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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企业经营管理思想初探

. 程连升

郑观应 ( 1 8 4 2一 1 9 2 2年 )
,

广东香山人
,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
,

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和企业经

营家
。

其一生从事工商业活动长达 60 余年
,

先后担任过 20 多家企业的经营管理职务
,

从中积累起丰富的管理

经验与经营理论
。

这些经验和理论
,

不仅奠定了他当年在中国工商界的盛誉
,

而且也为后世企业家留下许多

可资借鉴的思想
。

对于郑观应企业经营管理思想的研究
,

目前学术界还是一片空白
。

笔者根据已版郑观应的

传纪
、

书信
、

著作等有关资料
,

提出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拙见
,

意在抛砖引玉
,

希冀同行们展开对该间题的深入研

究
。

依笔者之见
,

郑观应有关企业经营的思想
,

主要包括如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

1
.

在企业体制上
,

积极主张民办企业
。

近代工商业的兴起与发展
,

必须要有与之适应的生产关系和

经济组织形式作为前提
,

郑观应很早就明白了这一道理
。

因此
,

从他开始工商业活动后不久
,

就一贯要求清政

府放松对工商事业的控制
,

力倡兴办民营企业
,

以便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

早在 1 8 7 0 年前后
,

郑观应就从中外企业性质和组织形式的差异对比中
,

探讨中国船务不振的原因
。

1 8 7 3

年刊印于 《救时揭要 》中的《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一文
,

是郑观应理性认识经济问题的开始
。

该文的中心思想

是建议清政府向西方国家学习
,

允许和支持商民设厂造船
,

促进中国的航运业
。

他认为
:

办工厂
,

机器技术的

精良固然是一个条件
,

但更重要的还在于资本的筹措
。

但资本从何而来呢 ? 他指出
,

不应靠官 (指政府 )而应靠

商资来解决
,

因为
“

官力则有穷
,

而商资则易集
。
”

他看到
: “

泰西各国官与商合
,

则货相流通
。

…… 官之所需
,

商

之立应
” ,

以致轮船
、

机器
、

火枪日精
,

国家也就 日益富强 ; 中国的船政
,

却由于官方的全盘垄断以致步履维艰
。

由此可见
,

中外船务的强弱差别
,

关键在于零西政府举办船务政策的不同
。

为了促进中国船务事业的迅速发展
,

郑观应明确指出
,

中国必须要
“

操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
。 ”

这个
“

大旨

本源
”

就是
“

改官造为商造一言而已
。 ”

他说
: “

与其官造之而仍望商用之
,

又何如从此而令商造乎?’’ 首先
, “

商人

造
,

则资用可以源源不穷
” ,

而华商当时确实已有这个资力
。

其次
, “

商人造
,

则该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关
,

即无

人督责
,

亦不虑其不造乎精巧
” ,

有利于造船技术的进步
。

这样
,

从官办改为商办的
“
一转移间

” , “

同一造轮
,

而

精粗美恶自有天渊之别矣
。
” ①

郑观应强调的这一
“

本源
” ,

并不是只限于造船一业
,

而是具有广泛适用性的
。

不久
,

他在《易言 》一书中
,

对

于采矿业也倾向民办
, “

或议以民采官收
,

或由部议刊给矿照
,

准民间具领开采
,

仿商民纳帖开行之例
。 ② ”

谈到

铁路的兴建时
,

从一开始他就要求
“

招商承办
,

逐次推广 ,,@
,

建议清政府鼓励商人投资经营
。

从以上言论中可

以看出
,

郑观应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中国创办近代民用工业初始
,

就已意识到摆脱封建政府控制的重要性
。

90 年代初刊行的《盛世危言 》一书
,

是郑观应经济理论趋于成熟的标志
。

在该书中
,

郑观应深入揭露了
“

官

办
”

企业的种种弊病
,

更加坚定地要求实行民办企业制度
。

他指出
,

当时中国的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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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厉观商务由

官专办者终鲜获刊
。
”

有鉴于此
,

他极力主张商办企业
。

他说
: “

凡通商口岸
,

内省腹地
,

其应兴铁路
、

轮舟
、

开矿
、

种植
、

纺织
、

制造之处
,

一律准民间开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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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体统
。

邢

郑观应倡导的企业
“

民办
”
主张

,

实质在于反对清政府垄断近代工业的政策
,

改变
“

官办
”
企业体制阻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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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发展的局面
,

反映了私人资本要求自由投资的强烈愿望
。

2
.

