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研究导刊

ECONOMIC RESEARCH GUIDE总第 182 期

2012 年第 36 期

Serial No.182
No.36，2012

郑观应生于 1842 年，卒于 1922 年，是中国伟大的理论

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和实业家，他的代表作《盛世危言》围

绕着“富强救国”这一主线，为使中国繁荣昌盛、雄起于世界，

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提出了改革的主张并

提出了符合社会实际、与时代发展趋势相一致的、行之有效

的措施和建议，启迪了当代及后世，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

发展进程。

一、经济思想

在郑观应研究中，有关其经济思想和经济活动的研究成

果最为丰硕。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有关郑观应经济思想的

研究文章即刊行于各刊物中。
专门对郑观应经济思想加以综述的研究专著数量不多，

但介绍其生平时分析其思想体系的专著相对较多。其中影响

最大的是夏东元的作品。夏东元在 1981 年出版了《郑观应

传》，1996 年将该书修订为《郑观应》。另外，在 20 世纪 90 年

代后期，易惠莉出版了《郑观应评传》，二者皆深入地分析、研
究了郑观应的思想和生平。

关于郑观应经济思想的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总论性

成果数量很多。从内容上看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全面分析郑观应的经济思想。如史全生《论郑

观应的经济思想》（1980）、汤照连《郑观应学习西方发展民族

经济的思想》（1981）、孙少艾《试论郑观应的经济思想》（1997）、
谢毓洁《评郑观应的经济思想》（2002）、聂好春《习兵战不如

习商战———从〈盛世危言〉看郑观应的经济思想》（2006）较为

全面地阐述了郑观应的经济思想并做出评价。
第二类是并入式研究郑观应的经济思想。即概括研究早

期改良派经济思想，其中包括郑观应的经济思想。如李自茂

《早期改良派经济伦理思想概要》（2005）。

第三类是总括郑观应诸多思想的研究成果。如倪俊明

《郑观应研究综述》（2003）和刘桂奇《近年来郑观应思想

研究新动向》（2007）分析了郑观应思想研究的具体内容和

总体趋势。
第四类是比较性研究。即将郑观应的经济思想与他人经

济思想进行比较及对郑观应本人思想变化过程进行研究。
前者如商鸣臣《郑观应与张弼士经济思想及实业经营管理

之比较》（1997)、申满秀《从“抑商”到“重商”观念的转变———
龚自珍、魏源、王韬、郑观应经济思想个案简析》（1999）、陈
康衡《郑观应与晚清社会的三个派别》（2004）、缐文《郑观

应、李斯特经济思想比较初探》（2008）、《“发展经济学”的先

驱：郑观应与李斯特经济思想之比较研究》（2010）、翰啸《郑

观应、康有为、孙中山的经济思想》（2010）等；后者如董淮平

《“得风气之先”与“开风气之先”———郑观应早期思想演变与

上海》（1997）。
以上为郑观应经济思想的总论性研究，此外，还有大量

对郑观应经济思想某一领域进行的、以论文形式为主的专门

性研究，其中主要是对郑观应商战思想的研究。另外，对郑观

应财政思想、金融思想、企业制度、市场观、农业思想、商业法

律等方面的研究也较为深入。整体而言，在郑观应经济思想

领域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

二、爱国思想

赵璐《甲午战后的〈盛世危言〉热与郑观应的爱国思想》
（1995）认为《盛世危言》顺应了时代潮流，是作者爱国思想的

集中体现；郭文深《略论郑观应“振工商以攘外”的爱国思想》
（2000）认为，郑观应认识到经济力量制约着国家的军事力

量，在此认识基础上提出了“振工商以攘外”，主张通过与外

国资本主义进行商战及制度改革，保护民族工商业、抵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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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侵略。他的爱国思想对国人有启迪的作用。张泽洪《买办郑

