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勺、

长
摘 要 : “ 商战

”

思想是早期维新派在西方列强经济侵略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要求发展本国资本主义工

商业
,

以抵制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的思想
。

就
“

商战
”

思想的整体而言
,

它 已经具备 了
“

国货
”

思潮的基本内

容
,

因此
, “

商战
”

思想是
“

国货
”

思潮的一部分
。

但是早期
“

商战
”

思想只是当时极少数先进人士的思想
,

面窄
、

影响小
,

不具有普遍性
(。

相 比之下
, “

国货
”

思潮具有普遍性
,

是大众的思想意识
。

从这一意义上讲
, “

商战
”

思

想只是
“

国货
”

思潮的萌芽
。

关键词
:
商战思想 国货思潮 萌芽

中图分类号
: F 0 9 2

.

6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 0 3 一 6 3 1 5 ( 2 0 0 2 ) 0 1 一 0 0 3 7 一 0 4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

始于商业领

域
,

作为这种新型经济在思想界的反映
,

早期维新派

提出了
“

商战
”
的观点

。

鸦片战争后
,

西方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向中国

倾销商品
,

并逐渐控制 了中国市场
。

同时
,

从 1 865

年起
,

中国对外贸易 由长期 以来 的出超开始变为人

超
。

从 18 77 年起
,

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处于人超的

状态
,

而且越往后人超越大
。
①中国逐渐成为外 国资

本主义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掠夺基地
。

外国商品

的大量涌人
,

造成了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
,

这一现象

使一些人认为
,

中国之所以受害
,

主要是贸易上竞争

不过外国
。

于是提出了
“

决胜于商战
”

的口 号
。

早期维新派的
“

商战
”

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

容
:

(一 )要有效地反对西方列强侵略
,

同外 国资本

主义争强
,

就必须靠商战
。

马建忠认为
: “ 西人 以兵

弱我者一
,

以商弱我 者百
。 ” ②郑观应也认为西方列

强
“

不独以兵为战
,

且以商为战
” 。

③商战比兵战更危

险
, “

习兵战不如 习商战
” 。
④王韬认为

,

西方 国家都

是
“

以商力裕其兵力
,

以兵力佐其商力
” 。
⑤中国要想

不被西方列强灭亡
, “

必如西国兵力商力二者并用
,

则方无意外之虞
。 ” ⑥正是基于对 西方列强经济侵略

严重危害的清醒认识
,

早期维新派才提 出了
“

决胜于

商战
”

的 口号
。

此外
,

他们还认为
, “

治 国以 富强为

本
,

而求强以致富为先
” ⑦

,

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
,

是

改变本国积贫积弱局面
、

达成民富国强的重要手段
。

(二 )要跟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战
,

必须强调
“

以

商立国
” ,

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

“

商战
”

论者借鉴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 验
,

认

为当今社会商业是最重要 的产业
,

是经济发展的命

脉
,

是富国富民之本
。

郑观应指出
: “

稽古之世
,

民 以

农为本
,

越今之世
,

国以商为本
。 ” ⑧马建忠提出

: “

治

国以富强为不能
,

要求强 以致富为先
。 ”

而致 富必须

开展对外贸易
, “

若英
、

若法
,

… …无不 以通商致富
。

尝居其邦而考其求富之源
,

一 以通商为准
。 ” ⑨西方

国家经济发达是 因为发展 了对外贸易
,

中国贫弱 的

根本原因就在于 中外通商后对外 贸易处于不利地

位
。

薛福成说
: “

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
,

而西人则恃

商为创国
、

造家
、

开物
、

成务之命脉
” , “
盖生财大端

,

在振兴商务
。 ” L原因在于

“

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

学益精
,

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
,

工可售其所作而作

益勤
,

是握四民之纲者
,

商也
。 ” 0 商业是沟通士

、

农
、

工的中介
,

商业的发展 可以带动其它各业的全面发

展
。

因此
,

必须彻底抛弃传统的
“

重农轻商
” 、 “

重义

贱利
”

