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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重商思想與資本主義清末的重商思想與資本主義清末的重商思想與資本主義清末的重商思想與資本主義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在 古 代 封 建 社 會 中，從 商 是 貴 族 的 特 權，春 秋 戰 國 以 後 封 建 崩 解，有 自

由 商 人 的 出 現 ， 平 民 經 商 致 富 ， 甚 至 富 可 敵 國 的 狀 況 都 是 前 所 未 有 的 。 呂

不 韋 經 商 致 富 ， 從 政 後 成 為 宰 相 就 是 憑 藉 著 雄 厚 的 資 財 ， 此 後 ， 歷 代 政 府

都 訂 立 相 關 的 抑 商 政 策 ， 以 避 免 商 人 勢 力 過 於 龐 大 ， 而 重 農 抑 商 就 成 為 歷

代 統 治 者 的 治 國 原 則 。    

明 清 時 期 商 業 較 前 代 更 為 發 展 ， 有 許 多 商 人 集 團 的 出 現 ， 不 論 山 西 商

人 或 徽 州 商 人 ， 甚 至 是 清 末 買 辦 生 產 地 的 廣 東 商 人 ， 他 們 各 據 一 方 擁 有 雄

厚 的 經 濟 實 力 ， 也 因 此 政 府 開 始 放 鬆 對 商 人 的 控 制 ， 除 開 放 商 人 子 弟 考 科

舉 外 ， 也 可 捐 官 以 登 仕 途 ， 明 末 清 初 整 個 社 會 瀰 漫 著 重 商 思 想 。  

   

本 篇 文 章 以 中 國 的 重 商 思 想 為 開 端 ， 探 討 中 國 的 重 商 思 想 和 資 本 主 義

發 展 間 的 關 聯 ， 最 後 對 韓 格 理 先 生 所 著 ＜ 中 國 何 以 無 資 本 主 義 ？ ＞ 一 文 提

出 幾 點 回 應 。  

 

清末的重商思想清末的重商思想清末的重商思想清末的重商思想：：：：    

１ ． 興 起 背 景 ：     

十 九 世 紀 隨 著 社 會 與 經 濟 的 變 遷 及 發 展 ， 中 國 崇 本 抑 末 的 思 想 有

所 轉 變 ， 重 商 思 想 興 起 。 傳 統 的 儒 家 思 想 在 受 到 外 力 的 刺 激 下 興 起 一

股 經 世 思 想 ， 在 1824 年 魏 源 編 輯 《 皇 朝 經 世 文 編 》 後 ， 經 世 著 作 蔚 為

風 潮 ， 這 些 經 世 著 作 中 不 乏 討 論 工 商 問 題 的 文 章 ， 故 重 商 思 想 伴 隨 著

經 世 的 思 潮 逐 漸 興 盛 。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 鴉 片 戰 後 開 港 通 商 ， 中 國 經 濟 結 構 發 生 變 化 ， 西

方 帝 國 主 義 國 家 以 商 品 輸 出 的 方 式 ， 對 中 國 進 行 經 濟 侵 略 ， 外 國 商 品

大 量 湧 入 中 國 市 場 ， 對 外 貿 易 方 面 出 現 了 嚴 重 的 入 超 問 題 ， 國 民 經 濟

及 民 族 工 商 業 均 受 到 嚴 重 的 破 壞 ， 這 種 轉 變 刺 激 了 知 識 分 子 的 反 省 ，

他 們 發 現 閉 關 自 守 已 不 符 合 世 界 潮 流 ， 而 是 必 須 面 對 挑 戰 解 決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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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此 背 景 下 1970～ 1990 年 代 ， 許 多 知 識 分 子 都 提 出 了 重 商 的 看 法 ， 包

括 ： 王 韜 、 薛 福 成 、 鄭 觀 應 、 馬 建 忠 、 湯 壽 潛 、 陳 熾 、 汪 康 年 等 人 ，

均 試 圖 全 面 整 體 的 探 討 重 商 思 想 的 內 涵 ，
1
從 中 分 析 出 國 家 富 強 之 道 。  

 

