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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 郑 观 应 的
“

商 战
”

之 说

吴 弘 明

郑观应 ( 1 842 年一1 921 年 ) 是晚清资产阶级改

良主义者
,

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
。

广东省香山县雍陌乡人
。

他一生经历过第二次鸦片

战争
、

中法战争
、

甲午中日战争
、

八国联军入侵等国

难和国耻
。

郑观应 17 岁那年
,

因家庭经济负担较重

而到上海学习经商
。

他在上海的叔父是洋行买办
,

为他打下一定的英文基础
。

郑于 1860 年充任英商

宝顺洋行的买办
,

为多获薪水而苦学英语
,

从中接触

到西方的政治与实业之学
。

他关心时局
,

并从事著

述
。

1 87 4 年郑观应转任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买办
。

1 88 2 年出于挽回利权的爱国之心
,

脱离待遇丰厚的

太古船行
,

就任中国轮船招商局帮办
,

后升为总办
。

除此职务之外
,

从 80 年代起到 19 21 年病故之前
,

曾

历任上海织布局
、

上海电报分局
、

汉阳铁厂
、

开平煤

矿局广东分局以及粤汉铁路总办等职
。

郑观应在协

助办理洋务期间
,

深入调查研究
,

崇尚西方的民主制

度与科学技术
,

积数十年丰富的实践经验
,

形成了完

整的维新思想体系
。

其思想核心是
“

富强救国
” ,

其

代表作则是 18 9 4 年刊行的 (盛世危言 )
。

《盛世危言 )中专门设有
“

商战
”

一篇
。 “

商战
”

是

郑观应经济思想中的精髓
。

他在外国洋行中的买办

生涯长达 20 余年
,

而在官督商办的企业中又供职近

40 年
,

可说是精通实业
、

知己知彼之人
。

他的
“

商战
”

学说
,

既言之有物
,

又切中时弊
。 “

商战
”

的中心 思想

为三部分
。

一
、

学习兵战
,

不如学习商战 ;二
、

列举洋

货倾销的危害 ;三
、

为赢得商战所献之策
。

对于第一

点他的论据是
,

清政府的洋务派鉴于两次鸦片战争

接连失败
,

而镇压太平天国却赖洋枪
、

洋炮和洋船而

取胜
,

因此有意购买或仿造外国的武器
,

按照西洋方

法训练军队
,

以期反杭列强的侵略
,

平定国内人民的

暴动
,

最终维护并巩固封建专制政权
。

于是购置铁

甲舰
、

建炮台
、

造枪械
、

制水雷
、

设海军
、

操练陆军
、

研

究军事不遗余力
。

郑则不以为然
,

他认为列强不是

为同中国打仗而来
,

其目的是借战争或和平的手段

进行经济掠夺
,

把中国变成它的市场和投资场所
,

赚

取最大利润
。

等到中国资源
、

财 富滔滔外流
,

国弱民

穷时
,

则不费一兵一卒之力就能把全中国变为他们

的殖民地
。

因为用武力并吞中国
,

极易引起人民的

警觉和抵抗
,

而经济入侵则和缓
、

隐蔽
,

不易觉察
。

对列强而言
,

为征服中国只有从经济入手
,

也就是进

行商战才是上策
。

郑观应深知商战的厉害
,

针锋相

对地提出
“

习兵战
,

不如习商战
”

的主张
。

他曾说
:

“

初则学商战于外人
,

继则与彼外人商战
” ,

可见倡导

商战的主张是他学以致用的结晶
。

对于第二点
,

即洋货倾销之害
,

郑观应首先分析

了进 口洋货和出 口土货的商品结构
,

然后得出贸易

差额不利于中国的结论
,

并找出造成贸易逆差的原

因
。

他把外国商品分作食物
、

用物及杂物等三类
。

食物一项
,

以鸦片为大宗
,

每年使我国耗费白银 3 3 00

万两
,

其他还有药品
、

烟
、

酒
、

肉
、

糖
、

干鲜果
、

咖啡等 ;

用物则以棉纱
、

棉布为主
,

每年约共耗银 5 300 万两
,

另有绸
、

缎
、

毛呢
、

文具
、

洋火
、

洋油等日用品 ;杂物包

括电气灯
、

自来水
、

照相器材
、

玻璃
、

五金
、

钟表
、

仪器

之类
。

总之
,

制成品中以消费品居多
,

生产资料甚

少
。

郑评论说
,

上述商品都是凭借不平等的协定税

则畅销各通商口岸
,

并分售内地
。

他还告诫说
,

洋人

置备家业的原则是去旧换新
,

卖给我们的商品多是

已经或即将更新换代之物
,

正是以这类东西换取 了

我国无数钱财
。

这就是外国人擅长商战所取得的成

效
。

知人之后
,

更应知 己
,

郑看到 我国的出 口 优势历

来依靠丝和茶两项
.

