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 谈郑 观应 的商 战思 想

张 华 腾

郑观应 (1 8 4 2一 1 9 2 2) 字正翔
,

号陶斋
,

别号特鹤山人
,

广东香山县 ( 今中山县 )

人
,

是一个由买办转化而来的民族资本熟 戊戌变法前影响较大的资产阶 级维 新思 想

宋
.

他的维新思想
,

倾注在其著作 《 盛世危言 》 一书中
。

书中他论 述广泛
,

涉 及 到 政

台
、

经济
、

军事
、

文化的各个方面
,

他的与帝国主义进行商战的经济思想
,

是其整个思

原休系中的核心内容
.

十九世纪 七十到九十年代
,

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
, “

开

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
,

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
”

①
。

帝国主义列

强把中国的邻邦一一缅甸
、

越南
、

朝鲜等变成殖民地的同时
,

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
,

在

用武装疯狂地侵略中国的同时
,

加紧进行经济侵略
。

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对华倾销商品
.

其结果
,

不仅使中国手工业部门遭受了沉重打击
,

日益衰落下去
。

而且
“

洋布
、

洋纱
、

洋花边
、

洋袂
、

洋 巾入中国
,

而女红 ( 工 ) 失业
;
煤油

、

洋烛
、

洋灯入中国
,

而东南数

省之柏树皆弃为不材
; 洋铁

、

洋针
、

洋钉入中国
,

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
。

此其大者
,

尚

有小者
,

不胜枚举
·

… …华人生计
,

皆为所夺矣
”

②
。

在这个时期
,

列强对华资本输出也

在逐年增加
,

外国资本家在华开设银行
,

发行钞票
,

向清政府发放大量的政治贷款
,

逐渐

操纵和垄断 了中国的财政金融命脉
。

它们投资交通运输
,

独霸了内河
、

沿海航运
,

非法

在中国开办工 厂
。

·

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原料
。

获得高额利润
,

严重压抑和排挤中国民

族工业的成长
,

刚刚诞生的民族工业面临着毁灭的厄运
,

面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
,

代丧这一时期的先进的中国人一一早期 维 新思 想家 王

韬
、

马建忠
、

薛福成
、

陈炽
、

郑观应等都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

以抵制外国资

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

如马建忠说
: “

欲中国之富
,

莫若使出 口货多
,

进 口货少
”

③
·

薛

福成指出
: “

中国多出一分 之货
,

则外洋少获一分之利。
” .

陈炽强调 必 须
`

振 兴 商.阅
肠川 山

’ 一 I’ 曰夕
’月 刀 ` 只

’
外 ” / ” 1下 7 叭

夕 J

“
`

l’J ④
“ 月̀ 、

粉
、

汉
梦 , 为

’

砂` 刀叭 / “ ’印

务
,

开拓利源
,

出土地之所藏
,

以与之征逐互市⑤
” 。

阅历比较广
,

维新思想比较成熟的郑

观应
,

以更完整
、

更明确的形式把这种思想表达出来
,

响亮地提出了大力发展民族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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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

与帝国主义进行
“

商战
”

的口号
, “

彼以商来
,

我亦当以商往⑥
” ·

他认为帝国主义

的经济侵略比军事侵略危害大
, “

彼不患我之练兵讲武
,

特患我之夺利权
,

凡致力 于商

务者
,

在所必争
” 。

对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
,

他主张采取兵战进 行抵抗
,

但
“

兵战之时

短
,

其祸显
砂 ,

而
“

商战之时 长其祸大①
” ,

所 以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

应该把商战

放在首要地位
,

`

郑观应所说的商战
,

非字面上商品之战
、

商人之战的狭隘理解
,

而 是有着广泛的
、

丰富的内容
,

它既有流通领域的买和卖
,

又有商办的一切近代企业
,

包括 资 本 主义 生

产
、

流通领域的各个部门
,

有集中华民族之经济实力与帝国主义经 济侵 略势 力决 战之

意
。

不过甲午战前
,

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主要形式是商品输出
,

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对

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危害最严重
、

最直接
,

所以郑观应也就把商战摆到首位
,

反对帝

国主义的经济侵略
,

也就以
“

商战
”

