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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
“

商战
”
思想新论

. 程连升

郑观应 ( 1 8 4 2一 1 9 2 2 年 )
,

广东香山人
。

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
。

在其完整

的改良思想体系中
,

最具特色的当推
“

商战
”
主张

。

笔者认为
, “

商战
”
思想是一个 旨在采用资本

主义方式全面发展国 民经济的纲领
,

其中心含意是通过增强 中国近代实业及其市场竞争力来

战胜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

用富强救国代替单纯的兵船救国
,

而绝非纯粹的重商主义或贸

易立国论
。

要真正准确地理解
“

商战
”

论的含意与性质
,

就须弄清这一概念提出的历史背景
,

以及郑观

应对其内容的系统阐述
。

一
、 “
商战

”
论形成的历史条件

郑观应的
“

商战
”
思想

,

是在 19 世纪 70 一 90 年代形成的
。

综览其产生的历史背景
,

主要有

下述两方面的特点
:

1
.

歹U强经济侵华势力 日盛
,

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的矛盾迅速加剧

1 8 5 8 年
,

科举之途
“
小试不售

”

的郑观应
,

前往上海谋生
,

从而开始了充任买办与经营工商

业 的生涯
。

当时
,

正值列强继第二次鸦片战争军事胜利之后
,

加紧在政治
、

经济
、

文化等方面侵

略 中国
,

并 日益造成中国边疆危机的时期
。

特别是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
,

夺走 了许多中国人的

生计与巨额财富
,

导致中国 日益严重 的贸易逆差和 白银外流
。

这种经济侵略的格局
,

可从下
·

表 ① 中看 出
。

19 世纪 60 一 90 年代 中期 中国外贸情形表 单位
:

千海关两

年份

1 8 6 4

1 8 6 6

} 8 7 0

1 8 7 4

1 8 7 8

1 8 8 2

1 8 8 6

1 8 9 0

1 8 9 4

洋货进口净值 国货出 口总值 出超 (+ )与入超 ( 一 ) 进出 口贸易值的指数

4 6
,
2 1 0 4 8

,
6 5 4

6 7
,
1 7 4 5 0

,
5 9 6

6 3
,
6 9 3 5 5

,
2 9 5

6 4
,
3 6 1 6 6

,
7 1 3

7 0
,

8 0 4 6 7
,
1 7 2

7 7
,
7 1 5 6 7

,
3 3 7

8 7
,
4 7 9 7 7

,
2 0 7

1 2 7
,
0 9 3 8 7

,
1 4 4

1 6 2
,
1 0 2 1 2 8

,
1 0 5

+ 2
,
4 4 4

一 1 6
,
5 7 8

一 8
,
3 9 8

+ 2
,
3 5 2

一 3
,
6 7 2

一 1 0
,
3 7 8

一 1 0
,
2 7 3

一 3 9
,
9 4 9

一 3 3
,
9 9 8

1 0 0

1 2 4

1 2 6

1 3 9

1 4 6

1 5 3

1 7 4

2 2 6

3 0 6

面对 中国利权外溢和外国商人
“
喧宾夺主

”

之势
,

郑观应始则本能地愤慨外国侵略者贩卖

华工
、

运销鸦 片
、

歧视华人等可耻行径
,

并直观地提出禁贩
“
猪仔

” 、

杜绝烟 害
、

贩济游民乞丐等

救助贫民与整合社会的建议
,

流露出关切民虞和社会问题 的进步倾向
。

继之
,

他通过亲身经营

商务的实际经历
, “
内之积感于寸心

,

外之能怀于大局
” ,

②在 70 年代后积极寻求对付资本主义

侵略的策略
,

从而逐渐形成了促使中国
“

登于富强之境
” ,

拯救民族危亡的
“

商战
”
论思想

。

该思

想发诸 70 年代辑录的《易言 》中
,

成熟于八
、

九十年代写成 的《盛世危言 》一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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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洋务企业活动弊端的日渐显露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

中国社会面临
“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 。

为了减轻内忧外患的巨大压

力
,

一部分封建统治者开始倡导和主持了以学 习西方科学技术
、

引进机器生产为 中心内容
、

旨

在求强 自救的洋务运动
。

70 年代初
,

鉴于前期制造
“

坚船利炮
”

的困难与局限
,

洋务运动遂从
“

求强
”

转向
“

求富
” 。

这一转变在洋务派头 目李鸿章的认识中表现得最为明朗
。

他说
: “

中国积

弱
,

由于患贫
。

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
,

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
,

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
,

铁

路
、

电报
、

信局
、

丁口等税
。

酌度时势
,

若不早图变计
,

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
,

以贫交富
,

以弱敌

强
,

未有不终受其弊者
。 ’ ,

③洋务派在
“

寓强于富
”