  這 些 提 倡 重 商 思 想 的 人 大 多 為 士 紳 ， 少 數 是 商 人 ， 雖 然 他 們 接 受

的 是 傳 統 教 育 ， 但 當 時 代 轉 變 時 他 們 能 迅 速 調 整 本 身 觀 念 ， 修 正 崇 本

抑 末 的 傳 統 肯 定 商 業 活 動 的 重 要 性 ， 希 望 提 高 商 人 的 社 會 地 位 。 重 商

思 想 興 起 後 最 大 的 影 響 是「 利 益 追 求 和 商 業 活 動 合 法 化 」，士 大 夫 不 再

諱 言 追 利，經 營 工 商 獲 利 是 完 全 正 當 的 行 為，對 自 己 和 國 家 都 有 益 處 。

當 時 就 有 人 認 為 「 夫 天 下 滔 滔 ， 大 抵 皆 中 人 耳 ， 惟 有 利 而 後 能 知 義 ，

亦 惟 有 義 ， 而 後 可 以 獲 利 。 聖 人 立 身 行 義 ， 舍 生 取 義 ， 而 治 國 平 天 下

之 經 ， 不 諱 言 利 」，
2
這 句 話 顯 示 出 近 代 價 值 觀 念 的 重 大 轉 變 。 不 但 使

商 人 地 位 大 為 提 高 ， 官 吏 也 開 始 光 明 正 大 地 從 商 ， 因 為 從 商 是 「 既 獲

厚 利 ， 又 得 高 名 」。
3
因 此 從 十 九 世 紀 下 半 葉 重 商 思 想 興 起 ， 經 過 了 近

半 世 紀 的 發 展 ， 中 國 知 識 份 子 的 價 值 觀 念 已 逐 漸 改 變 ， 到 了 二 十 世 紀

以 後 ， 重 商 觀 念 已 經 普 遍 的 被 接 受 。  

 

２ ． 重 商 成 為 朝 野 共 識 ：  

二 十 世 紀 初 重 商 主 義 已 成 為 廣 泛 的 社 會 思 潮 ， 在 各 大 報 刊 中 充 斥

著 「 興 商 為 強 國 之 本 」 這 類 的 言 論 。 最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清 政 府 內 部 也 出

現 了 「 重 商 」 的 呼 聲 。 1901 年 1 月 慈 禧 在 變 法 上 諭 中 令 大 臣 就 「 如 何

而 國 勢 始 興 」 各 抒 己 見 後 ， 各 大 臣 紛 紛 提 出 自 己 變 法 的 主 張 。 其 中 在

振 興 工 商 實 業 方 面 提 出 系 統 見 解 的 有 劉 坤 一 、 張 之 洞 ＜ 遵 旨 籌 議 變 法

謹 擬 採 用 西 法 十 一 條 折 ＞ （ 即 ＜ 江 楚 會 奏 變 法 第 三 折 ＞ ） 及 附 片 ， 兩

廣 總 督 陶 模 ＜ 復 奏 條 陳 變 法 折 ＞ 、 江 西 巡 撫 李 興 銳 ＜ 議 復 條 陳 變 法 折

＞、駐 俄 公 使 楊 儒 ＜ 變 法 條 例 ＞、山 東 巡 袁 世 凱 ＜ 復 奏 條 陳 變 法 折 ＞ ，

辦 理 商 約 大 臣 呂 海 寰 ＜ 密 陳 要 務 五 條 ＞ 等 。  

                                                 
1
 可 參 閱 附 錄 ＜ 商 戰 觀 念 歸 納 表 ＞ 。  

2
 王 爾 敏 ， ＜ 商 戰 觀 念 與 重 商 思 想 ＞ ，《 中 央 研 究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集 刊 》， 臺 北 ： 中 央

研 究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 1 9 7 6 年 6 月 ， 頁 3 5 5。  

3
 王 爾 敏 ， ＜ 商 戰 觀 念 與 重 商 思 想 ＞ ，《 中 央 研 究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集 刊 》， 臺 北 ： 中 央

研 究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 1 9 7 6 年 6 月 ， 頁 3 5 5。  



 3

 

此 時 重 商 主 義 已 不 是 個 別 人 物 的 疾 呼 ， 而 已 成 為 朝 野 上 下 的 一 致

要 求，清 政 府 方 面 也 大 動 作 的 提 振 工 商 業，甚 至 連 發 上 諭 中 也 提 到「 通

商 惠 工 為 古 今 經 國 之 要 政 。 自 積 習 相 沿 視 工 商 為 末 務 ， 國 計 民 生 日 益

貧 弱 ， 未 始 不 果 乎 此 。 亟 應 變 通 盡 利 ， 加 意 講 求 」
4
嚴 令 各 省 將 軍 督 撫

「 一 律 認 真 恤 商 持 平 ， 力 除 留 難 延 擱 各 項 積 弊 ， 以 順 商 情 而 維 財 政 」。

若 有 官 吏 對 商 人 仍 需 索 刁 難 ， 著 即 隨 時 嚴 查 參 辦 ， 匆 稍 徇 縱 。
5
這 些 作

為 可 看 出 清 政 府 把 已 往 重 農 抑 商 的 政 策 摒 棄 轉 而 把 工 商 業 視 為 振 興 中

國 的 基 礎 。  

 

重商思想與資本主義重商思想與資本主義重商思想與資本主義重商思想與資本主義：：：：    

１ ． 中 國 資 本 主 義 的 萌 芽 ：  

  在 中 國 資 本 主 義 的 萌 芽 如 同 西 方 也 是 從 絲 織 業 開 始 的 。 明 朝 由 於 社 會

生 產 力 的 提 高 ， 絲 織 業 的 發 展 快 速 ， 以 從 事 絲 織 生 產 致 富 的 人 很 多 ， 嘉 靖

年 間 (1522-1566)已 發 展 出 擁 有 三 、 四 十 張 織 綢 機 的 手 工 業 作 坊 ， 萬 曆 年 間

(1573-1619)，在 蘇 州「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相依為命久矣。…浮食奇民，

