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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郑观应的商战思想

赵　秀　玲

　　〔内容提要〕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是 19 世纪 70 ～ 80 年代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有:振兴商务 , 以商立国 ,以商富国 , 进行商战 ,在经济领域抵制外

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所呈现出来的主要特色是:把商务置于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 , 学习西方

国家的先进经验 ,通盘筹划社会经济各环节 , 并触及政治和教育某些方面的改革。郑观应的

商战思想站到了他所处时代的前列 ,有利于启迪国人 ,激发爱国主义 , 推动社会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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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战”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特有

范畴 ,其实质是主张发展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 , 以

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这一范畴由近代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重要代表人物 、著名实业家

郑观应首先提出 ,并成为他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

商战思想直接反映了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的愿

望和要求 , 对推动我国近代经济发展起了一定作

用 ,也为甲午战后资产阶级变法运动的兴起和资

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

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化和政治变革的终

极原因 ,不应求之于人们的头脑之中 , 也不应求之

于人们对于永恒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长的理解之

中 ,而应求之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之中;

这些原因 ,不应求之于哲学 , 而应求之于各该时代

的经济。”①经济思想是经济关系 , 即社会生产关

系在意识形态上的直接反映 , 又为其所属的阶级

服务 ,对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一定的反作用。

郑观应(1841 ～ 1920 年)生于鸦片战争时期 ,

长于外国侵略日益猖獗 , 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年

代。鸦片战争以后 , 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凭借与清

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逐步占领了中国市

场 ,控制了清政府。从 1865 年起 , 中国对外贸易

由长期以来的出超变为入超 , 而且越往后入超的

数目越大 ,中国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商品的倾销市

场和原料基地 , 中国的经济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

化的深渊。“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

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 ,一方面 , 破坏了中国自给自

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 , 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

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 , 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

品经济的发展” ②。社会经济的变化必然导致社

会阶级结构的变化 , 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逐渐形成。一部分受过西方资本主义影响或者直

接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的人物 , 面对列强欺凌

的局面 ,其爱国之心被震动 , 开始寻求摆脱民族危

机的出路。他们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的侵略掠夺表

示了愤慨和抗议 ,揭露和批判封建统治的弊端;另

一方面 ,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 、生产技术

和经济制度 ,提出一些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

要求。这种经济思潮作为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意识

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 19 世纪后期逐渐形成 ,

郑观应商战思想则是其集中体现。

郑观应出生在地主士人之家 ,自幼熟读经史 ,

年长应试未中 ,遂弃学业 , 16 岁起赴沪经商 ,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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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英商宝顺 、太古洋行的买办 , 同时他投资外商公

司 ,并捐资官至候补道员。因得到李鸿章赏识 , 被

委以重任 ,位居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 , 又以商股身

份参加洋务派企业管理 , 开始了洋务活动。但他

并没沿着买办和洋务派的道路走下去 , 而是与他

人合资兴办煤矿 、金矿 、缫丝 、印刷 、玻璃等新式企

业 ,从而由买办商人逐步转化为民族资本家。郑

观应的复杂经历 , 使其成为各种思想的矛盾混合

体。经史启蒙教育使他对封建统治怀有惶惶尊崇

之心 , 20 余年的买办生涯让他对外国资本在华的

侵略活动了如指掌 ,他又“学西文 ,涉重洋 ,日与彼

都人士交接 ,察其习尚 , 访其政教 , 考其风俗利病

得失盛衰之由” ③, 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先

进性;他从事洋务派的企业管理 , 对其内部的腐朽

黑暗现象有切肤之感。郑观应作为一位民族资本

家 ,又深切感受到中国民族资本在外国资本主义

和中国封建势力双重压制下的苦味;于是 ,一种自

强意识油然而生。他迫切希望中国像西方诸国那

样富强。何以致富? 学习外国 , 发展资本主义。

如何实现? 像“外洋”那样 , “以商立国” , “藉商以

强国” ④, “初学商战于外人 , 继则与外人商战” ⑤,

于是他提出振兴商务进行商战的理论和对策。从

1870 年起宣传自己的主张 , 将自己与“中外达人”

广泛接触中“侧闻绪论”和“时阅中外日报”所得的

“安内攘外之道”⑥发表出来。他先后出版《救时

揭要》(后增删改名《易言》)、《盛世危言》 、《盛世危

言后编》等 , 阐明自己的经济思想和改革主张 , “商

战”理论则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

二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强调商业的地位和作用 , 提出“以商立

国” 。

郑观应曾说:“商务者 , 国家之元气也;通商

者 ,疏畅其血脉也。” ⑦认为“商贾具生财之大道 ,

而握四民之纲领” ⑧。 郑观应把商务提到如此高

的地位 ,主要是基于对时代变化的认识。他说:

