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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的财政思想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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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清末著名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长期关注财政问题
。

在财政的开源与节流
、

国家预算
、

厘金与关

税
、

国债
、

护商等问题上提出了切中时弊的独到见解和改革措施
。

其理财
、

治财的思想极富针对性
、

务实性和前

喻性
,

今天仍具有历史借鉴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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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 ( 1 84 0

—
19 2 2 )

,

字正翔
,

号陶斋
,

广东

香山县 (今中山市 )人
。

他是我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

维新思想体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启蒙思想

家
。

郑观应做过二十年的买办
,

后又以商股代表的

身份参加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企业
,

如轮船招商局
、

上海机器织布局等
,

曾担任过帮办
、

总办等要职
。

在

长期的实业经营活动中
,

他先后编写了《易言》
、

《盛

世危言》等著作
,

形成了完整的维新思想体系
,

其思

想核心是
“

富强救国
” 。

在他主张匡时救世
,

强国富

民的一系列论述中
,

从不同角度涉及到财政问题
,

并且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

本文仅对他的财政思

想作一粗浅探析
。

一
、

坚持量入为出和预算收支平

衡的财政原则

甲午战争前后
,

郑观应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度支

问题
。

他说
: “

度支者 国家预筹出人之数也
。 ” 〔’ 〕` 5P ” ’

那时所谓
“

度支
” ,

即现在的
“

财政
” 。

而度支问题主

要是指国家财政中预算问题
。

他坚持
“

量人为出
”

的

财政原则
,

要求
“

必以出人之数维均
” 〔’ 〕`5P 80 , (即预算

收支平衡 )
。

他发现
“

惟中国尚无度支清帐颁示国

中
” ,

建议颁行
“

度支清帐
”

(即国家预算 )
。

量人为出

是以收定支
,

嫁财政收人的多少来安排财政支出的

规模
。

一切财政支出必须从国家财力的实际可能出

发
,

量力而行
。

这样财政支出才有保障
,

才能做到收

支平衡
,

略有节余
。

郑观应把
“

量人为出
”

看作是财

政支出的一项重要原则
。

因此他又进一步指出要进

行国家预算
,

以维持财政收支平衡
。

他建议
: “

凡一

出一人编立清册
,

综核比较为赋财出人表
。

出有逾

者节之
,

不可任其渐亏也
。

人有余者储之
,

不可供其

虚耗也
。 ”

lt] (5P ,8)
“

预算
”

这一财政名词当时还未被广

泛采用
,

但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
·

度支》一文后附

录了一篇时人论文
,

题为 《俄国出人度支总数考》
,

提到
“

预算
”

二字
。

可见
,

他较早地认识到这一问题

的重要性
。

保持国家预算收支平衡
,

严格控制财政

赤字是保证国民经济稳定
、

协调发展的前提条件之

一
。

当时
,

郑观应对这一财政原则的认识
,

达到了前

人所未能企及的高度
,

是难能可贵的
。

二
、

发展经济是增加财源的根本途径

经济是财政的基础
。

只有经济发展了
,

财政收人

才有稳定的来源
。

否则
,

财政将成为无源之水
,

无本

之木
。

郑观应极力主张振兴商务
,

以商立国
,

以商富

国
。

他将
“

商
”

视为国民经济的中心环节和主导部

门
,

为此还提出了护商和听商自办
、

裁撤厘金和实

行保护关税政策
、

维护国家收支平衡
、

发展对外贸

易等一系列的思想
。

下面分别加以阐述
。

郑观应认为只有变抑商为重商
,

才能达到富强

之境
,

抵御外国的经济侵略
。

他所重的
“

商
”

不是专

指商业
,

而是赋有全新内容的资本主义工商业
,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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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指发展工业
,

必须要有强大的工业作为后

盾
,

即所谓
“

有工以翼商
” 〔’ 〕`玛 86)