的形式出现
。

郑观应认为
,

同帝国主义进行商战
,

目前这个积贫积弱的局面是不行的
,

必须振兴

我们的商务
。

他大声疾呼
, “

欲制西人 以自强
,

莫如振兴商务⑧
· ” “

我之商务之一 日

不兴
,

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⑨
。 ”

如何振兴商务? 郑观应根据自己几十年来所见
、

所

闻
、

所经
,

精心设计了这样一套完整的方案
:

郑观应指出
,

要振兴商务
,

必须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行之有效的以商致富
、

以商致

强的经验学过来
,

不用自己再从头去摸索
,

这是一条捷径
。

他说
, “

今日虽振兴商务
,

要当

效法泰西L
。 ’

他研查了英国由于商务
“

讲求最精
” ,

而今在世界上最富最强 的全过程
。

他还

特别留心与中国隔海相望
,

昔日同中国一样贫由的日本
,

因近二 三十年学习西方卓有成

效
“

国势 日兴
”

的典型经验
, “

夫 日本商务
,

既事事以中国为前车
,

处处 借西 邻 为 先

导
,

我为其拙
,

彼形其巧
,

西人创其难
,

彼袭其易L
粉

这就是说
,

西方在很长时间
,

花极大气力得出的经验
,

日本袭来就用
,

门本既然有效
,

中国何不
“

转而相 师
”

L呢 ?他把

看得见
、

摸得着
、

有实效
、

速度快的日本学西方的经验摆在中国人民而前
,

给中国人民

提出了最直接的新课题
。

郑观应强调
,

要振兴商务
,

发展 民族工商业
,

必须重视科学技术
,

采取机器生产
,

以提 高劳动生产率
,

降低生产成本
,

从而才能在与外国商品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

他

说
,

之法
,

“

国家欲振兴商务
,

必须通格致
、

精制造
. ” “

论商务之源
,

以制造为急
,

而制造

以机器为先⑥
”

他积极倡导和发展 民族机器制造业
,

对 当时各种机器都需进 口的

情况非常不满
.

他说购买机器
, 只能解决一时之需

,

非根本之计
。

在购买过程中外川好

再峨商又往往格外居奇
,

要价甚高
,

而且多以用过之机器售子中国
,

中国
“

暗受其欺
’ ·

者购来之机器
,

偶一损坏
,

仍需请人修理
,

如果洋人不修理
,

那么有机器如无机器
·



限本的办法是我们 自己
“

宜设厂制造讥器公
”

中国民族机器制造业没立后
,

应先以西

方的机器 自行仿造
,

取得经验
,

再发明制造新机器
。

用郑观应 的话就是
: “

取泰西所制造

者
,

求其理
,

而穷其故
,

内泰西所已制之物
,

进而求泰西所未制之物⑥
。

”

有了自己的

机器制造业
,

就可以为其他
_

L业的发展提供大量的工 作母机
,

使整个生产领域完全摆脱

外人的控制
。

当时的洋务派在
“

求强
”

、 “

求富
”

的口号下也办了几家机器制造厂
,

但

始终摆脱不了外人的羁绊
,

成效甚微
。

郑观应在洋务企业中任要职
,

比较了解内幕
,

他

对洋务派的做法深为不满
,

批评他们
“

徒效皮毛
,

仍如隔靴搔痒
,

有名无实
”

。

他还断

定
:

如这样继续
一

F去
,

不但不能使国家富强
, “

必致国困民穷
,

不堪设想矣L
。 ”

