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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阅集团与日本帝国主义

〔具〕 朱永德

自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即以"富国"、"强兵"为新政府的两大目标.富国"的方

式，不外是发展工商业、促进生产和贸易、建立有徽的财经制度与政策.然而维新政府

最独特的手法，乃是在培养一批企业组合，用各种保护优惠方式.使之在国际市场上有

强大的竞争力.是故，明治以来政府与公司企业间，存有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政府按
企业的需要.作各种适时的支援，偶尔也协调企业间的纠纷，或强行归并以增加实力.对

那些与本国企业相争之国外对手，则尽力加以限制与阻挠.另一面，日本的企业会社，在

国家有所需求时，随时可放下自身的直接利益，全力以赴，为国效劳，视国家之得失为
自身的得失.在这种基本精神主导之下，近世日本财阀集团得以迅速发展，在国际竞争

中取得举世无敌的地位.日本财团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从维新到

甲午战争，历时 20 多年，可谓成型时期，第二，从马关条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约 20 年，

是迅速扩张时期g 第三，从世界大战到"丸一八"，上下 15 年，是与政党合作的加速扩
张时期，第四，从"九一八"到投降，亦约 15 年，是与军政府合作，与军国主义共存亡

的时期.不论是在维新武士的扩张主义时期，或是政党当权的经济扩张主义时期.或是

军方当政的军国主义扩张时期，财阀集团皆受惠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并且是日帝主
要剥削榨取他国的工具. 所以财团与日帝是二二为-，不可分割的共同体.

一财阀集团的兴起

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已出现了工商业之发展，在京都、大阪、ti:崎和江户等城市产

生了一批较大型的商号和企业组织.①他们与所在地的封建武士，保有相当宿切的联系，
相互间通婚联亲的亦间或有之.到了幕末时期，也有追随封建武士出资支持皇室复辟运

动的.及至明治维新，继续用财力捐献、贷款、认购债券等不同方式来支持新政府.为

了报偿这种支持，政府也让这些商号组织代政府向农民收税.当时税收皆以现款支付.而
付款者只有食米.有些商号因此从速成了米商，并从兑换食米与现金向.颇有所获.其

中特别受惠的如三井、小野等.到了 1872 年，政府兴建银行，以种种方便，使这批熟悉
市场与金融业者进入银行业.受惠者除了三井、小野，尚有岛田、住友、鸿之池等.
维新政府成立未久，长洲、萨摩、土佐和肥前等处的封建诸侯在武士怂思下，带头

① Tak.咽 YoW<J， SOCUJ曲'曾耐1M a:沙in Þ.阳R." . Japen PubUc川剧，"盹 p.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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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己的封地归还天皇.皇室为了报偿这些诸侯.或任命为原居地之地方首i:(;.或任命

为新政府中之军政首i:(;.新政府又向英国银行借得一笔贷款，对归还土地之诸侯，分别

给以适当的现金补偿，故在明治时期，这批旧时的诸侯成了第二种腰缠现金的投资者. 同

时，这批旧时代的贵族有过管人和治理的经验，因而不少能以投入新型企业.

这批以武士背景而转为新型企业最成功的是土佐在长崎发展业务的岩崎弥太郎.在 • 
他领导下的一批武士组织了航运公司，日后成为日本第二大财团的三菱会社. 以武士背

景发履成大企业的尚有安田、浅野等.都在武士集资支持下获得发展.三井县是旧时代

的大商号，并有银行业之经验，维新之后，参入一批新退休的武士.并将公司改组，因

而与维新政府中之要员结上关罩，自此步上成功之途.后来成为日本最大之财团.

