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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与张弼士经济思想
及实业经营管理之比较

商 鸣
。

臣

郑观应与张揭士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
. `

郑观应在辑《张弼士君生平事略 》的序言中说 : “ 官(观 )

应与张公弼士旧交也
,

兰谊也
,

亦道侣也
.

帅可见
,

他们之间类系之密切
.

本文拟将他们在经济思想与实

业经营管理方面的异同之处作初步探讨
. 一

「

(一 )

郑观应与张弼士在其经济思想和实业经普管理上的相同之处
,

主要表现在以下诸端
:

第一
、

富强救国是其兴办实业的指导思想
1 8 4。 年后

,

中国成为外国资本主义角逐的场所
·

广东为最早被资本主义强迫开放的地区之一 郑观

应与张弼士均祖籍广东
,

一在香山县
,

一在大浦县
,

他们家境又都不甚富裕
,

郑观应由于家贫
,

在他 17 岁

那年来到上海
,

先跟其扭父郑廷江学生意
,

后琴宝顺洋行做买办
,

间学英文
.

张弼士也是在其家庭生活无

法维持的情况T, 出走印度尼西亚的巴城 (今雅加禅
·

在南称张弼舌开始找不到事干
,

经多方奔走
,

才

得以到华侨纸行当杂工
.

不久
,

进入竹器店当学徒
。

因他办事勤快
,

得到老板的器重
.

当他有了立身之地
,

便下决心
: “

大丈夫不能以文学致身通显扬名显亲
,

亦当破万里浪
,

建树遇方
,

创兴实业
,

为外国华侨生

色
,

为祖国人种增辉
,

神

1 9世纪 “ “ 年代的上海
·

已经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拜
地区

·

外国洋行
、

银行和轮船公司等在

那里不断兴办起来
·

在外国洋行做买办的郑观应
,

呀中国财富本里外流而探感焦虑
·

他在与洋人打文道

的过程中
,

留心于生愈
,

逐渐学会稗财
,

为以后级办实业莫定了一定的基础
·

80 年代
,

虽已充任买办的郑

观应
,

开始参与经办中国人的实业
,

他先供职于上海机器织布局卜1 882 年
,

李鸿章札委郑观应为粉船招

商局帮办
.

当时
,

太古轮船公司总经理冷士亦怕郑观应被招商局拉走
,

急忙加以笼络
,

暗示他如在公司职

守 20 年
,

允准给半薪善老
,

但他最终决定放弃太查西稗招商局
`
在郑观应于轮船招商局任职时

,

即多方

考虑中国人的利益
.

他认为
: “

各船驾驶渐用华人
,

免为外人挟制
,
又免补洋人工资

,

金镑汇水
,

节省不

少@."
在参与实业经办中

,

郑观应提出
“

商战对商战
”

的主张
。

他呼吁实行保护关税政策
,

指出撤去海关洋

人
,

裁撤厘金
,

加征关税
,

以此来保证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

还主张
“
以工冀商、 发展机器制造业

,
开采

矿业
,

举办近代交通运物李业
,

发展农业全产
,

开办银行等
。

他认定
,

所有这一切
,

都是振兴实业
,

进行
“

商

战
”
的根本

,

只有办好这些企业
,

才得以畜国强兵
,

与外国侵略者抗衡
。

20 世纪初
,

在中国人民收回利权运动中
,

尤其是收回粤汉铁路的斗争中
,

郑观应极力揭礴奖国侵略

者的罪恶行径
。

他指出
: “

今粤汉路工程权为总工程司
。

各洋工程司等在广东辄以势欺压乡民
,

往往滋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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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毙之案
,

层见益出
. ·

” … 今桥梁往往改阔为狭
,

改高作低
,

地当讯道及有坟墓之处被其筑路泥工城塞
.