思想
,

废除各项困商弊政
,

而代之以护商
、

惠商

收稿 日期
: 2 00 1 一 12 一 27

作者简介
:

胡兆君 ( 19 75
一
)

,

女
,

湖南永州人
,

苏州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

DOI : 10. 16393 /j . cnki . 37 -1436 /z. 2002. 01. 011



2 0 0 2 年 菏 泽 师 专 学 报 第 1 期

的政策与措施
。

需要进一步指 出的是
, “

商战
”

论者 的
“

以商立

国
”

思想并非仅仅重视商业
。

他们所说的
“

商
”

包括

与商业 有关的各个行业
、

各项事务
。

比如
,

陈炽认

为
: “

商之本在农
,

农事兴则百物蕃而利源可浚也 ;商

之源在矿
,

矿务开则五金旺
,

而财用可丰也 ;商之体

用在工
,

工艺盛则万货殷闻
,

而转运流通可以周行 四

海也
。 ’ ,
L 郑 观 应 指 出

: “

商 出于 士
、

农
、

工 三 者 之

力
。 ” 。 振兴商务 必须使农

、

工
、

商各业都得 到发展
。

薛福成也指 出
: “

西人致富 之术
,

非工 不 足以开 商

源
。 ” 。 工业是商业 的基础

。

随着对西方文化认识的

深化
,

到 19 世纪末
,

早期维新派看 到了工业特别是

机器大工业对于商战的重要意义
。

他们认为
,

外货

在华倾销的基点在于物美价廉
,

而物美价廉则得益

于大机器生 产
。

如薛福成指 出
: “

西洋 各 国工艺 日

良
,

制造 日宏
,

销流 日广
,

皆恃机器为之用也
” , “

机

器能以一 日之力
,

成百 日之功 ;一人之力
,

代 百人之

功
。

如是则 货价必廉
,

价廉而销售始 畅矣
。 ” ⑧只有

大机器工业才能生产出物美价廉的产 品
,

才有 市场

竞争力
。

从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倾销与原料掠

夺的 目的出发
, “

商战
”

论者主张发展民族机器工业
,

仿制洋货
,

挽回外溢利权
。

针对当时工业技术落后

影响到商务的情况
,

他们要求学 习西方的先进科学

技术
,

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设备
,

从根本上改变中

国在商战中的弱势地位
。

如薛福成指出
: “ 中国欲振

兴商务
,

必先讲求工艺
。

讲求之说
,

不外二端
: 以格

致为基
,

以机器 为辅而 已
。 ” L郑观应也指 出

: “ 工艺

一道为 国家致富之基
。

工 艺既 兴
,

物产 即 因之 饶

裕
。 ”

为振兴工艺
,

郑观应提出了四大策略
,

即
“

设 工

艺专科 ;开工艺学堂 ;派人游学各 国 ;设博览会以励

百工
” 。
。 总之

, “

商 战
”

论者 的
“
以商立国

”

思想是一

种全面发展 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

振兴 民族经济的

思想
。

(三 )
“

商战
”

论者认为
,

商战成功的关键在于政

府积极有效地保护工商业
。

在对内方面
, “

商战
”

论者主张 由政府来实行
“

保

商之法
” ,

革除
“

困商之政
” ,

像
“
西人

”

那样
“
士

、

农
、

工

为商助 也
,

公使为商遣也
,

领事为商立也
,

兵船为

商置也
。 ” 。 国家政策应 以

“

商战
”

为基点
, “

商力或有

不足
,

则出国努倡导之
,

商本过虞过重
,

则轻 出口 税

扶持之
” 。
L同时还应从制度上予以保证

,

设立商部
,

颁布商律
,

从政治上
、

法律上保障
“

商人 的权利
” ④ ;

改革税制
,

减轻土货厘税
,

增加洋货进 口 税
,

以增强

3 8

上货的市场竞争力
。

他们认为
, “

税则者
,

商务盛衰

之根本也
” ,

因此
,

要振兴商务
,

就必须先改革现有税

制
, “

尤宜择其害民最拒销数最多者
,

仿洋药之例
,

重

征其税
,

以杜来源
。

而人口 出 口之金银
,

亦当照各 国

章程
,

通行征税
。 ” ⑧奖励从事 工商活动的私人资本

家
,

唤起工商界的进取心
,

切实实行
“

以 商立 国
”

