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 观 应 的 企 业 管 理 思 想

吴 其 敬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
,

中国社会进一步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

第二次鸦片战争于一八

六O 年以 中国失败而结束
,

英
、

法 等外 国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签订 《 北京条约 》 等不 平等条

约
,

在中国攫取了更多的特权
。

接着中国封建统治者勾结外国侵略势 力
,

于一八六四年镇压

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

随着形势的这一变化
,

就在六十年代中国出现 了以奕诉
、

曹国藩
、

李

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
。

曹
、

李等首先建立一些官办军事工业
,

继而从十九世纪
一

七十年代开

始
,

洋务派官仃陆续兴办一些以官督商办为主要形式的民用企业
。

同时
,

也就在七十年代
,

还产生了由民间私人投资兴办的近代资本主义民族工业
,

从而也产生 了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

无产阶级在此之前已经产生 ) 和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
,

王韬
、

薛福成
、

郑观应
、

陈炽等就是

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耍代表人物
。

郑观应 ( 1 8 , 2一一 192 ?3 ) 字正翔
,

号陶斋
,

别号祀优生
、

慕雍山人
、

罗浮待鹤山人等
,

广东省香山县 ( 今中山县 ) 人
。

他十七岁应科举
,

未考中
,

乃改行经商
。

他曾开办揽载行
、

茶栈
、

钱庄
、

盐号以及经营对外贸易业务等
。

同时
,

还在外商宝顺洋行
、

太古轮船公司任高

级买办
,

投资外商兴办的公正长江轮船公司
,

并任董事
。

后又在洋务派官仃兴办的上海机器

织布局
、

上海电报局
、

轮船招商局
、

开平矿务粤局等官督商办企业任总办等高级职务
。

由于

郑观应一 生主要从事经济活动
,

本身就是商人
,

又很注意学习西方
,

使他对中外经济情况了

解的比较具体
,

比较具实
,

对经济问题的探索较为广泛而深刻
。

郑观应长期从事企业管理的

经历
,

使他积累了较多的企业管理的经验
,

并在这一方面有着相当深刻的论述
。

郑观应作为洋行办买和官督商办企业的高级职员
,

必然会为外国侵略者和封建买办官仔

的利益服务
,

他还有封建买办思想
,

这些都是应该否定的
。

但是
,

他又不同于那些洋奴买办和

洋务派集团的人
。

就在郑观应充当洋行买办期间 (他于 1 8 8 2年初离开太古公司到轮船招商局

任职 )
,

已于 18 7 1年写出进步书籍 《 易言》 ,

书中表达 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发展民族工商

业的愿望
。

郑观应的这些思想
,

在他以后所著的 《盛世危言 》 中
,

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

郑观

应在官督商办企业中所任总办
、

总董等职
,

虽然是由官方任命
,

代表官方管理企业
,

但他对

官督商办企业的弊端提出过较多的批评
。

他 自己在这类企业中曹投人大量资本
,

还以他的名

义招收其他私人资本人股
,

并为股商争权
,

主张使官督商办企业具正成为
“
商办

” ,

官只是

起
“
督

”
一

的作用
。

上述情况说明
,

郑观应虽然当过洋行买办
,

长期在洋务派官仃兴办的企业

任职
,

但并不妨碍他成为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
。

郑观应在官督商办企业任职期间未曾否定这类企业
,

只是主张耍尽量设法除去企业的种

种弊广 ; 同时他还主张由民间私人 自由兴办企业
。

对官办民用企业他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

有

时明确提出
“ 不用官办而用商办

” ①
。

郑观应企业管理的见解
,

是在他总结 自己管理企业的

经胎以及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管理企业的长处而提出的
,

其中特别是他对改进官督商办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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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管理的主张
,

较多地体现出他的企业管理思想
。

综合郑观应的有关言论
,

他的兴办和管理

企业的主张
,

主耍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

针对当时清政府对私人企业的压抑以及官督商办企业存在的
“
官夺商权

” 的严重问题
,

郑观应提出
“

商人
”

(按指工商业资本家 )应有兴办和管理企业的权 力
,

官只能保护不能按制
。

当时
,

中国新兴民族资产阶级
,

既缺乏经济力量
,

又无政治权力
,

他们希望依靠国家政

权力量
,

发展 自己的经济事业
,

但又害怕官吏的控制和脸削
,

希图摆脱封建束缚
,

独立 自主

地发展民族工商业
。

作为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

郑观应的思想反映了这一矛盾心理
。

他在 《盛世危言 》 中多处谈到要依靠国家政权扶助和保护商务
, “ 用 官 权 以 助 商 力所不

逮
” ②

,

但他反对官府
“ 分外诛求

” ,

反对
“
官夺商权

” 。

而实际情况恰巧是
“
但有困商之

虐政
,

并无护商之良法
” ③

。

在官督商办企业中
,

官夺商权
、

官刹商人的问题甚为突出
,

因

此
,

郑观应认为
,

耍办好企业首先就耍解决
“
商权

” 问题
。

郑观应对官督商办企业种种弊端的揭露是非常深刻的
。

他说
: “

今中国享呈大宪 (按指洋

务派大官仃 ) 开办之公司
,

告商民集股者亦为之局
,

其总办或由股份人公举
,

或由大宪札伤

(凡大宪札访者
,

无论有股无股熟识商务与否
,

只求品级高
,

合大宪之意旨 )
,

皆二
、

三品大

员
,

倾给关防
,

要以箭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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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得有盈余
,

