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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作为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实业经营家、教育家和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郑观应始终关注国

家命运和民生，为挽救中国，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救国思想，对中国当今的企业管理和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

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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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观应（１８４２－１９２２），原名官应，号陶斋，广东香山人，
是中国近代最早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他一生历尽
坎坷，但始终 关 注 国 家 命 运 和 民 生，不 断 探 求 富 民 强 国 之
路，逐渐从买办阶级转变为民族企业家。鸦片战争后，中华
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 成 为 近 代 中 国 最 主 要 的 矛 盾，清 政
府腐败无能，人民生活日益困窘，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内忧
外患之下，郑观应提 出“防 外 侮 更 重 于 防 内 患”的 观 点。同
时，他又提出，列强武力吞并不过是夺我皮毛，经济掠夺 才
是吸我膏血，因此要通过“兵战”打击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
通过“商战”来发展 经 济，走 向 富 强。郑 观 应 的 救 国 思 想 主
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效仿西方国家进行制度改革
郑观应认为中国不仅要练兵自强，抵御外敌入侵，而且

要学习西方治 乱 之 源、富 强 之 本，即 造 坚 船、制 利 炮、设 议
院，实行君主立宪制。他 用 全 新 的 观 点 重 新 解 读 了 洋 务 派
的“中学为体，西学 为 用”的 指 导 思 想。郑 观 应 明 确 指 出 了
洋务派学习西方的局限 性 及 其 屡 遭 挫 折 的 原 因，主 张 全 方
位地学习西方，不仅学其“用”（西方先进的技艺），而且学其
“体”（西方先进的政治 制 度），从 而 摒 弃 了 洋 务 派 把 儒 家 学
说和中国传统的典章制度 视 为“体”的 错 误 观 点，跨 出 洋 务
派思想的禁区，成为近 代 中 国 最 早 的 资 产 阶 级 改 良 派 代 表
人物。

郑观应认为君主立宪是医治中国疾病的良药。中国的
病根在于上下不通，只有开国会、设议院才能顺民情、达 民
意，铲除奸臣弄权、庸臣误国的祸根，做到上下相通。同时，
他认为，建立君主立 宪 制 更 有 助 于 国 家 自 强。列 强 最 畏 惧
固结民心，中国有四亿人口，若能设议院，可以联络民情，形
成巨大的合力，英、法、日等国的强大就在于此。

郑观应在中国较早 地 引 进 了 西 方 的 人 权 学 说，并 用 它
来解释国家的兴衰。他 认 为，君 主 立 宪 制 是 民 权 发 展 到 一
定阶段的产物，是顺乎天、合乎理的。君主立宪制能保持国
家的持续繁荣，充分显示法治的威力，比起中国古代君明则
国富民强，君愚则国 贫 民 弱 的 人 治 制 度 要 进 步 得 多。用 人
权学说来解释君主立 宪 学 说 是 很 新 颖、有 力、合 乎 时 宜 的。
郑观应还强调，中国要实现富国强兵、固结民心必须仿行西
方的议会政治。他认为 这 和 发 展 民 族 工 商 业 不 并 矛 盾，甚
至认为议会政治是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先决条件。因为中国
工商业发展的一大阻力就在于政治不良，官场腐败，而欧美
资本主义国家就是通过实行君主立宪制，使人民参与政权，
从而促进了实业发展。郑观应的想法代表了中国早期维新
派要求参与政治的迫切 愿 望，是 中 国 资 产 阶 级 登 上 政 治 舞

台的前奏。
二、以“商战”抵制外国侵略
自鸦片战争后西方 殖 民 者 入 侵 中 国 开 始，中 国 的 许 多

有志之士就提出“师夷长 技 以 制 夷”的 口 号，主 张 向 西 方 学
习。之后，李鸿章、左宗 棠、张 之 洞 等 人 发 起 了 轰 轰 烈 烈 的
洋务运动，大规模地兴办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并训 练
北洋海军。郑观应参办 洋 务 多 年，对 西 学 和 洋 务 均 有 较 多
的了解。他认为，国 家 自 强 应 首 重 武 备，但 不 能 仅 停 留 于
“习兵战”，必须通过发展商品经济“以商立国”，增强国家经
济实力，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抵御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

中国传统的经济观 是 重 农 抑 商，郑 观 应 认 为 这 种 观 点
是自然经济的产物。自 从 世 界 近 代 出 现 资 本 主 义 以 后，市
场经济加强了各国的交往。西方殖民者往往以通商作为侵
略的借口，将之作为一种杀伤力极强的隐性武器对付他国。
中国要想打败敌人，求得国家富强，最好的方法就是以其人
之道还治其人之 身———习 商 战，振 兴 商 务。郑 观 应 凭 借 自
己长期从事洋务商业实 践 活 动 的 丰 富 阅 历，总 结 出 如 下 商
战取胜之道：