在企业管理机制上
,

提倡董事会负责制
。

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
,

洋务派在
“

求富
”
的 口号下

,

着

手兴办民用企业
,

他们为了解决资金不足的间题
,

遂用
“

官督商办
” 、 “

官商合办
”

等方式笼络吸收一部分民间资

本
。

郑观应通过亲身参与几个洋务企业的经营
,

逐渐认识到这些企业在管理经营上的严重弊端
。

企业虽然吸

收了私人股金
,

但完全由官方主持
, “
总办商董举 自官

,

不依商律由商举
。 ”

认股的商人对于企业的管理没有任

何发言权
,

一切权力都由官方指派的总办
、

帮办等人掌握
。

由于管理大员只唯上不恤商
,

造成企业报效沉重
、

人浮于事
、

财务混乱
、

效率低下
、

经营亏损
。

⑤

为了克服企业管理中
“

全以官派行之
”

的弊端
,

郑观应提倡以
“

商贾之道
”
经营企业

,

让投资商民民主选举

商董
,

自主管理企业
。

如其所言
: “
当听工商仿西法投筒自举商董

” ,

由商董组成企业管理机构
,

定期开会研究

公司业务 ;开会之 日
, “
洞启重门

,

同业咸集
,

藉以探本业之隆替
,

市面之赢细
,

与目前盛衰之敌旧 后消长之机
。

何者宜补救
,

何者宜扩充
,

以类相从
,

各抒己见
。

司董择其切当可采者汇而记之于册
” ,

然后付诸实施
。

他认为
,

这种民主管理企业的方法
,

具有
“

兴废当
,

谋画周
,

上下之情通
,

官商之势合
” ⑥
等优点

,

有利于促进企业经营的

效率
,

有利于提高商民投资的积极性
,

加快中国实业的进步
。

3
.

在企业经营上
,

重视人才的作用
。

郑观应在其富强救国的
“

商战
”
思想中

,

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与

使用
,

认为
“

商战须从学间上讲求
,

… …有人材而后可与人争胜也
。 ’ ,⑦同样的认识也体现在他企业经营管理的

具体活动和思想中
,

他曾多次强调
:

企业经营
“
得人则兴

,

失人则败
,

故欲事之兴
,

惟在得人而 已
。
” ⑧

1 8 80 年郑观应襄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事务时
,

提出了
“

求声誉素著之人以联众力
”

的主张
,

把获得高素质孚

众望的管理人才作为建厂成功的首要条件
。

1 8 8 2 年初入轮船招商局不久
,

他即拟定了
“

救弊大纲
”

十六条
,

主

要强调局中的用人问题
。

在用人上
,

他首先强调的是得人
,

指出在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匾乏的情况下
,

暂且不

妨
“

借才异域
” ;得到人才后

,

还须量才器使
、

赏罚分明
。

⑨十年之后
,

他重入招商局
,

仍然把培养人才作为改善

经营的第一个条件
。

为了解决局中技术人才缺乏的间题
,

他很快筹建成了驾驶学堂
。

1 9 1。 年第三次进入该局

后
,

他进一步认识到
,

要真正把企业办好
,

关键在于办事董 (即管理人员 )得人 ;要达到办事董得人
,

就必须要做

好选举选拔工作
。

为此
,

他特地提出了一套定期选拔企业决策和管理人才的办法
, “

任股东投票公举
,

以数多

者得以昭公道
。 ’

啊他认为这样做
,

有利于形成企业人才选拔
、

任用的竞争机制
,

保证使替企业着想并有经营能

力的人当选
,

奠定企业发展的基石
。

除织布
、

船务二业之外
,

郑观应还在其他行业的经营中
,

同样重视技术人才与管理人才对企业发展的重要

作用
。

例如
,

在 80 年代初他负责敷设闽浙
、

长江电线时
,

就把培养本国电报电讯工程人才作为减轻服务成本
,

提高盈利和保证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

90 年代初总办汉阳铁厂时
,

他又提出了类似的看法
,

并建议清政府通

过派遣留学生和设立
“
上午读书

,

下午入厂学习机器
”
的半工半读式职工技校

,

尽快造成
“
人材济济

”
的局面

。

@

1 9 0 6 年他在粤汉铁路有限公司任上
,

再次申言
: “
不设学堂

,

则工程管理事事乏才
;

聘用客卿
,

终非 良策
” 0 ,

从

而把解决技术管理人才作为铁路兴建中最关键的间题来处理
。

从以上言论及其实例中
,

我们可以了解到
,

郑观应在其一生的企业经营活动中
,

把求用人才放在极为重要

的地位
,

认为能够获得质量适宜的管理和技术人才
,

是企业经营成功并得以发展的先决条件
。

4
.

