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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论近代企业管理体制及其成本思想

杨华山 王 辉

摘耍 中国近代早期井名 的思想家和企业骨理家郑砚应有比校完整的近代管理思想
。

他对洋务官赞商

办甘理体刹的评价随若其体条件和环境的不阁而有所史化
,

有一个
“

提虑— 肯定中包含不满— 尖锐抨击
”

的发展过程
。

他的企业成本忍想体现在四个方面
。

这些思想颇畜近代特色
,

是中国近代早期企业管理思想近

代化的代表
。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着名的早期改良思想家和企业经营管理家
,

有很丰富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和理论
。

本

文仅简要论述其对企业管理体制的认识及其成本思想
。

一
、

对企业管理体制的认识

从企业本身来说
,

管理体制是企业盛衰兴废的关健
。

就当时的中国来说
,

是官管还是商管
,

实际上就是用

封建衙门还是用经济法则管理近代工商企业
。

在洋务企业中
,

军事工业因其特殊性而纯属官办
,

民用工业则

普谊采用官价商办的形式
。

郑观应对企业管理体制的认识主要是针对官普商办的利弊而作出的评论
。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企业产生之初
,

采取官借商办的方式是必要的过渡
。

从洋务派官僚来说
,

他们创办民

用企业时
,

既缺资金
,

又乏经营管理人才 ; 从商人来说
,

尤其是买办商人
,

他们手中已积累数量相对可观的财

富
,

为了使资本增值
,

早就有华商附股外国工商企业以获取利润
。

另外
,

买办商人在实践中也基本掌握了近代

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
。

但他们要 自己创办企业也殊非易事
。

因为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恶劣环境里
,

私人创

办企业不仅要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斥
,

还要遭到本国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
,

至于地方官吏豪绅的盘剥和捐

税的苛扰
,

使私人企业难以抵御
。

因此
,

由洋务派官僚出面创办近代企业
,

可以减少许多阻力
,

甚至取得某些

优惠待遇
,

如垫借官款
、

减免厘税
、

专利保护等等
。

这样
,

官商之间互为依存
,

官利用商的资金和经验
,

商依赖

官的庇护和支持
,

官价商办近代企业应运而生
。

不难看出
,

官仔商办体制在近代企业产生之初的合理性
。

郑观应对官借商办体制的认识有一个从疑虑到肯定中包含不满
,

再到尖锐抨击的发展过程
。

当初郑观应在太古洋行当买办
,

洋务派请他脱离买办
,

专任招商局帮常办时
,

郑
“
心若辘护

,

殊难臆决
” ,

一

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

虑官告商办之局
,

权操在上
,

不若太古知我之真
,

有合同可恃
,

无意外之虑
。 ”

既然权操在

官
,

而宦海无常
,

万一赏识他的李鸿章不在其位
, “
而后任听信谗言

,

创办者如鹰犬
” ,

不识避忌钻营的郑观应就
“

更易为人排挤
” 。

①郑在这里对比官价商办的权操在上与太古洋行的有合同可依
,

透露出他对官督商办体制

的疑虑之心
。

但在实际行动上
,

在脱离买办之前
,

他不仅对投资洋务企业颇富热忱
,

而且还参与了若千官督商

办企业的创立和管理
,

当过上海机器织布局的会办和总办
、

上海电报分局的总办等职
。

这种思想和行动的矛

盾可以作三点解释
。

首先
,

他对发展本国工商业是非常支持的
。

关于创立机器纺织工业
,

他认为
“
洋布人 口 日

多
,

觅应仿照西法
,

用机器纺织
,

以塞漏危
。 ”

②他对轮船招商局的意义评价极高
,

认为中国特设轮船招商局
,

夺

洋人之所恃
,

收中国之利权
,

询为良策
。

电报局创办之初
,

虽然所收电报费人不敷出
,

但郑很有信心
,

他说将来

风气 日开
,

线路日多
,

获利必 日厚
,

外国电线铁路都是这样发展的
。

郑观应对兴办洋务企业的支持也是他反对

外国侵略
、

争回利权爱国思想的具体反映
。

其次
,

在内心深处
,

他还是很希望在民族企业中一展自己经营管理

近代企业的才能
。

最后
,

他在投资
、

管理洋务企业的同时
,

并无损他在太古当高级买办的优越地位
,

即使洋务

企业无利可图
,

或在管理过程中遭遇挫折甚至被人排挤
,

也仍有太古买办的职位这一退路
。

例如
,

他任上海机

器织布局会办时
,

总办彭汝琼管理乏才
,

二人诸多不合
,

坚请辞职
,

正是这种情况的体现
。

总之
,

在脱离买办之

前
,

郑观应在思想上对官份商办的疑虑与他在行动上对洋务企业的支持貌似矛盾
,

实则是统一的
。

郑观应最终还是完全站到了民族利益的一边
,

专任招商局会办
。

从此时起到 】男犯年之前
,

他对官督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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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基本上持肯定态度的同时
,

