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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郑观应的
“
商战

”
思想

杨 光

内容提要 郑观应的
“

商战
”
思怨

.

是针对外国的经济使略 而提出的
,

商战的办法有 :借助 国家力 1

的保护
,

生产能和外国杭衡的产品
.

注重商业调查
,

设立银行
,

改革关税厘金
,

注重企业管理
,

发展机琴制

造业
,

设立新式学堂
,

商民参政
、

议政 子方面
。

郑观应
“

商战
”

忍怒
.

有一定的局限性
,

但在当时有重要的

启蒙作用
。

关键词 商战 银行关悦 管理 新式学堂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著名代表人物
。

他从十七岁起到上海经商
。

曾在一些外国在华企

业中担任过买办
,

后来在洋务运动的新式工业中
,

又以商股代表的身份参加许多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
,

担任总办
、

会

办等职
。

在长期从事工商的经营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他的一系列经济思想
。

本文仅从其
“

商战
”

思想方面加以论述
。

郑观应所说的
“

商战
” ,

是指在对外通商方面与外国竞争
,

目的是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
。

他说 : “

彼之谋我噬膏

血
,

非噬皮毛 ;攻资财
,

攻兵阵
。

方且以聘盟为阴谋
,

借和约为兵刃
.

追至精华销竭
.

已成枯腊
,

则举之如发蒙而
。

故

兵之并吞
.

祸人易觉 ;敝国无形
。 ”

所以他提出 : “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

.,o 他还说 : “ 兵战之时
,

其祸显 ;商战之时长
,

其祸

大
。

,,o 所以
,

只有采用资本主义方式发展中国的农工
、

矿
、

交通运输业
,

使中国具备进行商战的能力
,

即
“

初学商战于

外人
,

继则与外人商战
, ’ ,。 中国才能富强起来

。

那末
,

怎样与外国人进行
“

商战
”

呢 ? 从郑观应的经济思想中
,

我们可

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

一
、

要依靠国家的力t
,

扶助和保护私人工商业
。

对外通商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

要有国家的支持和保护
。

郑观应曾说 : “ 西人以商为战
,

士农工为商助也
,

公使为商谴也
,

领事为商立也
,

兵船为商置也
。

国家不惜巨资
,

备加

保护商务者
,

非但有益民生
,

且能为国拓土开疆也 o’
,。 并说 : “ 西人尚富强

,

最重通商
。

其君相唯他人夺其利益
,

特设

商部大臣以提契纲领
。

远方异域恐耳目之不固
,

监察之不及
,

则任之以领事
,

卫之以兵船
。

凡物产之斗歉
,

出入之多

寡
,

销数之畅滞
,

日有稽
,

岁有考
,

虑其不专
,

则设学澎以或启胰之
,

恐其不奋
,

则悬金牌以鼓励之 ;商力或有不足
,

则

多出国努倡导之 ;商本或虞过重
,

则轻邮口税扶植之
。

立法定制
,

必详必备
,

在内无不尽心讲习
,

在外无不百倍维

持
。 ’

心 资本主义国家
,

为了对外通商
.

采取了一列措施进行保护
,

所以郑观应建议
,

我们也应该效仿他们
,

设议院
,

设

学校
.

奖励出口
。

为了管理
“

商务
”

建议中央设商部
,

各省设商务总局
,

各府州县设商务公所
。 ,

郑观应认为
,

如果政府

能做到上述这些
, “

则兴废当
,

谋划周
,

上下之情通
,

官商之势合
.

利无不兴
,

害无不改
.

数十年后
,

中国商务之利有不

与西欧并驾者
,

吾不信也
。

l’@

二
、

生产部分替代进口商品和自己独特产品
,

在国内外市场上和外国竞争
。

郑观应认为
,

要与外国竞争
,

须
“

设

工艺院
,

… …工即别类
.

