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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 《 盛世危
’

言 》

麦 淑 萍

重振信用中国

《盛世危言》 是我国近代洋务运动的先驱
、

著

名思想家和实业家郑观应先生在一个多世纪前写

成的醒世名著
。

该书在当时是一本意识超前
、

内

容广泛
、

论述深刻的经世治国之作
,

它的内容包

括政治改革
、

法制建设
、

教书育人
、

商战方略
、

用兵之道等等多方面具有开拓性的论著
,

书中从

不同的方面和角度
,

论述 了为官之道和富国强兵

之策
,

它所倡导的改革开放和中国早期现代化思

想理论观点
,

影响了我国现代史上的一代政治伟

人
,

其中包括孙中山和毛泽东
。

尤其值得指出的

是
,

在今天深入改革开放
、

发展经济的时代里
,

这本书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意义
。

而且
,

对于当前我国加入WT O
,

面向新世纪
,

如何

尽快适应市场的转换
,

在经济发展中树立信用中

国的形象
、

建立一个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的时候
,

《盛世危言》 的理论观点对此问题的解决同样具

有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
。

一
、

为什么强调树立
“

信用中国
”

形象

在经济全球化大潮席卷全世界的趋势中
,

中国

经过巧年的努力争取
,

终于在 20 01 年底成功加入了

世贸组织
,

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中年轻的伙伴
。

加

入wT O
,

确实要归功于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
。

在这短短的20 多年里
,

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己接近

10 万亿元人民币
,

对外商品贸易跻身世界七强之

列
,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仅次于美国
,

外汇储

备仅次于日本
,

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
,

参与国际

经济事务实力大大加强
,

在国际大家庭中产生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
。

但是
,

我们必须正视和面临的问题是加入Wl
,

0
,

参与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机遇的同

时
,

也带来了风险
。

我国正处在体制的转轨过程
,

社会的变革将进一步加速体制转轨和经济转型
,

使我们加速走向市场经济
、

法制经济和信用经济
。

然而
,

由于市场经济在中国还是新生事物
,

认识

上的盲区和误区较多
,

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
,

很容易出现一些缺失
,

甚至可能从一个极端走向

另一个极端
。

当前
,

表现在包括经济
、

政治
、

法

律
、

文化
、

教育
、

道德等信用方面的危机 己经严

重地威胁到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
。

在正常的市场秩序条件下
,

信用是进行商业活

动的个体带来长期利益的最可靠的精神资本
,

同

时
,

也是一个市场发育的最深刻的精神资源
。

但

是
,

只要市场中出现相当一部分经济实体的操纵

者们没有信用而只有欺诈
,

那末
,

意味着整个社

会将会处于 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中
。

因为制度的

缺失
、

市场主体道德水平低下
、

经济社会政策歧

视和法治不健全等因素
,

一部分人受自我利益或

最大化原则驱使而不择手段追求财富
,

致使出现

了严重的信用危机
:

企业大量的
“

三角债
” ,

各

种金融诈骗活动猖撅
,

假药
、

毒酒
、 “

黑心棉
”

等假冒伪劣产品充斥着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
,

学

界剿窃之风愈演愈烈
,

某些政府官员以权拘私
、

贪污腐化
,

司法腐败缺失诚信公正
,

绿茵场 上的
“
黑哨

”
事件……举凡构成社会信用的方方面面

,

信用的缺失已到了令人触 目惊心的地步 !

失信浊流像瘟疫一样侵蚀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

缺乏信用对整个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

破

坏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
,

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
一

市场经济建设的步伐
,

甚至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和

国家的安全
。

郑观应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
,

面对

着洋人欺诈中国商人
、

朝廷官员欺上瞒 下贪污腐

化欺压百姓
、

不法商人不守诚信等现象时
,

非常

痛心
,

并愤慨地指出
: “

天下之害
,

大抵上下 两

损
,

而归于中饱
,

以至于蠢国而病民
。 ”

①的确
,

祸国殃民种下的祸根最终受害的始终是国家和百

姓啊 !

