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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郑观应经济思想对我国当代经济模式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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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文幸领会和解刹 了郑观应的商战思想

,

结合现实审视其对现今经济模式的影响及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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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官应
,

广东香山 (今中山 ) 人
。

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
,

他是名副其实的一

个从事近代实业开拓
、

经营
、

管理的实业界先驱
;
在中国启蒙运动发展中

,

郑观应又名副其实地是一位最先

全面触及启蒙思潮各项基本问题的启蒙运动前驱
。

作为实业家
,

郑观应的启蒙思想酝酿
、

成形和发展
,

具有

亲身实践的丰富经验与坚实基础
;
作为启蒙思想家

,

郑观应的实业活动具有明晰的目标与开阔的视野
。

可

以这样讲
,

他是我国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

全面探索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
。

一方面
,

郑观应 17 岁即入上海宝顺洋行当买办
,

后又一度成为太古洋行买办
,

并曾先后投资过太古轮

船公司
、

轮船招商局
,

与盛宣怀等人集股开采山东登
、

青
、

莱
、

营四府五金矿产
,

与唐廷枢合办天津沽塘耕植

畜牧公司
,

对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
、

造纸公司
、

烟台采矿公司
、

缀丝公司等也都鼎力入股相助
。

尤其是在参

与上海机器织布局
、

轮船招商局
、

电报局和汉阳铁厂等近代化企业经营管理的过程中
,

他表现出了惊人的

胆识和非凡的才干
,

对这几个近代企业的创建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另一方面
,

郑观应更是以思想家而著称于世
,

他的名著 《盛世危言》风靡一时
,

影响岂止几代人 ! 今天

读来
,

依然有如醒酸灌顶
,

感怀 良多
。

《盛世危言》 全书始终贯穿着 “
工商立国

、

富强救国
”

的商战主题
,

对政治
、

经济
、

军事
、

外交
、

文化等各

个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
。

其改革涉及的范围之广
、

措施之细前所未有
。

最可贵的是
,

书中体现

了一个忧国忧民
、

自强不息
、

励精图治
、

有胆有识
、

与时俱进的思想家
、

实业家的的博大情怀 ! 这里我仅从其

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来谈谈 自己的看法
。

1 发展才是硬道理

追寻着伟人的足迹
,

探寻一代代仁人志士们为追求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所做的各种努力
,

我们不能不

实实在在地说
,

其实不管
“
实业救国

”
也罢

, “
商战救国

”

也罢
,

其本质就是要极大地发展生产力
。

只是我们

必须承认
,

他们生不逢时
,

或者说
,

他们没有抓住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最主要矛盾
,

于是他们的一些正确主

张也就缺乏 了实现的土壤
。

但毕竟
,

他们走在那个时代的前列
,

他们的思想会给后来人以更多的启迪
。

就好

像郑观应在其商战论中所描述的那样
: “
欲攘外

,

巫须自强
;
欲自强

,

必先致富
,

必首在振工商
” 。

【11

18 9 4 年甲午战争之败
,

带给中国人的震憾是前所未有的
。

一场或可不打的战争
,

一场本以为必胜的战

争
,

结果却是如此令人震惊
,

令人愤闷
。

有识之士不可能不去思考
,

于是从政治体制
、

经济模式
、

思想文化内涵等各方面
,

对传统的体制进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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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

同样也曾经被西方人的大炮打开过国门的蛮夷小国
,

经过 仔明治维新
” ,

居然一跃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二

流强国
,

这深深地触动了像郑观应这样的中国开明之士的神经
,

于是乎
, “
要求改革

,

寻求富强
”

之声一片
。

这时
,

郑观应一针见血地指出
: “
窃恐既富且强

,

我纵欲邀彼一战
,

而彼族且怡色下气
,

讲信修睦
,

绝不

敢轻发难端矣
。 ” “

吾之商务一日不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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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吾故得一言断之
: `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 。 ”

.

