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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
,

中国掀起 了 以
“

求强
” 、 “

求富
”

为核 心的洋务运动
,

涌出现 了一 大批提倡学 习西方

的洋务派
。

早期资产阶级改 良派也融人其 中
。

郑观应是 改良主义者 中的佼佼者
,

他的思想不仅影响深
,

而且 流传广
一 。

“

商战
”

是他经济思想 的核心
,

充满浓厚的实践色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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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六七 十年代
,

西方 资本主义 国家均 己 完成工业

革命
。

为了满 足商 品生产与流通 的需要
.

他们纷纷在世 界各

地寻找商品原料产地 与销售场所
。

在瓜分完非洲
、

拉 丁美洲
、

亚洲印度等国后
,

他们将 贪婪 的目光瞄准 了中国
。

处在 闭关

锁国
、

封建落后状态下的中国在一
、

二次鸦 片战争的惨败后
,

被迫打开 了 国 门
,

一时 间
,

外国商 品如潮水般 涌向中 国沿海

及内陆省区
,

逐渐瓦 解着 中国国内占主导地位 的家庭手工业

与农业相结合的 自然经济
,

并波及城市手工业
、

商业
。

这一状

况引起许多早期 知识分子的优虑
。

他们不满足 于洋务派仅仅

效仿西方 的船坚炮 利
.

主张中国应该学习 西方商务 管理 与经

营
,

以求富强
。

与此同时
,

在外 国企业与洋务企业的刺激
、

示

范
、

引导下
,

中国的民族企业也在缓慢地发展着
。

在外 国资本

主义企业与本 国封建主义 的排挤压制 下
,

它呼唤
、

催发着 服

务于 自己 的经 济思想
,

郑 观应就是它们的代言人之一
。

郑观 应 ( 1 8 4 2 一 1 9 21 )
.

又名 官应
,

字 正翔
.

号 陶斋
,

广 东

香山人
,

曾为宝顺洋行
、

太古洋行 的买办
,

后得 到洋务派领袖

李鸿章 的赏识
,

在 上海机器织 布局
、

上 海 电报 局
、

轮 船招商

局
、

开平矿 务粤局
、

湖北汉 阳铁厂
、

商办 粤汉铁 路公 司任总

办
、

帮办等职务
。

他先后共作 了二十多年的买 办
,

同时又 自营

企业
,

参加洋务派企业的管理是 以商股代表的身份
。

他是一

个由买办转化 的民族资本家
。

从 他的经历可 以看出
,

他既有

管理 资本 主义 企业 的实际经验
,

又亲身执掌洋务企业的经 营

事务
。

这些必然使他的经济思 想先进且富有实践色彩
。 “

商

战
”

为郑观应经济思想的核心
。

如早期许 多改 良主义者一样
,

郑观应也注意到了鸦片战

争后 中国的对外 贸易状况不断恶化
,

长期处在贸易进 口 量大

于出 口 量的人超境地
。

他发觉西方商品倾销不 仅限于 鸦片
,

还有棉 布棉纱
,

大量生活用 品等
。 “

请先就我之受害者
,

缕言

析之
、

大宗有二
:

一则 曰鸦片
,

每年耗银三千三万两
。

一 则日

棉布棉纱两 种
,

每年耗银 五千三百万两… … 不知 鸦片之外
,

更有杂 货
.

约 共耗 银五 千 三 百 万两
’ .

`
他认 为

,

面对西方商

品 的倾销
,

仅仅凭借 出 口 传统 的丝
、

茶等不 能轻 易扭 转 贸易

入超的形势
。

况且 日本
、

印度等国的丝
、

茶出 口 业 又 冲击着 中

国的丝
、

茶在 国 际市场上 的价格
。

郑观应指 出
.

要想改变贸易

颓 势
, “

吾得 以 一言断之 曰
: “

习 兵战 不如 习 商战
。

” , “

故兵之

并吞 祸人易觉
,

商之拮克敝国无形 我之 商务不兴
,

则彼之 贪

谋亦一 日不缀
。 ’ , l` 采取

` ·

商战
” .

改 变贸易颓势
,

振兴富强 中

国
,

在郑观应看来
,

不仅仅是 口 号
,

必须付诸行动
。

他提 出许

多具体的
、

可行的商战内容
。

如丝
、

茶
、

鸦片
、

洋布
、

诸用物
、

零

星货物 战
,

开煤矿
,

自制铸金银
,

展 开货 币战等
,

涉及 国 民经

济的众多生产领域
。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

郑观应在鸦片战中
,

并未提出禁烟 主张
,

而是 自种烟土
。

显 然远远落后于 林则徐

等人的思想
.