“中国以农立国 , 外洋以商立国。农之利 , 本也 , 商

之利 , 末也 , 此尽人而能言之也。古之时 , 小民各

安生业 ,老死不相往来 , 故粟布交易而止矣。今也

不然 ,各国并兼 , 各图利己 ,藉商以强国 , 藉兵以卫

商 ,其订盟立约 , 聘问往来 , 皆为通商而设。英之

君臣 ,又以商务开疆拓土 , 辟美洲 , 占印度 , 据缅

甸 ,通中国 , 皆商人为之先导。彼不患我之练兵讲

武 ,特患我之夺其利权 ,凡致力于商务者 , 在所必

争。” ⑨他分析了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变化 , 指

出商业交换范围日益扩大 , 国家之间竞争日趋激

烈 ,列强已将侵略魔爪伸入美洲和东方各国 , 而日

本“讲求商务”扭转了“国势已形岌岌”  10的局面 ,

唯“以农为本”的落后中国成为列强众矢之的。作

者得出结论:必须摒弃陈旧的“ 崇本抑末之旧

说” 11 ,切实认识到“商之义大矣” 12;大力“振兴商

务” ,像“泰西各国”那样 , 实现“商务日振 , 国势日

强 ,民生日富”  13。

(二)分析中国商务不振的原因。

他从下列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是长期以来思

想界占统治地位的“崇本抑末之旧说”的束缚 , 这

是历史原因。二是列强的经济侵略“噬膏血” 、“攻

资财” , 使我中华“精华消竭已成枯腊”  14, 此乃外

因。郑观应又从官商双方的弊病阐述了中国商务

不振的内因。一方面 , “官不能护商 , 而反能病

商” , 商人则“愚者多而智者寡 , 虚者多而实者寡 ,

分者多而合者寡 ,因者多而创者寡 , 欺诈者多而信

义者寡 , 贪小利者多而顾大局者寡 , 此疆彼界 , 畛

域攸分 ,厚己薄人 ,忮求无定” 。他们“心不齐 , 力

不足” , 于是形成“合股份而股本亏 , 集公司而公司

倒”  15的局面 。另一方面“官商隔阂 , 情意不通 , 官

不谙商情 ,商惮与官接”  16, 此乃根本原因。

(三)主张振兴商务 ,进行商战。

郑观应在长期的经济活动中 ,亲眼看到“洋货

销流日广 , 土产运售日艰” 17 , “华生民计 , 皆为所

夺”  18, 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侵略是中国民族经济

发展大敌 ,预见到“我之商务一日不兴 , 则彼之贪

谋亦一日不辍 , 纵令猛将如云 , 舟师林立 , 而彼族

谈笑而来 , 鼓舞而去 , 称心厌欲 , 孰得而谁何之

哉!”  19于是 , 他力主发展商务 , 进行商战。他所谓

的“商务”不仅限于狭义的商业 , 而是包括资本主

义生产和流通各个部门。他的“商战”是指在发展

资本主义 、建立独立民族经济的前提下 , 扩大出

口 ,限制入口 , 堵塞漏卮 ,换回利权 , 抵制外国资本

主义的经济侵略 ,摆脱中国成为列强“取材之地” 、

“牟利之场” 的处境 , 实现“ 国势日强” 、“民生日

富” 20的局面 ,从而达到“固本”之目的。

(四)提出商战的措施。

首先 ,国家政权应革除“困商之政” , 实行“保

商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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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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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应以“商战”为基点 , “商力或有不足 , 则多出

国帑倡导之;商本过虞过重 , 则轻出口税扶植

之”  22。同时还应从制度上予以保证 , 设议院 , 兴

商学 ,重奖励 , 设商部 、商局 、商务公所 ,实现“上下

之情通 ,官商之势合” 23。改革税制 , “减内地出口

货税” ,“加外来入口货税”  24, 提高华商在国内外

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其次 ,以关税改革为杠杆 , 促

进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他分析了中国海关总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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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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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强调此乃“国体所保全者为

尤大也!” 26再次 , 提高商品质量 , 增强市场竞争

力 ,以保商战之成效。郑观应曾说:“独是商务之

盛衰 ,不独关物产之多寡 , 尤必视工艺之巧拙 , 有

工以翼商 , 则拙者可巧 ,粗者可精。”  27他认为生产

质优价廉的产品是与外国商战的重要条件。 在

《商战》一文中他列举了进行商战的 10 方面内容 ,

其中 7 项涉及工 、农 、矿业等部门生产。

综观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有四大特征:

第一 ,把“商”置于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 ,视商

品流通为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关键。郑观应在分

析商与士农工“互为表里” 的关系后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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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所以“西人尚富强最重通

商”
 29
, 只有重视“商务” , 确立“以商立国” 、“以商

富国”的观念 , 振兴商务 ,扩大外贸出口 , 才能带动

国民经济全面发展。

主张学习西方 , 借鉴和吸取外国的先进技术

和经验 ,是郑观应商战思想的第二个特征。郑观

应从经济领域的各部门 、各方面介绍了西方国家

的经济情况 ,阐述了英 、法 、美 、德 、奥以及日本振

兴商务的原因 , 具体分析了奥 、日两国采取的措

施。指出奥国是从三方面着手的 , “一则银行 、典

质货物暨保险各事;二则制造各法及销售 、运货脚

价;三则陆地转运之法 , 并邮政 、电报各事”  30。 日

本则是先派遣大臣“游历各国” ,找出本国“利病之

故” , 然后根据本国情况采取了两项措施:“学西洋

之制造 ,以抵御来源”和“仿中国之土货 , 以畅销各

国”  31。在介绍外国经验的基础上 , 建议清政府采

取护商措施 , 改革制度 , 允许商人“立公司 , 立商

会 ,设博物馆 , 皆听商民自为筹画” 。“非必事事赖

国家为之经理遥制也” 。政府应“因商之所利而利

之 ,所欲与聚 , 所恶勿施 ,言则听 , 计则从”  32, 帮助

私人企业发展。

“通盘筹划” 是郑观应商战思想的第三个特

征。如前所述 ,郑观应的“商务”内涵非常丰富 , 农

业 、矿业 、机器制造 、交通运输 、外贸等均包括其

中。他曾说:“欲知商战 ,则商务得失 , 不可不通盘

筹划。”  33他既重商 , 也重工 , 主张“以商立国” , 又

强调“国家欲振兴商务 , 必先通格致 , 精制造”  34;

在《盛世危言》中对农业 、矿业 、交通运输 、机器制

造 ,乃至银行 、税收等都设专篇进行论述。他既重

视“遏其流” ,也重视“畅其源”;既强调改革制度以

扶“华商” , 又倡议广兴学校培养人才。这种通盘

筹划的思想代表了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在中国发

展资本主义的设想。

此外 ,郑观应在对中国社会状况深刻分析的

基础上提出商战的具体措施:首先从机构改革入

手 ,国家设管理商务的专门机构“商部” , 派熟悉商

务的大臣主持商政 , 研究商品生产和运销 , 做到

“中国所需于外洋者皆能自制 , 外国所需于中国者

皆可运售”  35。国家实行保护关税政策 , 以达“漏

卮可以渐塞 , 膏血可以收回” 之效。为改变商人

“心不齐力不足”的局面 , 设立商学 , 教育殷商子

弟 ,“破其愚 , 开其智;罚其伪 , 赏其信;劝其创 , 戒

其因;务其大 , 箴其小” , 帮助他们“豁然于操奇逐

赢之故”
 37
。 并在各地设商务公所 , 及时研究商

情 ,互通信息。郑观应已初步认识到资产阶级参

政的重要性 , 提出设议院的建议。尽管他所说的

议院实质上只是一个咨询机构 , 他为资产阶级争

取的只是在经济领域内的某些参政权利 , 但毕竟

触及到了上层建筑。郑观应这些商战的具体措施

有些还是可行的。

三

郑观应作为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和著

名工商业资本家 , 其影响和声望均在同时期改良

派思想代表人物王韬 、马建忠 、薛福成 、陈炽等人

之上 ,其著作《盛世危言》带有早期资产阶级改良

派文章汇编的性质;特别是他首倡“商战” ,振聋发

聩。郑观应的思想在当时以及对以后中国经济的

发展是有进步意义的。

(一)郑观应在长期经济活动中深刻认识到外

国资本侵略对中国经济的严重危害 , 对其表示极

大愤慨和深刻揭露 , 对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忧心忡

忡 ,“有心人能不 然忧哉!”  38他把振兴商务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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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定位于“初学商战于外人 , 继则与外人商战”  39,

