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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晚清海洋经济思想的嬗变

苏全 有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系 ,河南 新乡 453002)

摘　要: 晚清海洋经济思想的发展 ,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四五十年代魏源等人的感性认识 ,这突出地表现在农商

关系及对外贸易上 ;六十至九十年代郑观应等人的明确认识 ,主要内容是明确批判重农抑商 ,宣传重商、商战 ,流露

出重工思想 ;甲午战后至清末张謇等人的成熟认识 ,主要内容是强调以工立国 ,力主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 ,着意于

政治体制改革 ,以适应海洋经济的需要。 关于晚清海洋经济思想嬗变的原因 ,乃我国对外贸易本身的长足发展 ,这

可以从关税的迅速增长看出。 而就其影响而言 ,从经济的角度说无外乎自然经济逐步瓦解 ,商品经济日渐发展 ,二

者之间相互作用 ,是互动的关系。 但是如果从文化的角度看则可发现 ,海洋经济思想的发展对晚清文化的西化、进

化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 中西冲突表现在经济上是海洋经济与内陆经济的对撞 ,结果我国的主体经济—— 自然经

济分崩离析 ,日驱式微。 经济西化了 ,建构在之上的文化西化当然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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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经济是相对于内陆经济而存在的 ,海洋经

济乃商品经济 ,而内陆经济则是农业经济。海洋经济

是外向型、开放型的 ,其发展方向乃一体化经济 ;而

传统上内陆经济则是封闭型的 ,其发展方向乃分散

的小规模经营。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农业经济占据

着主导地位 ,到了晚清 ,则有一个从农业经济向商品

经济、由内陆经济向海洋经济的转型。

一

晚清海洋经济思想的发展 ,大致经历了三个阶

段: 1、四五十年代魏源等人的感性认识 ; 2、六十至九

十年代郑观应等人的明确认识 ; 3、甲午战后至清末

张謇等人的成熟认识。

1、四五十年代魏源等人的感性认识

鸦片战争这一千古未有之奇变 ,引发了知识分

子思想观念的大裂变 [1 ]( P44-48) ,以魏源等人为代表的

经世致用派 ,包括龚自珍、包世臣、林则徐、徐继余田

等 ,以及因奇异的人生旅路而引发遐思的农民知识

分子代表洪仁王干 ,这些人在鸦片战后致力于对传统

农业经济、重农抑商的批评 ,并表达了对海洋经济即

商品经济、发展对外贸易的向往。

经世派思想裂变首先表现在农商关系上。徐继
余
田生活在崇奉农本主义的时代 ,但他却大胆地称道

西方致富致强的原因在于工商 ,在《瀛环志略》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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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说: “欧罗巴诸国 ,皆善权子母 ,以商贾为本计。关