也体现郑观应 的买办性
。

他的思想并未深人
,

只

简单地 以 为振 兴民 族经济
,

与外 商展开商战获胜便 可
,

但也

忽 视外商与 中国封建 统治者 相勾结
.

排挤打 击 中国 民 族经

济
.

以至 于中国 民族资本 主义 经济发展面临重重 困难 阻 力
。

值得肯定的是
,

郑观应提倡商 与工结合
,

工艺精巧使
“

拙者可

巧
,

粗者可精
。 ”

这样 就增强 了与外 国商品竞争 的能 力
,

不 仅

仅是土货而 已
。

如何提高工艺精美 度 ? 郑观应主张采用机器

制造
,

他例举在丝织业
、

纺纱业等行业 由于西方用机器生产
.

其产品 远 比 中国用手工生产出来的货物要精致
。

所以 中国要

想增加 货物出口
,

行销欧美
,

必须要采用新机器
、

新工艺 然

而
`

人但 知购买机器
.

可得机器之用
; 不只能 自造机器

.

则始

得机器无穷妙用 也
’ , ` ’
这体现郑 观应 比 同时 期改 良主 义者

经济思想的高明之处
。

他深感中国在 向外 国贸易过程中 饱

受盘剥
.

受制于 人
。

于 是主张 自制机器 发展 中国 自己 的机器

制造业
,

客观上有利于 摆脱对 外国的依赖
。

郑观应因为长期在官督商办的洋务企业任职
,

深 深体会

到 国家辅 助对 商战的重要性
。

他 一 方而 指出资本主义 国家
.’
以 商为战

,

士
、

农
、

工为商助也
.

公使为遣也
.

领事为商也
,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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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为商 事 也
, ”
不 仅 如此

, “
国家 不惜 重 资

,

备加 保 护 商务

也
。 ’

自 二另一方面
,

他遣责中国
“

今 当轴者不知振兴商务 为开

辟利源 自要
,

只知征商 以媚上
,

凡 有所需
,

非 以势 取
,

即 以术

夺
。 ” 汇〔 面对 这种情 况

.

郑 观应 提出
“
护商

”
要 求

, “

第商 务之

战
、 。

既应藉官 力为护恃
,

而工艺之兴
,

尤笔藉官力为振作
。 ”

依靠
“

官力
” 、 “

官权
” ,

可减少封建官吏对企业 的敲诈勒索
,

这

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商业发展
。

这一思想无 疑体现郑观应对封

建势力的依赖心理
。

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
,

发展缓慢
,

力量薄

弱的民族企业不得不从实际考虑
,

投靠官府
,

借助他们来获

取继续发展的空间
。

郑观应以 日本为例
.

多次谈及 日本效仿

泰西
,

辅助工商
,

政府全力支持本国工商业 的发展
,

经过数年

便经济大有起色
。

可见郑观应非常希望清政府学习 日本政府

扶助工商
,

而不是处处压 制
,

窒息民族工 商业的发展
。

郑观应的护商要求分为几 个步骤
:

首先是设商部
。

在传

统六部之外增设商部
,

统领商务
,

协调各部门生 产经营关系
,

有效组织各行业商务活动
。

由众人推举有才能
、

有实践经营

经验的人任商部局董
。

郑观应本人就担任过局董
,

履行统一

管理 的职能
。

其次
,

立商法
。

郑观应以 为要想有力促进商业发

展
,

就应该修改不利商业发展的规章制度
,

减轻商人的负担
。

他注意到外商因为有不平 等条约的保护
,

享受许多 中国商人

没有的特权
.

往往在竞争中 占上 风
。

因此
.

郑观应呼呈政府用

重税保护 民族工业
,

而不 是仅仅
“

值百抽 五
”
的税率

。

但是
,

他

在提出立商法的主张时
.