屡经局员绅士代求修复
,

彼此推岩
,

异 日即里之不理
。

所有被坏之青苗及拆屋之补费
,

不能照公道估给
,

其虐待我华人如此
,

不知视我国为何物 !网因此
,

他主张对那些开枪伤毙工人的洋匠
,

宜按西例惩办
,

才

能
“

服人心而昭傲戒
” ,

使洋匠不敢
“

肆无忌惮
,

滋生事端
。 ”
郑观应还悲债地写道

: “

铁路瓜分界
,

群雄诈力

施
。

利权非我握
,

侵蚀有谁知
.

礴这种强烈的爱国情怀
,

正是郑观应
“

富强救国
”

实业思想的具体体现
。

张弼士自 1 88 6年在印尼开设裕和垦殖公司
,

旋继创办裕兴轮船公司
.

在他创办实业获利后
,

就竭尽

全力在国内投资设厂
,
1 8 9 2年于烟台创办张裕酿摘公司最为典型

。

张弼士在南洋经办实业成功
,

名气大

增
,

当地政府要为他授官时
,

他激动地表示
: “

吾华人当为国效力 1”惋词予以拒绝
.

无疑
,

他所以不做外国

的官
,

还是出于为国家和民族的考虑
,

这在当时是非常可贵的爱国风范
.

第二
、

郑观应与张弼士在实业活动中得到李鸿章和盛宜怀的关注和支持

众所周知
,

19 世纪 80 至 90 年代
,

郑观应主持上海机器织布局和轮船招商局时
,

得到李鸿章的委任
.

张弼士举办张裕酸酒公司时受到山东登莱青道盛宜怀的青睐
,

由盛宜怀帮他转呈直隶总份李鸿章
,

才得

以批准开办
.

18 9 7年
,

张弼士得到李鸿章的保荐
,

参与中国通商银行的筹办
,

出任银行总重
.

中国近代企

业是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情况下创办起来的
。

这些企业
,

如果没有拥有实权的官员的支持和帮助
,

是

难以生存和发展的
。

郑观应和张弼士在实业活动中
,

正是借助于官府要人的力 t
,

才得以兴办和发展
.

张

裕酿酒公司获准专利 30 年
,

免税 3 年的优待
。

诚如是
,

企业享受了一些优待条例
,

才能节省产品的成本
,

提高与洋货竞争的能力
。

第三
、

注重教育

郑观应在 1 9 0 9年说
: “

欲振工商
,

必先讲求学校
.

峋这是他积 50 年举办实业的经脸总结
.

在长期的

社会实践中
,

郑观应愈来愈感到教育与工商实业的关系密切
。

早在《盛世危言 》中
,

他就强调
: “

学校者
,

造

就人才之地
,

治天下之大本
。

殉郑观应把学校教育列在《盛世危言》的第二篇
.

他认为人才的优秀在于教

育
,

成为优秀的人才方能创办更好的事业
,

这其中自然包括实业活动
.

郑观应在总办汉阳铁厂期间
,

为培

养中国自己的人才
,

他设计了一种学习理论和实际操作相结合的学堂
.

即在厂中设立一大学堂
,

招收的

学生
, “
上午读书

,

下午入厂学习机器
,

可即手以指授
”
的学习方法

,

能做到事半功倍
.

数年之后
,

汉阳铁厂

必能
“

成材济济
” ,

非但本厂
“

无藉外寡
,

即各处局厂亦可随时调用
. ” . 因此

,

郑观应制定章程 6 条
,

其中规

定
,

开始创办招收学生 40 名
,

以 20 名学熔炼
,

20 名学机器
” 。 “

俊有成效
,

再行扩充
,

并添设矿务学堂
。 ” 0

这种教育与实践活动紧密相结合的教育方法
,

确为一种切实可行的育才途径二

张弼士在创办实业活动中
,

也比较关注教育事业的发展
。

当他任职清廷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槟

榔屿管学大臣时
,

曾在槟榔屿捐蹭 8 万元
,

创办中华学校
,

成为当地最早的中文学校
.

