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 观 应 的 商 战 论

北京大学经济系 郑学益

郑观应是我国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

在他的 《盛世危 言》 等 著 作

中
,

提出了一个较为系统和较为完整的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学说— 商战论
,

.

为近代中

国人民提供了直接的反帝理论武器
,

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作出了特殊贡献
.

郑观应 曾在英国宝顺公司
、

太古轮船公司等一些外国洋行中担任过高级买办
,

但是他是

一个具有爱国思想的人
,

并不甘心做洋奴
,

而是逐渐地从买办商人里分化 出来
,

成为早期民

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

他的经济思想较为突出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的矛盾
,

大声疾呼地要求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

按照他自己的话说
,

他是
“

初学商 战 放 外

人
,

继则与外人商战
。 ” ① 正是这种特殊的经历

,

使他比当时其他的改良派人物如王韬
、

薛

福成
、

陈炽等人都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了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危害性
,

他也 比上述诸人都

更为系统地提出了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商战论
.

王韬已开始指出西方列强对外侵略有两种方式
:

商和兵
, “

以商为本
,

以兵为辅
,

商之

所往
,

兵亦至焉
。 ” ② 郑观应在王韬的认识基础上作了概括和发挥

,

明确地提出
“

兵战
”

和
“

商战
”
两个范畴

:

`

泰西各国以商富国
,

以兵卫商
,

不独以兵为战
,

且以商为战
. ” ③

郑观应十分痛切地感到在资本主义列强的两种侵略方式中
,

商战即经济侵略要比兵战即

军事侵略更危险
、

更严重
。

因为
,

军事侵略是
“

有形之战
” ,

容易察觉
,

使人们提高警惕
,

加强防备
,

组织抵抗
.

而经济侵略是
“

无形之战
” ,

使人们掉以轻心
,

防不胜防
,

这样造成

国家逐渐衰落
、

最终灭亡
。

他一再说
:

“

兵之并吞
,

祸人易觉
;
商之拮克

,

敝国无形
。 ” ④

另一方面
,

从侵略后果来说
,

军事侵略时何短暂
,

所带来的战争创伤比较明显
,

也容易

治愈
.

而经济侵略长期持久
,

所造成的经济破坏是损及脏腑的内伤
,

经济被掠夺而破产
,

则

国家灭亡指日可待
:

“

兵战之时短
,

其祸显
;
商战之时长

,

其祸大
” 。

⑤

“

彼之谋我噬膏血
,

匪噬皮毛
,

攻资财不攻兵阵
,

方且以聘盟为阴谋
,

借和约为兵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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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至精华销竭
,

已成枯腊
,

则举之如发蒙耳
. “ ①郑观应的这些卓越见解为甲午战争后成熟

阶段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所继承发展
,

谭嗣同指出西方列强
`
以商为战

,

足以灭人之 国

龄无形
” ,

② 康有为的认识更有深度
: “

古之灭 国以兵
,

人皆知之
;
今之灭国以商

,

人皆忽

之
,

以兵灭人
。

国亡而民犹存
,

以商贾灭人
,

民亡而国随之
” .

③

针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的两手
,

郑观应深刻地认识到反对西方列强的

侵略仍用历史上传统的抵抗少数民族军事征服的办法是无济于事的
,

因此他明确主张以兵战

对兵战
、

以商战对商战
,

用两种方式进行反侵略
,

这样就使
“

兵战
”

和
`

商战
”

两个范畴具

有了侵略和反侵略的双重含义
。

他不但提出加强国防力量 以
“

兵战
”

防御外国的军事侵略的

主张
,

还要求大力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以增强
“

商战
”

能力
,

有效地抵抗外国的

经济侵略
,

并且强调要把商战放在首位
: “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 , “

决胜于商战
” 。

④ 郑观

应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军事侵略有着较清醒的头脑
,

他认为
: “

当今之世
,

与古昔情形不同
,

防外侮更重于防内患
” 。

⑤ 因此
,

他主张加强 国防力量
,

改变腐朽落后的军事制度
,

学习西

法进行操练
,

用新式武器装备军队
,

精研兵法战术
,

通过实战演习
,

提高作战和指挥能力
,

建立一支先进的陆
、

海军驻守边疆和沿海以抵抗外国的军事侵略
。

可见
,

郑观应并不放松
“

习兵战
” ,

只是认为经济侵略比军事侵略更危险
、

更难对付
,

因此必须以
“
习商战

”

作为重点
,

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
。

尤其可贵的
,

郑观应还比较透彻地分析了
“

兵战
”