诚信是市场运行中的根本道德保证和生命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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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左 )3 与到会代表刘羡冰 (左 )2
、

蒋志

华 (左 1 ) 和倪俊明 (左 4 )

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
,

没有诚信也就没有社会

生活中的立足之地
。

世界贸易组织是以规则和法

制为基础的
,

是靠信用来保障和运行的
。

因此
,

我国加入WT O
,

必须要加强信用体系的建设
,

建立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信用体系
,

不断提

高全社会的信用水平
,

全力营造公平竞争的 良好

经济秩序
,

树立
“
信用中国

”

的新形象
。

二
、

《盛世危言 》 中的经济信用观

郑观应所处的年代
,

清廷内忧外患
,

其时
,

洋务

派人物针对当时的国情
,

面对
“
数千年未有之变

局
” ,

为了实现同一个保卫清王朝江山社翟的目

标
,

他们提出
“
内须变法

,

外须和戎
”

之策略
,

力求用 自觉的改革来实现清王朝的自强
,

以此阻

止西方列强的咄咄威逼
。

郑观应主张
“

中学其体

也
,

西学其末也 ; 主以 中学
,

辅 以 西学
” ,

②并

从西方国家通过变法走向富强的事例中得到启示
,

认为要自强必先实行变法
,

要变法就要重视商务
、

振兴商务
,

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 目的
。

郑观应认

为
: “

商务者
,

国家之元 气也
,

通商者
,

疏畅其

血脉也
。 ”

③并指出
: “

恤商 惠工诸政为当今致

富之急务
,

非此不足补救万一也
。 ”

④中国如要

振兴商务
,

首先应当向欧美各国借鉴其经验
, “

盖

西人尚富强最重通商
,

其君相帷恐他人夺其利益
,

特设商务大 臣
,

以提纲竿领
。

远方异域恐耳 目之

不周
,

鉴察之不及
,

则任之以领事
,

卫之以兵轮
。

凡物产之丰歉
,

出入之多寡
,

梢数之畅滞
,

月有

稽
,

岁有考
。

… … ”

⑤以此说明西方国家重视商

务
,

并为商人经商提供种种便利
,

由此而商务繁

荣
,

从而使国家富强
。

此外
,

郑观应还以日本为

例
,

说明其重视商务得益
,

成为后起之富裕国家

的道理
。

比较当时之中国
,

郑观应批评当局
“

病

在讲求商务之无人耳
。 ”

⑥究其原 因
,

他认为 :

“

官不能护商而反 能病商
,

其视商人之赢细也
,

如秦人视越人之肥舟
,

私案 虽 充利源 已塞
,

此弊

之在上者也
。 ”

⑦对于国内一些商人因法制意识

淡薄
,

不懂经商又不守法
、

不讲诚信的行为
,

郑

观应也给予揭露
: “

至于商
,

则愚者多而智者寡 ;

虚者 多而实者寡 ; 分者多而合者寡 ; 因者多而创

者寡 ; 欺作者多而信义者寡 ; 贪利者多而顾 全大

局者寡
。

总其事者
,

厚 己薄人
,

心不公
,

力不足
,

故合股本而股本亏
,

集公司而公司倒
’ , 。

⑧

面对朝中上下经商之弊端
,

郑观应痛定思痛之

际
,

提出要学习西方国家的商务管理方法
,

在
“
六

部之外
,

特设一商部
,

兼辖 南北洋通商事宜
。

南

北洋分设商务局 于各省水陆通街
,

由各绅商公举

素有声望之老商为局董
,

凡有所求
,

力为保护
。 ”

⑨并对商局应管辖的范围以及如何选用人才等提

出了建议
。

郑观应强调要发挥商部的作用
,

力主

自力更生
,

扶持发展本国的种植业和制造业
, “

必

使中国所需于外洋者皆能自制
,

外国所需于中国

者皆可运售
。 ”