。

他还说
: “

商务者

国家之元气也 ; 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
” , 〔 ,

冲 60 ` , “

富

强由来在商务
,

商出农工须保护
” , 〔’ 〕 `玛 “ ) “

安见商

富而
一

国不富耶
”
? 〔’ 〕 `60P 4) 振兴商务可带动各行各业

,

使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

所谓
“

士有商则行其所学
,

而

学益精 ;农有商则通其所植
,

而植益盛 ;工有商则售

其所作
,

而作益勤
。

商足以富国
,

岂可视为末务?
” 〔 ’ 〕

` 6IP
4 , 因此从总体上说

,

他关于振兴商务才能长久地

增加财政收人的认识是十分明确的
。

此外郑观应还

指出
: “

夫用出于税
,

而税出于商
,

苟无商何有税 ? 然

中外司会计之臣
,

苟不留心商务
,

设法维持
,

他 日必

致税商交困而后已
。

四海困穷
,

民贫财尽
,

斯历代之

所由衰弱也
。 ” 〔’ 〕`

59P
” 显然他把

“

商
”

视为整个国民经

济的中心
,

认为国家富强的本源就是振兴工商业
。

可以说把国家财政建立在经济繁荣
、

人民富强的基

础之上是郑观应财政思想的基本观点
。

既然
“

税出于商
”

、
“

民贫财尽
” ,

因此郑观应特

别强调维护商民的利益
,

还竭力要求国家实行护商

政策
,

提出要制定
“

护商之良法
”

和革除
“

困商之虐

政
’ , 。 〔, , ` 6P。 在 《易言》一书中就多次提到

“

富我商

民
” , “

卫我商民
” 。

在 《盛世危言》中更集中地提出了

护商与商人 自由投资的思想
。

他认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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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以商股之道行之
,

决不拘以官场体

统
。 ” 〔`〕`玛 , 2) 同时针对中国轻视商人的社会积习

,

郑

观应要求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
,

明确提出
: “

变隆古

之习
,

视商如士
。 ” 〔’ 〕`”593

’他认为维护商民利益就意

味着能够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

达到富强救国的 目

的
。

这也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提高自己社会地

位的愿望
。

为了使民族工商业顺利发展
,

郑观应建议改革

厘金制度
,

并实行保护关税政策
,

即
“

裁撤厘金
,

倍

增关税
” 〔’ 〕`P ,

9’)
。

郑观应早年在沿海大城市从事商业

活动
,

对内地厘金之害不甚了解
,

故认为厘金
“

取于

商者甚微
,

益于国者甚大 较之按亩加赋
,

得失悬

殊
” f , 〕 ` 5P 43 ’ 。

到甲午后
,

他才意识到
“

厘捐不撤
,

商务难 以振兴
,

莫若将所有厘卡一律裁撤
,

并归

洋关
。 ”
川 ` ”557 ’他提出的改革措施是

“

凡商贾过冲要

之卡
,

既完厘后即给以凭单
,

所经分卡一体查验放

行
,

不得重捐
。

… …将无关紧要之卡一律裁撤
,

既可

便民亦可省费焉
”
川 `5P ” ’ 。

郑观应也明确地认识到华

洋货物在税 收上的不平 等对商务兴衰有很大影

响
。

他说
: “

洋货人中国
,

则输半税 ; 土货出外洋
,

则

加重税
。

资本纵相若
,

而市价则不相同
。

洋货可平

沽
,

而土货出外洋必昂其值
。

颠倒错紊
,

华商安得不

困
,

洋商安得不丰 ? ” 〔” ` 60P 6) 因此要使近代工商业顺

利发展
,

政府必须给予民族工商业以税 收上的优

待
。

他看到外国商品只纳关税和子口半税即可
“

遍

运天下
” ; 而中国商品却要在纳税之后

,

遇卡抽厘
。

这就使中国商品成本大大高于外国商品
,

致使它难

以在市场上与外国商品相竞争
。

郑观应认为必须采

取措施
,

以使华洋商品在税收负担上一样
。

因而提

出了
“

土货出口税宜从轻
,

凡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

去路 (指出口 )
,

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
” 〔’ 〕`1P 9 5 ’的

保护关税政策
,

从而可以达到
“

守我利权
,

富我商

民
”