专门艺可日新月异
。

而后考察彼之何样货物于我最为畅销
。

先行照样仿制
,

除去运脚
,

价必

较廉
,

我民但取便 日用
,

岂见贵人贱己
,

则彼货之流
,

可一战而渐寒矣
。

然后更视其所必须于我者
,

精制之而贵售之
,

彼所必需
,

断不因糜费而节省
,

则我货之源
,

可一战而徐开矣
。

大端即足抵制
,

零星亦可包罗
,

盖彼务贱我备贵
.

彼务

多我务精
,

彼之物于我可有可无
,

我之物使彼不能不用
。 ’ ,。

这里讲的
“

先行照样仿制
” ,

是指生产出一些商品以代替进口
, “

其所必需于我者
”

讲的是我们自己的独特产品
。

这说明郑观应对当时的经济形势和我们的经济发展程度有较清楚的认识
。

但他说的
“

彼之物于我可有可无
,

我之物

使彼不能不用
, ”

则体现其认识的局限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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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注盆市场情况调查
,

有针对性地组织生产和销售
。

前面引文中提到的
“

考察彼之何样货物于我最为畅销
”

和
“

视其必需于我者
”

都是对市场情况的了解
。

另外
,

郑观应还说 : “ 今萃各国之工艺
,

以斗巧争奇
,

则我所 己能者
,

可以

精益求精 ;我所未能者
,

可以学其所学
,

较之凭虚臆造
,

难易迥殊矣
。

今各州之物产
,

以 比较优劣
,

则本国所己有者
.

应如何益务扩充 ;本国所未有者
.

应如何渐形推广
” 。 ⑧强调要根据我方的情况和对方的情况

,

寻找合适商业机会
,

扬

长避短
,

发展我们的经济
。

四
、

主张设立银行
,

以解决资金问题
。

郑观应说 : “

夫洋务之兴
,

莫要于商务
,

商务之本
,

莫切于银行
。

泰西各国

多设银行以维持商务
,

长袖善舞
,

为百业总枢
,

以浚财源
,

以为大局
。 ”

并举出设银行的
“

十便
” .

把银行看成是
“

商务之

本
”

和
“

百业之总枢
”

认识到银行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的特殊作用
。

银行能
“

聚通国之财
”

解决国家的急需和解决货

币
“

周转不灵
”

及
“

扩充商务
”

等问题
,

从各个方面论述了银行能起到
“

利国利民
’ , 。 的作用

。

五
、

要求清政府改革关税
,

裁撤厘金
,

以限制人口和扩大出口
。

郑观应说 : “

泰西税法
,

于别国进口之货税恒从

重
,

于本国出口之货税恒从轻
。 ’ , . 而我国政府的做法却与之相反 : “

洋货入中国则输半税
,

土货出外洋则加重税
。

… …洋货可平沽
,

而土货必昂其值
。

颠倒错紊
,

华商安得不困
。 。 为了便于中国商品的进口

,

清政府应该
“

重定税则

… …务将进口之税大增
,

出之税大减
。 ’ , 。 “

将所有厘卡
,

一律裁减
。

” 并要求清政府
“

择三品以上官员
”

担任税务司
,

其它各 口税务司
、

帮办等人
“

皆渐易华人 ,,O
,

最后在具备一定力量的时候
,

寻找适当时机
,

修改各种不平等条约
,

删除

其中有碍于国计民生的内容
。

他认为
,

清政府如果真能认真如此去做
,

必将限制外国商品的输入
,

利于本国商品的

出口
。

六
、

注重企业管理
。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

提出股商要有管理企业的权利
。

当时所办一些洋务企

业
.

名义上是官督商办
,

实际上却存在
“

官夺商权
”

的情况
。

郑观应说 : “ 轮船
、

电报
、

开采矿
、

创自商人尽商股
,

国家维

持报效多
,

试看今日何所取? 办有成效倏变更
,

官夺商权难 自主
.