武士中最杰出的当是按11'1荣一. 他与安田、浅野同样有农村的背景，但在正式获得

武士身份后，与皇室挂钩，并自染料事业上获利，继而为其封建领主在银行贸易上有所

开展.由于其出众之才能，终于被新政府收罗至大藏省服务，得到维新领袖大限重倩和

井上馨等的赏识.在 1873 年，搅11'1组织了第一银行，出任总裁.叉协助三并与小野双方

银行业合并改组.日后又组织了日本最成功的棉纺业，陆识-生创办了上百家的企业公

司，为明抬时期日本最成功和最有名望的实业家. • 
由上所述可见，日本新兴的企业界，不乏1目日的武士.故说日本近代之大企业家.不

少是与维新政府的领导阶层同出-源，致使双方容易合作无间，是有相当依据的.可是

近世日本财阀集团的形成，不能没有 19 世纪 80 年代政府对工厂私有化政策的推行.

由于维新后的各种建设，特别是对北海道的发展使得国库空虚，到 1880 年，维新政

府面临空前的经济危机.斯时.松方正文出任大藏省，实行经济紧缩政策，卫将政府所

有非战略性的工r. 廉价售与私人经营.① 当时日本有资金和稍具管理经验的，非昔日的

封建武士.即略有基础的企业会社.当时政府出售之公营企业，大多仅以原投资之半价

出售. 到了 1883 年和 1884 年，尚有不少未能出售之工厂，其时不少价格降到原价之 1 /

5. 半送半卖的成为私人企业.由于买价之低廉，大多公司短期内即得利润.

在这过程之中，住友购得全国最大的铜矿一一别子铜L111 浅野和之原得到其他矿场，

深川得到缆丝工厂，古川得到水泥工厂，广岛群获得爱知纺绩，三井得到富冈纺织广.卫

有三池煤矿.此外田中、山崎等等，也各有所获.

在这政府廉价转让过程中， 最特殊的当是三菱所受到的优待.早在 1874 年日本远征

台湾时，旧日;幕府留下的长崎航运不克为政府运送军队，重任给了新建之三菱会社. 在

出征完成之后，新政府将公有之 13 条船只赏给三菱. 次年，三菱进入国际航运业，政府

遂每年津贴 25 万日元. 到了 1876 年，政府为了平定萨靡之乱，卫由三菱代为运兵.乱

平后，政府又将另外9条公船赏给三菱.到了 1885 年.政府将其另有的航运公司与三菱

合并.并把每年的资助增加到 88 万日元.到 1887 年，政府又将长崎造船厂低价售与三

菱. 自此三菱在航运与造船业上，遥遥领先，自然在国际竞争中，亦能够占先矣!

这些公司，凡有特殊成功者，不仅由于政府廉价之售让.又有不同的资助和保护政

策的施行，还有特殊当权者的协助.如三并由于和维新元老井上馨的特殊关系，能以在

招标三池煤矿时，透过大藏省，得知其官公司之标价而获标.~三菱得处处受到恩宠，乃

s H自此量拥有政策·走上私有企业抽·
Mikiso Hane . A必曲71J.，只酬• A /-li3toric，叫 Survey， W4回tview prt8a. lP86 协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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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老板岩崎弥太郎与维新领袖大限重倍有深厚的私交.到了 20世纪.财阀集团更与高

级官僚绪有姻亲，故更能合作无间.从以上所育，大致可以看出维新时期新兴企业的
定模式2 往往先由新政府设立工厂，训练基本技术人员.输入外国技术，到达某种程度

的成功时，即卖出作为私营. 而早期日本之私营银行家、 实业家.多与维新政府之官僚

同出一源，多由l日有之武注阶级转化而成，故他们具有相同的背景、共同的语言和价值

观.这批新兴的企业家，自称为实业家，以别于传统的工商阶级.他们是武士银行家、武

士实业家.与武士官僚相同.这可谓明治时期新型实业家最大的特色.①

到了 1900 年，日本已有 440 人，其私有财产超过 50 万日元. 这些金融企业界人士，

如上所言.多具武士背景.或系武士家人，其精神态度皆与武士相同. 他们从事实业之

目的 ， 是为国家和社会服务.为了国家的前途，对自身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皆可舍弃