政

策
。

在对外方面
, “

商战
”

论者坚决要求收回海关 自

主权
,

呼吁
“

将从前税则痛加改订
,

使运洋货纳洋货

之税
,

运土货纳土货之税
” , “

华商乃我 国之民
,

故轻

其税赋
,

洋商夺我国之利
,

故重其科征
” ④

,

重征洋货

进 口税
,

减轻本 国产品出 口税
,

以发展 出 口贸易
,

扩

大海外市场 ;增加进 口税
,

减少进 口
,

避免国内市场

的进一步国际化
。

针对中国海关总税务 司
、

各 口海

关税务司
、

帮办都由外 国人担任
,

洋员
“

假手他人
,

袒

护彼族
”

的状况
,

他们指出
:
政府应采取措施

,

使这些

职务
“

皆渐易华人
” ,

才能实现
“

千万 巨款权 自我操
,

不致阴袒西人阻扰税则
,

不特榷政大有裨益
,

而于中

朝 国体所保全者为尤大也
” ⑧

,

使中国海关真正起到

保护民族产业的作用
。

综上所述
, “

商战
”

论者的这些思想
,

已从不同角

度 阐述 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

扩大出口
,

限制人

口
,

堵塞漏危
,

挽 回外溢利权
,

抵制外 国资本主义经

济侵略的观点
,

从而为二十世纪前期 国货思潮的勃

兴奠定了基础
。

“

国货
”

思潮是在二十世纪初国内市场被严重挤

占
、

民族工业发展步履艰难 的情况下兴起的一种倡

导国货消费
,

要求发展 民族资本主义工 商业 的爱 国

思想体系
,

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逐渐发展成为一种

全民性 的要求抵制西方列强经济侵略
、

发展 民族经

济的反帝爱 国思想
。

就
“

商战
”

思想 的整体而言
,

它

已经初步具备 了这一 内涵
,

从这一意义上讲
, “

商战
”

思想是
“

国货
”

思潮 的萌芽
。

如前所述
, “

商战
”

思想是一部分早期 民族资产

阶级的代表人物在面对西方列强经济侵略的情况下

产生的一种要求发展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

抵制西方

列强的经济侵略的思想
。

因为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

开始于中外 贸易领域
,

早期 民族资产阶级主要从业

于进出 口贸易领域
,

因此他们 的目光也就聚焦于此
。

从与西方列强角逐商业利益的 目的出发
,

早期 民族

资产阶级强调商业的地位和作用
,

主张
“

以商立 国
” ,

要求提高 商人 的地位 和作用
,

改变传统的
“
重农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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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 、 “

重义贱利
”

的思 想和传统
,

要求 政府实施
“

保

商
” 、 “

护商
”

的政策 与措施
,

废除
“
困商

” 、 “

弊商
”

