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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观 应 商 战思 想 探 源

张 习颖

郑观应 ( 184 2一 1 92 1) 是中国近代 由买办转化的民族资本家
,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者的著名代表
。

他一生从事工商业活动
,

其经历与中国社会的
、 ’ 弋

殖 民地半封建化过程相

始终
。

因亲受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而有慨于国家危亡
,

遂发愤
“
著

书欲学贾长沙 (汉贾谊 )
” ①

,

用文字宣传其变法图治的改 良思想
。

所著 《盛世危言》

一书内容颇富
,

集中反映了他的政治经济主张
,

成为早期改 良主义者的理论代表作
,

对

近代中国思想界曾发生过较大的启蒙作用
。

关于郑观应一生所从事的工商业活动
,

及其政治经济主张
,

经济史学界已有较多专

著专论议论得失
,

本文不欲多及
,

惟
“
商战

”
这一核心思想追溯渊源

,

略述浅见
,

以求

正于同志们
。

中国近代
,

郑观应首先同时使用
“
兵战

” 、 “ 商战
”
这样两个概念

。

他把
“
兵战

”

又称作
“
有形之战

”
或

“
形战

” , “
商战

” 又称 作
“
无 形 之 战

” 或 ,’ J 合战
” 。

这是根

据
“
兵之并吞

,

祸人易觉
,

商的倍克
,

敝国无形
” , “

兵战之 时短
,

其祸显
,

商战之时长
,

其祸大
” 的认识得来的

。

他认为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采用的是兵
、

商兼用的两种侵略
,

中国亦应有两方面的准备
: “

练兵将
,

制饱 船
,

备有形之战
,

以制其标 ; 讲求泰西士农

工商之学
,

裕无形之战
,

以固其本
。 ”

如同西方各国那样
“ 以商富国

,

以兵卫商
” ,

并

且把重心放在增强 自己的经济实力方面
,

最后
“
决胜于商战

” ②
。

“
商战

” 即经济战
。

一般说来
,

是要通过对外贸易中的商业竞争
,

击败对方
,

使自

己国家的对外贸易经常处于有利的地位
。

商业竞争虽则通过对外贸易表现出来
,

实则以

本国科学文化
、

生产技术的先进水平为基础为后盾 ; 要求 国民经济全面 的 高 度 的 (相

对 ) 发展
,

创造出数量多
,

质量高的产品
,

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

郑观应也是这样

认识问题的
。

他说
: “

论商务之原
,

以制造为急
,

而制造之法
,

以机器为先
。

… … 宜设

专厂制造机器
。 ”

⑧又说
: “ 独是商务之盛衰

,

不仅关物产之多寡
,

尤必视工艺之巧拙
。

有工以翼商
,

则拙者可 巧
,

粗者可精
。 … … 若有商无工

,

纵令地不爱宝
,

十八省物产 日

丰
,

徒弃已利以资彼用而已
。 ” ④虽然当时中国还不县备与西方资本主义进行商战的条

件
,

但是把问题提到生产领域来
,

强调从基础抓起
,

建立 自己的机器制造业
,

提高生产

技术水平
,

从长远考虑
,

却无疑是正确的
。

关于国民经济各业之间的关系
,

他在一首诗

中写道
: “

农牧为工本
,

工是商之母
” ⑤

。

表明他也主张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
。

他还针

对清政府
、

洋务派封建官僚所持种种
“ 困商之虐政

” ,

强调指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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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体准 民间开设
,

无所禁

DOI : 10. 13885 /j . i ssn. 1000 -2804. 1985. 01. 012



止
。

或集体
,

或自办
,

悉听其便
,

全以商贾之道行之
,

绝不拘 以官场体统
。 ” ⑥

可见
,

郑观应的
“
商战

” ,

其范围不仅限于狭义的商业
,

而是包括国民经济生产到

流通的各个部门
,

以及各个部门的资本主义经营
。

它体现了郑观应以商业为中心
,

在中

国全面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
,

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 的整个思想体系
。

商战思想的基本精神有如上述
。

郑观应既主张在 中国全面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
,

为

什么却要以商业为中心
,

采用
“
商战

” 这一经济范畴来表 达 ? 思想来源于何处呢 ?