在企业管理上
,

讲求成本与利润的核算
。

在实际经营工作中
,

郑观应一直把进行经济核算作为

有效管理企业的一项重要方法
,

力求尽可能地提高企业效益
。

郑观应的经济核算思想
,

主要着眼于增加企业的盈利
,

包括成本核算和利润核算两方面 为此
,

他提出的

方法主要有
:

第一
,

使用新式机器
,

提高劳动生产率
。

他在《易言》中指出
,

用机器生产
, “
功程较速

,

工价必丰
,

… … 则所出之物 日多
,

而所售之价亦 日贱
,

销路愈畅
,

贩运愈宏
” ,

企业利润也愈厚
。 O 第二

,

培养技术人才
,

降

低工资成本
。

他在总办汉 阳铁厂和其他企业时
,

主张尽快培养与使用中国的各类专门人才
,

以达到
“
月薪可

减
,

钢铁成本自轻
,

又免为他人挟制
” 。 的目的

。

第三
,

增强设备原材料自制能力
,

减轻投资费用
。

郑观应在襄办

长江电线时
,

看到电线
、

机器
、

磁碗
、

纸张等器物皆购自外国
。

耗资巨大
,

遂提出派人前往外国学习各项制造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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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

然后回国设厂自造
,

这样
, “

不独可塞漏危
,

而所用材料价廉
,

成本自然轻减
” ,的报费降低而盈利扩大

。

在总

办粤汉铁路任上
,

他仍然强调
: “

不办机器厂
,

则轮机
、

桥梁一切应用器具必求之外洋
,

糜费既多
,

漏危可虑
。 ’ , L

第四
,

加快资本周转
,

降低耗费
。

在他首次主持招商局工作时
,

即着重解决货物的揽载业务
,

以求缩短轮船停

泊时间
,

避免空载回返的现象
,

减少无谓耗费
。

二度进入该局工作后
,

他又提出淘汰载货少
、

吃水深
、

耗煤多的
“
无岁不亏

”

的旧船
,

购置快捷便利的新船
,

以便降低轮运耗损
,

加快固定资本折旧
,

提高企业盈利水平
。 。 从这

些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
,

郑观应对企业经济核算非常重视
,

表现了他对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自觉应用
,

正是在这一点上
,

他显示出了超人一筹的精明与强干
。

5
.

在企业发展上
,

遵循由小到大
、

循序渐进的经营原则
。

郑观应在其实际经营过程中
,

形成并遵

循脚踏实地
、

稳步发展的经营原则
。

早在 1 8 7 8一 1 8 7 9 年襄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时
,

他就向总办彭汝琼提出了这

样的建议
: “

同事不必多求
,

发端不妨小试
。

… … 身在局 中
,

断不可稍涉虚假 ;步步踏实
,

方足以广招徕
。
” 。 其意

.

思是说
:

企业初创时
,

用人不可过多
,

摊子不能太大
,

业务要由小而大稳步发展
。

以后
,

他在 自己的实际经营活

动中
,

始终悟守了这一方针
。

创办企业时
,

先招股
、

购机
、

买地
,

然后建厂
、

试办
、

调整
、

扩充
,

一步一个脚印
,

循序

渐进 ;整顿企业时
,

主次分明
,

先抓关键突出问题
,

然后由点到面
,

扩及其他
,

逐步走活企业全盘棋
,

体现出沉稳

练达的经营风格
。

郑观应为了强调上述经营原则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

曾多次列举广东顺德县人黎召民大张旗鼓
,

匆忙创办

肇兴公司导致亏损破产的事例
。

从这件事的教训中
,

他总结出了做事的一般性原则
,

说
: “

可知创办一事必须

小试其端
,

先立于不败之地
,

逐渐推广
,

方可有功
。

若亚求速效
,

务广而荒
,

必至一踱不振
。

孔子之言曰
: `

无欲

速
,

无见小利
,

欲速 则不达
,

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 ’

诚哉是言
,

可为万世法矣 !
’ ,L正是因为把

“

欲速则不达
”

作为

自己经营工作的座右铭
,

才使郑观应的企业经营活动稳健而有成效
,

从而赢得当时工商界人士的高度信任和

由衷钦佩
。

综上所述
,

我们可以看出
,

郑观应的企业经营管理思想是一个拥有丰富内容的理论体系
。

它既强调了企

业经营赖以开展的外部环境
,

又注重了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和经营策略
,

充分表现出一个近代成功企业家的

聪明才智
。

这一理论
,

是郑观应
“
富强救国

”

理想在微观经济活动中的延伸和具体体现
,

具有积极的意义
。

同

时
,

该理论也包含了许多企业经营的科学见解
,

不仅对当时的企业界人士具有指导作用
,

而且对于当前我国的

企业改革与经营
,

也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

因此
,

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

很有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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