晚年还遗言捐助中

山大学和岭南大学修建校舍楼
. 。

由此可见
,

郑观应和张弼士虽然不是教育救国论者
,

但从他们的亲身经历中感受到教育与实业的密

切关系
,

教育在推进生产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

并为之作出重大贡献
,

这应当被视为具有战略眼光的一

着
。

第四
、

聘用外国科技人员

张粥士和郑观应在实业的创办中
,

鉴于当时中国工业技术落后
,

技术人才极端缺乏的现实
,

聘用一

批外国科技人员
,

包括外国技师和工匠等
,

这成为企业经营管理中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
,

也是一项应急

措旅
。

郑观应在总办汉阳铁厂期间
,

对于聘用洋匠的态度是该重的
。

他对从外国聘请来的技术人员作了全

面的调查研究
。

当时汉阳铁厂有外国总监工
、

工师
、

匠目
、

工匠
、

文案
、

医生等 25 名
。

他对总监工和几个主

要的工师逐个进行分析
,

然后再作出总的评价
.

郑观应认定
,

这些洋员不但品格有间题
,

而且技术水平也

不高
。

他们的知识手艺还赶不上翻译过来的书中所讲的那一些
,

而要把他们作为管理工程师使用是不妥

当的
。

但在当时中国自己的技术人员尚未培养出来之前
,

还必须璐用洋匠
, “

宜预早留意璐请好手
,

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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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临时急不暇择也
.

礴他拟用以下儿释认
: “
一上等铁矿师

,

一上等炼矿师
,

一上等化学师
,

一上等炼钢

师
,

一上等化铁师
,

更用一上等化学机器师总其成
,

以餐顾间
。

. 显然
,

郑观应经认真调查
,

深入研究
,

有

选择地聘用外国科技人才
,

是一明智的举措
.

他把聆用外国料技人才看作一种过渡性措施
。

这种
“

借才异

域
”

的办法
,

并不为永久之计
,

而要下大气力培养自己的人才
.

在具有自己的科技人才之后
,

就能有把握

地
“

免为他人挟制
.

礴这是为企业的生存所果用的“ 项重姿决策
.

一

同样
,

张粥士在创办张裕酿栖公司时
,

选用外国技师以坚忍不拔的意志
,

精选出符合其铸要的人员
。

最初
,

1 89 3年张弼士在新加坡经人介绍请到一位名叫俄舞的外国酒师
,

几经面谈
,

颇为满惫
.

1 8时 年夏
,

张弼士派人僧往烟台
,

但行至上海忽患牙痛
,

在拔牙中不幸中毒死亡
.

不久
,

恰有荷兰人雷德布自荐
,

声

称是荷兰某酿造学校的毕业生
,

他被聘到烟台试办
。 。 但雷德苏酿造的酒强度不够

,

发醉不好
,

被张弼士

辞退
.

1 8 9 6年
,

经奥地利驻新加坡领事介绍
,

张弼士又菊到奥地利酒师哇务
.

这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
,

帮助张弼士开辟了节萄园和建t 厂房
,

购全设备
。

可就在张裕公司要投产之际
,

他却茵年事已高执意回

国
.

在这紧张关头
,

张弼士只好改诸奥地利拔保男爵
.

拔保有点技术
,

每当发解配酒时
,

总把周围的人支
开

.

张粥士派人跟班学习
,

好长一段时间也未能把配宿的初诀学到手
。

后来
,

拔保被奥地利派为驻烟台领

事
,

仍兼公司的酒师
.

直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才回国
.

继拔保之后
,

张弼士又聘请意大利人巴狄士多奇为酒师
,

并派张子章和朱寿山跟班学习
,

多方对其

笼络
,

以求得到配方
.

巴狄士多奇却始终守口如瓶
,

不肯传授
。

通过长时间的观察
,

张弼士发现巴狄士多

奇嗜酒如命
,

嘉爱奉诚
,

就在一次宴会上
,

张弼士派张子章和朱寿山与其周旋
,

竭尽奉诚之词
,

频频为其

敬酒
,

巴狄士多奇在一片赞扬声中高兴得双皿然
,

狂饮烂喝
,

不知不觉地喝得酩可大醉
,

不自觉地说出了

配酒技术
.