朝不謀夕，得業則生，失業則死，…染坊罷而染工散者數千人，機房罷而

織工散者又數千人」 6。 除 了 在 經 營 絲 織 業 為 重 心 的 大 城 鎮 有 上 述 榮 景 外 ，

在 一 些 小 市 鎮 中 也 有 類 似 記 載。這 些 工 場 手 工 業，除 有 官 府、地 主、官 僚 、

商 人 的 經 營 外，更 有 平 民 百 姓 自 備 資 本，設 場 招 商，官 方 只 徵 其 稅 的 情 況 。

因 此 明 末 的 中 國 可 在 某 種 立 場 而 言 ， 可 以 說 已 經 產 生 了 資 本 主 義 的 生 產 關

係 － 私 有 資 本 及 自 由 勞 工 並 以 追 求 利 潤 為 目 的 。  

另 外 ， 在 製 瓷 業 中 ， 明 清 時 期 也 有 資 本 主 義 的 萌 芽 。 在 江 西 景 德 鎮 ，

除 有 生 產 規 模 大 的 官 窰 外，也 出 現 不 少 民 窰，招 募 所 謂「 四 方 無 籍 游 徒 」，

從 事 商 品 生 產 以 追 求 利 潤 為 目 的 。 清 康 熙 以 後 ， 景 德 鎮 的 製 瓷 業 又 恢 復 到

明 的 規 模，「景德鎮綿延僅十餘里。…以陶來四方商販，民窰二三百區，工

匠人夫不下數十萬，籍以食者甚眾。」 7， 從 景 德 鎮 的 榮 景 可 知 清 代 瓷 器 交

                                                 
4
 《 清 朝 續 文 獻 通 考 》 3 9 1 卷 ， 第 11 4 0 0 頁 。  

5
 《 清 德 宗 實 錄 》 卷 5 2 0， 第 1 6 - 1 7 頁 。  

6
 《 明 神 宗 實 錄 》 卷 3 6 1， 萬 曆 二 十 年 七 月 丁 未 。  

7
 朱 琰 ，《 陶 說 》 卷 1， ＜ 陶 冶 圖 說 ＞ ， 美 術 叢 書 ， 第 二 集 ， 第 七 輯 ， 頁 8 3。 轉 引 自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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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的 熱 絡 狀 況 ， 此 外 ， 清 代 製 瓷 的 分 工 精 密 ， 更 突 顯 出 資 本 主 義 生 產 制 度

下 分 工 細 密 的 特 徵 。 上 述 例 證 均 顯 示 出 中 國 在 明 清 時 期 也 有 資 本 主 義 的 萌

芽 。  

 