笔墨多着重于 立 法 的重要性
,

很少

关注封 建行会行规对 民族工商业的遏制
,

而这一点正 是 中国

民 族工商业长期步履维艰 的根本原因
,

而且他也忽视 了正 是

清政府造成 了西方 国家享有大 量特权
,

在中国形成洋货泛滥

的局面
,

未从根 本上创造有利于 中国 民族工商业发展 的有利

条件
,

只是在旁枝末节上 修修补补
,

实际 上 民 族工商业的发

展空间也不会因此而扩大多少
。

何况在赫德 已把持海关 的前

提下
,

重税 的提法显然也不可能实现
。

这就暴露 了郑观应的

思想局 限在具体的措施上
,

而缺乏全局性的思考
。

再次
、

郑观

应提倡设商学
。

他批评那种认 为商学是简单 贸易的思想
,

指

出
“

商务极博
.

商 利极 深
,

商情极幻
,

商心极 密
。 ’ , 仁’ 〕他同时发

现
“

中国不 乏聪明才智之 上
,

惜 士大夫积习太深
.

不肯讲 习技

艺
,

深求格致
,

总以工 商为谋利之事
,

初不屑与之为伍
。 ” 乞门一

方面是商务 的复杂精深
,

另一方 面是士 大夫 不屑从事商务
,

面 对这种情况
.

设立 商学势在必行
。

唯独如此
,

才会教育聪明

才智之 士成 为商业人 才
.

在商战中纵横驰聘
。

郑观应在 《盛世

危 言 》中反复阐述发展商业 在中外历史与现实中的重要性
,

以纠正 士 大夫们的偏见
。

他再三举 日本为例
。

日本从以 往的

弱小之国一跃成为可与中国分庭抗 礼
,

甚至凌驾于中国之上

的国家
,

正因为他重视工商业发展
,

借此激发爱 国人 士 的投

身 商业 的热情
。

郑观应挑时格致之学是商学 的重要组 成部

分
,

在谈到工
、

商结合
,

发展 自己 的机器制造业中
,

他就注意

到格致之学 的重要
。

他不仅道明事物发展 的道理
,

更道明事

物 为什么发展的道理
。

将格致之学运用于工商业
,

会有力推

动工商业的发展
。

郑观应注意到
.

在中外通商中
,

中国只会出

售传 统的未加 工的原料产 品
,

而 西方 国家能用技术加 工原

料
,

转卖于中国获取利润
。

可 以说
,

他是较早意识到发展技术

重要性 的先知先觉者
。

他反对不加分析地简单效仿西方
,

而

是主张有创造性的
,

不脱离中国生产实践的学习
。

他的得天

时
、

地利
、

人和的说法
,

意为根据不同的气候条件
、

地理位置 、

交通设施
,

发展有创新的技术
,

三者结合
,

则可在商战中一领

风骚
。

郑 观应眼界宽广
,

深谙西方经济发展的来龙去脉
,

所以

他提倡在 中国进行的商战
,

多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
。

在当时

主张学 习西方的改良主义者行列中
,

独树 一帜
。

郑观 应是早期改 良主义者 中名气最大
、

影响最广 的人

物
。

他的 《盛世危言 》一版再版
,

行销到朝鲜
、

日本等国
,

反响

很大
。

他所提倡 的
“

商战
”
思想

,

其 目的是要振兴
、

富强中国
。

由于 他本人的经历
,

他对 中国当时的经济状 况认识更清楚
,

他所提 出的各种
“

商战
”

方案无疑更具有可行性
,

即
“

实践
”

色

彩浓厚
。

这种注重可行性的趋向体现在他的理论中
,

也暴露

出他的理论并未形成体系
,

多是有感而发
,

有针对性而作
.

没

有也不 可能深人地探寻西方经济发展 的规律
。

郑 观应曾说
“

初学商战于外人
,

继则与外人 商战
” 。

从这

句话可看出他的思想也有爱国主义精神
。

19 世纪中晚期
,

中

国对外贸易的不断恶化
,

引起不少改 良主义者的优虑
。

不少

人都想方设法
,

提 出各种方案 以求改变这 种劣势
。

他们首先

发现的是外国商品输人狂潮
.

他们 要着手解决的是
,

增 加中

国商品的出 口 量
。

郑观应 的
“

商战
”

却 是从商业角度抵御外国

人侵
’ `

… … 由于在那个时代国 民生产大部分还处于封建形式

中… … ” , ,因此
,

他的
“

商战
”
思想

,

是当时社会条件 的产物
,

自然而然地得到许多人 的认可
,

在当时和 以 后的社 会中
,

不

胫而 走
。

虽然它有着很明显的缺陷
,

但它对于洋务派仅重
“

兵

战
” ,

不注重发展 中国 自己工商业的做法
,

无疑是一种 巨大的

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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