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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郑观应改良主义经济

思想中的重商倾向

何支瑜

　　　　内容提要　　近代著名改良主义思想

家郑观应在经济方面提倡 “振兴商务” ,

与外国进行商业竞争的改良主义思想。

他驳斥了商务是 “末务” 的错误的传统

封建思想。认为国家要富强 , 必须要发

展工商业 , 只有国家富裕了 , 才能强

盛 , 才能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为此 ,

他提出了一整套发展民族工商业 , 与外

国进行商业竞争的举措。 这种思想在当

时是进步的爱国主义思想。当然 , 他在

经济方面的改良主义思想也存在时代和

阶级的局限性。

　　郑观应 (公元 1842———1921 年)广东香山县

(今中山县)人 , 字正翔 , 号陶斋 , 别号杞忧生 ,

慕雍山人。曾捐资获得道员衔。辛亥革命后 , 定居

上海 , 为商界著名人士。

郑观应是 19 世纪 60 年代到 1898 年戊戌变法

以前的著名改良主义者。他的改良主义思想集中反

映在 1884 年成书的 《盛世危言》 中。该书除他自

己的著作外 , 还辑录了别人的很多论文。全书所涉

及的问题非常广泛 , 对经济 、 政治 、 军事 、 外交 、

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 , 都提出了一整套改良主义的

方案。在经济方面的改良主义的蓝图中 , 重点是

“振兴商务” , 与外国进行 “商战” (即商业竞争),

发展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他的这种重商主义思想

倾向 , 贯穿在 《盛世危言》 这部著名著作的始终。

“商务” 和 “ 商战” 篇占了该书很大的篇幅。 对

“商务” 是一论再论 , 而且在谈到其它问题时 , 也

反复强调发展近代工商业的重要性。

这是与他的一生经历密切相关的。他

年轻时曾当过英商宝顺 、 太古洋行买

办 , 后来参加封建官僚办新式工业的

活动。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 、 轮

船招商局会办 、 汉阳铁厂和粤汉铁路

公司总办等职。 他自己也曾创办贸

易 、 航运等企业。 他一生主要精力也

消耗在 “振兴商务” 上 , 他曾经说

过 , “素以振兴商业为己任” ①。 因此 , 要深入研究

郑观应的改良主义经济思想 , 就必须了解他思想深

处的重商主义。

在 “振兴商务” 的问题上 , 他首先论证了商业

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 驳斥了有些人

认为商务是 “末务” 的错误思想。他指出商务是国

家的元气 , 只有商业发展了 , 国家才能由穷变富。

国家富裕了 , 国力自然就会强大起来。他说:“商

足以富国 , 岂可视为末务?”②他又说:“商务盛之

国则强 , 商务衰之国则弱。” ③他强调指出 , 如果国

家商务不振作 , 就要影响科学 、 工业 、 农业的发

展。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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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商贾具

生财之大道 , 而握四民之纲领也。” ④所以 , 他的结

论是:国家商业的兴盛 , 将会大大促进整个国民经

济的发展。“士有商则行其所学而学益精 , 农有商

则通其所植而植益盛 , 工有商则售其所作益勤。”⑤

基于这种认识 , 他特别重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他

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把中国变成商品销售市场和原

料供给地所给中国带来的严重恶果 , 有较深刻的认

识。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攫取

了中国沿海航行权和内河航行权 , 使外国商品大量

涌入中国的通商大埠和内地 , 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

手工业生产的发展。郑观应从自己经营民族工商业

的活动中 , 看到了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他说:“今

各国轮船 , 无处不到 , 获利甚厚 , 喧宾磁主 , 害不

胜言。” ⑥他以纺织品为例 , 来说明这个问题。他指

出 , 自从洋纱 、 洋布大量进口后 , 通商口岸及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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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镇 , 用土布者只有十之二三 , 用洋布者十之七