商战思想产生
、

形成于十九世纪七
、

八十年代
。

当时
,

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向中国

的传入还只是初步的
。

甲午战争前
,

除 1 8 6 7年北京同文馆开设过
“
富国策 (经济学 ) ”

课
、

18 8 2年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福塞特的 《政治经 济 学 提 要》 (当时定名 《富

国策》 ) 在上海出版 以外
,

没有翻译出版过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作
。

虽然
“
商战

” 思想

反映了较浓厚的重商倾向
,

如夸大流通的作用
,

力图通过对外贸易求富求强等
。

但总的

说来
,

郑观应并非探讨财富的生成
,

而是希望带来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 ; 并非鼓吹对外

侵略
,

拓土开疆
,

而是设想防御侵略的措施
。

因此
,

我们不认为
“
商战

” 思想与西方资产

阶级重商主义有什么必然联系
。

它仍然是中国本土生长起来的经济思想
。

中国社会既有

其产生的现实动机
,

又有其产生的社会思想基础
。

换言之
,

它 既是 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现

实的反映
, 又是 中国历史已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

具有中国经济思想的特点
。

第一
,

存在的决定意识
, “ 观念性的东西却不过是在人类头脑中变了位并且变了形

的物质性的东西
。 ” ⑦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

,

开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
,

经

过第二次鸦片战争
,

至中 日甲午战争已逐步的形成
。

郑观应就生活在中国社会急骤变化

着的时代
。

他从十七岁开始就到上海学生意
,

先后在外国洋行渡过二 十 余 年 的买办生

涯
,

嗣后又自营企业
,

并参与洋务派的企业经营活动
。

他后来自称这段经历是
“
初则学

商战于外人
,

继则与外人商战
” 。

⑧这种说法未免言过其实
,

不过郑观应确是十分了解

资本主义国家用炮舰轰开中国大门的事实
,

也十分了解西方国家以鸦片贸易 开 其 先
,

商品倾销继其后
,

进而割地投资经营的事实
。

他开始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时候
,

正值第二

次鸦片战争
,

从此时开始
,

中外贸易 已经改变了除鸦片以外仍处顺差的格局
,

外国对中

国的商品输出迅速增加
,

大有逐渐垄断中国市场 的趋势
; 进而又进行资本输出

,

居中土

而经营之
。

这就使中国民族经济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危害
。

主权渐丧
,

利权尽失
, “

疮咦

满目凄凉甚
” ,

使得置身经济之域的这位民族资本家
“ 伤心惨 目

” ⑨
,

产生强烈地爱国激

情
。

他决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

打一场持久的防御战
。

在郑观应看来
,

这场战争不

是靠军事取胜
,

而是经济取胜
,

必须把重心放在发展经济
,

增强实力方面
,

以改变贫穷

落后
,

被动挨打的局面
。

他针对清政府
、

洋务派官僚在军事上的不中川
,

甚至提出
“ 习

兵战不如习商战
” L的意见

。

由此可见
, “

商战
” 思想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特殊产物

。

它与所受资本主

义经济侵略的巨大压力有关
。

我们说
“
商战

” 』

思想与西方重商主义没有必然的理论袭承

关系
,

但却不否认资本主义 的商品生产
、

生产方式
,

以及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
,

在受害

国人们思想上所激起的反响
。

我们承认这种反响
。

郑 观应
“
商战

” 思想是资本主义国家

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直观反映
。

第二
,

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结构产生并为之服务的重本抑末 (又称重农抑商 ) 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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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
,