对其弊病也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批评
。

近代工商企业创设之时
,

官商之间有密切合作的必要和可能
,

郑观应对此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

他强调发

展工商企业的
“

商战
” 。

但在中国屡被外国列强打败
,

洋货充斥
,

利权丧失的时代
,

若仅依靠商力兴办近代企

业
,

与外人
“

商战
”

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

必须要有官方的全力维持
。 “

第商务之战
,

既应藉官力为护持
,

而工艺

之兴
,

尤必藉官权为振作
” , “
用官权以助商力所不逮

” 。

③如提供创办企业的资金
、

设立工艺院校
、

延请外国巧

匠
、

减免本国货物税收而加重外来人口货税等等
,

这些都只能是官力才能解决的
。

对官商合作的官借商办的典型肯定
,

是郑观应在总结办矿的经验时提出的
。

他明确指出采矿应用官督商

办 : “ 全恃官力
,

则巨费难筹 ;兼集商资
,

则众攀易举
。

然全归商办
,

则土棍或至阻挠
,

兼依官威
,

则吏役又多需

索
。

必官普商办
,

各有责成 :商招股以兴工
,

不得有隐漏 ;官稽查以征税
,

亦不得分外谋求
。

则上下相维
,

二弊

俱去
。 ”

④他还说过开矿之事宜商办而官为护持的话
,

意思与前述类似
。

这是针对开矿而言
,

但其总的原则对

当时其他的洋务民用企业同样通用
。

赞成本国的官督商办企业之外
,

郑观应还多次谈到西方国家在扶助和保护私人工商业方面的成功经验
。

他说西方重视商务
,

其君
、

相惟恐他国夺其利益
, “

特设商部大臣以提掣纲领
。

远方异域恐耳 目不周
,

鉴察之不

及
,

则任之以领事
,

卫之以兵轮
” ,

如商力不足
,

则官出国架倡导 ;若成本过重
,

则国家减轻出 口给以扶持
。

⑤他

还以英国和 日本为例
,

具体说明国家扶持工商业所获得的成功和利益
。

他说
,

西方以商为战
,

不仅士
、

农
、

工为

商之助
,

而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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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⑥中国应向西方

学习
,

发展工商实业
,

国家对工商业应大力扶助
。

为此
,

郑提出在全国自中央 到地方建立一套专职管理工商企

业的组织机构
。

他在 (盛世危言 )中多处谈到中国巫宜效法泰西
,

在中央专设商部
,

各省省会设商务总局
,

工商

汇集之地择设商务分局
,

各府
、

州
、

县设立商务公所
。

这些机构管理商务
,

维护商利
, “

如是
,

则兴废当
,

谋画同
,

上下之情通
,

官商之势合
,

利无不兴
,

害无不革
,

数十年后中国商务之利有不与欧西并驾者
,

吾不信也
。 ”

