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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帝国主义加深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 、洋务运动兴起等复杂形势下 , 郑观应形成了 “商战”思想。建

立自己的机器制造业 、以 “商”立国 、行 “励商之法”、“开议院”与 “设商部 ”等是其 “商战”思想的主要内容。郑观

应的 “商战”思想虽然由于时代及其自身认识的局限 , 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 但其强调大机器工业及商业在国民经

济中的重要性等观点 ,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 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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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0年起 ,残酷的社会现实促使中国的有识之士

开始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救国道路探索。经济道路的

探索 ,就是这种探索的重要内容之一。郑观应作为一

个长期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实业家 ,一个近代中国工商

业历史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家 ,他的经济思想更能反映

出那个时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呼声和社会发展趋势。

因此 , “商战 ”思想作为其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 ,更表

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和强烈的资本主义性。

一 、“商战”思想的产生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 ,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开始

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这一过程的进行 ,伴随着

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激化。为缓和内部矛盾 ,适应新

阶段发展需要 ,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加紧对外侵略 ,掠

夺大量的殖民地 ,扩大商品市场;另一方面采取软硬兼

施的手段 ,攫取各种经济政治特权 ,加强对外经济控

制。

在这种形势下 ,外国侵略者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

争 ,强行对中国倾销产品 ,掠夺中国的原料;同时又对

中国加强资本输出 ,妄图在经济上控制中国 ,使中国成

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附庸。甲午战争后 ,列强又获

得在华投资设厂的特权 ,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

脉。就这样 ,中国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遭到摧残 ,城乡

手工业日趋没落 ,农产品开始商品化;作为封建社会赖

以生存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手工业濒于破产 ,土地私有

制受到了严重动摇 ,封建经济基础逐渐解体 ,中国被卷

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为了维护统治 ,清政府在遭受侵略的同时 ,掀起了

以 “自强 ”为旗号的洋务运动 ,先后创办一批军事和民

用工业 ,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清王朝的实力。但洋务

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企业是以政治强权为后盾的垄断行

业 ,其发展运作严重违背经济规律 ,脱离市场经济要

求。同时 ,这些企业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建立的 ,

仅仅是维护落后体制的一种手段。因此 ,洋务运动即

便是采用了先进的生产工具 ,也注定其失败的命运。

同时 ,洋务运动排斥和压制民间企业的发展 , “即如关

税洋人仅完厘半 ,而华人则勒索数成 ”[ 1] 。因此 ,身受

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民族资产阶

级 ,对当时步履唯艰的发展环境及 “官督商办 ”的洋务

运动进行了较多的批判 ,在探索富强道路的同时 ,也在

完善着自身的经济理论。

郑观应的 “商战 ”思想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

产生的。 “商战 ”思想是郑观应经济思想的精华和主

要内容 ,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 、“商战”思想的主要内容

郑观应 “商战 ”思想的实质是发展中国自主的资

本主义工商业 , “初学商战于外人 , 继则与外人商

战 ”[ 2] (P74),以此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并最

终实现富国强兵 、驱逐外国侵略者的目标。其主要内

容可概括如下:

1.建立自己的机器制造业。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

后 ,在中国内地 ,除了洋务派创办的几个军事及民用工

业外 ,其余重工业几乎全为列强垄断。这些外国企业

采用先进的机器进行生产 ,具有极强的竞争力 ,而中国

的企业 ,包括洋务派在内 ,要发展就必须向外国购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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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在这个过程中 ,外国资本家抬价勒索 ,以次充好 ,

使中国企业蒙受着巨大损失。因此 ,郑观应不同于一

般的改革派人士所提出的单纯利用外国先进的工具进

行发展的主张 ,他认为 ,要真正独立自主发展 ,并走上

富强道路 ,就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机器制造业 , “尝阅西

书 ,论商务之原 ,以制造为急 ,而制造之法 ,以机器为

先。中国自设制造局 , ……宜设专厂制造机器 ”[ 3] (P5),

只有这样 ,才具有与外国进行 “商战 ”的资本 ,否则是

不堪一击的。

郑观应强调重视大机器的作用 ,是他在从事商业

活动的过程中 ,通过对外国企业的考察得出的正确结

论。他认为外国资本家通过机器生产 ,将中国的廉价

原料 ,加工成工业产品 ,进而以高价出售给中国 ,这样

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而中国若不发展自己的机器工

业 ,只能永远是受害者 ,纵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也只能

是 “弃己利以资彼用 ” [ 4] (P11),为帝国主义的富强充当

原料供应商。因此 ,中国不仅要利用外国先进的生产

技术 ,还应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 ,建立并发展自己

强大的机器大工业。郑观应的这种认识具有极强的现

实性 ,比起洋务派和早期的其他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

张 ,又前进了一大步。

2.以 “商 ”立国。这是郑观应 “商战 ”思想的精髓

和核心。郑观应认为整个国家要强大 ,就必须以 “商 ”

