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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与汉阳铁厂

杨华山

〔摘 要 ]
: 由于经费困难

,

汉阳铁厂不得不招商承办
.

盛宣怀接办之后 即谙经营洋务企业的

干 才郑观应任铁厂总办
.

郑观应到任后
,

对铁厂的焦炭来源
、

技术人才和钢铁铁路等关健问题逐

一设法解决
,

使铁厂在他不到 14 个月的总办任期内取得 了颇为显著的成效
.

但恶劣的环境使郑

观应不得不辞去铁厂总办之职
,

这是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在封建主义政治体制之下得不到正常发展

的一个缩影
。

〔关键词〕: 郑观应 汉阳铁厂 经营思想

( 一 )

汉阳铁厂是洋务运动后期张之洞创办的一个大型铁冶炼洋务企业
。

由于厂矿规模大
,

投资经费甚巨
,

到 18 9 2 年全厂基本建成时已耗资白银 3 00 余万两
,

而要维持正常生产的开

支
,

每年仍需 100 万两
。

为经费问题
,

张之洞焦思罗掘
,

终不可得
,

不得不另谋铁厂出路
。

就张之洞的本意
,

他认为
“
中国创办大事

,

必须官倡民办
,

始克有成
。 ”

川即官办成功后再

招商承办
。

甲午战后
,

筹措经费更加困难
,

张之洞曾设想将铁厂包给洋人
,

或以铁厂作押
,

借款经营
,

但最终还是早有意承办的盛宣怀以经商的名义承办了汉阳铁厂
,

时在 1 8 96 年 5

月 2 4 日
。

盛宣怀是经办洋务企业的亦官亦商的重要人物
,

儿个主要的洋务企业如招商局
、

电报

局等都由他掌管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招商承办之
“

商
”

亦非盛莫属
。

但盛宣怀接办汉阳铁

厂之后
,

虽任铁厂督办
,

却无余暇和精力去具体经营困难重重的铁厂
。

于是他请出了他的

密友
、

经营洋务企业的干才郑观应
。

郑观应本是广东香山人
,

早年因家贫赴上海学商
.

自 18 6 0 年起充当外国洋行的买办
,

直到 18 8 2 年
。

这段经历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
,

可称为
“

初学商战于外人
” 。

洋务运动兴起

后
,

尽管郑观应仍是买办
,

但他积极参与洋务企业的投资
、

筹建和经营管理活动
。

18 82 年
,

他正式告别买办生涯
,

接受李鸿章委任的轮船招商局帮办之职
,

利用其在当买办时所学到

的近代企业经营管理经验为洋务企业服务
。

郑观应一直是盛宣怀经营洋务企业的得力帮手
,

时任招商局帮办
。

盛宣怀深知扭转铁

厂危局的困难之巨
,

他认为郑观应是铁厂总办的最合适人选
。

郑观应虽有顾虑
,

但临危受

命
,

于 18 9 6 年 6 月任汉阳铁厂总办
。

( 二 )

郑观应到任时
,

汉阳铁厂问题众多
,

成本高
,

管理不善
,

不但无利可图
,

而且亏损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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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

他接手后
,

有针对性地着手解决焦炭来源
、

技术人才和钢铁销路三项关键 问题
。

当时

铁厂症结所在是钢铁成本太高
。

据铁厂总监工德培计算
,

汉阳铁厂钢轨每吨价约 50 两
,

而
“

洋轨在外洋每吨价三十五两
,

虽外加运脚
、

保险
、

小工等费
,

仍较我造甚贱
” 。

郑观应与

德培详细考究
.