⑦可

见
,

在很大程度上
,

郑观应寄希望于官方对工商企业切实扶助以振兴中国商务
,

并驾欧西
。

轮船招商局等几个大的洋务企业成效较佳也是郑观应对官督商办体制取肯定态度的重要因素
。

以招商

局从 187 3 一 18 斜 年的年运费收人为例
,
187 3

一
1876 年期间年运费收人在 叨

一

70 万两之间
,
187 6 一

1884 年间
,

年运费收人则稳定在 2汉)万两左右
,

⑧难怪郑观应说
,

招商局督
、

会办及各董事均系熟手
,

立法亦极周密
,

与怡

和
、

太古两公司 已成鼎足之势
。

招商局股本原为 万习万两
,

资产总额逐年增加
,

18卯 年为 别刀 万余两
,

1侧叉)年

底已增至 仍8 万余两
。

其他如开平矿务局
、

电报局等也都取得了可观的效益
。

郑认为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李鸿

章
、

盛宜怀的作用直接相关
。

他说
,

李鸿章以唐廷枢为招商局总办
,

可谓任用得人
, “

有南北洋之督护
,

海运米

之专利
,

谓上台措置不周
,

体恤不到
,

可乎 ? ” ⑨招商局屡级屡振
,

正因仰赖李鸿章的主持
、

督护
,

才渐有起色
。

而李鸿章对郑观应的垂青则更使郑感激不尽
,

他多次讲到李对他的栽培之恩
,

自己的报效之忱
。

郑对洋务企

业的督办大员盛宜怀也极为推重
,

说盛创办轮船
、

电报
、

织布
、

缴丝等局和通商银行
,

并承办汉阳铁厂
,

勉为其

难
,

其功甚伟
。

盛也非常器重郑的才干
,

二人在很多方面 见解趋同
,

成为知交
。

郑把李
、

盛等人作为官督商办

体制中的理想官督大吏
,

希望在象李鸿章这样的实力派官僚的倡导
、

呵护之下使工商企业得到顺利发展
。

在基本肯定官督商办体制的积极作用
、

为李鸿章等人唱赞歌的同时
,

郑观应对该体制的弊病也作了相当

程度的揭露和批评
。

在《盛世危言》中
,

他多次谈及官对商人的侵夺
、

官对商务的危害
。

他说
,

中国的士大夫积

习太深
,

不屑工商
,

其不贪肥者
,

则遇事必遏抑之
,

惟利是图者
,

必借端而侵削之
, “

于是但有困商之虐政
,

并无

护商之良法
” 。

由于官商隔阂
,

情意不通
,

官不谙商慷
,

商惮与官接
,

外商在中国为所欲为
,

洋货充斥
,

喧宾夺

主
,

如遇华洋商务交涉纠葛
,

清朝官员不仅不能助商
,

反而侵削之
,

遏抑之
。

后来迫于形势
,

朝廷倡导求富
,

通

伤振兴商务
,

准许商民集股创办工商企业
,

但商民集股的公司也如同官办之局
,

总办或由持股人公举
,

或由官

方札委
, “

凡大宪札伤者
,

无论有股无股
,

熟识商务与否
,

只求品级高
,

合大宪之意者
,

皆二
、

三品大员
,

颁给关

防
,

要以札副
,

全以官派行之
。

位尊而权重
,

得以专擅其事 ;位卑而权轻者
,

相率而听命
。

公司得有盈余
,

地方

官莫不思荐人越姐代谋
。 ”

L郑在另一处也说过类似的话
:

当前所荐举的船局
、

商局司事人员
, “
非科甲则不士

、

不农
、

不工
、

不商向无历练之人
” ,

或者挂名领薪
,

或者坐地分肥
,

或与当道酬应
,

无补局事而糜费愈多
, “

商局如

是
,

别局亦如是
” , “

凡得一官一差者
,

即有追随谋食之人络绎不绝
” 。

0 因此
,

官不惟不能护商
,

反应病商
。

由于郑观应长年活动在洋务企业中
,

对官督商办体制的弊端有切身的感受
,

故对侵削
、

困虐工商的当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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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揭露和批评言之成理
,

令人信服
。

但同时
,

在实际行动上
,

他仍然在此体制之下兢兢业业地经营管理洋务企

业
。

1卯2 年以后
,

最有成效的三大洋务民用企业即开平矿务局
、

电报局
、

招商局相继发生了重大变更
,

郑观应

个人也遭受打击
,

他对官价商办体制给予了尖锐的抨击
,

具体反应在常为史家引论的 (商务叹 )长篇叙事诗之

中
。

在这首诗中
,

郑历数了官夺商权的情况
, “

轮船电报开平矿
,

创自商人尽商股
” , “

办有成效倏变更
,

官夺商

权难 自主
” 。

开平煤矿被英商吞并
,

电报局收归国有
,

招商局被北洋袁世凯攘夺
。 “

总办商盆举自官
,

不依商律

由商举
” , “

名为保商实剥商
,

官督商办势如虎
” 。

。 再也没有了对官价商办的肯定与通触
,

有的只是极度的痛

心和愤俄
。

历史发展到沁世纪
,

官借商办体制早已失去了它对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催生和推动作用
,

相反

成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严! 侄桔
,

用
“

名为保商实剥商
,

官价商办势如虎
”