地方官莫不思荐人
,

越姐代谋
。

试问外洋公司有此办法乎? ” ④郑

观应晚年离开封建买办官仃所办 的企业后
,

对官督商办的批评就更加尖锐
。

他在 《 商务叹》

一诗中
,

明确指出
“
官夺商权难 自主

” ,

还说
: “ 轮船局权在直督

,

商欲注册官不许
。

总办

商董举 自官
,

不依商律由商举
;
律载大事有会议

,

三占从二有规矩
,

不问会议集众商
,

股东

何赏岁一叙 ? 不闻岁举查帐员
,

股息多少任所予
。

调剂私人会办多
,

职事名目不胜举
。

不洽

舆情无事非
,

事事输入糜费亘
。

`

… … 名为保商实刹商
,

官督商办势如虎
。 ” ⑤

郑观应对官督商办企业这些弊广的深刻揭露
,

在当时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中是罕见

的
。

它主要说明这样几个问题
:

第一
,

企业大权掌握在
“ 大宪

” 之手
, “ 大宪

” 可以随意任命

官员管理企业
,

从而刹夺了股商管理企业的权力
,

这就违背了
“
商律

” 。

第二
,

那些被委派

管理企业的官员
,

往往不熟识商务
,

不懂得企业的经营原则
,

只知按 “ 大宪
’ 夕 的 “

意旨
”
办

事
。

第三
,

企业职事名目繁多
,

人浮于事
,

官场 习气盛行
,

把企业变成了官 f了衙门
。

第四
,

企业官员任意
“
糜费

”
资财

,

侵吞
“
股息

” ,

使股商大受其害
。

当时
,

中国社会实行的是两

千多年来相传的封建家长制的统治
,

只要 当官
,

就有特权
,

上级的 “ 意旨
” ,

就是法规
。

那

些愚昧无知的封建官仃
,

把 自己的意志和权威看作是高于一切
,

把企业作为 自己的附属品任

意摆布
。

在他们的直接控 制下
,

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变 为封建衙门
,

成为人们谋得官职
、

猎

取利碌的场所
。

于是
,

企业机构臃肿
,

冗员充斥
,

贪污中饱
,

挥霍浪费
,

办事效率很低
,

严

重危害工商业的发展
。

郑观应正是为了解决当时存在的这些严重问题
,

提出了 他 的 改 革主

张
。

郑观应认为
,

让商人有权兴办和管理企业
,

这是办好企业的首要条件
。

他主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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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⑥这段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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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思想
,

