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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首先提出并系统论述实业救国思想的，应首推

郑观应。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在早期改良派 “商

为国本”的基础上，提出并论述了“商战固本”的“商

战”理论，把“商为国本”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

段。1893 年，郑观应又在“振兴商务”的基础上，进一

步提出“振兴实业”的主张，并在《盛世危言后编》中

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论述，从而形成了实业救国思想的

理论体系。对郑观应实业救国思想的深入研究和重新评

价，有助于加深对近代实业救国思想的认识。

一、郑观应的企业家业绩和所处时代背景

在中国近代史上，郑观应的名字是同 《盛世危言》
联系在一起的，以往学术界大多从思想家的角度对他进

行评介。实际上，郑观应不仅是著名的思想家，也是杰

出的企业家。郑观应的企业家业绩和所处时代，与他实

业救国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关系。
自洋务运动兴起后，由盛宣怀等人先后创办并经营

管理的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华盛纺织厂、汉冶萍铁

厂煤矿有限公司、铁路总公司、中国通商银行等大型企

业，囊括了中国近代的航运、电讯、纺织、矿业与金属

冶炼、铁路修筑和银行等诸多重要部门，构成了中国早

期近代企业的主体部分。值得一提的是，郑观应参与了

上述六大企业和企业集团的经营管理活动，并担任重要

领导职务，是盛宣怀最为得力的助手。盛宣怀创办、经

营管理近代企业所取得的成就，同郑观应的努力和贡献

密不可分。
据《郑观应年谱简编》记载，郑观应在 1878 年 11

月至 1921 年 5 月间，曾在上述六大企业和企业集团担任

织布局会办、上海电报局总办、上海机器织布总局总办、
轮船招商局会办及总办、开平煤矿局粤局总办、汉阳铁

厂总办、粤汉铁路总董、铁路公司总董、电报局总董、
江西萍乡及安徽宣城煤矿总董、广州商务总会协理等职。

郑观应具有杰出的企业家才能，在上述企业任职期

间成就非凡。其中，在轮船招商局处境艰难的时刻，曾

三次“入局”，并奇迹般地迅速扭转局面，使公司股价

飙升。郑观应经营管理近代企业的业绩与贡献，为他的

实业救国理论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为深入认识郑观应的实业救国思想，本着“知人论

世”的原则，有必要回到他所处的时代。郑观应出生于

中英签订南京条约的 1842 年。1860 年，英法联军攻陷北

京，逼迫清政府签订 《中英北京条约》、 《中法北京条

约》，沙俄趁机要挟清政府订立《中俄北京条约》，强行

割占乌苏里江以东的 40 万平方公里领土。郑观应对此十

分气愤，他说: “庚申之变，目击时艰，凡属臣民，无不

眦裂。”①《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华民

族的灾难更加深重，中国的半殖民地程度进一步加深了。

郑观应目睹国家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促使他把

心血倾注在著书立说上，以“危言”来唤醒苦难的人

们。《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

编》的撰写和相继多次出版、修改、再版，展现了他一

生著书立说的历程和良苦用心。郑观应实业救国思想的

形成，是同他的企业家实践和所处时代联系在一起的。

二、从“商为国本”到“商战固本”的飞跃

郑观应的实业救国思想，不仅同他的企业家实践和

所处的时代密切相连，而且有其思想上的渊源。他吸取

了早期改良派思想家的积极成果，又把时人的有关思想

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的驱动下，随着企业家阅历

和经验的逐渐积累、国家危机的日益加深，他的抵御外

侮、富强国家的思想也随之不断地丰富发展起来。郑观

应在“商为国本”思想基础上所提出的“商战固本”的

“商战”理论，是他实业救国思想的第一次飞跃，亦是

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思想的初始阶段。②

郑观应“商战固本”的“商战”理论，其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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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于五卷本《盛世危言》的《商战》和《商务》，有如