张子章和朱寿山急忙记下这一配方
.

事后
,

张弼士让张子章和朱寿山珍照秘诀试制
,

果然获得

成功
,

掌握了全套的酿酒技术
.

从张弼士五聘栖师的曲折过程中
,

我们可以看出
: (一 )瘾用酒师的必要性

和紧迫性“ 在开办后相当长时间内
,

如不聘用外国酒师
,

即不可能进行正常的生产
,

更谈不上质量的提

高
·

(二 )如果张弼士不设法把酸酒技术学到手
,

势必举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

而且外国技师要说三道四一

甚至提出非份的要求
。

在实业的经办过程中
,

聘用外国科技人员是一重要环节
。

郑观应和张弼士正是有针对性地雇聘外国

人员
,

使企亚的面貌有了改观
,

才能使用较新的生产技术
,

这在开创阶段是合理的和必要的
.

但只停留在

这一阶段还是不够的
.

为打破洋员垄断技术的局面
,

必须从长计议
,

要立足于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
,

使更

多的人精通技术
,

为产品的质 t 提高和科学技术发展打下良好的荃础
,

这应该是成功的经验
.

(二 )

诚然
,

我们也应看到
,

郑观应与张弼士在创办实业活动中
,

其经济思想及经营管理上也有不同之点
.

第一
、

商战思想深刻性上的差异

关于商战
,

郑观应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
。

他认为
,

所谓商战
,

就是利用自己的经济力公与外国资本

主义在市场上进行斗争
.

商战一定要操胜算
。

要操商算
,

必须在税收等与洋商平等的条件下
,

制造出成本

低廉的产品是关健的一环
。

郑观应强调
: “

商务之盛衰
,

不仅关物产之多寡
,

尤必视工艺之巧拙
.

有工以冀

商
,

则拙者可巧
,

粗者可精
.

峥这就是说
,

市场上的胜利
,

赖有强大的工业作后盾
,

即所谓
“

有工以冀商
, ,

而商战的胜负
,

要决定于工业品是否价康物美
,

即
`

所谓
`
视工艺之巧拙

” .

这种把工业看作商业之本的思

想
,

到 1 900 年刊行《盛世危言》时更为鲜明
。

他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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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践者使贵
,

朽废者使有用
.

有工艺然后有货物
,

有货物然后有商贾耳
。

确尔后
,

他对商

战与先进技术的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

他指出
: “

论商务之原
,

以制造为急 ;而制造之法
,

以机

器为先
。 ” 0 郑观应针对技术落后影晌商务的情况甚为不满

。

他写道
: “

由于中国不讲求机器制造诸学
,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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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

制造不如外洋之精
,

价值不如外洋之廉
,

遂使土货出口不敌洋货之多
,

漏危愈甚
.

礴改变这种被动和

不利的局面
,

必须制造出货精价廉的工业品
,

以敌洋产
,

塞漏厄
,

非讲究机器技术不可
。

郑观应进一步认

识到
,

要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
, “

非一朝一夕之故
. ”

例如要推广机器生产
,

这就要
: (一 )宜设专厂制造机

器
,

择现在已经用过之各机器
,

先向仿造 , (二 )向外洋里备各种未经使用之机器
,

一一仿造
。

照此办理
,

“

中国之利权
,

自不至外溢矣
” 。 。 这种设想具有比较合理的惫义

.

至子张弼士创办实业
,

他重视实干
,

并没有留下多少关于商战的理论
.

他在经营活动中
,

注重成本核

算
.

提高经济效益
_

,

防止外人予以柑制
。

张裕公司投入生产后
,

遇到玻瑞酒橄的来饭间题
.

张弼士曾算过

一笔帐
: “

本公司若出酒 10 万箱
,

每年玻瑞梅瓶大小约用 100 万至 200 万个
.

