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战时经济到战后经济的转换
一一尝试与挫折

〔日本〕久保亨

前言

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 20 世纪 40 年代的中国，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它有

非常大的变动 。 40 年代前半期 ， 在大后方和沦陷区 ， 普遍存在的经济体系

是统制经济 。 但是在 1 945 年抗战胜利后不久的中国，放弃统制经济而推动

开放经济的潮流却很明显。 依照当时流行的看法，统制经济是战时产物，

所以战后平时的经济自然应当是开放经济 。 而政府方面也相继实施市场开

放政策。 不过开放经济宛如罢花一现。 至 40 年代末，中国再次走向统制经

济。 众所周知，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经济的特色是全面的统制计划经济。

那么，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这样深刻的转变呢?丰文想对此提

出浅见.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20 世纪 40 年代前半期的中国经济:

战时统制计划经济的扩大

20 世纪 40 年代前半期，在中国各地，战时工业得到丁发展。 我们首

先来看重庆国民政府统治的西南地区(即所谓"大后方"地区)的情况。

根据 14 种工矿产品生产额算出的大后方工业生产指数如表 l 所示 。 官在

1943 年以后虽然有所下降，但在 1 938 -1942 年间却持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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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1 大后方的工业生产幅挝

年份 大后方 全国 年份 大后方 全 国

1938 100. 0 l阻。 1942 151. 0 116. 9 

1939 106.3 123.7 1943 137.5 114矗 I

1940 114 . 9 130. I 1944 11\.5 97 .0 

1941 143. 9 125.9 194' 92 , 9 58.2 

说明 该生产指量以 14 桥工矿产品产额为基础算出 。 1 4 种工矿产品即煤、铁矿石、生铁、钢

铁锐、铜索、锡鸽惰纱棉布水泥‘石油、电力。

贾料来源 久保字。{战时工业政策与工业监展) .第 179 页 .

在生产这些工矿产品的企业中，公营企业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 大后

方公营和私营工矿企业创办时的资本金告计如表 2 所示。 其中，冶金行业和

电器行业的公营企业比率达到全体的 60Q毛以上 (按创办时资本金累计) 。

辈 2 在士后万创品的工矿企业[资本盒)

单位千元

仕 营 民营 合计 i叫" 营 民 蕾 合 it 

1936 年以前 26595 91355 117950 194 1 年 27635 18083 45718 

1 937 年 44' 21721 22166 1942 年 2553 7343 9896 

1938 年 19405 67 178 86583 1943 年 3290 11196 14486 

1939 年 71034 49880 120914 1944 年 946 2473 3419 

1940 年 34801 24230 59031 禀计 189183 298297 487480 

资料来源 李紫翔 4大后方的国膏工业) . (经济周报》 第 2 警第 6 期 i归6 .

当时的专家指出 "大后方的战时工业 ， 依企业性质看，有两个重要

特点 一个是没有外资直接经营的工厂，另一个是国家各级政府经营的工

业占出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后者，因为军事需要，并亦因为统制经济或

计划经济思想盛极一时.许多政务和业务机关，争相办起与本身事业有关

或无关的工业，而国营或官办工厂就在各方面迅速增加起来了 。"①

在东北地区. 1 937 年以后，伪满洲国椎动"满洲国产业开发五年计

划..采取统制计划经济的办法，有意识地加速军事工矿业的发展。 战时

东北主要工矿业的情况如表 3 所示。 伪满洲国统制经济下的 1 943 年，制铁

产业的发展达到了最高水平。

① 李紫翔 {大后方的国营工业 ) . (经济周报》 第 2 卷第 6 期. 1946 年 2 月 14 a 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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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 3 战时东北的工矿业生产

年份 铁矿石(千吨) 生铁( 于吨 } 硫安(千吨) 电力设备(子 kW )

1938 32回 '57 193 '" 
1939 33 15 1023 153 '" 1940 3430 1062 219 '07 

1941 4343 1417 180 1055 

1942 4482 1617 147 1303 

1943 5397 1728 140 1512 

1944 3934 1246 9u 1711 

资斜来源 山本有选 < "满洲国"经济史研究i 名古li!.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2003 ，第"'

页表 3 - \3 . 

华北地区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随着统制计划经济的展开 ， 与军事

有关的工业得到了发展，见表 4 。

噩 4 华北地区的工业生产量与生产指鼓

年份
生铁 水缸 纯碱 发电量 生产指做

(于吨} (千吨) (千吨) ( 百万匮) 1942: 100 

1938 3 182 25 120 " 
1939 39 2" 25 144 88 

1940 '0 329 J7 221 94 

1941 6\ 290 38 242 90 

1942 ，。 339 39 429 l∞ 

1943 l2S 292 33 '99 \0 1 

1944 218 261 20 679 119 

说明 该生产指数以 H 种工矿产品产额为簿础计算 . 1 4 种工矿产品为生铁、钢 、 水泥 、 电

力 、 纯碱 、 统喊钝酸盐贩酒精焦汹、电石、 精纱毛钱、面粉.