首先，政府应当保护工商业，为工商业发展提供宽松的
政策。郑观应认为，商 业 发 展 了，国 家 才 能 富 裕；国 家 富 裕
了，才有实力投资国防，国家军事实力才能得以增强。但洋
务运动时期 的 官 办 工 商 业 有 诸 多 弊 端，当 时，官 民 不 通 声
气，商民畏惧官僚不讲信用。因而，工商业的发展速度受到
限制。郑观应主张，商务应借助政府之力来保护和扶植，用
政府的权力来辅助商力的不足，促进商业的发展。

具体来讲，就 是 扶 持 民 族 工 商 业，给 商 人 较 大 的 自 主
权。同时，收回海关主权，改革关税制度，降低出口税，裁撤
厘金，提高进口税，以扩大出口，限制进口，对民族工商业加
以保护。

其次，要想在商战中 取 胜，打 败 西 方 殖 民 主 义 者，必 须
提升加工工艺，提高 产 品 质 量。郑 观 应 认 为 中 国 商 品 不 如
外国商品物美价廉，既 无 法 对 外 出 口，又 不 能 在 本 国 畅 销，
根本不能与洋人争 利。要 想 增 强 竞 争 能 力，必 须 提 高 产 品
质量。至于如何提升工艺，提高产品质量，郑观应给出以下
几个策略：一是设立工艺专科，选拔工艺娴熟的人才作为工
务官员；二是设立工 艺 学 堂，主 要 学 习 声、电、气、光、铸 造、
铁路、雕凿等，学制３－６年；三是选派幼童出国留 学；四 是
举办博览会品评物之优劣，优者赏之，劣者斥之。

另外，要广泛使用机 器 生 产。郑 观 应 根 据 多 年 管 理 洋
务的实践经验认识到，中国之所以在商战中屡败于洋人，是
因为不懂得商务发展的规律。发展商务，（下转第１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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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的大学英语课 程 主 要 是 面 向 一、二 年 级 普 通 本 科
生开设的必修课，而大 三 和 大 四 的 学 生 则 中 断 了 大 学 英 语
的学习。语言学习的特 点 决 定 了 如 果 语 言 学 习 不 能 持 续，
学习效果就不理想。所以建议在大学四年期间采用四年英
语学习不间断的课程设 置：第 一 和 第 二 学 年 开 设 大 学 英 语
的基础课程；在第三和 第 四 学 年 设 置 一 系 列 以 拓 宽 学 生 眼
界和知识面为目的的选 修 课 程，即 一 些 英 语 文 化 的 入 门 课
程，如西方文化入门、英 美 文 学 赏 析、英 语 电 影 鉴 赏 等。另
外，在 大 三、大 四 设 置 专 门 用 途 英 语（Ｅｎｇｌｉｓｈ　ｆｏｒ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课程，这也是实施通识教育模式与专业教育衔接
过渡的关键一环，是将英语教学推向实用化、综合化的必然
选择。

（２）教学模式多元化
为了将通识教育理 念 更 好 地 贯 穿 于 大 学 英 语 教 学 中，

建议在教学模式上，采 取 将 传 统 面 授 课 堂 和 基 于 网 络 计 算
机的网络课堂相结 合 的 形 式。在 传 统 面 授 课 堂 上，教 师 可
精讲重点难点词汇、语法，讲解课文内容，并围绕教材的 主
题或热点话题启发、引导学生，精心设计各种教学活动，让
学生开展课堂讨论、表演、口头汇报、写读书报告和小论 文
等多种形式的课堂活动，使学生在学习语言、运用语言的同
时发展自己的全面综合素质和能力。网络课堂改变了原来
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 一 课 堂 教 学 模 式，使 学 生 在 学 习 英
语时能朝着个性化学习 和 自 主 学 习 方 向 发 展，激 发 学 生 学
习英语的兴趣，提高 学 习 效 率。这 种 教 学 模 式 将 真 正 体 现
大学英语教学的实用性、文化性和趣味性相结合的原则。

（３）考试和评估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考试和评估制度是 课 程 教 学 的 指 挥 棒，对 教 学 起 到 指

导性和引导性的作用。正确的教学、评估手段能促进教学，
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目前大多数院校都以学生的期末考
试成绩或者四、六级 的 考 试 成 绩 来 评 价 学 生。通 识 教 育 下
大学英语教学的评估应 加 强 对 学 生 平 时 学 习 的 考 察，缩 小
期末考试成绩占学期总评成绩中的比例。平时学习的考察
内容包括对 学 生 学 习 态 度、自 主 学 习 能 力、跨 文 化 交 际 能
力、英语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知识面、课堂活动参与程度、
完成小组活动的合作态 度 和 效 果、完 成 学 习 任 务 的 展 示 等
方面的考察。

（４）对大学英语教师的要求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 开 展 通 识 教 育，要 求 大 学 英 语 教 师

转变教学理念，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单纯讲授语言知
识的教学模式，应把通识教育的理念贯穿于课堂教学中，整
合教学资源，丰富教学内容，以学生为主体，运用信息化 手
段，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英语的能力和自主学习的能力。

