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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郑 观 应 的 商 业 思 想

乐 策

郑观应 ( 1 8 4 2一一1 9 2 2 )
,

字正翔
,

号陶斋
,

又称祀忧 生等
。

其主要著作 有 《 盛 世 危

言 》
。

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

又是一个爱国的民族工商业家
。

在他八十

年的生涯中
,

正是中国日益沦 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

中华民族面临被瓜分奴役的时期
,

他

痛心疾首
,

认为要振兴中华
,

排除外侮
,

非着力发展商业不可
。

他说
: “

余经营商业五十余

年
,

究心当世之务
,

颇知其中利弊
” 。

( 《 盛世危言后编自序 》 ) 他的重视商业的思想
,

比

较全面系统
,

起了开一代新声的作用
。

今天来研究它
,

对于做好当前的商业工作
,

仍是有益

的
。

一
、

商业应是
“ 四民之纲领 ”

要发展商业
,

必须首先要重视商业
。

但是
,

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治秩序和经

济制度
,

一贯贬商为
“ 四 民之末 ” ,

并加以抑制
。

清政府也毫不例外
, “ 徒有困商之虐政

,

而无护商之 良法
” 。

( 《 盛世危言 》 《 商务二 》 ) “ 重本轻末 ” 的传统思想
,

在封建社会前

期
,

对发展农业生产和巩 固封建生产关系曾有过积极作用
,

但到后期
,

则严重阻碍了商品经

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

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深
,

以及洋务运动的兴起
,

中国闭

关自守的小农经济也逐步解 沐
,

一部分商人
、

地主
、

官僚注目于新式工商业
,

但他们刚一开

始尝试
,

就受到了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制
。

为了在政治上
、

经济上争得立

足之地
,

以求发展
,

他们不得不向清政府进言陈情
,

公开自己的政治
、

经济主张
,

郑观应就

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人物
。

他特另J强调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

一反陈腐的轻

商观念
,

把商业提高到在国民经济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上来
。

认为国亨民强
,

士
、

农
、

工的发展都离不开商业的发展
, “

商以惫迁有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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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商务二 》 ) 商业不应是 “ 四民之

末
” ,

而是
“ 四民之纲领

” ,

这种重商观点是对封建贱商论的大胆挑战
,

是新兴资产阶级急

欲登上政治经济舞台的呐喊
。

他认 为
,

}拍比灼兴旺与否
,

不单是商人个 人发财的问题
,

而是

关系到国家利益的大事
, “ 盖惫迁有无之事

,

匪独一家之利钝
,

并关一 国之盈虚
” 。

( 《 商

务二 》 ) 郑观应不是用小商人狭隘的寸光去看待商业
,

而是从整个国民经济利害关系的角度

去分析商业的重要性
,

这是他的重商思想的深刻之处
。

总之
,

他的重商观点反映了先期改 良

主义者图强求富的强烈愿望
,

并想籍此引起封建统治者和全社会对商业的重视
。



二
、 “

议院
” 、 “

商律
” 是发展商业的保障

郑观应提出了设立
“ 议院

” 的政治主张
,

试图通过 “
议院

” 这一政治形式
,

给商人以说

话
、

陈情
、

参政的机会
, “ 予以体面

” ,

从而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
。

而参加
“ 议院

”
的

“
议

政员
”
必须 由

“ 士
、

农
、

工
、

商公举
” 。

( 《 议院上 》 ) 这就是说
,

商人与其它阶层一样
,

也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参政
。

这些观点
,

集中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利的强烈愿望
。

因为有了一定的政治权利才谈得
_

上对 1部比的重视
,

自由经商
,

才能得到保障
;
商 人 参 加 国

家政治生活
,

国家修明政治
,

商业才能得到
一

长足的发展
,

否则都是空话
。 “ 政治关系实业之

盛衰
,

政治不改 良
,

实业万难兴盛
。 ” ( 《 盛世危言后编 自序 》 ) 郑观应的呐喊

,

击中了要

害
。

当然
,

郑观应的改良政治
,

仅局 限在要求设立议院上
,

不可能对整个封建统治的政治制

度提出挑战
,

但他认识到了政治与实业的重要关系
,

这是了不起的进步
。

他还建议中央设立

商务部来统筹全国商业
,

也就是说要利用国家机器
,

来确立商业的地位
,

肯定商业存 在的合

法性
。

他设想在各省通商大埠设商务局
,

府
、

县设商务公所
,

从上到下都重视商业
。

对大兴

商务而有成效者
, “ 国家给以称颂功牌

” ,

( 《 捐纳 》 ) 从政治上进行鼓励
。

此外
,

郑观应

提出要仿照西例
,

尽快制定
“
商律

” , “ 国家非有商律
,

商务必不能旺
” 。

( 《 商务二 》 )