观应的爱国意识和民族资本家的本质》（2001）认为郑观应的

买办生涯反映了其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同时他在推动中国

经济近代化方面的作用不可抹杀。他是推动中国近代化的

先驱之一。

三、国防思想

李彦宏、李柏云《郑观应国防思想略论》（1999）认为，国

防思想是郑观应“振工商以攘外”思想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

改良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包括建立近代化的国

防军、海防边防共同发展、寓兵于民和兵战商战相结合等几

个方面，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始终，号召仿效西方，具有强烈

的民本主义特征。李文娟、陈群雄《试论郑观应的海防思想》
（2000）认为，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促使郑观应形成了其特

有的海防思想。他认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抵抗外来侵略，

传统的重陆轻海观念必须摒弃，海防和塞防要放在同等重要

的地位，在加强海防的基础上主张建立近代化海军，实行海

陆配合、外洋与海口并重、分区设防、重点防御的战略方针。
郑观应的这一海防思想表明，其国防观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谭锐《郑观应国防思想初探》（2004）指出，19 世纪以来，清政

府内外交困，为拯救民族危亡、给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

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郑观应在诸多方面包括国防建设方面

提出了改革设想。其中，其加强国防的构想响应了时代的号

召，同时也为清末的军事改革打下了基础、铺平了道路。童远

忠《郑观应边防思想述论》（2004）对郑观应边防思想的研究

是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的：形成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其

历史评价。

四、妇女观

王志凯《郑观应女权思想述论》（2007）研究认为，作为郑

观应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女权思想大体上经历了“劝戒

溺女”，“禁止缠足”和兴女学三个阶段。其女权思想虽然存在

很多不足，仍然给后人以极大启迪，对了解妇女解放历程有

一定的参考意义。凌石德《试论郑观应的妇女观》（2009）与王

志凯有着上述相同的观点。陆文学《妇女乃国家兴衰存亡的

根本———郑观应女性观辨析》（2009）认为，郑观应倡导废缠

足、兴女学，此女性观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同时也是

中国妇女解放的开拓者。郑观应认识到女性对国家、社会、民
族的重要性，他认为妇女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做出了精辟