原因在于生铁成本太 昂
, “

外洋生铁每吨十五两
,

本厂成本二十五两
,

计要

三十 五两之生铁方炼得钢铁一吨
” 。

川而生铁成本高一是因为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英
、

德
、

美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
,

二是因为常常停工待料
,

燃料焦炭供应不继
。

郑观应善于发现问

题
,

并针对问题设法解决
。

在机器设备难以大规模交换前
,

提高员
一

[ 技术水平 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

解决焦炭供应

以使顺利 生产
。

郑观应说
: “

铁厂要务
,

首在焦炭
” 。

川又说
: “

焦煤两类为本厂最关紧要之

价
,

厂中之需煤焦犹人生需谷米
” 。

铁厂 以前土要用开平焦炭
,

虽然合用
,

但成本过昂
, “
可

暂而不可常
” 。

萍乡焦炭去年 ( 指 18 9 5 年 ) 颇好而今年不佳
,

郑认为此非煤质不好
,

而因
“

炼 王未 曾精究
” ,

故
“
宜作速委派妥诸之 员前往认真整顿

” ,

若整顿合用
,

每吨比开平焦

炭便宜五六两之多
,

生铁成本当可相应 降低五六两
。

以往生铁成本每吨十八九两
,

若全用

萍焦每吨不过十二三两
。

生铁成本降低 了
,

钢的成本
“

亦因之可减
” 。

4j[ 为使萍乡焦炭合用
,

郑派职员许复初前往调杏
。

郑还拟定了详细的 调查内容
,

如
“

萍乡及近水之邻县每岁出煤

者若干吨 ? 煤价若干 ? 有焦炭炉若干座 ? 月出焦炭若干吨 ? 广泰福 自采与收购之价所差若

干
”
川等等

。

后来调查清楚后
,

他去电告知盛宣怀
,

萍乡每年的出煤 8 万吨
,

上票市 6 万吨
。

他提出两个方案
,

一是铁厂在离萍乡 90 里的上栗市自行设局买煤炼焦
, “

到汉约价每吨六

两五钱
,

煤每吨三两五钱
” ; 一是在萍乡设栈收煤

,

由煤厂 自炼自运
, “

到汉每吨约价七两

四钱
,

煤每吨三两五钱
” ,

并与萍乡厂户草拟合同
, “

每年可交煤万吨
,

焦炭万吨
” 。

6[] 经过

半年多筹划
,

郑向盛宣怀报告
,

预计到次年 ( 18 9 7 年 ) 三 日可积存焦炭 5 0 00 吨
, “
则两炉

可 以齐开矣
” 。

另外
,

湖南
、

江西还有一些地方的煤若能炼成上等焦炭
, “

其价必廉
,

成本

愈轻也
” 。

v[] 以前因焦炭供应不上
,

即使只开一炉有时还要停工待料
,

经过郑观应等人 的努

力经营筹划
,

预计可以保证两炉齐开的焦炭供应量
。

焦炭供应基本充足并不等于焦炭价格的降低
。

郑观应认为
“
铁厂吃亏在于焦炭价格昂

,

厂位失宜
” 。

他比较当时中外焦炭价格
,

英
、

德
、

美等国
“
焦炭价就地出售

,

每吨不过四两

左右
” ,

而汉阳铁厂所用开平焦炭包括损耗在内约合 巧 两
,

萍乡焦炭约合 10 两
。

另外
,

矿

山在大冶
,

炼铁厂却在汉阳
,

从大冶运矿石到汉阳
, “

大冶局费
、

轮驳两项合共每吨约银二

两二钱
。

是焦炭价昂
,

又加以许重运费
,

安能与外人比较乎 ?
”

8[]

在 《盛世危言 》 中
,

郑观应就对汉阳铁厂的厂址失宜提出了批评
。

他说
,

大冶铁矿含

铁量丰厚
,

但
“
熔铁厂不设于产铁之处

,

而设于汉阳
,

故亦糜费多而成本重
” 。

9[] 后来又说
:

“

焦炭购自开平
,

铁矿远在大冶
,

运费既多
,

成本遂重
” 。

仁’明他主张将铁厂就近设在矿山附

近
,

以节省运费
,

降低成本
。

包括盛宣怀在内也有同样的看法
。

从企业成本学的角度来说
,

郑等人的主张无疑 是正确 的
。

但也有相反的情况
。

某 一国家主要从他国进 口矿产品等 原材

料进行加工 生产
,

再将成品出 口 国外
。

有些 国家以出口 工业制成 品为主
,

有些国家则 以

出 口初级产 品为土
。

这种状 况不仅国际上 普遍 存在
,

即使一 国之内因地区差异也有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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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

这也是社会化大生产市场分工 的要求和表现
。

但是
,

作为以进 口初级产品为主的国

家来说
,

其重要的前提是工业发达
,

技术先进
。

虽然进 口原材料使运费增加
,

但经过技术

加工
,

返销到其他国家去的工业产 品价格更高
,

相 比之下
,

初级产品价格过低
,

这反倒成

为先进国家向落后国家倾销商品
、

进行经济掠夺的巧妙方式
。

作 为落后国家来说
,

要想学

习
、

追赶欧美列强
,

国家必须有保护 民族工业的能力
。

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可 以运用关税

等手段限制进 口
,

扩大出 日
,

保护本 国 [ 业的成长和发展
。

在当时的中国
,

既无先进技术
,

国家更无 能力保护落后的民族
_

l
_

_

业免受洋货的冲击
。

此情此景
,

要炼铁炼钢
,

就必须最大

限度地节省开支
,

降低成本
,

以与洋货争雄
。

因此
,

炼铁厂设于矿山附近的意义就非同一

般了
。

“

厂位失宜
”

的问题不是郑观应 能够解决的
,

但可以尽力降低焦炭的价格
。

他主张用

机器采煤
,

以提高效率
;
对于运煤

,

他建议修筑萍乡到株州之间 18 0 里的铁路运煤
,

如此
“

可望运费减
、

煤价廉
,

县城不致小船装运迟滞
、

沿途偷卖
、

侵沙灌水等弊也
” 。

l[ `〕

仅从以上郑观应对汉阳铁厂焦炭来源及价格问题的运筹
,

即可看出他的经营管理才能
。

他刚到铁厂就与中外同事商议研究铁厂问题及对策
,

条列出整顿汉阳铁厂 四十八款
,

又 向

盛宣怀条陈了九条整顿措施
,

包括铁厂生产
、

管理
、

人才
、

销售等各个方面
:
他还针对铁

厂纪律松驰的现象
,

制定了 《汉阳铁厂厂规 》 30 条
。 〔’ “〕他对于人才的考核和培养极为重视

。

关于培养技术人才
,

郑观应早就上书当局
,

必须依照俄国设立机器书院
。

在任汉阳铁厂总

办期间
,

他至少三次向盛宣怀提议在铁厂设立机器大学堂
。

当他提出半工半读模式的机器

书院时
, “

各友闻之
,

莫不 皆大欢喜
,

谓宜巫行
,

可无疑义
” 。

l3[ 〕盛宣怀本人也说
“
汉厂学

堂 自系正大文章
” 。 〔`4〕后来李维格进一步拟定了较详细的学堂章程

, 〔̀ 5] 在他主持之下终于

办起 了机器学堂
,

内分化算
、

炼铁
、

炼钢和机器四个专业
,

为钢铁工业培养了一批技术力

量
。

对钢铁销路郑观应也有独到的考虑
。

汉阳铁厂所造钢轨是以修筑芦汉
、

粤汉铁路之用
。

但郑深知如无铁路修筑权则很难保证筑路时用汉厂钢轨
。

他曾写信给盛宣怀说
:

若
“

铁路

不归我公接办
,

铁厂事宜即退手
” 。 〔’ “ ]这是由于他知道当时的中国并没有真正的自由竞争

,

他很清楚外商用卑劣手段倾销商品 以及中国经办人员损公肥私的实际情况
,

因此
,

必须 自

产
、

自销
、

自用才能保证汉阳铁厂钢轨的市场
。

这是无可奈何的现实决定的
。

总之
,

郑观

应对汉阳铁厂的整顿管理是颇有成效的
,

铁厂在他任期内共产铁 1 0 4 3 2 吨
,

超过了官办时

期 ( 1 8 9 3一 1 5 9 6 ) 的产量
。

[ , ,〕

(三 )