有税而田无赋 ,航海贸迁 ,不辞险远 ,四海之内 ,遍设

埔头 ,固因其善于操舟 ,亦因其国计全在于此 ,不得

不尽心力而为之也。”在这里 ,徐继余田流露出了对我

国传统重农抑商的不满。在《瀛环志略》卷 2中 ,徐继
余
田盛赞古代中国海外拓荒的传奇人物虬髯客: “倘

有虬髯其人者 ,创定而垦拓之 ,亦海外之一奇欤! ”效

仿西方以商立国 ,走海外殖民的致富之路 ,崇尚海洋

经济 ,就是徐继余田的主体思路。 魏源也认为要处理

好社会经济问题 ,就必须解决好商品货币经济关系 ,

于是在《圣武记》卷 14中提出“缓本急标”论: “语金

生粟死之训 ,重本抑末之谊 ,则食先于货 ;语今日缓

本急标之法 ,则货先于食。”魏源主张改漕运为海运、

改官运为商运 ,认为这样可以有四利六便:利国、利

民、利官、利商 ,国便、民便、商便、官便、河遍、漕

便 [2 ]( P416, 4 11)。

就经营方式而言 ,经世派也有新的认识。龚自珍

在他的晚年 ,较为明显的产生了具有资本主义倾向

的经济思想。如他对拥有少数雇工、进行商品生产的

富农经济 ,就予以了肯定 [ 3] ( P196— 197)。 魏源还提出允

许官民自办工厂 ,鼓励私营 ,这都极有利于海洋经济

的发展。至于洪仁王干 ,由于香港经历的影响 ,他也产

生了相类似的看法 ,这在《资政新篇》中触目皆是。

经世派的海洋经济思想最突出的表现是在于外

贸方面。

包世臣在鸦片战前基本上是以自然经济的眼光

来看待对外贸易问题 ,但到了鸦片战后 ,他已敏锐地

觉察到洋货对国货的冲击 ,并表示了严重的忧虑。他

在《安吴四种》卷 26中说: “近日洋布大行 ,价才当梭

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 ,近闻已无纱可纺。松、

太布市 ,消减大半。去年棉花客大都折本 ,则木棉亦

不可恃……”这种对英国海洋经济侵略后果的认识 ,

在当时是比较早的。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期间及之后对我国的对外贸

易的认识 ,其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从经济的角度出

发 ,而不拘泥于自然经济的传统观念。林则徐认为 ,

发展对外贸易 ,于民于国均有益处。 在《附奏夷人带

鸦片罪名应议专条夹片》中他指出: “利之所在 ,谁不

争趋?……且闻华民惯见夷商获利之厚 ,莫不歆羡垂

涎 ,以为内地人民格于定例 ,不准赴各国贸易 ,以致

利薮转归外夷。”在《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中又说:

“广东利在通商 ,自道光元年至今 ,粤海关已征银三

千余万两 ,收其利者必须预防其害 ,若前此以关税十

分之一 ,制炮造船 ,则制夷已可裕如 ,何至尚行棘

手。”
[4 ]( P 885)

林则徐不从使用价值角度而从交换价值

出发去看对外贸易 ,这是他高于别人之处 ,也反映了

他对海洋经济的向往。

在对外贸易上 ,魏源主张扩大进口范围 ,如大

米、武器、铅、铁、硝、布等有利于我国经济与国防的

物质均可输入 ,并运用贸易差额理论予以分析。对于

国外贸易 ,他认为应由私商来操作 ,国家可派军舰护

航 ,以保护之。 在此基础上 ,魏源进而提出了海权问

题。 他在《海国图志》中宣示中国已经面临一个前所

未有的海国时代 ,于是急而提出四策:创设新式海

军 ,倡导海军现代化 ;发展工业与航运 ;经营南洋作

为藩镇 ;倡导海洋风气 ,转移国民观念。 为了转移国

民重陆轻海的观念 ,他着重强调了三点:利用轮船改

良漕运 ;训练文武大吏多习于海事 ;改良科举 ,开创

水师 (海军 )特科培养海军人才 [5 ]( P 219— 233)。 19世纪

是一个海洋时代 ,西方海国依仗着其发达的海洋经

济 ,向外扩张 ,气焰之盛 ,几乎如日中天。在此大背景

的折射下 ,魏源较明确地提出海洋经济思想 ,并详予

阐述 ,在当时实为难得。

以上我们主要论述了以魏源为代表的经世派的

海洋经济思想。 在认识到他们思想中的可贵之处的

同时 ,我们也要对其中一些传统遗留有清醒的了解。

如汤鹏在《浮邱子》卷 10中主张要“严中外之防” ,

“毋贪荒服之利而苟取之 ,毋损中华之利而苟予之” ,

这是一种变相的“绝夷舶”思想 ;龚自珍对于对外贸

易虽反对闭关锁国 ,但他又说: “夫中国与夷人互市 ,

大利在利其米 ,此外皆末也” ,“国家断断不恃榷关所

入”等 [3 ]( p170) ,则又反映了他的传统的重食轻货思

想 ;在林则徐的观念中 ,始终潜存着农本思想 ,他认

为“天朝”百产丰盈 ,“并不藉资夷货” ,鸦片战争期间

林则徐之所以鼓励除鸦片之外的所谓正当贸易 ,也

有军事角度的考虑 ;至于魏源 ,农本思想之根依然深

固 , 1852年他最后增订《海国图志》时于卷 61中仍

说: “金玉非宝 ,稼穑为宝 ,古训昭然 ,荒裔其能或异

哉! ”上述经世派的种种不足 ,反映了他们在海洋经

济问题上的认识感性色彩浓重。

2、六十至九十年代中叶郑观应等人的明确认识

从六十年代洋务运动的发生到九十年代中甲午

战争的爆发这 30多年时间里 ,海洋经济思想的载体

主要体现在早期改良思想家的身上 ,即冯桂芬、王
韬、马建忠、薛福成、陈炽、郑观应等 ,其中以郑观应

为代表。 这些人的海洋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

面: 第一是明确批判重农抑商 ;第二是宣传重商、商
战 ;第三是流露出重工思想。

对于重农抑商的批判 ,王韬的言论最为典型。在

《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中他指出: “盖西国于商民 ,皆

官为之调剂翼助 ,故其利溥而用无不足 ;我皆听商民

之自为 ,而时且遏抑剥损之 ,故上下交失其利。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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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其道而行之 ,务使利权归我 ,而国不强 ,民不富者 ,