与
“

商战
”

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
,

从

而进一步论证了
“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 。

首先
,

郑观应认为
“

兵战
”

与
“

商战
”

是强与富的关系
。

加强军事 力 量 以
“

兵 战
”

图

强
,

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
心

商战
”

求富
。

只有开展
“

商战
” ,

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
,

中

国具备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

才能建设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以进行
“

兵战
” 。

否则
,

中国

的军事力量将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空架子
。

所 以他说
: “

国既富矣
,

兵奚不强
” ,

⑥ “

能富而

后可以致强
。 ” ⑦

郑观应又辩证地认为强是富的保障
, “

兵战
”

是
“

商战
”

的后盾
。

他指出外国的军事侵

略为经济侵略服务
, “

矢 口称黄祸
,

调兵保商贾
” ,

⑧ 商品倾销用大炮开路
,

掠夺原料用兵

舰送行
:

.

惟恐他人夺其利益
,

特设商部大 臣以提絮纲领
,

远方异域恐耳目之不周
,

鉴 察 之 不

及
,

则任之 以领事
,

卫之以兵轮
。 ” ⑧

侵略是帝国主义的本性
,

当它们用经济手段达不到 目的时
,

就用战争的方法来解决
,

通

过军事侵略来为经济侵略扫清障碍
.

因此
,

中国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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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国防
,

才能有效地抵执外国的经济浸略
,

使资本主义经济碍到顺利舞犀
。

“

非富无以保邦
,

非强无以保富
·

担需为界
,

乃能相济有成焉
· ” ①

、

、

其次
,

郑观应还认为
“

兵战
”

与
“

商战
”
是标与本的关系

`
他指出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

要注重
“

兵战
” ,

更要注重
“

商战
” · ”

兵战
”
虽然重要

,

但它毕竟只是
“

末
”

和
“

标
” .

他批评洋务派的船坚炮利政策是
“

舍本图末
” ,

尽管不断
“

购铁舰
,

建炮台
,

造枪枝
,

制水

雷
,

设海军
,

操陆阵
,

讲求战事
,

不遗余力
” ,

但仍然无法对抗外国侵略者
。 “

纵令猛将如

云
,

舟师林立
,

而彼族谈笑而来
,

鼓舞而去
,

称心膺欲
” .

② 针对洋舞派 的
“

舍本图末
” ,

郑观应提出了自己的
“

标本兼治
”

主张
。

他认为国势的强弱归根结底取决于商战的胜败
,
即

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否
。

只有在商战操胜算的基点上
,

才能推动兵战
·

使军事力量真正

强大起来
·

他指出西方列强
. “

不患我之练兵讲武
,

特患我之夺其利权
,

凡致力于其商务者
,

在所必争
” .

③ 因此
,

中国必须
“

标本兼治
” 、

双管齐下
, “

练兵将
,

制船 炮
,

备 有形 之

战
,

以治其标
;
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

,

裕无形之战
,

以固其本
。 ” ④

郑观应的商战论并不局限于单纯在狭义的商业范围中同资本主义列强进行斗争
,

而是要

求以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为中心
, ’

在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

他是个商人出

身的从事实际工商业活动的资本家
,

十七岁就投身工商实业界
,

后来当过商办时期的粤汉铁

路总经理
,

自己还创办了进出甲贸易公司
,

在国内一些重要 口岸开过内河航运公司以及经营

了其它一些工矿企业
·

因而
,

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在郑观应的商战论中得到了更直接

的反映
,

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也就提得比较具体和细致
` ;

、

在 《盛世危言分 自序中
·

他提出了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产车过深刻影响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
、 “

兴学拉
,

广书

院
,

重技艺
,

别考课
,

使人尽其才
,
讲农学

,

利水道
,

化瘩土为 良田仁傅牌尽 其 利
,
造铁

路
,

设电线
,

薄税敛
,

保商务
,

使物畅其流
。 ”

在商战中
,

郑观应相 当重视瞬立和发展大机器工业问题
,

强调指出
;

`

“

论商务之原
,

以

制造为急
,

而制造之法
,

以机器为先
” 。

⑤ 他还从两方面论述了大机器工业 的必要性
,

对内

方面
,

大机器工业提高了劳 动生产率
,

推动了工商业的向前发展
,

促进 了国内资本主义的生

产和流通
, “

独是商务之盛衰
,

不仅关物产之多寡
,

尤必视工艺之巧拙
.

