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近代资产阶级的
“
以商立 国

” 思想

张宁军

在以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为基础的中国

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史上
,

农为国本
,

以农立

国的思想 2 0 0 0 年间一直处于统治地位
.

但

是
,

大约 1 00 多年前
,

即在 19 世纪七八十年

代
,

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却猛然涌起了一股
“

商

为国本
” 、 “
以商立国

”

的思潮
。

它发展迅猛
,

很

快成为 19 世纪后半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主

流
。

它彻底冲垮了中国传统的以农立国的思

想
,

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面貌
.

这股思潮的鼓吹者是中国近代第一批资产阶

级思想家
,

深入研究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

的这股资产阶级的
“
以商立国

”
思潮

,

今天对

我们尤其具有启发意义
。

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
。

早在明

朝中期既已产生
,

但由于封建制度的阻碍
,

发

展极为缓慢
.

1 8峨0年鸦片战争后
,

中国的大

门被西方侵略者以武力打开
。

外国资本主义

的入侵
,

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

”

世纪 60 年代
,

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起家的

洋务派官僚为了对付人 民革命
,

加强自己的

军阀派系力量
,

在外国侵略者的帮助下
,

建立

起一些新式军事工业
。

70 年代初
,

他们又采

取
“

官办
”

或
“

官督商办
”

的形式
,

创办了一些

新式民用企业
。

这些洋务派官僚和主持这些

企业的大买办
,

即是中国大资产阶级的前身
。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
,

一些商人
,

地主或中小
官僚也开始投资创力

、

新式工业
,

到 80 年代
,

这种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已经有四五十个
,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
。

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产生的
同时

,

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资产阶级思想家
。

这

些人绝大多数是站在新生资产阶级立场上的

知识分子
.

他们有的是由封律知识分子转化

而来的
,

如王韬 ;有的是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

的
,

如马建忠
、

薛福成 ;也有新型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
,

如陈炽
。

除知识分子出身者外
,

也有

从事工商业活动的资本家
,

如郑观应
。

早期资

产阶级思想家都有较好的西学基础
,

几乎都

到过西方
。

他们是一批当时最了解西方情况

的人物
。

他们强烈要求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

济
,

把中国变成一个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
。

他

们著书立说
’

,

奔走呼号
,

为发展中国资本主义

大造舆论
。 “
以商立国

” 、 “
振兴商务

” ,

就是他

们提出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性口

号
。

资产阶级的
“
以商立国

”
思想

,

是作为地

主阶级
“
以农立国

”
的封建传统思想的根本对

立物出现的
.

它是对统治中国 2 0 0 0年之久的

封建传统经济思想第一次全面而彻底的否

定
。

中国封建传统思想把商列在士
、

农
、

工
、

商四民之末
,

资产阶级的
“
以商立国

” 思想则

认为商是四民之纲
,

地位最重要
。

薛福成说
:

“

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
,

农可通其所
植而植益盛

,

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
,

是握四

民之纲者
,

商也
. ” ①

郑观应也指出
: “

商以贸迁有无
,

平物价
,

济急需
,

有益于民
,

有利于 国
,

与士
、

农
、

工互

相表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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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②就是说

,

商是士
、

农
、

工三者发展

的推动者和带动者
,

它能够带动和促进科技

教育和农业
、

工业的发展
。

因此
,

它不是四民

之末
,

而应为四民之首
。

① 《庸庵海外文编
·

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 》

② `盛世危言
·

商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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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传统思想认为农为富国富民的