… …名为保商实剥商
,

官督商办势如虎
。

,,o 他认为

把企业从官府的控制下解脱出来
,

使商民有管理企业的自主权
,

是办好企业的首要条件
。

第二
、

企业管理人员
,

要有

一定业务知识和技能
。

郑观应认为
,

官督商办企业办不好的另一个原因是管理企业的官员
,

不懂业务
。

他说 : “ 如不

熟识商务
,

则不能知人善任
,

凡事为人所愚
,

措置失当
。

,’@ 没有企业管理经验
.

没有业务知识的官员
,

按照封建衙们式

的管理方法管理近代企业
,

只会葬送企业的前途
。

第三
、

企业管理人员要有明确分工
,

并对所任职务负责
。

郑观应

认为
,

工司的总办
、

会办
、

董事会共同议决重大事件
,

应该与总办
、

会办负责处理日常工作结合起来
,

这既利于对重大

间题统一认识
,

又能发挥总办
、

会办管理企业的作用
。

同时
,

他主张企业大权要集中在管理人员手中
,

同时也要给下
`

属管理人员以独立处理工作的权力
。

比如他常说 ,’( 招商局 )局务殷繁
,

宜各司其总
,

以专责成也
。 ’ , 。 这种做法

,

有利

于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
。

第四
、

对企业管理人员
,

要考核功过
,

有奖有罚
。

郑观应在分析轮船招商局的

管理时说 : “倘将来局务起色
,

自应分别奖励 ;若举措失宜
,

致耗资本
,

亦当严究
。

必赏罚明而后诸弊绝
,

用人 当而后

百职修也
。 ’ ,

。 通过严格的考核实行奖罚
,

使职工的积极性提高
,

企业效益提高
。

第五
、

加强企业核算
,

杜绝浪费
,

以取

得更多的利润
。

郑观应指出
,

在举办和管理企业中
,

都要杜绝浪费现象
。

他曾批评官办企业
“

岁用正款以百万计
,

其

中浮支冒领供挥霍者不少
,

肥私囊者尤多
,

所以制成一物
,

价比外洋昂贵率过半
。 ’ , 。 由于一些企业中挥霍浪费的多

,

所以利润就少
,

企业周转资金少
,

要扩大再生产也就更难了
。

郑观应的管理思想
,

对当时统治阶级进行了尖锐的批

评和揭露
,

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发展 民族工商业的强烈愿望
,

遗憾的是
,

当时不具备相应的条件
,

所以他的愿望并没

有得到实施
。

但是
,

郑观应的管理思想
,

在当时还是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

七
、

发展机器制造业
,

郑观应主张运用机器进行生产
.

以获厚利
。

他说 : “

尝阅西书
.

论商务之源
,

以制造为急
,

而

制造之法
,

以机器为先
。 ’ ,。 他认为西方国家能在中国大量销售商品的原因

,

是机器生产者省时而且价格低廉
。

所以

他主张
“

觅宜招商集款
,

购办机器
,

自行织造
.

擅其利权
。

,’@ 他认为
,

如果向外国购买机器
,

就摆脱不了受制于外国人

的地位
。

他说 : “ 各种机器
,

… …购自外洋
,

不特民间购取之不便
,

西洋人明知华人不能制造
,

往往格外居奇
,

要求善

价
,

且多有以用过之旧物售之中国
,

而中国暗受其欺
。

且置一机器
,

不知其所以然
,

而但知其所当然
,

偶一损坏
,

仍需

请洋人修理
,

洋人不步修理
,

则有机器而无机器同
,

其有不受制于外人乎?’’ 。 这就是说
,

如果我们能掌握科学技术知

识
,

能够自己制造机器
,

就会改变这方面受制于洋人的局面
,

同时也节省了外汇
。

八
、

兴办新式学堂
。

郑观应认为
, “

学校者
,

人才之本
。

,,O 他认为日本就是
“

师泰西教学之善
,

培育人才
’ ,。 才发展

起来的
。

我国要发展经济
,

就要开办新式学堂
,

以开发民智
.