是政府对民间兴办企业不要千预和控制
,

既允准私人 自由兴办企业
,

又要让他们

能够按
“ 商贾之道

”
即企业 自身的经营原则

,

来兴办和管理企业
,

而不受
“
官场体统

”
的制

约
。 ·

至于官督商办企业
,

同样耍遵守这一原则
,

具正成为商办
。

在
“
官场体统

”
盛行的情况

下
,

官督商办企业的首要问题
,

就是要改变那种由
“ 大宪

”
任命总办

、

会办
、

董事等的不合

理的制度
,

让股商有经营管理企业的 自主权
,

由他们 自己选举总办
、

董事等来管理企业
。

郑

观应认为
,

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有比较好的经验
,

他说
: “ 按西例

, · ” …总理公司之人
,

即由

商股中推选才干练达
、

股份最多者为总办
,

初未尝假于官
,

官特为之保护耳
。 ” ⑦这一经验

中国应该仿效
。

他在论设银行时
,

曹经提出
“
宜仿照西例

,

官总其成
,

防其弊而不分其权
,

一切应办事宜
,

由股东 中旗选一精明干练
、

操守廉洁之人
,

综计出入
,

另举在股董事十人
,

襄赞共成
” ,

他还强调办银行要
“ 用商务之章程

,

屏官场之习气
” ,

才能取得成效⑧
。

郑观

应的这些主张
,

既切中了时弊
,

又符合
“
商贾之道

” 。
1 8 9 8年

,

郑观应任电报局总董时
,

该

局督办盛宣怀曾向他提出四人名单 (其 中一为盛宣怀的堂弟
,

其余三人都是盛系人物 )
,

让

补为董事
,

郑观应回答
: “

该局既系招集商股而成
,

所举各董应由股东投简公举 (按即投票

选举 )
。 ” ⑨他的意见虽然没有被盛宣怀采纳

,

但是他企 图为股商争取企业管理权
,

则是看

得很清楚的
。

郑观应之所以提出上述主张
,

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

他认为如果由商人 自己兴办和管理企

业
,

政府只是扶助而不加控制
, “

彼将视为身心牲命之图
,

制造必精
,

成功必速
,

成 本 必

廉
,

虚费必省
” L

。

这段话说明
,

由资本家 自己出资兴办和管理企业必然会把企 业 经 营 好

坏同他们 自己的切身益利密切结合起来
,

从而
“
必将视为身心牲命之图

”
办好企业

。

如果像

官督商办企业那样
,

担任总办
、

会办等职务的大部分官员
,

只是拿优厚薪体
,

未 曾 投 入 股

金
,

企业如有亏损
,

不会损害他们的利益
;
再加上他们以

“
官场 习气

” 办事
,

利用职权大肆

侵吞企业的资财
,

这样以来
,

也就不可能具正把企业办好
。

郑观应正是分析 了当时的实际情

况
,

i青醒地看到 了这一点
。

郑观应的上述主张
,

集中说明新兴民族资产阶级要想发展民族工商业
,

就必须摆脱封建

束缚
。

他的关于争
“
商权

” 反 “
官权

” 的主张
,

关于实行
“
商贾之道

” 反对
“ 官场体统

” 的

主张
,

实质上反映了在兴办和管理企业问题上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事
。

在当时民族资本

主义属于新的生产关系的历史条件下
,

郑观应的这些主张显然是进 步的
。

但是
,

郑观应仍然

对封建统治者抱有一定的幻想
,

企图通过上述改革建议为封建官仃所采纳
,

实践证明这条路

是行不通的
。

达又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牲
。

郑观应在批评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的弊端时
,

还特别指出企业不能办好的一 个 要 重 原

因
,

是总办等企业管理人员不通业务和技能
。

他说
: “ 当道所荐者

,

非科甲则不士不农不工

不商
,

向无历练之人
” ,

@ 这些人
“ 不知商务利弊

” L
,

多是庸庸无能之辈
,

因而也就不可

能按
“
商贾之道

”
管理企业

。

他认为总办以及企业共他管理人员
, “

熟识商务
” 是办好企业

的一个重耍条件
。

郑观应曹以轮船招商局修理船身和机器为例
,

说明企业主要管理人员不通业务和技能给

企业所造成的严重损害
。

他说
: “

有船身宜修而机器可缓者
,

有机器宜修而船身可行者
。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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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按指外商在中国开设的船舶修造厂 ) 贪图生意
,

暗
一

与船主
、

管车串合
,

力劝全修
,

而经

理不悉机宜
,

茫无把握
,

其中所耗
,

每年亦何止数万金
。 ” L这就是说

,

由于 “ 经理者不悉

机宜
” ,

容易为外商和下属管事人员所骗
,

致使企业浪费亘资
。

郑观应认为
,

企业的总办总管全局
,

对于能否办好企业
,

关系至为重大
,

因此
,

要求总

办首先要有
一

定的业务知识和技能
。

他说
: “ 总办为公司领袖

,

如不熟识商务
,

则不能知人

善任
,

凡事为人所愚
,

措置失当
。 ” L郑观应把 “

熟识商务
” 和 “ 知人善任

”
直接结合起来

的见解是可贵的
,

总办只有
“
熟识商务

” ,

才能正确选拔和任用下属管理人员
,

制定出符合

实际情况的措施
,

贯彻实行
。

上述修理船机问题
,

正是从这一要求提出的
。

特别需耍提出的

是
,

郑观应比较 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
,

极 力主张学 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
,

购买

和仿造机器
,

进行生产
,

发展民族工商业
。

他曾说
: “

商务之盛衰
,

不独关物产之多寡
,

尤

必视工艺之巧拙
” L

,

中国要象西方国家那样
, “

欲振兴商务
,

必先通格致
,

精制造
” L

。

为了兴办较有先进技术水平的近代工业
,

郑观应对总办的业务知识和技能提出更高的要求
,

强调 “
须得通中西之学

、

明制造之事者派为总办
”

@
。

郑观应的这一主张
,

符合近代工业发

展的客观需耍
,

可以看出他是一个较有远见的民族资产阶级思想家
。

至于总办以下的各级管理人 员
,
郑观应对他们的业务耍求也是严格的

。

他在谈到如何整

顿轮船招商局时曾经提出
“
船栈各司事

,

宜惧选熟谙商务
、

勤慎职守者
,

方可任用
” L

。

不

仅如此
,

他还对轮船招商局五大
“ 总管

”
提出掌握业务的具体耍求

,

如
“
管载者

”
耍

“ 谙练

商务
” , “

洞达市情
” ; “

管船者
”