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传授给学生的不仅是一种语言，
更是传承语言所蕴涵的文化，要向学生展示丰富的文学、历
史、哲学、艺术等多学科的知识，这给大学英语教师提出 了
越来越高的要求：不仅要对所传授的语言十分精通，还要通
过自修或进修等途径不断学习，弥补自身知识结构的不足，
努力提高专业素质。随 着 信 息 时 代 的 来 临，大 学 英 语 教 师
更要进一步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学科前沿的知识，努
力提高自身人文素养和 提 升 教 学 能 力，充 分 发 挥 教 师 的 教
育职能。

五、结语
贯穿通识教育理念 的 大 学 英 语 教 学，使 得 英 语 教 学 不

再是一种单纯的语言教学，而成为学生了解外国文化传统、
诱发学生欣赏乃至借鉴、吸收外国优秀文化精华的桥梁，成
为全面提升大学生个人 文 化 素 养、使 其 成 为 高 素 质 复 合 型
人才的必经之路。只有 真 正 具 备 综 合 文 化 素 质 的 大 学 生，
才有可能成为既“通”又“专”的 高 素 质 人 才，才 能 在 日 益 激
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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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５页）首 推 制 造，而 制 造 之 法，又 以 机 器 为 先。我
国与泰西各国通商，之所以在与外商竞争中处于劣势，皆因
未采用机器生产，当务之急，非运用机器生产不可。在起步
阶段，先购买 外 国 机 器 以 提 高 工 艺，条 件 成 熟 后 再 自 行 仿
造，逐步摆脱对西方的依赖，发展民族工商业，提高科技 水
平。同时鼓励发明创造，凡能别出心裁，上有利于国计民生
者则予以奖励。这实际是允许发明创造者享有专利权。

三、重视人才，兴办西学
郑观应曾 做 诗 曰：“天 下 安 危 资 将 相，古 今 屠 钓 有 英

雄。”主张礼贤下士，广 揽 天 下 奇 才。他 认 为 人 才 关 系 到 国
家的强大，决定着商战的胜负和国家的兴衰，而封建专制下
的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科举制和八股文扼杀人才，埋没人
才，压制人才的 成 长，造 成 了 国 势 衰 弱、任 人 欺 压 的 恶 果。
科举制把人引入误区，远离科学，不懂国计民生，终身无成。
所学非所用，所用非 所 学，虚 度 光 阴，于 国 家 有 害 无 利。因
此，郑观应得出结论：“时文不废，则实学不兴；西学不重，则
奇才不出。”教育乃立国之本，学校为育才基地。郑观应说：
中国应当效仿日本，大兴学校，培养新式人才。因为依靠传
统的科举制度根本培养 不 出 国 家 经 济 发 展 所 需 的 人 才，必
须兴办新式学堂。虽 然 郑 观 应 也 有“中 学 其 本，西 学 其 末”
的观念，但他心中的“西 学”观 和 洋 务 派 的 理 解 已 有 很 大 的
区别，包含了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制造和工艺等重要内
容。郑观应根据自己经 营 管 理 近 代 企 业 的 亲 身 经 历，认 识
到西方国家富强之源在于工商业的发达，因此，他主张与西
方进行商战。但在实践 中 发 现，由 于 懂 得 科 学 技 术 的 新 式
人才短缺，中国自办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低劣，生产中还存
在材料浪费严重、事故频发等问题。结合中国的现状，他提
出了中国应参照中、外成法，创办新式学堂，改革考核内容，
培养适合国家需要的人才的主张。

首先，郑观应认为，中 国 要 建 立 职 业 教 育 制 度，废 除 八
股。他认为中 国 要 仿 效 欧 洲 国 家 创 建 自 己 的 职 业 教 育 体
制。全国各州、县遍设 中 小 学，各 省 设 立 大 学；无 论 贫 富 子
女均要入学学 习，否 则，要 责 罚 其 父 母；家 家 要 重 视 胎 教。
鉴于时务书籍价昂难买，他 将 家 中 收 藏 的 时 务 书 全 部 捐 给
南宁中学堂，供培养人才之用。其次，郑观应建议新式学堂
考核的内容分为文武两大类，文科包括政事、言语、文学、格
致、杂学、艺学共六大 类，武 科 包 含 陆 军、海 军 两 科。其 中，
除政事、文学两课外，皆为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
识。他急切希望中国 能 像 西 方 各 国 一 样，“皆 幼 学 壮 行，以
实学成实功，以实功呈实效，从无有所学非所用，所用非 所
学者”。另外，在人才选拔上，郑观应建议通过考试选拔，量
才使用，“论其艺而不论其文，量其才而不拘资格”。他还主
张“借才异地”，打破亲属、同乡的偏见，拓宽用人渠道，做到
真正以事业为重。这样可以防止任人唯亲，官官相护。

郑观应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很有影响的实业家和早期资
产阶级改良派人物，结 合 近 代 中 国 实 际 提 出 的 政 治 改 革 和
发展商业的思想是 顺 应 世 界 潮 流，有 利 于 中 国 进 步 的。他
主张改革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引进西方新知识，培 养
出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所 需 要 的 各 种 专 门 人 才，并 把 实 用
性作为专门人才和教育 评 定 的 标 准，这 些 职 业 教 育 思 想 不
仅在当时对推动维新产 生 了 重 要 影 响，对 当 今 中 国 的 职 业
教育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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