“
如我力量不足

,

当

忍辱负重
,

想与羁糜
,

待力量既足
,

权操必胜
,

有机可乘之平 日所立和约
,

凡于国计民生有碍者
,

均可删

改
。 ” lz[

一个国家若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
,

那它在世界上不可能有掷地有声的发言权
。

正如郑观应所看

到的那样
, “
势强则理亦强

,

势弱则理亦弱
,

势均力敌
,

方可以言理言公法
” 。

这不正是我们曾经废弃多年
,

应该举全国之力为之
,

却一次又一次地被耽误搁浅的社会发展的本质之所在吗 ?违背了生产力发展的总规

律
,

那
“
让人民幸福

,

让国家富强
”

的理想又从哪里实现呢 ? 所以
,

改革开放后我国各方面的政策越来越成

熟
,

更加注重大力发展生产力
。

2 与时俱进
,

求真求新求实

与时俱进说起来容易
,

真正做起来却绝非想像中的那样简单 ! 中国人骨子里
“
小富即安

”

的思想根深

蒂固
,

虽然知道应该变
, “
人挪活

,

树挪死
” ,

可是真正轮到自己
,

就常常茫茫然而不知所措了
,

因为他们找

不到更适合 自己改变的路
。

一百多年前的郑观应所看到的
、

想到的
、

做到的
,

正是走在时代的最前列
。

他明确指出
: “
千古无不敝

之政
,

亦无不变之法
” ,

并批评洋务派
“
上下因循

,

不知通变
” 。

而郑观应的求变求实的触角是深入到政治
、

经济
、

文化
、

外交
、

军事等各个方面的
。

他是
“
商战论

”

的发起人
,

但他并不只关心商品流通
,

对商品生产
,

尤其是对能生产机器的设备投入更

高的热情
;
同时

,

他对商品的质量
、

成本以及商品的潜在客户群都做了细致入微的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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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下之情通

,

官商之势

合
” ,

果如是
,

则
“
货物翻新

,

销流畅旺
,

上以仰国家之要需
,

下以杜绝外洋之危漏
”

3[] 这充分体现了他务实

的销售理念— 尽可能地营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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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里面即体现出商业

的重要性
,

也体现出农工商学士之间的辩证关系
,

对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敲响了警钟
。

最重要

的是
,

他要改变几千年来中国视
“
商

”

为末业的态度
,

将商视为盘活经济
、

发展生产力的重要环节
。

另外他还开创了许多新的营销方法
、

学习方法
、

工作方法
,

比如
“
上午读书

,

下午入厂学习机器
” ,

这

种半工半读的方法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技术骨千
,

为民族工业的发展点燃了希望
。

研究郑观应的思想
、

作为
,

他更像一个开天地之先河的智者
、

勇者
;
这正是因为他能够站在世界前沿来

看世界
,

他想与世界同步
,

更想我们的国家与世界同步
。

3 对交通运输及信息技术的重视及前瞻性认识

大家都知道
“
要想富

,

先修路
”

这句话
,

也都知道
,

未来的社会是建立在对信息的占有速度与所拥有信

息的数量及质量上的
。

郑观应同样也看到了这一点
。

“
地方之有铁路

,

譬如人身血脉流通
,

手足灵捷
” , “

往来利而转运捷
,

风驰电掣迅速无伦
” , “

商贾贸

易
,

藉电报以通达市价
,

则无者常细
,

而有者常赢
” ,

电报乃
“
强富之功基

” “
所谓先以制人

,

后发制于人者
,

非电报不足以当之
” , “

陆地转运之法
,

并邮政电报各事
。

是以泰西各国商务日振
,

国势日强
,

民生日富
” 5[]

