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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清末实业经营家郑观应

的经济管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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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论述 了 19 世纪后半叶有开拓型的经济企业管理家郑观应的经济管理思

想
。

主要论证了他提出的
“
因变达权

”
总体变革思想

,

重视竞争主张
“

商战
”
的思想

,

提

倡商办股份公司
、

反对企业官办的思想
。

上述思想古为今用
,

叶今天的改革开放仍有借鉴

启迪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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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后半叶
,

随着我国近代新式工业的出现
,

产生了第一代开拓型的经济企业管理

家
,

如郑现应
、

唐廷枢
、

徐润
、

陈启源等
,

最有代表性的要算郑观应
。

郑观应 ( 184 2 -

19 22 ) 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实业经营家
,

他生活在 19 世纪后半叶的洋务运动时代
,

一生致

力于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管理活动
。

他不仅在管理实践方面有丰富的实际经验
,

而且

著书立说
,

在学术上也颇有造诣
。

代表作 《盛世危言》
,

具有强烈的救亡时代气息
,

被当

时誉为
“

中西利弊透辟无遗
,

皆可施诸实事
”

的名著
。

郑观应擅长于经济管理决策的构想
,

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方面
,

他提议的管理决策
,

`
改稿日期

: 2X( 刀一 11 一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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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明确
,

措施有力
,

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

他具备这种管理素质
,

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

的
:
第一

,

他阅读过不少英文书刊
,

视野开阔
,

提出经济决策时
,

总是借鉴西方的管理经

验
,

进行中西比较
,

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
,

不墨守陈规
,

不洛守祖宗成法
,

时代应变观念

较强
。

第二
,

他有较强的活动能力
、

组织能力与开拓性的创造力
。

象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

现的机器制造局
、

轮船招商局等
,

之所以能得以创建和发展
,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担任

了要职
,

其管理才能得到发挥
。

第三
,

他具有综合的多方面管理知识结构
,

既包括工业
、

商业
、

金融等领域
,

又涵盖了铁路
、

航运
、

电讯
、

纺织
、

采矿等工业领域
。

第四
,

他本人

长期从事企业的决策管理
,

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

其管理才智是在为外商洋行服务的实

践中逐步形成
,

又在本国民族企业中得到施展与应用
。

即
“

初则学商战于外人
,

继则与外

人商战
。 ” 〔’ 〕他是一位继承和发展了林则徐

、

魏源
“

师夷制夷
”

思想的爱国主义经济管理

家
。

下面从三个方面详细介绍一下他的经济管理思想
,

重点介绍一下他的商办股份公司
、

股份制的思想
。

一
、

提出
“ 因变达权

” ,

主张总体变革

在宏观管理方面
,

郑观应的思想是坚持一个
“

变
”

字
,

即坚持变易原则
。

这是十分深

刻的思想
,

经济体制要变
,

不能老守祖宗之法
,

政治体制
、

教育体制即人才的培养体制也

要变
,

中国才能强盛
。

他说
: “

天道数百年小变
,

数千年大变
” 、 “

物极则变
,

变久则通
,

虽以圣继圣而兴
,

亦有不能不变
,

不得不变者
” 。

图他主张中国经济要
“
巫思控制

,

因变达

权
” ,

要尽快采取措施因势变革
,

使中国和欧洲列强能够并驾齐驱
。

要达到中国与外国并

立
,

公法
、

兵制
、

武器
、

交通运输工具
、

自然科学
、

工矿贸易
、

农业等都要变易
。

他说
:

“

欧洲各国
,

动以智勇相倾
,

富强相尚
,

我中国与之并立
,

不得不
`

巫思控制
’ , `

因变达

权
’ 。

故公法约章宜修也
,

不修则彼合而我孤 ; 兵制陈法宜练也
,

不练则彼强而我弱 ; 枪

炮器械宜精也
,

不精则彼利而我钝 ; 轮船
、

火车
、

电报宜兴也
,

不兴则彼速而我迟 ; 天

球
、

地舆
、

格致
、

测算等学宜通也
,

不通则彼巧而我拙 ; 矿务
、

商通
、

耕织绪事宜举也
,

不举则彼富而我贫
。

隐 ! 世变无常
,

富强有道
,

惟准今酌古勿狙于陈言
,

因时制宜勿拘于

成例
,

力行既久
,

成效自征
。 ”
阁

郑观应急思变易的管理思想
,

是基于当时严峻的客观现实
。

19 世纪 90 年代初
,

他深

有领悟地指出
: “

势强则理亦强
,

势弱则理亦弱
,

势均力敌
,

方可以言理言公法
。 ”