有工翼商
,

则拙者

可巧
,

粗者可精
” 。

⑥ 对外方面
,

只有大机器工业才能生产出大量的物美价廉的商品进入市

场
,

与外国侵略者展开商战
,

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
.

他指出酉方各国的

六十多种洋货
“

皆畅行各 口
,

销入内地
,

人置家备
,

弃旧翻新
,

耗我资财 , 何可悉数
. ” ⑦

因此
,

他呼吁
`

巫宜招商集款
,

白行制造
,

擅其利权
” 。

⑧ 他还认识到中国若不发展自己的

机器工业
,

不管自然资源如何丰富
,

最终都要被外国列强掠夺而去
, “

若有商无工
,

纵令地

不爱宝
,

十八省物产日丰
,

徒弃已利以资彼用而已
” 。

@

郑观应对大机器工业的认识是由浅入深的
.

起先他比较强调在轻工业中采用机器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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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之纲目
,

首在振兴丝茶二业
,

……广购新机
,

自织各色布匹… …购机器织呢毡绒纱
、

羽毛
、

洋衫裤
、

洋衫
、

洋伞等物
·

” …
” 。

① 到后来
,

郑观应看到中国所使用的机器
`

仍须殉

自外洋
” ,

这样仍然受到洋人的控制
, ·

则有机器如无机器同
” 。

⑦ 因此
,

他逐 渐 认 识 到

了只有建立和发展中国自己的机器制造业
,

才能在商战中保持独立
,

从而有效地抵制外国的

经济侵略
:

`

但知购买机器
,

可得机器之用
,

不知能自造机器
,

则始得机器无穷之妙用也
。

宜设专

厂制造机器
。

… …纵不能得外洋之利
,

则中国之利 自不至外溢矣
。

各种机器自能制造
,

则各

种货物亦自能制造
,

所造之物既便自用
,

且可售于人
,

不致全以利权授外洋矣
。 ” ③

开展商战离不开交通运输
,

郑观应反映了民族资本这种
“

物畅其流
”

的要 求
,

他 对 铁

路
、

火车
、

轮船等新式交通工具十分赞赏
,

大加推崇
: “

中国富强之转机
,

在此一 举矣
” 。

④

他例举了铁路
“

有十利而无一害
” ,

认为不但
·

可助 国用
” ,

而且
“

运费省而销路速… … 商

贾便朴贩运
,

贸易日旺
,

税晌 日增
” , “

风气大开
” 。

⑤ 郑观应还指出外国轮船控制了中国航

运是
心

喧宾夺主
,

害不胜言
” ,

⑥ 他认为
: “

欲求中国富强
,

当论用轮船
” ,

⑦ 主张 自制新

式轮船
,

并亲 自创办航运公司
, “

令沿海要埠
,

中国公司轮船 日增
,

利不外溢
,

诚塞漏危
,

讲富强之一大端也
。 ” ⑧

新式工商业与矿业密切联系
,

郑观应从充裕财政
、

交通运输
、

燃料动力
、

军用民用各个

方面
,

阐述了开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指出
: “

居今日而策国家之富强
,

资民生之利
,

赖固

地之利
,

取无尽而不竭者
,

其惟开矿一事剩
。

⑨ 同时
,

他还列举了我国丰富矿藏的若千项

目和有利条件
,

认为完全有可能大规模开采
.

金融货币制度是顺利开展商战的前提
,

郑观应充分认识到银行是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的

重要工具
:

`

“

夫洋务之兴
,

莫要切于商务
,

商务之本
,

莫切于银行
” 。

他还指出了银行对促

进新式工商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
: `

长袖善舞
,

为百业之总枢
,

以潜财源
,

以往大局
”

强调
.

非筹集巨款创设银行
,

不能以挽救商情而维持市面也
。 ”

主张开办官
、

商银行
,

发行

银行券
,

铸造钱币
,

禁止外国货币在中国流通
.

他还抨击了英国汇丰银行
“

虽有华商股份
,

不与华商往来
” ,

指出这是
`

倒持太阿
、

授人以柄
” 。

L

郑观应也注意到了农业问题
.

