自

为制，家自为俗”。并且提出了

强烈的改革主张，“往持同度量

衡之说久矣，以为是国权之所寄

也”，“宜由户部准旧制，校定

权度升斗斛之长短、大小、轻重，

范铜为式，分颁各省布政使。”

为清末度量衡改革积极发声助力。

1913 年 9 月，张謇出任工商

总长兼农林总长后，便将划一度

量衡制度提上日程，“派员前赴

东西洋各国调查……赴外调查专

员陆续回国”，派员到欧美国家

考察度量衡制度，考察人员陆续

回国后，“复经謇督饬各员反复

讨论”，张謇召集考察人员讨论

划一度量衡的对策，经过反复讨

论，农商部认为“佥以兹事体大，

不厌求详”，既要了解国外度量

衡制度的相关学说，同时还要了

解中国相关民情，如果不了解中

国相关民情，“则农田市物价格

之争，必扰及相安之生计”；如

果不参考国外度量衡制度的相关

学说，“则地球经线准据之用，

无以希进化之大同”。为此，确

立了“外之须明世界日新之学说，

内之须审本国习惯之民情”，既“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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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又“参学说”的划一宗旨。

民国之初（1912 年），刘揆

一主政工商部，制定了完全采用

万国度量衡通制的度量衡制度改

革方案，这个方案虽得到临时全

国工商大会讨论赞成，也在国务

会议上顺利通过，但因牵涉众多

方面，并没有得到议会的议决。

采用万国度量衡通制符合当时世

界度量衡制度发展趋势，但直接

移植万国度量衡通制，采用“完

全西化”的制度，并不符合中国

实际情况。这主要是对国内外通

行之度量衡制度认识不足，仅模

糊提出旧度量衡按照“密达制（即

万国度量衡通制，万国权度通制，

万国公制）”折合比例造表颁行，

其实并未真正将民间使用度量衡

习惯融入改革方案中，不能得到

切实推行。

张謇汲取民初度量衡改革经

验，认为公尺过长、公斤过重，

这与中国数千年民情不符合，不

易推行，“当保存旧制之一种，

以万国度量衡通制为折合之标准

也”，而中国旧制种类繁多，这

些旧制为多年所沿用，未经法定，

而经国家法律及国际条约所规定

只有营造尺库平和关尺关平这两

种，“关尺关平虽亦制有定式，

存放海关，然折合之数，不能密合，

与前农工商部所定营造尺库平相

较，亦不能符”，所以主张以营

造尺库平制作为保存的旧制，这

是因为“营造尺、库平既经纂入

官书局，官民共守；而各国所希

冀于我者，亦只求我之画一，并

非强以从同”。张謇主张“改正

关尺、关平合于营造尺、库平之

数”，同时张謇提出采用万国度

量衡通制作为法定的度量衡制度。

张謇之所以采用万国度量衡通制

作为法定的制度，是因为该制度

“在量衡俱由度出，俱以十进，

视我之量衡出于度，而计算得数，

奇零复制为更精整也”。当时以

本国旧制与万国度量衡通制并用

的国家有英、美、俄、日等国，

而中国学校、工厂、邮政、铁路、

军队及一切科学事业大多采用万

国度量衡通制，所以张謇认为“自

当以通制与旧制相辅而行，庶数

年后，风气大开，科学日进，改

从通制，推行自易”。1914 年初，

张謇向大总统袁世凯呈报了“拟

定度量衡制度大纲”（《拟定度

量衡制度经过给大总统呈函》，

1914 年 2 月 6 日）。从该大纲内

容看，新拟定度量衡方案主要有

两部分内容：一方面，建议“保

留旧制之一种，以万国度量衡通

制为折合之标准”，即以清末度

量衡改革中所定“营造尺”“库平”

作为旧制折合的标准，以期“当

此过渡时代，自应照旧有名称，

明白厘定，先求划一”。对自成

体系的海关度量衡，希望修改商

约之时向各国提议“改正关尺、

关平合于营造尺、库平之数”。

另一方面，“采万国度量衡通制，

为法定之制度”，把建立万国度

量衡通制作为划一度量衡的最终

目标，即在过渡时代“通制与旧

制相辅而行”，若干年后，彻底

施行万国度量衡通制。究其缘由，

张謇认为万国度量衡通制是顺应

世界之潮流，同时考虑到清末划

一时所用原器由万国度量衡公会

代制，以及“吾国学校、工厂、

邮政、铁路、军队及一切科学事业，

多有习用此制”，海关权度亦与

该制有折合比例。

1914 年 2 月，农商部呈请大

总统袁世凯批准，决定先行编制

度量衡条例，“采万国度量衡新制，

为法定之制度”。1914 年 3 月 31

日，大总统袁世凯公布《权度条例》

（二十四条）。决定采取甲乙两

制并行的方法划一全国度量衡，

甲制为营造尺库平制，乙制为万

国权度通制，甲制是过渡性的辅

制，比例折合均以乙制为标准；

规定推行权度各项事宜，具体包

括权度名称及定位，权度原器与

副原器，器具保管、制造、检定、

营业、处罚办法，以及设立权度

检定所及权度制造所等；新权度

单位中文名称仍采用民初改革方

案，即在中国旧有度量衡名称前

加“新”字。

1915 年 1 月，农商部将《权

度 条 例》 修 改 为《 权 度 法》。

1915年1月6日，北洋政府颁布《权

度法》，把营造尺库平制定为甲制，

万国权度通制定为乙制，并将乙

制单位名称中的“新”字改为“公”