本业 或基础
,

资产阶级的
“
以商立 国

”
思想则

认为商是富国富民之本
。

郑观应指出
: “

稽古

之世
,

民 以 农 为本
;
越 今之时

,

国 以商 为

本
。 ’ ,

① 薛福 成说
: “

生财 之大端在振兴 商
务

。 ’ ,

②王韬认为
: “

商富即国富
’ ,

③ ,

商务发达
,

可以塞漏危
,

开利源
,

夺利权
。

所以
,

他们认

为
,

富国富民
,

必须振兴商务
。

如不注重商务
,

就会
“
四海困穷

,

民贫财尽
” 。

①

中国封建传统思想认为征服天下要靠农

战
,

资产阶级的
“
以商立国

”
思想则认为中国

要抵制列强侵略
,

与西方资本主义争强
,

则必

须靠商战
。

薛福成说
: “

昔商君之论富强也
,

以

耕 战为务
,

而西人 之谋 富强也
,

以 工 商为

先
。 ’ ,

⑥王韬认为
,

西方国家都是
“

以商力裕其

兵 力
,

兵力佐其商力
。 ’ ,

⑧中国要不被西方列

强灭亡
, “

必如西国兵力商力二者并用
,

则方

无意外之虞
。 ” ⑦郑观应则明确提出了抵制西

方列强侵略的
“

商战
”
思想

。

他认为西方列强
“

不独以兵为战
,

且 以商为战
。 ” ⑧商战比兵战

更危险
, “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 ’ ,⑨要抵制资本

主义的侵略
,

不仅要进行兵战
,

而且要进行商

战
,

只有
“

决胜于商战
”
协

,

才能挽救中华民族

的危亡
,

使中国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

所以
, “

欲

制西人 以自强
,

莫如振兴商务
” 。

。

既然商是四民之纲
,

立国之本
,

所以封建

传统的抑商政策和措施必须彻底抛弃
。

资产

阶级思想家愤怒谴责封建统治阶级
“

但有困

商之虐政
,

并无护商之良法 ; , @ “

袒媚洋商而

摧折华商
’ ,

L的倒行逆施做法
。

指出中国
“

好

持崇本抑末之说
” 。 ,

推行重农抑商政策
,

是

中国商务衰落的根本原因
。

为了振兴商务
,

他

们要求抛弃封建抑商政策
,

向西方国家学习
,

保护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

郑观应指

出
: “

西人以商为战
,

士
、

农
、

工为商助也
,

公使

为商遣也
,

领事为商立也
,

兵船为商置也
,

国

家不惜巨资
,

备加保护商务者
,

非但有益民

生
,

且能为国拓土 开疆也
。 ’ ,。 从这种必须保

商护商的观点出发
,

他们要求废除各项困商

弊政
。

如坚决裁撤厘金
,

就是他们在这方面的

一项重要主张
。

陈炽还主张制定商律
,

体恤商

情
,

以保护和促进中国商务的发展
。

他认为采

取这些惠商之政
,

中国商务就可以振兴
。

他们还主张抛弃歧视商人的封建贱商思

想
。

郑观应认为
: “

苟能一变隆古之习
,

视商如

士
,

… …礼以待 之
,

信以任之
,

… … 商籍准就
近应试

,

殷商准接见官长
。

商品既重
,

商人自

多
。

商户既多
,

商力愈盛
。

商力盛则气势转
,

气势转则商务旺
。 ’ , . 他主张国家对振兴商务

卓有成就的商人即资本家要重予褒奖
: “

宣令

民间纠合公司
,

大兴商务
。

如利蔽可兴
,

办有

成效者
,

国家给以称颂功牌
. ” 0 不仅在名誉

上给商人以表彰
,

而且在政治上也要提高商
人的地位

。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
,

商人政治地

位极其低下
,

商贾不得仕宦 为吏
,

几乎是封建

社会一条不成文的法律
。

郑观应认为
,

在政治

上给商人以平等的地位
,

是振兴商务的重要

条件
。

他说
: “

使为贾者不得 为官
,

则人或以商

务为浊流
,

而鄙夷不屑
。

乃为官者正不嫌其为

贾
,

则人将以商务为正路
,

而 龟勉以图
. ” 。郑

观应主张在朝廷设商部
,

在各省设商务总局
,

总局以下设分局
,

由
“

老成练达
,

有声望之殷

商
’

吧担任总办之职
。

商人要为官参政
,

是
“
以

商立国
”
思想在政治上的客观要求

。

总之
,

以

商立 国
,

不仅要求确立商业在经济上的首要

地位
,

而且要求提高商人在社会上的政治地

位
。

无论在经济上
、

政治上
,

还是在社会道德

舆论上
,

都要真正把商摆在立国之本的重要

地位
。

近代资产阶级的
“
以商立国

”
思想

,

是主

张大力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
。

近代资产阶级主张
“
以商立国

” ,

实质上

是主张以商为中心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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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代资产阶 级的
“ 以商立国