他不是从民食角度看农业
,

而从商品经济的角度强调农业

的重要性
: “

以农为经
,

以商为纬
,

本末具备
,

·

巨细毕赅
,

是即强乓富国之先声
,

治国平天下

之枢纽也
. ”

⑧因此
,

他主张发展蚕桑
、

茶叶
、

烟草
、

棉花等经济作物
,

为对外贸易提供出

口商品和向工业提供原料
。

并提出用新式农业机器和农业技术来改善经营方法
,

促进农业生

产
,

借用西国机器以之耕种
,

可使土膏深透
,

地力腾达
,

物类易于收成
,

亦当倍菠
。 ’

。

郑观应的商战范围从工矿业到农业
,

从交通运输到财政金融
,

不同程度地阐述和说明了

这些部门在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以抵制外国经济侵略斗争 中的地位和作用
,

并提出了一些

具体主张和建议
。

但是
,

在郑观应的商战体系中
,

是把商业提 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枢纽地位
,

① 郑观应
:

《商战》
。

《盛世危言》 初编
,

卷三
。

③ 郑观应
:

《商务五 》
.

》盛世危言》 三编
,

卷一
⑤ 郑观应

:

《铁路》
.

《盛世危言》 初编
,

卷四
.

⑦ 郑观应
:

《商船下 》
.

《盛世危言》 三编
,

卷一
⑨ 郑观应

:

《开矿》
.

《盛世危言》 三编
,

卷一

吵 郑观应
:

《农功》
。

《盛世危言》 初编
,

卷 四
。

② 郑观应
:

《商务五》
。

《盛世危言》 三编
,

卷一
④ 郑观应

:

《火车》
.

《盛世危言 》 二编
,

卷一
⑥ 郑观应

:

《商船上 》
。

《盛世危言
,

三编
,

卷一
⑧ 郑观应

:

《商船下 》
.

《盛世危言》三编
,

卷一
L 郑观应

:

《银行》
.

《盛世危言》 初编
,

卷五
.

L 郑观应
:

《机器》
。

《盛世危言》 二编
,

卷一



强调以商业为中心进行商战
。

对于发展国 内民族工商业来说
, “

商务者
,

国家之元气也
.

通

商者
,

疏畅其血脉也
。 ” ① 对于抵抗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来说

, ` “

欲制西人以自强
,

莫如振兴

商务
” 。

② 我们可以把郑观应的有关论述归纳为三个层次
:

先看商业部门本身
,

郑观应认为商
`

握四民之纲领
” ,

没有商业
,

整个国民经济就失去

了主导部门
,

士
、

农
、

工各行各业将无法开展正常的经济活动
,

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文化的发

展都必须以发展商业为前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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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之大义哉 ! ” ③

再看其他经济部门
,

郑观应提出了
“
士农工为商助

” ,

四民中的士农工等部门在整个国

民经济中只不过是居于辅助地位
,

都是商业的助手
,

从属于商业发展的需要
.

此外
,

一个国

家的外交政策
,

国防事业也都必须 围绕商业这个中心来展开活动
:

“

西人以商为战
,

士农工为商助也
,

公使为商遣也
,

领事为商立也
,

兵船为商置 也
。 ” ④

最后
,

郑观应得出了
“
以商立国

”
的结论

.

他驳斥了地主阶级顽固派敌视资本主义工商

业而鼓吹的
“

以农立国
”

的陈词滥调
,

明确提 出开展商战必须
“
以商立国

。 ” ⑤

郑观应 的商战与王韬的
“

恃商为国本
” .

⑥薛福成的
“

商握四民之纲
” ⑦ 一样

,

都是以

商业为中心广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

在十九世纪六
、

七十年

代到一八九 四年甲午战争前
,

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还主要是通过商品输出的形式进行
,

摆在 中国人民的议事日程上的是怎样对付商品进口所引起的 日益严重的贸易逆差和 白银外流

等问题
,

这自然造成了郑观应等人把注意力首先集中
“

商务
”

即商品流通方面
.

加上 当时中

国新式工业还极不发达
,

洋务派官僚集团控制的工矿企业在全国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
,

而民

族工业资本还远末长成
,

私人投资兴办企业还很少
,

这就使郑观应等人并不主要着眼于生产

过程
,

也不可能提出以大机器工业为中心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

此外
,

思想认识过 程 由浅 入

深
,

由表及里
,

当时中西交往时间不长
,

中国先进人士对西方接触还不多
,

一时不可能深刻

认识资本主义关系
,

这样就只能肤浅地从流通表面看问题
,

片面夸大了流通的作用
,

提出了

以商业为中心发展国民经济的主张
.

四

郑观应 的
“

商战
”

顾名思义就是商品之战
、

商人之战
,

也就是市场竞争
。

交战双方的侵

略者和被侵略者都是商人
,

他们不是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地拼杀
,

而是在市场上展开角逐
.

中

国民族资产阶级要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这种竞争
,

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新式工商业体系

作为竟争的经济基础
.