字。与《权度条例》比照，该法

删除了“凡输入权度器具，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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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地之国家检定附有印证者，得

免其检定”条，其余内容基本与《权

度条例》相同。同日，农商部颁

布《权度营业特许法》12 条，对《权

度法》中有关度量衡器具营业的

内容予以更详细的规范，规定“制

造权度之营业，须禀请农商部核

准，发给特许执照”。

1915 年 2 月 15 日， 农 商 部

颁布《权度法施行细则》及《官

用权度器具颁发条例》。《权度

法施行细则》共 61 条，详细规定

以下内容：（1）何为合格度量衡

器具，包括器具种类、使用材料、

式样，以及器具制造、器具记名

方法、器具公差等方面；（2）度

量衡器具检定事宜，包括检定办

法、应缴纳费用、不合格以及《权

度法》颁行前所用器具的处理办

法；（3）度量衡行政、检查事务

由权度检定所或相关官署会同地

方官署进行，各部亦应在主管事

务范围内协助推行度量衡划一，

农商部应随时派员视察各官署、

各地方推行状况。《官用权度器

具颁发条例》则详细阐述如何颁

领、修理官用度量衡器具，以及

对牙行度量衡器具的管理，并规

定中央及地方官署均以农商部办

法之权度器具为准。

可以说，1915 年初北洋政府

颁布的几项度量衡法规，明晰地

规定了度量衡划一的基本事项，

较清政府颁行的《划一度量权衡制

度图说总表》《推行划一度量权衡

制度暂行章程》更加细致有条理。

为推行划一度量衡，1915 年

3 月 19 日，农商部呈请组织权度

委员会及所拟《权度委员会章程》

获得大总统袁世凯批准备案。该

章程申明，权度委员会的职责为

“研究关于权度一切重要事项”，

如商讨推行区域及方法、编订附

属法规及各种比较图表、筹设检

定所等事项；同时，权度委员会

委员分专任委员、兼任委员、名

誉委员三种，其中兼任委员“由

农商部咨请有关系各部署，每处

派员一人充之”。1915年4月21日，

权度委员会成立， 5 月 5 日召开

第一次常会，主要讨论推行区域

问题，考虑分器、分省推行窒碍

太多，分区推行法最妥善，同时

考虑当时权度制造所仅有北京一

处，若同时改用新器，恐怕器具

供应不及，最后与会委员公决赞

成以北京为试办区的推行方法。

5 月 12 至 26 日，先后召开第二、

三、四次常会，讨论官署提倡推

行新制问题，最终议决官署间往

来公文所用度量衡名称一律改用

法定名词，教育部通饬将教科书

中所有度量衡名词改为法定名词，

以及通令各地通俗演讲社向民众

演讲新旧制的利弊等四项内容。

由此可见，限于民初政局，权度

委员会不得已通过以首都为试办

区的办法，积极筹划推行划一度

量衡，并着力采用教科书和演讲

两种推行办法，力求改变民众使

用传统度量衡的观念。

在 议 定 各 项 推 行 事 宜 的 同

时，农商部亦积极筹备权度制造

厂及检定所。1914 年 7 月，因制

造尺类多用竹材，农商部致电上

海总商会，希望协助调查、采买。

1915 年 4 月 3 日，农商部将清末

设立的度量衡制造所改为权度制

造所，作为制造标准器具的官方

机构。权度制造所多次派人到欧

洲各国考察权度，扩充制造，每

年制成品不少。同时设立新器贩

卖所，以供商民购买度量衡新器。

1915 年 4 月 6 日，农商部设立权

度检定所，并商教育部选用国立

北京工业专门学校的第一期毕业

生，然虑及“检查权度系特种专

门技术，有为该校学科所不详者”，

由农商部指派曾赴欧洲调查权度

的郑礼明主持训练，讲授相关的

权度必要课程，最终选定较优者

16 人充任检定人员，从事调查旧

器状况、编制新旧器折算图表、

检定制造所所造器具及民用器等

工作。这些机构的成立，对于改

变度量衡混乱局面，逐步使度量

衡与国际接轨，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上看出，1915 年新度量衡

划一方案，在张謇的直接领导下，

为调和中外度量衡制度之间的矛

盾，在坚持采用万国度量衡通制

为目标的前提下，保留了清末度

量衡划一标准作为“过渡”，创

造性地确立“甲、乙并行”方案，

并充分吸收了清末改制方案和民

国元年方案的优点，以此为基础，

新度量衡制度整体的规范开始逐

步建立起来。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