来评价官价商办体制可渭切中肯

萦
,

它也因此成为常被引证批评官价商办的名言
。

总的来说
,

郑观应对洋务企业官价商办体制的评价
,

从开始的疑虑中的支持
,

到肯定中的批评
,

最后到彻

底地否定
,

其间有一个矛盾发展的历程
。

他对官督商办的弊窦进行揭礴和批判的同时
,

提出了一套按西方资

本主义经济模式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案
,

总的原则是大力发展私人资本主义
, “

全以商贾之道行之
,

绝不拘以官场体统
” 。

也就是说
,

按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
。

二
、

成本思想

资本家创办企业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
。

要达到这一目的
,

必须提高企业的曹理水平
,

千方百计降低成本
,

以便在市场竞争中占居有利地位
,

从而多获利润
。

郑观应很重视创办企业是否有利可图
。

他说
: “

商务一端必须统筹全局
,

果有把握而后可行
。 ”
为此创办企业之始

,

必须小试其端
,

先立于不败之地
,

然

后逐渐推广
,

方可有功
。

如策
“
重求速效

,

务广而荒
,

必至一吸不振
。 ”
0 又说凡创办一事

,

无论大小
,

必须计其

出人有盈无细方可举办
。

他在致彭汝琼请辞上海机器织布局会办的信中述说了类似的理由 : “如欲创设商业

大公司
,

应预筹成本
,

遨股商富绅集议
、

研究
、

核算有利可图
” ,

手续俱全时才可
“

登报招股
” 。

Q 即使有利可图
,

在企业生产
、

销售过程中还要加强经营管理
,

来取多种措施杜绝无谓省耗
,

以降低成本
,

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
。

首先
,

杜绝康费
,

减省消耗
。

郑观应深知洋务企业人为的糜费现象非常严重
,

不解决这一问理
,

企业很难

获取应得的利润甚至亏本
。

在这些糜费之中
, “

报效
”

官府之外
,

还有官吏的侵剥
,

支付众多的价办
、

总办
、

会

办
、

提调等人的商额薪伟
,

外加他们的挥霍浪费
、

贪污中饱
,

还要负担各级官僚
、

主管人员荐举的许多闲人
,

企

业类似于官府街门
,

成为人们争名逐利之所在
。

招商局即被各级官吏视
“

为肥缺
、

为利燕
、

为消纳闲徽衡署
” 。

0
“

我国创一厂
,

设一局
,

动称官办
,

既有仔
,

又有总
,

更有会办
,

提调请名目
,

岁用正欲以数百万计
,

其中浮支胃

领供挥摇者不少
,

肥私囊者尤多
,

所以制成一物价比外洋昂率过半
。 ”

函造成企业的封建衡门积习
、

良费严重的

重要原因是企业的官僚体制
,

商务由官专办者终鲜获利
。

官办者如此
,

官督商办者也类此
。

如招商局的情况
,

郑观应在《商务叹》一诗中说 :招商局
“
调剂私人会办多

,

职事名目不胜数
” ,

紧接着他加注道
: “
改归直隶总怪管

辖
,

札委会办
、

坐办
、

帮办共八人
,

提调
、

稽查
、

蓝事共十三人
。 ”