下五个要点: 一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二曰“以商

富国，以兵卫商”; 三曰兵战与商战二者缺一不可，但应

当以商战为主; 四 曰 以 兵 战 治 标，以 商 战 固 本; 五 曰

“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这第五点，是郑观

应“商战”理论的核心内容。郑观应在论述“兵战”与

“商战”二者的关系时，明确指出西方列强的历史经验

是: “泰西各国商务日振，国势日强，民生日富。”事实

上，郑观应的商战固本是把国家的综合实力作为“制西

人以自强”的资本，认为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二者虽然

缺一不可，但经济实力更为重要。
上述五点表明，郑观应的商战固本理论自成体系，

把王韬的“商为国本”思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

“振兴商务”理论又赋予“商战固本”理论以实践上的

意义。从“商为国本”到“商战固本”的飞跃，是郑观

应实业救国思想的初始阶段。

三、从“振兴商务”到“振兴实业”的飞跃

在郑观应的商战固本理论中，“商战固本”与“振

兴商务”有着大致相同的内涵。关于振兴商务的含义，

郑观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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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商贾具生财之大

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①

郑观应的商为“四业”之首的认识，在 1893 年前后

开始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一根本转变的主要标志是

“振兴实业”理论的提出。从“振兴商务”到“振兴实

业”，是郑观应实业救国思想的又一重大飞跃，亦是近代

中国实业救国思想的初步形成的标志。
近代中国“振兴实业”命题的提出，最早见于郑观

应 1893 年写给金苕仁的上书。他说: “查工艺一道，向

为士大夫鄙为末技，谓与国家无足轻重。不知富强之国，

首在振兴实业、改良制造，多设工艺厂。”从 1893 年到

1922 年郑观应逝世的 30 年间，他的“振兴实业”思想

有一个不断发展、丰富的过程。概括地说，郑观应的实

业救国思想有以下五个要点:

其一，从极力鼓吹“商战”、“振兴商务”到大力宣

传和推动“振兴实业”，在认识上完成了由“振兴商务”

向“振兴实业”的飞跃。1893 年以前，郑观应大谈特谈

的是“商战”与“振兴商务”; 1893 年以后，他所大声

疾呼的则是“振兴实业”，很少再谈及“商战”与“振

兴商务”。
其二，1893 年后的一段时间里，郑观应对“振兴实

业”的最初表述为“振工商”、“振兴工商”、“振兴农工

商”，并且对“实业”概念的涵义 ( 即含农、工、商诸

业) 作出了说明，论述了振兴实业与农工商的关系。他

在给孙燮臣的上书中提出“振兴农工”，主张“各省宜

研究实业，奖励工商”。
其三，在向政府官员和著名企业家建言献策时，论

述了“振兴实业”与富强国家的关系，阐述了“自强致

富”以抵御外侮的最新主张。在给金苕仁的上书中，郑

观应指出“富强之国，首在振兴实业”。在给梁纶卿的

书信中，郑观应说: “欲强国，先富国; 欲富国，先富

民。而富民之道，则不外以实业为总枢，欧美各国历史

昭昭可考。”②

其四，在向政府官员和著名企业家献策时，又论述

了“振兴实业”与发展教育的关系，对“实业救国”与

“教育救国”思想洪流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郑观应在给潘兰史征君的信中说: “自民国以来……其余

如振兴实业，发展教育，开辟荒地次第施行，未有不可

之理。”
其五，把倡导、实践 “振兴实业”，看成是自己一

生的重要使命。他在给何阆樵茂才的信中说: “观应置身

商界数十年……然无日不以提创实业为事……”③ 事实

表明，郑观应不仅是提出实业救国理论的思想家，也是

鼓吹实业 救 国 的 社 会 活 动 家，还 是 实 践 实 业 救 国 的

企业家。
郑观应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和企业家的特殊社会

身份，特别是他实业救国思想的系统性、丰富性与科学

性，使得他的《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出版后，

立即在社会舆论界、工商界产生了极具震撼力的影响，

实业救国思想迅速成为当时各党派及各界进步人士的共

识。从康有为到孙中山、毛泽东，无不对郑观应的《盛

世危言》珍爱有加。直到今天，郑观应的实业救国思想，

仍然是中华儿女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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