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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也是财务报表信息的法定使用者 , 对

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给出合理地判断 , 无

论是形式上的独立 , 还是实质上的独立 ,

最 终 都 应 当 要 得 到 投 资 者 的 认 同 。 安

然———安达信事件之后 , 人们才发现安然

不仅是安达信最大的客户之一 , 而且非审

计收费要远高于审计收费 , 如果这些咨询

业务信息能够被及时披露 , 安达信在安然

的 审 计 中 就 很 难 保 持 一 种 公 众 所 期 望 的

形式上的独立 , 其提供的审计报告也不可

能产生很高的公信度 , 问题也随之会被及

早发现 , 以免更大的损失。

( 二) 加强监管机制 , 保持管理咨询与

审计业务的相对独立

目前 SOX 法案规定 , 会计师事务所

不 能 同 时 为 一 家 客 户 提 供 审 计 服 务 和 管

理 咨 询 服 务 , 但 是 ,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仍 然 可

以保持分拆的管理咨询业务。这样 , 会计

师事务所就既能介入利润高、风险相对较

低的管理咨询服务 , 以保持会计职业的发

展 , 又能限制事务所借助法定审计业务的

影响力拓展非审计服务市场 , 并防止审计

服务的质量受到非审计服务的影响。

( 三) 适当采取其他手段

为保证会计师事务所在今后的执业过

程中 , 不出现一些“精心安排”的违规现象

和 “不 经 意 ”中 “拓 宽 ”的 法 定 审 计 服 务 范

围, 如将非审计服务打包进入审计服务, 一

方面, 监管部门应当切实加强对市场的监

督管理; 另一方面, 逐步提高注册会计师机

会行为的风险, 我想在一定程度上也能防

止注册会计师执业质量下降的可能。正如

美国著名审计学家莫茨所指出的: 禁止独

立的公共会计师开展管理咨询业务都是错

误的, 同时, 如果注册会计师毫无节制地自

由开展这项活动, 也是危险的。恰当的方式

应当是, 由会计职业界在法律等框架的约

束下, 通过市场竞争来自由选择。

( 作者单位: 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摘要 : 容闳是中国最早毕业于美国著

名 大 学 的 留 学 生 , 被 称 为 “中 国 留 学 第 一

人”, 由于容闳一生的追求和主要成就是

促成一百二十名幼童赴美留学 , 因此又有

“近代中国留学生之父”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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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闳 , 原 名 光 照 , 族 名 达 萌 , 号 纯 甫 ,

英 文 Yung Wing, 广 东 香 山 ( 今 中 山 ) 人 ,

1828 年生于澳门 , 家境贫寒 , 渔农为生 , 因

“吾父母欲先着人鞭 , 冀儿子能出人头地 ,

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 , 入美澳门玛

利逊学校读书。1847 年随该校校长布朗博

士赴美留学 , 1854 年以耶鲁大学毕业的第

一 个 中 国 留 学 生 的 身 份 回 国 , 怀 抱 “以 西

方 之 学 术 , 灌 输 于 中 国 , 使 中 国 日 趋 于 文

明 富 强 之 境 ”的 伟 大 理 想 , 开 始 了 他 的 改

造中国 , 使中国走向近代化道路的艰难生

涯。

从 1854 年回国到 1902 年归美 , 容闳

经 历 了 中 国 近 代 社 会 政 治 急 剧 变 迁 的 整

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 容闳以其坚定的

社 会 理 想 和 抱 负 为 宗 旨 , 投 身 其 中 , 与 中

国 近 代 社 会 发 展 进 程 中 出 现 的 多 种 进 步

力量相互联络和切磋 , 希望以此来实现他

的理想抱负。

一、容闳与太平天国运动

1855 年 , 他在居住广州期间 , 正 逢 两

广 总 督 叶 名 琛 “假 公 济 私 , 以 报 其 宿 怨 ”,

在广州镇压民众暴动。这次耳闻目睹的惨

剧 不 仅 使 容 闳 初 次 体 验 到 中 国 官 吏 的 恣

意妄行和政治黑暗 , 也为容闳后来到天京

( 南京) 访问洪仁玕作了思想铺垫。

1960 年 , 带着“太平军之性质若何?其

举动志趣若何? 果胜任创造新政府以代满

州乎? ”这样的疑问 , 他和两位“拟作金陵

游 , 实 探 太 平 军 内 幕 ”的 美 国 传 教 士 到 了

太平天国首府天京 , 拜见了干王洪仁玕 ,

并向他提出了七条建议 : “一、依正当之军

事制度 , 组织一良好军队 ; 二、设立武备学

校 , 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 ; 三、建设海军

学校 ; 四、建设善良政府 , 聘用富有经验之

人 才 , 为 各 部 行 政 顾 问 ; 五 、创 立 银 行 制

度 , 及厘定度量衡标准 ; 六、颁定各级学校

教育制度 , 以耶稣教( 圣经) 列为主课 ; 七、

设立各种实业学校。”容闳认为当时即使

没有洪秀全 , 中国也不能免于革命。“恶根

实种于满州政府之政治 , 最大之真因为行

政机关之腐败 , 政以贿成。上下官吏 , 即无

人不中贿赂之毒。”洪秀全只不过是利用

宗教为旗号 , 号召民众起来反抗满州的统

治 , 而民众“亦未免感情用事 , 过于信任太

平军矣。”“至若于中国政治上 , 则更绝无

更新之影响。”

