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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的市场观
`

李 坚

摘 要 木文认为
,

郑观应建立在商战理论之上的市场观是 以正视中国历史进程发生巨交的
“

变

局观
”
为出发点

,

反映了他为使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国内
、

国际市场拥有一席之地所做 出的积极探

索和认宾思考
,

为近代中国参与国际社会
,

加入市场竞争典定了思想若础
。

关桂词 郑砚应 市场 市场观

郑观应是早期维新派著名思想家
,

甲午战争前

商战思想集大成者
。

他所大力提倡的商战
,

要旨在

于与洋人
“

夺利
” ,

争占市场
。

虽然郑观应在其著作

中并未明确提出
“

市场
”
字样

,

但内涵
、

外延已隐含

其中
.

本义试图结合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对其市场观

作一初步透视
.

一
、

培育国内市场
,

开拓国际市场
.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

中国被强行纳入世界生产

和梢售的轨道
。

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

民

族工商业者面临的木可的是互班互利的
、

公平交易

的国际竞争环境
,

国内市场文是单一狭小
,

动荡不

定
.

外商凭借单方面的特权和强大的经济实力
,

欺

行场市
,

百方垄断
。

广大办 t 称弱的华商只能在世

界市场的惊涛孩浪中随意顺旅
,

根本无法自主地决

定自己的命运
,

加之奴颜卑膝的清政府
“

但有困商

之虑政
,

并无护商之良法
”①

,

使华商在市场竞争中

一开始便特在了起跑线上
。

.

对此国际
、

国内市场态

势
,

郑观应身为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兴办者和经普

者
,

除了分门别类地提出十条因地侧宜
,

与外国鸦

片商
、

洋布有等竞争杭衡的其林办法
,

以广开货裸
、

抵侧洋货的无情冲击
,

从而使
“

被货流可一战而渐

塞矣
, “
一我货之橄可一战而渐开矣

” 。

同时更加深

了他对市场与生产互相作用
、

互相依存关系的理

解
.

时值 19 世纪末叶
,

他看到洋货是依幸物美价廉

来排挤土货
.

中国民族工业大多贪金【乏
,

发展落

后
。

如此
“

工笨而价费
”

的生产与西方
“

工致而价廉
”

相比
,

结果必是
“

侧造不如外洋之精
,

价值不如外洋

之廉
.

致使土货出 口不敌洋货之多
,

扮厄愈甚
” ②

。

故而郑观应指出
: .

商务之兴衰
,

不仅关物产之多

寡
,

尤必视工艺之巧拙
。 ”③只有不断改进生产拼

术
,

使百工技艺娴熟
,

才能提高产品质 t
,

增强竞争

能力
。

因此他认为
: .

论商务之原
,

以侧造为急
,

而制

造之法
,

以机 . 为先产④且进一步提出不仅要利用

外国先进之井
,

还姿学会自侧
, “

始得机器无穷之妙

用
, 。

郑观应驳斥那些认为使用机器是夺民旧业
,

是
“

病民
”
的观点 : 用新法者 日众

,

则所出之物 日多
,

而所售之价白践
,

销路愈畅
,

贩运愈宏
,

然则机器之

行
,

何尝有碍于各艺哉
” ⑤

。

国货既精且廉
,

货源又

广则不难与洋货在国内市场争一高低
,

郑观应对此

持必胜的信必
. “
同一货也

,

从外国来者有运脚之

费
,

有周转之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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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犹有舍华商而就洋商者
,

无是理也
。 ” ⑥

郑观应倡议发展民族工商业
,

疏畅国内市场
,

其根本愿望是想使国内
、

目际市场互为依托
,

共同

协调发展
。

因此他除了提出
“

有工以冀商
” ,

以强大

的工业墓础作为抵制洋货
,

占领国内市场的坚实后

盾之外
,

还主张华商到海外经营
.