不顾.他们看政府为自身的合作伙伴而非竞敌.他们认为，站在自己岗位上，达到 "富

国"的目的.与在朝之官员同样是对国家的贡献. 他们对于国家除了出钱出力 ， 也常为

政府作咨询之工作， 在收集商业情报，提供政策性建议方面，皆不遗余力.故到甲午战

争结束之时， 这些新型企业之代表，如三井八郎右卫门，三菱的族长和怯IR荣-等，皆

得以封酶，并披任命为贵族院之议员，以表明企业领袖的社会地位.~

换言之，到了甲午战争，新兴的企业渐已成型，在组织上大致就绪，在国际市场中.

也有了不少尝试，与政府的配合和战时的协调，也经过了实际的考撞和建立了-定的章

程.因而到了该世纪之末，日后财阀集团的雏形，已大致具全.

二财团之入侵中华与财团的扩张时期

中日订立马关条约之后，基于最惠国条例，日本得到西方帝国主义数十年来在华所

获之一切特权. 而日本进-步要求开放内陆港口，如苏州、杭州、沙市、重庆等地， 规

定日本可以在诸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利用中国原料、 廉价劳工，推销其产品到中国庞大

的市场.其产品不仅成本低廉也无稽支付关税.加之缔约国有权在中国的内河航运，中

国政府对之完全失却控制.
战后中国卫被迫支付大笔赔款，日本不仅用来扩张军备，准备下一步与俄国之决战.

部分赔款收入也用来建设轻重工业. 其中最有名的重工业是丸州的八幡制钢中心， 其日
后也成为私营企业. 此外，大笔款项用于支持棉纺织业的扩充，使其产品成为日后日本

主要的输出品，足见日本的军事扩张与经济之扩张是互为褒里的.

战后日本除了占领朝鲜和台湾.其原有之领土野心还包括辽东、 山东、 浙江、福建、
广东等地@，虽因该地区已有他国利益在先.日本未能尽达其目的，但藕着马关条约所得

之特权，中国的若干地区已成为日本的"半殖民地飞换育之，中国的不少地区已成为日
• 

① W.I. MoopI四"、. n..&on<<町Ðe..m，.睛1( 01 J.，庐w. 1脚-1 1l41. MK田u... 1蝇8. p.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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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非正式帝国"的部分.① 日俄战后. 日本强行控制丁辽东半岛.不久建立了南满铁路

和关东军，双管齐下榨取东北的资源.到了 1 91 0 年，中日间的贸易息额已跑过了日本与

其直接属地之贸易额，为台湾和朝鲜总和的 5 倍.

早期日本自中国所要的以棉花、 铁砂、大豆、 煤等工业原料为主.此外，中国提供

日本的还有廉价的劳工和无限的市场.日本运往中国的，初期多以纺织品与海货为主.从

19∞年开始.中国还成了日本主要的移民地区. 放短期内，日本在华人数超过了英国.丸

一八事变前，日本在华之人数已超过西方各国在华人放之总和.此外，日本在华工厂数

字，到 20 世纪开始之后，也不断增加，并且快速超过了西方国家. 日本企业在华发展之

政策与西方帝国主义相比较.主要差别有三s 第日本不用中国的买办阶级切自

理，第二，日本不用劳工的中间人，直接自己招募劳工。第三，鼓励日本员工学习华语

穿着华服， 熟悉中国习俗，甚而鼓励与华人通婚，目的皆在易于刺探商业情报.

甲午战后，日本在华的经济发展，主要有三大公司集团@.并以上海为中心，掏通*

江流域和世界各地之贸易. 以航运业来讲，开办最早，事实上，早自 \875 年始，三菱巳
开通榄模与上海的航线，该世纪 70 年代后期，也运三池出产的煤到中国.自马关条约获
得中国内河航行权后，即刻进入长江" 1898年开始，大阪航运会社，也进入妖江.三并

由于 1900年后与中国之贸易大增，自 1903 年起，也开始了自己的航运业，输送棉花、 木

材、水泥、米糖、大豆等产品.不久三家航运公司开始发生利益冲突.日俄战后，由于

日本航运与法国亚细亚航运公司竞争凶猛，日本政府借此机会于 1907 年，将大阪航运公

司强行归并于三萎的日本邮船会社，以增强日本航运业竞争力. 自此日本郎船会社成为

在华的-个主要日本企业.

