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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 ( 1 8 42一 1 9 2 2 ) 的一生
,

恰好同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相始终
。

他出生

在有
“ 买办故乡

” 之称的广东香山县
。

该县人士在近代与外国资本主义打交道者颇多
,

因而

经商致富者也不乏其人
。

郑观应从十七岁就开始
“
弃书学贾

” ,

一直到临死前一年
,

大部分

时间都跻身于企业界
。

由于他先后在不同性质的企业中 ( 如洋行
、

自办企业
、

中外合资
、

官

督商办等 ) 任职
,

因而有过买办
、

洋务派
、

民族资本家
、

早期维新派等不同身份
。

他在中年
J

时期曾著有 《 盛世危言 》 一书
,

提出了著名的
“
商战

” 论点
,

在当时社 会 中起 过
“ 一开眼

界
” 、 “

转移全局
”
的作用

。

郑观应在他半个世纪多的工商业生涯中
,

显示出卓越的经营才

能
,

并积累了丰富的致富经验
。

诚然
“
致富之道

”
在不同时代和阶级有其不同的性质

,

但它

们都是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国计民生的
。

分析郑观应的致富之道
,

对我们当有一定的启

迪作用
。 ,

选 人 材

1 8 8 0年初
,

步入 中年的郑观应经历了他一生中最大的转折
,

即脱离为时二十年的买办生

涯
,

投身到中国 自己的创办的企业中来
,

为中国求富求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

洋 务 派在 18 7 3

年创办的轮船招商局
,

是当时规模较大的一个近代化民用工业
。

可是它创立未久
,

却因洋务

派官僚不谙业务
,

弊端丛生又遭到同类洋行企业的竞争和排挤
,

经营每况愈下
。

洋务派官僚

为了扭转招商局的不 良局面
,

就想借重
“
才识并优

,

条理精密
,

久为中外商民所信服
”
的郑

观应
。

当时郑观应虽屈身为买办
,

但也感到招商局
“
若不早 日维持

,

巩难自立 , 我国无轮船

往来各通商口岸
,

更为外人所欺侮
。 ”

①于是
,

他就怀着发展中国航运事业的爱国心
,

毅然

放弃优厚的待遇
,

就 任 轮 船 招商局的帮办职务
。

他一到任就着手整顿招商局
。

他认为整顿

必须从救弊入手
,

拟订了
“
救弊大纲

”
十六条

,

而将用人的问题提到了救弊纲要的首位
。

他

深信
: “ 得人则兴

,

失人 则败
,

故欲事之兴
,

惟在得人而已
。 ” 于是他主张招商局的总

、

分

局的总办
、

经理各职宜定期更调
。

因为
“
凡在局办事久者

,

有利亦有弊
。

世人只知久于其任

以资熟手
,

不知 日久弊生
,

而同事与其密切关系者
,

不敢泄其私
,

则弊难除也
” 。

其次
,

对

于下级的原司职事
,

也必须量才录用
,

并假以事权
。 “

有不肖者
,

虽总办之至亲至友
,

立即

辞去
。

各处所荐之人
,

随其选用
。 ”

郑观应把任人唯贤作为对招商局救弊振兴的头事大事
。

郑观应所以重视
“
选人材

” ,

是有他的亲身体验的
。

如 18 7 8年
,

郑观应曾一度襄助彭汝

琼筹办织布局
。

开办之初
,

郑就提出如下方针
: “

事属创始
,

关系中外 交 涉
。

同 事不必多

求
,

发端不妨小试 , 尤要在股分本银
,

明见实数
。

身在局中
,

断不可稍涉虚假 , 步步踏实
,

方足以广招徕
。 ” ②这个方针的要旨就是用人宜谨

,

要发挥有限资本的作用
。

但彭汝琼根本

不按规矩办事
,

他
“ 独断而不相谋

,

或会商而不见纳
” 。

结果弄得郑观应这个
“
襄办” 筹垫

了万金余还不能挽回颓局
。

再如 18 81 年
,

郑观应脱离太古轮船公 司时
,

曾推荐原太古买办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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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轩自代
,

