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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评张赛的实业救国论

鸦片战争后，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对中国原有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起了破坏
和解体的作用， 这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 中国开始出现
了同封建经济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经济， 从1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 中国的民族资本逐渐
产生与发展起来。 当时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了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求得中国的
富强， 除了要求封建政府实行变法改革， 企图通过当时的封建统治者自上而下的变法改革来．
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外， 同时还出现了 一股 “ 实业救国” 的思潮， 要求以工业为中心
来兴办中国的实业， 通过兴办实业的途径建立起独立自主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以
此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和导致国家的富强。“实业救国“ 的这种主张， 无论在
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求进行变法改革期间， 还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推翻封建专制清王
朝的斗争期间， 甚至在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后， 它始终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存在， 在中国近
代时期众多的社会经济改革方案中占据着 一定的地位。中国近代时期 “实业救国 ” 主张的主
要代表人物可以张赛为其代表。张窖不但竭力主张实业救国， 具有较完整的 一套设想，而且
还亲自创办了大量的企业， 一 辈子将主要精力从事千搞 “实业救国 ”

， 企图通过振兴实业来
挽救中国的危亡和求得中国的独立富强。

张赛(1853一1926年）字季宜， 号啬庵， 江苏南通人 ， 出身千一个富农兼商业的家庭。
甲午战争前， 他长期过着科举、游幕的生活。1894年， 张春考中状元， 授翰林院修撰。中日
甲午战争失败签订＜＜马关条约＞）后， 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
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面对这种形势，张春提出了 “实业救国 ” 的主张， 主张以设厂兴办实
业来自救， 认为要抵御外侮， 士大夫应担负起振兴实业的职责， “抱欲为中国伸眉， 书生吐
气之志愿， 致以嚼然自持之身， 洞秽浊不伦之俗“

CD, 亲自投身于封建士大夫一向贱视的工
商业， 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关系， 创办各类新式企业， 由封建士大夫向工业资本家转化。
1885年， 他根据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建议在南通筹建大生纱厂为始， 从此走上了以创办实业救
国的道路。张赛自在江苏南通筹建大生纱厂始， 以后又陆续兴办了崇明大生纱厂二厂、资生
铁冶厂、大有晋公司、广生油厂、上海大达轮船轮步公司、天生港轮步内河轮船公司、淮海
实业银行等数十个工商企业。 同时， 他还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吕四盐业公司、吕四渔业公
司等16个垦牧、 盐垦公司， 垦牧、盐垦公司共占地455万亩， 各公司已不再是封建的农
业， 而是首先在中国试图采用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的企业。张赛以大生纱厂作为母体扩展至其
他的企业，所创办的企业涉及到纺织、冶铁、面粉、梓油、酿造、火柴、丝绸、机器、航
运、公路、电力、制盐、 盐垦、垦牧、房地产、 金融、储栈等各个方面， 在中国的东南沿海
地区形成了 一个以他为首的新兴的民族资本势力集团－一－大生资本集团。他为中国近代工商
业及文化教育的发展，作出了 一 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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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赛面对当时外国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和民穷国弱的状况 ， 怀着救亡和富民强国
的愿望， 认为实业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 只有振兴中国的实业才是救国的途径。 他
针对当时 “海陆军救国 ” 、 “ 教育救国 ” 等论调 ， 对富国与强兵、 教育之间的关系作了分
析， 认为只有经济才是根本， 强兵和教育的发展必须扎根于强大的经济基础之上 ， 国富才能
强兵 ， 而富国的唯 一办法则是发展实业， 发展实业乃是救国的途径 。 故他说： “救国为目前
之急，......普之树然， 教育犹花， 海陆军犹果也， 而其根本则在实业， 若赘其花与果之灿烂
甘美而忘其本，不知花与果将何附而何自生” @， 指出只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才是根本 ， “国非
富不强， 宫非实业不能“ , “救贫之法惟实业， 致富之法亦惟实业” © 。

张赛 “实业救国 ” 中所说的实业， 包含着农、 工、 商皆在内，但以建立和发展新式工业
为其中心。 他说： “实业者， 西人陔农、 工 、 商之名， 义兼本末， 较中国汉以后儒者重衣抑
商之说为完善',(�)。 他非常重视近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 认为“外洋富民强国之
本实在于工 ” @, “工苟不兴， 国终无不贫之期，民永无不困之望” @， 故中国要改变贫困
落后的状况， 就必须和西方一样， 应着重于大力发展近代新式工业，并以此作为关键来带动
农业、 商业的发展。 他指出发展近代工业使用机器生产和采用新的科学技术， 这不仅有利于
改变中国的生产落后状况和提高社会生产力， 使产量增加、 质量提高， 而且可大大降低成本
以获得更多的利润而致富，同时， 中国的近代工业发展后 ， 大量农业的原材料也可变成工业
制成品 ， 从而为商业提供可获大利的产品， 这也可大大改善原来只以原料出口而进口制成品
徒给外商获利的状况， 以便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使中国的利权不致外溢， 最后达
到富民与富国的目的。 因此， 他认为在创办实业时关键是发展中国的近代工业， 只要采用新
的生产技术， “能于工艺一端， 蒸蒸日上 ， 何至于有忧贫之事。 此则养民之大经， 富国之妙
术 ” ? ， 张赛把发展中国的近代工业视为实业的主要内容和中国富民富因的根本， 将实现国
家富强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发展我国的近代工业上面， 这应该说是具有一定道理的。