此外是银行业.由于日本在马关条约后所采取的是金本位，而中国一直用的是银本

位，双方在贸易中，银行业的服务变得十分重要.日本在 1880 年成立的榄槟正金银行，

键足先壁， 在甲午战后为日本在华的贸易公司.提供外贸方面的各项服务. l.在银行与三

菱老极岩崎东族有紧密之关矗，故常由岩崎家族人员出掌其业务. 到了 1911 年，该银行

包办了日本外汇总戴之-半.为日本在华银行业的泰斗.

在华-簸性的贸易.三井无疑是最强大的财团.维新后不久. 三井经-抑自j武士的

'入与改组.由银行业、零售百货商转入矿产、棉织业" JlJ1895 年后，由于中国市场大
开，同时日本政府提出各种棉织品运销中国的优惠条例与舷励，最先是自 1896 年开始，

取消纺织品的出口税，次年卫拨歇 3∞万元协助棉织品之外销.此数到 1899 年.增加到

1删万元，作为低息贷款州销棉纺品用.所以加入棉翁外销业的公司为数越来越多.三

井物产早在 1896 年就在上海设立上海纺织公司，但未久倒闭.到了 1902 年.卫将之复

业，并与中、英、羹、印合资.到了 1906 年，又买了-家即将破产之纺织厂，仍然与他

回合资. 三井之目的不在生产棉织品，而在推销棉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华

开设的棉织公司增加到 42 家工厂，占中国棉纱产量之 11 %和棉布产量之 15% . 其时，日

① 近年西方E洲挚'章出了-拿丈量.;，阳帽.e lnIorrtM1 Ð明n: in OtiM. 1895-1阳. (剧i ll!d byP, J)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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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棉布总产量之 41 %销售给中国市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利用西方国家因大

战而腾空的市场.日本政府提出各样的补助与津贴，设法扩充日本在华的各种贸易和企
业，日本在华所得之利润因而大增.

此时期中，日本帝国主义透过财团对华的经济侵略，恐以汉冶摔公司的经验最为明

' 显.① 日本用马关条约所得之赔款建立了J\.幡制钢中心. 从 1901 年开始，八幡所用 60%

的铁砂原料.来自大冶.此敬相当于大冶年产量之 60%. 到 1903 年，日本工业银行向大

冶铁矿贷款 300 万元以扩充设备. 到了 1913年，大冶无力支付所借款项，于是披迫向榄

滨正金银行贷款.贷歇总数是 1500 万元，其中 6∞万元是用来清理所有旧账，余数则由

大冶每年卖给八幡的矿砂作为抵押，此后，矿砂之价格不得更动.因此，大冶铁矿自此
多年都在为日本服务，是八幡制钢低价原料之供应者，而榄滨银行利润得以保证， 同时

鄂、赣、湘诸省尚得照顾模滨银行之生意，以促进其在华之业务.

日本在华的贸易是以三井物产种类最广、为数最大，从芝麻、啤酒、化学、玻璃等

工业产品到提供电穗材料、铁路设备、矿产、 军火及造船等重型工业，又为武汉扩建电

话系统.自此三井除了贸易，也从事各种轻工业、电樱工业和重工业等贸易，到了第一
' 次世界大战期间，三井所有的信用贷款，几乎完全没有限制，故更增强了其贸易方面和

投资方面的灵活性.到这个时期，财阀集团可以说是到达了成撼的阶段.从日本经济发

展来看，由于财团财力的充足，财阀集团最适于投资新企业，开发新的外销市场和开创

殖民地的企业.因而财阀集团和帝国主义合作无间.二二为.