不圳概粗菊右挂替方古跳俩年中
,

大坦借私科少
,

口致
“ 亏空方古洲右公嗽十万

有奇
” 。

事发后
,

杨自己竟一逃了之
。

太古洋行就抓住郑观应这个担保人
,

要郑按例赔偿四

万余元 的巨款
,

郑一时无力偿还
,

太古洋行竟在 1 8 8 5年初拘禁了郑观应
。

经过了这些波折
,

郑观应对所用非人确有切肤之痛
。

1 8 9 2年
,

郑观应第二次入招商局
,

为了加强与洋行的竞争能力
,

他再次强调培育人才的

重要性
。

提出了
“
有人才而后可与人争胜

”
的观点

,

积极建议招商局应该创设驾驶学堂
,

中

国的轮船应由国中人 自己来驾驶
,

改变局船由洋人 驾驶的怪现象
。

他说
: “

本局轮船日增
,

驾驶皆用西人
,

吃亏极大
,

亦为我国之羞
。 ” ③他说 了便做

,

随即在局内成立驾驶学堂
,

并

将淘汰的旧船改为教练船
。

聘请了美国人湘德为学堂总教习
,

并与他定了教学合同
,

在五年

内
“
尽心竭力教导诸生

,

务期于期限内洞悉行船一切技艺
,

绝无隐瞒挂漏
” ④

。

嗣后
,

洋人

驾驶中国船的怪现象虽未能改变过来
,

但在培育本国驾驶人才方面
,

迈 出 了可 喜 的一步
。

甲午战争结束后
,

郑观应离开了轮船招商局
,

接任了汉阳铁厂总办的要职
。

他上任不久

就抓住了整顿铁厂的关键在于
“
觅焦炭

,

选人材两端
” 。

在选人才 中
,

尤其要选好总揽全厂

生产过程 的各级技术人员
。

因为
“
机器之优劣

,

工 匠之勤惰
,

系于工师
,

工师之巧伪视乎总

管
” 。

郑观应从实际出发
,

在本国技术人员未培养出来之前
,

聘用外国技师在所难免
,

但对

洋技师却 不 盲 目迷信
,

同样要加以考核
。

如他发现该厂洋技师德培
,

此人对
“
炼钢之法尚

有阅历
” ,

但并不用心尽职
,

甚至连铁厂的成本账都算不 出来
。

再如担仟化 铁 工 程 师的 吕

柏
,

工作虽属认真
,

但具有性情暴躁
、

器量蝙浅的不 良品格
。

钢厂工程师 卜聂也是一个阴险

的人
。

对这批不合要求的洋匠师
,

郑观应就采取
“
期满听其 自去

” 的办法
。

郑观应还建议以

后聘用洋匠师要有计划步骤
, “

宜预早留意聘请好手
,

庶不致临时急不暇择也
” 。

郑观应始终认为
“
借材异域

”
是不得已的做法

,

他积极主张培养本国的冶金人才
。

因此

他不仅提出厂内办学堂的建 议
,

还首次提出
“
上午读书

,

下午入厂学习机器
”
半工半读的教

学方法
。

同时还建议派有实际经验的工匠去外国机器厂学习
,

回国后
, “

如试其材艺确有成

效者
,

奏请朝廷格 外奖励
,

以朝 l闻风兴起
。 ” ⑤通过这些途 径以免在用人 问题 上

“
为 他

人 ( 指洋人 ) 所挟制
” 。

郑观应通过多年的管理企业实践
,

在
“
选人材

”
的问题上

,

已经从企业范围扩大到整个

国家的教育制度方面来
。

在他所著的 《 盛世危言 》 中
,

对如何培养国家 科技 人才 写出了专

篇
。

文 中他积极主张设立新式的学校和废除八股科举取士的制 度
。

他 说
: “ 国之 盛衰系乎

人
” , “ 不修学校

,

则人才不 出
,

不废帖括
,

则学校虽立亦徒虚名
,

而无实际也
” 。

⑧对考

试他也 主张除了考经史
、

政事外
,

要着重考试格致
、

化学
、

电学等自然科学
。

他是近代历史

中第一个提出考试 自然科学课 目的人
。

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录取对富强之道实际有用的人
。

以上主张若能如实施行
,

则
“
数年之后有不人才济济者

,

吾不信也
” 。

在 当时历史条件下
,

郑观应 的人才观确有高瞻之处
。

招 徕 生 惫

任何企业总是 以盈利为主要 目的