。

我以为
,

看待一个历史人物
,

应着眼于历史
,

着眼于当时的社会
、

环境
,

看他对当时社会所起的作用
,

而

不应该脱离历史这个特定时期
。

铁路也罢
,

通信也罢
,

代表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技术成果
,

而我们需要的不正

是这些吗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更多更好地拥有它们
,

才可以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

4 经济及政治制度改革

郑观应的思想中
,

有关经济改革的方案
、

方法颇多
。

其中
,

涉及到税收制度
、

厘金制度
、

保商法
、

专利法
、

建立自己的银行等各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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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
,

他提出
“
商力盛则气势转

,

气势转则商务旺
。

同一货物
,

从外国来者有运脚之费
,

周转之劳
,

而与

外国人买者
,

且复有翻译之艰
,

守候之苦
,

其物同
,

其价同
、

其美恶同
,

而中国之人就有舍华商而就洋商者
,

无是理也
” 闹

。

建议取消厘金制度
,

放宽对从商的各种限制
,

至少应该保证与外商具有同等竞争力
。

又如
,

他

建议要
“
制定保商之法

,

革除困商之法
” , “

一切章程听商 自主
,

有保护而绝侵挠
,

用能百废具举
. ”

规定专

利法
,

举办商品竞赛会
,

鼓励组织公司
,

鼓励民间开矿
、

办厂
;
从制度上保证兴商学

、

重奖励
、

设商都
、

商局
、

商务公所等
,

以便形成一个良性运转的商品经济社会
。

再如
,

他认为
“
尤须减内地出口货税

,

以畅其流
;
加

外来入 口货税
,

以遏其流
。 ” “ 土货出洋者

,

税宜从轻
,

最好莫如出口免税
,

进 口则加重
,

庶几货可以畅行
,

而

采货自行奎滞
,

然恐一时难于办到
,

加重入 口税
,

减轻出口税
”

等
。

究其根本
,

旨在发展民族工商业
,

努力提

高综合国力
,

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更具发言权
。

另外
, “
明治维新

”

的成功
,

对郑观应冲击很大
,

使他清楚地认识到政治保障才是根本
。

要
“
以政佐商

:

有国者苟欲攘外
,

鱼须 自强
;
欲自强

,

必先致富
;
欲致富

,

必首在振工商
;
欲振工商

,

必先讲求学校
、

速立宪

法
、

尊重道德
、

改良政治
” 。 “

商力或有不足
,

则多出国努倡导之
;
商本或虞过重

,

则轻出口税扶植之
。 ” 切

5 合资经营模式与股份制的推行

面对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
,

郑观应审时度势
,

借鉴国外的发展经验
,

提出
“
准西人入股银三分之一

,

我

华商占三分之二
;
华董事四人

,

洋董事二人
;
以西人为副理

,

华人为总理
。

所有用人理财之权悉归总理… …

易得真材
,

不致糜费
,

华洋互相稽查
,

不虑作弊
。

欲用巨款
,

出厂公债票向外国银行抵借
,

分年本利清还
,

虽

二三千亦不虞其难
;
中外有事

,

又无意外之虞
。 ” “

有洋股无华股者不准
;
华人为总办

,

洋人为会办
;
工程专

归洋人
,

租购地亩专归华人
; ……洋商不准私自购地

。 ”
至于所聘洋监工

,

需
“
先往外国考究查访有学问

、

有

历练素为众人佩服者
,

方可聘来
” , “

银行为百业总枢
,

借以维持铁厂
、

铁政大局
,

万不可迟
。

……迟则为捷

足先登
,

诚为可惜
” ls]

。

如此细致的操作
,

对今天的合资企业亦有启发
,

但郑观应在合资经营理念中所渗透出来的主权意识
、

合作意识
、

发展意识
,

对我们改革开放后吸引外资
,

兴办
“
三资

”
企业

,

既提供了经验
,

也摆明了立场
,

更讲

明了方法
。

在合资企业中
,

只有权责分明
,

方可
“
易得真材

,

不致糜费
” , “

互相稽查
,

不虑作弊
” ,

有效地杜绝营私

舞弊
.