显示了反对外国侵略的勇气和决心 , 表现了维护

民族权益的正义立场 , 是爱国的。 郑观应勇于冲

破几千年来统治中国的“重本抑末” 思想的樊笼 ,

大胆提出“以商立国” , 认识到商业发展是国民经

济发展的关键 , 顺应时代潮流 , 符合经济发展规

律 ,有利于中国民族经济的振兴和发展 , 是进步

的。郑观应首开先河 ,提出“商战”这一范畴 ,表现

了他大胆创新的精神 ,确为后人叹服。

(二)郑观应倡导向“泰西”各国学习 , 绝无妄

自菲薄 、盲目崇拜洋人之嫌。他的文章分析了“我

国地非不广 ,物非不博 , 人非不众”  40和“文士大夫

百倍于日本”  41等有利条件 , 主张把发挥我之所长

与学习外国先进经验 、先进科学技术相结合 ,做到

用我所长 ,补我所短 , 把振兴商务与建立和发展独

立的民族经济视为一个整体 ,对中国经济的前途 ,

商务的振兴 ,外贸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 并且身体力

行 ,大力兴办新式企业 , 其精神是可贵的。

(三)郑观应在有关商战具体措施的论述中 ,

认识到制度改革是商战的重要保证。他主张改革

政治 、开设议院 , 主张改革税则 , 主张收回海关管

理权。尽管这些呼声非常微弱 , 有的要求甚至难

以实现 , 但说明他作为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

的重要代表对封建政权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开

始有了认识 , 表现了资产阶级争取参政权利的要

求 ,启发了世人的觉醒 , 为甲午战后资产阶级意识

形态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郑观应处于封建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环境中 ,

是在经史教育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 , 他本身又是

由买办转化而来的民族资本家 , 中国民族资产阶

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可避免地存在于其身。时

代的局限性和阶级的烙印在郑观应的著作中也不

可避免地表露出来。

首先 ,郑观应对清政府腐朽的本质认识不清 ,

甚至对其有幻想和依赖。他再三声明:商战的目

的是为了使中华“积习渐去 , 风化大开” , 以期望

“再见康熙之世” 42 ,“重睹唐虞盛世”  43, 并说“国人

强弱 ,系于君相” ,把改革的希望寄于封建统治者 ,

盼望明君出世来“兴利除弊” , 扭转我国“受人挟

制”的局面 ,争得与“强国争衡” 44的地位。他将中

国的税制改革寄托于国际“公法” , 希望列强有朝

一日大发善心 ,修改不平等条约 , 这显然都是不现

实的。其次 ,郑观应将兵战称为“有形之战” ,把商

战称为“无形之战” ,认为兵战只能“治其标” ,唯商

战才能“固其本” , 于是断言“习兵战不如习商

战”  45, 对外国经济侵略认识之深可嘉 , 其爱国之

情可彰 ,但他没有看到列强经济侵略是以炮舰作

后盾这一现实 ,过分强调商战而忽视兵战 ,作为一

个口号难免有些偏颇。再者 , 郑观应在《商战》篇

中列出了与外国商战的 10 方面内容 , 将“广种烟

土”进行“鸦片战”不仅列入其中 , 而且举为第一 ,

显然是错误的。

尽管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有不尽完美之处 , 但

瑕不掩瑜 ,其思想代表了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在

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 , 无疑是改变中国落后

面貌的一剂苦口良药 ,对于开阔国人的眼界 , 启迪

国人的思想 ,振奋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所

起的巨大作用将永载史册。

注:

①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人民

出版社 1961年版 ,第 60页。

②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 载《毛泽东选

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 1966年版 ,第 589页。

③⑥ 42郑观应:《盛世危言·初刊自序》 , 载《郑观应

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第 233 、235 、235

页。

④⑨ 10 13 15 20 23 30 31 35 36 37郑观应:《盛世危言·商

务三》 ,载《郑观应集》(上册),第 614 、614 、615 、615 、615 、

616 、615、617 、615 、615 、616 、616～ 617页。

⑤ 39郑观应:《盛世危言·复考察商务大臣张弼士侍

郎》 ,载《郑观应集》(下册),第 620页。

⑦ 16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一》 , 载《郑观应集》

(上册),第 604 、605页。

⑧ 11 12 22 28 29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二》 , 载《郑

观应集》(上册),第 607页。

 14 19 24 27 32 33 45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上)》 ,载

《郑观应集》(上册), 第 586 、586 、590 、588 、593 、586 、586

页。

 17 18 38郑观应:《盛世危言·纺织》 , 载《郑观应集》

(上册),第 715页。

 21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下)》, 载《郑观应集》

(上册),第 596页。

 25 26郑观应:《盛世危言·税则》 ,载《郑观应集》(上

册),第 546页。

 34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五》 ,载《郑观应集》(上

册),第 626页。

 40 41 43 44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自序》 ,载《郑观

应集》(下册),第 10 、12 、14 、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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