其次是皮货
、

草帽辫
、

药材
、

绸缎

和瓷器等
,

还靠劳务输出换回部分外汇
。

在丝
、

茶贸

易盛行之时
,

丝的出 口值为 4 00 0 余万 两
,

但现因意

大利
、

法兰西和 日本货物的竞争
,

已下跌到三千七
、

八百万两 ;茶的出口值原为 35 00 余万两
,

今有印度
、

锡兰
、

日本货的排挤
,

已降低为 1 000 万两
。

他对进

出 口值加以比较后指出
:

以上三大宗外汇收入的总

和仍不足以抵销购入鸦片和洋布的支出
,

如加上其

他洋货
,

便出现数千万金的贸易赤字
。

更为严重的

是
,

洋商在同中国交易时
,

以本国成色不足的银元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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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价之货
,

已使华人暗中吃亏 ;外人以洋钱兑换白

银时
,

则抬高洋价
,

换我标准的纹银
,

又使我方明受

剥削
。

这就是中外商战中
,

金融所起的作用之一
。

郑观应就此推论道
,

长此以往
,

中国将耗尽 民脂民

膏
,

变成弱不禁风的病夫
,

即或船坚炮利
,

又怎能让

饥寒交迫的士兵对敌作战呢 ? 从而证明
“

习兵战
,

不

如习商战
”

