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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的国债思想

卢文莹

郑砚应是接受西 方忍 悠毅 多的一个 人
。

他在径 办浑务的过攀中
,

对 西方的 国债及忍忽较 为熟悉

了解
.

认 为在国用 不段时
,

即可 向本国人民
,

也可 向外国商人举债
,

这 是西 方各 国的惯例
。

对于举债的

方式
,

应按 西方摘例
,

且应全盘统筹
,

周详审懊
.

郑观应 ( 18 4 2一 1 9 2 1 )是买办出身的洋务企业经营家
,

又是 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
。

他十

七岁从广东来到上海
,

先后从师叔父郑秀山和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学习英语
。

他曾经担任英商宝

顺洋行买办
、

太古轮船公司经理
,

投资经营茶栈和中外合营的轮船公司等
。

他同外国商人和传

教士有比较广泛的联系
,

对经营资本主义企业有一定的感性认识
。

他和李鸿章
、

盛宣怀等人一

样
,

都是洋务运动中比较关键的人物
。

他们的共同点是涉及面广
、

活动时间长
。

对他的国债思

想进行探讨
,

可以以点带面
,

有助于了解我国近代的国债思想
。

一
、 “

国债
”

存在的必要性

郑观应是接受西方思想较多的一个人
。

他在经办洋务的过程中
,

对西方的国债及其思想比

较熟悉了解
。

他借鉴西方国债经验教训
.

在光绪六年 ( 18 8 0) 出版的 《易言 》中即有《论借款 》一

文
,

①光绪二十年门 8 9 4) 出版的 《盛世危言 》中
,

又以了国俊 》为题论述了国债问题
,

两者措词有

所不同
,

但内容基本上大同 小异
。

在《国债》的一开头
,

就引证 了西方各国的情况
,

郑观应写道
“

泰西各国无不有国债
.

凡由议院公议准借者
,

其国虽为别人所得
,

仍须照还
。

故各国兴大役
,

出

大军
、

国用不敷即印民间告贷
,

动辄数千百万
,

或每年给息
,

或按年拨本
。

君民上下
,

缓急相济
·

有无相通
,

隐寓藏富于 民之义
,

而实不欲授利权于别国也
。 ”

②认 为国债之举不至于 公私坐困
、

而且上下相益
,

既可以损有余补上之不足
,

而且可以
“

王令朝颁
,

军需夕至
。

间阎之富无殊国努

之充
,

是民即以足国
,

其便一也
” 。

③每岁所征之税
,

用以一部分还息
,

则可保证有内债借
,

正如

《易 》中所说
; “

损上益下
” , “

其道大光
” ,

对国家无害
。

郑观应认为
,

如果这样
.

就可以做到
“
利不

出一方
,

而财不资乎异地
” 。

④从以往的情况看
,

这可谓最好的办法
。

但在国用不敷时
,

既可向

本国人民
,

也可向外国商人举债
,

这也是西方各国的惯例
。

郑观应认为
,

中国本无
“
国债

”

一说
.

自同治六年 ( 1 8 6 7年 )左宗棠西征款
.

才是借洋债之开端
。

他说
: “
中国自同治六年间

,

左相伯以

西征需响
,

始借洋彼
,

系沪上 (英国 )银行经理
,

由八厘至一分五厘行息
,

将各海关洋税收拨抵
,

分年本利清还
” 。

⑤郑观应并不反对正常的借债
,

但他反对以海关作抵
,

并且认为在一般情况

下
,

借外债不如借内债
。 “

万一贷之于民
,

而缺仍有不足
,

始可酌以徽息转贷邻封
” 。

⑥他还认为

前时中国息借洋款
,

以海关作抵
,

是将绝大利权让给外国
,

中国量入为出
,

本有常经
,

时借债外

洋
,

权应一时之用
。

加以
“

金镑高下
,

既受巨亏
” 。

所以 如果用海关作抵
,

他建议
“
嗣后洋债一端

,

自应永行停止
” 。

⑦

但郑观应认为
,

如果息微量少
,

无其它苛刻条件
,

能
“
将 以前流弊一扫而空

” ,

未尝不可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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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债
,

