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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郑观应“振工商以攘外”的爱国思想

 郭 文 深

(锦州师范专科学校,锦州, 121000)

内容提要: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和实业经营家。在长期的经营中,他发觉国家

的军事力量受经济力量的制约,因此提出“振工商以攘外”,主张“以商立国”,振兴商务, 进行商战, 并建议清

政府实行制度改革, 以保护民族工商业 。他的爱国思想启迪着国人, 推动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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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观应( 1842—1923) ,字正翔, 号陶斋, 是中国

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和实业经营家, 长

期经营近代工商业, 一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长达 65

年。郑观应生于鸦片战争期间, 成长于中国逐渐沦

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 中国所面临的挑战

促进了他“富强救国”思想的形成 。他认为:“欲攘

外, 亟须自强;欲自强, 必先致富, 必首在振工商” 。

①他把“振工商”看作是富强的根基,是攘外的先决

条件。本文拟就郑观应“振工商以攘外”的爱国思

想,作一不成熟的探索。

　　一 、强调商业的地位和作用, 提出

“以商立国”

　　19世纪下半叶,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

认为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所以失败, 主要是因

为西方殖民者“船坚炮利”, 认为只要改进清军的武

器装备就可以自强 。他们把武器问题视为自强之

要,为此掀起了兴办军事工业以“求强”的活动 。这

时在上海的郑观应却提出:“强兵之道, 着在理财” ②

的看法 。他认为改进武器装备是必须的, 但却不是

根本 。只有解决了理财问题, 使财政宽裕,才能饷多

粮足,才能购器练兵,也才能有真正的“强兵” 。郑观

应长期经商办实业的经历,使他对发展民族企业的

要求十分强烈。他认为理财的根本办法是学习先进

的技术,发展民族工商业。他曾说:“商务者,国家之

元气也;通商者, 疏畅其血脉也。” ③他认为, 西方国

家之所以能发动侵略他国的战争, 是因为他们的强

盛,其强盛的根源, 在于他们“以商立国”, 即以发展

商务致富致强,并以商品倾销为先导,侵略贫弱的国

家 。中国之所以被动挨打, 是因为国不富民不强,只

有国富民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要达到此目的,就

应该摒弃传统的“崇本抑末之旧说”, ④切实认识到

“商之义大矣”, ⑤大力“振兴商务”,实现“商务日振,

国势日强,民生日富”⑥。

郑观应勇于冲破几千年来统治中国的“重本抑

末”思想的牢笼,认识到商业发展是国民经济发展的

关键,大胆提出“以商立国”的主张。这一主张的提

出,顺应时代的潮流,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有利于中

国经济的振兴和发展, 是积极的 、进步的, 具有指导

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

　　二 、主张振兴“商务”,进行“商战”

　　郑观应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有两种方式, 即

“兵战”和“商战”。“兵战”易于察觉, 好对付, “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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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潜在有经济侵略, 不易发觉,尤具危害。他认为,

国家的军事力量受经济力量的制约,他明确指出, 洋

务肇兴以来, “购铁舰 、建炮台 、造枪械 、制水雷 、搞海

军 、操陆阵 、讲求战争不遗余力”, ⑦耗费民脂民膏何

止巨万? 但对外战争中仍陷于割地赔款与屈辱议和

的境地 。因此, 他的结论是:“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曰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 。 ⑧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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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⑨“华生民计,皆为所夺”,  10认识到西方资本主

义经济侵略, 是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的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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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因此,他主张对外国资

本主义的经济侵略采取积极回应的态度,即振兴“商

务”,进行“商战” 。郑观应所说的“商务”, 不仅指通

商 、贸易, 而且包含发展工 、矿 、交通等整个工业体

系,并认为这才是本源 、是基础, 即所谓“商务之源,

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 。 12所谓“商

战”, 是指在发展民族经济的前提下,扩大出口,限制

入口,堵塞漏厄, 换回利权, 抵制外国资本的经济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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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的局面, 从而达

到“固本”之目的 。

可见郑观应所提出的“商务”与“商战”, 并不是

指只注重商业的发展, 而是指整个国家经济活动的

全面资本主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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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振