未之有也。”
[6 ]( p85)

在《兴利》中又称重农抑商“迂拘” ,

“徒知丈田征赋 ,催科取租 ,纵悍吏以殃民 ,为农之虎

狼而已。”
[7 ]( p45)

农本的思想荡然。

很明显 ,早期改良思想家的海洋经济思想是以

批判农本商末为起始 ,而落脚点则在于重商、商战

上。

关于重商 ,马建忠有一段论述: “窃念忠此次来

欧一载有余 ,初到之时 ,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

之精 ,兵纪之严 ;及披其律例 ,考其文事 ,而知其讲富

者以护商为本……”
[8 ]( p31)

值得注意的是 ,早期改良

思想家在重商的思想基础上 ,竟提出了“恃商为国

本” [7 ]( p300)的口号。 如郑观应曾指出: “商以懋迁有

无 ,平物价 ,济急需 ,有益于民 ,有利于国 ,与士农工

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 ,农无商则种植之

类不广 ,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 ,是商贾具生财之

大 道 , 而 握 四 民 之 纲 领 也。 商 之 义 大 矣

哉! ” [9 ](三编 ,卷一 ,p 2)薛福成在《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

中也有类似言论: “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 ,而西人则

恃商为创造国家、开物成务之命脉 ,迭著神奇之效

者 ,何也? 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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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内容说明了早期改良思想家的

重商主义倾向 [10 ]( P 10- 13)。

关于商战思想 ,较早提出的冯桂芬在《校分阝庐

抗议· 筹国用议》中主张加强发展出口贸易 ,并称出

口大宗丝、茶为“富国之大源” ,开商战思想之先声。

其后 ,马建忠、薛福成、陈炽等应者纷起 ,而集大成者

则是郑观应。 他在《盛世危言· 商战》中说: “兵之并

吞 ,祸人易觉 ;商之掊克 ,蔽国无形。”“习兵战 ,不如

习商战。”

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早期改良思想家重商思想

的发展 ,其对工业的重视程度在上升。如陈炽就曾指

出: “外洋入口之货 ,皆工作所成 ,中国出口之货 ,皆

土地所产 ,工拙相越 ,贵贱相悬 ,而中国之金银山崩

川竭矣。” [11 ]( p8 2)通过中西比较 ,陈炽认识到我国传

统就是重农抑商 ,这与西方迥异 ,国用出于农 ,则重

农 ,出于工商 ,则重工商 ,理固依然 ,无足怪哉。 但至

今以后 ,国家的根本命运、经济命脉 ,必系之于工商。

“转移而补救之 ,固亦匪难也 ,无他 ,劝工而已

矣。” [11 ]( p201)“工商二事……此富国之基也。” [ 11] (p 137)

薛福成也指出: “泰西风俗 ,以工商立国 ,大较恃工为

体 ,恃商为用 ,则工实尚居商之先”
[12 ]( p482)

。

总体看来 ,早期改良思想家们的海洋经济思想

与经世派相比要明确得多 ,可以说是前进了一大步。

但是我们在看到其进步的同时 ,也要注意到早期改

良思想家的不足 ,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商业、贸易极

为重视 ,但对工业的重视程度不够 ;此外 ,对海洋经

济的总体把握上还显得零碎而不全面。

3、甲午战后至清末张謇等人的成熟认识。

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谓是创巨痛深 ,

知识界受此刺激 ,其对海洋经济的认识较之早期改

良思想家更进了一步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强调以工立国 ;力主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 ;着意于政

治体制改革 ,以适应海洋经济的需要。

封建顽固派主张以农立国 ,早期改良思想家要

求以商立国 ,而甲午战后的知识界则倡导以工立国。

康有为对于以农立国论调批评道: “国尚农则守旧日

愚 ,国尚工则日新日智”
[13 ]( p226)

。对于以商立国 ,他指

出: “商之源在矿 ,商之本在农 ,商之用在工 ,商之气

在路。”基因于此 ,康有为力主将中国 “定为工

国”
[ 14] (光绪 24年 9月 21日 )

。与康有为意见相一致的是梁启

超 ,他在《变法通议》中提出“以工立国”。康有为与梁

启超是率先鼓吹中国工业化的著名思想家。

继康、梁启之后致力于重工的乃张謇。他宣称:

“实业者 ,西人赅农工商之名。”那么 ,农工商三者 ,哪

一方面处于核心地位呢? 是工业。 对于商业 ,早在

1895年 ,张謇就指出: “世人皆言外洋人以商务立

国 ,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

工。”对于农业 ,张謇虽然说过: “立国之本不在兵也 ,

立国之本不在商也 , 在乎工与农 ,而农 为尤

要。” [15 ]( p13)但这里所说的“农为本”是农业为工业的

基础的意思 ,即提供工业原料 ,总体看来 ,“工固农、

商之枢纽 ,” “非此不能养九州数百万之游民 ,非此

不能收每年数千万之漏卮。” [ 16 ]( P36— 40)张謇不仅有此

认识 ,而且付诸行动。他于甲午战后创办大生纱厂 ,

一举成功 ,“这是第一次欧战以前华资纱厂中惟一成

功的厂” [ 17] ( p129)。

在经济一体化问题上 ,维新思想家如谭嗣同、严
复、梁启超等有一个共同的认识 ,即经济自由主义。

他们的出发点是在于反对官督商办 ,但客观上却推

动了经济一体化进程。 梁启超在《史记货殖列传今
义》中斥保护关税政策是“病国之道” ,认为自由贸易

乃“天地自然之理”。 严复在《原强》中着重强调了个
人经济自由: “夫所谓富强云者 ,质而言之 ,不外利民

云尔。然政欲利民 ,必自民各能自利始 ;民各能自利 ,

又必自皆得自由始。”谭嗣同的经济自由理论包括

“人我通”、“中外通”两个方面 ,其中“人我通”是指人

与人之间“其财均以流” ,而“中外通”则是指国际贸

易中“通人我……之一端”
[18 ]( P327— 328)

,经济一体化倾

向十分明显。

孙中山是经济一体化问题的总结者和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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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 ,必须致力于引进外资 ,对

外开放 ,以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对于那些反对引进

外资、对外开放的几种论调如“依靠国内自筹资金而

不必借外债”、“借外债足以引起瓜分”、“让外商赚钱

中国吃亏论”、“借外资有回扣损失”等 ,孙中山一一

予以了批驳。 他还指出 ,就整个世界而言 ,世界各国

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 ,因此必须克服惧外心理 ,走出

闭 关 自 守 的 藩 篱 , 以 溶 入 世 界 性 经 济 之

中 [19 ]( P 135— 146)。

甲午战后知识界之所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 ,是

为了适应海洋经济的需要。 严复出于经济自由的需

要 ,认为政治民主权利乃其保证与前提。 康有为在

《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中也说: “今天下之言变

者 ,曰铁路 ,曰矿务 ,曰学堂 ,曰商务 ,非不然也 ;然若

是者 ,变事而已 ,非变法也。”“若决欲变法 ,势当全

变。”孙中山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国际地位直接影响

着经济发展。

从以上所论可知 ,张謇、康有为、孙中山等人的

海洋经济思想比之早期改良思想家明显要系统、成

熟、完整的多 ,至此 ,晚清海洋经济思想步入到它的

最高峰。

二

晚清海洋经济思想之所以得以产生、发展乃至

走向成熟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对外贸易本身的

长足发展 ,这可以从关税的迅速增长看出。

我国古代一直到鸦片战争前 ,税收主要以土地

税为主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之高无与伦比。海

关税由粤、闽、江、浙四海关征收 ,其定额分别为

899064、 186549、 65980、 89908两 ,合计只有 100多

万两 [20 ]( P95, 25) ,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甚微。但

是到了晚清时期 ,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 ,其突出的

表现就是关税的飞速增长 ,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

鸦片战争一结束 ,列强对华出口贸易即迅速扩

展。以上海为例 , 1843年岁末的一个多月里 ,就有 7

艘洋船满载货物进口 ,货值达 433729两 ,次年进口

的英国货达 501335镑 , 1860年上海进口货达

26225588两 ,可谓来势汹汹。与此相对应的是 ,在华

外商人数和洋行数急剧增长。我国的出口贸易的发

展也十分迅猛 ,上海在 1843年出口货值为 147172

两 , 1860年则达到 31363880两。进出口经济的发展

必然带来税收的增长 , 1841年我国关税收入为

4207695两 , 1845年达 5511445两。 50年代 ,随着海

关制度的改革 ,关税大幅度增加
[21 ]( P 138— 139) [22 ]( p40)

。

从 60年代以后直到清末 ,海关税收逐年增加。

1861年为 5036371两 , 10年后突破 1千万两大关 ,

1887年突破 2千万两大关 , 1903年突破 3千万两大

关 , 1910年达到 34518859两
[23 ]( P 63— 66)