由此话

看到
,

他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较深的认识
。

对于他们只能讲
“

力
” ,

而不能讲
“

理
” ,

有力

才有理
,

无势便无力 ; 力强理也强
,

势弱理也弱
。

此观点是很深刻的
。

从变易思想出发
,

在行动实施上
,

他提出总体变革的决策构想
,

主张不仅要改革经济结

构
,

而且要改革权力结构
,

即政治体制改革
。

1以刃年他在 《盛世危言后编
·

自序》 中说
: “

有

国者苟欲攘外
,

巫须自强 ; 欲自强
,

必先致富 ; 欲致富
,

必首在振工商 ; 欲振工商
,

必先讲

求学校
,

速立宪法
,

尊重道德
,

改良政治
” 。 “

政治关系实业之盛衰
,

政治不改良
,

实业万难

兴盛
。

查欧美政治革命
,

商人得参与政权
,

于是人民利益扩张
,

实业发达
” 。

他看到政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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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结构的变革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

这一点很可贵
。

此思想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

教育要改革
,

人才要培养
。

19( 巧年任粤汉铁路公司总办时
,

他主张总体改革
,

认为筑

铁路要与设学堂
、

开银行
、

办机器厂同时并行
。

所需的人才
、

资金
、

设备
,

不能长期依赖

外国
,

应依靠本国的力量办教育
,

培养本国工程技术人员
,

这些思想无疑是真知灼见
。

二
、

重视竞争
,

主张
“
商战

”

商品经济
,

必有竞争
,

优胜劣汰
。

郑观应早就看到这是规律
,

主张和外商
“

商战
” 。

他说
: “

泰西各国举凡利之所在
,

趋之如狂
” , “

中国商民株守故乡
,

乏于远志
,

求如洋人

之设公司集巨款涉洋贸易者
,

迄今尚鲜其人
。 ”

41[ 认为
“

外洋以商立国
” , “

借商以强国
,

借

兵以卫商
”

而
“

兵之并吞
,

祸人易觉 ; 商人倍克
,

敝国无形
。 ”

而且商战在抵御外国侵略

方面比兵战更重要
,

提出
“
习兵战

,

不如习商战
” 。

阁他 自己就是
“

初学商战于外人
,

继则

与外人商战
。 ”

郑观应的商战对策是针对外国资本侵夺中国市场而发的
。

当时西方国家生

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
,

建立了大工业和世界市场
,

中国的大门已被打开
,

成为

世界市场的组成部分
。

廉价商品是西方各国征服中国的重炮
,

如果不想灭亡
,

不被征服
,

只有面对现实改变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
,

积极主动地起来迎战
。

郑的商战 口号
,

是一个鼓

舞人心激励斗志的口号
。

此外
,

从我国商业管理史上看
,

历代王朝奉行抑商政策
,

视商贾

为
“

市井小人
” ,

自由买卖和自由竞争被视为荒唐现象和社会瘟疫
。

如今却有人敢于提出

要和外国洋人在市场上作一番较量
,

重视商业主张商战
,

这对我国中世纪被压制的商民来

说
,

对于商人不能自由竞争
,

自由买卖的历史来说
,

是有积极作用的
。

对于当前我国改革

开放中增强商品竞争
,

市场意识
,

重视价值规律作用无疑都有借鉴作用
。

所谓商战
,

就是凭借本国的力量与外国资本在市场上展开竞争
。

在竞争激烈市场行情

多变的条件下
,

经济信息对于竞争的胜负起决定作用
。

因此
,

郑观应主张兴办现代化的通

讯设施一电报业
。

1881 年他对李鸿章说
: “

各口通商码头
,

自洋人设立电报以来
,

华商 日

困
,

市情朝暮反复
,

洋商操纵自如
,

此在西学算家谓之速力敌平力
。

虽间因有电之处彼此

同速
,

仍就平力 ; 而无电之外
,

利钝终判天渊
。

是诚今日商务致病之由
,

而我国家利权之

重轻亦隐受其制者也
。 ”
困他对两江总督左宗棠报告设置电报的重要性时说

: “

洋商自上海

贩运至外国
,

其数万里消息通于顷刻 ; 华商自内地贩运至上海
,

则数百里消息反迟于彼

族
,

以至商贾日困
。 ”
川可见先进的科技及应用在商战中是多么重要

。

他主张学习西方科学

技术为我所用
。

他说
: “

夫欲制胜于人者
,

必尽知其成法
,

而后能变通
,

变通而后能克

敌
。 ”

sj[ 为在商战中克敌致胜
,

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为我所用
,

是郑观应的重要经济思

想
,

这与在当前我们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及人类文明一切积极东西的思想是一致的
。

为了在商战中取胜
,

他主张实行减低或免征出口税和重征进口税的关税保护政策
,

反

对资本主义列强所强加给中国的
“

协定关锐
” 。

他说
: “

外国与中国进 口之货
,

税从其重 ;

