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开拓精神
吴 彬

去年五月
,

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影响的实业家和

思想家郑观应 ( 2 8 4 2
.

7一 1 9 2 2年 )逝世 6 5周年
。

他从事

航运实践几十年
,

几乎参与了当时每一个乏要官督商

办企业的经济活动
,

逐步形成了一套至今仍可借鉴的

航运经济理论和经营方法
。

郑观应本名官应
,

广东中山雍陌乡人
。

1 8 5 8年
,

他

从广东到上海学商一年后
,

不足 19 岁即涉足航运业
,

在宝顺洋行管理丝楼和轮船揽载事务
。

25 岁
,

与唐廷

枢投资于公正轮船公司
,

被荐为董事
。

1 8 7 3年 1 月 14 日

我国最早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正式

成立
,

不久
,

他就入股
,

同年参与了太古洋行轮船公

司的创办
。

次年 2 月
,

应聘为总理兼管帐
、

栈房务
。

1 8 8 2年 3 月
,

他正式入招商局
,

自此至逝
,

先后三次

入局任职26 年之久
。

他在几十年航运实践中所形成的

航运思想
,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发展航运 振兴工商

郑观应经济活动的主要特点是提出并实践
“

商战

论
, 。

发展近代航运事业
,

以利振兴工商
,

则是 措 施

之一
,

也是郑观应航运思想的重要组成
。

就此
,

他主

要从三方面提出科学的见解
。

一是鼓励商民自造轮船
,

发展航运
。

1 8 7 3年刊印

于 《救时揭要
》
中的《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

, ,

是这种认

识的最初表现
,

他鉴于西方各国以轮船
,

机器致富玫

强
,

国内船厂有缺陷等缘
,

要朝廷
“

任天下之人自造轮

船
” 。

后来的 《易言
》
发展了

《
救时揭要

》
的黄商思想

,

对发展航运有进一步的认识
,

认为维时局
,

扩远图
,

“

其必以船政为急先务矣
” 。

1 8 9 4年冬
,

他曾为上海格

致书院拟了四道命题
,

提倡商办船厂则是题一
。

1 9 1弓

年
,

76 岁的郑观应看到欧洲兵战已歇
,

再次督促招商

局人添造商船
,

扩充航运
,

以利商战
。

这些主张
,

反

映了民间资本役资于民族造船业的愿望
,

根本点是促

进民族航运业的发展
。

二是发展内河航运
,

扩充海外运输
。

19 世纪 80 年

代初
,

我国内河运输还是很原始的
,

郑观应看到资木

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
,

曾察请两江总督左宗棠创

办江苏内河航线
,

其坚信
: “

小轮一事现难遐准
,

然

终有准行之日
。 ’

在后
,

他为发展内河航运积极努力
。

18 9 6年春
,

他自告奋勇往肇庆
、

梧州察看河道
,

搜集西

江航线资料
,

使招商局小轮能于次年顺利通航梧州
。

中日马关和议不久
,

他就建议开辟 《马关条约 》 规定

新开通商口岸之一的杭州小轮航线
,

以期进而推广清

江
、

都阳湖等处轮运
。

同时
,

他多次提出扩充远洋运

输主张
,

认为这是使招商局营业起色必须首先要做的

两件事
。

1 9 1 1年岁末西行和 1 9 1 6年侨商陈抚辰回国调

查实业时
,

他两次提议开辟南洋一带航线
,

以兴巨利

并为国争光
。

这些主张
,

较能反映客观经济规律
,

符

合社会发展需求
。

三是限制外国轮运
,

力与洋商争利
。

19 世纪阳年

代起
,

随着贸易重心逐渐北移
,

外轮纷纷角逐 长江
,

竞相攫利
。

郑观应对此殊拘祀忧
,

主张
“

凡西人之长

江轮船
,

一概给价收回
口 ,

使
“

长江商船之利
,

悉归中

国独擅权利
。 ”

他在招商局任职期间
,

就曾采用
“

合兵

破曹
” “

齐价合同
”

等方法
,

与太古
、

怡和等外轮公司

竞争
。

1 9 1 1年
,

他还建议政府在重庆设法招商筹办有

关航运事宜
, “

毋为外人捷足先登也
” 。

这些思想与行

动
,

反映了郑观应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勇敢

精神
,

深得世人敬仰
。

加强管理 提高效益

郑观应在航运经营的具体问题上
,

有不少真知灼

见
。

开源节流
,

增加盈利
。

这是郑观应为此曾多次提

出积极的建议
。

如他初进招商局
,

就根据以往航运经

营体会
,

总结了办好轮船公司的十条经验
,

除用人得

当外
,

最主要的是加速船舶周转
、

多揽客货
、

降低消

耗等三条
。

1 8 9 2年 12 月二进招商局不到两周
,

他就从

开源
、

节流两方面考虑
,

拟定了 《整顿招商局十条
、 。

不久
,

仍以开源节流为题

旨
,

写了 《上北洋大巨李

传相享陈招商局情形并整

顿条陈
》 1 4条

。
1 9 0 4年他

第三次入局被 委 为 会 办

后
,

在股东会提 出
:

办事

员一切行食及酬应杂费皆

入公帐
,

就不应再支公费

等以期
“

涓滴归公
“

的七条

建议
。

严 明纪律
,

责任到人
。

郑观应在拟订招商局 《 救

弊大纲十六条
》
中明确指

出
: “

勤核功过
,

责 任 必

分而始专
,

考察则合而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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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