郑观应清醒地认识到当时中国的国民经济基础十分薄弱
,

工商业发展

水平大大落后于西方
.

因此
,

他把发展民族土商业作为生死存亡的问题提了出来
,

主张
`

人

尽其才
” “

地尽其利
” “

物畅其流
”

全面发展国民经济
。

但是
,

帝国主义在华的种种特权紧

郑观应
:

《商务一 》
。

《盛世危言》 三编
,

卷一
。

③ 郑观应
:

《商务二》
.

《盛世危言》 三编
,

卷一
郑观应

: 《商务下 》
.

《盛世危言》 初编
,

卷三
。

④ 郑观应
:

《商战下》
.

《盛世危言》 三编
,

卷一
。

郑观应
:

《商务》
。

《盛世危言》 初编
,

卷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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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园文录外编》
.

薛福成
: 《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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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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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捆住 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手脚
,

清朝洋务派官僚对新式工商业实行官

僚垄断政策
,

也给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危害
。

为此
,

郑观应在商战论中提出了几

个重要前提
。

当时横亘在商战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即是帝国主义依据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各种特权
.

郑

观应深刻地认识到如果不限制和取消外国侵略势力在华的种种特权
,

中国在这种劣势局面下

与外国进行商战
,

只能
“

徒使洋人节节制胜
,

中国利源不几尽为所夺耶
” 。

① 因此
,

郑观应

的商战论把限制和取消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作为商战的首要前提提了出来
。

郑观应竭力反对帝国主义在华所取得的协定关税
、

内河航行和筑路开矿等特权
,

强烈要

求清朝当局加以废除
。

他尤其反对赫德一伙外国侵略分子把持中国海关
,

以大量事实揭露了

赫德等人的罪行
: `

专司总钥为赫德
,

付以华员亦不许
” ,

② “

洋货入中国则输半税
,

土货

出外洋则加重征
” 。

⑤他警告满清政府如果继续倚重这帮侵略分子
,

必然会蹈印度等国的复

辙
,

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
。

他大声疾呼收回海关主权
,

改派华人担任主要职务
, `

千万巨

款
,

权自我操
,

不致阴袒西人
,

阻挠税则
,

不特榷政大有裨益
,

而于中朝国体所保全者为尤

大也
” 。

④他还主张实行关税保护政策
, “

惟尤须减 内地出口货税 以畅其源
,

加外来入 口货

税以遏其流
” .

⑤

在反对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斗争中
,

郑观应对外国侵略者与清朝统治者相互 勾结 的 关

系
,

开始有了一些模糊认识
。

当民族资产阶级受到洋人欺压
,

要求得到政权的保护时
,

清政

府
“

不惟不助商
,

反腹削之
,

遏抑之
” 。

⑥ 而对外国侵略者凭借特权屡生事端
,

胡作非为
,

压迫民族资本
,

破坏中国主权的罪行
,

清朝当局
“

遇则官长过于迁就
,

士民不敢抗衡
,

洋人

习 以为常
,

愈无顾忌
” 。

⑦ 看到清朝当权派的这一付奴颜蟀膝
,

郑观应痛斥道
: “

虽 日受外

人欺侮
,

仍然驰驰沓沓
,

苟且偷安
,

甚至割地求和
,

活不知耻
” 。

⑧ 他愤慨地说
: “

我每曲

法相就
,

华民之忍辱
,

由子畏官长
,

官长之曲法
,

由于畏朝廷
” 。

⑨ 后来
,

他 又 在 一 封信

中
,

借托民谣
,

进一步揭露了外国列强和满清朝廷 的肮脏关系
: “

外国动辄挟夭子令诸侯制

百姓
,

故有外人怕百姓
,

百姓怕官
,

官怕皇帝
,

皇帝怕外人之谚也
” 。

L 虽然
,

郑观应还没

有认识到清朝统治者 已经成为西方列强在华殖民统治的工具
。

但是在初期资产阶 级 改 良派

中
,

郑观应的上述见解可以说是得风气之先的
.

洋务派官僚集团是中国商战道路上的另一只拦路虎
。

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以

反对外国的经济侵略
,

而洋务派却勾结洋人对民族工商业实行官僚垄断政策
。

为了更有效地

开展商舔 郑观应不可避免地会对洋务派的这种官僚垄断政策进行斗争
。

不过
,

郑观应对洋务派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道路的
。

最初
,

由于早期民族资

产阶级特别软弱和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地主阶级顽固派势力十分强大
,

而洋务派的反动面 目又

未彻底暴露
,

郑观应对洋务派官僚曾经抱有较大幻想
.