虽 然 容 闳 与 太 平 天 国 革 命 关 系 仅 此

一段 , 但是对于容闳日后的设想和建议却

是有着重大的影响。并且能一针见血的指

出 太 平 天 国 运 动 爆 发 的 真 正 原 因 和 对 其

必然失败的预见 , 可见容闳的政治远见。

二、容闳与洋务运动

容 闳 在 洋 务 运 动 的 主 要 表 现 就 是 促

成 了 江 南 制 造 总 局 的 完 成 和 派 遣 一 百 二

十名学生赴美留学这两件事上。

1863 年 , 由于容闳在上海所结识的李

善兰的推荐 , 曾国藩在安庆接见了容闳。

曾国藩对容闳表示赏识 , 容闳则认为曾国

藩 “才识道德均有不可及者”, “对于博学

多才之士 , 尤加敬礼 , 乐与交游”, “几乎举

全国人才之精华 , 汇集于此”, 故视曾国藩

为 “清 代 第 一 流 人 物 , 亦 旧 教 育 中 之 特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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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闳 与 中 国 近 代 政 治

■ 甄艳萍

学 术 探 讨

32



20073中国集体经济

人物”。由于容闳事前已从李善兰等人处

得 知 曾 国 藩 邀 他 是 为 了 商 量 办 机 器 厂 一

事 , 故 他 在 回 答 曾 国 藩 “今 日 欲 为 中 国 谋

最 有 益 最 重 要 事 业 , 当 从 何 处 着 手 ”的 问

题时 , 暂时不提心中酝酿已久的培养人才

的 教 育 计 划 , 而 答 以 购 买 “制 器 之 器 ”, 建

立机器总厂的设想。“予所注意之机器厂 ,

非专为制造枪炮者 , 乃能造成制枪炮之各

种机械者也.枪炮之各部 , 配合至为复杂 ;

而以今日之时势言之 , 枪炮之于中国 , 较

他物尤为重要 , ”于是曾国藩授予容闳五

品军功 , 委其携款赴美国购置机器。1865

年容闳完成了采购机器的任务 , 从而促成

了 近 代 中 国 第 一 个 大 规 模 兵 工 厂 —江 南

制造总局的完全建成. 并向曾国藩请求在

其附近设立 “兵工学校”, “招中国学生肄

业其中 , 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 ,

以 期 中 国 将 来 不 必 需 用 外 国 机 械 及 外 国

工程师。”这样就摆脱了外国在科技和人

才 方 面 对 中 国 的 控 制 。 容 闳 在 一 百 多 年

前 , 就意识到要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培

养中国自己的科技人才 , 由此可知他的远

见卓识。容闳因完成购买机器一事获五品

实官、候补同知资格 , 任江苏抚署译员。

1868 年 , 容闳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

文祥提出四条建议 , 请其代奏。这四条建

议是:“一、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公

司须为纯粹之华股 , 不许外人为股东 , 即

公司中经理职员亦概用中国人。”“二、政

府 宜 选 颖 秀 青 年 , 送 之 出 洋 留 学 , 以 为 国

家储蓄人材。”“三、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

以尽地利 , ⋯⋯不可不筑铁路以利交通。”

“四、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 , 以防外力

之侵入。⋯⋯无论何国教会 , 除关于宗教

者外 , 皆不得有权以管理奉教之中国人。”

