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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郑观应的
“

商战
”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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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摘 要 ] 在 中国近代史上
,

为 了救亡图存
,

使国家富强
,

增 强抵御外侮的 实力
,

出现了诸知
“

教育救国
” 、

“

科学救国
” 、 “

实业救国
”

千主张
,

其中郑观应
“
商战

”

思 想特别 引人注 目
。

在外国商品 和资本 不断 涌入中国之

时
,

郑观应认识到 了
“

商战
”
的必要性

,

并且提 出 了种种 与外国势力进行
“

商战
”
的措施

,

建立 了一个 比较全面 而

且独 具特 色的发展资本主义民族经济的思 想体系
,

代表 了 当时历 史的发展趋势和 理论认识 的先进水平
,

其中

许多观点至今仍 有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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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郑观应集》
、

《郑观应传 》
,

有关郑观应各种改良思 封建社会传统的
“

重农抑商
”

观念
,

集中体现了郑观应超越

想
,

最深人我心的实属郑观应的
“

商战
”
思想

。 “

商战
”
口号 他人的远见卓识

。

的提出
,

最先透露了中国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已注意到世界 在 19 世纪 70 年代所著的 (易言 )里
,

郑观应已具体谈

资本主义发展潮流并要求 自觉参与其 中以救国富民的信 到欧洲各国发展商务的情况和在 中国发展商务的重要性
。

息
,

体现了他们爱国优民的高尚情怀
。 “

欧洲各邦以通商为大经济
。

凡利之所在
,

百计图之
,

藉商

像王韬
、

薛福成
、

马建忠等早期改 良派思想家
,

从 自身 税以充国用
。 ”

外商在中国获利丰厚
,

郑观应深以为优
,

认为

实践出发
,

都祟尚西方的经济制度
,

勇敢地向传统封建经济
“

既不能禁止通商
,

惟有 自理商务
,

核其出人
,

与之抗衡
,

以

思想发起批判
,

提出了发展近代工商业的时代课题
。

王韬 期互相抵制而已
。 ”

(郑 观应 ( 易言 》
,

第 1% 页 )希望发展 自

首先从
“

兴利
”

出发
,

开始否定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奉行的
“

重 己的工商业以与外商抗衡
。

同时提出了发展近代矿业
、

火

农抑商
”

政策
,

把
“

兴利
”
思想和传统的民本思想结合

,

响亮 车
、

电报
、

船政等近代交通
、

通讯等行业的思想
。

地提出了
“

与民
”

共利的口号
。

薛富成也对
“

凡一言及利
,

不 在 (盛世危言 )里
,

郑观应则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
“

商

问其为公为私
,

概斥之为言利小人
”
的封建

“

贱利观
”

发起了 战
”
思想

。

郑观应充分肯定商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挑战
,

提出
“

商握四民之纲
” 、 “

藏富于商
” 、 “

利归富商
”

等新 和作用
,

把商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中心和纲领
。

他指出
, “

商

观点 (( 西洋诸 国为 民理对说》
、

《用机器殖对养民说》
、

《海外 务者
,

国家之元气也 ; 通商者
,

疏通其血脉也
” [` (] 氏04)

,

可见

文编 )卷三 )
,

认为要讲利国利民之术
,

关键在于振兴商务
。

商务之重要性
。

针对 中国几千年来
“

重农抑商
” 、 “

以农立

马健忠则针对封建的
“

抑商
”

政策提出了他的富民思想
,

要 国
”
的思想

,

郑观应提出了
“
以商立国

” 、 “
以商为本

”

的口号
,

求兴办资本主义工商业
,

转贫民为富民
。

这里他们所讲的
“

稽古之世
,

民以农为本
,

越今之时
,

国 以商为本
。 ” 〔̀ (] 巧 93)

“

民
” ,

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
,

而是有着新的时代和阶级 认为整个国民经济必须以商业为中心
、

为依托
,

各业才能得

内容的
“

商民
”

了
。

到正常发展
。 “

商以憋迁有无
,

平物价
,

济急需
,

有益于 民
,

这些观点
,

反映了新式工商业者的利益
,

代表着当时历 有利于国
,

与士
、

农
、

工互相表里
,

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 ;

史发展的潮流
。

但就他们各自的思想来说
,

都还处于零散 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 ;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
。

是商

的
、

视野狭窄的状况
,

郑观应总结
、

吸收了他们的思想
,

提出 贾具 生 财 之 大道
,

而握 四 民 之 纲 领 也
。

商之 义 大矣

了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

同时又是一种长远思维的
` 4

商战
”

哉 !
’