(
“ 又名总船主

” ) 耍
“ 谙练驾驶

” ,

并且耍
“
船主出

身
” ; “

管车者
”

(
“ 名总管车

” ) 耍
“ 习练轮船机器

” ,

并且要
“ 大车出身

”
厕

。

郑观应

既 要求企业所属管理人员
“ 勤惧职守

” ,

又要求熟练本职业务
,

甚至 还 主 张 从
“
船主

” 、

“ 大车 ” 中选拔
“ 总船主

”
和

“ 总管车
” ,

这就是耍选拔那些有专门知识和技能以及有实践

经验的人充当
“ 总管

” ,

使共能够胜任本职工作
。

当然
,

郑观应的所谓
“ 勤慎职守

” ,

有其

特定的阶级含义
,

共 目的是要为资产阶级 的经济利益服务
,

他要企业各级管理人员掌握业务

和技能
,

也是为 了发展资本主义
。

但是
,

从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来看
,

郑观应关于掌握业务

和技能的主张
,

则是办好企业所必不可少的
。

列宁指出
: “ 凡是熟悉实际生活

,

阅历丰富的人都知道
:

耍管理就要内行
,

就要精通生

产的一切条件
,

就要懂得现代高度的生产技术
,

就要有一定的科学修养
。 ” ( 《列宁全集 》

第 30 卷第 3叭页 ) 可 以 说郑观应是 一个比较熟悉实际生活
,

阅历也较为丰富的人
。

他所提出

的上述建议
,

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

特别是郑观应生活的时代
,

中国资本主义生产还处于幼年

时期
,

为了迅速发展民族工商业
,

他极力主张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科学技术
,

井适应这一发展

需要
,

对企业主管人员提出较高的业务技术要求
,

表明他有深识卓见
。

这是对当时那些香馈

无知的封建官仃无视科学管理
,

只按
“ 官道 ”

办事的有力批判
。

.

为了提高企业管理的水平和效率
,

办好企业
,

郑观应非常强调企业内部管理人员要职责

分明
,

并要重与事权
。

他说
: “ 自古成事奏功

,

未尝不借才异地
,

亦惟重 与 事 权
,

勤核功

过
,

责任必分而始专
” ; 又说

: “ 局务殷繁
,

宜各司其总
,

以专责成也
。 ”

卵他在陈述轮船

招商局如何贯彻这一原则时
,

提出了如下的建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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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 “ 公司寻常之事

,

概由总
、

会办管理
,

如有重大事件
,

必邀董事集议公决
,

方准

施行
。 ”

@

第二
,

耍明确公司五大
“
总管

” 的职责
,

让他们在其职责范围内行使其职权
。

如 “
管载

者总管揽载
、

报关
、

装运等事宜
。 ” ·

… 凡涉揽载司事及各船帐房人等有无弊端
,

悉归查察
。

管船者… … 总管各船驾驶之人
, … …凡船主

、

大副
、

二副
、

三副
、

领港悉归共管
;

船中缴费有

无虚糜
,

驾驶有无不合
,

归共察核
。

管车者
·

” 一总管各船正付管车
,

凡各船正付管车有无不

合
,

悉归其察核
;
船中机器有无损坏应修者

,

亦 归共察验
。 “

一以上各总管遇有大事
,

须请

总
、

会办集商股东并商督办酌裁
。 ”

@ 郑观应甚至还主张总管有任用和辞退所属人员之权
,

如
“
专管揽载之人

·

” 一必须予以事权使其管下之人有所忌惮
。

有不肯者
,

虽总 办 之 至 亲至

友
,

立即辞去
,

各处所荐之人
,

随其选用
。 ” L

由于总管的责任重大
,

郑观应对总管的选择非常重视
。

他主张既要给他们以 较 多 的 职

权
,

又耍限期做出成效
。

为此
,

他提出达样一个办法
: “ 总船主

、

总管车之选
,

宜博访精求

也
。

先与详立合同
,

明责功效
。 ”

·

…其有无功效
,

由管船之总办于六个月后此较上届行驶 日

期之多寡
、

迟速及用款多少
,

详加考核
。

果有成效
,

酌加优待
; 如不胜任

,

辞去另延
。 ”