他认为既然通商
,

就该有来有往
,

各得其所
。 “

夫所谓通者
,

往来之谓

也
,

如果只有来而无往
,

则彼通而我塞矣
. ” ⑦郑观

应提议华商不应甘守一阴
,

坐以待毙
,

而应在竞争

中图生存
,

在开拓中求发展
,

先立足国内市场
,

随即

拓展国际市场
。 “
不独仿造中国土货

,

更仿造西洋各

货
,

贩运外洋
,

价廉工巧
,

人争购之
. ”⑧但因华商势

单力孤
, “

鲜能 自里轮船
,

广运货物
,

驶赴外洋与之

贸易者
。

⑨如果转托洋商寄贩货物
,

又因相隔万里
,

路途迢迢
,

难免易受欺蒙
.

因此他希望清政府能惠

工恤商
,

有所举措
。 “

在内无不尽心讲求
,

在外无不

百计维持广O 不仅偏在外洋设立领李
,

同时
, “

多造

一
本文于 19 9 4 年 1 月 5 日收到

DOI : 10. 13568 /j . cnki . i ssn1000 -2820. 1995. 03. 012



坚 固快利之船
,

分走通商 口岸
,

及华人寓居各埠
”

⑧
, “

运我土货
,

畅销各国
” 。

这样既能卫我商民
,

免

受外人轻侮
,

又可利用寄窝吕宋
、

新加坡
、

旧金山
、

越南
、

古巴等地数十万华侨的力童
,

则四海之利权

可运之掌上也
。

二
、

官商合力
,

加弦竞争

商品所有者是市场的主体要素
,

在一定的历史

条件下
,

他们能够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变换
,

必须具

备两个墓本条件
。

首先他们须按照其本身的意志独

立 自主地进行多种经济活动
,

另外还应对商品具有

直接的占有
、

支配的权力
,

这是市场得以完备的首

要前提
。

然而 19 世纪末的中国商人
,

不仅没有完全

具备这些条件
,

反受到许多内部环节
、

外来压力的

牵制约束
,

尤其是清政府作为市场中一个特殊的主

体因素
,

未能很好地行使市场调控和干预的宏观经

济管理职贵
,

致使市场运作不能正常进行
,

严重阻

滞了商品贸易的发展
.

郑观应批评清政府抑内媚

外
, “
内不足以孚信于商 民

,

外不足以阻洋商之攘

夺
”
0

.

华商不仅要受官府的胶削遏抑
,

卡丁
、

差吏

的势勒术取
,

还要在已处劣势的境况
一

f
,

与在中国

土地上尽享优惠的洋商竞争
.

例如
,

清政府对洋货

进出通商口岸都准予免税
,

或征半税
, “

一切机器亦

准其设厂就地取材
,

以免厘捐
,

其成本较土货更轻
”

0
。

而华商经过邻坡外县皆需捐厘加税
,

土货出洋

则更加重征
。 “

资本纵相若
,

市价则不相同
,

洋货可

平沽
,

而土货必昂其价
. ”

O 如此大欠均平的现状
,

使郑观应
“

以官护商
,

以商辅官
,

… … 内外合力
,

期

在必成
”
0 的理想幻梦不可能成为现实

。

为求兴利革害
,

郑观应根据多年浸润近代工商

业 的经验
,

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建议
,

以排除

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一切干扰因素
,

降低生产成

本和管理费用
,

使产品达到
“
既精且廉

”

的标准
.

首

先
,

他希望清政府效法泰西
,

留心商务
,

采取有效的

行政
、

经济
、

立法及社会监督等手段对市场实施调

控管理
.

他指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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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

当然
,

他祈盼

民族工商业仰仗国家的庇护
,

但并不赞成官府过多

的
“

经理遥控
” ,

而是要求政府俯顺商情
,

遵循客观

的经济规律
, “

全以商贾之道行之
,

绝不拘以官场体

统
” ⑧

。

可见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官商关系是
“

一切章

程听商自主
,

有保护而绝侵扰
” 0

.