２ ． 重 商 思 想 下 資 本 主 義 的 發 展 ：  

  中 國 資 本 主 義 萌 芽 早 在 十 五 世 紀 末 已 經 出 現 ， 在 十 六 世 紀 中 葉 也 明 顯

地 存 在 於 某 些 生 產 部 門 中 ， 但 此 後 卻 一 直 處 於 停 滯 的 狀 態 而 無 任 何 進 展 ，

這 是 由 於 中 國 經 濟 體 制 所 限 制 ， 其 一 是 由 於 小 農 經 濟 體 制 下 自 給 自 足 的 經

濟 型 態 ， 限 制 了 商 品 經 濟 的 發 展 ； 其 二 則 是 「 有 土 斯 有 財 」 觀 念 的 影 響 ，

使 得 財 富 的 累 積 普 遍 存 在 於 購 買 土 地 上 ， 而 無 法 將 大 量 資 本 投 資 於 工 商 業

的 經 營 。 這 種 情 況 一 直 到 十 九 紀 中 葉 西 力 入 侵 後 才 有 所 改 變 ， 在 清 末 外 力

入 侵 下 為 求 國 家 富 強 重 商 思 想 興 起 ， 誠 如 前 述 在 朝 野 一 致 的 認 知 下 ， 開 始

致 力 於 發 展 中 國 資 本 主 義 經 濟 。  

  自 強 運 動 時 期 新 式 工 業 的 開 辦 是 明 顯 例 證 ， 自 強 運 動 早 期 主 要 以 興 辦

軍 事 工 業 為 主 ， 但 以 此 為 基 礎 ， 從 七 十 年 代 起 清 政 府 陸 續 開 辦 許 多 與 軍 事

工 業 有 密 切 聯 繫 的 採 煤 、 煉 鐵 工 業 及 交 通 運 輸 事 業 ， 以 及 利 潤 最 優 厚 的 棉

毛 紡 織 業 。  

  1在 煤 、 鐵、 金 屬 、 冶 鐵 方 面 的 企 業 創 辦 最 多 。 大 小 共 計 17 個， 其 中

較 大 的 有 基 隆 煤 礦 、 開 平 煤 礦 、 漠 河 金 礦 、 漢 陽 鐵 廠 和 大 冶 鐵 礦 等 。

但 上 述 近 代 企 業 都 因 經 營 方 法 有 問 題 （ 官 辦 、 官 商 合 辦 、 官 督 商 辦 的

爭 議 ） 而 導 致 經 營 成 效 不 彰 。  

  2在 交 通 運 輸 業 方 面 。 主 要 有 幾 個 較 大 的 企 業 ： 輪 船 招 商 局 、 天 津 電

報 局 和 天 津 鐵 路 公 司 與 北 洋 官 鐵 路 局 。 這 些 企 業 經 營 也 是 因 為 經 營 體

制 的 問 題 也 產 生 經 營 不 善 的 問 題 。  

  3棉 毛 紡 織 工 業 方 面 。 受 到 西 方 紡 織 品 高 額 利 潤 的 刺 激 ， 清 政 府 為 了

獲 利 和 壟 斷 中 國 紡 織 業 ， 也 陸 續 開 辦 了 ： 上 海 機 器 織 布 局 、 湖 北 織 布

局 、 湖 北 紡 紗 官 局 、 華 新 紡 織 新 局 及 湖 北 繅 絲 局 等 。 這 些 企 業 經 營 過

程 從 官 督 商 辦 到 商 辦 後 才 逐 漸 展 現 其 獲 利 能 力 。  

  因 此 ， 重 商 思 想 下 中 國 資 本 主 義 的 發 展 ， 在 初 期 受 到 傳 統 官 僚 氣 息 的

                                                                                                                                                                  
耀 倫 、 熊 甫 、 裴 倜 編 著 ，《 中 國 近 代 經 濟 史 》， 重 慶 出 版 社 ， 1 9 9 8 年 8 月 第 一 版 第 三

次 印 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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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 礙 ， 往 往 被 控 制 及 資 本 及 經 營 方 向 而 無 法 發 揮 獲 利 能 力 ， 但 在 逐 漸

修 正 經 營 方 針 後 ， 都 能 漸 漸 展 露 其 原 有 的 獲 利 能 力 ， 不 就 證 明 了 在 資

本 主 義 經 營 體 制 下 自 由 競 爭 的 原 則 嗎 。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式的資本主義式的資本主義式的資本主義式的資本主義----對韓格里對韓格里對韓格里對韓格里<<<<中國何以無資本主義中國何以無資本主義中國何以無資本主義中國何以無資本主義>>>>的回應的回應的回應的回應：：：：    

  韓 格 里 先 生 在 ＜ 中 國 何 以 無 資 本 主 義 ＞ 一 文 中 ， 針 對 西 方 學 者 普 遍 的

認 知 做 出 了 反 駁 ， 說 明 中 國 並 非 如 西 方 學 者 眼 中 所 認 定 沒 有 資 本 主 義 的 發

展 ， 他 歸 納 研 究 中 國 經 濟 發 展 學 者 之 評 論 ， 指 出 中 國 的 商 業 發 展 有 其 特 殊

之 處 ， 不 能 從 西 方 資 本 主 義 的 理 論 來 評 估 、 類 比 中 國 ， 因 此 ， 韓 格 里 先 生

提 出 三 點 反 駁 。  

 

１ ． 中 國 的 國 內 經 濟 在 清 季 時 極 為 興 盛 ：  

清 代 中 國 全 國 市 場 的 交 易 量 非 常 大 ， 都 是 相 當 於 或 大 於 歐 洲 在 十 九 世

紀 初 期 的 水 準 。 因 此 清 代 不 只 商 業 繁 榮 ， 而 且 其 繁 榮 還 具 有 連 續 性 和 可 預

測 性 。 在 這 種 商 業 貿 易 繁 榮 的 情 況 下 ， 若 以 私 人 資 本 大 量 投 資 於 工 商 業 經

營 的 定 義 來 評 論 中 國 沒 有 資 本 主 義 ， 似 乎 不 符 合 中 國 當 時 的 經 濟 體 質 也 有

欠 妥 當 ； 若 以 生 產 關 係 的 轉 化 ， 商 品 經 濟 的 不 斷 發 展 來 看 當 時 中 國 的 經 濟

發 展 ， 以 交 易 量 的 龐 大 而 言 ， 的 確 是 符 合 資 本 主 義 的 定 義 。  

２ ． 近 世 中 國 的 商 業 活 動 是 建 立 在 帝 權 政 府 正 常 管 轄 權 之 外 的 一 個 複 雜 的

活 動 領 域 ：  

政 府 讓 人 民 能 在 最 小 的 干 涉 之 下 進 行 他 們 的 活 動 ， 大 部 分 調 節 商 業 活

動 的 功 能 都 由 非 官 方 的 社 會 組 織 來 執 行 。 甚 至 政 府 官 員 還 鼓 勵 商 業 活 動 。

原 因 在 於1商 業 稅 收 是 政 府 在 土 地 稅 之 外 的 重 要 稅 收 ，2官 員 鼓 勵 、 投 資

商 業 可 適 度 的 需 索 以 使 收 入 提 高 。  

此 外 政 府 干 預 商 業 活 動 的 情 形 不 普 遍 ， 除 了 官 方 控 制 的 少 數 商 業 活 動

外 ， 有 時 甚 至 還 會 推 動 有 助 於 商 業 發 展 的 建 設 ， 例 如 ： 開 鑿 運 河 、 建 立 信

用 制 度 等 ， 這 些 作 為 均 有 助 刺 激 商 業 的 活 絡 ， 甚 至 有 鼓 勵 商 人 追 求 利 潤 的

意 義 在 內 ， 在 此 立 足 點 上 而 言 ， 我 們 可 說 中 國 是 有 屬 於 自 己 特 色 的 資 本 主

義 的 。  

３ ． 靠 鄉 親 連 帶 關 係 所 組 成 的 商 人 團 體 （「 會 館 」、「 公 所 」） 取 代 政 府 支 持

著 中 國 的 商 業 制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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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於 中 國 各 地 域 的 商 業 規 範 複 雜 ， 並 無 統 一 的 標 準 ， 透 過 有 地 緣 性 的