培育新式人才
。

他提出
,

应该按泰西方式改变中国的旧

式
“

学宫书院
” ,

在州县设小学
,

府省设中学
,

京师设大学
。

学校分文武两类
, “

文学
”

设六科 :文学
、

政事
、

言语
、

格致
、

艺

学
、

杂学
。 “

武学
”

设两科 :陆军
、

海军
。。 在郑观应这些开明人士的积极倡导下

,

废除八股
,

改革科举制度
,

设立新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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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以及学习西学
、

传播西学
,

逐渐成为社会新风
。

九
、

开议院
、

设商部
,

使资产阶级参政议政
。

由于在兴办企业的过程中
,

郑观应越来越感到封建政权和封建官吏

限制近代企业的发展
,

所以他提出
“

开议院
”

和设立有资本家代表参加的
“

商部
” ,

希望为资产阶级争取一定的政治地

位和权利
,

以保障其经济利益
。

他说
“

使为贾者
,

不得为官
,

则人或以商务为浊流
,

而鄙夷不屑
。

乃为官者
,

正不嫌其

为贾
,

则人将以商务正路而龟勉以图
。

,,. 企图在统治阶层中
,

为资产阶级争一席之地
。

综上所述
,

郑观应从多方面提出了他搞
“

商战
”

的办法
,

希望通过
“

商战
” ,

使中国强大起来
,

但是
,

由于中国资产

阶级的软弱
、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强大
,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近代一直没有能够很好的发展
,

郑观应的
“

商战
”

目的也就没有能够实现
,

但郑观应这些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经济思想
,

在当时却具有重大的启蒙作用
。

①以上均引自郑观应 : (商战)
,

(盛世危言 )初编
·

卷三
,

页十一
。

②郑观应
: 《商战下》

、

《盛世危言》三编
,

卷二
,

页一
。

③郑观应 :
(复考察商务大臣张弼士侍郎》

、

俊世危言后编》卷八
,

页七十四
。

④郑观应 :
(商战下》

、

《盛世危言》三编
·

卷二
·

页一
。

⑤郑观应
:
(商务二 》

、

《盛世危言》三编
·

卷一页二
。

⑥郑观应
:
(商战 )

、

《盛世危言》初编
·

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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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九
。

⑦郑观应
: 《商战 )

、

《盛世危言》初编
·

卷三
·

页十二
。

⑧郑观应 :( 赛会》
、

(盛世危言 )初编
·

卷四
·

页十
。

⑨郑观应
: 《银行上 》

、

(盛世危言》初编
·

卷五
·

页一
。

O 郑观应 :( 税则》
、

《盛世危言》初编
·

卷三
·

页七
。

O 郑观应
: (商务一》

、

《盛世危言》三编
·

卷一页二
。

0 郑观应
: 《税则》

、

《盛世危言》初编
·

卷二
·

页二
。

0 郑观应
:
(厘捐》

、

《盛世危言)三编
·

卷二
·

页二
。

O 郑观应
: (税则》

、

《盛世危言 )初编
·

卷三
·

页七
。

0 郑观应
: 《商务叹)

、

(罗浮 鹤 山人诗草》宜统元年上海著易堂印
·

卷二
·

页一
。

。 郑观应
: 《商务》附录

,

《盛世危言)三编
·

卷一
。

0 郑观应 :( 察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条陈轮船招商局利弊》
、

(洋务运动 )第六册
。

0 同上
。

O 郑观应
:
(纺织》

、

(洋务运动 )第一册第五五七页
。

。 郑观应
:《商务五 )

、

佼世危言》三编
·

卷一 页五
。

0 郑观应
: 《机器 )

、

《盛世危言 )二编
·

卷一页八
。

。 郑观应
: 《商务五》

、

(盛世危言》三编
·

卷一 页五
。

0 郑观应
:《教养》

、

(盛世危言)初编
·

卷四
·

页二
。

O 郑观应
:《学校上 )附论

、

《盛世危言 )初编
·

卷四
·

页五
。

。 同上
。

⑧郑观应 :

倦纳》
、

谧世危言》三编
·

卷二
·

页五
。

作者 辽阳师专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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