八 , 以致使中国纺织业受到严重的摧残 , 经营土布

的人大量失业。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 , 许多

资本主义列强纷纷在华设厂 , 洋货更泛滥于中国。

他指出 , “外洋进口之货 , 皆人力之所为 , 而中国

出口之货 , 多天生原质。” ⑦这使资本主义列强获利

千百倍 , 而中国民族工商业不仅停步不前 , 而且日

益破产。 此外 , 鸦片输入中国不断增加 , 而中国

丝 、 茶输出则日见减少 , 更使郑观应感到严重不

安。因此 , 他认为 “商务之纲目 , 首在振兴丝茶二

业” ⑧。他主张通过 “商战” 来抵制资本主义列强

商品的侵入 , 夺回利权。他说 ,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

“不患我之练兵讲武 , 特患我之夺其利权 , 凡致力

于商务者 , 在所必争。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 , 莫如

振兴商务” ⑨。他认为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⑩, 因

为 “兵战之日短 , 商战之日长。 兵战之亡速而有

形 , 譬如风吹灯灭;商战之亡缓而无形 , 譬如油尽

灯灭。有形者易备 , 无形者难防” 11。

郑观应对封建势力束缚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 也

极为不满。他指责清政府 “但有困商之虐政 , 并无

护商之良法”  12, 清朝官吏 “不能护商 , 而反能病

商”  13。对封建统治者出卖国家主权和媚外洋人 ,

也非常愤慨。他说:“方今门户洞开 , 任洋商百方

垄断 , 一切机器 , 亦准其设厂举办 , 就地取材 , 以

免厘税 , 其成本较土货更轻 , 诚喧宾夺主 , 以攘我

小民之利。” 14若有外商欺压华商 , “华官不惟不能

助商 , 反 削之 , 遏制之。” 15他指责清政府实行低

关税或甚至不收关税的政策 , 以致使 “洋货销流日

广 , 土产运售日艰”  16。 对厘金制度他更是深恶痛

绝 , 他说 , “厘金之弊 , 罄竹难书”  17。他列举全国

各地关卡林立 , “往往数十里之遥 , 其间多至数

卡”
 18
, “今仍过一卡有一卡之费 , 经一卡抽一卡之

厘”  19, 甚至连穷乡僻壤 , 也 “搜括无遗” 20。腐朽

的封建专制制度 , 严重阻碍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为了挽救民族危机 , 解除封建势力对民族工商

业发展的束缚 , 在 “商战” 中战胜西方资本主义列

强对中国的侵略 , 郑观应提出了发展民族工商业的

一系列措施:

第一 , 从中央到地方 , 设立专管商务的机构 ,

制定商律 , 以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其具体

办法是:中央在六部之外 , 特设一个商部 , 兼辖南

北洋通商事宜;南北洋分设商务局于各省水陆通

衢;在府 、 州 、 县也要设立商务公所。

第二 , 在政治上提高民族资本家和商人的社会

地位 , 对创办民族工商业有成效者 , “当奏请朝廷

给予匾额 , 以示鼓励” 21。要改变社会上鄙视商人

的旧风气 , 使人们 “视商如士”
 22
, “商籍准就近应

试 , 殷商准接见官长” 23。

第三 , 要振兴商务 , 必须首先发展机器制造工

业。郑观应痛惜中国不能自己制造机器而吃了大

亏。他深刻指出 , 中国所需机器购自外洋。 “而洋

人明知华人不能自造 , 往往格外居奇 , 要求善价 ,

且多有从用过之旧物 , 售之中国 , 而中国暗受其

欺。且置一机器 , 不知其所以然 , 而但知其所当

然 , 偶有损坏 , 仍须请洋人修理 , 设洋人不肯修

理 , 则有机器如无机器同。”
 24
鉴于上述情况 , 郑观

应主张中国必须赶紧设专厂制造机器。这样 , 中国

对 “各种机器自能制造 , 则各种货物亦自能制造 ,

所造之物既便自用 , 且可售于人 , 不致全以利权授

外洋矣。”  25

第四 , 允许民间自办各种企业。“凡通商口岸 、

内省腹地 , 其应兴办铁路 、 轮舟 、 开矿 、 种植 、 纺

织 、 制造之处 , 一体准民间开设 , 无所禁止。 或集

股或自办 , 悉听其便 , 全以商贾之道行之 , 绝不拘

以官场体系。”
 26

第五 , 裁撤厘金 , 增加进口关税 , 撤去海关洋

人 , 收回海关管理权。对土货出洋 , “税宜从轻 ,

最妙莫如出口全行免税” 27。

第六 , 仿照西例 , “凡有华侨之埠 , 均设立领

事 , 保护维持商务” 28。

此外 , 郑观应还主张设立实业学堂 、 创办商务

报 、 搞商品陈列研究等等。

郑观应的改良主义经济思想中 , 为什么会有重

商主义的倾向呢? 这是由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

国社会条件下 ,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商品的倾

销和资本输出以及中国封建专制势力的压迫 , 使民

间资本强烈要求发展新式工商业受到严重挫折 , 软

弱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抵制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