而且一般而言
,

外国借贷资本的利息比国内要低
,

利用外资有现实的可能性
。

他曾分析

说
: “

考英
、

法
、

德
、

美诸国
,

借贷行息三厘
,

多不过四
、

五厘而 已
。

若土耳其
、

波斯等国
,

则国欠债

过重
,

行息过多
,致利权授于他人

,

国势寝形微弱
,

中国幅员之广
,

·

矿产之饶
,

远胜泰西
,

人所共 每

悉
。

人款劳动甚多
,

而借债甚少
,

无须重息可贷多金
。

闻中国借券之股份
,

中外人争购之
,

每股

九十五镑有涨至一百零四五镑者
。

外国之债股份分单时有涨跌
,

即俄国之钞票亦有涨跌也
。

由

是观之
,

中国虽少出子金
,

仍能应手
” 。

⑧

二
、

借内债优于借外债

郑观应在法越战争时
,

为了筹办粤东海防需侗 曾条陈当局
,

请求仿照西人之法筹借民款
,

建议由各海关银号出票
,

按年清理
。

其票据可抵关税钱粮捐纳之需
,

数 目无折扣
,

成色无高低
,

愿意提供借款者数额高达百万之家
,

当局给予优待
,

善为保护
,

不借端勒捐
,

以示体恤
。

这样一

来
,

民间踊跃乐从
。

在郑观应看来
,

取信于民是借债的主要条件
。

他说
: “
夫财犹水也

,

惟患其雍

塞
,

不患其流通
。

上下交征则败国亡家之券也
,

上下相济则亲上死长之心也
。

苟能示以大公
,

持

以大信
,

试借民债以给度支
,

成一时济变之 良规
,

即以葆万世无疆之盛业
。

较前 日之开捐例以禽

爵
,

借洋债以损国
,

设厘卡以病民
,

其利弊得失相去有不可以道里计者
” 。

⑨他称赞英法两国政

府取信于民的国债政策
。 “
昔英国政府国库努充滋

。

欲将国债全数扫清
,

而英之富民咸谓
: `

存

之于家不若存之于国
. ’

… …法之国债每年交银息六千万两
,

可谓巨矣
。

而民间尚肯贷之者
,

则

以政府尚信
,

足以取信于民
,

而 民亦以按年可以得息
,

较之他处为稳也
。

或谓一千八百七十年
,

即同治九年
,

法国为德灭矣
。

若宗社为墟
,

国债将准索乎 ? 不知万国公法
,

国之债贷于民
,

还债

之项出于她
,

债与地合而为一
,

其地为谁有
,

则其债应谁偿
,

此民之所穗
、

所次无虑也
” 。

L

三
、

举债的方式与用途

郑 观应认为
,

举借外债应按西方惯例
。

他接受了中国驻英国大使的建议
,

提出中国举债应

仁 取以 下方法
:

首先
.

筹借洋款应向英国劳士
、

斋乃德博令等大银行筹商
。

因为这两个银行是国

际 打公认的银行
,

素有名望
.

人 人信服
,

常能以微息借巨资
.

这是别的银行所不及的
。

其次
、

借款

限屯 六
L于

。 一

次全还
。

再次
,

按结 归还
.

在债券上载明
:

每结归还若干
,

第二
,

第三结归还若干
,

“

啤浅早为料理
.

彼放债者亦乐闻
。 ’

气
莎以上主要是谈了借债的方法

。

对于借债的用途
,

他仍采纳

亏 一
、

使的建议
。

大使谈到
: “

放债者乐闻某国借钱建造铁路
、

电线
、

开矿
、

治河一切富国之

又 卜
’

少犷出息大而券票强
,

甚不愿出资以作耗财事
。

尤恶借银以 用兵装
,

银钱变作火药
、

弹丸
、

散

于枪 色 二口不能复返
,

则债主不但失利
,

成本将 亏
” 。

@ 郑观应认为驻英大使的话很正确
.