这与今日很多抱着合资之名
、

却无合资之实的企业比起来
,

当然是更容易操作
,

也更容易维护大多数

人的权益
,

同时又不至损害中方利益
。

6 重视市场机制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中
,

要求建立一个良好的商业秩序
,

用自由竞争的方法
,

靠商品本身说话
,

让市场自

己说话的观念随处可见
。

更重要的是
,

他看到了官督商办或者官私合办企业的诸多弊端
, “
位尊而权重者

,

得以专擅其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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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代谋
” 。

认为只有让人民

自己办企业
,

才可能是真正为了营利而不惜一切
, “
或集股

,

或 自办
,

悉听其便
。

全以商费之道行之
,

绝不拘

于官场体统
”

也只有这样
,

成本问题
、

销售问题
、

管理问题等等才可能真正被重视起来
,

市场走向决定着企

业的产品
,

用户需求决定着生产的规模
。

当然
,

郑观应在提倡民办企业的同时也认为
,

在一些投资数额特别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上
,

国家还是

应该加以扶持
, “
第商务之战

,

即应借官力为扶持
,

而工艺之兴
,

尤必借官权为振作
” 9[]

。

而这一方面来自于

政策
,

二方面来自于资金
,

需要统筹合理地安排
。

在这一点上又与现代的经济管理运行体制相吻合
。

但需要

强调的是
,

还必须进一步引进竞争机制
,

只有这样
,

国家垄断企业才可能有更好的服务
、

更多的承诺
,

老百

姓也才可能有更多的选择
。

同时
,

他认为应该建立商会
, “
同业咸集

,

借以探本业之隆替
,

市面之赢拙
,

与目前盛衰之故
,

日后消长

之机
。

勿作浮谈
,

勿挟私意
,

何者宜补救
,

何者宜扩充
,

以类相从
,

各抒己见
”
1101

,

这样才可以互通有无
,

使各

类信息来源渠道更加畅通无阻
。

而这商会绝不应该软弱无力
,

应该起到很好的平衡作用
。

7 坚持中国特色
,

立足于民族精神

郑观应的爱国情怀及民族精神体现在他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
、

外交
、

军事思想等各个方面
。

从其商战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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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郑观应经济思想对我国当代经济模式的启示

想中
,

即可见其一斑
。 “
然后更视其所必需于我者

,

精制之而贵售之
。

… …盖彼务贱
,

我务贵
,

彼务多
,

我务

精
。

彼之物于我可有可无
,

我之物使彼不能不用 !
”

“
彼族善于商战之效既如此

,

而就我夺回之利益数之
,

大宗亦有二
: 曰丝

,

曰茶
。 ”

“
近人思得新法

,

先视本国土
,

宜上占天时
,

下穷地力
,

究货产之盈亏
:
何物最饶 ? 何产最良? 或注意一

种
,

或若干种
,

宜制何器 ? 意有专属
,

其业始精
,

能使乍见者必生欣爱
,

欣爱者必须购用
,

庶得其道矣 !
” 11 ’】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郑观应一颗拳拳之心
,

与如今的某些企业家
、

实业家想比
,

他更具有
“
先天下之忧

而忧
,

后天下之乐而乐
”

的责任感
,

他的爱国主义情怀更值得我们尊重
.

他的所作所为处处在为国家及民

族的利益着想
,

他煞费苦心地想为苦难的祖国谋一条康庄大路
。

“
创办一事必须小事其端

,

先立于不败之地
,

逐渐推广
,

方可有功
;
若巫求速效

,

务广而荒
,

必至一撅不

振
。 ” [ ,刀

.

先人已了了
,

后人犹可追 ! 当我们在追溯先贤之足迹
,

走进他们的思想
、

灵魂中的时候
,

我们会多一些

震憾
,

多一些感动
,

多一些责任
,

多一些智慧
,

更多一些走在时代前列的决心和勇气
。

这样才不妄对自己
,

妄

对先人
,

妄对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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