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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与轮船招商局

李舒瑾 高友才

郑观应 ( 1 8 42一 1 92 2 ) 是中国近代较早讲求新学的一位极有影响的人物
,

也是一位著名

的实业家
,

他一生经历主要是在工商领域
,

尤其在航运界
。

他三进轮船招商局
,

在治理我国

这一最早也是近代规模最大的航运企业过程中
,

表现出杰出的经营才能
,

并提出了发展中国

航运业的战略主张
。

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
,

他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
。

郑观应近代化企业管理的主要措施

近代企业的产生与发展
,

呼吁并要求着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管理
。

郑观应曾三入招商局
。

每

次都不负众望
,

使招商局得以化险为夷
。

他所采取的治理措施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

以盈利为原则
,

加强企业成本核算
。

追逐剩余价值
,

尽可能增加企业盈利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
,

也是资本主义经营的根本

原则
。

近代企业管理优于封建主义经营的重要之处
,

就在于以盈利来谋求企业发展
。

郑观应

不仅一贯重视并坚持这一经营管理原则
,

而且在他首入轮船招商局之 时
,

便当即将此原则用

于招商局的治理整顿
。

为了增加盈利
,

郑观应特别强调加强企业成本核算
,

尤其是在降低消耗
、

多揽客货
、

加

速资本周转几个方面
。

他首先对招商局中不讲成本核算
、

虚糜款项的腐败经营与官场作风予以

严厉批判
,

指出招商局修船
、

油漆与煤炭消耗每年虚糜十万金 ,各局
、

栈坐支月薪无所事事者尚

复林立
。

尤其在归北洋管辖后
,

郑观应对其股东官利不敷
,

局员分红依旧 ,五员会办年终津贴几

乎耗尽全局盈利的现象更是极度愤葱
。

对此
,

他一方面从根本上强调要改变造成这种弊端的官

僚管理制度
,

坚持商办原则 ,另一方面又大刀阔斧地采取一系列治理措施
:
对于轮船修理中船

主管车直接与修造厂商串合作弊
、

浪费金钱的现象他采取了严格财务管理的杜绝措施 , 针对

船局买煤多有偷漏之事
,

他专此订立严格的稽核制度
。

其次
,

他对招商局节约燃料做了精打

细算
。

如果每船一昼夜省煤一吨
,

合计全局每年就可多银二万一千余两
。

鉴于此
,

他要求尽

可能降低其煤炭消耗
。

再者
,

他还严格管理各船停泊
,

加速船运周转
,

节省糜费
。

鉴于招商

局轮船各处上落货不如太古快
,

尤其是汕头
、

厦门两处耽搁时间更长
。

郑观应深入调 查后发现

问题在于货物揽载不得力
,

以及装卸准备缺乏管理
。

郑观应为此亲自主抓招徕客货的工作
,

并

把货物招徕充足和事先准备好装卸力量作为缩短停船时间
,

加速轮运周转的关键
。

从理论上

讲
,

资本周转越快
,

其作用发挥得便越充分
,

企业盈利也就越多
。

郑观应在此要求加速轮运

周转
,

也就是要提高资本周转率
,

以谋求企业盈利并增强竞争力
。

总之
,

以盈利为原则
,

加强企业成本核算是郑观应新式管理的一大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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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

菜用新技禾
、

新设备
、

新的甘理手段
,

提高劳动生产率
`

采用新技术
、

新设备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
是资本主义企业追逐盈利的主要手段

。

郑观应

在治理整顿招商局的过程中
,

除注重成本核算以节流盈利外
,

还更重视提高劳动生产力以开

财源
。

从船运多装载
,

减消耗以降低运输成本
、

提高利润率出发
,

郑观应首先要求趁船价低贱

之时
,

把载货少
,

吃水深
,

烧煤多
,

以致
“
无岁不亏

” 的过 时旧船卖掉
,

添置适时新船
。

其次
,

针对招商局因轮船货舱没有油箱装置
,

致使桐油等类货物的货运多被别家公 刁揽

去的现实
,

他要求改装船舱设备以适应客载
。

再者
,

当他经调查了解到招商局新造轮船质量远不及怡和
、

太古 , 有些港 口无栈房
、

码

头
,

影响 了船运周转速度时
,

当即要求
: “

工欲善其事
,

必先利其器
” ,

轮船质量要讲究
,

码

头货仓也必须建设齐备
,

以便利客货
。

特别是对于航运贸易之要港广州
、

厦门
、

营口 等埠无

码头校房之处
,

必须
卜

“
速为图谋

,

以挽利权
” 。

引进新技术
、

新设备是中国工业近代化的起点
。

郑观应在其管理中坚持将此推广开来
,

注重以更新设备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

也 确 实 促进了招商局的发展
。

尤其是他二进招商局的

十年
,

由于他的大力整顿
,

并且添置各处码头
、

机房
,

从而成效卓著
、

公积 日多
,

使得该局

利润率曾一度高达 2 2
.