三财间集团与政党之勾结一一加速发展时期

要明白财团如何会与政党相勾结，首先得知道政党产生的背景、明治政府中派别的

划分和财团是怎样和政治相联络的.

在皇室复辟之过程中，萨摩、*'洲、土佐和肥前四户藩邦的武士出力最大，故维新
政府最初亦由此四稽武士控制.可是四稽之中萨长二藩，势力待别浩大，财力、军力及

人才皆胜过土肥两邦，是故在维新政府中左右了-切大权.土肥二稽的武士因在政府之
中失势， 于是成了日本近世政党运动的先驱和早期的首领.足见日本政党运动的领导分

子与维新运动的领导分子是同属于封建武士一个背景.

在新政府当权派之中萨派和长派很自然成为两派. 明治中期之后，跟随文相伊踉的

与跟随武相山县的又成了两派. 军界中海军与陆军又分别与萨*'相分.在政党活动中，自
由党系统相传的和进步党系统相传的也有了区分. 可是在甲午战争之前，当权派中之政

治领袖的与政党活动是不相干的，因政党活动是代表失意的异议分子J 目后当权派之所
以加入政党活动，得从明治宪法说起.

明治宪法之主要精神是受了德奥宪法传统的影响.~ 其特点在于议会的权力是有限
度的，这限度是表现在预算的决定上.假若国会不通过内阁所提出之预算时，内阁可以
自然的延用上年度已通过之预算到下年度.同时.在明治宪法下，首相的任命不是决定

s Edi将auh宪法研究小刷刷' 太多时间睛"都，.后草草棚蜘.田"认为日本
国情植近德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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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议会的多鼓党颁袖，而是独立自天皇任命. 故内倒不向议会负责，而是向天皇负责.①

所以只要议会通过一次预算之后，内阁几乎可以对议会全不理会. 甲午战后，由于日本

获取庞大的赔款，自 1的6 年开始，预算年年上升，旧年的预算完全不敷应用.这种情形
使其时当权派中各派系之领导， ap维新元老们不得不相继投入政党活动以控制政党 . 进

而才能控制议会.到了 m世纪.维新领袖的人It日减，政党的地位也就相对的提高， ~ 

财团与政党的勾结，首先是因政党活动皆需钱财的支持.自 19∞年伊膝博文改组政

友会之后极儒财源支持， 由于伊蜡与井上私交甚笃.而井上与三井财团关系密切.自然

三井戴成了政友会的财源所在.到了 1905 年，西园寺公望继伊"成为政友会之党魁，多

以元老自居，党务则交与原敬统理. 在原敬作为党魁后.财团才全面卷入政党活动.
原敏是平民出身，当过新闻记者.做过日本大报社的社长，卫是银行家、公司总裁，

在正式从政之前也做过大使.实足代表受过新敏宵.受过西方思想影响， 有国际经坠的

自由摞人物.可是:Jt政治哲学并没有继承自由援传统.当伊膝接撑政友会之后，原敬协

助他改组政友会，在西园寺继任党魁之后，原徽-直负责日常党务. 西园寺正式退居元

老地位后，原敏由政友会党魁的地位，正式当选为日本第一个由平民出任之首相.

战后目本政局的演变重点之一， 在于选举权之扩张.同时政党的地位也日渐升高，是 - ‘ 
故议会的选举变得十分重要，1%> 捐款的多少对政党的成败成了饭重要的决定因素.自此，

政党与财团的合作更密.如日本银行之总裁高桥是清.被原敬邀请而加入了政友会，日

后也成为党魁，并出任首相. 此外，财经界的巨头如捆"高明、泯口雄幸，若梅札次郎
等，都加入了政党活动 ， 成为 20年代政界要人. 原敬内阁除了外交和海陆军外，阁员皆

由实业界人士或与财团有密切关系的人员充任.故原敏内阁也有 "富人内阁"之称.