,

而要盈利又必须招徕生意
,

如何招徕生意就势必成为

众多经营者的重要课题
。

郑观应从十七 岁投身买办企业开始
,

就对这个课题下功夫了
。

经过

十五年的磨练
,

当郑观应被聘为太古洋行轮船公司经理 时
,

他 已经是一个善于为招徕生意而出

谋决策的老手了
。

他认为要提高太古轮船公司的盈利
,

除用人得 当外
,

必需重视缩短船运周

期
、

降低消耗
、

多揽客货等环节
。

太古轮船公司开办时
,

只有三 艘 旧船
,

要 弥补 船 只的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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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

帷有缩短船运的周期
。

而要缩短船运周期
,

必预防止在码头上耽搁所运货物
。

因此
,

郑

观应要求各码头在轮船到来之前
,

作好上卸货和扛力的准备工 作
。

为 了降低消耗和 运 输费

用
,

在更换船只时
,

必须购置烧煤少
、

行驶快
、

装货多的新式轮船
。

郑观应还紧紧抓住了多

揽客货这一重要环节
。

具休措施是
: “ 选择熟识客商货多而可靠者

,

嘱集分庄各 口揽载
,

或

加一九 五用
,

或贴补房租
,

或货多准其荐一轮船买办
,

货至多者缺至优
,

以此羁糜
,

使其奋

勉为我招徕
。 ”

⑦抓住了以上三个环节后
,

就使客货两旺
,

并加强了在船运中的竞争能力
.

该公司为了表示重用郑观应
,

又与他续订了五年的雇佣合同
。

1 8 8 2年
,

郑观应接任招商局帮办
一
事

,

这不仅是他本人事业的新生
,

也促使了招商局的新

生
。

轮船招商局在郑观应入局之前
,

虽已有十年的创业史
,

但 经 营 颇不景气
。

它的股票价

格
,

已从 1 8 8。年的一百四十两左右
,

跌至 18 8 2年的三十多两
,

几至不能维持
。

郑观应迎逆境

而不畏缩
。

为了打开局面
,

首先抓住降低消耗
、

加速轮船转运
、

增加赢利等关键问题
。

在降

低消耗方面又着眼于降低煤炭的消耗量
。

他算了一笔账
:

若每艘一昼夜节省煤炭一吨
,

每月

约行十五夭
,

则每年可省煤一八 O 吨
,

统计册船
,

每年可省五千四百吨
,

每吨计银四两
,

合

计可 节 省 银 二万一千余两
。

这数 目十分可观
。

在加速轮船周转方面
,

他又算了一笔账
:
若

轮船多停泊一 日
,

每船耗费除煤价外
,

共需一百五十金至一百八十金
。

如果每埠每次均多停

一 日
,

每月已多耗洋银六
、

七百两
,

以合局三十船计之
,

每年不下二百万金
。

郑观应还作了

具体调查
,

发现有些船只在广东沙头停靠时间过长
,

即以每船每次最 少多停半天计
,

每月四

次
,

则每年每船多停二十四夭
,

等于轮船少走两次
,

约虚耗五千金
,

统全局之船而计
,

所耗

不下十余万金
。

郑观应认为要加速轮船转运时间
,

关键不在客载上
,

而在于装卸货物上
,

必须

把货物招揽充足
,

并事先准备好装卸力量
。

这都表明郑观应是懂得发挥资本的作用
,

资本的

周转愈快
,

资本的作用发挥得愈充分
,

企业获得的利润也就愈多
。

鉴于郑观 应 生 财 有道
,

18 8 3年
,

他被提升为招商局总办
。

中法战争后
,

郑观应因故离开了招商局
。

在战后该局因受洋行的削价竞争
,

又处在破产

边缘
。

洋务派盛宜怀
,

只得邀请熟悉船务的郑观应再次入局
。

`

郑观应怀着发展中国近代工业

的愿望
,

不 计个人的得失
,

毅然第二次入局
,

勇于挑起整顿招商 局 的 重 担
。

他及时拟订了

《 整顿招商局十条 》 ,

其要点如下
:

( 一 ) 船只要添新换旧
。

郑 观 应 主 张把那些载货少
、

烧煤多而
“
无岁不亏

”
的老式小船

,

作残价卖掉
。

并不惜工本的添造 新船
,

或租用他局船

只
。

只有这样才能投厚本赚大钱
。

( 二 ) 宜收罗
“
货物之揽载行或大商家之当手及熟识船务

者
”
为招商局所用

,

郑观应认为这是招徕生意的好办法
。

因为这帮人有能左右码头的力量
。

要拉拢这批人还必须使他们有利可 图
。 “

或以轮船买办
,

或迁就其水脚 ( 指运费 )
,

如其熟

识船务
,

则与以各 口买办
” 的职位

,

使他们乐意为招商局尽力效劳
。

( 三 ) 轮船往来周转要

调度得法
: 调度者要尽力避免轮船满载而去空船而回的弊病

。

郑观应指出调度的重要性
: “
调

度得法则得利
,

不 得法则失利
。 ”

例如招商局轮船运糟米北驶
,

在天津卸货后
,

不得空载

回沪
,

必需到牛庄去运货南返
。

郑观应从牛庄获得信息
,

该地每年运至汕头的豆饼一项就达

四百万 片左右
。

这样就可避免空船回沪之虞
。

郑观应懂得只要及时掌握商情信息也能为调度

得法创造条件
。

( 四 ) 堵塞买办诸人减报搭客数目的漏洞
。

在郑观应入局之前
,

招商局中诸

买办经常蓄意减报搭客实际数目
,

而从中贪污
。

此种漏洞若不加堵塞
,

不仅减少招商局的运

费收入
,

而 会招致各方面的歪风邪气
。

郑观应下决心刹住此 歪 风
: “ 通伤本局 各 船船主大

伙
,

随时随处认真枪查
,

如查有买办减报客数至十名者
,

则以其所得客数之人禅半奖励
,

或

查有与买办通同作弊者即除之
,

决不宽恕
” 。 “ 庶赏罚明而人思 自奋矣

” 。

⑧
· “
赏罚明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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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替经营管理的重要措施
。