5 8%
,

开创了前所未有之记录
。

三
、

明赏罚
,

皿效益
,

注皿用人
,

增强企业竞争力
。

讲求盈利
,

注意核算
,

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
,

最终都是为了增强企业竟争力
,

推动企业

发展
。

为达此 目的
,

郑观应还采取 了各种先进管理措施以治理招商局所存在的各种弊端
:

为使招商局更具竞争力
,

他针对各船坐舱减报搭客十分严重的现实
,

采取 了
“
认 真 察

查 ” ,

举发者奖之
,
当事者

“
概即革除

”
的赏罚措施 ,

为使招商局来往船只富有周转效益
,

他亲自主抓调度
,

指挥全局船只来往满载 ,

为使招
`

商局加强揽载争胜于外国公司
,

郑观应注重用人
,

将要害职位
“
招其精明而货多

者充当
” ,

坚决摒弃官场所荐无用之人 ,

为 了 保证 招商局在长江航运中的竟争优势
,

他还采用
“
合兵破曹

”
之法联合各公司力

量集中对付强敌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

在与外洋轮船公司的航运竟争中
,

郑观应开始引入统计手段来辅助管

理
。

他曾在二次西巡长江时就镇江
、

九江
、

汉 q 等分局负责人不知本局土产品被外国公司揽

去多少
,

只是笼统汇报
“
局务减色

” 一事
,

严厉批评其缺乏数据
、

稀里糊涂的经营方法
,

并

责令这些负责人每月造出中外公司船运出口货物比较表
,

以便清楚了解情况
,

采 取 有 效 对

策
。

综上所述
,

郑观应在治理轮船棍商局时所采取的各种措施
,

在当时确属相 当先进的
,

且

无不体现了近代管理的特点
。

郑观应的航运发展战略主张

郑观应是中国第一代新式企业管理人才中为人注 目的人物
,

擅长决策构想又是他管理思

想的突出之处
。

在三治轮船招商局的经营实践中
,

他不仅采取了当时较为先进有力的管理措



施
,

而且还 以其在航运界罕与匹故的卓越才识
,

为中国航运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目标
,

且

具有战略意义的一系列决策主张
。

一
、

挽回旅权
,

拓展枕线
,

以积极竟争同外人
“
决胜于商战

” 。

郑观应为战略主张都是建立在他商战理论的基础之上
。

从
“

与外人商战
”