如向日本劲 t
,

玻瑞料贵质

t 又欠佳
,

大者每只取价 6 元
,

小者取价 3 元或 4 元
.

每年不下 10 万元之数
.

若雇用西洋技师
,

在烟台制

造玻瑞酒梅
,

可节省六成费用
。 ” 0 为此

,

他在烟台附近创设玻瑞制造厂
,

除制造摘瓶所需凹底及平底酒排

外
,

还制造其他用具
,

如平底玻瑞
、

玻瑞管各种容器
,

棍台器具和药用玻瑞容器等
。

张弼士这种精打细算

的经管方法收益甚好
。

然而
,

与郑观应相比
,

张弼士在商战思想上的探讨
,

却是大为逊色的
.

第二
、

精品意识之差异

郑观应参与经办上海机器织布局
、

轮船招商局和总办汉阳铁厂
。

在当时的形势下
,

与外国在华企业

的竞争中
,

还仅只是力求使企业维持下来或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

他的精品意识并不甚浓
.

其实
,

这也不足怪
。

郑观应到某一企业任职时
,

往往面对的是管理混乱的局面
,

当务之急是整顿企业

和采取救弊措施
.

1 8 8 2 年郑观应第一次进招商局时
,

深感
“

创业难
,

救弊更难
. ”
他曾拟定了《救弊大纲 》

16 条
,

对招商局的经营管理提出了意见
.

他认为招商局要走出低谷
,

贵在得人
.

其总办及总局经理宜定

期更换
。

因为在局 日久则弊生
,

同事与其之处
,

关系密切
,

不敢泄其私
,

积弊就难保
.

对于百事执事必须 t

才使用
,

有不肖者
,

虽总办之至亲至友
,

立即辞去
.

他还提出贵任宜专
,

助核功过
,

赏罚分明
.

为增加招商盈利
,

郑观应建议要降低煤炭的消耗 ,轮船要满载而去
,

满载而回 ,轮船修理
,

要避免修

造厂商与船主管车串合作作弊
,

浪费金钱 ,尤为重要的是要加速轮船周转
,

减少码头停靠时间
,

要做到这

一点
,

关键要把客货招揽充足
.

由于这些建议切中要害
,

认宾贯彻
,

改变了招商局经营管理中扮洞百出的

恶习
,

扭转了经营管理不善的局面
.

1 89 2年郑观应重人招商局时
,

面对经营难以维持的形势
,

他除了与外轮签订第三次齐价合同外
,

还

草拟《整顿招商局 》 10 条呈盛直怀
,

又撰写《上北洋大臣李傅相案陈招商局情形并整峨条例 》 14 条
,

对招

商局的经营管理
,

根据过去的经验作了一定的改革
.

(一 )更新船只
,

提高竞争能为
.

郑观应主张装货少
、

吃水深
、

烧煤多
“

无岁无亏
”

的船卖掉
,

添里装货

多
、

吃水深
、

烧煤少的新船
.

当他发现由于招商局轮船货舱设备不如别人
,

桐油等货物被别的轮船公司揽

去
,

即要求把天津轮船的水柜改作油轮
,

以便装油
.

这样
,

虽支出一笔改装费
,

但改革后能多揽客货
,

减少

桐油破漏赔偿损失
.

(二 )广揽客户
,

减少空载
.

为有效地招罗那些大揽载
、

大商家及熟识船务者为招商局服务
,

郑观应提

出了让他们
“

稍与沾润外
,

亦可招他们充任轮船和各分局买办
.

他还强调调度要得法
,

进免满载去
,

空船

或半载而回的现象
。

根据对货物的流向和各地商船的了解
,

郑观应调整了天津运潜船直返上海和牛庄豆

饼直抵汕头的航运线路
.

(三 )堵塞漏桐
,

赏罚分明
.

针对招商局内轮船买办减报搭客数字
,

中饱私囊的严重情况
,

郑观应提出

赏罚明
,

查出者以所得容人之人数提半奖励
,

通同作弊者开除
.