”
忍怒

他6’1 所说的商
,

不只是指商业
,

凡是和商业
、

外贸有关的各个行业
、

各项事务
,

实际上都包

括在他们所说的
“

商务
”
范畴之内

。

比如
,

陈炽

认为
: “

商之本在农
,

农事兴
,

则百物蕃而利源

可浚也 ;商之源在矿
,

矿务开
,

则五金旺
,

而财

用可丰也 ,商之体用在工
,

工艺盛
,

则万货殷

闻
,

而转运流通可以周行四海也
。 ” ①郑观应

也指出
: “

商出于士
、

农
、

工三者之力
。 ” ②振兴

商务必须使农
、

工
、

商各业都得到发展
。

从这

种认识出发
,

他们的
“
以商立国

” 、 “

振兴商务
”

主张
,

不只是要求发展商业一个部门
,

而是要

求以商为中心发展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
。

如

王韬主张的兴利
,

不仅要兴出洋贸易之利
,

而

且要兴开矿之利
,

织经之利
,

造轮船之利
,

兴

造铁车铁路之利
。

薛福成提出的商务之要
,

也

不仅有贩运
,

还有艺植与制造
,

即发展现代农
业生产与机器制造工业

.

郑观应在《商战》中

列举的十大商务纲 目更为全面
,

几乎包括了

当时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行业
:

1
.

振兴丝茶

二业 ; 2
.

广购新机
,

自织各色布匹 ; 3
.

购机器

织绒毡
、

呢纱
、

羽毛
、

洋衫裤
、

洋袜
、

洋伞等物
,

炼湖沙造玻璃器皿
,

炼精铜仿制种表 ; 4
.

造
纸

、

卷烟
、

酿酒制糖 ; 5
.

制丝茧
,

纺棉纱
,

制造

香水洋胰 ; 6
.

遍开五金
、

煤矿 ; 7
.

广制煤油
,

自

造火柴邝
.

整顿磁器厂务
; 9

.

以杭宁之机法
,

仿织外国给绸 ; 1 0
.

各关鼓铸金银钱
。

总之
,

中
国商务振兴之日

,

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各行

各业在中国全面发展之时
。

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

一个是大
机器生产力

,

一个是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剥

削关系
,

这二者
,

资产阶级思想家都极力称颂

并主张从西方照搬
。

他 fl’ 1非常强调中国采用资本主义大机器

生产
,

认为这是振兴商务的重要条件
。

郑观应

指出
: “

商务之原
,

以制造为急
;
而制造之法

,

以机器为先
. ’ ,

③把采用机器生产看成是振兴

商务的先急之务
。

薛福成论述了使用机器之

所以能使商务振兴的原因
,

他说
: “

有机器
,

则

人力不能造者
,

机器能造之 ,十人百人之力所

能造者
,

一人之力能造之
。

夫以一人兼百人之

工
,

则所成之物必多矣
。

然以一人所为百人之
工

,

减作十人之工之价
,

则四方必争购之矣
。

再减作二三人之工之价
,

则四方尤争购之矣
。

然则论所成之物
,

一人可兼十百
;
论所获之

价
,

一人可兼二
、

三
,

加以四方之争购其物
,

视

如减十减百之便利
,

而谓商务有不殷盛
,

民生

有不富厚
,

国势有不勃兴哉 !
” ④薛福成在这

里指出
,

用机器生产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 产

率
,

降低商品成本
,

提高商品竞争能力
,

从而

促进商务发展
。

他们不仅主张在各部门采用现代资本主

义先进生产力
,

而且主张采用资本主义经营

方式
.