当然 , “以 西 方 之 学 术 , 灌 输 于 中 国 , 使 中

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为毕生心愿的容

闳对于此条陈的侧重点是第二条。“此条

陈止 第 一 、三 、四 , 特 假 以 为 陪 衬 ; 眼 光 所

注而望其必成者 , 自在第二条。”这个条陈

因种种原因未见回音 , 直到 1870 年才由

曾 国 藩 等 专 就 派 遣 留 美 幼 童 一 事 上 奏 获

准。1871 年开始招生并集中在上海补习训

练 , 次年夏末第一批留美幼童 30 人启程

出国。从 1872 年到 1875 年 , 先后有四批

一百二十名学生赴美留学。这在我国教育

史上 , 完全由政府正式向外派遣留学生 ,

还是第一次。而“政府之所以有此举 , 则完

全于容闳一人之力”容闳担任中国留美学

生副监督 , 从 1875 年还兼任驻美副公使。

容 闳 是 洋 务 运 动 的 参 与 者 和 思 想 上

的倡导者 , 但他并不是洋务运动的实权派

和决策人物。事实上 , 容闳自 1863 年入曾

国 藩 幕 , 开 始 进 入 中 国 政 界 起 , 他 的 位 置

就已被确定下来 , 即处在一种尴尬的位置

上 , 成 为 一 个 做 高 官 而 又 是 一 个 只 用 “一

技之长”的人。只能说容闳与洋务派在思

想有共通之处 , 容闳期望通过在当时掌握

实权的以曾国藩为首的洋务派实现其“教

育 救 国 ”的 理 想 , 而 洋 务 派 则 通 过 这 个 精

通 外 语 、熟 悉 洋 情 的 中 国 人 达 到 他 们 “中

学为体 , 西学为用”为宗旨的“师夷长技以

制夷”的自强目的。容闳是希望通过全面

学习西方 , 来实现他改造中国的理想 , 而

洋 务 派 则 是 想 通 过 学 习 西 方 的 某 些 科 技

来维持中国原有的封建统治 , 两者有着根

本 的 区 别 。 他 们 对 容 闳 是 既 重 用 而 不 信

用 , 从任命容闳为留学副监督和驻美副公

使就可以看出端倪。

三、容闳与维新运动

随着一百二十名留学生的中途召回 ,

容闳的以“教育救国”的理想破灭 , 而洋务

运 动 的 破 产 和 中 日 甲 午 战 争 的 失 败 使 他

认识到 “以故人人心中咸谓东西文化 , 盼

若 天 渊 ; 而 于 中 国 根 本 上 之 改 革 , 认 为 不

容稍缓之事。”对清政府的失望使他产生

了要对清朝实行根本变革的想法 , 最后走

上维新道路 , 是必然的结果。

容闳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关系开始于

1896 年 , 他参与了“保国会”的成立 ; 他认

为光绪帝“聪明睿智 , 洞悉治理 , 实为中国

自古迄今未有之贤主也。”百日维新期间 ,

他的寓所是维新人士常去聚会的地方 ; 政

变 前 后 他 曾 参 与 营 救 康 、梁 , 事 后 自 己 也

被追究撤差。1900 年以后容闳和康、梁仍

有 联 系 , 梁 启 超 、康 有 为 在 1903 年 、1905

年访美时分别与容闳见过面。在这之后容

闳才谴责康有为把所得捐款中饱私囊 , 称

康 有 为 不 是 一 个 靠 得 住 的 维 新 者 , 认 为

“康 有 为 内 心 更 加 关 注 的 是 中 国 政 治 权

力、权势和财富 , 而不是改造中国。”也不

再赞成康有为及其弟子的保皇主张。

四、容闳与辛亥革命

在容闳被通缉逃亡日本的途中 , 在轮

船上与孙中山巧遇。孙中山阐明了必须推

翻清政府 , 中国的改革才能实现。这使容

闳很受启发 , 一系列的失败也告诉容闳 ,

在现存的清政府的统治中 , 依靠一个阶层

去推翻另一个阶层 , 实现改革中国的目的

很难达到。在对康有为失望之时 , 他更加

拥护和支持革命 , 与孙中山的关系也越来

越密切。认为孙中山才“最可信赖”1909 年

底 , 孙 中 山 到 美 国 进 行 革 命 活 动 时 , 按 约

定与容闳见面 , 这是他们的第二次见面 ,

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为支持孙中山的革命

活 动 , 推 翻 清 政 府 , 容 闳 向 孙 中 山 提 出 了

一 个 “红 龙 中 国 ”的 起 义 计 划 , 准 备 筹 集

500 万 美 元 、10 万 支 枪 和 1 亿 发 子 弹 , 为

反清武装起义所用。1910 年 2 月 , 容闳写

信给孙中山 , 告诉他实施“红龙中国”计划

的 具 体 安 排 , 并 约 他 与 两 名 美 国 友 人 会

晤 , 商谈借款事宜。孙中山与他们多次磋

商 , 确 定 了 一 个 新 的 起 义 计 划 , 但 是 因 为

美 国 金 融 资 本 家 不 肯 冒 险 借 款 , 计 划 夭

折。

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义爆发时 , 容闳

虽在病中 , 但他仍然只以祖国的革命和建

设为念 , 曾接连写下了 5 封信寄给国内友

人 , 庆 贺 革 命 的 初 步 胜 利 , 并 建 议 应 该 迅

速建立政府 , 避免无政府状态的出现 , 应

坚持革命原则。他还强烈谴责袁世凯说 ,

“难道可以信任这样一个大阴谋家吗? 不 ,

必须把他和满洲人一齐撵走”; 又指出“掠

夺成性的列强”并未放弃“干涉”和“瓜分”

中国的政策 , 尤其可能“左右袁世凯、唐绍

仪一伙”, “并以袁世凯、唐绍仪控制新政

府。那简直就如同满清政权重新执政一样

糟 糕 ”孙 中 山 就 任 临 时 大 总 统 后 , 立 即 致

信容闳 , 高度肯定他对祖国的贡献和种种

宝贵见解 , 请其回国。但容闳已经病重 , 未

能成行。他临终前还嘱咐两个儿子“弃所

营业 , 回助祖国”。

回顾容闳的一生 , 爱国主义始终贯穿

其中。他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位倾向或

参加过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共

和革命等社会运动 , 与历史潮流同步的志

士。正如他的外国友人评价他那样 : “他从

头 到 脚 , 身 上 每 一 根 神 经 纤 维 都 是 爱 国

的。他热爱中国 , 信赖中国 , 确信中国会有

灿烂的前程 , 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

大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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