应该
一

`;
一

以汁 澎
`

借鉴

郑说应土张借外债须全盘统筹
,

周详审慎
,

不必托山国银行经手
,

以免辗转图利
。

建议直接
: ’

写中国驻英大使
.

直接向英国劳士
、

斋乃德博令等大银行熟商
,

行息不过五六厘
. “
中国素来

守信
,

洋人自必乐从
” 。 一

珍而且认为
,

借 自英
、

俄
、

法等国
,

不如借美国
,

借数十亿不如借数百亿
;

借镑数不如借银数
。

因为英
、

法
、

俄属地与中国毗连
,

时常有外交上矛 香
、

容 易被其挟持
。

如果

借 自美国
.

则无此顾虑
。

并且借债的数象
、
:

, _
弄

竺容易取得低息借款 借数十亿
.

利息须四厘到

六七厘
。

借数百亿
.

利息不过三厘
.

借镑数刁
、

如借银数
,

因镑价 少找高
.

似有跌而无涨之势
,

不如

银借银还
,

以免重陷以前镑亏的复辙
。

郑观应闻美国公使说
.

侧
一

澎商肯借银 3 0 0 兆给中国
,

利

息三厘
.

且以银借银还
,

准分三
、

四十年清还
,

认为时机 厂
·

衍过
.

即可以还各国 (下转第 2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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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判营销 目标的实现程度
。

但是在实践过程中
,

银行的营销 目标往往是多元
、

多层次的
,

而非一

元
,

单层次的
。

因此
,

往往需要全面地评估营销业绩
。

评估银行营销业绩
,

一方面要兼顾直接营梢业绩 (市场及销售发展 )与间接营销业绩 (财务

效益 )
,

另一方面还要兼顾总体业绩与各层次
、

各部门及乃至各营销人员 (如柜台营业员 )个别

的营销业绩
.

直接营销业绩评估
,

可采用销售实绩与销售计划的对 比
,

实际市场占有率与预期

市场 占有率的对比等方法
。

同时
,

也应尽量结合竞争对手销售情况及市场占有率变化情况分

析
。

间接营销业绩的评估
,

宜采用财务比率分析方法
。

这里的关键是如何选取适当的财务比率
.

有些同志认为销售利润率是一个较好的指标
,

也有一些同志认为资本利润率方能体现间接营

销业绩
,

即财务效益
。

我们认为一般情况下宜采用资产报酬率指标
。

这是因为
,

销售利润率指

标虽能较好地反映银行实现利润与总销售额之百分比
,

但它不能体现为实现一定水平的销售

额所付出的代价— 资产投入的大 小
。

资本利润率指标
,

虽从业主 (股东 ) 角度来看是最有意义

的
,

但这个指 标值的高低
,

除了取决于销售利润率的资产 周转率外
,

还取决于企业资金结构

— 资本占总资产的百分比
。

而资金结构状况
,

是财务安排的结果
,

与营销工作没有直接联系
。

资产报酬率指标
,

则能很好地反映营销工作的综合业绩一 一投入产出水平
。

银行营销业绩的总体评估
,

除了利用上述指标进行
“

量
”
的分析之外

,

还应该通过对顾客意

见的追踪调查及定期问卷调查等方式
,

从
“

质
”
的方面作出评估

。

这些调查的结果及其分析
,

将

能反映银行过去的营销工作满足顾客的程度
,

以及银行在顾客心目中的总体形象
。

这种
“

质
”

的

评估结论与
“

量
”

的评估结论若有较大不符
,

则很可能预示着银行今后
“
量

”
的营销业绩将 出现

滑坡
。

这种情况尤应给予重视
。

最后
,

对各层次
、

各部门乃至各营销人员的业绩评估
,

也应尽可

能从
“

量
”
和 “
质

”
两个方面作出全面评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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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可得此 巨款
,

以使百废俱兴
。

同时仿照俄
、

日引进国外的人才
,

参与

中国的洋务运动
。

这种引进外资和 人才的作法
,

对后人影响较大
,

孙中山先生在谈到利用外资

的原则时就有这一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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