他们反对洋务派创办新式工业所采取

的封建宫商政策
,

认为新式工业必须由私商

即私人资本家自由经营
。

马建忠指出
,

他提出

的讲求土货
,

仿造洋货及开采宝藏等项振兴

商务的措施
, “

其办理之法
,

总以商人纠股设

立公司为根本
。 ” ⑤郑观应也认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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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所禁止
,

或集股
,

或自办
,

悉听其便
,

全以商贾之道行
之

,

绝不拘以官场体统
. ’ ,。 他们极力赞赏这

种中国过去所没有的新式资本主义 生产关

系
,

认为它不仅是唯一能够促进中国商务振

兴的经营方式
,

而且是对中国资本家和中国

无产者都有利的经济制度
。

薛福成说
: “

余观

西洋用机器之各厂
,

皆能养贫民数千人或数
万人

。

盖用机器以造物
,

则利归富商 ; 不用机

器以造物
,

则利归西人
。

利归富商
,

则利犹在

中国
,

尚可分其余润以养我贫民
。 ’ ,⑦陈炽甚

至认为
,

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工人最有利
: “

富

人出资立厂
,

而贫民之工作者辄数千人
,

富民

之获利一二分而止
,

而贫民之工资增至倍菠

什伯而未已焉
。

故机器之兴
,

专以为贫民计
也

。 , ,

⑧
。

近代资产阶级的
“
以商立国

” 、 “

振兴 商

务
”

主张
,

实质上是在中国发展现代资本主义

大机器生产
,

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主张
.

近代资产阶级
“

以商立国
”

的思想
,

也是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进步思想家关于对外开

放
,

学习西方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

鸦片战争以

后
,

林则徐
、

魏源等进步思想家曾对封建的闭

关锁国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

他们主张学

① 《续富国策
,

创立商部说 》

② 《盛世危言
·

商战下》

③ 《盛世危言
·

商务五》

④ ⑦《庸庵海外文编
,

用机器殖财养民说 》

⑤ 《适可斋记言
·

富民说》

⑥ 《盛世危言
·

商务二 》

⑧ 《庸书
·

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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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
,

以战胜西方侵略者
。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
,

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

官僚
,

出于镇压农民起义和维护清朝统治的

需要
,

也主张学习西方现代军事技术
,

制炮造

船
。

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的
“
以商立国

”

思想

认为
,

西方国家的富强主要不在于他们船坚

炮利的军事技术
,

而在于他们
“ 以商立国

”

的

经济制度
。

马建忠以自己在西方的亲身体验

直接批判了李鸿章的洋务派观点
。

他说
:

欧洲

各国
“

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
,

求强者以得民心

为要
。

… …其制造
、

军旅
、

水师诸大端
,

皆其末
焉者也

。 ’ ,

①郑观应也批判洋务派的 自强之术

是
“
只知形战不知心战

” ,

是
“

舍其本而图其

末
,

遗其精意而袭其皮毛
。 ”

认为
: “

我国欲安

内而攘外
,

巫宜炼兵将
,

制船炮
,

备有形之战

以治其标
;
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

,
裕无形之

战 以固其本
。 ’ ,②他明确指出

: “

中国以农立

国
,

外洋以商立 国
’ ,③ ,

这是中国与西方制度

的根本区别
,

中国要赶上西方
,

战胜西方
,

必

须向西方学习
,

振兴商务
,

此外别无出路
。 “
以

商立国
” 、 “

振兴商务
” ,

是资产阶级思想家提

出的学习西方
,

对外开放的经济纲领
。

从以商立国的观点出发
,

他们更深入地

批判了封建的闭关锁国思想
。

他们指出
,

如果

说古代可以闭关锁国而治
,

那么
,

处于万国通

商的资本主义的时代
,

一个国家要独立于世

界市场之外
,

根本不可能
。

不振兴本国商务
,

只能在 国际通商中处于不利地位
,

致使国家

日益贫弱
。

薛福成说
: “

盖在太古
,

民物未繁
,

原可闭关独治
,

老死不相往来
。

若居今日万国

相通 之世
,

虽圣人 复生
,

必 不 置商务 为缓

图
。 ” ①马建忠也指 出

: “

夫处今之世
,

轮舟铁

道梭织寰中
,

而欲自囿于一隅
,

禁绝外人之往

来
,

势必不能
,

不若因其形而利之
,

以广我之

利源
,

推行尽善
,

国富民殷
。 ” ⑤认为中国必须

根据国际贸易的需要
,

一方面要
“

精求中国固

有之货
’ ,⑥ ,

即发展中国出 口商品的生产
; 另

一方面则要
“

仿造外洋之货
’ ,

⑦ ,

以减少外国

商品 的输入
,

争取使出口货多
,

进 口货少
,

以

获取更多的外汇收入
,

用现代技术改造中国

经济
,

系统地提出了一套以对外贸易为导向
,

在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主张
。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虽然产生了