的认识指导下
,

着手创办了一系列近代工矿交

通企业
。

洋务运动重心的这种调整
,

对于早 已在外商企业 中附股
、

并强烈感受到列强经济侵华

行动 日益加紧的郑观应来说
,

不能不产生优先发展中国近代工商业 的共识
,

他讲
: “
以通商为大

经
,

以制造为本务
; 盖纳税于货

,

而寓兵于商也
” 。

④正是在急切盼望 民族经济强大的心情下
,

郑

观应于 70 年代末毅然放弃了买办职务
,

转而投身于洋务企业的创办与经营
。

然而
,

洋务派创办的近代民用企业
,

着眼点在于解决军事工业在经费
、

原材料
、

燃料和运输

等方面的不足
,

其 目的仍在维护封建统治制度及其统治者的既得利益
。

如此
,

则民用工业活动
,

就不能超 出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范围
。

清政府给每个民用企业都挂上一外
“
官

”
字

,

如
“

官办
” 、

“

官督商办
”

或
“

官商合办
” ,

其中
“
官督商办

”
形式占了绝大多数

。

这样
,

民用企业组织中的封建

作风与资本 自身发展的矛盾必然存在
:

管理 的垄断
、

人事的委派
、

经营混乱贪污
,

再加上各级封

建政府的强征乱摊
,

商 民利益倍受侵蚀
。

愈到后来
,

洋务派把持民用企业的弊端 日深
,

商民入股

兴趣也就愈加下降
,

社会经济停滞不前
。

为了摆脱封建势力对近代经济的束缚
,

进入 80 年代

后
,

一般商民们均主张企业的举办
“
当去官督之名求商办之实

。 ” ⑤
郑观应触 目所见

,

也不由感

愤洋务派的所作所为
。

他指出
: “

名为保商实剥商
,

官督商办势如虎
,

华商因此不及人
,

为丛驱爵

成怨府
” 。

⑥ 因此
,

他向清政府明确提出了
“
不由官办

,

专 由商办
” ,

以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主张
,

反映了民族资产 阶级 自由投资
,

加快 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强烈愿望
。

由上可见
,

郑观应
“

商战
”
思想的形成

,

反映了 ” 世纪六十年代中叶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

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

一方面
,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
,

列强加紧经济侵华行动
,

导致中华民族

与外国资本主义矛盾加剧
,

这是
“

商战
”
论形成的外因

; 另一方面
,

这一时期清政府创办实业活

动过程中的严重 弊端
,

激起 民族资产阶级的 日益不满
,

这是
“

商战
”
论形成的内部条件

。

二
、 “

商战
”
论 的主要 内容

以往论者
,

大多认为郑观应是
“
重商主义者

” ,

这是 由于对其经济思想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

所致
。

有鉴于此
,

细致阐明郑观应
“

商战
”
论的内容体系

,

就成为纠正上述片面认识的关键
。

笔

者综其所述
,

概括
“

商战
”
思想的内容为以下三端

:

1
.

寓强于富 重视
“

财战
”

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
,

挽救民族危机
,

这是中国近代思想上一个显著的特点
。

近代西

方列强对 中国的侵略是从军事侵略开始的
,

中国人对民族危机的认识
,

也首先始于军事方面
。

鸦片战争前后
,

地主阶级改革派林则徐的
“

船坚炮利
”
论

、

魏源
“
以夷制夷

”

的呼声
、

洋务派的企

业创办活动
,

都着重强调的是抵抗外国的军事侵略
。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

中国南北 门户洞开
,

外国商品如决堤般洪水
,

汹涌而入
,

引起了中国社

会经济的剧烈动荡
。

面对这种情景
,

关心时事的郑观应逐渐感觉到
:

列强侵略中国的 目的
,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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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噬膏血匪噬皮毛

,

攻资材不攻兵阵
” ,

⑦ 即变中国为其
“
取材之地

,

牟利之场
” 。

⑧一方面
,

他通

过细致分析西方列强对外侵略的历史后
,

指出
: “

泰西各 国以商富国
,

以兵卫商
,

不独以兵为战
,

且 以商为 战
” ,

⑨也就是说
“

商战
”
是 目的

,

而
“

兵战
”
只是为

“

商战
”

服务的一种手段
。

另一方面
,

他又反观清政府 自鸦片战争以来御敌的经历
, “
购铁舰

,

建炮台
,

造枪械
,

制水雷
,

设海军
,

操陆

阵
,

讲战事不遗余力
” ,

却仍然落下个外族人
“

谈笑而来
,

鼓舞而去
,

称心膺欲
’ ,
。 的结局

。

中外历

史的强烈对比说明
: “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 。

郑观应于是建议清政府
,

必须改变其传统的观念与

御侮方式
, “
以财战不以力战

” 。
。

2
.