立国 ,以实际行动来保护商务 ,商业壮大了 ,才能对外

进行商战。 “西人以商为战 ,士 、农 、工为商助也 ,公使

为商遣也 ,领事为商立也 ,兵船为商置也 ,国家不惜巨

资 ,备加保护商务者 ,非大有益民生 ,且能为国拓土开

疆也。”[ 5] (P1)。也就是说 ,商业应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核

心 ,应处于主导地位 ,其它部门只能围绕商业来进行 ,

只能作为商业的辅助手段。这种观点 ,有力地驳斥了

顽固派为反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而鼓吹的 “以农立

国 ”的谬论 ,为洋务运动的进行提供了理论依据 ,也为

社会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郑观应认为 , “商业 ”应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及流通

中的一切部门 ,而不仅仅指商业。应 “以商业为中心 ,

在整个国民经济生产部门中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 ” ,以

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同时 ,还必须限制和取消外国

资本主义在华的种种特权 ,尤其是协定关税 、内河航运

及开矿 、筑路 、设厂等特权。他指出 ,外国的经济侵略

是中国经济发展落后的根源 ,外国侵略者是以掠夺中

国经济资源和破坏中国经济发展为目的的;只有限制

和剥夺其在华的特权 ,并给华商企业发展以宽松的环

境 ,外国的经济侵略才可得到抑制 , “商战 ”的目的才

可实现。他对清政府出卖海关于洋人 ,并堂皇鼓吹 “华

人贪鄙 ,不如外人清廉 ”的论调 ,进行了有力地驳斥。

他认为 ,如谓华人尽不如西人 ,那么中国 18省之督抚

亦必将全用西人 ,那将是十分可笑的事情。对洋务派

公开提出批评。

3.行 “励商之法 ”。郑观应认为 ,除了限制和剥夺

外国资本主义企业在华特权之外 ,还应在国内营造一

个安定自由的行商环境。他提出 ,国家政权存在的目

的即是为商业做庇护的 ,国家政权须实行 “保商之法 ”

来革除 “困商之政 ” ,立 “励商之法 ” ,包括设立专利局 ,

保护专利权 ,举办商品竞赛会 ,鼓励发展企业 ,裁抑厘

卡 ,减轻商业捐税及负担等措施;单靠立法尚不够 ,政

府更应给商业以行政上的直接支持与扶植 ,以使中小

企业不至于被外国企业兼并而破产。

在洋务运动的初期 ,郑观应曾对洋务派官僚寄予

很大期望 ,认为在近代中国 ,由封建社会上层统治者来

发展近代工业 ,既有政府的后盾 ,又有雄厚的财政支

持 ,只要经营得方 , “商战 ”的目标很快便可实现 ,这也

是他投身洋务运动 、创办洋务企业的出发点。他极力

推崇洋务派的 “官督商办 ”政策 ,认为这是发展近代工

业的惟一可行道路 ,而且是最佳道路 ,是最合理的企业

形式 , “全侍官力 ,则巨费难筹 , ……然全归商办 ,则土

棍或至阻挠 , ……必官督商办 ,各有责成:官招股以兴

工 ,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 ,亦不得分外诛求。

则上下相维 ,二弊俱去 ”[ 6] (P3)。在实际过程中 ,他带头

招过不少商股 ,曾致书李鸿章请求 “给予十年内限制同

类企业开设的特权 ” ,这是他早期的主张及实践。但到

洋务运动后期 ,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转折。面对名曰

“官督商办 ”实为 “官夺商权 ”的洋务运动 ,他给予了越

来越多的批判 ,强烈指责洋务派官僚 “专擅其事 ”、“调

剂私人 ”和中饱私囊的弊端 ,对洋务派压迫下的私人资

本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为此 ,他提出 “全以商股之道悉

刮内之 ,绝不拘以官场体统 ”[ 7] (P3),并以此为原则 ,呼

吁在全国推行 “励商之法 ” ,指出洋务派不过是清政府

掠夺财富的一种工具而已 , “名为保商实剥商 ,官督商

办士如虎 ,华商因此不及人 ,为从驱爵成怨府 ”[ 8] (P1370),

只有通过实施 “励商之法 ” ,才能真正给国家商业的繁

荣昌盛以及经济的不断发展提供保障。

4.“开议院 ”与 “设商部 ”。这是郑观应 “商战 ”思

想中的闪光点 ,初步带有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

要求。他认为单靠清政府的空口承诺和一纸立法 ,并

不足以取得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利条件。为此 ,

他提出了 “开议院 ”与 “设商部 ”的要求 ,主张要把商业

作为一个特殊部门与其他部门区别对待。同时 ,在政

治上应使资产阶级拥有一定的政治地位 ,以保障商业

在现实中得以顺利发展 ,从而避免因众多剥削和捐税

而停滞。

郑观应的这些主张在当时具有进步性 ,符合时代

的发展潮流 ,也反映出郑观应开始对封建政权和资本

主义之间的矛盾具有了初步认识 ,开始朦胧地意识到 ,

落后的封建制度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他却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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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它深化为资产阶级革命思想 ,只是停留在改良的思