张赛在主张以实业救国时， 还提出了发展实业应以棉、 铁为中心 ， ，也即他所称的 “棉铁
主义” 或 “棉铁政策”。 他在各种工业部门中特别重视发展棉纺织业和钢铁业， 认为中国要
振兴实业就必须以建立和发展这两种工业作为中心， 以此来带动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 ， 以棉
铁为中心建立起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 这样才 “ 可以操经济界之全权” @， 以抵制外来的经
济侵略而取得国家经济独立。 张赛的 “棉铁主义 ” ， 这是他根据本人经营企业的体会和结合
当时国内外的实际经济情况而提出的。 他认为由于当时中国的经济力抵非常薄弱 ， 故发展中
国的近代工业必须要有重点、 有步骤地进行， “实业不能三年、 五年、 十年、 八年， 举全世
界所有实业之名， 一 时并举， 则须究今日如何致穷 ， 他日如何致富之业” G 。张赛首先对中
国的对外贸易状况作了分析。 当时由千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和中国经济落后的缘故， 中
国在对外贸易中存在着大量的逆差 ， 而在进口货中则以棉、 铁的进口所占比例为最大。张赛
根据清代光、 宜两朝的«海关贸易册»指出， “进口货之多 ， 估较价格， 棉纺物曾达二万万
以外 ， 次则钢铁， 他货物无能及者。 是以赛于南洋劝业会时 ， 即发表中国现时实业需用棉铁
政策之说“ li}。 又说： “国人但知赔款为大漏厄 ， 不知进出口货价相抵， 每年输出， 以棉货
一项论， 已二万一千余万两 ， 铁已八千余万两， 暗中剥削， 较赔款尤甚。 若不能设法， 即不
亡国， 也要穷死” 仆仆。 他指出棉纺织品和钢铁是中国进口货的最大宗商品，每年进口额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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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3亿万两左右， 认为这是造成我国所以严重逆差的主耍原因。 为改变这种极其不利的局面
和防止财富的大屋外流， 他认为必须针对当时国际贸易大宗的棉、 铁两业加以迅速发展，
只有以棉、 怢为中心来发展中国的实业， 才可减少外贸的进口， 从而堵塞涌厄和收回利
权。 同时， 他还认为棉、铁和国民生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这两种行业既是国家的基本工
业， 又是最有利可图的行业。 棉制品为人们生活所必需， 在中国市场上一直销路最广， 而铁
则为制造生产工具所不可缺少， 尤其是要发展本国的近代工业则更需要钢铁， 故兴办这两种
行业均可容易得到非常优厚的利润， 从而使人民和国家致富。 因此， 他认为只耍实行他的棉

铁主义， 即首先在中国大力发展棉铁工业， 以棉铁工业为中心来带动各行各业的发展， 便
“可以操经济界之全权” ， 从而建立起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 以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相抗衡。张赛的棉铁主义， 认为首先发展棉铁工业， 对外既可抵制进口， 对内又带动其他产
业部门的发展， 这对经济落后国家如何发展自己的工业经济来说具有启发的意义。

张赛要实现其棉铁主义和以实业救国， 但却又感到中国存在着资本不足的问题， 为了解
决兴办实业所需的大量资金， 他除了提倡从富人中设法集资外， 还提出了利用外资来解决创
办实业所需资本的方案， 主张以 “借款 ” 、 “ 合资 ” 和 “代办 ” 等各种形式来充分利用外
资， 籍以创办企业以发展中国的实业。 他主张实行全面的 “开放主义” ， 呼吁各帝国主义国
家的资本集团共同出资， “集一 银公司， 以棉铁为主要， 以类千棉之稻麦， 类千铁之煤为从
要“ @， 对中国进行长期的大规模投资。除进行大量借债外， 他认为与外国资本联合创办企
业， 这也是一种 “ 利用外资最普通的方法 ” ， 并指出这尤其适应于 “凡利害参半之事业用
之。盖有利与外人相共， 亏损亦然” @， 即凡是属于利害参半有一定风险的企业， 可以采用
中外合资创办的形式。 同时， 他认为 “ 代办 ” 也是利用外资的形式之 一， 所谓 “ 代办 ” 则是
指由外商来承建某些企业， 以企业的产品抵偿外商所投资本， 在若千年后届期， 企业则归中
方所有， 并指出这种形式最适合于 “凡先难后易而可以永久获利之事业用之“ @。 二次世界
大战后，当张赛所经营的大生集团陷于困境时，张赛子1923年还甚至企图依靠外资之力来挽救
中国民族资本所面临的危机和帮助解决民族资本所经营企业的困难， 认为： “夫世界果不欲
趋向大同， 不欲以中国为市场， 不欲中国发展供给各国之原料， 则亦已矣。 如其欲之， 中国
内地风气尚未尽开， 资本又不充裕， 试问舍全世界各国经济互助， 有何别法” ©。 他不惜以
中国作为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 商品输出的场所和原料供应地为条件， 以求得帝国
主义国家对华投资， 并错误地称为这是实现所谓 “ 经济互助 ” 和 “趋向大同 ” ， 以为外国资
木主义国家的投资可以帮助解决中国民族资本在经营企业时所遇到的资金不足等困难。