强调
“
以工翼商

” ,

发展中国的商品经济

在郑观应的著述中
, “

商战
”

具有双重含义
,

一为
“

商业之战
” ,

另为
“

商务之战
” 。

前者为狭

义
,

专指商品流通领域里的市场争夺
; 后者为广义

,

泛指国家间经济实力强弱的对比
,

直观体现

在对外贸能力的大小上
。

这两层含义之间的细微差别
,

可从
“

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
,

通商者疏畅

其血脉也
’ ,

@ 等诸如此类的言论中表现出来
。

作为攘外 自强之策的
“

商战
” ,

郑观应主要强调广义上的意义
,

即通过发展中国的商品经济

来与列强展开竞争
。

他明确提出了
“
以商立国

”
的 口号

,

并把发展商品经济提到关系国家生死存

亡的战咯高度
。

那么
,

如何才能发展中国的商品经济 (即
“

商务
”
)呢 ? 郑观应提 出了这样几条原

则
:

第一
,

重视商业的疏导制约作用
。

他认识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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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以此为据
,

他提出了兴办铁路
、

通

讯
、

航运
、

银行
、

统一税收货币等许多促进商业发展的重要措施
。

第二
,

特别强调工业在国民经

济中的后盾作用
。

郑观应清楚地认识到
:

商务要发展
,

商战要操胜算
,

在税收等与洋商平等的条

件下
,

自身拥有成本低廉的工业品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

他认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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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故
“

制造一事为通商
、

练兵之纲领
” 。 L随着列强在华工业投资的增多

,

他更加

肯定了工业对国家富强的基础作用
,

从而体现出视工业为商务之本的鲜 明观点
。

第三
,

使用先

进机器技术是增强商务实力的最重要手段
。

郑观应指出
,

由于中国长期不重视讲求制造诸学
,

导致
“
制造不如外洋之精

,

价值不如外洋之廉
,

遂致土货 出口不敌洋货之多
,

漏危愈甚
” 。

更 由于
“

商务之原
,

以制造为急
;
而制造之法

,

以机器 为先
” 。

L因此
,

他强调 只有把大批新式机器运用

于工
、

矿
、

农等部门中
,

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

降低生产成本
,

提高商品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

获

得
“

商战
”

的胜利
。

3
.

官为商助
,

形成商战的良好社会条件
“

商战
”

是不同国家或 民族对商品市场的争夺
。

在半殖 民地半封建状况下的近代中国
,

主权

不独立
,

中外经济交往突出表现为外国列强对华的经济侵略活动
。

面对势力强大的资本主义
,

郑观应非常重视政府对民族经济的保护与扶植作用
。

他指出
: “
西人尚富强最重通商

,

其君
、

相

惟恐他人夺其利益
,

特设商部大 臣以提挚纲领
” ,

L并派领事与兵轮保护通商
;而 中国却因

“

士

大夫积习太深
,

… …但有困商之虐政
,

并无护商之 良法
” ,

L以致形成商战 中中国的失利
,

导致

利权的外溢
。

为保证与洋商在竞争中取胜
,

郑观应向中国当道者呼吁
: “
即今力图改计

,

切勿薄视商工
”

强烈要求
“

商务之战
,

即应藉官力为护持
,

而工艺之兴
,

尤必藉官权为振作
” 。

L在官为商助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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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题上
,

他向清政府提 出了以下几条建议
:

首先
,

应尽快设立专门负责管理
、

保护
、

推广商务事宜的行政机构
。

他要求中央设商部
,

行

省设商务总
、

局
,

各地设立分局
; 由熟识商务

、

体恤商民的人负责局务
;
商民可随时向当地商董或

直接向商务大 臣反映 自己的意见
。

他指出
,

只有这样
, “
则兴废当

,

谋划周
,

上下之情通
,

官商之

势合
,

利无不兴
,

害无不革
” 。

。

其次
,

实行 自由企业制度
。

几十年参与洋务企业活动的经历
,

使郑观应越来越清楚地认识

到
“

官办
”
企业的弊端

: “

全 以官派行之
。

位尊而权重
,

得以专擅其事
;
位卑而权轻者

,

相率而听

命
。

公司得有盈徐
,

地方官莫不思荐人越姐代谋
。

… …历观商务 由官专办者终鲜获利
” 。 ⑧有鉴

于此
,

他遂大力倡导 自由企业制度
。

一方面
,

要求办厂 自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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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另外
,

他还主张企业的自主经营与管理
, “

当听工商

仿西法投筒自举商董
” ,

组成企业管理机构
, “

藉以探本业之隆替
” , 。研究和决定公司的业务

。

再次
,

实行关税保护政策
。

要促进民族近代工商事业的发展
,

增强
“

商战
”