维阶段;而且 ,他的 “开议院 ”与 “设商部 ”的政治要求 ,

只不过是为商业发展服务的 ,并非政治目标 ,还是为维

护封建统治而提出的;在实际施行过程中 ,也没有一种

坚定的决心。他主张的 “开议院 ” ,实际上只是一种商

业发展的咨询性机构。 “设商部 ”也只是为资产阶级

发展商业提供一些优待权。这既是时代的局限性 ,又

是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性 ,也与郑观应自身的认识水

平有关。

三 、对郑观应 “商战”思想的评价

商业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商业的兴盛与

否 ,是评价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依据。在 “以农为本 ”

的传统封建社会里 ,历代统治者都坚决地执行着重农

抑商政策 ,使得因商业萎缩而积聚的贫弱因素 ,在封建

社会的末期暴露无遗。正是在这种经济发展停滞的社

会形势下 ,郑观应形成了他的 “商战思想 ”。郑观应是

近代中国提出 “以商为本 ”思想的第一人 ,他的 “商战 ”

思想对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郑观应把列强日益严重的侵略归结为军事侵略和

经济侵略 ,并由此提出了 “兵战 ”和 “商战 ”思想 ,而他

更为注重 “商战 ”的地位。他说外国侵略者 “彼不患我

之练兵讲武 ,特患我之夺其利权 ,凡致力于商务者 ,在

所必争 ”[ 9] (P9), “兵之并吞 ,祸人易觉;商之培克 ,敝国

无形 ”[ 4] (P11)。郑观应认为 ,要走独立发展的道路 ,首先

应进行 “商战 ” ,从经济上摆脱国外资本主义的压迫 ,

进而发展军事 ,实现强兵的目的 ,即先富国后强兵。这

样 ,郑观应将其 “商战 ”思想用于发展国内资本主义的

同时 ,又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联系了起来 ,从而具

有鲜明的时代性 ,代表了众多爱国人士及早期资产阶

级改良派的心声 ,从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郑观应在围绕商业发展的同时 ,提出了一系列具

有积极意义的方法 、措施 ,为当时及后来的经济发展提

供了理论指导。他在其 “商战 ”思想中提出用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替代腐朽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 ,优先发展

大机器工业 ,并对外国的经济侵略和洋务运动进行了

较深刻的批评指责。这在那个时代 ,给人一种振奋的

精神力量 ,影响了一些开明的地主阶级。

但郑观应的 “商战 ”思想还只是一种幼稚的 、不成

熟的 、近乎空想的理论 ,在当时不可能得到贯彻。第

一 ,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认识不清。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

中外反动势力开始勾结 ,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一切反

抗。资本主义是封建主义的否定因素 ,民族工商业的

发展 ,势必瓦解封建统治 ,因此清政府不可能真正去支

持其发展壮大;第二 ,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近代中

国特殊的社会性质 ,孕育出来的必然是一种既有反抗

更有妥协的畸形的民族资产阶级 ,要发展资本主义就

必须坚决推翻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两座大

山 ,这却是他们无法办到的;第三 ,对政治与经济的相

互性缺乏认识。经济决定政治 ,政治反作用于经济 ,这

是一种社会规律。郑观应仅仅认识到了经济决定政

治 ,却忽视了政治对经济的作用。期望清政府从政治

上鼓励发展资本主义 ,无异于要其自挖墙脚 ,根本无法

实现;第四 ,思想的进步性与目的的落后性的矛盾。郑

观应的 “商战 ”思想 ,是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来发

展资本主义的 ,最终是为实现清政府国富兵强而服务

的 ,这就与其思想的进步性产生了矛盾。一旦实施 ,在

其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诸多矛盾和弊端 ,这也是不切合

实际的;第五 ,忽视了军事的重要性。郑观应没有意识

到 ,国家安定是发展经济的前提。一旦国家动乱 ,发展

经济也只能是空谈 ,因而 ,他重 “商战 ”而次 “兵战 ”的

观点也是有所偏颇的。

综上所述 ,郑观应的 “商战 ”思想虽是一种资本主

义范畴的经济思想 ,但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仍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他强调大机器工

业的重要性 ,主张建立中国自己的机器大工业 ,这已初

步具有了独立自主的思想;行 “励商之法 ”与设商部

等 ,在当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着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形势下 ,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他所强调

的商业的重要性 ,也依然在当今世界各国被普遍地运

用着。尽管他的商业观点不可全取 ,但却对我国当前

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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