战后日本财惆集团与政党关系不断加深，到了 1930年，每 8 个下议院议员中就有 1

个是来自财阀集团，每 4个贵族院的议员，就有 1 个是代表财阀利益的.

在同时期内，所不可忽视的是财阀集团与官僚集团的姻亲关矗. 如三菱老极岩崎文

弥的一个妹妹嫁给三任外交部长的币原喜重郎，另一个妹妹嫁给曾出任首相的加膝高明，

第三个妹妹嫁给内务大臣. 而住友财团的总裁就是西园寺的第第.从这些关系， 足以看

出财阀与政界之密不可分.大战之后.日本政府政策之制订.是由四大政治集团即政党
集团.官僚集团.财阀集团和军方来决定. 事实上财团的影响掺入其三. 所以 1927-1929

年的政友会内阁，被称为三井内阁 d92~1931 年泯口改组的内阁，有三菱内阁之称. 财

团势力扩张到什么瞿度，可见一斑. 由于财阀与政党及政府官僚有如此紧窑的关系，可

见政府何以无意去阻止财阀集团的发展.对于劳工福利，甚少顾及，对于反托拉斯的立

法和防止'世并中小型公司的法律，亦无甚兴趣. 而财阀集团可以控制贷款、原料供应及

销售运输等系统.来打击同行对手，吞并弱小公司 ，iIl 到了 20 年代， 近世日本的四大财

团正式出现，七大银行及十七汰财团等，亦皆确立.

财团所以在这个时期能有如此的进展.可说是奠基于第-~世界大战那M间. 由

于西方各国深深卷入战祸，西方国家在亚洲所有的市场，顿然成为真空，日本政府用尽

j句#吨旷日阴阳1圃，年阳帽Z"'. . 1t内阁翩翩在·剧时

酬i-.嘟理￡电盼黯~:..~-民世1f.:I<IlZJj .J&柑扩大·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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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方法鼓励资助各种公司扩充发展.这时期成了日本工业生产、贸易和航运业的黄金

时代.战争期间短短数年，造船业发展最为惊人，精加了 9倍之多.

在工业发展情况下，日本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使劳动成本上涨. 而战后中国亦属于战

胜国之一，其民族主义犬盛，加之北阀后有国民政府之建立，关税不仅加价，且要求自

主. 日本的实业界一面为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工，一面为了躲避中国之关税，大量向中

国直接投资.所以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工广在*江各口岸处处林立.上海和青岛

两处的棉纺业尤为显眼.最受打击的中国工业是棉纺织业. 中国棉纺工厂与日本的比较

有许多的弱点，如设备老旧，原料供给不足，管理太差，杂税太多以及倍息不灵.而日

本的各公司，除以上方面有明显优势外.还有政府代为交涉，军队从旁保护等超经济的

优越条件.因此日本财团在中国势力之扩充是不难想象的.

四财阀集团与军方之合作

财阀与军方建立关矗，当是在日俄战争结束而日本确立了在辽东势力之后.1906 年，

日本筹设商满铁道株式会社，开始修建商满铁路，同时在辽东和南满铁路地区驻军. 1919

年正式组建关东军负责东北军政事务. 关东军由日本军部掌握，是日本维新后第二代新

兴军人势力的代表.

商满铁道株式会社势力所及不仅限于铁路修建及运输，亦包括沿路的租界地，出境

的港口，是-个包括多面性的企业公司.如-个政府.<D 满铁总裁是由日本内阁任命，故
总裁也直接向内阉负责.到了 30 年代，满铁雇用人员高达 25 万.其研究部门特别庞大，

为关东军占领东北拟订计划，同时异地个中国的国力，也作了彻底之研究.替日本军政

府估计中国对日本的战力究有多少. 到"九-八"前夕，日本在东北的投资达 8. 5 亿羹

金.满铁本身虽属官方公司，事实上是由 19 家日本投资公司联合组成，其中大者如横滨

正金银行、三井物产会社.足见满铁亦受财阀集团操纵.
第-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接着苏联在中国之影响目巨，共产势力