摆脱封建专制势力的控制 , 郑观应的经济思想中的

重商主义 , 正是这种社会存在的反映。其次 , 我们

在上文提到 , 这同郑观应的一生经历是密切相关

的。他的一生经历虽然比较复杂 , 但主要活动是经

营各种近代工商业 , 所以对发展民族工商业的重要

性体会比较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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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是一个具有反侵略和有爱国主义思想的

改良主义者。他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 对西方资

本主义列强在中国领土上为非作歹 , 横行霸道 , 曾

屡次提出强烈的抗议 , 加以无情的揭露。他也揭露

西方在华传教士挟制地方官吏 , 偏袒入教莠民 , 横

行乡里 , 欺压善良。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夺我国

内河航行权 、 开矿权 、 筑路权和海关管理权等也大

声疾呼地加以反对。他极力呼吁自强救国 , 赶走外

国侵略者。对腐朽反动的清政府出卖国家主权和对

内实行暴政 , 也屡加揭露和抨击。他对发展商业的

重要性的论述以及振兴商务的各项主张 , 也都贯穿

着反侵略和自强救国的爱国主义思想 , 因此 , 在中

国处于内忧外患 , 危机四伏不断加深的情况下 , 他

的改良主义经济思想中的重商倾向在当时是进步

的 , 爱国的 , 应该加以肯定。

同时 , 我们也必须看到 , 郑观应在振兴商务的

某些主张中 , 也暴露出他改良主义思想中的阶级局

限性。首先 , 他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者抱有不切实

际的幻想。他认为商务之战 , “既应藉官力为护持 ,

而工艺之兴 , 尤必藉官权为振作。” 29这反映了软弱

的民族资产阶级对封建专制势力的依赖性。其次 ,

郑观应的反侵略的思想也是不彻底的。 在振兴商

务 , 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经济侵略相抗衡的某些措

施中 , 往往带有妥协性的一面。比如他虽然认识到

鸦片大量输入对中国造成的严重危害 , 主张严禁鸦

片 , 来扭转对外贸易的逆差。但是 , 他认为西方资

产阶级是以钱财为性命 , 决不会放弃鸦片贸易 , 害

怕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再发生武装冲突 , 因而不敢

主张用革命手段来根除鸦片输入 , 而主张全国各地

广种鸦片 , 或是中外鸦片贩子在贩卖鸦片时 , 只允

许贩卖熟鸦片。郑观应企图用这种办法来抵制鸦片

的输入 , 是完全消极和错误的。 倘若实行这种办

法 , 不仅不能禁绝鸦片 , 反而会使吸鸦片的人更多

起来 , 害处更大。再比如 , 郑观应往往把振兴商

务 , 收回利权的希望寄托在修改不平等条约上 , 他

没有勇气提出要断然废除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强迫中

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也反映了作为民族资产阶

级代言人的郑观应在资本主义列强面前所表现的软

弱性和妥协性。此外 , 由于郑观应过分强调 “商

战” 的重要性 , 因而往往把资本主义 、 帝国主义列

强向外侵略和扩张 , 说成仅仅是为了通商。这种看

法是片面的。因为资本主义 、 帝国主义列强向外侵

略和扩张 , 固然有进行掠夺性通商的目的 , 然而

19世纪末期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 ,

妄图瓜分中国 , 把中国变成它们任意宰割的殖民

地 , 从政治 、 经济 、 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控制中

国。因此 , 郑观应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 必须给予

批判。

综上所述 , 我们既要肯定郑观应改良主义经济

思想中的重商倾向在当时的进步性 , 也要看到他这

种思想的阶级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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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并对他们进行革命传统和国内外形势的教育。

正因为如此 , 他的儿童教育思想正确反映了教育工

作的一般规律 , 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①②③ 《中外名人论幼儿教育》 , 中国妇女出

版社 1988 年版 , 第 13、 7 、 8 页。

④⑤⑥⑦⑧ 20 21 23 《徐特立教育文集》 , 人民

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 , 第 87 、 307、 87、 307 、

307 、 87 、 307、 295 页。

⑨⑩ 19 22 24 《徐特立文集》 ,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 第 406 页 、 50 、 245、 495 、 39 页。

 11 12 《徐特立教育学》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 第 278 、 99 页。

 13 14 15 16 17 18徐特立:《非要惩罚不可吗》 , 见

《徐特立教育文集》 ,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 人民

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 , 第 148—1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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