鄉 親 連 帶 團 體 （ 公 所 或 會 館 ） 可 以 確 保 個 人 的 信 用 和 市 場 的 穩 定 （ 因 為 任

何 外 地 來 的 商 人 要 找 工 作、做 生 意 都 一 定 要 加 入 當 地 的 地 方 結 社 團 體 ），因

此 中 國 的 商 業 發 展 是 在 此 「 地 方 體 系 忠 誠 性 」 (Local System Loyalties)的 建

構 下 來 維 持 中 國 複 雜 的 商 業 制 度 的 。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中 國 本 身 絕 對 有 發 展 資 本 主 義 的 體 質 ， 西 方 學 者 在 解 讀 中 國 的 經 濟 體

制 時 往 往 產 生 誤 解 ， 只 從 中 國 未能發展資本主義的角度來解釋近世中國

的經濟，是忽略或根本誤解了最有利於瞭解近世中國經濟的問題。其誤解

有二： 

 

１．誤解帝制中國政府的特性： 

  在缺乏城市特許權和缺乏商人自主性中去尋找中國經濟的「落後」，是對中

國政治秩序的本質，和在這個政治秩序中商業地位的一種誤解。因為不可以用

中、西政府對商業控制的強弱做對比，因為中西商業體制根本不同。 

 

２．用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經濟的特性是「傳統的」，誤解了中國的商業。 

  不能用西方自由市場及供需法則的觀念來理解中國商業，被西方思想家描

述為自由市場的條件，只有在「供需法則」的脈絡中才有意義。在近世中國社

會中，鄉親連帶不但沒有束縛中國的市場，反而成為中國市場自由的真正基礎，

此處市場的自由意指允許貨物「自由」流通的可預測性。 

   

鄉親連帶是市場穩定性的重要資源，因為鄉親連帶提供了商人們將可靠的

扮演其市場角色的保證，而且商人們也有意以這種方式組織並提供這樣的保證。 

造成上述誤解之因在於西方觀念將市場視為由法律界定的活動，而近世中國的

市場是由道德的角度來界定的。工商業者的誠信是商業活動的基石。做好商人

的誠信與道德，就是做為一個團體的分子並支持團體的規範，團體本身就是一

個地區性結社團體。透過強調倫理關係的特性，鄉親連帶為中國近世商業及其

所享有的可預測性與連續性提供了基礎。 

   

  只是在中國商業發展的過程中一直缺乏如同西方般大量的私人資本投資於

工商業的經營，但仔細思考，如果中國本身透過政府來負責集資，自己當大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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闆，將官方及民間資本投資於工商業的經營，這種型式的民族資本主義若真正

實行的話，或許近代的中西商業競爭史要改寫了。這應該可以給那些一直誤解

中國無資本主義的西方學者另一方面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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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一一一一    商戰觀念歸納表商戰觀念歸納表商戰觀念歸納表商戰觀念歸納表    

 