赏罚所在
,

荣辱系之
。 ”

并致力付诸实践
。

在 《整

顿招商局十条 》 和在后上李鸿章条陈中
,

也提出严明纪

律问题
。

如堵塞买办减报搭客数目漏洞
,

实行赏罚分

明等
,

而使招商局人各负其责
,

经营改善
。

如镇江分

局总办姚岳在 18 9 3年 3月 18 日向盛宣怀推荐郑观应所

说
: “

长江客货
,

新春以来更见涌旺
。 ”

郑还强调领导

带头遵守纪律
,

特别指出
: “

总司理必须操守 廉 洁
,

熟谙利弊
,

方能整顿
,

的重要性
。

这种认识
,

是难能

可贵的
。

依据实际
,

确定对策
。

郑观应认为招商局
,

钦兴

利者
,

必先洞察其利弊之源
,

庶堪得间面入
,

游刃于

虚
。 ”

这一主张体现了他重视调查研究
,

实事求是的精

神
。

甲午中日战争时
,

郑观应就根据时局的变化
,

与

他人经手了
“

明卖暗托
”

之策
,

将 2。艘船交与德
、

英

等国洋行
,

换外国旗照常行驶
,

并在一年内照数收回
,

较好地保护了招商局的轮船
。

值得嘉许的是
,

郑观应

主张并亲自深入航运第一线了解情况
,

依据实际制定

对策
二
如 18 8 3 年亲赴南洋诸国考察航业

,
1 8 9 3 年和

19 n 年两次沿长江航线西巡
。

事后提出了振兴南洋航

业和
“
代架招揽月等见解

,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招商局

的工作
.

任贤举利 培育人才

郑观应在从业几十年间
,

根据历史与现实的感触
,

从定了
“

国之盛衰系乎人才
,

的道理
,

并逐步形成自已

的人才观
,

主要体现为
“

三要
, 。

一要认真选贤举能
。

他在《救弊大纲十六条 》中明

确提出 “法不徒行
,

贵在得人
,

人不易之
,

则延揽荐

举
口

之说
。

在后
,

积极主张百司职事必须量才录用的观

点
, “

有不肖者
,

虽总办之至亲至友
,

立即辞去
。 ”

在

航运经营中
,

他认为
、

“

货物之揽载行或大商家之当手

及熟识船务者
”
宜罗致用

,

并要将
“

坐舱及各分局总办

之缺
,

招其精明而货多者充当
, ,

这样用人所长
,

可

招徕生意
,

经营举利
。

1 91 1年春招商局重选董事前
,

郑

主张
“

以数多者得
,

以昭公道
。 ”

尽管这些主张未能全

以实施
,

但表明了郑观应任人唯贤的积极倾向
。

难能

可贵的是他不畏总船主英国人蔚霞权势
,

多次指出蔚

霞不贤行为
。

如蔚霞为招商局在英国订造新轮就有价

格作弊之嫌
,

且该人
“

跋危搜主
,

肆无忌惮
” ,

不可信任
。

当盛宣怀拟给蔚霞请领宝星勋章时
,

郑认为他
“

功不

抵过
.

而劝阻
,

可惜这一主张未被采纳
。

二要加速培养人才
。

郑观应多次向有关部门建议

尽早创设驾驶学堂
,

培养自已的人才
,

以改变国轮长

期由洋人驾驶的局面
。

为此
,

他积极将
“

泰安
”

轮改为

教练船
。

到了晚年
,

郑观应的思想及活动所及
,

更多

的是围绕着培养新的航运人才而进行的
。

191 7年后
,

他担任了招商局公校住校董事兼主任等职
,

对培养航

运人才更有迫切感
。

他认为
: “

航业者
,

国家之命脉

也 , 航学者
,

航业之律梁也
” ,

造就航运人才
, “

非独

为我局根本之图
,

更是为国家富强之助
。 ’

这都表明

他重视培养航运人才的科学意识
。

三要学习西方所长
。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进步思想

的一个特点
。

郑观应提出
“

借才异地
,

说
,

认为
“

自古

成事奏功
,

未尝不借才异地
” ,

主张招商局暂时借才

使航运振兴
,

再遂面代之
。

在他将
“

泰安
”

轮改为教练

船时
,

就礼聘了关国人鼎德为总教习
。

他还提出
“

留

学育才
, ,

建议选择
“

心灵体壮
,

通达中义 稍通洋文
,

年在二十左右者… … 赴各国最大船厂分门学习制造轮

船一切之工
. ,

留学十年再回国发展祖国造船 工 业
,

促进民族航运
。

另外
,

郑观应还亲自辑译外国航运资

料
,

供同行或后人学习
。

如译编了 《 同治元年各国议

定行船章程》 , 1 9 0 9 年为汉冶萍公司译辑了外国轮船

机器师
、

管事
、

船医常例章程 52 款
,

轮船常例章程61

款等资料
。

这些
,

都表现出郑观应以期通过学习西方

所长
,

发展民族航运的强烈的思想倾向性
。

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意识的局限
,

郑观应在晚年

曾宣扬仙道的唯心主义
,

劝人弃恶从善
,

求助因界报

应
,

这是不 足 取 的
。

但判断历史的功绩
,

是根据 他

对社会提供多少新的东西
,
从这意义上说

,

郑观应的

航运思想是积极进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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