日渐扩张. 北伐之后，取消不平等条约之呼声四起.特别在济南事件之后.打倒日本帝

国主义的活动此起彼落，如罢工、游行、抵制目货等静众运动，处处皆是. 加上日本浪

人和军人在中国各地的肆意妄为更激起中国各界的反目声浪.日本关东军中之少壮军人，

尤哥在不平等条约下之现行制度从根发生动摇，故尽力设法将东北从中国划分出去，使
之不受中国形势影响. 然而中日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越来越深.@

战后的日本，从表面来看.是在推行宪政，扩大民权.即实施日本学者自称为可骄

傲的"宪政常道".而事实上，在这一时期，日本的超民族主义的军国主义思想正在暗中

蔓延.各种极右派的组织在一般社会与军人群中，加速发展. 自从裕仁继任天皇之后，军

国主义的运动随着世局的变迁和日本经济的衰退.相对的更为建勃.@-时极为兴盛的右

MtE瞥配器t吁吁ZE部FZKE取22辑:王喝组fmh陆.nchuria ， l1\e 

ri曙智雄;最ZiiEEi?如tzfi:T3551号::
1 嗣.第四-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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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极端爱国主义社团的发展尤不可-世.当时最有名的组织如国本性是以效忠天皇和帝

国为中心，其中不仅有高官政客.亦有知名将领，同时财团代表也不乏其人.
日本军方为解救国家"前途"，对内是夺取政权，对9漫发动丸-八事变建立伪满，

目的在开发东北的资源以供帝国之需. 故在 1934 年宣布了伪满发展大纲，说明种种基本

设施的建设和各种工业发展的原J则与计划.到了"七七"之后，由于日本对煤、铁、 电
等需求的增加，伪满成立了"满洲国"重工业发展公司，由伪满和日产会社双方备出
半资本，故日产成了新兴的财团.

日本从"九-1\" 到"七七"，短短 6 年中，军费糟加了几近3倍.是而日本钱其他
一放西方国家提早蜕离了经济恐慌的困境.到 1935 年，日本首次成为出超国，其棉织品

的出口超过了生丝. 到 1936 年.日本成了最大的棉制品外销国.同时期，其金属机械总
产量也大大提高.中日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在中国东北重工业的发展也随之加速，煤、铁、

轻金属、汽车和飞机制造以及化学等有关军事工业齐头发展.在"七七"之前.东北的
工业之 50%以上与大豆有关，到了 1940 年. 31 %为金属工业， 15%为化学工业，此外东
北之金融业，金为日本公司所据有.

关东军为控制东北，在经济上首先尽量扶殖新兴的财团.军事工业、化学工业、机
械工业等皆承包给-些新成立之公司，不久这些公司皆发展成了新兴的财阀集团，如日
产公司是当时新成立不久的公司.除了日产之外，如日本窒斯、 本田等都是新起之财团.
可是事实上日产到东北开始经营的总裁相川之所以披邀到东北.乃是因他的筹歉能力闻

名-时.而相川之能筹歌是他与三菱有近亲关单.上面所提之童斯亦与三菱有关连. 至
于丰田，又与三井有关.①此外，如从事化工业与电棍业之森楠，卫与安田集团有姻亲关

系，所以从始至终，整个东北工商业发展，未能逃脱财阀集团的法网.东北新兴的公司
只是日本财阀集团的"子公司"罢了.

战争期间，每当日军占领-地，其中若有矿场与工厂，军方即交财团处理.如 1938

年日军占领上海后，日本海军即将江南造船厂和上海机辘工厂交给三菱重工业公司接
管，@无怪日本的四大财阀在 1941-1945 年间所控制的企业足足增加一倍.到战争结束
时.三井和三菱所控制的海外资产超过了日本海外资产之一半.同时，战争期间日本动
员财阀在工业、贸易和金融各方面处理新建蒂固的一切需要.