西汉以来一直 占统治地位
,

成 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策原则
,

被封建仕僚们所尊崇
。

到了近代
,

虽然中国封建让会内部已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囚素
,

但在思想领域的反映还不十分明显
,

还没有什么可能冲击这种传统的思想
。

后来
,

资术

主义 的生产经营方式从外部打入中国
,

一时间亦还不可动摇中国传统的封建信条
。

所以
,

洋务派封建官僚虽然模仿西方建立了一些新式企业
,

但经营管理落后
,

封建衙门刁气颇

重 ; 经费由财政拨给
,

不计成本
,

赢亏自流
,

舞弊多端
,

贪污成风
,

对社会非但无益
,

反而有害
。

私营资本主义企业在洋务派所办企业之后亦逐步建立了一些
,

却难突破封建

官府设置的重重障碍
。

清政府
、

洋务派官僚千方百计地压抑和控制私营资本的发展
,

所

谓 “
官督商办

” 、 “
官商合办

” ,

均为传统
“ 抑商

” 思想的恶劣表现
。

这种状况
,

客观上就需要从思想上打开局面
,

建立为新的阶级
,

新的生产经营方式

服务的理论
,

以代替旧的僵死 的教条
。 “ 抑商

” 思想严重束缚经济发展
,

它也自然成为

首先要破除的对象
。

早在四十年代初期
,

魏源就曾赞赏
“ 西洋以商立国

” L
,

主张 ,.l 合

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
,

或自用
,

或出售者听之
。 ” L表示了与传统习惯势力

相违悖的见解
。

七十年代开始
,

王韬
、

马建中
、

薛福成
、

陈炽等人
,

都曾先后批判
“
重

本抑末
” 的传统教条

,

反对清政府对工商业 的发展
“
执崇本抑末之旧说难之

”
L

,

反对

洋务派封建官僚对私营工商业
“
遏抑剥损

” ,

主张重视商业
,

发展商务
,

更要求政府对

商人的经营活动
“ 调剂翼助

” L
,

以促成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
。

薛福成就曾突出地强调

商业的作用说
: “

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
,

农可通其所 从而植益盛
,

工可售其

所作而作益勤
。

是握四民之纲者
,

商也
。 ” L王韬将资本主义的对 外扩 张 归 结为 “

兵

力
” 、 “

商力
” L两种形式

,

并要求中国亦应准备这两手来对付侵略
。

郑观应在他们之

后
,

对商业作用的认识与薛福成差不多
,

如他说
: “

商以憋迁有无
,

平物价
,

济急需
,

有益于 民
,

。

有利于国
,

与士农工互为表里
。

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
,

农无商则种植之类

不广
,

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
。

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
,

而握四民之纲领也
,

商之义大

矣哉 l ”
0 而对王韬

“
兵力

” 、 “
商力

” 的概念
,

却作了非常重要的修改
。

针对资本主

义侵略的两手政策
,

提出了
“
兵战

” 、 “
商战

” ,

主张即
“ 以兵战对兵战

,

以 商 战 对商

战
” 。

并围绕
“
商战

” 设想发展中国经济的道路
,

反映了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重商倾

向意识的成熟形态
。

社会经济关系不断变化的过程本身
,

会产生顺应变化的某种认识
,

而且会使这种认

识不断深化
、

完善和成熟
。

同一经济现象会在人们头脑中产生类似的认识和见解
,

它们

之 间又相互影响
,

互相启发
,

形成合乎逻辑的范畴
、

观念和比较系统的学说
。

郑 观应的

“
商战

” 思想正是这样
。

它是受到传统的
“ 重本抑末

”
封建意识压抑的反响

,

也是顺应

中国近代经济关系变化的产物
。

它既是个人独立的认识
,

义是对相同社会意识的继承
、

发展和完善
,

最终成为比较能够反映当时社会特点的思想体系
。

第三
,

一个时代的经济思想
,

虽然根源于经济发展变化的事实中
,

同时又
“ 和任何

新的学说一样
,

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
。 ” L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关系所发生