@这

种给以职权和
“ 明责功效

” 相结合的办法
,

对于改进企业管理
,

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

郑观应的这些主张
,

是根据他所理解的
“
商律

” ,

亦即
“
商贾之道

”
提出的

,

从中可以

看出他对企业管理有着较为深刻的见解
。

首先
,

按照
“
律载大事有会议

”
(见前 引 《 商 务

叹 》 )
,

凡企业 “ 重大事件
” 由总办

、

会办和董事 “ 集议公决
”
然后

“
施行

” ; 至于
“
寻常

之事
” ,

可由总
、

会办道接处理
。

这样
,

既能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决议
,

又能充分发挥总
、

会办管理企业的作用
。

其次
,

对各总管的职务和责任提的比较明确而具体
,

并在共职责范围

内 “ 予以事权
” ,

而且还
“ 明责功效

” 。

这样
,

就使各总管在总办等的管辖下
,

各司其职
,

各负共责
,

有效地处理共 日常事务
。

很显然郑观应的这些主张
,

是符合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

的
。

资本主义经济同小农经济
、

小商品经济在管理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
,

在侮个企业里
,

集

中有大批雇佣劳动者
,

内部有着严密的分工
,

同时在社会上各企业之间又有密切的联系
,

这

就要求不能用小农经济和小商品经济那套管理办法来管理资本主义企业
, `

仑必 须 建 立 适应

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的管理制度
,

以保证企业的生产或共他各种业务活动 ( 如铁路
、

轮船
、

银

行
、

商业等 ) 能够正常运转
。

郑观应所说的
“
局务 (按指轮船招商局 ) 殷繁

,

宜各司共总
,

以专责成也
” ,

就是适应这一客观需要而提出的
。

他的上述种种主张
,

有和l于加强企业内部

生产和各种业务活动的组织牲
,

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
,

从而也就有利于资

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

但是
,

还应看到
,

当时在封建官仃的控制下
,

官督商办企业俨然是个封

建衙门
,

这就不可能具正做到按照近代企业管理的基本原 则
,

处理各项事务
,

所以郑观应的

上述建议也就很难付诸实现
。

为了使企业管理人员能够担负共所任的职责
,

办好企业
,

郑观应还主张对他们耍勤核功

过
,

赏罚分明
。

郑观应认为
,

治理国家需用刑赏
, “ 重赏严刑

,

以兴事劝功
” L ;

办企业需要实行赏罚

制度
,

以
“ 成事奏功

” 。

他在谈到改进轮船招商局管理办法时
,

曾经提出
“ 倘 将 来 局 务起

色
,

自应分别奖励
;
若举措失宜

,

致耗资本
,

亦 当严究
。

必赏罚明而后诸弊绝
,

用人当而后百

职修也
。 ” L郑观应把赏罚作为兴利除弊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措施

,

女日果
“ 赏罚明 ”

就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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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绝弊广
。

同时
,

实行赏罚又有助于考察和任用企业所属管理人员
,

使他们能够各尽其职
,

以收到
“ 百职修

” 的效果
。

为了使赏罚能够贯彻执行
,

郑观应还主张制订
“
奖惩章程

” ,

他

在谈到招商局
“
稽查客票

” 一事时
,

曹说
; “

稽查客票虽责成船主监收
,

尤需申明赏罚
,

法

在必行也
。

… … 宜定三个月比较客票奖惩章程
,

… …庶赏罚明而人思奋矣
。 ” L

郑观应作为较有经验的企业管理者
,

他很注意如何把企业管理人员的个人利盆同企业的

经营效果联系起来
。

他认为实行赏罚就是个很好的办法
,

因为赏罚关系到个人的切身利害
,

“
赏罚所在

,

荣辱系之
” L

, “
赏罚明而人思奋矣

” 。

这就有利于调动企业管理人员的积极

性和责任心
,

促使他们更加主动地完成本职工作
。

郑观应在论述明确职责和实行赏罚问题时意识到这两 者之间有着 某 些 联 系
。

他在 《 察

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条陈轮船招商局利弊 》 一文中
,

是把 “
责任分而始专

” 同 “ 勤核功过
”

实行 “
赏罚

” 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
。

他在谈到明确五大总管的职责时
,

随之提出 用 赏 罚 而

使
“
百职修

” ; 他在具体谈到稽查客票时
,

既提出
“
责成船主监收

” 又 强 调 “
需 申 明 赏

罚 ” 。

他把赏罚作为促使管理人员各尽其职
.

各负其责的一个重耍手段
。

在企业管理中
,

职

责分明是实行赏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
;
实行赏罚则有助于巩固企业制订的 各 项 责 任制

度
。

郑观应某种程度上把明确职责同实行赏罚联系在一起来论述
,

说明他有一定的见解
。

这

对组织企业生产
、

发展社会经济是有利的
。

这里需耍指出的是
,

郑观应关于明确职责和实行赏罚的主张
,

都是为办好资本主义企业

服务的
。

通过制订有关 制度和措施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

以及调动企业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

责任心
,

正是为了加强监督工人劳动
,

以增加企业的剥削收入
。

因此
,

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的

刹削关系
。

四

资本主义生产
,

是以追求剩余价值为 目的的商品生产
。

资本家开办企业
,

就是企图
“ 用

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
,

生产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
” ( 《 马克思恩格斯 全 集 》 第

26 卷第 G25 页 )
。

提高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水平
,

也就是耍以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
,

获 得最

大限度的剩余价值
,

即所谓
“
利润

” 。

郑观应关于企业管理的改革主张
,

正是为要达到这样

的效果而提出的
。

他说
:

创设公司
, “

应预筹成本
,

邀股商富绅集议 研 究
,

核 算 有 利 可

图
” ,

就可
“ 招股

” 兴办L
。

他还说
: “

股本之集
、

皆为利来
” L

。

这些话都明确地表达了

他追求利润的思想
。

郑观应所说的
“
预筹成本

” ,

实际上指的是预付资本
。

他不仅要求在筹

办企业时
,

需耍
“
核算

” 是否 “ 有利可图
” ,

更重耍的是在企业经营誉理过程 中
,

还需采取

种种措施
,

以节省耗费
,

降低成本
,

获得较多的利润
。

这里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他的

有关言论
。

第一
,

屏除
“
官场积 习

” ,

以杜绝
“
糜费

” 。

郑观应从官办 (指民用 ) 和官督商办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
,

认 为杜绝
“
糜费

” 是 当务之

急
,

这个问题不解决
,

就很难使企业获得利润
。

他批评官办企业
“
既有督 (办 )

,

又 有 总

(办 )
,

更有会办
、

提调诸名 目
,

岁用正款以数百万计
,

其中浮支冒领供挥霍 者不少
,

肥私囊者

尤多
,

所以制成一物
,

价比外洋昂率过半
”

@
, “

商务由官专办者终鲜获利
”

@
。

郑观应敏锐地

看到
,

把企业办成官仃衙门
,

成为人们追逐利碌的场所
,

必然会糜费亘额资金
。

由于企业职事



名目繁多
,

需要支付大量薪傣
,

以及他们大肆挥霍演费
,

贪污中饱
,

必然会大大增加产品成

本
。

所以
,

郑观应明确指出
, “

官场积 习
” 是这些企业难以获利的最主耍的原因L

。

至于官

督商办企业
,

从前面所引用的郑观应所揭露的事实来看
,

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些问题
,

同样

是
“
靡费亘

” 。

即使有些官督商办企业在短时期内能够获得一些利润
,

但在封建大官仃和企

业官员的侵吞
、

挥霍
一

下
,

股商所获利润已是 了了无几
。

洋务派所兴办的近代民用企业
,

之所

以必然走向失败的道路
,

企业糜费之多
,

是其中一个重耍原因
。

正因如此
,

郑观应主张
“ 不

用官办而用商办
” ,

官督商办企业也要具正成为商办
,

让商人按
“
商贾之道

”
来办企业

,

就

会使
“ 成本必廉

,

虚费必省
”

(见前引 《 船政 》 )
,

从而使企业获得多的利润
。

这里郑观应

反对
“
糜费

” ,

实质上具有反封建的牲质
。

第二
,

精打细算
,

以节省耗费
,

增加收人
。

郑观应非常重视在企业的业务活动中
,

耍精打细算
,

使企业能够以较少的所费
,

获得较

多的收入
,

他认为这是企业获得高额利润的一个重要途径
。

针对轮船招商局业务 活 动 的 特

点
,

他提出以下的各种建议
:

郑观应指出
: “

行中耍务
,

莫如酌定船期
,

招揽客货两端
。 ” L在招揽客货方面

,

他提

出 “
宜随时探听各埠货物消长

,

以定水脚 (按指运费 ) ), L
。

如果某埠 客 货 较 多
,

急需转

运
,

把船多开往该埠
,

就可索取高的运费
,

以收厚利
。

他还提出
“ 酌 定 船 期

” 与 “ 招揽客

货
”
应密切配合

, “ 凡船在各埠
,

宜查其开行之 日
,

电报关照
,

宜便预揽客货上栈
,

船到即

装
,

不致久停
”
L

。

他为此具体算了一笔帐
, “

计轮船停泊一 日
,

每船用费除煤价外
,

共需

百五十金至百八十金
。

凡江海往来之船无定期者
,

每埠每次多停一 日
,

每月已多耗洋银六七

百两
,

以合局三十船计之
,

每年不下二十万金
。 ”