的道理
。

对于第三点
,

即向当局进献赢得商战的对策
。

他首先讲明工业和商业的辩证关系
,

即对外通商必

须有工业的帮助
。

因为手工业品或原料借助机器
,

粗笨者可变得精巧 ;进料加工
,

可照外国消费者的需

要制为成品
,

然后反销该 国以获取外汇
。

如果只重

视商业而轻视工业
,

即令物产十分丰富
,

只出口初级

产品
,

就会把利益让给外人
。

由此可见
,

郑观应早已

懂得机器的生产效益
、

加工增值以及工农业产品间

的不等价交换
。

既要振兴工商业
,

行政管理机构及

其人员至关重要
,

因为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唯其是赖
。

为此建议朝廷设置商务大臣并兼管工艺
,

担任大臣

的人应有经济方面的专长
,

大公无私
,

为官清廉 ;在

民间则仿照西方由工商界推举富商和巧匠作为董

事
,

将要办的事情上报商务大臣
,

如果大臣损公肥

私
、

用人唯亲
,

便可直接票告军机处转奏皇上
,

这样

就能下情上达
,

毫无阻隔
。

筹建的商务局其职能应

是
,

考核工商业的成绩
,

举办优秀商品展览会
,

勉励

精益求精
,

嘉奖高超的技能
。

商业有了工业的辅助
、

政府的支持
、

下一步就是

如何与洋货争胜
。

郑提出十项具体的措施
。

一
、

重

振丝和茶两大行业
,

废除厘金 (水陆要冲各关卡对往

来商品所抽的通过税
,

其税率为值百抽一 )
,

多设缀

丝厂
,

夺回被印度和 日本货所占的外国市场
。

开放

种植鸦片的禁令
,

免征厘税
,

以抵制进口鸦片
。

这样

就能对抗洋药 ( 18 58 年海关税则改称鸦片为洋药 )的

入侵
。

二
、

拿一省作试点
,

多买新式织布机
,

自行织

造各种布匹
,

有了经验然后逐省推广
。

这样就能用

国产布战胜洋布
。

三
、

购办机器织成毛呢
,

并用来制

做衣物 ; 熔炼沙石制成玻璃器皿 ; 提炼铜矿仿制钟

表
。

成品既有同类洋货的外观
,

且又价廉耐用
。

这

样就能战胜外来的用物
。

四
、

种植甘蔗和葡萄
,

以便

制糖
、

酿酒
。

这样就能战胜进口 的食物
。

五
、

用北方

野生蚕丝和棉花纺纱 ;栽种香花 以制造香水和肥皂

等物
。

这样就能战胜零星洋货
。

六
、

开采五金和煤

矿
,

自炼铜
、

铁
。

这样就能战胜国外的五金
。

七
、

自

产煤油和火柴
。

这样就能战胜外洋的 日用品
。

八
、

整顿瓷器厂
,

由景德镇照西洋款式制成带有彩绘的

细瓷器
,

运销欧洲
。

这样就能在 国际市场上战胜他

国的珍奇玩物
。

九
、

用杭州和南京的纺织技艺
,

仿织

洋绸
,

行销各国
。

这样就能战胜西方的零星杂货
。

十
、

仿照洋钱的成色和分量
,

铸成钱币
,

废除纹银
,

在

世上流通
。

这样就能战胜洋钱
。

作为经济建设计划

的这十项措施
,

不仅意在发展民族工业
,

抵制洋货
,

减少贸易赤字
,

还要国货物美价廉能外销创汇
。

对于怎样筹集款项来实行十项措施呢 ? 郑观应

的看法是
“

商战为本
,

兵战为末
” 。

国家数十年来的

军费开支不可胜数
,

政府如能转变旧有的观念
,

把财

力用于商战上
,

不但能保持和平而且军民安乐
。

但

最终取得商战的胜利
,

关键要靠振兴工商业的政策
,

这种政策应该包括
:

保护工商业的法规 ;创办工艺学

堂
,

聘请欧洲的能工巧匠为师
,

督促学生进步
,

学成

之后
,

薪水从优 ; 由政府资助发明创造
,

并使新产品

享受专利权
。

对在国内销路畅旺的洋货
,

要鼓励仿

造
,

免除厘金
,

货价必较原货为低
,

何难实现国产化 ;

对国外必需的中国货
,

要精心制作然后高价售出
,

更

要减轻税收来拓展销路 ;对关系民生的进口 货
,

要施

行低税以扩大来源 ;对可有可无的洋货
,

要加倍征税

抽厘以免财源外溢
。

商战须要政府和商民齐心协力

才能获胜
。

郑观应虽强调商战的重要性
.

但也未忽

略兵战的力量
。

他所说的
“

商战为本
,

兵战为末
” ,

是

对立统一的
,

商战的胜利导致财富的增加
,

而反侵略

的战争须有物质基础
,

才能增强战斗力
,

克敌致胜
。

该篇最后引用 日本如何取得商战胜利的实例
,

进一层论证
“

习兵战
,

不如习 商战
”

的观点
。

郑观应

说日本不过东海中一小岛国
,

但自明治维新以来
,

学

习西方
,

奋发图强
。

官方注意到进 口货对本国经济

利害兼有的两面性
,

因此对洋货的品质加以研究
,

先

是招商集股筹措经费
,

然后建厂仿制
.

并给予厂商优

惠政策和 自主经营权
,

并多方扶持而绝不侵害其利

益
。

于是 自行生产的绒布等商品
,

不但能满足国内

需求
,

而且可供出口
,

更把该国仿造的洋货售与中

国
。

郑观应还把两个时期的 日中贸易额作一 比较
,

以说明日本对华商战的成功
。

成功之因在于政府用

关税来鼓励出口而限制进口
。

日本人吸取西方善于

经商的经验
,

择善而从
。

我国何不顺应时势
,

打破常

规转而学习 日本
.

但不是邯郸学步
,

而是去其缺点而

取其优点
。

我国地大物博
,

人多财广
,

超越 日本 自当

易如反掌
。

只要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
,

革故鼎新
,

国

必富足
,

兵必强大
,

到那时 日本再也不敢轻启战端

了
。

商战如能制胜
,

何愁兵战不胜
。

由此更加证实
“

习兵战
,

不如习商战
”

这一论点
。

郑观应的商战理论并不局限于经济范畴
,

他认

清了朝廷政治上的腐败
,

官督商办名义上是保护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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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利益
,

实际上是独断专行
、

非亲不用
、

剥削商人
。

所以他极力主张立法
,

以法治代替人治
。

他说
: “

宪

法乃国家之基础
,

… …政治关系实业之盛衰
。

政治

不改良
,

实业万难兴盛
。 ”

郑还认识到商与工
、

人与物

的相互关系
,

他说
: “

论商务之原
,

以制造为急
,

而制

造之法
,

以机器为先
, ·

一 宜设专厂制造机器
” 。

又

说
“

器者末也
,

人者本也
。 ”

当然这里的
“

器
”