认为有了商律
,

才可以革除种种弊端
,

从法律上保证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的正当权益
。

看来
,

郑

观应 巳经觉察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和影 响
。

他确实不失为一个具有政治头脑

和敏锐洞察力的改 良主义者
,

他懂得如何寻找政治上的主攻点去争取实现 自己的思想抱负
。

三
、 “ 以工翼商

”

郑观应在大力宣扬重视商业
,

发展商业的同时
,

没有忽视生产环节
。

对这两者的关系
,

他有精辟的见解
。

生产的多少
、

好坏
,

关系到商品是否适销对路
,

直接影响商业的盛衰
。

他

说
: “

有工艺然后有货物
,

有货物然后有商贾耳
” 。

( 《 技艺 》 ) 他分析了一些国外情况
,

认为
“
泰西通商所以致富音

,

在材货之充盈耳
” 。

所 以他强调要
“ 以工翼商

” ,

发展商业要

以 “
制造为急务

妙 ,

( 《 商务五 》 )
“

先讲种植
、

制造
,

次讲贩运
、

销售
” 。

( 《 商务 三 》 )

只有使商品生产发达了
,

商品可供量增加了
,

才能使市场兴隆
,

才能抵御洋货倾销中国
。

他

认为
,

要夺回经济主动权
,

市场不被外人垄断
,

还必须 “
使中国所需于外洋者

,

皆能 自制
;

外国所需于中国者
,

皆可运售 ” 。

( 《 商务三 》 ) 否则
,

中国的利权
、

资源难免要被外人夺

去
。

但当时中国的许多商品都是用手工制造的
,

数量少
,

质量低
,

价钱贵
,

竞争不过洋货
,

整个商业步履艰难
。

想使用机器
,

自己又不会制造 ; 向国外购买
,

洋人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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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商务五 》 ) 所以
,

他 认为要

先解决制造机器
,

无力创造
,

就先行仿造
。

这样一来
“
则各种货物亦能制造

” , “ 不致全以

利权授外洋矣
” 。

( 同上 ) 可见
,

加紧筹办制造之务
,

使用机器加工
,

是少心冷商务的重要环

节
。

没有
“ 一

仁” 这个翅盼
, “ 商 ” 是飞不高也飞不远的

。

郑观应的这个主张符合客观圣济规

律的要求
。

四
、

.

“ 以兵护商
” 与 “ 以商养兵

”

郑观应出生在广东省
,

从小耳闻 目睹帝国主义政治
、

经济侵略给中国带来的危害
。

他十



七岁便涉足于实业界
。

图家在经济上落后于
五、 ,

军事
_

L败之于人
,

利权上失之于人
,

他有深

切的感受
。

国家要抵御外侮
,

求蓄图强靠什 么魂? 郑观应认为要有效地防止列强侵略势力横

行中国
,

单靠兵战是不能奏效的
,

还应该把战略眼光着重放在振兴本国经济方面
。

特别是要

大力发展工商业以求窗
.