而洋货之进 口
,

税欲其轻
。

又华人到其国贸易
,

须照例纳款
,

按名报缴
,

岁有常规 ; 而洋

人在中国经商并无此费
。

试将中外接待情形两相比较
,

直有云泥之隔
。 ”

9j[ 又说
: “

洋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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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则输半税 ; 土货出外洋
,

则加重征
。

资本纵相若
,

而市价则不同
,

洋货可平沽
,

而

土货必昂其值
。

颠倒错紊
,

华商安得不困
,

洋商安得不丰 !
” 〔’ 。〕

商战不仅要重视战略决策
,

而且也要讲究竞争战术
。

郑观应重视将古代作战谋略应用

于近代的商业竞争
。

例如
,

他把三国时期的
“

合兵破曹法
”

用来对付外国在华资本的冲

击
。

20 世纪初国内航运业和外国在华的轮船公司之间竞争 日趋激烈
,

上海招商局的竞争对

手已由原来的怡和
、

太古两公司外
,

又增加了德
、

日等国的轮船公司
,

郑观应
“

拟先与怡

和
、

日本
、

德国
、

宁绍等公司联合
”

集中力量对付太古
,

用
“

跌价与其争揽
”

的办法战胜

对方
,

他把这个办法称之为
“

合兵破曹之法
” 。 〔川为了在竞争中取胜

,

郑观应还主张整顿商

务
,

仿照西方的做法
,

速定有关商务的法律
。

总之
,

他重视竞争主张商战的思想对当今仍

有启迪作用
。

三
、

提倡商办股份公司
,

反对企业官办

提倡商办股份公司
,

利用股份制筹集资本
,

反对企业官办
,

是郑观应的重要经济管理

思想
,

并将其付诸实践而取得了显著成效
。

对于近代企业的管理体制
,

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对发展经济有利
,

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

过程
。

甲午战争以前
,

他主张商办
,

但不反对政府干预企业的官督商办体制
,

认为政府参

与企业的领导和监督
,

能够得到政府的垫借款项
,

资助贷款
,

有的还给予分年还本
,

缓付

利息的优待 ; 有的企业还享有免税
、

减税和其他营业特权
。

这些都由官吏庇护以求企业有

所发展的措施
,

郑观应对官吏护持抱有很大希望
。

他说
: “

第商务之战
,

既应借官吏为护

持
,

而工艺之兴
,

尤必借官权为振作
。 ” 〔’ 2 1但对官营休制的弊病

,

他也早有察觉
。

甲午战争

以后
,

经营腐败日趋严重
。

他改变了对官营经济体制的看法
,

转而采取反对的态度
,

极为

主张企业应由私人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兴办最为优佳
。

19 世纪 so 年代
,

郑观应曾主张在造

船业中可以实行官营与私营同时并存发展的管理体制
。

提出
“

官局商局并行不悖
” 。

船业

经营
,

两制并存
,

必然带来竞争
,

竞争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
。

他批评官办企业经营腐

败
,

鼓励
“

商贾之道
” ,

实际上就是按照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来管理企业
。

兴办近代企业
,

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资金短缺
,

郑观应以其长期经营企业的经验
,

并借

鉴外国的做法
,

认为通过股票市场可以非常有效地使用资本
,

因为可从众多的小股投资者

那里吸取资金
,

并且在不增加借款的情况下用于公司的投资
,

所以他极力主张学习西方以

股份公司的管理方式来兴办企业
,

是我国最早主张股份制经营的企业家之一
。

他认为日本

经济发展快
,

正是由于它学习了西方股份集资的方式取得了成效
。

他说
: “

考 日本
,

东流

一岛国耳
。

土产无多
,

年来效法泰西
,

力求振作
。

凡外来货物
,

悉令地方官极力讲求
,

招

集集股
,

设局制选
,

如有亏损
,

设法弥补
,

一切章程听商自主
,

有保护而绝侵挠
。

用能百

废俱举
。 ” 〔l3j 为此

,

在 19 世纪 80 年代就主张铁路也可招商承办
,

鼓励商人投资
,

他说
:

“

如民间有认造火车路者
,

特免其捐输
,

并保其五厘出息
,

如官利不足
,

每年由该省地丁

顶下拨补
,

以昭大信
,

以广招徕
。 ”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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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是中国电报企业的创始人之一
,

他将股份制的经营方式运用此业并取得了成

功
。

18 80 年经清政府批准
,

中国开办第一条陆路电线一津沪电线
,

郑任总办 (上海电报分

局 )
,

188 1年 12 月投人使用
,

全线三千公里
,

用银 178 《XX) 两
。

1882 年电报局改为官督商

办企业
,

用股份公司的形式筹集资本
,

据 1882 年 5 月 9 日 《申报》 透露
,

电报局的股票在

上海
“
不胫而走

” ,

争购股票热烈
,

价格由面额 100 两上升到 150 两
。

招股顺利原因是
,

当

时轮船招商局
、

开平煤矿推行股份公司的办法已见成效 ; 电报设备简单
,

资本不多
,

收效

很大
,

有厚利可图 ; 此外
,

郑观应
、

经元善等人在企业界的信誉和号召力也是重要因素
。

电报局经十多年修建和扩充已初步形成全国电讯网
。

其经济效益也是显著的
,

开始营业不

到三年
,

还清 了所欠的全部官款
,

1882 年电报费收人银 61 仪旧余两 ; 五年之后
,

收人

41 仪众〕余两 ; 又五年
,

达 63 1
200 余两 ; 1895 年上升到 1 155 (联 ) 两

。

网 在不到 巧 年营业收人

上升几乎近 20 倍
。

股东享受 10 % 的官利外
,

还可 以参与股息分配
。

年股息大都在 7% 的水

平
,

个别年分高达 so % 以上
,

这在当时的新式企业中是少见的
。 〔’ 6〕电报通信网的产生与形

成
,

标志我国信息传递管理进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

从而结束了我国几千年来骤站传递的

古老传统
。

办好股份公司在于民主管理
。

作为企业权力机构的董事会
,

在西方一般都是由股东大会

选出董事若千人组成
,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企业全局性重大问题
。

郑观应也主张此法产

生管理机构
。

他说
: “

当听工商仿西法投筒自举商董
。 ”

商董定期召开股东大会
, “

洞启重门
,

同业咸集
,

籍以探本业之隆替
,

市面之盈细
,

与目前盛衰之故
,

日后消长之机
” , “

何者宜补

救
,

何者宜扩充
,

以类相从
,

各抒己见
。

司董择其切当可采者汇而记之于册
” ,

贯彻执行
。

只有这样做
,

才能达到
“

利无不兴
,

害无不革
,

数十年后
,

中国商务之利有不与欧西并驾

者
,

吾不信也
。 ” 〔’ 7〕郑观应认为办好企业应通过选举的办法使那些为企业谋公益而又有经营才

干的人当董事
,

并主张差额选举法
,

以票多者当选
。

这些思想是很有见地的
。

为了解决资金等问题
,

郑观应曾有过招集外资实行华洋合股经营的构想
。

189 6 年汉阳

铁厂由官办改为商办
,

盛宣怀任督办
,

郑任总办
。

鉴于
“

铁厂矿务
,

人材难
,

私弊多
,

糜

费巨
” ,

他曾提出华洋合办的意见
,

并打算亲自到英国的吨士荡郎厂和德国克虏伯厂去面

商
, “

准西人人股银三分之一
,

我华商占三分之二 ; 华董事四人
,

洋董事二人 ; 以西人为

副理
,

华人为总理
。

所有用人理财之权悉归总理
” ,

如聘用洋匠
,

则与副理商酌办理
。

郑

说这样做有三条好处
:
一是

“

易得真材
,

不致糜费 ,’; 二是华洋互相稽查
,

不虑作弊
” ; 三

是
“

欲用巨款
,

出厂公债票向外国银行抵借
,

分年本利清还
,

虽二三千亦不虞其难
” 。

郑

利用外资办中国企业的构想在当时是可取的
,

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

另外
,

他还十分重视银

行的作用
,

讲办银行有十大好处
, “

为百业总枢
” ,

是经营货币资本的企业
,

在他的促使

下
,

中国第一家银行一中国通商银行诞生了
。

纵观郑观应一生实业走过的道路
,

他不仅是民族资本家
,

而且还是一个精明能干的经

营管理家
,

他的经济管理思想
,

尤其是关于股份制的思想
、

合资经营的思想
、

学习西方先

进科学技术的思想
、

思
“

变
”

勇进的思想
,

在今天看来十分难能可贵
。

(下转 so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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