。50年间海关

税增加了 6倍 ,它与田赋、盐税并称晚清三大税种。

与田赋相比 ,晚清田赋收入一般在 3千多万两

左右波动 [24 ]( P 415— 416, P418— 419) ,而海关关税则由四五十

年代的四五百万两上升到清末的 3千多万两 ,其与

田赋的比例在四五十年代为 1比 6, 60年代到甲午

战前在 1比 6到 2比 3之间波动 ,到 1910年则达到

了 1比 1左右。在国家税入总额中 ,海关税所占比例

在 40至 60年代为百分之十左右 , 80年代在百分之

二十左右 ,清末为百分之三十左右 [20 ]( P 43, 25)。晚清海

洋经济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产生、发展乃

至于成熟。

论及晚清海洋经济思想 ,我们不能不联系到近

代海军的创办。关于海军创办的动因 ,以往论者往往

将之归结为镇压农民起义、抵抗外来侵略 ,这当然是

不无道理的 ,但是如果我们从经济角度来看即可发

现 ,海洋经济的发展对之所起的作用才是最根本的

原因。

关于海洋经济思想的影响 ,从经济的角度说无

外乎自然经济逐步瓦解 ,商品经济日渐发展 ,二者之

间相互作用 ,是互动的关系。但是如果从文化的角度

看则可发现 ,海洋经济思想的发展对晚清文化的西

化、进化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一言以蔽之即黄土文化 ,国人对

生养自己的土地的感情实在是太深了 ,乡土观念经

过几千年的陶冶、锤炼已经牢牢植根在人们的心中 ,

安土重迁 ,守望相助 ,已成为一种习尚。 与悠悠的黄

土情结相伴的是广泛的农业经济形态 ,从公元前两

千年开始我国人民就已经定居农村 ,直至晚清都无

什么大变化。农业社会的静态环境容易引发人们的

永恒意识 ,一切都是那么的静定、悠久。长此下来 ,造

成农民的性格知足、消极 ,缺乏进取心。

中国文化之所以以农业文明为标识 ,还与地理

环境有关。我国南北平行横亘者两条河流 ,黄河与长

江 ,这种十分独特的双河农业环境对抵制来自北方

的游牧文明的南下起着不可低估的缓冲作用 ,农业

文明在其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下底蕴越来越深。

历史步入晚清 ,随着海洋国家的到来 ,颇具海洋

特色的西方文明对我国传统农业文化发起了猛烈进

攻 ,面对高于自己的异质文明 ,传统文化失去了过去

那种居高临下的地位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 ,而是西风

压倒东风 ,不平等的关系被倒置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海洋经济思想在我国知识

界开始流行 ,经济观念的先动必然会带来与之有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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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关系的文化观念的相应变化 ,师夷说、中体西用、

从新主义、全盘西化等就是中西文化交融的证明。某

种意义上可以说 ,对外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海洋经济

思想的产生 ,而海洋经济思想又推动了文化上的西

化。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有寿命的 ,区别只是

或长或短 ,而决定其寿命长短的因素乃对于外界的

适应力如何。 从这个意义上讲 ,中国文化必须西化 ,

尽管现代化不等于西化 ,但是现代化主要的表征却

都是西方模式。因此 ,要想现代化 ,就必须西化 ,剩下

的问题只是西化什么和如何西化。

中西冲突表现在经济上是海洋经济与内陆经济

的对撞 ,结果我国的主体经济—— 自然经济分崩离

析 ,日驱式微。 经济西化了 ,建构在之上的文化西化

当然不可避免。西方文明是强势文化 ,而传统文明则

是弱势文化。我们目下所应该做的就是努力推动良

性西化 ,避免恶性西化。至于全盘西化的担心纯属杞
人忧天 ,因为传统文化的影响太深了。任何人都不可

能把他们世世代代相传的文化从后门完全赶出去 ,

从前门把一个新文化像迎接新娘子似的迎进

来
[25 ]( P 388— 393)

。

以上我们论述了晚清海洋经济思想的三个发展

阶段 ,以及海关税收的增加对其产生、发展、成熟的

影响 ,和它对晚清传统文化西化的影响 ,上述问题的

研究对当今我国的改革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具有

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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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the Marine Economic Idea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U Quan-you
( Henan No rmal Univ ersity , Xinxiang 453002, China)

Abstract: Three stages a re invo lv ed in the development o f the ma rine economic idea s in the La te Qing Dyna sty. The

va ried ideas had their own reasons and influences, and played an impo rtant r ole in the moderniza tion o f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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