富了才能强
,

强了才能彻底击败列强的政治
、

军事
、

经济的侵略
,

收 回利权
。

所 以
,

他大声疾 l呼
: “ 有国者

,

苟欲攘外
,

咀须 自强
;
欲自强

,

必先致富
;
欲致

富
,

必首在振工商
” 。 一

( 《 盛世危言 》 自序 ) 为了振兴工商
,

除了同封建贱商势力斗外
,

郑

观应提出了要对资本主义列强进行商战的沦点占所谓
“
商战

” ,

就是指与外国资本主义争夺

市场的林贸之战
; 班行商业竞争

,

收回利权
,

以商业为中心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经济
。

他认

为商战与兵战比较起来更显得重要
。 “ 兵之并吞祸人易觉

,

商之措克敝国无形
。

我之商务一

日不兴
,

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
” 。

( 《 商战上 协 ) 进而提出 “ 以商立国” , “ 习兵战不如

习商战
” 的 口号

。

只要商战取得胜利
,

不仅可以 “ 独擅亚州之利权 ” ,

而且可 以使资本主义

列强不敢轻举妄动
,

冒犯侵入
。

郑观应
一

玲不是轻视兵战的作用
,

只不过是从重视振兴商务的

角度
,

将两者相比较而言其重要性的
。

问题在于国家应该
“ 以兵护商 ” , “

寓兵于商
” ,

以

商战的胜利强兵
,

即 “ 非富商不足以养兵
” ; ( 《 盛世危言后编 》 自序 ) 反之又以兵战的胜

利壮商战的威风
,

非此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
。

郑观应的这个论点
,

不 但 不 偏

颇
,

而且显得切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
。

中国抵抗侵略的斗争屡遭失败
,

除了政治腐败外
,

经济落后是重要的原因
。

勺了夺取商战的胜利
,

发挥商业的作用
,

郑观应主张向西方学习
, “

师夷长技以制夷
” 。

如何向西方学习呢 ? 郑观应又进一步提出了他的重商观点
。

他指出
,

只学西人的坚船利炮
,

是
“ 介其本而图其末

,

遗其精意而袭其皮毛
” ,

( 《 商战下 》 ) 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

那么郑

观应所谓的
“ 本 ” 又是什么呢 ? 挎的就是要学西人的

“ 士
、

农
、

工
、

商之学 ” ,

大力发展本

国的工商业
,

才能解决富国强兵的根本问题
。

面对清政府的腐败统治
,

他不胜叹息
: “

善于

谋国者无不留心各国商务
,

使士
、

农
、

工
、

商投入所好
,

益我利源
。

惟中国不重 商 务
,

而

士
、

农
、

工
、

商又各 自为谋
,

虽屡为外人所欺
,

尚不知富强之术
。 ”

( 《 商战下 》 ) 他是多

么希望中国能重视商务这个
“ 富强之术 ” 啊 !

五
、 “ 官办 ” 与 “ 商办 ”

中国近代资木主义兴起阶段
,

产生了官办
、

官督商办等类的工商企业
。

这种经营管理形

式
.

初期是有助于新兴工商企业的
,

它给一部分 地主
、

官僚和商人手头积累的货币财富棍供

了转化为资本的场所
。

郑观应起初并不反对官督商办
,

以为这还是一种比较好的形式
,

可 以

取长补短 ; 便于集资兴办和防止
“ 土棍阻挠

”
及

“
吏役需索

” 。 ·

他所理解的
“
官督商办

”
实

际上应该是 “ 官护商办
” 的意思

。

但实际情况使他非常失望
。

由于封建统治者不能改变其专

制贪委的本性
,

洋务派实力人物
,

多又极沽名钓誉之能事
,

往往借人民之力
,

谋个人升宫发

财
,

加上所委派的官员多数是不学无术之流
,

又不重视专门人材
,

把持着财权
、

人权
,

管理

混乱
。

聘请的外国顾 问称职的又很少
,

只会揽权谋私
。

所以大多数企业经营不善
,

连 年 亏

折
,

戍效微小
,

新的生产力被腐朽的封建制度禁锢
,

投入其中的商股每每遭到侵渔
,

结果商

人不敢对新企业进行投资
。

官誉商办实际 上成了
“
病商

” 的枷锁
。

对此
,

郑观应非常愤慨
:

“
名为保商实剥商

,

宫督商办势如虎
,

华商因此不及人
,

为丛驱爵成怨府
。 ” ( 《 罗浮介终



山人诗草 》 卷二 ) 他转而极力提倡
“
商办

” , “
今欲扩充商务

,

当力矫其弊
,

不用官办而用

商办
” 。

( 《 纺织 》 ) 他认为应该让商人按自己的意愿 自由投资
。

商人经商
、

办企业
、

兴制

造
, “

或集股
,

或自办
,

悉听其便
。

全以商贾之道行之
,

绝不拘以官场体统
” 。

( 商务二 》 )

他认为商办的好处是
:

商人承办
, “ 彼将视为身心性命之图

,

制造 一 ` ,

程功必速
,

成本必

廉
,

虚费必省
” 。

( 郑观应 《 易言 》 三十六篇本 《 论船政 》 ) 辱
一

才商办不但应该重视而且

应该大力扶持
, “

若生意不前折阅负累者
,

国家许其报穷免究
” 。

( 《 捐纳 》 ) 对经营
、

制

造
一

育成果的商人
,

除了给予表彰外
,

还它象团外那样提以
“
专利权

” , “
给领凭票

,

定限数

年
,

令其 自制
、

自售
,

独专其利
。

他人有依傍及以争衬者
,

惩穷不贷
” 。

( 《 技艺 》 ) 这些

都是郑观应要求从实际上重视商业和发展商业的具体措施
。

六
、 “ 开学堂以启商智 ”

郑观应对当时教育制度重文轻商的风气 十分不满
。

他指出
·

: “
凡大小学堂只 知 教 习 举

业
,

不屑讲求商贾
、

农工之学
。

故读书不能出仕者
,

除教授外
,

几三无可谋生
” 。

( 《 商务

二 》 ) 他认为要发展商业
,

必须大抓商业教育
,

一要扫除轻商观念
,

二要培养商 业 专 门 人

材
。

他主张改革教育
, “ 开学堂以启商智

” 。

( 《 商务二 》 ) 他举德国的商业教育为例说
:

、

“ 德于数十年前师法英人
,

设商学以教贸易
,

,

并立博物院罗致各国货物
,

以藉资效法而广见

闻
,

故商学堂中人才蔚起
,

而德 之商务大兴
” 。

( 代商务三 》 ) 他认识到商贾之事
,

绝不是
“ 略知贸易情形

,

即可逐蝇头之利
” 那么简单

, “ 岂知商务极博
,

商理极深
,

商情极幻
,

商

心极密
” 。

( 《 商务 二 》 ) 所以绝不可忽视商业教育
。

为此
,

他提倡借鉴西方的作法
,

办新

式学堂
,

如广开艺院和通商院培养有用的经济人才
。

学 士从艺院学成后
, “ 另进工厂阅历数

年
” 。

( 《 技艺 》 ) 取得实践经验
。

这样培养出未的 人材
, “ 小可开工商之源

,

大可济国家

之用
” 。

( 同上 ) 通商院的课程设制以效学
、

银学
、

文字三者为主
。

对各国的方言土产
,

水

路陆程
,

税则和约
,

以及钱币银单
,

条款则例
,

公司
、

保险各事
,

都要传教
。

池还建议将外

国的有用之书
,

翻译介绍笠米
,

以增广见闻
,

汲取经验
。

还要派留学生出国学习商务
,

派使

臣以下各官出国考察政治经济情况
,

通过多神途径
,

来振兴本国的商业
。

总之
,

邓 见咬希望

教育能从鄙视商业的桂桔中解脱出来
,

培养更多为经济人才
,

推动商业的发展
。

并形成
“
做

商得财
,

人皆仰之
; 做官得财

,

人皆鄙之
” 的社会风气

。

( 《 捐纳 》 ) 使有资水者
,

敢于同

祥人相争
;
有才智者乐与市人为伍

。

当然
,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

郑观应贡商 六一片苦心
,

是难以被封建住怜书 杯 铸接 受

的
,

但他大胆地对
“
病商

” 、 “
贱商

”
表示不满

,

并且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见解
,

是难能可
`

贵

的
。

他的重视商业
,

振兴商务
,

求富图强的观点充满革新精神
,

顺应了时代 的 要 求
,

对 推

动民族商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

对后人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

有的学者曾提出
,

郑观应对

商业的作用有过于偏爱和抬高之嫌
。

试想当时的中国
,

商业极不发达
,

商 人的社会地位
,

政

治地位十分低下
,

官方对民间工商 业
“ 视如熟肉

,

随意圭U割
” ,

( 《 盛世危言 后 编 》 第 七

卷 ) 而且
“ 中国风气未开

,

积重难返
,

创办一事
,

非大力者不能有成
。 ” ( 《 开矿上 》 ) 郑

观应面对中国这头 昏迷不醒的睡狮大喝了儿声
,

试图让它振作起来
,

嗓门即便高些
,

也是可

级理解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