的立场出发
,

郑

观应
一

首先考虑中外经济义系的利弊得失
,

对关系发展中}习航运业至为这要的航权问题
,

提出

要挽回利权
。

鉴于鸦片战争后外国轮船肆意往来我沿海内河
,

并转口贸易尽夺利权
,

郑观应对此以其深

厚的西学功底
,

翻译并援引泰西各国通商章程
,

提出中国必须收回失去的航权
,

特别是内河

肮权
: “ 口岸通商

,

人与我共 , 内地通商
,

我自主之
” 。

他呼吁政府要给予本国商船以支持

和津贴 , 并由官方出示 晓谕
,

大力倡导发展民族轮运业
,

以 “
使外来争利者亏本自退

” 。

近代经济的发展
,

已使各国贸易以海洋交通为主
。

在此航权的存无便直接关系到本国工

商业的发展和国防的巩固
。

因此世界各国处此时代英不对航权异常重视
,

特别是内河特权
,

更不允许外人染指
。

然而昏庸的清政府本不屑了解国际 贸易原则
,

初关闭海口
,

拒绝通商
,

及至列强一再进逼
,

迭遭战败
,

不得不开放海禁后
,

遂将沿海及内河航行权也 随 之 送 出
。

1 8 5 6年 《 天津条约 > 到 1 8 9 5年 《 马关条约 》 ,

中国长江航权在列强贪得无厌的胁迫下逐步丧

失
。

郑观应以其融贯东西之学识
,

清醒地意识到中国航权的丧失关系到本国经济利益所在
,

因此他大声疾呼清政府一定要重视航权
,

收回航权
。

他强调
: “

纵此事今日难办
,
然国家必

须仿照日本
,

设法挽回
” 。

为了挽回航权
,

郑观应进而提出两方面主张
:
一是扩大航运规模

,
发展外洋航运

。

他列

举
“
世界交通文明日进

” ,

各国
“
奉凡水陆权利无不次第振兴

”
之例

,
要求清政府补助添设邮

船
,

往来欧美与南洋
。

二是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

中国内地运输仍很原始的情况下
,
先人一

着地向苏州刺史
、

湖广和两江总督提议
,
发展内河小轮航运以广利源

,

并请当局对于商营内

轮出类拨萃者
, “

尤宜奏请奖励
, 以期踊跃

” 。

当时对于此议
,

曾有不少人借口损害民生而竭力

反对
,

但郑观应坚信
: “

小轮一事
,

现难邀准
,

然终有准行之 日
” 。

这确是高人一筹的正确

预见
。

既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谁也抗拒不了
,

中国新式肮运的发展当然也就

不可避兔
。

能够先于此而认识这一趋式
,

顺应这一趋势
,

不仅可加速商品流转
,

促进中国资

本主义近代工商业的发展
,

而且也在近代商战中争取了主动
。

二
、

主张商办旅运体翻
,
提 . 民主 , 理平段

。

要从外人手中夺回航权
,

并与外人
“
决胜于商战

” ,
除拓展内外肮线之外

,

更重要的是

要保证国内航运业的高效发展
。

对于近代肮运体制
,

究竞采用何种模式对发展肮运更有利
,

郑观应针对官办企业的腐败与低效
,

认定商办航运为最佳模式
,

反对官营
。

早在七十年代初
,
郑观应就根据官办船政局所基礴的缺陷

,
提出由商民自造轮 船 的 主

张
。

他认为
,

办造船业一是需要雄厚的资本
,

二是需要机器技术精良
,

而这两方面又只有交

商办
,

才能富有成效
。

郑观应的商办主张
,
实际上就是强调发挥商民的积极性

。

不过
,

八十年代初的清政府
,

其封建统治仍是相当顽固的
。

鉴于中国近代工业兴起是由
`

l才

府开其端
,

官办船厂巳成为事实
,
郑观应又进而提出

: “

官局
、

商局并行不悖
,

实行官营
、

私

营同时发展的主张
。

可以想象
,

两种经营方式并存必然带来竟争
,
竟争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动

力
,

也有利于改变官营独占市场所带来的各种腐败弊病
。

郑观应试图用商办与官办相竞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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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来健进中国航运业的发展
,

其用心何其良苦
。

遗憾的是
,

在封建清政府的强大统治
一

凡

任何企图摆脱其统治而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想法
、

作法都完全行不通
。

因此郑观应的这一 钩

想不过只是良好的愿望
,

事实并未能够实行
。

九十年代以后
,

郑观应开始对官府千预航运事业表示全面否定
。

他猛然抨击官督商办轮

船招商局人浮于事
,

经营腐败
,

从而极力主张民办一切交通事业
,

并
“
全以商贾之道行之

,

绝不拘 以官场体统
” 。

他还特意把日本的航运经营方式与中国比较
,

并直截了当地指出
,

中国

轮运不发展的阻力就在于
“
政治不良

” 。

在此
,

实业经营家郑观应已深深领悟到政治权力对

于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
。

郑观应不仅主张商办轮船航运
,

而且强调商办的关键在于民主管理
,

办事得人
。

他十分

推崇西方由股东大会选 出若干董事组成董事会
,

企业重大问题授权董事会议决策这一套选举

和管理办法
。

对于航运企业管理机构的产生
,

他主张
“ 当听工商仿西法投筒自举商董

” 。

为

了保证通过选举使那些能够为企业谋公益而又有经营才干的人当选
,

他进而提出差 额 选 举

法
,

并将候选人
“
履历登诸报纸

” , “
任股东投票公举

” ( 盛档
: 《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 》 宣

通三年正月 )
。

显而易见
,

这种民主选举法
,

一方面给了股东充分酝酿选择的余地
,

另一方面

也在舆论上扩大了企业的影响
。

郑观应还对企业经营决策提出
,

要组织商董定期召开股东大会共商大计
。

并特别强调企

业重大经营方针必须经股东会多数公决
。

十九世纪末
,

盛宣怀曾拟将招商局公积巨款移作开

设银行之用
。

郑观应当即指出
: “

开设银行虽是挽回利权之策
,

然擅拨局款… … 不 会 商股

东
,

只求直督批准
,

于商律不合
” 。

郑观应于此坚决反对上官擅 自作主
,

移用积累
,

就是坚

持民主管理的商办原则
。

郑观应坚持航业商办和民主管理的主张
,

反映了其民族资本家的立场
。

尽管在 当时历史

条件下他不能尽展宏图
,

可这有利于中国近代航运业的发展却是勿庸置疑的
。

三
、

注盆科技
、

教育
,

侣导培养新式枕运人才
。

近代航运业的发展
,

不仅在于航权与体制
,

更重要的在于人才辈出
。

郑观应 曾 就 此 提

出
:
发展中国航运

,
增强航业竟争力的重要保证

,

莫过于科技
、

教育与驾驶人才的培养
。

为了培养近代化的航运人才
,

郑观应把教育摆在了
“
立国之本

”
的地位

。

他极力主张学

西学
、

学技术
,

并特别强调了要学习掌握航运技术
: “

航业者
,

国家之命脉也 , 航学者
,

航

业之津梁也
。 ”

他希冀能通过西学与科技教育
,

使中国航运业得以大力扩展
。

在人才培养途径上
,

除学校教育外
,

郑观应又根据招商局各船主以至大伙
、 .