资本主义经济
,

但封建主义仍然处于统治地

位
。

在世界 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时代里
,

一个

面临着被资本主义列强灭亡危险的落后的封

建主义国家
,

它的唯一出路
,

就是学习
、

采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

走资本主义道路
,

把自己

变成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

近代资产阶

级的
“
以商立国

”

思想
,

要求中国向西方学习
,

采用西法
,

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
。

这一思

想
,

符合 19 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

的要求
,

顺应了资本主义必然取代封建主义

的社会发展总趋势
,

因此在历史上具有巨大

的进步意义
。

“
以商立国

”
思想尽管在历史上的作用应

予肯定
,

但它毕竟是中国最初产生的资产阶

级思想
,

因此它在理论上还很不成熟
,

有许多

缺陷
,

它的作用因而受到了局限
。

封建生产方式是以 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
经济为基础的

。

由于生产力水平低
,

分工不发

达
,

农民既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农产品
,

也生产

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
。

地主剥削农

民的地租
,

也主要用于 自己消费
,

而不用于交

换
。

因此
,

在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里
,

商品

货币经济极不发达
。

资本主义社会则不同
,

生

产力水平大大提高
,

社会分工极为发达
,

社会

生产分化为无数个不同的部门和行业
,

各部

门
、

各行业又拥有无数个私人资本主义企业
.

这些部门
、

行业
、

企业既互相独立
,

又互相依

赖
,

他们通过商品交换而紧密联结为一个整

体
。

各部门
、

各行业
、

各企业的生产实际都是

商品生产
。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

几乎一切产品

都要经过流通过程
。

不仅劳动产品
,

而且连人

的劳动力也变成商品
,

也加入交换
。

封建经济

是落后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

资本主义经

济则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
。

产生这种区别

的原 因
,

是由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
两个建立在生产力发展 的不 同阶段上 的社

会
。 “

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
,

蒸
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 ’ ,

⑧生

① 《适可斋记言
·

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 》

② 《盛世危言
·

商战下 》

③ 《盛世危言
·

商务三》

④ 《庸庵海外文编
·

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

⑤ 《适可斋记言
·

巴黎复友人书》

⑥ ⑦《适可斋记言
·

畜民说》

⑧ 马克思
: 《哲学的贫困 》



论近代资产阶级的
“
以商立国

”
思怒

产力发展水平不同是资本主义社会优于封建

社会的基本标志
,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对
立不过是手工磨和蒸汽磨的对立在流通领域

里的表现而已
.

资本主义国家比封建国家富

强不是由于它实行了商品经济
,

而是由于它

高度发达的大机器生产力和较封建制度更能

促进生产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

资本主

义财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

的
,

流通过程并不生产财富
。

以现代大机器生

产力为手段
,

在生产过程中榨取工人阶级创

造的剩余价值
,

这才是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的

富强之本
。

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是
“
以商立国

”

的观点
,

显然没有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的本

质
。

把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对立归结

为
“
以农立国

”
和

“
以商立国

”

的对立
,

显然是

一种停留在封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表面现

象上的极为肤浅的认识
。

中国早期资产阶级
思想家所以会把商看成资本主义的本质特

征
,

有其客观的和历史的原因
.

第一
,

是由于

他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缺乏深入的了解
。

中国资本主义很不发达
,

基本上是一个以封

建农业为主的国家
,

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很

难从中国的实践中认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各
个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

。

他们来到西方
,

第一

眼看到的就是为中国这个封建古国所没有的

繁荣的商品货币经济
,

这种明鲜而强烈的对
照

,

很容易使他们把商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本

质
。

第二
,

西方资本主义当时对中国经济侵略

的形式
,

也加强了他们这种认识
。

19 世纪中

后期
,

正是西方 自由资本主 义的鼎盛时期
。

“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
,

驱使资产阶级奔

走于全球各地
。 ” “

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
,

是它

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
、

征服野蛮人最顽强

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 ’ ,

①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正

是在西方资产阶级向中国推销商品
,

远来中

国经商时认识西方资本主义的
.

而落后的中

国正是由于在中西贸易中不是西方资本主义

的对手
,

才遭受重大的经济损失
,

而积贫积弱

的
.