L如果 “
船到即装

” ,

就可节省大量用费
,

从而相应增加企业的利润
。

煤是船运业的一大开支
,

它在成本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

郑观应非常注意节约用煤
,

他

建议
“ 买煤宜认真稽核

” , “

烧煤宜认具核卖
,

用煤之法
,

须视轮船机器之新旧
,

火轮之迟

速
,

以定用煤之多寡
。 ” L郑观应所提出的 “ 用煤之法

” ,

实际上是耍建立一套定领用煤的

管理制度
,

这是他企业管理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

轮船招商局另一大的开支
,

是修理轮船
。

为了节省修理费
,

郑观应提出一个
“ 招人投票

承修
”
的办法

,

他说
: “

修船宜专责成总船主核办
,

招人投票
,

当众开拆
,

以昭公道也
。

凡

船须修理
,

由该船船主
、

大车开单呈明总船主
、

总大车下船核验如何修理之处
,

开单布告各

厂 (按指外商在中国开办的船舶修造厂 )
,

均着送票 (按指承修方案
,

包括修理 费 ) 到 总

局
,

入于箱内
,

定期当众启看
,

何厂价值最廉
,

即令承修
。 ” L郑观应还提出

“ 造新船
” 也

耍
“ 招 人投票承办

” , “
择定合同

” ,

进行制造L
。

郑观应是耍利用厂商互相竟事
,

选择修

造之厂
,

以保证修造质量和减少费用
。

这一办法会大大节省企业的开支
,

从而有助于利润的

增加
。

此外
,

郑观应还主张严查企业的各种
“
流弊

” ,

以堵漏洞
。

他还提出健全会计制度
,

如
“ 栈租向由管栈 自收

,

往往以多报少
,

或至私肥
” , “

收栈租之单
,

宜出联票
,

由总局帐房

核准
,

加盖图记
” ⑨ ; 又如

,

公司耍选举查帐员
, “
所有出入帐目

,

唯查帐员随时查核
” L

。

这些都是办好企业必不可少的措施
。

郑观应这些主张
,

含有某种程度的核算思想
,

它集中说明办企业要精打细算
,

建立一套

适合每个企业特点的制度和措施
,

力求节省用费
,

降低成本
,

以使企业能够获得较多的利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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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

学 习西方国家先进生产技术
,

用机器代替 人工进行生产
。

为了使企业获得高额利润
,

郑观应还从工矿业生产领域来探讨企业管理问题
。

他在谈到

开矿时
,

曹经提出主管人员要
“
身亲 目击

,

因地制宜
,

审共 山川
,

察其井碉
,

核其成本
,

计

其销场
” L

。

郑观应所最关心的是企业产品成本的高低和产品
,

能否销售的问题
,

而这些问题

归根结底都直接关系到能否使企业获得厚利
。

正因如此
,

他把
“
核共成本

、

计共销场
”
作为

企业主管 人员管理生产的最重要的职责
。

当时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是生产技术和设备比较落后
,

主要是用工人进行生产
,

同外国

用机器生产的同类商品相比
,

劳动耗费多
,

成本高
,

质量低
,

即使在国内市场上
,

也无法同

外国的商品相竞争
。

郑观应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
,

他深刻指出
:

外 国能远洋来华推售商品
,

是因为 “ 无物不用机器
,

既事半而功倍
,

亦工省而价廉
,

一切所制
,

又复精巧绝伦
,

故能运

之来华
,

推行尽利
” ; 而 “

中国用人工
,

故工笨而价费
” , “

窥劣不精
,

难于售销
” , “ 由是

而论
,

通商之利宜其独让西人也
” L

。

他还说
,

当时的突出问题
,

是中国商品
“ 制造不如外

洋之精
,

价值不
、

如外洋之廉
” L

。

针对这一现实
,

郑观应提出用机器代替人工进行生产
,

他

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长处
,

既耍
“
仿效其技艺

” ,

又耍
“ 如法 自行制造

”
机器L

。

如果能够

做到
“ 制造必精

” , “ 成本必廉
” ,

就可生产出
“
价廉质美

” L的产品
,

从而使产品销售兴

旺
,

获取高额利润
。

前面所谈的郑观应要求总办
“
通 中心之学

,

明制造之事
” ,

正是为用先

进技术和机器进行生产来办好企业而提出的
。

当时郑观应不可能从政治经济学范畴来探讨商品生产过程一些 理 论 问题
,

他不懂得价

币:l(
、

价格
、

工资
、

利润等的科学原理
。

但 他某种程度上看到采用先进技术和用机器进行生产
,

比用人工生产可以解决两大问题
:

其一
,

能够节约劳动时间
,

降低成本
,

提高生产效率
,

即

所谓
“ 工省价廉

” 、 “
事半功倍

” 。

其二
,

能够提高产品质量
,

即所谓
“
精巧绝伦

” 。

一个

企业如果能够生产出
“
价廉质美夕的产品

,

就为获取较多利润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
。

前面所

谈的郑观应关于改进企业管理的各种建议
,

从实质讲
,

都是为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而提

出的
。

以上几个方面
,

大体上概括 了郑观应的企业管理思想
。

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

郑

观应的企业管理思想
,

体现 出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牲
。

马克思指出
: “

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

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
,

它同时也是刹削社会劳动

过程的职能
,

.