渴望振兴工商
、

挽回利权
、

改进企业经营管理 的郑观应并不仅仅停留于 口 头的倡导
,

而总是身体力行
,

努力去做
。

不管是参与哪个洋务企业的创办或管理
,

他都办事认真
,

作

风踏实
,

勤于调查
,

善于发现问题和流弊
,

抓住关键
,

认真整顿和改革
,

尽量按资本主义

企业本身的经济规律和法则去经营和管理
,

其中主要是改变企业的官府体制和衙门习气
,

任人唯贤
。

这实际上就是合理的改革
,

而改革则是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
,

自然遇到既得

利益者的抵制
。

郑观应要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管理企业
,

就遭到在封建方式之下受益人 的反

对和攻击
。

正如他自己所说
: “
创业难救弊尤难

。

救弊必变法
,

法不徒行
,

贵在得人
。 ” `’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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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任汉阳铁厂总办不到 14 个月 ( 1 8 9 6 年 6 月 1 日至次年 7 月 21 日 )
,

在此期间
,

他兢兢业

业
,

解决焦炭
,

选育人才
,

筹划销路
,

为诸多问题绞尽脑汁
。

在给盛宣怀的信中他诉苦说
:

他
“
忍辱负重

,

委曲求全
,

其中苦况非躬亲 目击者不知
” 。

l0[ 〕但他的经营管理措施仍为某些

人所不容
。

当时有人说他
“
以刚正任事

,

合乎天则易
,

合乎人则难
。 ”

他 自己也说
: “

窃思

当今之世
,

人人如此之坏
,

求合乎人必不能合乎天
:
欲合乎天

,

必不能合乎人
” ,

而他
“

宁

愿结怨招尤
,

任人毁谤
,

总求合乎天
”

20[ 〕而不愿媚俗合乎人
。 “
合乎天

”

就是适应资本主义

企业经营管理的经济规律
, “

合乎人
”

就是迎合某些人的私利而损害企业的利益
。

郑要求
“

合

乎天
”

而不肯
“

合乎人
” ,

曲高和寡
,

遭人妒忌和诽谤自然难免
。

郑观 应诚然是铁厂总办
,

但事事要受督办盛宣怀的控制和约束
,

连职权范围之内的用

人也大受限制
。

盛曾面谕他选觅一个栈房总管
,

但他
“
虽有好手仍不敢荐者有故

,

非畏人

怨
,

恐疑有私
。

凡由督办所派之人
,

如其有错无不告诫
,

果其有弊
,

理当上达
,

或记其过
,

或撤其委
,

听从督办酌夺
。

若由官应换人
,

必启人疑
,

毁谤随之
。

虽无私意亦百词莫辨矣
” 。

2[ ’ 〕

这是他给盛宣怀本人的信
,

不便多说和直说盛 的揽权
。

后来他在给别人的信中叙述更具体
:

“

讴意所用大小司事
,

多是湖北候补人员
;
而为各办所派

,

又多系督办同乡或有交谊
” ,

这

些人不学无术
“
已属不合

,

而又每恃与督办有师生之谊
,

频与洋总监工冲突
,

以致工程迟

滞
,

常有停工待料之叹
” ;
更有甚者

, “

彼辈益无忌惮
,

甚至弟所与各友函件
,

据信差云
,

亦须由提调折 (拆 ? ) 阅而后送也
” 。 “

凡事多被掣肘
,

任意排挤
” ,

只因他
“
实事求是

,

不

合时宜
” ,

故
“

每位为各怀私利
、

党同伐异者所忌
” ,

即使铁厂总办之职
“

在别人营求不得
” ,

而对他
“

与其受人排挤
,

不如洁身自退
” 。

2z[ 〕事实上
,

从上任到离任期间
,

他即曾多次提出

辞职
。

不是他管理无方
,

而正好相反
,

因为与现实冲突严重
,

不得不
“
洁身自退 ”