贯彻以上几项兴利除弊的有力措施
,

招商局获得了新生
。

郑观应在管理企业方面还有一个好习惯
,

就是经常走出办公室
,

亲自作实地调查研究
。

如 1 8 9 3年春
,

郑观应作了
“
西巡长江

” 之举
。

对长江两岸重镇的商情与土货出口 的 大略 情

形
,

均加以如实的了解
。

这次郑观应在重庆停留了半个月之久
,

不仅了解重庆的商务情况
,

而且对发展四川省的经济
,

也提出了有益的见解
。

如看到川民所用的棉花
、

洋纱
、

绒布等物

都自外输入
,

认为四川省的当道应该提倡种植棉花
,

而后 “
购机纺织

,

实力兴 举
,

不 过 期

二
、

三年
,

必大有成效可观
” 。

可见郑观应在
“
招徕生意

”
方面确有非凡的才干

。

与 洋 商 争 利

中国的近代化企业
,

是在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夹缝中畸形发展起来的
。

因此
,

上

海轮船招商局从 18 7 2年创立不久就面临着与外商在华企业竞争的局面
。 18 7 7年

,

招商局虽然与

怡和
、

太古洋行签订了齐价合同
。

可是
,

到 18 8。年以后怡和
、

太古又暗中削价相争
,

使得招

商局亏耗颇巨
。

招商局的创办者为了挽救局面
,

就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将在太古洋行任职的

郑观应挖过来
,

为己所用
。

而接任帮办的郑观应认为只有继续与洋行签订齐价合同
,

才能缓

和消价竞争的不利局面
。

他经过多方交涉
,

就在 18 8 3年与怡和
、

太古轮船公司签订了为期六

年的齐价合同
。

合同中规定
: “ 以船吨位多少共分水脚

,

招商局看多数
。 ” ⑨其具体分派办

法
,

长江生意
,

商局得三十八分
,

太古得三十五分
,

怡和得二十七分 , 夭津生意
,
商局得四

十四分
,

太古得二十八分
,

怡和得二十八分
,
由北洋来往南洋各埠之船

,

也作出了相应的规

定
。

合同又规定三公司
“
所得水脚银两

,

以船之吨位多少
,

里数 迟速 统 算 均 分
,

同 心 合

力
,

不得有跌价争揽情事
。 ” L由于这次齐价合同

,

使得招商局的经营大有改 观
。

该 局 的

股票价由原来的三
、

四十两
,

猛回涨到一百六十两左右
。

郑观应也因而被升为该局的总办
。

不久
,

中法战争爆发
,

郑观应也因视事于抗法斗争而离开了招商局
。

到了 18 9 0年初
,

招商局

与怡和
、

太古所订的第二次齐价合同已期满
,

因而使招商局又陷入艰难局面
。

后期洋务派盛

宣怀只得再请郑观应重新坐镇招商局
。

但在第三次重订齐价合同时
,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在华

势力的加强
,

使得太古与怡和就狐假虎威
,

恃势欺人
,

在谈判合同时不仅要抬高池们的营利

比分
,
还伸手索取其他特权

。

郑观应就与谈判对手进行有理有节的抗 争
,

虽 作 了 必要的让

步
,

而对原则问题决不迁就
。

经过这次谈判
,

使招商局的营业又回到正常轨道上来
。

关于招商局与洋行签订齐价合同一事
,

过去史学界大都论者持否定态度
,

认为这是与外

国资本主义谋取妥协缺乏抗争的具体表现
。

这种评论虽怀有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义愤
,

但缺乏

对当时实际情况的分析
。

当时盘踞在中国沿海城市的洋行
,

它们的经济实力远远超过洋务派

创办的企业
。

在腐朽的清政府无力将外国洋行驱出国门之外的情况下
,

中国的近代化企业只

有两条路可走
,

要么坐视本国企业被 洋 行 所 扼杀和挤垮 , 或者 通 过订立
“
齐价合同

” 的

斗争
,

使本国企业站稳脚跟
,

取得发展
。

两害之间取其轻
,

因此
,

我们不 能 对郑 观 应签订
“
齐价合同

” 一事苛求
。

当然
,

与洋商争利若只局 限于
“
齐价合同

”
这一方式就失策了

。

因为 “
齐价

” 虽能通过

拉平营业价格来缓和竞争
,

但它并不能消除其他经营手段的竞争
。

这 一层郑观应也就早有所

觉察
,

1 8 9 3年
,

他在西巡长江时就发现
,

从汉 口至宜昌的客运货大都被怡和
、

太和所招揽去

了
。

他们 以水脚打折扣等手法以广招徕
。

郑观应针对这个薄弱环节
,

一方面在汉
、

宜段增添
·

水船 , 同时又仿照怡和太古
“
凡由客栈送客至船照九扣给界客钱

” 的办法 以招徕客户
。

郑观

应看到洋商的竞争手段无孔不入
,

知道 中方不能稍有疏忽大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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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后
,