这种情况也使近代资产阶级把
“
以商立

国
”

看成西方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
,

把振兴商

务看成中国走向富强的根本出路
。

第三
,

在生

产与流通的关系上
,

虽然生产决定流通
,

但流

通又会反过来给生产以极大的推动力
。

资产

阶级财富是在生产过程 中创造的
,

但离开流

通
,

没有流通过程的发展
,

资本主义生产就无

法进行
,

资产阶级的财富就不能增殖
。

中国资

产阶级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

但在封建抑商

政策的摧残下
,

中国市场萧条
,

交通落后
,

封

建关卡林立
,

资产阶级的买卖活动到处受阻
,

不扫除流通过程中的封建障碍
,

不振兴商务
,

没有流通的强大推动力
,

中国资本主义生产

活动就难于蓬勃发展
。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迫

切需要从振兴商务中获得发展的强大推动

力
。

这也是早期资产阶级把
“
以商立国

” 、 “

振

兴商务
”

作为其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纲

领 口号的一个重要原因
。

不正确的理论纲领的作用不可能持久
。

到 19 世纪 90 年代
,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生产

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进步
, “
以商立

国
”
思想便逐渐被人们摈弃

,

失去了它在经济

思想舆论界的领导地位
。

首先
,

七八十年代鼓

吹
“
以商立国

”

的一些思想家
,

到 90 年代
,

开

始自我否定了
。

曾经提出商握四民之纲的薛

福成
,

于 1 8 9 3 年提出了
“

工实尚居商之先
”

的

观点
: “

泰西风俗
,

以工商立国
,

大较恃工为

体
,

恃商为用
,

则工实尚居商之先
。 ” ②郑观应

也在 19 0 0 年提出
“

西人之富在工不在商
。

盖

商者运 已成之货
,

工者造未成之货
,

粗者使

精
,

贱者使贵
,

朽废者使有用
。

有工艺然后有

货物
,

有货物然后有商贾耳
。 ” ③他们实际上

否定了商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心的
“
以商立国

”

思想
。

18 9 5 年
,

资产阶级思想家张容对早期资

产阶级思想家鼓噪一时的
“
以商立国

”
思想进

行了直接的批判
。

他说
: “

世人皆言外洋以商

务立国
,

此皮毛之论也
。

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

本实在于工
。

讲格致
,

通化学
,

用机器
,

精制

造
,

化粗为精
,

化少为多
,

化贱为贵
,

而后商贾
有愚迁之资

,

有倍菠之利
。 ’ ,

④他尖锐地指出
,

认为资本主义是
“
以商立国

” ,

那是停留在表

面现象上的
“

皮毛之论
” ,

认为大机器工业才

是资本主义经济之本
。

1 8 9 7 年
,

梁启超提出

了中国必须
“
以工立国

” ⑤的论断
。

1 8 9 8 年
,

康

① 马克思
、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② 《庸庵海外文编
·

振百工说 》

③ 《盛世危言
·

技艺附言 》

④ (张季子九录
·

政闻录
·

代鄂督条陈立国白弧疏 》

⑤ 《饮冰室文集
·

变法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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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提出了中国必须
“
定为工国

”

的观点
,

主

张
“

成大工厂以兴实业
” ①

。

从 2 0 世纪开始
,

“

以工立国
” , “

振兴实业
”
的 口号便成为中国

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了
。

早期

资产阶级
“
以商立国

” 、 “

振兴商务
”