不说汉阳铁厂的用人大事
,

即使铁厂钢铁的销路又何尝没有类似的人为作梗
。

郑观应

竭力降低成本
,

提高质量
,

以与外国钢轨一争高下
。

然而
,

即使本国产品达到了洋货水平
,

仍不能保证其销路
。

郑任铁厂总办时就说过
: “
北洋前买外洋钢铁

,

价不廉于鄂
,

钢不胜于

鄂
,

其时某局员必曰洋钢之胜
,

洋价之廉
。

大吏信之
。

他说煤
、

铁矿等皆类此
, “
其故何哉 ?

盖购于外洋
,

则用钱浮冒
,

一切皆可隐密
;
购于华官

,

则恐一旦漏泄
,

有碍局员左右辈之

自私自利
,

是以大吏必为所蒙耳
” 。

咖1郑对
“
大吏

”
常有某种程度的幻想

,

如他曾盼望
“

有

贤能督
、

抚大吏
,

洞明利害本原
,

奏请将厘金概行豁免
” 。

24[] 其实
,

在封建末世
、

清廷败落

之际
,

能有几个真正的贤能督抚 ! 况且
,

如若果真贤能
,

何以为局员所蒙 ? 正是在这些 自

私自利的蠢虫
—

贪官污吏的把持和操纵之下
,

才使中国近代工商企业举步维艰
,

难以为

继
,

幻想依靠他们振兴工商
,

无异于与虎谋皮
。

更简单一点的问题
,

郑观应多次主张铁厂应设在大冶矿山附近
,

以减少运费
,

降低成

本
。

对当时的中国来说
,

它符合经济法则
,

是正确的经营思想
。

然而
,

在清廷督抚大吏面

前
,

这一合理的建议不仅未能被采纳
,

反而为张之洞所恶
, “
恐将来或加以不测之祸

,

用泄

其忿
” 。

25[ 〕冲突之大
,

一至如斯了
。

郑观应近代企业经营管理思想与现实的冲突是他个人的不幸
,

更是近代中国的悲哀
,

他晚年终于认识到冲突的根源在于政治
。

他在信中说他著 《盛世危言》
, “
穷究中外政治盛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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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利彝有年
,

遂知我国之贫弱由于政治不 良
” 。

他在 《盛世危言》 中还没有得出
“

政治不良
”

的明确结论
。

系统表述政治与实业的关系
,

反映在他晚年的 《盛世危言后编》 “
自序

”

之中
。

他说
: “
政治关系实业之盛衰

:

政治不改良
,

实业万难兴盛
。

查欧美政治革命
,

商人得参与

政权
,

于是人民利益扩张
,

实业发达
。

可见有治人而后有治法
,

有治法必须有治人
” 。

27[ 〕他

经营实业 50 余年 (该
“
自序

”

写于 19 09 年 9 月 )
,

终于认识到
“
治人

”

与
“
治法

”
的辩证

关系
, “
政治与实业

”

的辩证关系
。

郑观应在汉阳铁厂 的遭遇充分说 明
:

资本主义的近代企

业在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之下不可能得到正常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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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说话
。

这远比外资老板让下跪就下跪的中国人不知强了多少倍
。

另外
,

它对报告文学
、

传记文学的文体研究提出了许多新问题
,

例如在文体界定上就需要我们更审慎
。

对星休的文体探索至此可暂时收笔了
,

但我们要说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文学评论不

应以清高自许
,

对通俗文学
、

畅销书嗤之 以鼻
,

不屑一顾
,

那样谁来浇花锄草 ? 谁来帮助

读者 ? 文学评论家不应以任何借口放弃自己的历史责任
。

用千字 30 元稿酬的文章评说 10 8

万稿酬的作品并不掉价
。

所以我们文章的题目选用了
“

俯视星体文学
” 。

【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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