在维系商务兴衰

的税收
、

货币问题上
,

郑观应提议撤换海关洋人
,

收

回税收利权
,

继而重订税则
,

辖免关卡厘金
。 “
出口

5 4

货税或轻或免
,

以期杨梢土货
,

重征进口货税
,

以遏

来镇
,

保我黎民
,

毋侵害工商
,
0

,

自行鼓铸银钱
,

统

一货币
,

改变
“

中国之银平之轻重不一
,

… …各省均

自立名色
, 一

一而铃银锭成色亦不一
” 0 的混乱局

面
,

则可以保财饭而杨流通
,

便商民而维市面
。

对于

关系拼迁有无的文通运翰
,

郑观应虽还未能有
.

机

器产品的便宜和运输— 交通工具的变革
,

又是征

服国外市场的武器
”
@ 的探刻认识

,

但他亲眼 目睹

外商凭借先进的运物工具
,

在中华大地上倾销产

品
,

所以他把改进中国落后的文通状况作为促进商

务的一个重要方面来加以论述
。

他说
: “

地方之有铁

路
,

份如人身血脉谁通
,

手足灵捷
。 ,

@ 有了轮船火

车
, “

往来利面转运捷
,

风驰电草迅速无伦
”
0

,

荒远

辽阔之区可一交而大育贾辐换之地
,贸易 日旺

,

偏

税日增
,

对国对民的好处自不待言
。

郑观应对于西

方先进的通讯手段也称段不已
·

在市场竞争中
, “

借

电报以通达市价
,

无者常抽
,

有者常直
”
O

,

近代化

联络方式的优越性昭然若拐 , *

其次 气中国正面临非

常之变局
,

更应亚讲外文之道
,

边公使之材
。

郑观应

建议在国外派驻
“
总其大纲

”

的使臣
, “

治其繁据
”
的

领事
,

以保吾民
,

御外侮
.

第三
,

护育不仅裕姿平等

的竞争规则
,

还需专门的管理机构予以保库
。

因此
,

他除了呼吁
”

变隆古之 习
,

视商如士
” 。

,

提高商人

的社会地位
,

还提议于六部之外
,

设一商部
,

辖南北

通商事宜
,

地方各处设立商务局
。

这两个机构的职

贵是
“

凡物产工艺不如人者
,

商务大臣与各通商局

随时随地极力讲求
,

务探精愈
,

分条剖析
,

普告众

商
”
0

。

民间工商业者仿效西洋
,

自举商董会
.

实行

自由民主管理
。

与其讲求格致 ,广植人才的思想相

一致
,

郑观应主张设立商务学堂
,

教习通商规例
,

培

养洞识商务
,

兼习中西的后备人才
.

他又倡议设立

博物馆
,

举办赛珍会
:

罗致各国货物
, “
以借资效法

而广见闻
”
0

,

增加对世界市场信息动态的了解
.

此

外
,

他还对银行
、

保险
、

专利等与市场相关的种种因

素也多有论及
。

郑观应这一套完整的经济主张
,

目的要使
“
上

下之情通
,

官商之势合
” .

果如是
,

则
“

货物翻新
,

梢

流畅旺
,

上以仰承国家之要需
,

下以杜绝外洋之厄

漏
” L

.

其欲强国富民之殷切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

三
、

讲求商术
,

以智取胜

市场既是为商品购买者提供比较和抉择的场

所
,

也是商品出售者角逐争雄
,

决一胜负的战场
.

要
`

在市场竞争中运筹帷握
,

在商业战争中稳操胜券
,



不仅要使产品质优价廉
,

还须有兑敌制胜的计策和

谋略
.

况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自身发展先天不

足
,

后天又身处重重劣境的不利情况下
,

更应在斗

智上占著先机
,

努力在国际市场中寻求最适合自己

的坐标点
.

通晓经营之道的郑观应非常明白
,

极强

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不仅是市场竞争的必备素

质
,

亦是中国工商业者得以在世界市场的缝隙中求

得一丝生机的希望所在
.