洋务

运动的终极结果
,

如郑观应所预料
,

由此见他的盯光
。

郑观应有几十年经营工商业的实践经验
,

他知道 单靠在生产领域里使用先进技术
,

饥器生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

还不 一定使商品以低廉的价格进入市场和外国商品竞争
,

还必须有新式的交通运输和电讯设 备
,

才能降低运费和了解商情
。

他十分重视铁路
、

电

报
、

邮政等企业的兴办
。

他在 (( 修路 》篇里说
, “

修铁路之效远且大 矣
。

如国中往来大

道一律整齐
,

则运费必轻
,

物价必贱
,

用物与造物之人两得其益
” 。

他又举例说开平煤

矿
,

因运道不便
,

价格很贵
,

而修建了铁路
, “

则运费减半
,

而煤价即减去L
”

电报

邮政等与商品生产
、

商品流通 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

他说
, “

邮政不行
,

趾步之间远于千

里
,

人通则我塞
,

人迷则我迟
,

人明而我暗
,

日皇皇然
,

优贫 患寡
,

而不 知大 利之 所

在L
。 ”

同帝国主义进行商战
,

必须发展近代工业
、

近代交通等
,

而工业
、

交通业的发展
,

必须具备动力和原料
.

郑观应这个经营专家深知道这一点
。

他呼吁开发祖国资源
,

大力

发展采 矿业
, “

居今 日而策富强
,

开矿诚为急务矣L
· ”

他对祖国各地矿藏了如指掌
,

比如云南的铜锡
,

山西的煤
,

贵州的铁
,

齐鲁荆襄的铅等
。

但由于
“

中国风气未开
,

积

重难返 。
”
以致于开矿者不少

,

仅有开平煤矿有些成效
.

穷其原因
,

一是封建顽固势力.

艳
”
沐怂L

`洁从
“ 夕 ` ” ’

曰 ”
’

少
’ 卜、 门 2

” 环
尽

’

曰 二
石阴 ~

. / `

~ ~ 月
’

~ “ ~ ~
’
月 ’ 资

“

以谬谈风水 为阻挠
,

一是封建官吏
“

多方剥蚀
,

设法侵渔
, ”

使开办起来的诸矿半途而

废
。

郑观应为此事气愤到了极点
。

他指责封建官吏使中国矿业不能开辟
, “

徒增帝国主

义之垂涎
” ,

痛骂阔谈风水的封建顽固势力
,

从 今后再 有 阻止开 矿者
, “

乃外 人之 功

狗
,

而中国之蚕贼也留
,

郑观应认为
,

要振兴商务
,

还有很关键的一点
,

即近代工矿 企业
,

不能 由官 方 控

制
,

要听 民 自办
; 必须

“

全 以商贾之道行之
,

绝不拘于官场体统
。 ”

所谓商贾之道
,

即

商品流通 的规律
,

资本家牟取利润之道
。

所谓宫场体统
,

就是封建政府的垄断控制
。

他

要求清政府
, “

凡通商 口岸
,

内省腹地
,

其应于铁路
、

轮舟
、

开矿
、

种植
、

纺织
、

制造

之处
,

一体准民间开设
,

无所禁 正
,

或集股
、

或自办
,

悉听其便L
· ”

当时的洋务派
,

几乎垄断了近代企业
。

其经营方式
,

不外是官办
,

官督商办
、

官商合办
,

这里的
“

宫
”

是加在企业上的一副沉重枷索
。

企业内部
,

虽然是大机器生产
,

但企业管理
,

充满着浓



厚的封建气仓
。

郑观应毫不掩饰地提出批评
, “

我国创一厂
,

设一局
,

动称官办
,

既 存

督
,

又有总
,

更有会办
,

提调诸名 目⑧
。 ”

这么多封建大吏控制局务
,

他 们
“

商 贾 之

道
”

一点不懂
,

胡乱开支却是内行
,

每年仅正款就达数百万计
, “

浮友 冒锁
,

供挥霍者

不少
,

肥私囊者 尤多
1

所 以制 戍一物
,

价比外洋昂率过半娜
”

凭汁么去和外国商品竞

争 !