内涵颇

广
,

既指兵器
,

也指机器
,

还指交通及通讯工具等
。

但他把人看作最主要的因素
。

他所谓的人是指技术

和管理人材
,

也就是从事商战必不可少的人才
。

但

人才不能从天而降
,

所以就得提倡教育
。 “

商战人

材
,

无一非出自教育
,

教育为立国之本
,

国运之盛衰

系之
,

国步之消长视之
” 。

郑观应的商战学说和治国

思想是以他半个多世纪的经济活动
、

由买办转为商

业资本家的历程
、

他在洋务派官僚和工商业者之间

承上启下的地位
、

长期参与对外商战的经验
、

以及结

合国情学习西方的心得作为根据的
。

他所创立的振

兴实业
、

争取商战胜利的理论
,

具有反对封建专制
、

鼓吹科学与民主
、

反抗列强经济侵略的色彩
,

在当时

思想界是较为先进的
。

但其思想也有历史的局限

性
,

主张改良政治
,

而不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 (姑且

不论有无可能 )
,

没有洞澈封建专制与帝国主义既相

矛盾又相勾结的本质
,

以为只要奏请朝廷采纳其利

国利民的条陈
,

就能使中国繁荣富强
。

在清末的国

际和国内情势下
,

这只能是一种空想
。

郑观应不愧

为一位先觉的思想家和热烈的爱国主义者
,

这是无

人怀疑的
。

用今天的眼光去评价郑观应的商战学说
,

他所

提倡的发展民族主商业
、

反抗外国经济入侵
、

反对政

治腐败
、

重视教育的思想
,

仍有现实意义
。

而他鼓吹

的贸易保护主义虽在当时是积极的
、

进步的
,

但现在

却会妨碍国际贸易的开展
,

对人对 己都有不利的一

面
。

在学习外国的经验上
,

郑认为不应盲 目模仿
,

而

应舍其所短从其所长
。

在开办三资企业时
,

勿忘权

由我操
,

勿使利权外溢
,

正如郑氏所言
: “

… … 太阿倒

执
。

非但事多吃亏
,

且恐噬脐莫及 !
”

在选用行政管

理人员方面
,

其人须是
“

平日公中体国
、

廉洁 自持
、

长

于理财
、

无身家之念者
,

方胜厥任
” 。

综上所述
,

郑观

应的商战理论是值得我们参考和择取的
。

(作者单位
: 天津社科院历史所 )

海两峡岸史学家合撰华中民族史

第二次学术研讨会在海南举行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中旬
,

ǐ峡海合两岸学家史撰中华民族史第二次

学术研会讨ì在海南岛举行
,

大来自陆与台湾
、

香港及新加坡的学者共四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

会议听取了华中民族史研究会会长式史教授关于八华中民族史è编撰情况的汇报外
,

还就以下问题得取共了识
..

一
、

中华文明的起不是源ǐ黄河母亲ì的二兀论
,

也不是ǐ江
、

河并重ì的二元论
,

而是ǐ满星天斗ì的多元论
。二
、

台湾的高山族的主族要是远源百古越的一文
,

其断发
、

身文
、

凿齿的俗习与远古人一致;河姗渡的有礴 段石经舟山的定海传入台湾
,

再传至南洋各岛
,

从出文土物中已有线索可寻
。

三
、

(华中民族史)有如邱吉的尔(英语民族史è
,

以完可全越跨国界
,

记载福布世全界的海外华人的活动
。

在前目(华中民族史è只能暂时写到辛亥革命之时
,

海外华人部分却可以一直写到二十世纪之末
,

独立成书
。

会议在海举口行会议后
,

进行广泛了的观参考察活动
。

在对黎族

地区考察后
,

大家在探讨中也取得下如了的共识
..

一
、

有史以来
,

黎族南是海岛的土著
,

不是外来的移民
。
二

、

黎族是远百古越的一支!骆
后越的裔

,

断其发
、

文身的俗习一直保到留现代
。
三

、

黎族的婚未男女以可自由往来
,

婚后ǐ不落夫家ì
,

可以离婚
,

寡妇可以再嫁
,

不女 轻重男
,

不歧视非婚生子女
,

遇纷有巷争重妇女的调解
,

这一切都说明这支百越的后裔还保着留母系制社会遗的风
,

是远古百越的活化石
。

四
、

就衣冠而言
,

黎族并不后落
,

在纺织技术上应是各族最中先进的
。

元代的黄道婆是在黎族中学会棉纺织技术
,

才把它传布到中原
。

ǐ黎锦ì一向闻名世于
。

最会议后综各台地代表的意见
,

对编撰(华中民族史è的工作计划

作了修改
。

会议于十二月十六日结束
。

ǎ史讯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