L为了更有利于创造一个公平合

理的竞争环境
,

郑观应要求国家重新立法
,

制定

税收政策
,

一改过去官方不能体谅商人
,

立法不

够完善
,

对洋人税收轻
,

对国人税收重之不公平

制度
。

提出
: “

务将进 口之税大增
,

出 口之税大

减
,

则漏可以渐塞
。 ”

L 的税收办法
,

认为这样

一来有利于提高国人经商的积极性
。

郑观应建议

在商务局中兼设商学
,

分门别类教育殷商子弟
,

开启其智能
,

使他们诚信经商
,

创新经营手法
,

让他们
“
拙者可巧

,

作者可信
,

贫者可 富
,

废者

可兴
。 ”

L

中国在与西方国家通商中
,

洋人横行霸道
,

不

守信用之事常有发生
,

我国民众 日益受到欺压
,

而清政府却无能也无力改变这种现实
。

对此
,

郑

观应深感愤怒和不安
。

他举了一个例子
,

说有一



.
郑 观 应 政 治 经 济 思 想 研 究

.

个西方商人
,

其生意亏损到快要倒闭了
,

委托 ( 中

国 ) 买办借款买了很多中国的丝绸和茶叶
,

按惯

例货物下船后才付款
,

不料船开走了
,

接到英国

来信
,

说这个商行倒闭了
,

于是货款不了了之
。

以此说 明在商战上洋人奸诈无信
,

肆意欺骗中国

人
,

往往使我国商人吃尽了苦头
。

为什么我国商

人不获利反而受到损害
,

而外国商人唯独获利呢 ?

“
其病由于不悉外情

,

致为他人所胁制
。 ”

L也是

因为我们不重视商务
、

立法不公不严造成的结果

啊 ! 因此
,

郑观应提出
: “

故欲兴商务
,

必先能

卫 商保商
,

尤必须杜商奸以防逃闭
,

护商本以维

市面
。 ”

@ 并参照西方国家的商法
,

让人们有所遵

循
, “

庶奸商无弊可舞
” 。

L

郑观应在与洋人打交道时
,

洞察秋毫
,

认为对

方谋取我们的是旨在
“
噬膏血匪噬皮毛

” ,

L意在

掠夺资财而不是攻克兵阵
,

故
“
习兵战不如习商

战
。 ”

那么
,

要了解商务往来的实际情况
,

就一

定要全面把握海关外贸出入口数字的统计
,

郑观

应认为
: “

要知 中国之财流 出外洋者若干
,

外流

之财流入中国者若干
,

两两核较
,

而其出入之大

数可得知也
。

出入惟均则姑任之
。

出孚于入者则

必详究其所 以得之故
,

当若何悬赏 以鼓励之
。

此

合中外各国为通盘理财之法也
。 ”

L郑观应总结了

每年海关统计的进出口贸易额后发现
, “

合中国

之所得尚未能敌其鸡 片
、

洋布二宗
,

其它百孔千

疮
,

数千余万之亏耗骨归 无着
,

何怪乎中国之 日

惫哉 !
”

L看着西方国家就鸦片和洋布两种货物进

口
,

在总量上已远远大于 自已国家所有出 口货物

之总和
,

郑观应真是痛心疾首
。

除了进出口商品

亏于外国外
,

郑观应还关注到另一个更大的国家

利益外涉的漏洞就是洋钱
。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

“

彼 以折 色之银易我十成之货
,

既受暗亏
,

且即

以钱易银
,

虚 长洋价
,

换我足宝
,

行市变又遭明

折
。

似此层层剥削
,

节节欺给
,

再阅百十年
,

中国

之青血既揭
,

遂成赢瘩病夫
,

纵有坚甲利兵
,

畴能

驱赤身粉腹之人
,

而使之 当前锋 冒白刃哉?
”