郑观应有较强的民族气息
。

他从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发展民族工商业 以富国强兵

的角度出发
,

指出要振兴商务
,

与洋人
“

商战
” ,

还必须争得华洋人权平 等
,

取消外国

商品在 中国市场上的特优地位
,

加重海关进口税
,

取消厘金
,

才能在商战中获胜
。

西方

列强用武力打开 中国大门的半个世纪 中
,

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大大小小 的数百个不平等条

约
,

取得了协定关税
、

领事裁办权
、

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特权
。

郑观应对此愤愤不

平
, “

然所立之约
,

就通商一端而言
,

何其矛盾之多也 ? 如一国有利
,

各国均沾之语何

例也⑥ ?
”

他对海关行政权操纵在外人手里更为不满
,

坚决要求撤换
, “

应明定章程
,

择三品以上官员曾任关道熟悉情形者
,

为总税务司
,

其他各 口税司
、

邦办等
,

皆渐易华

人
,

照章办理
,

蔗千万巨款权 自我操
,

不致阴袒西人
,

阻挠税则L
。 ”

甲午中 日战后签

订了 《 马关条约 》
,

帝国主义又取得了在华开办工厂的权力
,

开始竞相向中国进行大量

资本输出
, “

方今门户洞开
,

任洋商百般垄断
,

一切机器亦准其设厂举办
,

就地取材
,

以免厘税
,

其成本较土货更轻
,

诚喧宾夺主
,

以攘我小民之利L
。 ”

帝国主义列强凭借

这些特优 条件和先进的科学技术
,

以压倒一切的优势
,

限制
、

压抑我民族经济的发展
,

必须采取对策
, “

重订税则
,

厘正新章
,

务将进 口之税大增
,

出口之税大减L
。 ”

对于

那些不平等条约
,

他极力要求在有机可乘之时
· `

二
’ `

均可删改L
”

与洋务派的
“

各日条

约已定
,

断难更改
”

( 李鸿章语 ) 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

经过多年经营工商业的实践
,

郑观应深深体会到
,

工商 业的发展
,

商战的胜利
,

还

有更重要的一条
,

即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作保证
,

否则就是
~ 一
句空话

。

这种

政治制度就是郑观应梦寐以求的议会制度
, ’

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同掌政权的君主立宪政

休
。

此外
,

商战的胜利
,

还有赖于兵战的配合
。

郑观应强调商战的重要性
,

还说过
“

习

兵战不如习商战
”

、 的话
,

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兵
; l戈

。

他反侵略思想中明 显有 两 长战
7 艾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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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之时
,

谋人家国事
,

必须 以通商
、

练兵二者为尤
。

觅通商 以为富
,

练兵以为

强 。
。 ”

发展民族工商业
一

与列强进行商战
,

为强兵打下雄厚的物质墓础
,

而兵强
一

J
’ ,

士
粼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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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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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能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
,

保证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

为了振兴商务
,

郑观应还要求设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商务机构
。

工商业的发展又

急需培养人才
.

所有这一切
,

郑观应一一考虑到
,

筹划得可谓详密细尽
.

,

郑观应天真地想到
,

如果 自己设计的这一套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案都能实现的

话
,

那么
“

数十年后
1

中国商务之利有不与西欧并驾者
,

吾不信也L
”

他憧憬着巾华

民族这个工商业大国将在东方崛起
,

在同帝国主义长期的商战中获得胜利
,

一定会
`

蛇



泰西而上之⑧
。 ”

甲午中日战后
,

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
,

郑观应这个民族资

本家
,

能够乐观地瞻望未来
.

发出这样的毫迈壮语
,

其思想境界竟达到如此高的地步
,

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
,

继承和发展 了早期维新思想家的进步的经济思想
,

集中反映了

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

激励起了人们反帝救国的热忱
,

在当时产生了极大 的影响
,

对后

来的维新变法高潮的到来
,

也起了思想
_

上的先导作用
,

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

不 过
,

当时

的中国
,

已经跃进 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

不但经济上大大落后于帝国主义列强
,

而且丧失了政治上
、

经济上的独立 自主
, ’

根本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商战
。

再者
,

郑观应把

商战的希望寄托在腐朽的清政府身上
,

其结果
,

好的愿望只能以失望而告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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