的重大变化
,

特别面对资本主义侵略
,

民族危亡所承担的压力
,

迫使许多人都在思考问

题
。

当时
,

不仅需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
,

以提高自己国家的生产力水平
,

而且

需要建立符合国情的思想原则
,

来指导 当时自强求富的运 动
。

技照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传



统
,

弓!经据典
,

给自己的言沦贴上
`

怪人之言
” 的标签

,

往往便被视为合于国情
,

也比

较容易为人接受
。

囚此
,

无论招换亡灵而搞倒退的人
,

还是坚持变革的先进人物
,

皆从

中国史籍宝库中搜寻资料
,

证说己见
,

以加强 自己言论的说 )!民力
,

只是 目的不同
,

取舍

各异
。

郑 观应是坚持变法改 良的一派人物
,

他也毫无例外的 从中 国史 籍中 稽求
,

发现
“
重农抑商

”
的记载充塞 ))J 史文献

,

而对商业持
“
畸亚者

, 《管子》 以外不数靓
” L

。

《管子 》 所重视的不是私营商业
,

而是 国家经营的商业
,

且 以这种商业作为管理国家经

济的重要手段
。

对郑观应来说
,

问题不在 《管子》 所坚持的商 业经 营方 式
,

而是 《管

子》 著作中对商业作用 的描写
,

只要找到古人也重视商 业 的记 载就 够 了
。

找到了 《管

子》
,

郑观应的
“
兵战

” 、 “ 商战 ” 、 “
有形之战

、 “ 无 形 之 战 ” 、 “
兵 战祸显

” 、

“
商战祸大

”
等这一系列概念

,

也便不难找到来源
。

《管子 》 一书
,

托名春秋时大政治家管仲所作
,

实则非一人一时之作
,

而是战国秦

汉以来多人的著作辑
。

其中有 《轻重》 十九篇 (三篇亡迭
,

现只存十六篇 ) 是专门讨论

财政经济的
。

《轻重》 作者假托管仲的政策
,

以阐述封建国家经营商业的理论
。

它用供

求关系解释商品
、

货币的轻重
,

认为商品价格变化的因素是
: “

夫物 多 则贱
,

寡 则贵

(受产量影响 ) 多 散则轻
,

聚则重 (囤集的作用 )
” ; “

岁有凶攘
,

故谷有贵贱 (年岁

丰歉的影响 ) ” L , “ 时有春秋
,

故谷有贵贱 (季节的影响 )
”

@
; “

令有缓急
,

故物

有轻重 (国家征收政令的影响 ) ”
@ 等几方面

。

从而主张封建国家经常掌握这些因素
,

采用商人所进行的不等价买卖的榨取方式
,

作为充裕国家财政收入的基本手段
。

其中这

样写道
: “

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
,

操事于民之所有余
。

夫民有余则轻之
,

故人君敛

之 以轻 ,民不足则重之
,

故人君散之 以重
。

敛积之 以轻
,

散行之以重
,

故君必有什倍之利
,

而

财之攘 ( h u a n g音流
,

炜屏之属
。

借指财政收支 )可得而平也
。 ”

L意思是说
,

善于治理国家的

人
,

必须随时掌握市场情报
,

作到在商品供过于求时以低价收买积贮
,

供不应不求时高

价出卖抛售
。

这样国家就会常有成倍的收益
,

财政也就不 会发生困难
。

这是《管子
·

轻重 》

作者对内管理经济的基本意见
。

它对于郑观应商
“ 握四 民之纲领

” 的 认 识 无 疑是一种

启发
。

但 因郑观应对在国内做生意还没有更多具体设想
,

尚看不出明显的影响和继承
。

《轻重 》 作者还主张把商品
、

货币供求关系的这种所谓
“
轻重之数

” 用于诸候国之

间的经济斗争
,

以压服吞并诸侯国
,

发展扩充势力
。

其中有不少以商灭人国的具体记载
,

联想当时资本主义的侵 略
、

中国的处境
,

使人休目惊心
。

郑观应
“
商战

” 的一些设想
,

大概不外借鉴于此了
。

据 《轻重戊》 篇的记载
,

齐国之所 以富强甲天下
,

所用的就是
“
轻重之数

”
的欺榨

贸易
,

致使许多诸侯国灭亡于
“
无形之战

”
中

。

如降服楚国的记载是这样
:

“
桓公问于管子曰

: `

楚者 山东之强国也
,

其人民习战斗之道
。

举兵伐之
,

恐力不能过
,

兵弊于楚
,

功不成于周
。

为之奈何 ?
’

管子对曰
: `

即以 战 斗之

道与之矣
。 ’

公曰
: `

何谓也?
’

管子对曰
: `

公贵买其鹿
。 ’ ”

这里所谓
“ 战斗之道

” 即是经济竞争
,

也就是
.

商战
。

管仲为齐桓公出谋定计
,

用高

价收购楚国所产生鹿
。

其具体作法是
:

“ 桓公即为百里之城
,

使人之楚买生鹿
。

楚生鹿当一而八万
。

管子即令桓

公与民通轻重
,

藏谷什之六
。

令左司马伯公将 白徒而铸钱于庄 山
,

令中大夫王

邑载钱二千万
,

求生鹿于楚
。 ”

这是给楚国精心设计的圈套
。

说的是齐国在自己的边境围城
,

高价收买生鹿
,

伪装

要大规模长期饲养经营的姿态
; :5J 地里却发展自己国家的农业

,

通
“
轻重

” 之数以广积

粮食
,

以为将来之需
。

楚国竟然上 当了
,

假象迷惑了楚国君 民
。

楚王 喜 得 金钱 而忘 了
“
修谷

” , “
楚人即释其耕农而田鹿

。 ”
因为男女民众皆为捕捉生鹿奔命

,

就使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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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荒弃无收
,

出现了严王的粮流
。

齐国又 !
几

此抓门
、 `

令拒收生鹿
。

楚王始为着忙
,

可巳

来不及
, “

谷不可三月而得 也
,

楚来四百
。

齐因令人载粟处华之南
,

楚人降齐者十分之

四
。

三年而楚服
。 ”