论述：“女学最强者其国最强”。这说明，郑观应是近代中国妇

女解放的思想先驱。

五、教育思想

（一）一般的教育思想

张至《郑观应的教育思想》（1983）认为，在教育方面郑观

应倡议：兴办学校，普及教育，造就人才，挽救中国；中学其

本，西学其末；改革考试制度。其教育思想有很多正确主张。
王学明《试论郑观应的教育思想》（1996）提出，郑观应的教育

思想是以“富强救国”为出发点展开的。管林《试论郑观应的

教育思想》（1996）指出，郑观应提出教育改革的主张，认为应

通过发展六方面培养掌握西学、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人

才：重视学校教育；倡导职业技术教育；设置女学；重视师范

教育；进行道德教育；引入西方学校制度。文曙东、盘娟梅《略

论郑观应的教育思想》（2000）认为，郑观应在其思想体系中

赋予教育救国思想以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倡导教育为立国之

本，通过与科技、生产的结合，发展西学培养实用人才，重视

女子教育，改革考试制度。虽然郑观应的教育思想有一定的

进步性，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其不足。冯雷《浅论郑观应的教育

观念》（2006）认为，郑观应对教育提出很多精辟见解并将其

应用于具体实施，认为民族要自强就必须改革教育制度，提

倡以西学培养人才进而达到中华复兴的目的。郑世巧《浅析

郑观应的教育思想》（2008）指出，郑观应认为学校的功能是

“造就人才”、“治天下之大本”，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

位是“关乎国势之盛衰”。在此认识基础上，他提出创办新式

学校的号召，要求仿效西方设立不同等级学校的办学模式进

行教育制度改革，并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
（二）职业教育思想

王令云《郑观应职业技术教育思想初探》（2004）认为，郑

观应就职业技术教育提出：要采取“务实”、“戒虚”的态度；要

以“体”、“用”兼备的观点对待西学；提倡职业技术教育和贫

民教育。刘振宇《郑观应职业教育思想简论》（2007）阐述了郑

观应在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组织形式、教学内容、变革的教

师观、对优秀人才的激励措施等方面提出的观点和主张，认

为其职业教育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先进性，对近现代职

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有极大的启迪和借鉴作用，并在其思想体

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刘振宇《郑观应的职业教育思想

与实践刍议》（2008）认为，为解决近代中国企业中人才需求

问题，郑观应对职业教育进行了诸多成功的具体实践。郑观

应重视职业教育并将其视为国家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

也对当前发展职业教育有极大的启迪和借鉴作用。余龙生、
王楠《薛福成与郑观应近代职业教育思想之比较》（2008）比

较了薛福成与郑观应在职业教育诸多方面如培养目标、培养

模式和办学体制的观点和认识，指出他们的共同点是都认识

到发展职业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并且在社会发展中占有非常

重要的地位，不同之处只是对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从不

同角度加以勾画。彭干梓、夏金星《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与实

业教育思想》（2011）指出，郑观应第一个辩证分析了“商”与
“格致之学”的关系问题，认为科技、教育的发展要依靠对“商”
的重视，并对欧美和日本实业教育进行了系统介绍。王琳《郑

观应的职业教育思想及启示》（2011）从郑观应职业教育思想

的形成过程入手，指出郑观应在职业教育方面提出要改革科

举制度、兴经世致用之学、“体”、“用”兼备对待西学、建立职

业教育制度。并认为，郑观应在寻求国家振兴之路的实践活

动中逐渐形成的职业教育思想对当代职业技术教育可起到

一定的指导作用。
（三）女子教育思想

周冬梅《郑观应的女子教育观———兼与孙中山的女子教

育观比较》（2004）比较了郑观应的女子教育观和孙中山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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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观，更深一步分析前者的观点，总结其对女子教育事业所

做出的贡献并客观分析其思想观点中存在的局限性。王丹

《浅评郑观应的女子教育观》（2008）认为，郑观应对女子教育

的认识既存在一定的进步性，如他对溺女、裹足持强烈反对

意见，呼吁男女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和权利，主张女子教

育等等，同时又没有摆脱传统封建观念认识的影响和羁绊，

其思想认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认为女子接受教育的最终

目的仍是扮演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的角色。傅蕴《郑观应女子

教育观述评》（2009）认为，在女子接受教育的最终目的方面，

郑观应的观点最初是“佐子相夫”，后来其观点转向“执业以

自养”；教育内容要采用中体西用；强烈要求规范教育制度。
（四）考试观

欧德良《试论郑观应改革科举的思想》（2009）认为，郑观

应强烈反对并猛烈抨击科举制，认识到科举改革的必要性，

提出了科举改革的思想，主张引入西学，中西之学二者兼顾。
其考试观站在历史前沿，但仍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六、近代福利思想（慈善观）