1943 年. 东条内阁组织了由七大财团代表所合成的顾问委员会，来筹划生产战时军

火之需，并特别成立了军需省，自嫌酋长，而实际业务则由内阁另设之政务委员处理. 此

无定职之"不管部部长"是三井集团之首脑人物'原银次郎.由此观之，二次大战期间.
主管战时计划与统筹战时生产的大权仍操在财阕手中，当帝国扩大时.他们所控的资本

亦随之扩充句欧洲战场战争结束后，盟军在亚洲大举反攻.对日本海外及本土的工业愈

炸愈猛，对日本工厂企业之破坏也愈来愈凶. 财阀为了保存自身的实力，将所有工业完

全匾有化，一切工厂生产机构全由国家接收.工业固有化以国库为保证，工厂一切维修
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并给所有私家分司-定的利润.但工厂经管权仍操在财团手中.战

争结束后一切归还原主.简盲之切工业，仍在财阀控制之下.切损失，全由国家

( W. G. Beudey. 1M R如d插曲~J•. 田n • 11. Martin pr回.. 19曲. p. 189 
国1 目嗣田fWley ， .. 刀~ Zaibat.u and the War". 1M þpur RI幽'*' (田Îled by J. Li vit咽阳. J. MOOTe Ind 

F. OIcll.ther) , Pahtheon 坠呻川913. p.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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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 但资产的所有权最终仍属财团，并有法律保障.足见此时财团与帝国的命运二二

为一，财团是日本帝国不可分割的-部分.

1945 年盟军占领日本之后，在清理战犯过程中.财间集团与军国主义集团被视为一

体.占领政策是将财团-律解散，其领导人员受战犯之审理， 公司股禀出售. 同时战后

日本政府经过立法，废止连锁董事制，废止财力集中及托拉斯等.被解体之企业达 1200

家，三井、三菱披分徽成 240 个公司.

可是战后不久，由于冷战的开始.中国共产党的兴起，加之 1947 年吉田任首相后.

日本政客玩弄美国之高超技术①.到 1948 年新的审查委员会成立，最后仅 11 家公司披解

散.到 1949 年日本-再修改反托拉斯法，并建立通产省，使得日本政府能全面地与各大

财团合作. 由于美国已决定重建日本，韩战爆发后，在日本不论是政治或经济战犯，全

部释放. 1952 年，日本恢复独立，原有全部财团，加速告并.到 1953 年.影响财团发展

的法律阻碍全部取消. 战后日本财团，虽然外表有了变化，但其财力集中的本质，与政

府密切合作的关系， 及其进袭国外市场的策略等，与战前并无二致.

五结论

从明治维新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论是在旧武士当权时期， 是政党握政时期，或

是日本军国时期，财阀集团处处受到日本政府的协助支持.同样，财阀集团成员本身与

当权者是同出-个社会背景，多有重要的姻亲关革，同为扩张国家而努力.从第一次世

界大战之后.日本的财团一直控制着日本的财经f，.统和财经政策.故财团的利益与日本

的兴盛，互相依靠.互为表里.日本的这一传统，到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除了-个短

时的间断，今已重新恢复.今日的日本财团.虽也糟加了不少新的名称<>>.每个财团可能
已不是某一个家族所私有，然而其经营方式和策略.并未更改.所不同的是它有了更先

进的技术设备和经营手段，与政府有着更具效果的合作，因而更具威力，势如量挡.

中国在这种新的日本财阀集团之威势下，如何能发展一种公平互惠的生产合作和经

贸关系，面临-种大的挑战和考验. 同时，从甲午战争以来将近-世纪之中，日本对中
国的巨大掠夺.造成中日同之工业经济今日如此之悬殊，使我们在重温日本财阀兴盛过

程时，也不得不问:日本今后应该怎样补偿中国近世因日本侵略而受到的损害?

'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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