0 要革除这一恶劣现象必须改变企业的管理体

制
,

俯顺商情
,

不用官办而用商办
,

悉听民间自行开设厂矿
,

企业无冗工
,

无谧食
,

计工授食
,

不仅成本降低
,

而

且制造日精
,

也就是他所说的
“

全以商贾之道行之
,

绝不拘以官场体统
” ,

这样自然可以增加企业利润
。

企业成本加重的另一表现是厂矿位置失宜
。

厂矿设立于何地必须根据市场状况
、

运抽条件等周围环境而

定
。

大冶铁矿是含铁量达臼% 的富铁矿
,

是理想的炼铁矿石
。

但炼铁要用煤
,

如不能在邻近之地寻得炼焦的

煤矿而贸然开办铁厂
,

势必造成嫩料供应困难的问题 ; 更重要的是
,

矿址在大冶
,

铁厂 自应就近设在大冶
,

但
“

熔铁厂不设于产铁之处
,

而设于汉阳
,

故亦糜费多而成本重
” 。

。 为了降低运矿的费用
,

郑观应一直主张将铁

厂设于大冶
。

从经济成本的角度来说
,

郑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
。

节约是降低企业成本的一个重要途径
。

郑观应重视精打细算
,

减少耗费
。

用煤是轮船航运的一大开支
,

郑建议买煤时要认真稽核
,

防止煤中加水或夹石 ;烧煤同样应认真核实
,

须视轮船机器之新旧
,

火轮之迟速以

定用煤之多寡
。

轮船修理耗费也很大
。

由于自己无力修理
,

求助于外国修理厂
,

洋厂勾结船主
、

管车等人
,

本

可小修的也要大修
,

即使小修的也往往粉饰了事
,

每年应费数以万金
。

为防此弊
,

郑建议凡船须修理
,

由船主
、

大车呈报
,

总船主
、

总大车核验
,

将修理事项列单布告各船舶修造厂
,

用公开招标的方式
,

招厂承修
。

要定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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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

也用同样的方式招标承造
。

这样利用国外厂商之间的竞争
,

既可保证质盆
,

又可节省开支
。

第二
,

引进先进技术
,

采用机. 生产
。
郑观应重视商品的流通领城

,

也强调从生产领城加强企业管理
,

降

低成本
,

增加利润
。

当时中国企业的设备和生产技术普遗较西方落后
,

虽然引进了一些机器设备
,

但主要是用

人工进行生产
,

劳动耗费高
,

故商品的成本商而质盘低
,

无法与外国用先进机器生产的商品竞争
。

泰西
“

无物

不用机器
,

既事半而功倍
,

亦工省而价廉
,

一切所制又复精巧绝伦
,

故能运之来华
,

推行尽利
” 。

而中国
“

苦于无

机器
,

以致魔劣不精
,

难于销告
” 。

0 丝
、

茶本为中国出口货物的最大宗
,

但外国制茶
“

用机器以代人工
,

力匀而

工省
,

精制而易成
” ;外国又用显徽镜侧查病蚕而去之

,

故所养之蚕较中国出丝恒多三倍
,

由于制茶
、

养丝之法

不如外国
,

致使丝茶出口 日减
。

上海一家报纸说 : “ 丝
、

茶
、

糖之见夺于法
、

意
、

美
、

日各国
,

几有不可复振之势

矣
。 ”

公再如开矿
,

中国用人工
,

轨费而效迟 ;西国用机器
,

事半而功倍
。

彼用机器开采煤
、

铁矿
,

能为所欲为 ;我

助仅恃橄银
,

故功用不竟
。

郑观应认为 : “ 商务之盛衰
,

不独关物产之多寡
,

尤必视工艺之巧拙
。

有工以翼商
,

则拙者可巧
,

精者可精
。 ”

O 因此他强调必须讲究工艺
,

提高生产技术
,

以改变
“

制造不如外洋之精
,

价值不如外

洋之廉
”