的实力
,

郑观应还

要求政府必须给予税收上的优待
。

针对中外商品在税负上的不公平
,

他提出了
“
裁撤厘金

、

倍增

关税
’ ,
。 的主张

。

同时
,

为了扶植民族工业的成长和推动商品出口
,

他进一步提出了
“
我国所有

者轻税以广去路
,

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
”

的关税保护政策
。

他还强调
,

要真正实现关税对 民

族经济的保护
,

必须要收回海关权
,

实行海关自主
,

如其所言
: “

与其假手他人袒护彼族
,

何若易

用华人之为愈乎
”
?⑧

由上可见
,

郑观应的
“

商战
”

论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经济思想体系
。

它是以商品经济为基
、

近

代工业为根
、

商业贸易为枝
、

西方科技为养料的一株经济大树
。

他希望通过培植这样一棵大树
,

结出中国富强的果实来
。

三
、

对
“

商战
”
论 的认识与评价

通观前两节所述
,

我们可以看出
,

郑观应
“

商战
”
思想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征

:

1
.

始终贯穿着反抗外族侵略和主张富强救国这一爱国主义的主线

自 1 8 4。 年鸦片战争爆发后
,

中华 民族 日益遭受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严重威胁
,

救亡 图

存成 为有识之士 的共同心声
, “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

成了近代中国爱国志士的座右铭
。

六十年代

以后
,

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方式 已由军事侵略转向以商品倾销为主的经济渗透
,

导致 中国自然

经济的逐渐解体和利权的不断外溢
。

在这种情形下
,

中国要抵御外国侵略
,

就必须要
“

先富而后

强
” ,

把重点放在反抗列强的经济侵略上
。

郑观应在
“
目击时艰

”

的情状下
,

树立了
“

先学商战于

外人
,

继之于外人商战
”

的抱负
,

并逐步提出和完善了进行
“

商战
”

的思想内容
。

这一思想
,

完全

适应 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

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御侮 自强的先决条件
,

冲破

了洋务派
“

坚船利炮
”

中心论的局限
。

其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处处可见
。

2
.

其中包含着许多发展中国商品经济的真知灼见

郑观应为了确保 中国
“

商战
”

的胜利
,

其理论紧紧 围绕着如何拥有价廉物美的商品这个核

心进行探讨
,

从而得出了
“

工商互为表里
” 、 “
以工翼商

” 、 “
以商贾之道

”

办企业
、

放经营权于商民

以及依靠科技和先进机器提高劳动生产率等发展商品经济的一系列结论
。

同时
,

他还能够结合

当时中国实际
,

提出一些循 序渐进
、

切实可行的
“

商战
”
之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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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1 数据及公式 ( 1 0 ) 和 ( 1 1 )
,

各城市的区位适宜度计算结果如表 2 所示
。

从表 2 可以

看出全国 19 个大中城市的区位适宜度的高低及其排序情况
,

它与实际情况是相吻合的
。

三
、

结束语

当前关于城市区位理论及方法的研究
,

是倍受重视的问题
。

本文综述了城市区位的基本理

论及其主要空 间分布模式
,

探讨了区位的内涵
,

及城市运行机制的功能
,

提出了城市 区位适宜

度这一新模式及其计算公式
,

对全国 19 个大中城市进行了定量分析
。

该模式对城市经济发展

的宏观调控
,

具有实用价值
。

它对城市运行机制 的宏观调控
,

对于城市区位的定量研究提供了

一种新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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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
,

都说明其
“

商战
”
思想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可行性

,

对发展中国的商品经济很有启发意义
.

3
.

在性质上
, “

商战
”

论是蒙着重商主义薄纱的一个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纲

领

郑观应开始理性思考 中国社会问题
、

形成其经济理论的时期
,

正是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重点以商品输出的

形式对中国加紧经济侵略的时代
,

中外经济差距最直观凸现在中国贸易入超上
。

与此同时
,

中国 国内强调
“

坚

船利炮
” 、

发展军事工业的言行还很浓烈
,

再加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主体还多为商人
.

这些因素影响郑观应

把 自己的经济思想简括为
“

商战
”
主张

,

颇有点重商主义的色彩
.

然而
,

我们从前面有关内容的论述中不难看

出
, “

商战
”

论绝不是重商主义的理论
。

首先
,

它并非囿于商品的流通过程
,

而且还探讨了
“

以工翼商
” 、 “

工商互

为表里
”

等生产过程的问题
,

即关心的是民族职能资本的整体运动
。

其次
,

郑观应提出
“

商战
”
主张的目的在于

富强救国
,

防止利权的外流
,

而不是只顾商业资本家的利益
。

所以说
, “

商战
”
论只是蒙着一层重商主义的薄

纱
,

在根本性质上却是一个全面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
。

在当时及以后一个历史时期内
,

它都是

一个具有现实意义和进步意义的思想范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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