资料来源 《中国近代经济交统汁资料选精 ) .第\47 页;汪锁蒜(我敬虞)， <饿时华北工业

生产指骸)， <经济评论} 第 2 卷第 14 期， 1948 年，第 9 页.

实际上， 1943 年以后，由于日本的侵略战争走向失败，除某些产品

外，华北地区的工业生产量开始下降 。 但是，在生产设备方面， 1945 年与

1 937 年相比，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中国学者曾根据日方材料做了如下

评价 6从 1943 至 1945 年 8 月，日本在华北共扩建新建和融资接办大小炼

铁厂共 8 家、新建 20 吨小炼铁炉 51 座、 380 吨和 40 吨高炉各 l 座，加上

华北原有的 30 吨、 120 吨 、 200 吨大小高炉各 I 座 ， 年总炼铁能力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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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6 万吨。 若再算上正建设未及投产的石景山 600 吨高炉 1 座、龙烟正移

设中的 100 吨高炉 2 座、青岛建设中的 250 吨高炉 2 座，使华北的总炼铁

能力将达 142.8 万吨……华北电业公司和蒙疆电业公司想方设法增加发电

能力，延长送电线路，加强统制性的一元化管理。 "①

与其他地区相比，华中及华南沿海地区的战时统制经济没有明显发

展。-个重要原因是上海租界的作用。 1937 -1941 年，上海租界的经济活

动非常活跃而且自由，实际上没有任何国家的管理。 再加上日本军队的占

领统治和重庆国民政府的统治都有其局限性，无法实施严格的统治计划经

济。

虽然每个地区军事工矿业的发展速度和内容并不一致，但战时中国经

济的最大特色仍是统制计划经济的发展。 其中，在西南、东北和华北地

区，这样的特色非常明显。

由统制经济转换至开放经济的摸索

1943 年 8 月，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制定了 {战后工业建设纲领}。

1945 年 5 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 {工业建设纲领实施原

则》②。 乍一看，它们似乎都强调统制计划经济的重要性。 如纲领之(一)

提议 "工业建设，根据实业计划而为有计划的设施，由政府统筹之。 "

可是如果仔细探讨的话， (工业建设纲领} 并未采用统制计划经济万能

论。

比如，纲领之(五)规定..工业建设，政府应采取国营民营同时并

进之政策，在整个工业计划下，分工协作，以期切实达到各部门预定之产

量 。"而纲领之(六)则明确写道..凡工业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

营为适宜者，应归民营，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至其不能委诸个

人及高强占之性质者，应归国营…..那么"应归国蕾"的是什么呢?纲

领(六)实施原则之 ( 2 ) 具体列举如下工矿交通事业中，不能委诸民

营者，应归国营，如下列， 一、直接涉及国防秘密者，其种类为海陆空军

器弹药等制造事业， 二、 有独占性质者，其种类为铁路邮电公用事业及动

① 居之芬、张利民主编 4 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 .天津，天撑古籍出版社 . 1997 ，第

276 、 294 页 .

② {工业建设纲领实施原则案 ) . ( 革命文献》 第 76 辘，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

委员会编印. 1978 ，第 424 - 43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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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工业; 三、其原料为有限之国防资源不能任人开采致妨国防安全者，其

种类为冶金焦煤石油铁铝铜铸铅接镰及硫，四、在国际市场有卡迭尔关系

者，其种类为如染料工业等;五、特种矿产，有关国防贸易者，其种类为

锵鸽锡 。"简单地说，国营限于国防和公用事业。 其他大部分的制造工业

则属于民营。

加以纲领之 (八) 特意记明..民营工业合工业建设计划之规定者，

政府应特别奖掖资助之..而其实施原则 (3) 之"同类事业，不论国营民

营， 一律平等纳税..以及原则 (4) 之"政府规定水陆运费，对于国营及

民营事业之同类货物，应同等待遇..都是尊重民营事业的表示 。 由此也

可见 {工业建设纲领} 中的统制计划经济论是有限的，并未达到全面实施

统制计划经济的水平。

1 945 年 11 月国民政府最高经济委员会成立之时，行政院长宋于立在

首次会议上明确地表示 "政府要指导人民的经济事业，使其能活泼发展，

不是去管制这种事业，而且要扶助人民的经济活动，使其能顺利进行 ， 不

是去干涉这种活动。 "①

与此相反，在这一时期中，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濒却再三强调以国

家为主体的统制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1942 年他检讨了各国的计划管制经济

之后，总结如下..可见扩张政府管制之权能，实已成为近代经济之原则，

外表之方式虽有不同 ， 需要之急切则各国皆然……中国折衷取法，当以国

防意义为中心，由政府多负责任，促进国营事业，奠其基本，管制民营事

业以正其趋向， f.串可殊途同归，速增国家实力 。 对于民生主要事业亦宜统

筹管制，伴分配合宜，市场不致紊乱。 盖民生之利，必赖有这种国力以为

保护，中国为复兴计.势非于最短期间认真建设不可，自须以政府为中

心，舍短从长，领导前进 。 "②

1943 年翁丈额在以工业化为题的讲演中，再次强调了国家的重要性 。

"我们必须妥定制度，使国家力量能充分发展，而私人资本得受适当节制，

不许其影响于建设国家的方略"③。 到了战后，他的信念仍然没有变化。

"战后的任务更为艰难 。 以后资源委员会的使命很大 ， 必须肩起责任，尽

力建设有国家意义的工业、矿业、电业 。 这许多事业，是国家的根本，巩

① 194' 年 11 月 27 日重庆 《大公报L

② 翁文巅 {经建方向与共同责任) ， 1归2 年 1 月， (论经济建设 ) ，北京 团结出版社

1989 ，第 1 03 页 .