指望洋务派支持商战
、

成为民族资本

① 郑观应
: 《商务一》

.

《盛世危言》 三编
,

卷 一
。

② 郑观应
: 《保主权》

。

《罗浮待鹤山人诗草》
,

卷二
。

③ 郑观应
:

《商务一 》
.

《盛世危言》 三编
,

卷一
④ 郑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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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世危言》 初编
,

卷三
.

⑤ 郑观应
: 《商战》

.

《盛世危言》初编
,

卷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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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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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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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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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郑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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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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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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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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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庇护者
。

在洋务派开办新式企业时
,

他以商股代表的身份
,

先后在上海轮船招商局
、

上海

机器织布局等许多官督商办企业中担任重要职务
.

并且
,

.

他还积极为
。

官督商办
,

制度进行

宣传鼓吹
.

一方面列举了单由宫办或单由商办的缺点
: “

全恃宫办则巨费难筹
, ·

一然全归

商功
、 ,

.

则土棍或至阻挠
,

兼倚宫威
,

则吏役又多需索
” ,

另一方面又把
,
官督商办

”

制度描

绘成最理想的企业形式
: `

必官督商办
,

各有责成
:

商招股以兴工 r 不得有心隐漏 , 豫稽查

以征税
,

亦不得分外诛求
。

则上卞相维
,

二弊俱去
” 。

①他甚至曾把洋务派的宫权看作进行

商战的首要前提
,

认为
: “

商务之战
,

既应籍官力为护持
,

而工艺之兴
,

龙必籍官 权 为 振

作
,

·
一籍官本以兴创之

,

禁别家仿制以墙植之
, 。

①
-

、 ’
;

后来
,

随着时 I’ia 的推移
,

郑观应耳闻目睹了洋务派企业内部的种种腐朽现象
,

吃尽了洋

务派官僚
`

护持
”

的苦头
,

终于认识到了洋务派官僚垄断政策是顺利开展商战的严重柬缚
,

从而对洋务派的所作所为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抵评和指贵
,

一再揭露
`

官督商办
”

企业的黑暗

内幕
。

郑观应抨击洋务派宫僚在宫督商办企业中贪污中饱
、

侵蚀渔利
,

掠夺私人资本
, `

底利

借事勒捐
,

亏则多生枝节
” 。

⑤ 他还揭发了洋务派官僚利用裙带
、

血统等关系换私用人
,

培

植党羽
。

郑观应尤其谴责了洋务派官僚
“

官夺商权
” ,

在企业中
,

总办
、

帮办
、

坐办和提调

等大小官员
.

全以官派行之
,

位尊而权重
,

得 以专擅其事
卜 。

④这些人控制了企业大权
,

压

迫民族资本
,

而商股代表则处于根本无权的地位
, `

动辄必为官长掣肘
”

, .

⑤ 因 此
,

郑观 应

积极主张让私人资本家自由投资兴办企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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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体推民间开设
,

无所禁止
,

.

或集股
,

或自办
,

悉听自便
. ”

并提出新式企业 的经营曾理应该
`
全以商贾之道行之

,

绝不拘以官场体统别
’ ⑧

,

在郑观应的晚年
, 一

他怀着怨愤的心情写下了
;喂商务叹》 一诗

,

其中
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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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⑦ 四句

,
「

尤其击中了洋务派的湃害
, `

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洋务派宫僚垄断政策的实质是压迫民族资本
;

阻碍商战
, 、

为外国僚略势力

效劳
。

在清朝统治者特别是洋务派官僚
`

“

但有困商之虐
, 、

并无护商之良法
” 、

⑧ 的情况下
,

郑观

应开始认识到封建的上层建筑已经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 他从发展经济前进到

改革政治
,

发出了开议院
、

设商部的呼声
,

为民族资产阶级争取州定的政治权利
,

以推动商

战
。

郑观应的上述政治改革要求是十分软弱无力的
,

他只是对清朝封建专制制度有所指责
,

却并不想进行根本性的彻底改革
,

他所要求的议院还是一种咨询机构
,
并无立法权

,

他的设

商部也仅仅是希望清朝自上而下的恩赐
,

使资产阶级获得某些参政权利
. !

但是
,
在清期封建

专制统治的沉闷空气里
,

郑观应的这些政治改革要求毕竟起着开通风气的作用
。

并耳
,

对以

后的康有为等人提出
“

全变
”
的主张

,

也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先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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