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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维新派思想家对公司理论的宣传

李 玉

内容提要 19世 纪中后期 ,正 当中国公司制度建设被
“
官督商办公司

”
引入歧途 ,

国人对
“
公司

”二字日趋反感之时,早期维新派思想家开始了对科学的公司理论的积极

宣传。笔者认为 ,早期维新派思想家的宣传 ,不仅为中国公司制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增进了国人对公司的理性认识 ,而 且促进了清政府官员对民办公司态度的转变,为 zo

世纪中国社会公司意识的全面高涨和公司经济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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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家产生于中国近代工业 ,特别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新式企业开始

出现的条件下。他们或参与洋务 ,经营企业 ;或入幕襄赞 ,奉派出使。通过研读西书或实地考察 ,

他们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 ,经济、文化有了一定认识的基础上 ,形成了师法泰西、振兴工

商、变法自强的新思想。他们显露、活跃于中国社会舞台的时候 ,正 值中国新式企业被
“
官督商

办
”
体制引入歧路、中国企业制度建设步履维艰的时期 ,他们关于公司理论的宣传 ,为 中国企业制

度改革指明了方向 ,推动了中国近代公司制度的建设。

(一 )盛赞公司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 ,尤其是对股份有限公司的优越性大加宣扬。早期维新

派思想家们普遍认识到了
“
公司

”
的根本作用在于

“
聚财

”
与

“
合力

`这
也正是西方列强对中国进

行
“
商战

”
的

“
杀手锏

”
之一。他们曾这样评道 :“泰西商务之兴 ,良 由格致之精 ,制 造之妙 ,然资本实

大。苟无公司 ,则一二人之力量断不能措置裕如。无论设一厂、立一行 .其资本有多至数百万数千

万者 ,至于工程则尤非公司不足以竟其事。故铁路有公司也 ,开矿有公司也 ,电报有公司也。就铁

路而论 ,最多之国 ,有得十余万英里者 ,其 费直至数干兆。试问即有极富之国能独筹此帑项乎?富

商无论矣。惟可合众人之财 ,斯能得众人之利。始则合数十人 ,推而至于数百人、数千人,聚财愈

多,斯建业愈宏,得利愈厚。帅彐公司制度的出现 ,大大加快了资本的集中速度 ,增 强了其积累能

力,使本来由单个资本家要用长时间才能积聚起来的资本额 ,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完成了 ,这样就

可以有效地提高资本的生产效益 ,迅速扩大生产规模。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 :“ 假如必须等到积累

去使某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 ,那么恐怕直到今天 ,世界上还没有铁路 ,但是集中通

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lz]可 见 ,早期维新派思想家们已充分认识到了公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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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结资本