大车等职多

用洋人
,

借才异域的状况
,

具体规划
: 一

、

报考取华人有经验之驾驶人才
,

经实践逐步提为

船主或大车 , 二
、

把招商局买来不用之
“
泰安

”
船改为教练船

,

渐次奉行工读教育和职业教

育
,

造就我国自己的航务人才
,

以摆脱对外人的依赖
。

工读教育与职业教育
,
是郑观应近代率先开辟的人才培养新途径

。

在新式航运人才的选

拔与培养方面
,
郑观应主张广开才路

,

不拘一格
,

脚踏实地
,
求实培养

,

完全适应了中国近

代航运业对技术人才的迫切需要
,

郑观应曾对此不无乐观地展望 , “
他 日人才辈出

,

乘长风

破万里浪
,
与欧舶美舰并驱争先

,

为我航业放一异彩
” 。

这充分体现了他争胜于商战的爱国

主义思想
。

综上所述
,
郑观应三进招商局从事治理

,

不仅表现了善于抓主要 ( 下转第28 页 )



业
、

再开发和企业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
,
增强企业活力

,

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
都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
。

但是
,

我国现行的失业保险制度还不完备
,

还存在着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
,
其中最主要

的问题是失业保险实施的范围较窄
,

仅限于国有企业的部分职工
。

根据 1 9 9 3年 4 月国务院颁

布并于同年 6 月 1 日起施行的 《 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 》 的有关规定
,

适用失业保险的

职工是
:
依法 宣告 破 产的企业的职工 , 濒临破产的企业在法定整顿期间被精减的职工 , 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被撤销
、

解散企业的职工和停产整顿企业被精减的职工 , 终止或者解除劳动

合同的职工 , 企业辞退
、

除名或者开除的职工 , 依照法律
、

法规和地方规章的规定
,

享受待

业保险的其他职工
。

这和以往相比
,

适用的范围有了明显的扩大
,

但仍局限于国有企业
。

我

国国有企业职工在全国职工总人数中占70 %
,
其他所有制职工 占30 %

,
但近年来在全部失业

人员中
,

国有企业职工只占15 %
,

而其他所有制企业的职工却占85 %
,

这种失业机制与失业

保险制度严重错位现象的存在
,

对于全面引入失业机制
,

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完善
,

是

很不利的
。

为此
,

必须积极创造条件
,

把失业保险制度逐步推行到城镇企业
、

私营企业职工

和外资企业职工
,

最终建立一个包括城镇所有劳动者在内的全方位的失业保险制度
。

此外
,

在失业保险基金的筹集
、

使用和管理上
,

也存在一些问题
。

按照最近国务院颁发的

《 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 》 ,

失业保险基金的筹集
、

使用和管理
,

由政府劳动行政主管

部门和政府设立的待业保险基金委员会负责
。

这种管理体制如果从失业救济和促使其再就业

联成一体来加以考察
,

有其可取之处
。

但是
,

如果从提高失业基金使用效益角度来考虑
,

则

把失业基金与其他社会保险基金统一起来进行使用和管理可能更为有效
。

又如
,

按照 《 规定

》 ,

失业保险费企业技照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 0
.

6 %缴纳
,

最多不得超过 l %
。

但是
,

由于

我国目前企业工资种类复杂
、

名目繁多
,

很难准确地 计 算 标 准工资
,

因此
,

这一规定的可

操作性就会存在问题
。

这个问题不仅国有企业存在
,

在集体企业和外资企 业 中 也同样会遇

到
。

因此
,
有必要经过实践

,

总结经验
,

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基金的筹 集
、

使用 和管理办

法
,

使失业保险制度和失业机制日趋完备
,

更好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
。

( 责编
: 庐于 责校

: 宏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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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问题并加以解决的经营才干
,

形成了一套近代化的科学管理方法
,

而且从宏观决策上对航

运 发展提出了有益的战略主张
。

这些闪光的决策思想描绘了中国近代航业发展的蓝图
,

也体

现了近代中国的发展方向
。

这不仅给后人留下了可供借鉴的管理经验与思想资料
,

而且对中

国近代航业发展乃至经济发展
,

产生过不可磨灭的影响
。

文中未注明 出处的引文
,

均出 自 《 郑观应集 >
。

( 责编
、

责校
:
书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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