L即

外国商人用不足成色的银子与我成色货物交换
,

这已经使我们吃了暗亏
,

他们还立马用钱币换取

银子
,

故意抬高外币的价格
,

换取我们成色财宝
,

市场行情瞬间变化使我又遭受明亏
。

如此下去层

层剥削
,

一步步欺诈
,

再过百多年
,

中国的物产

和钱财就会给他们榨干
,

中国将会成为赢弱的病

夫
,

即使有精兵坚炮
,

又如何能光着身子
,

饿着

肚子去冲锋陷阵呢 ! 这样被洋人钻空子下去
,

中

国的利益来源不是都被他们侵吞了吗 ? 这实际上

也是因为我们国家立法不够完善而使洋人有机可

乘之过啊 ! 由此
,

郑观应提出要借鉴日本的做法
,

“
夫 日本商务既事事以 中国为前车

,

处处借西邻

为先导
”

L才由贫变富
,

认为我们必须要加 以变

革
,

制定符合我 国民众利益的法规
,

扬长避短
,

发展民族工商业
, “

以我之地大物博
、

人多财广
,

驾而上之扰反手耳
。 ”

@郑观应梦想着
: “

国既富

矣
,

兵奚不强
,

窃恐既富且强
,

我欲邀彼一战
,

而彼族且怡 色下 气
,

讲信修睦
,

不敢轻发难端矣
。

此之谓决胜于商战
” 。

L

甲午战争失败后
,

郑观应总结了战争失败的教

训
,

指出
:

日本
“
以 区 区岛国

,

鱼 肉中土尚不难

如取如携
,

若俄
、

德
、

英
、

法诸大国
,

久已雄视

天下
,

以中国可典
,

一旦蠢然思动
,

其势力较 日

人为何如 !
”

L因此
,

在这灾难巨大
、

教训沉痛之

时
, “

正宜兴 卧薪尝胆之思
,

枕 戈待旦
,

洒 泪 誓

众
,

励精图治
,

奋发有为
。 ”

@ 因而
,

郑观应根据

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
,

提出了一系列变

法 自强
、

抵御外敌的计策
。

在竭力探讨富国强兵

之道时
,

郑观应认为制造业非常重要
,

西方国家

通商所以致富
,

其原材料充足
,

制造用的器械精

良是重要原因
,

因此
,

认为
“
制造一事为通商练

兵之纲领
” 。

L郑观应希望政府借鉴西方国家建立

专利制度和制定奖励制度的做法
,

以激赏国民重

视制造业
,

给发明创造者以专利保护
,

防止他人

侵权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牟利
,

若发现
“
他人有依

傍仿效以争利者
,

征究不怠
。 ”

L强调让发明创造

人在若干年之内不但享有专利
、

获取较大利益
,

而且让
“
所呈 式样什袭珍藏

,

后 世有摩 华斯物者

以为创 于某人
,

扰相与叹赏
, ”

L即让发明创造者

名利双收
。

因此也说明西方国家制定的法律是令

到他们国家的人民致力于精品的生产
,

从而使新

产品日新月异
、

层出不穷
,

致富发达的原因
。

除

此之外
,

西方国家对书刊出版业等其它行业同样

制订保护条例
,

对著书立说者
, “

每成一书
,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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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自刊 自读
,

不准他人翻刻
,

违者治 以罪或罚援

以归书主… … ” 。

L郑观应以此说明政府应制定行

之有效的法律
,

保证国民的发明专利不受侵犯
,

从而创造一个经商的良好环境
。

郑观应曾担任上海电报局总办
、

轮船招商局帮

办
、

总办
,

铁路公司总董和电报局总董等职
。

他

在长期的企业管理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
,

并吸收西方企业管理的新理念
,

从而提出 自己独

特的见解
。

18 92年
,

郑观应第二次受李鸿章委派
,

出任轮船招商局会办
,

负责整顿招商局
。

在 《 卜

北洋大臣李傅相享陈招商局情形并整顿条陈》 中
,

他提出修船
、

造船应实行招标
。

将竞争机制引入

企业内部
,

既有利于降低产品成本
,

又有利于杜

绝各种腐败行为
。

L并指出
,

招商局由于业务分

散
,

各船往往独立活动
,

难于监督
,

因此船主
、

坐舱等作弊办法很多
,

防不胜防
。

为了提高管理

效率
,

郑观应主张加强监管
。

具体做法是
:

加重

惩罚力度
,

增加犯错误的预期成本
,

降低犯错误

的预期收益
; 鼓励揭发

,

并对揭发者提三分之一

的奖励
。

此外
,

还对各种收入提出了防弊和奖励

的做法
。

L郑观应的企业管理思路和做法既有现代

企业管理色彩
,

又具实用性
,

便于操作
,

并在经

历了 100 多年后的今天
,

仍然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

的地方
。

三
、

《盛世危言 》 与重振信用中国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

由于

他在政治
、

思想
、

经济
、

教育等领域所作出的贡

献
,

人们称他为
“
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

想体系的资产阶级改 良主义者
” 、 “

揭开民主 与

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
” 。

他出生和生活在接触

外来文化最早的东南沿海地区
,

较早地接受了西

方资本主义文明熏陶
,

熟悉新式的工商业经营之

道
,

在实践中发现了问题
,

认真地加以分析
、

判

断
,

从而发出了别人不易发出的言论
,

并根据 自

已长期的商务实践不断写出一些新的理论
、

新的

观点
,

最后结集出版了 《盛世危言》 这本
“
全面

透视中国
、

睁眼看世界的奇书
” 。

郑观应在这样

一个封建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移风易俗

的过程中
,

能有这样不同凡响的敏锐触角和思想

境界
,

确是难能可贵
。

郑观应在 《盛世危言》 中指出
: “

古语有之

曰 : `

有治人而 后有治法
。 ’

今之不然
,

有治法

而后 有治人
。

如无现用之官制
,

现行之条教
,

求

其有一得之效
,

虽旷时废 日
,

必无成焉
。 ”

针对

我国目前由于制度的不完善
,

导致信用的缺失现

象
,

从法治的角度看我国存在的破坏市场经济秩

序的行为
,

根源主要来 自两个方面
:

一是法律缺

失
,

二二是法律失效
。

所谓法律缺失
,

就是现行法

律不符合市场经济运作的客观规律
。

虽然各种市

场主体行为大多做到了有法可依
、

有规可循
,

但

是
,

依然有空白的领域
。

而现行法律与市场经济

相左的情况也比较普遍
,

有的可操作性较差
,

执

法成本过高 ; 此外
,

对违法行为的处罚过轻
,

由

于违法获取的利润远高于受处罚支付的成本
,

不

足 以对违法行为产生遏制作用
。

所谓法律失效
,

就是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有法不依
、

执法不严
,

甚至执法犯法
,

保护地方
、

部门和小团体利益
,

群众法律观念落后形成的所谓
“
社会保护

” ,

都

是在无法无天的地方保护和部门保护下才能酿成

气候的
。

社会经济的发展有赖于良好的社会信用
,

创造

和维护信用体系
,

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

特别

是在发展 中国家和经济转轨过程中
,

尤其需要各

级政府的努力和参与
,

政府的作用和政府的信用

显得非常重要
。

加入WOT 后
,

我国政府要履行所承

诺的开放市场时间表
,

所涉及的问题包括降低关

税
、

取消非关税壁垒
、

开放服务贸易市场
、

对外

资实行国民等遇
、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等
,

大部

分开放时间将于 2 0 0 5年前实现
,

时间是相当的紧

迫
。

市场的开放将引入更激烈的竞争
,

可以预料

对国内产业受到较大的冲击
,

引发一些经济和社

会问题
,

也对开放和改革进程产生不利的影响
。

这就要求政府只有具备较强的在开放条件下稳定

本国宏观经济的能力
,

才有可能为本国企业创造

一个比较平稳的市场环境
。

关于重建信用问题
,

中国政府是相当重视的
。

上至中央领导
,

F至各省市
,

都纷纷行动起来
,

要求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
,

重新打造信用中

国
。

2 0 0 1年被媒体称为
“
信用年

” ,

中央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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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