的 口号完

全退出历史舞台了
。

由于仅仅停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现

象上
,

所以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在鼓吹学 习

西方
,

以商立国时
,

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表

面繁华极力赞颂
。

在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看

来
,

西方
“

商贾通而生路 日广
” ②

,

中国只要振

兴商务
,

就可以
“

为天地养无算穷民
,

为间阎

广无穷生业
。 ’ ,

③但是
,

到 19 世纪末
,

随着资

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成熟
,

不仅
“
以商立国

”
思

想被缤弃
,

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讴歌声也日趋

消失
。

在批判
“

以商立国
”
思想的同时

,

资产阶

级思想家也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

矛盾的揭露与指责
。

他们指责资本主义造成贫富对立
,

加剧

了社会的动乱
。

严复在 1 8 9 5 年指出
,

资本主
义经济的发展

,

造成了奸雄的垄断
, “

垄断既

兴
,

则 民贫富贵贱之相悬
,

滋益远矣
。

… …是

以国财虽雄而民风不竞
,

作奸犯科
、

流离颠沛

之民
,

乃与贫国相若
,

而于是均贫富之党兴
,

毁君臣之议起矣
。 ’⑧谭嗣同也认 为

,

资本主

义制度下
, “

惟富有财者始能创事
,

富者日盈
,

往往坍于国家
,

甚乃过之
;
贫者谁倚富室聊为

生活
,

终无自致于大富之一术
。

其富而奸者又

复居积以待奇赢
,

相率把持行市
,

百货能令顿

空
,

无可购买
;
金镑则能令陡涨至倍

,

其力量

能令地球所有之国并受其损
,

而小民之隐受

其害
,

自不待言
,

于事理最为失平
。 ’ ,

⑤

康有为还批判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竟争和

生产无政府状态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
。

他

说
,

资本主义竞争不择手段
,

损害人 民利益
,

败坏社会道德
。 “

若夫商业之途
,

竞争尤烈
,

高

才并出
,

骋用心计
,

穿金刻石
,

巧诈并生
。

由争

利之故
,

故造作伪货以误害人
,

若药食舟车
,

其害尤烈者矣
。

即不作伪
,

而以劣 之货妄索

高资
,

欺人 自得
,

信实全无
,

廉耻暗丧
.

及其同

业之争
,

互相倾轧
。

甲盛则 乙妒之
,

丙弱则丁

快之
,

当其争利
,

跃先恐后
,

虽有至亲
,

不相顾

恤
,

或设阱陷
,

机诈百生
,

中于心术
,

尽其力之

所至而已
,

无余让以待人矣
。

资性之日坏
,

天

机之 日丧
,

积久成俗
,

以此而欲至性善之世
,

岂可得哉 !
’ ,⑧ ,

在谈到 资本主义 生产无政府
状态时

,

他说
:

资本主义生产人人各 自为谋
,

不能统筹安排
,

造成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
:

“

即大作厂机场之各自为谋
,

亦不能统算者

也
。

不能统算矣
,

则各自制物
,

则必至甲物多
而有余

,

乙物少而不足
,

或应更新而仍守旧
,

或已见弃而仍力作
.

其有余而见弃者则价必

贱
,

不足而更新者价必昂
,

既有贵贱
,

则贫富
必不均

,

而 人格必 不平
,

无 由致太平之怡
。

… …夫以全地之工人统算
,

其作器之见弃
,

其

为恒河沙无量数
,

不知加几零位矣
。

… …而今

以无量数之工人之作器而弃之
,

是弃无量数

之人
,

弃无量数之 日力
,

弃无量数之精神及其

他一切无量数之衣食宫室器用也
。

又 岂止暴

珍天物 而 已哉 ! ’ ,

⑦总之
,

资本主义竞争和生
产无政府状态不仅给社会经济带来损害

,

使

人民利益遭到破坏
,

而且使人的道德品质日

益堕落
。

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家不仅更深刻地揭

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矛盾和弊端
,

而且

企图通过平均地权
,

节制资本等手段不来消除

或防止这些矛盾和弊端
。

19 世纪末期
“
以工立国

”
口号的提出

,

说

明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

识已经透过流通的表面现象而深入到生产领

域了
。

而他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种种弊

端的揭露
,

则说明他们已经触及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的对抗性本质了
。

既然近代资产阶级

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已经深入到这种生产

方式的本质和 内部矛盾了
, “
以商立国

”

这种

反映资本主义经济表面现象的浮浅理论 自然

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

“

以商立国
”
口号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

上时兴了一二十年之久
,

它标志着中国资产

阶级经济思想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
。

研究它

的内容
、

特点
、

地位
、

作用
,

有助于我们认识中

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发展变化的规律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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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康有为政论集
·

请励工艺奖创新析》

② 《适可斋记言
·

玛赛复友人书 》

③ 《续富国策
·

制机之工说》

④ 《原强》

⑤ 《报店拂尘书 》

⑥ ⑦《大同书
·

去产界公生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