(四 )积极培养驾驶人才
.

郑观应觉得招商局轮船驾驶皆用西人
,

不仅吃亏甚大
,

亦为中国耻辱
。

为改

变这种局面
,

他把买来不合用的
“

泰安
”

船改为教练船
,

成立局属驾驶学堂
,

将请美国人兼德为学童总教

习
,

培养了一批华人驾驶人员
。

(五 )保护商局资本不移作他用
.

郑观应在西巡长江到汉 口时
,

听股东反映盛宜怀拟将商局公积巨款

移作开设银行用
,

即提出不同意见
,

认为搜拨局款兼办银行
,

于商律不合
,

主张招商局的重大经曹方针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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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经股东会多数公决
。 .

通过这一系列改革措施
,

颇见成效
。

1 8 9 2年后
,

招商局盈利日厚
,

大有起色
.

水脚收入从 185 万两升

到 2 16 万两
,

每百两股票价格从 60 两涨至 1 40 余两
.

张粥士精品愈识要强得多
。

1 9 1 5年
,

他把精心制作的白兰地
、

红荀萄和琼瑶浆等运抵美国旧金山
,

参加巴拿马国际商品赛会
。

参赛会上
,

张裕公司的白兰地酒获优等奖状和奖章
。

张弼士受到了莫大的鼓

舞
.

从此
,

他的精品愈识益加浓厚
,

管理上精益求精
.

他坚信
,
只要发愤图强

,

后来居上
,

祖国的产品都要

成为世界名牌
.

在实际操作中
,

张弼士不仅抓住优良有萄的种植 (1 9。右年已建成具有 12 4个品种的芍萄

园 )
,

还在管理和改良品种上下功夫
,

委派专门技师负贵剪枝
,

施肥
,

嫁接
,

对荀萄结粒实行人工控制
。

张

弥士还指令专人对不同品种荀萄的生长
、

结实和收获作详尽的记录
.

由于精心管理
,

蔺萄栖的品种由原

来的两种增加到 16 种
,

年产 t 达 15 万箱
,

大大小小 200 万梅左右
. 。 张弼士为了争创名牌

,

又在宜传和

介绍产品上作周密安排
.

要使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

首先必须通过华侨推梢产品
。

他采取先向华侨增送的

办法
,

扩大宜传和影响
,

使张裕有萄酒名扬四海
,

从南洋诸岛销往南亚
,

加拿大和中美一些华侨众多的国

家
。

在国内
,

除在报刊
、

车站和码头张帖大幅广告外
,

把刻有
“
烟台张裕公司敬赠

”

字样的玻璃杯盘之类的

餐具蹭给餐馆酒楼
,

还在节日里用卡车清载巨型酒梅沿途蹭送白兰地
,

让各阶层人士品尝
.

这就大大提

高了产品的知名度
,

扩大了社会影响
。

(三 )

郑观应与张弼士在经济思想和经营管理上的异同
,

其原因在于
:

一方面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
,

另

一方面与他们各自的经历也不无关系
.

在近代中国
,

中国的实业家
,

遭受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
,

他们兴办

实业的目的
,

不外乎有二
:

一是出于爱国心
,

抵例外国货的倾销
,
二是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

。

同样
,

利润的

驭使
,

使张弼士和郑观应在经蓄管理上下大气力
.

当然
,

任何一种经营管理都离不开社会环境
,

尤其每人

自身所处的环境更具体亦更重要
.

第一
、

张弼士与郑观应经营管理的差异
,

与他们和官府的关系疏密程度有关
.

张弼士在南洋致富后
,

与朝廷的关系不断密切
。

18 92 年被委任槟榔屿首任领事
,

旋任新加坡总领事
.

他先后三次被光绪皇帝召

见
,

声书皇帝建议招商承办农工路矿
,

增设各省官商合办和商办铁路支线
,

抵制洋货
,

以收回利权等 12

条
,

清廷采纳了他的建议
,

赏给他头品顶旅
,

补授太仆寺正卿
,

被任命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槟榔屿

管学大臣
,

并兼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
.