刘正刚《郑观应关注弱势群体言行探析》（2003）认为，为

实现富强救国，郑观应给予弱势群体以特别的关注。为解决

其生计问题，他号召关心女性成长，建立各种福利性社会保

障机构。陈国威《试论郑观应的慈善观》（2005）认为，郑观应

的慈善观包括四个方面内容：善恶报应观、救济与保障并行、
仿效西方慈善事业、关心女性成长。其慈善观意义深远。余新

明《郑观应救助弱势群体的策略分析》（2006）认为郑观应提

出了救助弱势群体的具体措施：教育与培训；设置各种救济

和保障机构；充分利用报纸的舆论；关注“狱囚”和“贩奴”。

七、救荒思想

张大伟《郑观应防灾备荒思想探析》（2007）认为，郑观应

认识到，社会原因造成了晚清时期灾荒的不断爆发，在此认

识基础上，他提出了利用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方法治理水旱

灾害、建立银行保险机关、提高社会抗灾能力等防灾备荒的

具体策略和措施。王超《浅议郑观应的救荒思想》（2008）认

为，郑观应荒政思想中官府公赈与民间义赈相结合、养教兼

施的救助思想、以工代赈思想与同时代人之比具有先进之

处。艾新军《郑观应防治水旱灾害思想探析》（2010）认为，郑

观应认为战争等人为因素对晚清时期灾荒的不断爆发影响

极为巨大。郑观应提出应采用筹巨款、采西法、选治河之官等

举措迎击水灾；采用开沟洫、使用水粪浇灌、多种树木的方法

迎击旱灾，既沿用传统方法又借鉴西方方法力图标本兼治。
其防治水旱灾害思想未能够对其所处的国内环境和制度给

予足够的考虑，因而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和应用。

八、军事思想

夏东元《论郑观应的军事思想》（1990）提出，为抗击外国

侵略，郑观应对军事问题放在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并进行了深

入研究。施渡桥《与时代同步的郑观应军事论述》（2006）认

为，郑观应提出的军事观与时代发展同步，其具体内容包括：

加强武装力量建设、实现以战止战、加强海防边防建设、建立

军校、留学外域培养军事人才等。

九、吏治思想

朱作鑫《论郑观应的监察吏治思想》（2007）指出，郑观

应提出了关于整饬吏治的监察思想，认为整饬吏治与否关

系到国家的危亡。该思想在同时代的各种监察思想中占有

重要地位。

十、人才观

祝彦《郑观应的人才观》（1995）认为，郑观应人才思想体

系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的检验。他反对、抨击科举，倡导

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积极倡导并创办学校，促进教育发展。
其人才观意义深远。黄振位《郑观应人才观论略》（2002）提

出，郑观应从人才的重要性、如何培养人才、培养什么样的人

才三方面入手并进行深刻剖析，进而提出了他的人才观。由

于时代的限制，其人才观不免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薛金

莲《浅析郑观应的人才观》（2003）指出，在认识到人才对国家

的重要性的基础上，郑观应提出了培养人才的具体方法与途

径，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为实现富强救国的努力与探索：废

除科举制度、兴建新式学校、倡导西学、唯才是用。胡惠芳《试

析郑观应的实学人才观———读〈盛世危言〉》（2003）认为，为

实现国强民富，郑观应极力寻求培养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实

学人才的途径，提出了设学堂、废科举、授西学、重考核的建

议和主张。其人才理论兼顾政治改良与开通民智、人才兴盛，

因而相对完整。

十一、外交思想

汪菁华《郑观应外交思想述论》（2001）认为，郑观应外交

思想迎合时代发展，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其内容包括：为维

护国家主权，应对不平等条约采用协商进行修改；争端的解

决采用和平的外交方式；以夷制夷；派遣使节，就驻外使臣遴

选的标准和所要完成的任务提出自己的观点。徐松荣《郑观

应外交思想论略》（2004）认为，在外交方面，郑观应提出要知

己知彼，对西方要有足够的了解并借鉴学习，便于交涉处理

及抵御侵略；就外交斗争提出系列主张；强调遵守国际公法，

反对不平等外交；积极倡导派遣使节和领事，保护华侨。其理

论和主张促进了近代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焦会琦、雷桂贤

《浅论郑观应的外交思想》（2007）认为，郑观应的外交思想体

现在国家主权、国际法与条约、外交策略、使节制度与外交人

员四个方面，并认为其外交思想既有进步性又有局限性。罗

红希、李苏琼《试论郑观应外交思想的缘起》（2010）认为郑观

应外交思想的形成受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外关系变化、
经世思潮、长期的洋务活动、外交生涯及地缘因素。民族资产

阶级的阶级属性决定其思想既有进步性又有局限性。

十二、议会观

培兰《郑观应论设议院》（1994）认为，郑观应提出了仿效

西方资产阶级立宪制度、呼吁在中国实行议会政治、进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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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改革的思想，并强调设议院是治理国家的关键。王兆元《略