外国资本主义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入畏
,

除老牌的英
、

法外
,

其他列强也

相继闯了进来
,

因而使招商局与外国轮船公司的竞争更趋激烈
,

再也不能用
“
齐价合同

”
的

老办法来对付了
。

第三次入局的郑观应面临强敌也不示弱
,

他就采取
“
合兵破曹

”
的策略

,

“ 拟先与怡和
、

日本
、

德国
、

宁绍等公司联合
”
来共同对付头号强敌太古公司

。

若太古公司

重演跃价相争的故伎
,

大伙就齐约与强敌
“
跃价与其争揽

” 。

招商局就是以这种拼搏精神来力

抗顽敌的
。

1 9 0 9年
,

招商局由官督商办改为商办后
,

郑观应出任该局的董事并被委为职司监

察的会办
。

郑就进一步健全招商局的办理章程和经营方法
,

来加强该局与外国轮船公司的竞

争能力
。

他积极建议该局开辟海外航线
,

至少要先开南洋一带
,

他认为
: “

香港无船以往星

架坡 ( 新加坡 )等处为大宗
,

现在南洋群岛华人皆知爱国
,

若本局有船来往
,

则汉旗招展
,

必引起华人之爱国心
,

生意比别家公司胜得多
。 ”

珍这个合理化建议虽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

但却充分表达了他为祖国开拓实业的雄心大志
。

总的说来
,

郑观应虽出身于买办
,

但他在本国企业任职的几十年中
,

对外国资本主义并

无奴颇卑膝之态
,

他为中华民族振兴实业弹精竭虑
,

堪称为一 个进 步 的 爱国的实业家
。

商 贾 之 道

“
以商贾之道行之

”
这是郑观应经过长期经营实践后

,

归纳出来的格言
,

也是他 自己在

管理经济工作中所奉行的准则
。

所谓商贾之道
,

简略的涵义就是按商人 的 利 益和 要求办企

业 , 按资本主义的一些经济规律行事
。

郑观应在脱离洋行工作 时
,

对洋 行也有他的留恋之

处
。

因为它的经营方式是完全按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规则办理的
.

既没有官场习气
,

也可 以

人尽其材
。

而洋务派所创办的民用企业都是官督商办的
。 “

虑官督
”
就成为郑观应初入招商

局时的主要忧虑之一
。

其实
, “

官督
”
是半封建国度中的必然产物

,

它对企业有时也会起一

定的保护作用
,

如能避免本国的土棍的阻挠和吏役的需索等
。

但总的来说
“
官督

”

会使企业

俨如官徐衙门
,

它不是护商而是病商
,

企业中的种种弊病均渊源于官办
。

郑观应对此曾愤慨

地指出
: “

全以官派行之
,

位尊而权重者
,

得以专搜其事 , 位卑而权轻者
,

相率而听命
。

公

司得有盈余
,

地方官莫不恩荐人越姐代谋
。 ”

鉴于此
,

他提出完全商办企业的主张
: “

凡通

商口岸
,

内省腹地
,

应兴铁路
、

轮舟
、

开矿
、

种植
、

纺织
、

制造之处
,

一律准民间开设
,

无

所禁止
,

或集股
、

或自办
,

悉听其便
。

全以商贾之道行
,

绝不拘以官场体统
。 ”

@

由于
“
商贾之道

” 的特征是以追求可能高的利润为唯一 目的
,

因此企业经营者都视企业

为
“
身心性命之图

” ,

因而懂得从原料购买到生产过程
、

流通过程和销售市场
,

都尽可能减

少费用和加快资本周转
,

以期获得更多的斑利
。

而
“
官督

”
对此均不屑为

。

郑观应 曾指出
:

“ 历观商务由官专办者终鲜获利
,

闻近年中国商情
,

惟棉纱匹头大占利益
,

上海纺纱局获利

甚厚
,

而官办的湖北织布局仍虞折阅
。 ”

其症结所在是负责管理的
“
各委员不免仍拘官场积

习”

L
。

郑观应认为
“
商贾之道

”
另一个优越性就是在企业中能民主 选举商董和进行 民主管

理
。

他认为企业一旦仿西法自举商董
,

组成管理机构之后
,

就能定期开会研究业务
,

并
“ 藕

以探本业的隆替
,

市而的赢结
,

与目前盛衰之故
,

日后消长之机
。 ·

一何者宜补救
,

何者宜

扩充
,

以类相从
,

各抒己见
。 ”

因而他预见商办企业的前途无 量
:

它 能利 无不兴
,

害无不

革
,

数十年后
,

中国商务之利有不与西欧并驾者吾不信也
。 ” ⑧可是

,

洋务派官僚对郑观应

的商办主张却水火不容
,

对经营企业却执中于官办或官督
。

如 188 9创办的汉阳铁厂
,

就是湖

广总督张之洞力主官办的钢铁联合企业
。

在当时也是东亚最大的钢铁厂
。

可是投产后
,

因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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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管理不善
,

以及销路不广等原因
,

使该厂亏本颇巨
,

弄得张 之 洞 自己也
“ 心力交困

” ,

难于维持下去
,

迫不得已在 18 9 6年交给盛宣怀招商承办
。

盛又马上委任有商办经验的郑观应

为该厂的总办
。

郑观应接任后
,

马上抓住厂 中的焦炭
、

技术
、

人才等关键问题
,

从而提高了

该厂的生产率和铁产品的质量
。

郑观应为了降低成本
,

通过盛宣怀向清 政 府准 从 优免税五

年
。

为了保证销路
,

又通过张之洞奏请朝廷明文规定
: “ 嗣后凡有官办钢铁料件

,

一律向哪

厂 ( 汉阳铁厂 ) 定购
,

不得再购外洋之物
。 ”

郑观应又考虑到这些事不是单靠几个行政命令

所能奏效
,

非 得 将 铁 路的官办修建权
,

操于 自己手中
,

才能保证铁厂 的销路
。

因此他要盛

宣怀向清政府力争铁路修筑权
。

若
“
铁路不归公接办

,

铁厂宜即退手
” L

。

这从表面上看似

乎郑观应只充当盛宣怀的争权夺利的帮手
,

实际上郑观应只是想借此将汉阳铁厂的经营纳入

“
商贾之道

” 而 己
。

到本世纪初
,

时转势移
,

当时中国几个重大的企业
,

如电报局
、

招商局等
,

均 被 北 洋

军阀袁世凯的势力所控制
。

他们对招商局尤以竭尽搜括之能事
,

使得该局
“
官气日重

,

亏耗

日柜
” 。

单从设立机构方面来看
,

北洋大臣在招商局托委了
: “

会办五人
、

坐办二人
、

提调

二人
、

稽查二人
、

正董事三人
、

副董事三人
、

遭务商蓝二人
、

帮办一人
,

其挂各领干修者颇

多
。 ” 至于 “ 亏耗

”
问题

,

可 以 1 9 0 9年为例
:

计全局二十九艘轮船结 余 水 脚 仅 四 万 八 千

余两
,

而开支正副会办五员的终津贴费就达二万五千两
,

共 占去结余款项之半
。

局 中的歪风

邪气在官气的庇护下
,

愈演愈烈
。

例如总船主蔚霞曾犯有不遵命令凿破丰顺轮锅炉的事故
,

龙事们屡请撤退
,

而该局会办们不问不闻
。

又如局中有人揭发赃私
,

不仅不查处
,

官职反而
“
蝉联如故

” , 各轮船买办对于所遗船 员缺额
, “

彻私 滥派
,

有数人共 办一 船者
,

分 利愈

多
,

侵匿愈甚
” 。

等等弊端
,

数不胜计
。

L凡此种之流弊的总根子就在北 洋 官 僚 衙 门 之

中
。

1 9 0 8年
,

袁世凯失势后
,

郑观应就大力串联同志申请组织招商局的商办事宜
。

经过他的

积极张罗
,

到 1 9 0 9年
,

招商局的商办得以成功
。

因而国人高度评价郑观应的功绩
: “

阁下热

心公益
,

为本局第一救星
,

同人莫不饮佩
。 ”

辛亥革命后
,

郑观应在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
,

并继续站在革命罪人盛宣怀的立场上
,

这

表明他在政治思想上是保守退步的
。

但他在经济思想上却一如既往
,

坚决反对北洋政府控制

轮船招商局
,

力主商办
,

这却是有利商民利益的
。

总之
,

从事企业生涯达半个世纪之久的郑观应
,

他的政治
、

经济思想基本上站在中国历

史发展的方面
,

他的实践活动也基本上符合时代前进的步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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