” ,

研

究部署全国范围内的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

作
,

把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作为
“
十五

”

期间的一项重要任务
,

并针对 目前严峻的现实情

况提出了八个方面的整顿和规范目标
。

2 0 0 2年则被

政府立为
“
信用建设年

” ,

朱熔基总理在 《政府

工作报告 》 中强调要
“
切实加强社会信用建设

,

逐步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
、

操守为重的 良好风

尚
,

加快建立企业
、

中介机构和个人的信用档案
,

使有不 良行为记录者付出代价
,

名誉扫地
,

直至

绳之以法
。 ”

当前
,

打击信用失缺的力度是前所

未有的
:

20 位省长在央视 《经济半小时》 栏 目露

面
,

表达了要打击本地区的假冒伪劣和地方保护

主义的决心 ; 北京
、

上海
、

广州
、

深圳
、

青岛
、

海南… …纷纷建立起企业信用档案
,

对查出有欺

诈行为的企业进行媒体曝光和处罚等
。

当然
,

我们要看到
,

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信用

体系的建设也有一个培养和发展的过程
。

我们不

少人对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和信用发展盲 目

推崇
,

认为他们用 1 50 多年时间建立起来的社会信

用体系才是真正的过硬制度
。

其实也不然
,

从最

近频频爆出的美国的安然
、

世界通信
、

施乐和法

国的威旺迪等国际大公司做假账蒙骗投资者的丑

闻
,

看资本主义的信用并非是那样的无懈可击
。

西方的企业发展也不都是信用的结果
,

一部资本

发展史同样也是充满欺诈的历史
。

由此可见
,

即

使在市场经济相对成熟和发达的欧美国家
,

财会

制度和金融监管体系也有漏洞
,

需要改进和完善
。

任何国家的信用建设都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

只是转轨国家要为信用重建的现实付出更多的努

力和更沉重的代价罢了
。

中国在加入WT O时作出了庄严的承诺
,

就是中

国将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来从事对外经济贸易的

活动 ; 中国将进一步开放市场
,

这样就会使得中

国在全球面前树立一个负责任的
、

守规则的和讲

信用的国际形象
。

因此
,

我们要充分认识诚信对

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极端重要性
,

切实加强对

市场信用制度建设的领导
,

依法整顿规范市场经

济秩序
,

加强以诚信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建设
,

努力提高民族和国家自身的素质
,

建立健全有效

的诚信保障体系和机制
,

以促进市场经济持续快

速健康发展
,

提高 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

努力营造

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
。

安而不忘危
,

存而不忘亡
,

治而不忘乱
。

郑观

应的一生深怀忧国忧民之心
,

希望通过实业救国
,

使国家强大
,

人民富强
,

不再受西方烈强的欺凌
,

然而
,

却 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

致使他的愿望

无法实现
。

但是
,

他的思想
、

他的著作以及他的

商战经验留给我们的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重要

的精神财富
,

也是一笔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人民

的宝贵文化遗产
。

今天
,

当我国加入了世贸组织
,

对外开放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之际
,

迎

来了纪念郑观应先生诞辰 160 周年的学术研讨会
,

我们重温 《盛世危言》
,

深切怀念这位为我国早

期现代化运动作出重大贡献的爱国人士的时候
,

我们必须要重振信用中国
,

努力建设一个繁荣昌

盛的理想国家
,

使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与合

作中居于有利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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