因而也是由刹削者和他所剥削的原料之间不可避免的对抗决定的
” ( 《 马克思

思格斯全集 》 第 23 卷 3朋页 )
。

资本主义管理
,

一方面反映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耍
; 另一 方 面

又反映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刹削和阶级对立的关系
。

郑观应关于企业管理的主张
,

从其

反映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耍来看
,

有其合乎科学的因素
,

但很不成熟
,

未能形成 一 套 理 论体

系
,

这是受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不成熟性所决定的
; 从其阶级实质来看

,

则体现出

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
,

是为了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而提出的
。

如果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考察郑观应的企业管理思想
,

其积极意义是明显的
。

它的

可贵之处
,

就在于郑观应在企业管理问题上
,

对当时封建统治者进行了较为尖锐的揭露和批

评
,

反映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强烈愿望
;
就在于他反对用

“
官场积习

”
来

管理企业
,

主张按照
“
商贾之道

” 即企业 自身的经营原则
,

来兴办和管理企业
。

这实质上是

要摆脱封建 束缚
,

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

这在当时是进步的
。

当然
,

他对封建统治

者还存在有幻想和依赖
,

这又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局限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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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① @⑧ 《 纺织 》 附录
,

《 盛世危言 》 ( 光绪二十四年图书集成局
,

下同 ) 初编卷四
。

②L 《 商战 》
,

《 盛世危言 》 初编卷三
。

③④⑥⑦LLL 《 商务二 》
,

《 盛世危言 》 三编卷 一

⑧ 《 商务叹 》
、

《 罗浮待鹤山人诗草 》
,

宣统元年上海著易堂印
,

卷二
。

⑧ 《 银行下 》 ,

《 盛世危言 》 初编卷五
。

⑨ 转引自邵循正 《 论郑观应 》 ( 下 )
,

见光明 日报 1 9 。 搜年 苏月 6 日
。

L 《 船政 》
,

《 盛世危言 》 二编卷一
。

@ 《 商船下 》 , 《盛世危言 》 三编卷一
。

⑥L@ LL⑧LLLL⑧霉L承雾 《 察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条陈招 商 局 利 弊 》 , 《 洋 务 运 动 》

( 六 )

⑧ 《 商务 》 附录
,

《 盛世危言 》 初编卷三
。

LL 《 商务五 》
,

《 盛世危言 》 三编卷一
。

。 L 《 机器 》
,

《 盛世危言 》 二编卷一
。

峋LL@ 《 上北洋大臣李傅相察陈招商局情形并整顿条陈 》
,

《 洋务运动 》 ( 六 )
。

L 《 察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条陈招商局利弊 》 , 《 商务 》 附录
。

函 《 农功 》
,

《盛世危言 》 初编卷四
。

L 《 致彭器之观察书 》
,

《 洋务运动 》 ( 七 )
。

L 《 集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订立机器织布合同 》 , 《 盛世危言 》 后编卷七
。

L 《 开矿 》 , 《 盛世危言 》 初编卷五
。

@ 《 纺织 》 , 《 盛世危言 》 初编卷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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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劳动耗费和活劳动中为 自己的劳动耗费
,

并且是这两部分的个别劳动耗费
。

3
.

成本计算对象
,

不单是指什么产品而言
,

还耍有
“ 时空观

” 。

4
.

分类法
,

只规定 了以一类产品作为成本计算实体
,

而没有规定时空范围
。

所以
,

它不

是一种独立的成本计算方法
。

它是简单法
、

分步法的发展
,

发展为简单分类法
,

分步分类法
。

’

5
.

系数法不等于分类法
,

系数法是在分类法基础上
,

所常用的一种费用分配方法
,

但不

是唯一的分配方法
,

也可采用其他费用分配方法
,

如售价法
、

产值法等等
。

6
.

定额法
、

定额比例法
,

都不是成本计算方法
,

不能和简单法
、

分步法
、

分批法三种成

本计算方法
,

平起平坐
。

它们仅仅是在简单法
、

分步法
、

分批法基础上
,

所应用的一 种费用

分配方法
,

只能和实际材料消耗数量比例法
、

实际工时比例法
、

约当产量法等等
,

平 起 平

坐
。

而且应 当指出
,

定额此例法既抛弃了定额法及时反映节约浪费的优点
,

又不能正确计算

产品成本 (即使定额制订得准确
,

然而不按实际消耗
,

而按定额此例分配于节约产品与超支

产品上
,

就有一拉平现象 )
,

所以
,

它在费用分配方法中
,

也不是一种值得提倡的方法
。

我们主张
,

在广泛开展劳动竞赛的基础上
,

逐 日累计实际材料消耗与定额材料消耗
,

实

际工时与定额工时
,

随时对比
,

以便及时反映节约浪费情况
; 而分配费用时

,

则按实际材料

消耗比例
、

实际工时比例分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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