张吝一生致力于兴办中国的实业， 建立和发展独立的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 它顺应了
中国人民要求经济独立和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要求与愿望， 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
步性。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建立和发展， 除了其有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意义外， 由于它
应用近代化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 组织具有社会化形式和一定规模的大机器生产， 这也是
对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否定， 符合于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
建立和发展， 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 一个积极的进步因素。 故张赛创办的各种近
代企业， 在当时对于改变中国落后的经济状况， 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提高社会生
产力， 以及抵制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都有蓿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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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张春的 “ 实业救国 ” ， 在当时却是一种错误而不可行的主张。 这是因为当时中国
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已由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操纵和控制着中国的政
治、 经济主权， 早已侵入中国并已建立起牢固的殖民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列强， 决不会允许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获得独立的发展。 张春为了解决兴办实业的资金不足困难， 企图充
分利用外资的主张与方案， 这在国家没有获得完全独立自主的地位以前， 也只能是一种梦
想。 他所主张的由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各个经济部门广泛进行投资 ， 其实只能是在更大程度
上适应于当时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扩张的要求， 使中国更加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
和商品输出的场所， 不仅不能建立起独立的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 而且还将使中国的实业完
全依附于外国资本， 从而使中国进一步陷于殖民地的深渊中。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s
“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 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 帝国主义列

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 @。 同时，当时代表封建
生产关系的反动专制消王朝， 也决不会允许其封建经济的对立物－－－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得到充分和自由的发展， 必然要对民族资本进行压制和加以种种束缚以维护其封建的经济基
础。 因此， 中国在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下， 如不首先解决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
侵略和推翻反动的封建专制清王朝这一根本的问题，在中国要充分兴办实业和发展中国独立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就只能是一种完全不切实际的空想。而且， 在当时反帝反封建已成为广大
中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和要求时， 尤其是在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已经兴起、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已成为社会革命的主流时，所谓 “实业救国 ” 的主张不仅不能解决当
时中国社会存在的现实间题， 而且还会起着转移目标和阻碍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不良作
用。 而事实上， 中国近代的历史已充分证明 ， 只有进行彻底的反帝、 反封建的斗争， 推翻封
建清王朝和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 摧毁束缚生产力发展和阻碍新生产关系的旧上
层建筑，才能为兴办新式工业和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和开辟广阔的道
路， 从而才能真正地摆脱中国贫穷落后和受人欺凌的局面而导致国家的独立与富强。

当时 “ 实业救国 ” 的主张， 实际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含意， 即当时不少的资本家利用实业
救国其名来达到获取厚利之实。 以张赛为代表的 “ 实业救国 ” ，曾是中国近代史上风靡 一 时
的口号， 不少资本家也皆以 “实业救国 ” 来作为创办企业和进行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口号，
但他们办企业的目的并非真正地为了救国和发展民族经济，而只是以 “实业救国 ” 的美名作
为自已发财致富的幌子。 资产阶级革命派朱执信等人， 就曾公开指出资本家提倡实业的真正
目的并非真正地为了发展中国独立的民族经济， 而仅是为了自己的获利。 同样， 这也可从张
赛自己的一些言论中得到证实。 例如， 张赛在筹办大生纱厂时， 就提出了要 “ 以大利广招
保＇ ＠ ， 用高利润来吸引富有者投资入股。 又如，1910年， 他在关于 “ 救国储金” 的文章
中 ， 就建议将全部储金投资于有厚利可图的棉纺织业， 以使既 “ 获预千救国之美名， 而又获
众人皆知之厚利 ” @。 可见， 以张赛为代表的 “ 实业救国 ” 也是资本家经营企业的 一 种美
名，而获得厚利才是其实。

@@@＠＠@©@@＠＠@@＠@＠＠（（张季了九录）江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选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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