”
、
“
增强资本战斗力

”
的巨大功能。

为了进一步唤起国人的公司意识 ,增强他们在
“
商战

”
中的

“
团结

”
和

“
联合

”
意识 ,早期维新派

思想家们还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
离合

”
、
“
总散

”
思想和兵家学说去阐发公司理论。如陈炽曾

言 :“商人之秘术有二 :一 曰占先 ,二 曰归总。⋯⋯归总者公司也。归总制人 ,散则制于人。⋯⋯二

百年来 ,英商之所以横行四海、独擅利权者 ,西班牙、法兰西、德意志诸国亦尝出全力以与之争 ,然

而不能胜也 ,公司一也。
”㈩

薛福成也曾说道 :“ 西洋诸国 ,开物成务 ,往往有萃千万人之力而尚虞

其薄且弱者 ,则合国之力以为之 ,于是纠集公司一法。
”“彐还有人这样评价 :“用财犹兵也 ,兵 以合

而势厚 ,可 以制胜 ,可 以克敌 ,若散而不合 ,则心不齐 ,力 不胜 ,夫有不溃败决裂者?西人之设公司 ,

即用兵之意也。中国商务之衰皆由心之不齐 ,心之不齐皆由财之不聚 ,财之不聚皆由公司之不

设 :吣D因此 ,中 国的当务之急就是
“
借助公司一法

”
,“ 纠众智以为智

”
,“纠众智以为智 ,众能以为

能
”
,使国人通过股份的纽带 ,形成

“
利害相共 ,人无异心、上下相维

”
的局面 ,最终达到

“
攻无不

克
”
、
“
举无败事

”Es3的 效果。

(二 )呼吁由民自办公司 ,力戒
“
官督商办

”
。既然早期维新派思想家已普遍认识到 ,公司为世

界各国
“
富国强兵之实际

”
,“ 长驾远驭之宏规

”E7],那 么中国的切要之计就是鼓励和扶持民办公司

的自由发展 ,在 中国大兴公司之风。他们这样呼吁 :妯果中国
“
广设公司

”
,则

“
俾一国之人不商而

亦商 ,则商情自熟 ,商力自厚 ,至既熟且厚而谓尚不能与西人争胜焉 ,吾不信也
”〔:彐 。反之 ,如果

“
公

司不举 ,则 工商之业亦无一能振 ;工商之业不振 ,则 中国终不可以富 ,终不可以强
”E9]。 为此 ,“凡通

商 口岸 ,内 省腹地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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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⒑〕。但是 ,新办公司必须

“
开除官督商办之名丬ll彐 。他们指出,各官督商办企业 ,虽然也系

“
仿西

国公司之法
”
而创立的公司n2],但却

“
试之而不效

”匚l引 ,~个根本原因就在于
“
官督

”
的作法不合公

司的运作要求。郑观应一针见血地指出 :“按西例 ,由 官设立办国事者谓之局 ,由绅商设立为商贾

事者谓之公司。无论绅商设立商贾公司 ,必须悉照其国家颁发官商所定商贾公司条例而行。公司

总办由董事公举 ,各司事由总办所定。若非熟识商务 ,不谙其中利病 ,股份虽多 ,官秩虽大 ,亦不准

厕身其列。如有希冀 ,必为众所讥。⋯⋯今中国禀请大宪开办之公司 ,虽商民集股 ,亦谓之局。其

总办稍有牵涉官事者 ,即 由大宪之札饬 ,不 问其胜任与否 ,只求品级较高 ,大宪合意即可充当。所,

以各局总办 ,道员居多。⋯⋯迨至关防、札副次第到手 9即 全以官派行之。位尊而权重 ,得以专擅

其事 ,假公济私 ;位卑而权轻 ,相率听命 ,不敢多言。公司得有盈余 ,地方官莫不索其报效 ,越俎代

谋。其小公司之总理虽非大宪札委 ,亦 皆侵蚀舞弊。
”[l° 1“ 试问外国公司有此办法乎?丬

1曰
可见 ,“官

督、勹首害就是官府札委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破坏了公司
“
两权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权力

制约、民主管理、科学决策的经营机制。这些由官府札委的
“
总办

”
、
“
督办

”
,没有不专擅其权的 ,他

们棂奉
“
不知有对于公司之责任者也

”[I6],而 是将企业视为开掘私利的金库 ,亦或自天而降的
“
月巴

肉丬17二 .以 致这些企业
“
腐败之习气较官场尤甚顷ls1。 因为不具备公司的组织结构 ,不遵循公司的

运作机制和原则,因 而广大商股的利益根本得不到保障。各企业商股除了出资和领取每年由官方

代表决定的股息外,根本没有其它任何权利。正所谓 :“商民虽经入股 ,不啻途人,即 岁终分利 ,亦

无非仰他人鼻息
”∶19∶ ,这就极大地打击了广大商民的投资热情 ,扭 曲了他们的公司意识。早期维

新派思想家首先出来表达了广大商民的心声 :“官督商办猛如虎 ,名 为保商实剥商
”I2° ∶。为此 ,他

亻̄门呼吁 :为 了扭转国人对
“
公司

”
的看法 ,充分调动他们的商业热情 ,政府在鼓励

“
由民自立公

司
’’「zI3的 同时 ,要使各企业

“
全以商贾之道行之卯叻,官府不但不应

“
鳃鳃代谋

”
,而且应通过

“
优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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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厘
”
等措施积极扶持。对

“
生意不前折阅负累者(实际上指资不抵债者 ,引 者注),国家许其极穷

免究(指宣布破产 ,引者注 )”
(23]。

商民在筹办工矿或铁路公司时 ,国家应在征地方面给予优惠 ,

“
若工程浩大 ,所集资本容或不足,国家则为之包备 ,以 底其成 ;公司股份分息初办之时 ,或虞其失

望 ,国家则为之担保 ,以 期民信
”E2硐 。对成效突出的公司经营者 ,国家应

“
给以称颂功牌丬25]。

何启、

胡礼垣、郑观应等一直建议清政府成立商部 ,统一管理国内公司企业。郑观应等还主张在各省水、

陆通衢设立商务局 ,“ 公举素有声望之绅商为局董 ,凡有所求 ,力 为保护双26];各
府、州县设立商务

公所 ,“ 听工商仿西法投筒自举商董
’’Ez饲 。这些无疑都是为了改善官商关系,提高商民的社会地

位 ,以 充分调动他们创办公司、发展工商业的积极性。

(三 )吁请国家为公司立法。早期维新派思想家们已清醒地认识到 ,公司是一种全新的高级的

企业形式 ,决不能适用于那些为独资或合伙店铺、商号制定的法律 ,必须用专门的、严格的法律去

规范它。以前 ,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许多不伦不类的公司 ,发生许多
“
藉招股行欺骗