政

策
,

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运转提供 良好的外

部运行机制
,

以
“

决胜于商战
” 。

为了振兴商务
、

堵塞漏危
,

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在

强调商业的重要地位的同时
,

并不忽视发展生产的

必要性
。

出于发展外贸的 目的
,

早期 民族 资产阶级

注意到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业
、

农业
、

交通运输

业及其金融保险业的重要性
。

王韬在 《兴利 》一文中

列举了对发展中国经济至为重要的新兴部 门
,

包括

掘铁
、

掘煤
、

开五金
、

织纤
、

造轮船
、

兴筑轮车铁路等
。

对于这些产业的经济意义
,

王韬都联系到对外竞争

来加以重视
,

如开发铁矿
,

他指 出
:
中国现有的船厂

炮局机器所
,

所用的铁矿都取 自外国
,

造成了利权外

溢
。

中国产铁之处众多
,

若 自开铁矿
, “

一可省各处

厂局无穷使费
,

二可铸造枪炮
,

建制铁甲战舰火轮兵

舶
,

三可创造各种机器
,

四可兴筑轮车铁路
,

而亦可

售之于西人
,

以夺 其利
: ” ⑧王韬也 主张兴 办纺织工

业
,

以打破外 国的垄断
,

因为
“

西人贸易于中土者
,

不

过以匹头为大宗
,

若我 自织
,

则物贱而工省
,

且无需

乎轮船转运
,

其价必贬
,

西人又何能独专其利软 ?
” ④

由上可见
,

王韬对国内工矿业发展的强调
,

主要是为

了扩大对外贸易
,

换句话说
,

是为了减少外国商品的

输人
。

明确提出
“

商战
” 口 号的郑观应对此也就有较

多的论述
,

他的生产观点包括开矿
、

技艺
、

纺织
、

农

功
、

垦荒等方面的内容
〔。

郑观应 已认识到开矿能为

工业生产提供必要 的原材料
,

兴办 民族纺织企业可

以减少进口
、

堵塞漏危
,

并可运售纺织品于元山
、

釜

山
、

仁川及南洋各岛
,

在海外市场上与西方列强展开

争夺 ;郑观应也肯定农业 的基础地位
,

认为
“

以农为

经
,

以商为纬
,

本末备具
,

巨细毕骇
,

是即强兵
,

富国

之先声
,

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
。 ” ①主张机器耕种

,

使

用化学肥料
。

在交通运输方面
,

马建忠认为铁路是

富强之基
,

主张借鉴西方各 国的先进科技和管理方

法
,

利用本国廉价的人力和物力
,

自行修造铁路
。

针

对国内资金短缺 的问题
,

马建忠主张在坚持主权独

立的前提下举借外债
, “

用洋人之本
,

谋华民之生
,

取

日增之利
,

偿岁减之息
” @

。 “

商战
”

论者也主张引进

西方先进的机器设备
,

大力提倡在 国民经济各部门

推广机器生产
,

以提高商品的生产效率及竞争 力
。

从这一意义上说
, “

商战
”

思想也是一种要求全面发

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体系
。

同时
, “

商战
”

思想也是一种较具开放意识的思

想体系
。

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在要求发展 民族资本主

义经济
、

抵御列强侵略的同时
,

并不排斥西方先进的

科学技术
、

经济制度和管理经验
。

为 了在商战中取

胜
,

他们从一开始就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

引进西方先进的机器设备
,

以提高商品的劳动生产

率
,

增强其竞争力 ;主张设立新式学校
,

培养专 门技

术人才 ;主张在主权独立 的前提下
,

举借外债
,

发展

民族交通运输业 ;主张引进公司制
,

建立健全经济法

规
,

规范 民族经济的发展 ;按国际惯例对进出 口商品

征收关税
,

保护民族企业发展
,

挽 回外溢利权
。

由此

可见
, “

商战
”

思想也是一种要求学习一切先进的
、

有

利于振兴商务
、

发展 民族经济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制

度的思想体系
,

而不是封闭的
、

狭隘的
。

总之
,

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 物已经提 出

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制外货倾销
,

要求

发展相关产业
、

要求政府保护民族经济的发展
、

要求

学习西方先进 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
,

以促进民族

经济正常发展的观点
,

这 已经形成 了
“

国货
”

思潮的

基本内容
,

因此
, “

商战
”

思想是
“

国货
”

思潮 的一部

分
。

但是
,

中国近代早期 的
“

商战
”

思想 只是 当时极

少数一部分先进人士的思想
,

面窄
、

影响小
,

不具有

普遍性
。

随着西方列强经济侵略的加剧
,

发展 民族

资本主义经济
、

抵制外来侵略才逐渐成为国人 的共

识
,

从而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 了汹涌澎湃的
“

国货
”

思潮
。

与
“

商战
”

思想相 比
, “

国货
”

思潮具有

普遍性
,

是大众的思想意识
。

从这一意义上讲
, “

商

战
”

思想只是
“

国货
”

思潮的萌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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