为此
,

他提出许多战胜对

手
,

争胜市场的要诀
,

第一
,

了解商竹
,

通盘筹划

在市场竞争中
,

既要对市场全局的变化和规律

了然于胸
,

还必须清楚润察敌我双方的信息动态
,

才能度人量己
,

作出占据市场的正确决策
.

郑观应

懂得掌握市情消长
,

货色盈虔的重要性
,

一再强调
:

“

商务得失
,

不可不通盘筹划
,

而确知其消长盈虚

也
”
0

.

他对有人谓之
“

商贾之事
,

只须略知贸易情

形
,

即可逐蝇头之利
”
的说法很不以为然

,

驳斥道
:

“
岂知商务极博

,

商理极深
,

商情极幻
,

商心极密
”

O
,

在
“

商业至今 日而愈繁
,

商术至今 日而愈巧
” 。

的情势下
,

要通盘筹划绝非轻而易举
。 “

故知市面之

兴衰
,

货物之增盛
,

销路之宏远
,

依仗聪明才智之士

思深虑远
,

而后操奇开魔
,

脚有成竹
. ”

@ 他特别提

及民间商董会应起到交流信息
、

相互切磋的作用
。

“

同业咸集
,

借以探本业之隆替
,

市面之旅拙
.

与目

前盛衰之故
,

日后消长之机
.

勿作浮谈
,

勿扶私意
,

何者宜补救
,

何者宜扩充
,

以类相从
,

各抒 己见
。 ” O

第二
,

投其所好
,

厚利多铭
/

“

攻心为上
”
是孙子兵法中克敌制胜的计谋

,

此

计几于争占市场甲
,

郑观应解释道
: “

考察彼之何样

货物于 我最为畅销
,

… … 然后更视其所必需于我

者
,

精制之而贵售之
,

彼所必需断不因靡贵而节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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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孙子上胭敌

中
,

中绷敌下
,

一屈二伸之兵法也
” 。

.

这里
,

郑观应

抓住消费者的心理
,

巧妙地运用心理战术
。

产品只

要货真价实
,

使购 买者意有专属
, “
乍见者必生欣

受
,

欣爱者必须购用
” L

,

纵然昂贵也不会因此节

省
.

这正是郑观应经营策略的独到高明之处
.

他将

先入为主
,

投其所好的心战智谋运用得恰到好处
,

令人叫绝
。

逐利之心是商人的本性
,

一般来说
,

物美价廉
、

薄利多销固然是商品出卖者的最高王 旨
,

但若能物

精价高
,

厚利多销
,

更是其梦寐以求
。

人所谓占下天

时地利
,

即占尽上风
,

其实不然
.

郑观应在论述天

时
、

地利
、

人和三者关系时说
: “
至若天气沮煦

,

雨肠

时若
,

则土产之物必鲜美而价廉
,

是谓得天时者也
.

土质膏胶
,

地脉滋润
,

则所产之物必丰富而价平
,

是

谓得地利者也
。

技术有师承
,

制造多心得
,

则所出之

物必精美而价高
,

是谓得人和者也
. ” 。 因而结论便

是
: “

天时不如地利
,

地利不如人和
。 ”

由此可见
,

郑

观应深谙流通领域的竞争之道
,

所出之物精美而价

高
,

是为了以此求得商品价值更好更快地实现
。

第三
,

人无我有
,

人有我优

中国既然处于市场竞争的劣势
,

就该避开与强

大对手的正面交锋
,

转而寻求其薄弱环节
,

结合自

己的优势
,

扬长遴短
,

乘虚而入
。 “
以 己之长击彼之

短
,

以 己之强击彼之弱
” ,

一贯是弱对强的取胜之

法
.

郑观应认为
,

面对强敌
,

除了努力开发具有我国

特点的拳头产品外
,

还须不断更新创造
,

独出心裁
,

以独创性
、

先进性出奇制胜
.