”
之事 ,也是同没

有完备的公司立法分不开的 ;而外国公司之所以
“
众志齐、章程密、禁约严、筹划精

”
,能

“
无不举

者
”
,就是因为外国政府颁行的

“
公司定例甚善

”E2:]∶ 故此 ,早期维新派思想家纷纷要求清政府尽

早修订完各的公司立法。例如 ,陈炽指出:中 国
“
欲兴商务

”
,“发达公司

”
,就必须

“
立商部 ,译商律 ,

⋯⋯将英美各国公司章程择要删繁 ,通行刊布 ,使商人传诵揣摩 ,以 明其理
’’「z叼 。郑观应也指出 ,

官督商办企业之所以出现
“
官权膨胀

”
、
“
商股遭殃

”
的情况 ,就是由于

“
股商畏其势 ,因无商律 ,不

敢上控。是以数十年来获利者鲜 ,亏累者多也。今欲整顿商务 ,必须仿照西例 ,速定商律。
’’EsⅡ为了

加深对公司法理的认识 ,郑观应曾专门
“
购译

”
了

“
香港商贾公司条例

”
,经过认真研究得出结论 :

“
依西国例 ,公 司虽官助厚资而成亦无官督商办之例。丬slD他

曾专门将英领事哲美森编译的《英国

颁行公司定例》附于自已的论著《商务五》之后 ,“ 以备当道采择施行
”[3"。 《英国颁行公司定例》是

中国近代有关公司立法的最早的汉文文献 ,在这里有必要摄其大概。《条例》首先定义公司分为两

类 :有限公司和无限公司。所谓有限公司者 ,“凡执有股份票之人 ,遇公司当亏欠累累之际 ,除每股

预定额付若干外 ,便可脱然无累
”
。所谓无限公司者 ,遇公司

“
不幸而至于亏欠 |资本荡尽之不足 ,

债主仍可向各股东催索 ,直俟一无蒂欠而后已。故假如有甲、乙、丙三人各出资本 ,三份平分股开

一行店 ,迨折阅而罄其所有 ,尚 不敷还债之数 ,其时甲、乙二人家产业已尽绝无可著追 ,丙则尚有

余资别图生计。各债主可核明尾找索丙 ,独力清偿 ,丙亦无可推诿 ,照帐均应核付丬33彐 。这样就准

确而形象地说明了有限公司与无限公司的本质区别。其次 ,《 条例》从
“
创立公司暨禀官注册之

例
”
、
“
科收股票资本暨与股人名分之例

”
、
“
总理公司事务之例

”
、
“
公司歇业之例

”
四部分进行了胪

列 ,内容详尽 ,条理清晰。《英国公司条例》是英国几百年来公司制度实践的产物 ,是 当时世界上最

完善的公司法之一 ,它在中国大地上的广泛传播 ,给中国人带来了关于
“
公司

”
的科学概念 ,使国

人对公司的创办过程、组织结构、股份原则、股权原则、民主管理与科学决策原则、破产清算原则

等有了较为深入系统的了解 ,进一步丰富和健全了国人的公司意识。另一方面 ,《英国公司条例》

的广泛刊发 ,为清政府修订公司律提供了一个蓝本 ,推动了中国公司法制建设。

(四 )公司应实行科学的经营管理。公司离不开科学的经营管理 ,这是由公司自身的本质特征

和它所要求的运作机制决定的 ,也是由商品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的残酷和激烈决定的。之所以强

调法制建设对公司发展的重要意义 ,也就是因为公司法制建设是公司科学经营的前提和条件。早

期维新派思想家在鞭挞
“
官督商办

”
企业、呼吁国家早为公司立法的同时 ,一再强调公司实行科学

经营、民主管理的重要性。他们指出,各公司在创办之时应
“
仿西法颁定公司章程

”
,章程应明载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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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类别、缴纳股银方式、股票可否转认及其方式、股东大会日期 (着重注明届时股东皆得自举其意