,1[ (]氏 07)
“

富 出 于 商
,

商 出 于 士
、

农
、

工 三 者 之

学说
,

把发展商务提高到更重要的地位
,

进一步冲击了中国 力
。 ” 〔` (] 仍95) 辨证地指出了商与士

、

农
、

工三者的关系
,

把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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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
。

在强调商业重要性的同时
,

郑观应集中论述了同外国

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战的必要性
,

阐明了商战与兵战的关

系
。

所谓商战
,

即是一种经济较童
,

通过原料
、

商品
、

市场等

的竞争使国家人民致富图强 ;而兵战
,

是一种军事战斗力的

较 t
,

二者对一个国家的生存发展来说都非常重要
。

郑观

应强调练兵
、

制器的重要性
, “

内安外攘莫先于兵
,

整旅行师

莫重于练
。

兵可百年不用
,

不可一 日不备
。 ” 【’ (] 此53)

“

保 民

莫先于富国
,

保富莫要于强兵
” 【’ (] n 32)

。

在 (盛世危言》里
,

郑观应还重点阐述了他的海防
、

边防
、

练兵
、

练将
、

水师
、

火

器等
“
强兵

”

思想
,

并且把强兵与经济发展
、

政治改革
、

人才

教育等问题联系起来考察
。

但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
,

郑

观应透彻地分析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趋势
,

把商战提高到

比兵战更重要的地位
。

他指出
,

西方列强的侵略活动中
,

商

战比兵战的地位和作用更重要
, “

西人以商为战
,

士
、

农
、

工

为商助也
,

公使 为商设也
,

领事为商立 也
,

兵船 为商置

也
。 ”

l[] ( PS % )
。

泰西各 国以商 富国
,

以兵卫商
,

不独 以兵 为

战
,

且以商为战
。 ’ ,

川 (5P 95) 因而对被侵略的国家来说
, “

兵之

并吞
,

祸人易觉 ; 商之接气
,

敝国无形
。 ” 〔̀ (] 肖86)

“

兵战之亡

速而有形
,

价如风吹灯灭 ; 商战之亡缓而不形
,

臂如油尽灯

灭
。 ”

2[] ( 3P 88) 商战可以使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不知不觉中亡

国灭族
,

安能不重视 ? 所以他主张
“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 。

如何振兴商务同外 国进行商战呢? 首先
, “

有工以翼

商
” ,

商战要 以强大的工业为后盾
。

在商战总 目标下
,

从商

务出发
,

郑观应提出了比较详细的发展工业的思想
,

这在他

以前
,

还没有人进行过如此广泛的考察
。

虽然仅停留在浅

表
,

但毕竟比前人领先了一步
。

其次
,

要求按照
“

商贾之道
”

办企业
,

主张实行股份制
。

对官督商办的企业
,

郑观应多次批判官僚和贪污腐败作风
,

“

全以官派行之
。

位尊而权重
,

得以专搜其事
” , “

公司得有

盈余
,

地 方 官 莫 不 思 荐 人 越 姐 代 谋
, ” “

拘 官 场 积

习
”

l[ (] 氏 11 )
。

所以他提出
“

故欲整顿商务
,

必先俯顺商情
,

不强其所难而就其所易
,

… … 凡通商口岸
,

内省腹地
,

其应

兴铁路
、

轮舟
、

开矿
、

种植
、

纺织
、

制造之处
,

一律准民间开

设
,

无所禁止
。 ” “

全 以 商贾 之道行 之
,

绝不 拘 以官 场体

统
。 ”

l1[ (托12) 他还在书中具体谈到整顿利弊
,

发展商务的措

施
。

再者
,

他主张兴西学
,

创办新学校
,

培养新式人才
。 “

国

家欲振兴商务
,

必先通格致
、

精制造 ;欲本国有通格致
、

精制

造之人
,

必先设立机器
、

技艺
、

格致书院以育人材
。 ” 〔’ 奴氏26)

针对中国旧学的弊病
,

郑观应倡导学习西学
, “
士有格致之

学
,

工有制造之学
,

农有种植之学
,

商有商务之学
,

无事不

学
,

无人不学
。 ”

川哪
9 5 )

总之
,

郑观应的
“

商战
”

思想
,

克服了早期改良派经济思

想零散
、

经济问题涉及面不广之不足
,

建立了一个比较全面

而且独具特色的发展资本主义民族经济的思想体系
,

虽然

他的观点和主张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

如对西方

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侵略本质认识不足
,

对资本主义经济制

度下的生产
、

流通
、

分配
、

消费之间的关系缺乏科学的认识
,

对统治者还存在幻想等
,

但这一思想的提出
,

代表了当时历

史发展的趋势和理论认识的先进水平
,

其 中许多理论至今

仍有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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