只有
“

远虑深谋
,

寸心

千里
,

无论何物制成皆思驾他人之上
” ,

才能
“
他人

无货而我独有之
,

他人无利而我独收之
” 。

,

瓷器
、

丝绸是中国传统的外销产品
,

但受到洋货冲击
,

已

无多少强势可言
。

故而他建议
: “

整顿磁器厂务
,

以

景德之细窑
,

攀洋磁之款式
,

工绘五彩
,

远销欧洲
” ,

“
以杭

、

宁之机法
,

仿外国络绷
,

料坚致而价廉平
,

运

往各国
,

投其奢摩之好
”
@

.

以此进占国际市场
,

定

能销路大增
,

获利甚厚
。

郑观应的市场观
,

是在外敌入侵
,

中国 自然经

济遭到破坏
,

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的墓础上产生

的
,

这段历史亦是中国逐步滑向帝国主义殖民地深

渊的过程
.

在这一风雷注曹的社会背景下
,

培育国

内市场
,

开发国际市场的愿望在商战与争利这些带

有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氛围中进发
,

郑观应遂成为

商战思想和经济民族主义的最大鼓吹者
.

作为早期

民族资产阶级代言人
,

他的市场观及有关的经济思

想无不以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为转移
,

反映了他们

要求独立自主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

既摆脱外国帝

国主义的胁制压迫
,

又摒弃本国封建势力的栓桔束

缚的强烈心声
.

郑观应对市场的认识理解
,

较之同

时代其他 人更为丰富独特
,

且事事切中时弊
,

极富

现实性
.

尽管他身处这一时代
,

其思想 自然脱不了

急就医世的厉史形迹
。

他阐发的许多间题
,

大多建

立在他自己亲身经历及直观体验上
,

而缺乏理性深

层的研究和系统完整的概括
,

使其思想略显肤浅
、

单薄
.

但郑观应所提出的一系列有和于资本主义发

展的经济改革思路和措施
,

显是他理解了
“
只有在

(下转 第 3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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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L咄陆部与弩失毕部又处于平等地位
,

而后咄陆部与弩失毕部之间无争
,

磨擦则是

在昆陵都护
、

檬池都护个人之间进行
, “
自垂

拱 已后
,

十姓部落频被突厥默 吸侵掠
,

死 散

殆尽
,

… …西 突厥阿史那 氏于是遂绝
。 刀L西

突厥 突骑施 的兴起
,

则 是西突 厥历 史的 尾

声
。

“

十姓部落
”
乃是西 突厥的代名词

,

也是

学术界的常用语
,

但并非是科学结论
,

因为
“

十姓部落
”

具有本身的演变
,

绝无专指的含

意

注
:

①②⑧⑨L@ L@LL⑥L《旧唐书
·

突厥 传 》
.

③《新瘩书
·

沙陀传 》
。

④ 《通典
·

契芯
、

羽传 》
.

⑤⑥《新唐书
·

回鹤传》
。

⑦《周书
·

突厥传 》
。

LLLL初④L⑧《新唐书
。

突厥传 》
。

L沙碗编撰《西突厥史料 》有关注释
。

一

娜效彬 琳 燕橄井娜琳粉琳撰燕娜苏
一

林嵌拼拱戮粼拼
一

(上接第 55 页 )

实现自身近代化的过程中
,

中国才能真正抵抗一个

近代化了的仅略者
” L的历史趋势

,

因而他以发展和

确保国内市场
,

参与和争夺国 际市场为核心的经济

思想
,

不音为先进的中国人寻觅救国救民之道的重

要环节
,

也是近半个世纪以来
,

师夷长技
,

学习西方

思潮的突破性发展
。

所以
,

郑观应市场观的历史光彩

和时代深蕴还在于
“

他从经济角度全面地解释了世

界厉史和具体地解释了西方的社会
” L

。

此外
,

郑观

应还是近代中国较早将孙子兵法的韬略运用于商业

竞争的人
。

这些无不对今人有称道
、

借鉴之处
。

爪截叮滋游筋琳泄井
一

称 沐

注
: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L@ LL0 LLLLLL@ @ ⑧⑥

L@ LLL@ 国L@ LLLL夏东元编 《郑观应集 》上

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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