以定从违 )、
“
推举 J曾、理暨总理之权

”
、
“
结帐并分利等事

”
、
“
专人查帐

”
等八项内容。章程应禀请官

署,注册立案 ,公司中人
“
必共恪遵

”
。公司开办后 ,倘章程中实有窒碍难行之处 ,亦准与股人商改。

如股东大会中有 3/4以上的人同意 ,章程
“
即行改定可包

”tb‘ l。 公司在实际经营过程中,一定要遵

循如下的原则 :

其议事必从其众而不得专权也,用 人必因其才而不能私荐也,钱 财数目股东可任意稽

验 ,进支事保无浮滥不实之虞也,拨放款项值理等悉听公裁,股 内人皆得随时建议之益也。苦

乐均沾必以公平而一私不染,建置各事必求至善而涓滴归公。E35彐

公司总理由董事会委任 ,董事会由股东选举。总理人员必须是由
“
董事会慎选

”
的

“
精明干练、操守

廉洁之人
”[36二 。各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业务知识和技能。尤其是总理(总办)作为

“
公司领

袖
”
,不仅应

“
熟识商务 ,知人善任

”E3?彐 ,而且应
“
富于实际阅历

”
,并

“
佐以明敏应变之天才

”E:田 。公

司菅理人员要有明确的分工 ,应对所任职务负责,且又有处理本职事务的权力 ,“ 各司其职 ,以专

责成也
”
。各公司要有明确的

“
奖罚章程

”
,要做到

“
重赏重罚 ,以兴事劝功丬3叼 。早期维新派思想家

还认识到 ,要使公司达到科学经营的效果 ,“举从前积弊一律扫除
”
,决非一朝一夕之功 ,只有商民

普通的商业素质和公司意识上一个新的台阶,方可实现。为此 ,他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同一个

问题 :开通商民智慧 ,增进公司意识 ,提高商民素质。这些都反映了早期维新派思想家的远见卓

识。

早期维新派思想家们对公司理论的认识是当时他们
“
学习西学、变法自强

”
思想的内容之一 ,

大多不很系统 ,有的方面还比较肤浅。但是 ,笔者认为 ,他们对公司理论的宣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

下为中国公司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对清末中国公司意识建设和公司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

推动作用。

首先 ,公 司对近代国人来说 ,属 于
“
西用

”
的一部分 ,“ 中国初无公司之名也 ,公 司之法创自泰

≡Ⅱ°〕。封建自然经济下的企业形式(或称生产经营组织)多为独资或合伙。生产力的低下和小农

亨识的局限 ,使国人普遍形成了
“
宁可一人养一鸡 ,不可数人牵一牛

”
的习惯心态 ,社会资本的主

要△芯是个人资本 (p。 vate capital)。 而公司则是生产社会化条件下集中资本的有效手段 ,它采

炅P1是与个人资本相对立的集合资本 (a semble caⅡ tal)的 形态 ,所以公司需要得到全社会个人

F=P1更持和全社会成员不断高涨的公司意识的推进。当公司制度在帝国主义列强侵华的炮声

=虿寻
`±

彐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国 人对
“
公司

”
概念尚难接受。各地商人

“
风气未开 ,积习未

芟^¨ .I≡ ¨
各牟其利 ,各怀其私丬4刃

,根本没有进行
“
资本联合

”
的意识 ,早期维新派思想家充分

认识F。 丁
ˉ
=二 表

”
的重要性r+s1,自 觉地承担起了介绍西方先进的公司理论、扭转国人的传统观

念、提高
=丨

、坌司意识水平的重任 ,这些工作本身就具有开拓性意义。

其次 .早手痉犴派思想家活跃于中国社会舞台之时 ,正值中国企业的
“
官督商办

”
时期。

“
官督

商办
”
成为当时==公司企业的主要模式。由于这些企业经营腐败 ,严重侵害了广大商股的利益 ,

玷污了
“
公司

¨
ao百 誊。使得

“
入股者寒心,未入股者裹足 ,乃 致

‘
公司’二字也久为人所厌闻

”[44彐 。

王当商民寒心 .丿、丿、
¨
祝公司为畏途

”
,而洋务派官员却依旧认为

“
官督商办

”
乃
“
煌煌大义 ,日 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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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
的政策之时 ,早期维新派思想家对