此为降服楚国的大体倩形
。

用同样的办法
,

以高价收叻兽梁的高级丝绸
,

苔国的山

柴
,

代国的狐 白皮
,

衡山国的机器
,

等等
。

j又使这些国尔理
_

i
`

民逐眼前之利而荒废农业
,

粮食价格暴涨
,

而齐国则以充足的很食贮藏
,

·

川低瘫的粮食价格招徕各国民众
,

达到了

降服这些国家的 目的
。

《轻重戌》 的这些记载
,

不正是 当时所进行的商 .!
妇 又不正是以商灭人国的

“
无形

之战
” 么 ? 我们 尚且不去追究春秋时是否曾发生过如 同记载这样的历史事实

,

作为历史

巳有的思想资料
,

它总是客观存在的 , 我们 也无意谴责 《管子》 作者所宣扬的这种贸易

欺榨行为
,

评价这种轻重理论的周密或疏陋
,

作为历史已有的 思 想
,

它 对郑 观应
“
商

战 ” 思想的形成确起了实实在在的作用
。

郑观应并末怀疑 (( 管子》 著作的真伪
。

他完全相信 《管子 》 著作中的记载
,

就是春

秋时
一

大政治家管仲之所为
。

从而无限敬佩管仲
,

十分赞赏他所制定的政策
。

他写诗说
:

“
贤哉管夷吾

,

相齐有所务
。

武备图讲求
,

工商亦保护
。 ”

@ 夷吾为管仲之名
。

讲求武

备
,

保护工商
,

大概就是
“
兵战

” “
商战

” 了
,

郑观应夸赞管仲的最大功绩也正在此
。

从这首诗不仅表明
“
商战

” 思想与 《管子》 的联系
,

而且表明他希望政府中能有如同管

仲一样大有力的人来推行
“
商战

” 主张
,

以管理和发展经济
,

进而以展他挽救危亡的远

大抱负
。

至此
,

我们说郑观应
“
商战

” 思想的历史渊源来自借鉴 《管子 》 的记载
,

大概不会

有同志认为太武断吧
。

郑观应的
“
商战

” 思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

外有西方列强的压迫
,

内有封建

经济关系和传统思想的控制和束缚
,

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
,

更不可设想与资本主义国家在
“
商战

”
中获胜

。

但它却反映了郑观应 强烈的爱国情绪
,

是近代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

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组成部 分
,

研 究 和学 习
“
商战

” 思想也可使人们受到爱国主义的教

育
,

特别在当今以全球为舞台的贸易交往中
,
郑观应关于

“
商战

”
的一些设想

,

对我们

现在考虑问题也仍然有着借鉴意义
。

考究其思想产生和形成的根源
,

则更可以对我们一

种启示
:
中国历史上可以继承的东西很多

,

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研究历

史
,

特别是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
,

总结和继承这部分遗产
,

就能更好地发挥历史遗产为
当前经济建设服务的作用

。

我们所进行的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

而中国式的现在

化是不能离开中国的历史特点的
。

研究外国当前和历史上的某些思想
,

吸取其精华以为

我用是重要的
,

但妄自菲薄
,

置 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思想遗产于不顾却是不可取的
。

注 捅

①⑤⑧⑧ 郑 观应 :
<罗浮持鹤山人诗苹 》

.

②④L L 《 盛世危 言
·

商战 》
.

③ < 盛世危言三编
·

商务五 》
。

⑥⑥ 《 盛世危言三编
·

商务二 》
.

⑦ 马克忍 : 《 资本论 》 第二版的践
.

人 民出版社 19 6 3年成
。

⑧ 咤盛世 危言后编
·

复考察商务大臣 张弼 士 侍 年 》
,

转 引 自嘴洋务运动 > ( 八 )
。

0 魏源 : 《 海 国图志
·

夷情备米下
·

货易通 志卜
.

@ 魏 源 : < 海国图志
·

筹海篇三 》
.

@ ⑥ 阵福成
: <庸庵海外文编

·

英吉利用商务砰荒地说 》
。

O 王幅 : < 骏园尺犊
·

代上苏抚李宫保书 》
。

0 王韬 : 《 碳因尺腆
·

上 丁中垂 》
。

函 恩格斯 : < 反杜林论 >
,

人 民出版社 1 9 7 0年版第“ 页
,

二
⑧ 嘴管予

·

国甘卜
.

@ 嘴管予
·

七 臣七 主 卜
。

1 0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