提出者 商戰思想 大致年代 出處來源 

曾國藩 至秦用商鞅以耕戰二字為國，法令如毛，國祚不永，今之西洋以

商戰商戰商戰商戰二字為國，法令更密於牛毛，斷無能久之理。然彼自橫其征，

而亦不禁中國之榷稅；彼自密其法，而亦不禁中國之稽查。則猶

有恕道焉。 

一八六二 曾 文 正 公 書

札，第 17 卷，

第 44 頁。 

李璠 泰西各國，謂商務之盛衰關乎國運，故君民同心，利之所在，全

力赴之。始而海濱，繼而腹地，既蝕人之資財，並據人之形勢，

盤踞已久，遂惟所欲為。古之侵人國也，必費財而後闢土；彼之

侵人國也，既闢土而又生財，故大學士曾國藩謂「商鞅以耕戰，

泰西以商戰商戰商戰商戰」誠為確論，此洋人通商弱人之實情也。 

一八七八 洋務運動，第

1 冊，第 165

～166 

頁。 

鄭觀應 西人以商為戰以商為戰以商為戰以商為戰，士農工為商助也，公使為商遣也，領事為商立也，

兵船為商置也。國家不惜鉅貲備加保護商務者，非但有益民生，

且能為國拓土開疆也。昔英法屢因商務而失和，英迭為通商而滅

人國。初與中國開戰，亦為通商之故。彼既以商來，我以商往。

若習故安常，四民之業，無一足與西人頡頏。或用之未能盡其長，

不論有無歷練，能否勝任，總其事者皆須世家科甲出身，而與人

爭勝，戛戛乎其難矣。 

商務之綱目，首在振興絲茶二業。裁減釐稅，多設繅絲局，以爭

印日之權。弛令廣種煙土，免征釐捐，徐分毒餌之燄，此與鴉片

戰者一也。廣購新機，自織各色布疋，一省辦妥，推之各省。此

與洋布戰者二也。購機器織絨氈呢紗羽毛洋衫褲襪洋傘等物，煉

湖沙造玻璃器皿，煉精銅仿製鐘表，惟妙惟肖，既堅且廉，此與

諸用物戰者三也。上海造紙關東捲煙南洋廣蔗糖之植，中州開葡

萄之園，釀酒製糖，此與諸食物戰者四也。加之製山東野蠶之絲

繭，收江北土棉以紡紗，種植玫瑰等香花，製造香水洋夷等物。

此與各種零星貨物戰者五也。六在徧開五公，煤礦銅鐵之來源，

可一戰而袪。七在廣製煤油，自造火柴，日用之取求，可一戰而

定。整頓磁器，應務以景德之細窰，摹洋磁之款式，工繪五彩，

運銷歐洲，此足以戰其玩好珍奇者。八以杭寧之機法，仿織外國

縐綢，料堅緻而價廉平，運往各國，投其奢靡之好，此足以戰其

零星雜貨者。夷更有無上妙著，則莫如各關鼓鑄金銀錢也，分兩

成色，悉與外來逼肖無二，鑄成分佈，乃下令盡收民間寶銀；各

約一八八四

～一八九二 

 

 

 

 

 

同前 

 

 

 

 

 

 

 

 

 

 

 

 

 

 

盛世危言增訂

新編（二），卷

五，商戰下，

頁 765 

 

 

 

盛世危言增訂

新編（二），卷

五，商戰下，

頁 757～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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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檭錠，概令赴局銷毀，按成補水，給還金銀錢幣。久之，市面

既無各色錠銀，自不得不通用錢幣，我既能辦理一律，彼詎能勢

不同從，則又可戰彼洋錢，而與之工力悉敵十也。 

鄙人於甲午年，嘗與有心世道者論，我國與外國通商以來，非但

兵戰屢敗，而商戰商戰商戰商戰亦不如人。設長此不變，實業利權恐盡為外人

所握，受人挾制。 

當此競爭之世，商戰商戰商戰商戰最烈時也。昔者商務之廣，工業之盛，首推

英國。近則歐美各國，靡不振興農工商務。皆孜孜講求。有樹藝

學堂，有工藝學堂，有商務學堂，有礦務學堂，有鐵路學堂，有

格致學堂，人材日出，新器日多，精益求精，所以有優勝而劣敗

矣。 

夫兵戰之日短，商戰商戰商戰商戰之日長。兵戰之亡速而有形，譬如風燈滅；

商戰商戰商戰商戰之亡緩而無形，譬如油盡燈滅。有形者易備，無形者難防。

而人反畏兵戰而不畏商戰商戰商戰商戰。吾知二十世紀因商戰之敗而亡國者，

必較兵戰為尤甚。兵戰恃船堅炮利，火器巧捷、猛烈為戰勝品，

商戰商戰商戰商戰之制勝品則在擴充實業，振興商務，推廣製造以維持國貨

也。我國士夫闇於世界之趨勢，而不知以此為重，仿效改良，雖

日受外人欺侮仍然泄泄沓沓苟且偷安，甚至割地求和恬不為恥。 

初則學商戰商戰商戰商戰於外人，繼則與外人商戰商戰商戰商戰。欲挽利以塞漏巵。惟志大

才疏，未酬願。 

本會之設，為廣東農工商業之代表員，凡有益於農工商業之事，

必盡力團結，整頓提倡。擇其有損益於農工商業者，代訴地方官，

設法興，以副商戰商戰商戰商戰主義。 

鄙人投身於商戰商戰商戰商戰場中已三十餘年矣，觀海關報冊，進口貨年多一

年，漏巵日大，生計日絀。民安得而不窮，國安得而不弱。考中

外亡國歷史，當羅馬稱強於泰西，元帝稱於東亞，非不顧盼自雄，

有席捲六合氣吞八荒之概，無如驕奢淫逸，黷武窮兵，知用財而

不知生財，圖歛利而不圖興利。路政不修，礦業不開，農工輟手

於野，商賈罷業於市，睊睊胥讒，民乃慝。終致四海困窮，一敗

塗地。良可嘆也。列強有鑒於此，咸知處今日之舞臺，以商戰商戰商戰商戰為

本，以兵戰為末。 

呂氏東萊曰：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莫不仁於康莊；水之於，

莫仁於瞿塘，莫不仁於溪澗。夫康莊豈慮覆車，溪澗豈患沉舟。

而往往不免者，誤於所忽也。商戰之亡人國亦然。二十世紀之天

下，一商戰商戰商戰商戰競爭之天下也。其間富強之速者，莫如德、日。商務，

也實業，也工藝也，均駸駸乎有一日千里之勢。困操何術以致此？

蓋亦在廣設各種學校，教育各種人材而已。 

今觀中外貿易調查表,而知中國商戰商戰商戰商戰之失敗如此其甚。亡羊補牢,

未得為晚；見兔顧犬，豈可謂遲。宜上下一心，改良政治，一面

 