的目的
。

他的原则是
: “

减内地出口货税
,

以畅其

源
,

加外来人口货税
,

以遏其流
。 ” 〔’ 〕`sP oo) 郑观应还主

张
: “

如彼重税我出口货者
,

我亦重税彼进 口货以报

之
,

亦以恤我商者制彼商也
。 ” 〔’ 〕`

59P
6 ,可见他深知关

税对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
、

保护民族工商业的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郑观应主张国家收支平

衡
,

变外贸逆差为顺差
,

鼓励发展对外贸易
。

他曾

说
: “

要知中国之财流出外洋者若干
,

外洋之财人我

中国者若干
,

两两核较
,

而其出人之大数可得知

也
。

出人维均则姑任之
。 ”

如果
“

出浮于人者
” ,

郑观

应则认为
“

必须究其所以失之故
,

当兴何项商务以

补救之
” 。

如果
“

人加于出者
” ,

他也认为要
“

究其所

以得之故
” ,

并且
“

悬赏以鼓励之
” 。 〔’ 〕`sP vs) 因此郑观

应认识到外 贸收支产生逆差时会对国内经济造成

巨大不利影响
,

必须鼓励出 口
,

变逆差为顺差
。

三
、

举借内债 慎借外债

中国传统观念向有
“

无国债之名
” ,

但郑观应主

张举债
,

向本国人民或外国商民举债
。

国债是一个

重要的财政范畴
。

它是以偿还为条件取得财政收入

的一种办法
,

也是国家财政收人的一种辅助形式
。

郑观应认为
: “

凡兴建大役
,

军务重情
,

国用不敷
,

可

向民间告贷
,

动辄千万
。 ” 〔” ` r ,“ ” ’为了解决国家资金

的困难
,

国家根据需要与可能发行适量的公债
,

常

常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
。

清政府要克服财政危

机
,

解决财政收人不足就应举借内债
,

郑观应又指

出
: “

凡所借百姓之款
,

准由各海关银号按年清利
。

其票据可抵纳关税
、

田赋之需
。

或委员有勒索者
,

一

经指控到官
,

严行究办
。 ” 〔’ 〕 ”̀ , 9` ,此外

“

当法越有事之

时
” ,

郑观应则主张
“

请仿西人之法筹借民款
,

… …

.弓.巴

孚心乙口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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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票据可抵纳关税钱粮捐纳之需
,

数目无折扣
,

成

色无高低
。 ” 〔’ 〕`58P

” 由此可知
,

郑观应认为大举内债

的前提是国家必须遵守有借有还的原则
,

即还本付

息
。

他还说
: “

试借民债以给度支
,

成一时济变之良

规
,

君p仪葆万世无疆之盛业
。 ” f ,〕` 5P 82) 他已将借债区

分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种
。

他曾举例说某国借债

建造铁路
、

电线
、

开矿
、

治河
、

一切富国之政
,

利息大

而票券强
。

甚不愿出资借人妄作耗财无益之事
。

生

产性借债富国利民
,

还本付息将不成问题
,

人人乐

于投资购买 ; 相反
,

非生产性借债
,

尤其是军事用

款
,

由于战争前景未 卜
,

不但本息无着
,

而且国家前

途
、

个人命运凶吉莫测
。

所以说郑观应认识到举借

民债如能付诸实施不仅可以弥补财政收支缺口
,

而

且能筹集资金用于建设
,

实现国家财政平衡
。

然而郑观应对借外债是非常谨慎的
。

他说
: “

前

时借债外洋
,

不过宛J肉医疮
,

聊纤眉急
,

永行停止
,

固属有裨
,

即偶尔急需
,

而别款可竭力弥缝
,

仍以不

借为上
。 ” 〔 , “`P` 60 ’它还指出 : “

今中国息借洋款以海关

作抵
,

其诚信为天下万国所无
,

乃以绝大利不授于

己民
,

而授之于外国
,

且不授于外国殷实之富户
,

而

授之于外国奸狡之牙商
,

此所以洋款一事遂为通商

以来一绝大漏危
。 ”
川 `玛84) 由是观之

,

郑观应对借洋

款存有介心
,

除非万不得已而借外债
。

所以他曾说
:

“

万一息殊已尽
,

罗掘俱穷
,

司农仰屋而磋
,

疆臣束

手无措
,

不得不出此下策 (指外债 )
,

稍济 目前
,

尤须

全局统筹
,

周详审慎
。 ” 工’ 〕`P , 62 ’那时外国政府常以借

洋款为手段
,

附加许多政治条件
,

借机干预中国内

政
。

因此郑观应清醒地认识到举借外债的危险性和

不可能不借的现实性
。

我们都知道清廷国债的产生

是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联系在一起的
。

国债是

先产生于外债
,

并发展于外债
,

内债为其次
。

郑观应

的国债理论正好与实际相反
。

这是当时外国资本主

义的经汗侵略在郑观应思想中引起的反应
。

四
、

节俭财政开支的改革措施

郑观应把振兴民族工商业看作裕活财政的前

提条件
。

在理财上他也特别强调节流
。

郑观应节俭

财政开支的思想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

崇尚节俭
。

当时广东省官宦之家和民间奢华

之风相当严重
,

如奉神
、

冠昏丧祭等
,

常常
“

糜费万

金
,

岁以为常
,

官不知禁
” 。

郑观应感叹道
: “

磋乎 ! 财

源易竭
,

物力维艰
。 ”

他对此提出批评
,

指出
: “

奈何

将有用之财
,

而作此无益之举也
。 ”

因此他主张
: “

移

此巨资
,

广行善举
,

或开义塾
,

教育孤寒 ;或积义仓
,

备娠慌歉
,

… …造无疆之得业惜有用之绷珠
,

岂不

善哉 !
”

另外
“

为地方官者
,

宜示之以准绳
,

限之以条

规
,

戒之以纷华
,

导之以朴素
” ,

以形成
“

去漓归醇
,

黝奢崇简
”

的风气
。

〔’〕( p , 4, ’

2
、

裁汰 冗员 精简机构
。

郑观应认为
: “

今日度

支告细
,

库藏空虚
,

欲减靡费而归蹲节
,

必自汰冗

始
” , “

国家设官分职
,

原所以治民保国
,

使各有所

职
,

而百事具举
。

如事足以一了之
,

复何取乎多人 ? ”

这就是说一个人能干完的事
,

就不必安排两个人去

做
。

于事无补的人多了
,

非但无益
,

而且其害很多
。

他还说
: “

国家多一冗员
,

不特多一靡禄之人
,

即多

一减民膏之人
,

甚且多一愤国是之人
。 ”

这种人必须

裁汰
,

以使
“

幸位之流
,

素餐之辈
,

无所托足
。 ”

〔 ’ 〕`4P 5 , ’

郑观应建议政府如此办理
,

军队亦应如此办理
; 中

央如此
,

地方亦应如此
。

这样做于国于民是大为有

利的
。

但郑观应这种切合事业
、

时宜的主张
,

要靠腐

败的清政府来实现显然是不可能的
。

3
、

停止潜运 折色纳官
。

嘈运是中国封建社会

赋役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为了保障槽运顺

畅
,

清政府设立了一系列庞大的管理机构
。

那时官

场腐败
,

官吏肆意贪污
,

槽运不仅效率很低而且耗

资惊人
,

其弊端愈演愈烈
。

郑观应就意识到官府 自

办槽运损耗巨大
, “

此槽运所以为无底之壑也
” 。

基

于减少支出
,

增加收人
,

缓和财政危机的考虑
,

郑观

应主张
“

停槽
” , “

应请通伤各省改征折色
,

其耗资一

概带征
,

并归藩库起解
。

至旗丁京官应领傣禄米
,

或

按照成案每石折银一两四钱
,

或按照市价
,

则每石

折银不过二两有奇
。

如是则南民所完之数
,

即北兵

所得之数
,

国家无毫厘之损
。 ” 〔 `〕`5P 68) 这样

,

国家不仅

可 以节省大量开支
,

而且官兵所领实银 必有增

加
, “

实为利国利 民
” 。

所 以郑观应说
: “

公私

两途一举而均得大利
,

有益于国
,

无损于民
,

亦何惮

而不为哉 ! ” t ’ 〕`p 5 69 ,

综上所述
,

郑观应是一位走在时代前列
,

不断

关注国家发展前途和探索济世之道的中国近代先

进思想家和实业家
。

他的财政思想针对性强
,

比较

切合国情实际
。

虽无法在晚清国家财政的管理中得

到完全运用
,

但在当时以及对后世产生 了深远影

响
。

其极富前瞻性的治理财政的思想
,

开阔了国人

眼界
,

启迪后人思路
,

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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