论郑观应的议会观》（1999）指出，郑观应在对西方国家的政

治制度进行了认真探索的基础上，提出了改变中国封建专制

政体、设立议院的主张，反映了其寻求富民强国之路在政治

方面的积极探索。

十三、科技思想

梁诸英《郑观应对中国科技在近代落伍原因的思考———
以〈盛世危言〉为例》（2008）指出，郑观应认为中国科技在

近代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原因在于：科举考试内容；统治者

重视八股取士；忽视近代科学内在规律研究；缺少科技创

新激励制度。

十四、藏书思想

秦聪立《郑观应藏书思想述评》（2000）指出，为富强救

国，郑观应提出了以藏书培育人才的藏书思想。他认为，为消

除“私而不公”使藏书难以流传的弊端，他建议增加书院的开

立、大量购买藏书、想方设法多方筹措资金购买藏书。程焕文

《论郑观应的藏书楼思想》（2004）认为，郑观应在指出中国传

统藏书的弊端基础上，对图书馆的重要性加以强调，提出倡

议，号召广泛设立图书馆并借鉴学习西方图书馆经验。其藏

书楼思想对中国图书馆业发展影响较大。刘应芳《郑观应的

现代图书馆思想》（2005）认为，为富国强兵，在反对中国古代

的藏书楼的基础上，郑观应提出要借鉴、仿效英国图书馆进

行图书馆建设，建立现代公共图书馆体系，促进中国图书馆

的现代化。郑观应的此思想为中国现代图书馆思想的产生、
发展垫下基础。

十五、法律思想

田玉才《试论郑观应的国际法思想》（2000）指出，郑观应

的较为系统的国际法思想主张中国与世界各国广泛联系，在

外交等方面与世界接轨，处理国与国关系遵循万国公法，并

就变法维新、改革中国政治制度从国际法角度进行了诠释。
田涛《郑观应对国际法的认识》（2001）认为，郑观应客观评价

了公法，一方面充分肯定国际法的理性精神和道德价值，另

一方面认识到近代国际法具有的强权性质。他认为，要使中

国在世界上获得平等地位，只能依靠变法自强。此认识表明，

郑观应对国际法有了极深入的认识。乔素玲《郑观应与中国

法律观念近代化》（2003）指出，为了国强民富、抵御外侮，郑

观应借鉴、仿效西方法律，提出改良传统政治法律制度。该举

措对清末法律改制做了前期开拓。马跃峰、吕倩娜《郑观

应———近代中国第一个提出制定新闻法的人》（2005）指出郑

观应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提出制订新闻法的人。龙天贵《郑观

应法律思想述评》（2005）认为郑观应的法律思想主张主要体

现在倡导民权、设立议院、仿效西方法律，高标准遴选法律从

业者及人道主义对待犯人等，既具有进步性同时也具有局限

性。刘倩《从〈盛世危言〉看郑观应的法律思想》（2008）从分析

郑观应的宪法思想、国际法思想、刑事法思想入手，对其法律

思想进行了全面、深入地剖析，认为其法律思想位于其所处

年代的前沿，同时对当今法律发展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作

用。孟红《郑观应法律思想简论———以〈盛世危言〉为研究对

象》（2006）通过对郑观应法律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思想内容

的分析，认为郑观应丰富的法律思想促进了清末修律，具

有进步性。

十六、日报观、新闻思想

杨桃莲《理想的“乌托邦”———论郑观应的“日报”观》
（2003）分别从社会功能、体裁、种类、明目等方面详细阐述

了郑观应独特的日报观。郑观应还提出了颁布报律的建议。
对其理想中“日报”的性质特点进行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其

日报观只是理想的“乌托邦”而已，带有一定的空想色彩，在

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根本无法实现。朱根《郑观应的日报观论

略》（2005）认为，郑观应的日报观体现在对日报的基本功能、
创办报纸的必要性、创设报馆的作用、日报记录的内容、新
闻从业人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等方面的阐述上。他认为，创

办日报对变法自强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其认识对当前的

报业发展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作用。徐新平、杨晓青《郑观

应的新闻思想》（2006）认为，郑观应分别阐述了报纸的政治

功能、新闻法制思想、新闻文风观、新闻道德观，其观点位于

时代前沿，与社会实际发展状况相符，而且对当前也起到借

鉴和参考的作用。谭永佳《浅析郑观应新闻思想》（2008）认

为，郑观应的新闻思想体现在对日报功能、新闻法制与新闻

职业道德的认识方面，其认识对当时及当前的新闻业都起

到先驱的作用。

[责任编辑 王玉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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