 

 

約一九○一

～一九○四 

 

約一九○二

～一九○六 

 

 

約一九○五

～一九○九 

 

 

 

 

 

約一九○五

～一九○九 

約一九○五

～一九○九 

 

約一九○六

～一九○九 

 

 

 

 

 

一九一○ 

 

 

 

 

 

一九一○ 

 

 

一九○九 

 

 

 

盛世危言後

編，卷四，頁

51。 

盛世危言後

編，卷八，頁

33。 

 

盛世危言後

編，卷七，頁

28。 

 

 

 

 

盛世危言後

編，卷八，頁

43。 

盛世危言後

編，卷八，頁

27。 

 

盛世危言後

編，卷十四，

頁 49150。 

 

 

 

 

盛世危言後

編，第八編，

卷八，頁 53。 

 

 

 

盛世危言後

編，卷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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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設學校，以育人材，一面設叉振商務，推廣實業，研究工藝。 

當此競爭之世，非徒恃兵利器，更有以新法亡人國者。見其積弱

可欺，即外託和好保護之名，內懷蠶食鯨吞之志。靡不先施玉帛，

幣重言甘，假通商、傳教、借款、承辦路礦、握人利權，而後藉

故興戎，得寸入尺。據人土地。所謂智取術馭，始則以商戰商戰商戰商戰吸其

脂膏，繼則以交涉侵其利權，終則以兵力迫其歸併。如俄晉之滅

波蘭，英之攘印度緬甸，法之據越南金邊是也。 

我中國史冊所載，管仲相六，霸諸侯一匡天下，以民為貴，嚴定

法律，振興農工，擅魚鹽官山府海之利，亦嘗以商戰商戰商戰商戰弱人國。可

知古今興亡之故，非兵強不足以保國，非商富不足以養兵。而商

之在農工。 

是商戰商戰商戰商戰有術，方可馴致富強。惟從來富強之國能久存者，君上有

公天下之心，知國家非一人之私產，開誠布公，立憲法，講道德，

以商戰商戰商戰商戰為本，以兵戰為末。若舍本而求末，入不放出，徒知聚歛，

不復源，轉令民不聊生，盛亦難恃。如花樹無根，雖暫華而旋槁

也必矣。 

 

 

 

 

 

一九○九 

 

 

 

一九○九 

53～54。 

盛世危言後

編，自序。 

 

 

 

 

同前 

 

 

 

同前 

盛宣懷 開關互市，實以商戰商戰商戰商戰為上策 一八八七 格致書院課

藝，丁亥卷，

第 15 頁 

劉銘傳 五行百產之菁英，地球中惟吾華稱最，行之數十年，物簞民康，

無敵於天下，此所謂商戰商戰商戰商戰從容，坐鎮而屈人者也。夫不聚歛於民

者，不能不藏富於民，不與民爭利者，不能不與敵爭利。 

一八八九 洋務運動第六

冊，頁 249。 

譚嗣同 西人雖以商戰商戰商戰商戰為國，然所以為戰者即所以為商。商之一道足以滅

人之國於無形，其計至巧而至毒，人心風俗皆敗壞於此。今欲閉

關絕市，既終天地無此一日，不能不奮興商務，即以其人之道還

治其人之身，豈一戰能了者乎？ 

西人謂中國之釐金，為嗆商務喉嚨之石灰氣。方欲前出，乃從而

曳之、窒之、倒築之，使不得呼吸。此商脈之所以絕，商戰商戰商戰商戰之所

以敗北，中國之所以貧且弱也。 

一八九五 

 

 

 

一八九八 

譚嗣同全集，

第 292 頁。 

 

 

譚嗣同全集，

第 121 頁。 

汪康年 國立於地球之上，咸以戰爭自存者也。以戰自惕罔不興，以不戰

自逸罔不亡。戰之具有三，教以奪其民，兵以奪其地，商以奪其

財。是故未通商之前，商與商商商商自為戰戰戰戰，既通商之後，則合一國之

商以與他國之商商商商相戰戰戰戰。然則商之持籌握算，以與他國較錙銖，猶

其被甲執戈而為國家効力於疆場也。其貨物，則其兵刄也，其貲

本，則其餱糧也。國家之待將卒，必厚其糧備而予以利器，豈偏

愛此將卒哉，以為是一國存亡所繫，百姓生命所關，不敢不致謹

也。 

一八九六 時務報論說彙

編，頁 14117。 

徐勤 方今列國並立，其無事也，則以商為戰以商為戰以商為戰以商為戰。中國所與立約者一十六

國，洋貨之入中國，歲至有三萬萬有奇，縱群天下之商，合舉國

約一八九五

～一八九七 

皇朝經世文新

編，第 10 卷



 11 

之力，聚行省之財，振刷精神，互為犄角，以為內守外敵之計，

猶恐其弗克勝任，而終於敗績也。況泥成法聲氣不通，中外之變，

懵然不覺。彼眾而我寡之，彼通而我塞之，彼合而我離之，則烏

得不為人弱哉，烏得不為人貧哉。 

 