辛亥革命后
,

张弼士被衰世凯任命为总统府顾间
、

工商部高等顾间

及南洋宜慰使
,

并被委任为华侨联合会名誉会长
.

19 14 年 2 月
,

任约法会议议员
.

次年 4 月
,

又被袁世凯

选定为参议院参政
.

由于张弼士与清朝朝廷和北洋政府关系密切
,

他得以凭借其有利条件
,

去创办更多

的实业
,

请如铁路
、

银行
、

轮船公司
、

金矿公司
、

机器厂
、

保险公司等
.

而且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利
,

协调实业

管理中的各种关系
,

这也是张弼士创办实业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 相反
,

郑观应与清朝朝廷和北洋政府

的关系就不那么密切
。

虽然郑观应被李鸿章和盛宜怀所器重
,

他三次捐买官衔
,

只不过由员外郎而郎中

而候选道
,

官位不高
.

与官运亨通的张弼士悬殊很大
。

在其实业的经营管理中必然要受一定的限制
。

第二
、

身体条件的制约
.

郑观应在 19 1 2年后
,

由于年老多病
,

很少参加企业活动
.

因他年老体衰
,

没

有年轻时代好学上进的锐气
,

缺乏壮年时期整顿轮船招商局
、

经办汉阳铁厂的那种奋斗精神
,

晚年多注

意于卫生医药和封建迷信一类的事了
。

还在 1 9 1 4 年
,

郑观应
“

自顾老态日增
,

哮喘日重
” ,

即写下遗嘱
.

张

粥士晚年身体条件较好
,

实业活动翔萦
,
1 9 1 5年还赴美国考察

,

抓紧筹办中美银行和中美物品陈列所的

工作
.

回国后
,

当年在北京设立了中美银行事务所
.

第三
、

郑观应与张弼士获取西方资本主义知识的途径不同
。

郑观应只是在 1 884 年接受彭玉麟委派前往西贡
、

遥罗
、

金边了解敌情
,

历时 46 夭
,

走出国门时间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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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

他对西方的了解和认识
,

通过与传教士的接触
,

或阅读外国人在华的书刊
,

探悉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经

营管理方法
,

毕竟受到一定的局限
.

张弼士的发迹开始于外国
,

后来频繁往来于印尼
、

新加坡
、

英国和美国等地
。

他足迹所到的异国
,

有

的是资本主义国家
,

有的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

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
,

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
,

张弼

士是耳闻目睹的
。

他深知外国的管理经验是重要的
,

但必须根据自己的实业特点来制定自己的经营管理

措施
.

一言以蔽之
,

张弼士是一位实干型实业家
,

而郑观应则对于管理思想比较重视
,

属于 思想型实业

家
.

当然
,

张弼士对郑观应的境遇是同情的
.

晚年郑观应在招商局告退时
,

要求给予半薪养老
,

但局中有

人持否定态度
。

张弼士联合陈文田
、

叶舜琴等商股致书盛宜怀
,

为郑观应鸣不平
,

指出
“

核其劳绩
,

未便湮

没
.

查其历任电报
、

轮船
、

铁路会办数十年
,

两袖清风
,

世不易靓
” , “
理应给予优待

,

给予半薪
,

以为清廉者

激动
. ” 。 郑观应对张弼士是相当尊崇的

,

称其
“

商务中伟人
” . 。 张弼士病逝后

,

郑观应对其生平作了全面

评述
,

尤其对其晚年的活动赞叹不已
,

指出
“

所最难者
,

拥厚资不自暇与晚年已垂老
,

不惮焦劳
,

无非欲提

倡实业
,

遂其救国救民之志
” 。 0可见

,

郑观应对张弼士的爱国情怀是极为赞赏的
,

这也就是他们在实业经

营管理上存在共同之处的思想墓础
. 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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