“
官督商办

”
企业的一针见血的批评和对西方公司理论的宣

传 ,为 中国企业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指引了方向,对消除
“
公司

”
在国人心目中投下的阴影 ,提高国

人对公司制度的认识 ,增强他们投资公司的热情产生了重要作用。

再次 ,早期维新派思想家是近代中国最早注意到公司立法重要性的人们。公司立法对公司制
度建设和公司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这对今天的八们来说 ,已 为不言而喻的道理。然而 ,

在
“
中国不知法治为何物亻

45彐

的 19世纪中后期 ,能认识到这一点 ,实属难能可贵。正是在早期维
新派思想要求政府颁定公司法律的呼吁下 ,才引起了清廷重臣如盛宣怀、刘坤一、袁世凯等人对
此问题的重视 ,最后促成中国第一部公司法的诞生E46]。

第四,早期维新派思想家或参与洋务企业 ,或入幕襄赞 ,都同官府或清廷要臣保持着紧密的
联系 ,例如郭嵩焘、冯桂芬等皆为进士出身 ;冯 曾入李鸿章幕府 ;郭 曾任总理衙门行走 ,并奉旨出

使英 ,法等国;薛福成曾入曾国藩幕、李鸿章幕 ,出 使英、法、意、比等国;陈炽曾任户部郎中、军机

章京 ;郑观应曾历任洋务企业的会办、总办 ;黄遵宪曾任驻英、法、日、美等国参赞、总领事等。由于

他们同清廷在感情上较为亲近 ,加之他们传播
“
西用

”
的根本目的也在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这就

使得他们的许多建议和批评 ,较容易为清廷官员接受。在这种条件下 ,他们对公司理论的宣传 ,同

时也就起到了扭转封建统治者根深蒂固的农本主义观念 ,提高统治者的公司意识水平的积极作
用。应该说,19世纪末期 ,清政府产业政策的重大转变是同早期维新派思想家对公司理论的积极

宣传分不开的。

正是在早期维新派思想家的积极宣传下 ,在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 ,国人的公司意识开始觉醒 ,

到 ⒛ 世纪初又进一步高涨。例如在
“
收回利权

”
的运动中 ,“看清了利害的中国人民,当 然更不计

较金钱上的利害,相信能认购一股就等于收回一分利权 ,于是争相认购股份 ,引 起了全国到处创
办起股份、合伙或独资经营的新企业

’’E。冂。据统计 ,到 1903年 ,全 国的公司企业就已达 135家 ,总

资本 1896.6万元E‘ :彐 。与此同时,清政府官员也似乎按着早期维新派思想家的
“
要求

”
,在逐渐转

变观念。1898年 ,清政府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首次承认了民办公司的合法地位;1904年 ,清

政府着人在
“
择译西国成律

”
的基础上 ,修订并颁行了中国第一部公司法——《公司律》,同时还颁

布了《公司注册试办章程》,便 中国公司开始步入有法可依的阶段。同年 ,清政府还颁行了《奖励华

商公司章程》,规定用授于从七品到头品顶戴和准为商部议员或顾问官的奖赏 ,来鼓励集股创办

公司的华商。1907年 ,清政府又颁布《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规定对投资 300万元以上的股
东 ,可赐予从三品卿到一等子爵的不同奖赏。这些措施

“
一扫千年贱商之陋习,斯诚稀世之创

举帅9],“
人民亦群起而应之

”
,积极创办或投资公司 ,其情景

“
不可谓非一时之盛也

”h四 。在全社会
日益高涨的公司意识的推动下 ,中 国公司企业自然有了很大的发展。据统计 ,自 19∝ 年至 1908

年底 ,到商部注册的公司达 265家 ,资本总额计为 13833.7万 元[51∶ 。国人公司意识的高涨还有效
地推动了 20世纪初

“
收回利权

”
爱国运动的深入开展 ,关于这一问题 ,笔 者另有专文 ,兹不赘

述阝刃。

zO世纪初 ,中 国公司制度正式确立 ,公 司这种在西方早已运作了几百年的企业形式开始在

中国大地上发挥其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功能。它不仅推动了中国产业的发展 ,而且促进了中国民族

资产阶级的成长壮大 ,明显加快了中国近代化的步伐。然而 ,这一切又都是与早期维新派思想家

们对公司理论的宣传分不开的。如果没有他们热情的鼓吹,没有他们积极的呼吁 ,没有他们对西

方公司理论的传播 ,国 人的公司意识能在甲午之战后迅速觉醒吗?清政府对公司的态度能及时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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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吗?没有这些又何谈其它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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