蓋列國並立商戰商戰商戰商戰之世，勢力悉敵，方可自立，吾既日與佊相通，

而仰給其器物，乃不思所以與技藝，自製造，而防制之，其不至

上下束手，竭我利源者弗止也。 

 

 

 

 

約一八九五

～一八九七 

下，第 18 頁。 

 

 

 

皇朝經世文新

編，第 10 卷

下，第 18～19

頁。 

麥孟華 今日立國，首在商戰商戰商戰商戰，甲弛乙張，此起仆，故西人之謀國者，恒

比例其輸出輸進之多寡，為其國之貧富強弱差。我國所需，必使

其盡出於我，我國所產必使其廣輸於人。聚族而謀，爭及豪末，

其商務之持之於上者，監以領事，助以國力，國家保護，若營已

私。 

一八九七 時務報，第 34

冊。 

陳為鎰 

李鈞鼐 

鄢廷煇 

中此五弊，而欲以商戰商戰商戰商戰勝天下，是猶縛足而求前也。英吉利天下

商戰最強之國也，而獨平稅，未聞有損，是為明證。 

一八九八 湘學新報，第

32 冊。 

涂儒翯 人知西人以槍礮船械戰中國，不知其以商務戰以商務戰以商務戰以商務戰中國。 

 

令天下知商戰之毒甚於兵戰，商戰商戰商戰商戰之利亦勝於兵戰。而幡然改

圖。十年以後，吾華之興，或有幾希之望。失今不圖，十年之中，

如駒過隙，恐他人之竭澤者，不稍留沾滴以甦涸鮒也。其奈之何。 

余聞筦子家言，其滅萊，弊燕、瘠楚，皆持輕重之術制人死命，

固疑商戰足以興邦。今泰西以商立國，越重洋數萬里，冒風濤不

測之險，爭利蛟龍之窟，而國勢蒸蒸，從橫海上筦氏之言不謬也。 

一八九八 

 

一八九八 

 

 

一八九八 

湘報類纂,甲

集,卷下,第 26

頁。 

湘報類纂，甲

集，卷下，第

26 頁。 

同前書。 

黃熙敬 商戰商戰商戰商戰於外，農戰於內，國恒強。商息於市，農嬉於野，國恒亡。

湖南農戰之區也。 

一八九八 湘報類纂，甲

集，卷下，第

49 頁。 

黃崿 此會取兵戰不如商戰商戰商戰商戰，商戰商戰商戰商戰不如學戰之義，故以學戰命名。 一八九八 湘報類纂，丁

集，卷上，頁

11，學戰會章

程。 

王鳯文 查泰西各國商戰商戰商戰商戰之說,門類繁多，幾於無從入手；提綱絜領，則

曰銀行而已。 

一八九八 戊戌變法檔案

史料，頁 429。 

楊祖蘭 竊維泰西重商，搜拓全球之利，以為侵佔各土之階。中國大小利

權，皆彼為族所奪，論時事者必獻商戰商戰商戰商戰之策，是振興商務，為當

今第一要義。 

一八九八 戊戌變法檔案

史料，第 420

頁。 

嚴復 至今英人哆口動目，輒言商戰商戰商戰商戰夸海權。而其實非萬之自致，皆歐

洲各國使之然也。古者六國紛爭，秦人得蓄其力以制天下，近者

甲午之役，東亞之勢，坐以魚爛。古今東西世局，若重規矩如此。

一九○○ 原富，第 3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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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強林立之世，勞於戰守者，皆善內政而不輕言戰者之資也。 

袁世凱 臣維農工為商務根本，而商之懋遷，全賴農之物產，工之製造。

歐美日本，以商戰商戰商戰商戰立國，而於農業工藝經營董勸不遺餘力。 

一九○三 清朝續文獻通

考，卷378，實

業一，頁

11241。 

張謇 中國顧何如乎？商戰商戰商戰商戰曰劇，商利坐失，近且經營一切路礦實業。

鑒於借款非計之已事，於是民間自辦者達之于部。部臣上聞，別

其名曰商辦。夫既商辦實業矣，則其所儲積，或稱貸之款，必得

銀行為之歸束。而此項銀行者，必為民所信望，而後得商民之信

用。以英德法各國之政體，其組織銀行之機關，政府尚自處於股

東之地位，而銀行之性質，純然一私家公司，所以堅商民之信，

而利商業之用也。 

自歐戰停後，世界商戰商戰商戰商戰，將在中國。中國形便，必在上海。 

一九○六 

 

 

 

 

 

 

一九二二 

張季子九錄，

實業錄，第四

卷，頁 9。 

沈仲禮 孫武子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此不獨兵戰然也。即商戰商戰商戰商戰何莫

不然。通商之局垂百年矣，其始兩不相知也。其後外人習知我之

性質，而投我以所好。我方炫異驚奇，趨之若鶩，而不虞巵之漏

源之涸也。 

欲商戰商戰商戰商戰之不敗，莫如謀工藝之改良；欲工藝之改良，莫如師人所

長，以砭我所短。吾團員之投袂而起，橫海而東者，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一九一○ 

 

 

一九一○ 

盛世危言後

編，卷八，頁

54。 

盛世危言後

編，卷八，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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