的不利局面
。

要达此目的
,

必须
“
以制造为急 ; 而制造之法

,

以机器为先
” 。

郑建议设立专厂一一仿造

外国机器
,

各种机器能够自造
,

姻各种货物也能自造
,

有机器替代人工
,

生产出价廉质美的产品与洋货竞争
。

使用机器时
,

还须注意使用新式机器
。

这样可尽盆减少消耗
,

降低成本
,

多获利润
。

限于条件
,

郑观应没能从经济学的范礴来探讨商品生产过程中的一些纯理论问题
,

如劳动
、

价值
、

价格
、

工

资
、

利润等之间的相互关系
,

但他已感受到价值规律的作用
,

认识到采用先进技术设备进行生产的优势
,

既能

节约劳动
,

提高劳动效率
,

降低成本
,

即
“

事半而功倍
” 、 “
工省而价廉

” ,

又能提高产品质量
,

即
“

精巧绝伦
” 。

具

备这两点
,

就为直得丰厚利润打下了坚实的墓础
。

此外
,

郑观应还看到中国的厂矿企业支付给所雇洋匠工师等人的商额傣薪也增加了企业的负担
,

若尽快

培养出自己的人才以替代之
,

也可减少月薪开支
,

降低企业成本
。

第三
,

性全联目查核创度
。

企业要杜绝糜费
,

增加利润
,

必须加强核算
,

建立健全近代会计
、

审计制度
,

这

是企业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

也是近代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

郑观应先后在外国洋行和洋务企业中任

职
,

对二者的核算
、

审计情况都有切身体会
。

洋务企业成本高
、

利润徽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会计
、

审什制度不

健全
,

帐目混乱
,

有名无实
,

公私不分
,

任愈娜欠甚至损公肥私
、

贪污中饱现象严重
。

188 5 年马相伯奉李鸿章

之命调查招商局有关情况
,

马在调查报告中陈述了商局殊目弊窦的严重性 : “帐 目之弊
,

失之太浑
,

不外四柱
,

有帐无实 ; 而每年结帐又徒务盛名
,

纷然划抵
,

究难取信
。

患在公私棍乱
,

娜欠 自如
” , “

最可异者
,

各局纸契不

存总局
,

抽换
、

抵押
、

遗失之弊
,

所在俱有
。 ”

0 郑观应晚年也感叹招商局
“

不闻岁举查殊员
,

股息多少任所予
。 ”

他还指出
,

招商局所存各船一切器皿及动用物件虽系总船主经营
,

但无进出殊 目
,

而找租仅由管栈者自收
,

往

往以多报少甚或私吞
。

他建议收找租之单宜出联票
,

由总局殊房核准
,

加盖图记
。

他在介绍西方公司的管理

体制时
,

除介绍其茸事制外
,

还推崇其会计审核
、

赚目公开制度
。

萤事
、

总办举定之后
, “

另举一极精书算之人
,

按月一查殊目
” , .

每年总办将帐 目生意情形刊成清册
,

登请日报
,

禅众周知
。 ”

公他说这是西方公司的通例
, “

各

国公司例举盆事查赚员为股东代表监管稽核
” , “
所有出人帐目

,

准查账员随时查核
” ,

必黄事与查帐员任期一

年
,

期满去留由股东投票公决
,

以多数取定
。

中国工商企业应仿行此制
,

以加强封物管理
。

第四
,

主张国家对近代工商企业在锐收上采取优班指施
。

洋务企业在兴办之初
,

曾得到国家政权的相当

扶助
,

如借垫官款
、

减免厘税等
,

这些扶助措施对洋务企业的最初开办和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

但就整体而

言
,

封建政权对中国近代工商企业的阻滞作用居主导地位
。

除了官府的勒索报效之外
,

厘卡林立
,

税收苛重无

异于雪上加藉
,

使本来处境极为不利的近代企业更加艰难妈撅
,

而令人更为债然的是
,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依据

不平等条约
,

来华洋货除纳极低的 5% 的关税和 2
.

5%的子 口半税之外
,

即可在中国境内畅行无阻
。

即使中国

工业产品与外国精华商品在税收上待遇平等
,

落后
、

稚嫩的民族工业也难敌列强质优价廉的产品
,

何况洋货税

低微
,

本国货物厘税苛重而成本大增
,

自然竞争不过洋货了
。

郑观应则从等额资本而获利不同的角度用述了

类似的道理
。

他说 : “洋货人中国则翰半税
,

土货出外洋则加重征
。

资本纵相若
,

而市价则不同
:

洋货可平沽
,

而土货必昂其值
。

颇侧错紊
,

华商安得不困? 洋商安得不丰?
”

函郑观应对这种状况痛心疾首
,

从他早期著作

《易言》到各种版本的(盛世危言》
,

屋次谈及该问题的危害
,

主张切实改变这一对民族工业极为不利的政策
。

具体措施简而言之
,

一曰裁擞厘金
,

一曰倍增关税
。 “

撤厘订税
、

恤商惠工
”
为当今致富之急务

。

针对进口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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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的状况
,

郑主张应仿行西方关税制度
,

分别不同种类的物品
,

加重进口关税
,

大减出口税
。

总之
,

裁厘加税是

中国企业降低成本
,

与外国资本主义争衡的必要政策
。

郑观应从以上几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工商企业成本过高的原因及应该采取的对策
。

成本核算是企业经营

管理的重哭任务之一
,

降低成本也是企业增加点利的重要途径之一
。

郑观应在这方面的论述同样颇有见地
。

郑观应的企业经营管理思想是很丰富的
,

不仅仅限于以上两点
,

如他的企业人才观念以及市场愈识等等

同样有独到之处
。

而且
,

郑观应的企业经营管理思想富有近代化特色
,

在中国近代企业管理思想上占有极为

重要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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