工商以攘外”的思想,直接反映了中国近代早期资产

阶级的愿望和要求, 是一种进步而爱国的主张,对推

动我国近代经济发展,增强国家实力,摆脱落后局面

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 、强调考求“经商之道”,按照商品
经济规律办事

　　近代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在产生和初

步形成时,大都采取官办 、官督商办 、官商合办等方

式。随着近代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官办 、官督商办 、

官商合办的弊端渐趋显露出来。对此, 郑观应严厉

地抨击道:“今中国禀请大宪开办之公司, 皆商民集

股者, ……其总办或由股份人公举, 或由大宪札饬 。

……颁给官防, 要以札副,全以官泯行之 。位卑而权

轻者,相率而听命。公司得盈余,地方官莫不思荐人

越俎代谋” 。 14针对有“困商之虐政, 并无护商之良

法”的弊端,郑观应提出一个新的主张, 即兴办新式

企业, “全以商费之道行之, 绝不拘于官场体统” 。 15

所谓的“商贾之道”,质言之,乃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

发展的客观规律, 要想国富,唯有自觉地遵循这些规

律 。这说明, 郑观应不自觉地已经接触了资本主义

国家富强的客观规律, 并强调要按照商品经济规律

办事,掌握“商战”中的主动权。

　　四 、强调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

争力

　　郑观应认为, 要在“商战”中站稳脚跟,击败西方

列强,一个重要的条件, 就是生产出质优价廉的产

品 。产品质量的好坏, 不仅关系到企业的直接利润,

而且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商战”的真正功效。因此,

他反复强调惟有发达的工业和先进的生产技术, 才

能生产出精美而低廉的产品与外国竞争。郑观应曾

说:“独有商务之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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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者可精。” 16

可见,郑观应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新观

念,强调中国必须迎接西方资本主义的挑战,在经济

竞争中求生存 、求发展 、求民富国强。这是早期资产

阶级维新思想中最有价值 、闪烁出时代异彩的部分。

　　五 、建议清政府实行政策制度改革,

保护工商业

　　郑观应和其他思想家尽管疾呼振兴实业,清政

府却依旧以种种陈规陋习束缚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对此,郑观应“忄己忧患愤两不能禁”,他建议清政府

改变“崇本抑末”的政策, 成立商都, 颁布商律,保护

本国工商业的利益 。

1 、要求清政府更新观念, 确立“以商立国”的方

针 。中国传统奉行“以农立国”的方针,讲究“国以民

为本,民以食为天”,各朝政府都奖励耕织,禁止弃农

经商。但中国的土地是有限的, 而耕地面积更少,其

产量难以促进经济的繁荣。从时代发展来看,单纯

重视农业生产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的形势,

应该把商业置于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 以商品流通

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郑观应通过分析商与士

农工“互为表里”的关系,指出发展商业的重要性,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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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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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所以“西人尚富强

最重通商” 。 18基于这种认识,郑观应指出, 只有重

视“商务”,确立“以商立国” 、“以商富强”的观念, 振

兴“商务”,扩大外贸出口,才能带动国民经济的全面

发展 。

2 、国家政权应革除“困商之政”, 实行“保商之

法” 。在郑观应看来, 国家制定的一切大政方针, 都

必须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为基点, “不可不通盘筹

画” 。  19他要求限制 、取消外国侵略者在华的经济特

权,制定“保商之法”,革除“困商之法”, 规定专利法,

举办商品竞赛会, 鼓励组织公司, 截抑厘卡, 鼓励民

间开矿 、办厂等等。郑观应充满信心地说:“一法日

本, 振工商以求富,为无形之战。一法泰西, 讲武备

以图强, 为有形之战 。知己知彼, 战守无虞, 自然国

家兵强” 。  20

3 、要求清政府进行制度改革, 对“商战”进行保

护。郑观应在阐述进行“商战”的同时, 还建议清政

府改革政治,从制度上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予以保

护,要求设议院 、兴商学 、重奖励 、设商都 、设商局 、设

商务公所等等。郑观应提出:国家应设立管理商务

的专门机构, 即“商都”, 派熟悉商务的大臣主持商

政,研究商品的生产 、运输和销售, 做到“中国所需于

外洋者皆能自制,外国所需与中国者皆可运售” 。  21

国家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以达“漏厄可以渐塞,膏血

可以收回”,  22并在各地设商务公所, 及时研究商情,

互通信息 。在探索中国“求富”之路的过程中,郑观

应认识到制度改革是“商战”的重要保证, 所以主张

改革政治 、开设议院。经过慎重的权衡比较,郑观应

主张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开设议院, 才能使“上下相

通”, “君民一体”,  24“奸妄不得弄权, 庸臣不得误

国” 。 25尽管郑观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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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主张毕竟触及到了上层建

筑,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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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和阶级的烙印在他的言行中不可避免地表现出

来 。但他代表了先进的中国人发展资本主义的愿

望,他的“振工商以攘外”思想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

义精神,极大地振奋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充

分表达出爱国志士维护国家权益和捍卫民族利益的

正义立场,值得后人大加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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