③ 翁文源 {关于中国工业化的几个问题) ， 1943 年 9 月 6 日， (论经济建设》 。第 13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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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了这个根本，枝叶自会繁盛。"①

依据李紫翔的介绍，当时关于国营事业讨论的情况如下"在大后方

的工业中，已经发生并将影响今后工业建设，和国民经济之发展的有这样

几个严重问题.第一是国营工业究竟有元范围，或其范围如何划分的问

题 …第二个问题是国营或公营工业与官僚工业在原则上与在经营上究竟

有无分别 第三个问题是国营事业应否享有特权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

是国营工业应该着重于开发或创办新事业，还是收买或合并既有的民营事

业。 "②

上述 {工业建设纲领实施原则} 微妙的说明以及宋子立和翁文癫之间

见解的差异都清楚地反映了这些讨论情况。

妨碍战后开放经济的因素

( - )东北地区

战后国内舆论认为东北的经济事业是一笔很大的财产。 例如， (经济

周报} 的报道说"东北为日寇在大后方的兵工厂 ， 它惨淡经营历 1 4 年，

经济事业规模粗具，有许多事业，不但在国内得未曾有，即在远东亦首屈

一指 。 " 13>

国民政府方面也非常重视战后东北经济，因此命令当时在美办公的能

干的财经官僚张公权立即回国，组成经济委员会，专门负责东北经济的接

收工作。 张公权在与苏联官员交谈时说"东北重工业已由日本因军事关

系，加速发展。 此后只须维持现状。"⑥

对于东北地区的工矿业，不仅中国国民政府，美国和苏联也抱有很大

的关心，因为东北工矿业的发展水平相当高。 但是美国和苏联对此的期待

并不一致 。

美国方面的要求是开放市场。 张公权离开美国前 ， 拜访了美国商务部

东方贸易司司长莫吏 (Charles Moser) . 与之进行了交谈。 据张公权日记的

① 翁文源 《在资鄙委员会纪念周上的讲话 ) ， 1946 年 6 月 10 日， (论经济建设) ， 第 1 4晴

页 .

② 李萦翔 {大后方的国营工业)， (经济周报} 第 2 咎第 6 剿， 1 946 年 2 月 14 日，第\3 页.

③ 《东北的经济事业与接收) ， (经济周报》 第 2 卷第轧 10 卷， 1946 年 3 月 14 日，第 l' 页。

@ 幌秘龄 f张母校先生年1雷初筒》 上册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12 ，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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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莫史之主张如下 " ( 1 ) 东三省实业应归民酱，否则有妨美国传统

精神. (2) 美国继续主张满洲门户开放. (3) 美商家向在满洲有事业者，

必仍返复业。"①

与此相反，占领东北的苏联方面却要求重工业继续公营，并且参与其

经营。 1945 年 II 月苏联政府转达关于工业合作的正式意见如下 "苏方认

为须组织 中苏合办之股份公司，以经营以前属于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

及满洲电业株式会社之各项事业为目的。 上述两会社原为日本关东军所有，

但苏联政府基于对华亲善之关系，愿使 t述两会社之事业，由中苏两方代表

依平等所有权之原则，共同经营之。 "② 闻之苏方的要求后，国民政府方面

表示出强烈的不满。 行政院长宋于文说 "惟有以日人东北投资为苏方战

利品，作为合作投资，出乎中苏条约范围之外。 无论如何，不能同意。 " (3)

但是经过与苏联的交涉和国民政府内部的讨论，为了"先作让步 ， 表示诚

意与坚决" 1 2 月，中方提出了 {中苏告办东北工矿事业办法原则}⑥。

其后由于东北的国共内战不断扩大，中苏合办重要工矿事业一事最终

并没有实现。 但是美国方面开放市场的要求也完全没有实现的条件。 东北

的经济仍然在国家管理下继续存在，它提供了统制计划经济的基础 。

{二 ) 华北地区

国民政府经济部冀热察绥区接收委员郑伯彬对于抗战胜利时华北工业

的评价如下"八年来日本侵略者在华北的积极经营，华北工业已具相当

规模 工厂总数约达 l 万 2000 家 ， 总从业员工约达 90 余万人，资本总

额达 2 1 44 百万元 ·输电线且延长 1400 公里，变电设备且容量

255000KW... ..综计圭华北钢铁生产能力有如下要IJ ，生铁 939600 吨、钢块

白 1000 吨、钢材 65回D 吨、特殊钢 480 吨 上面所说的情形，并不是对

日本的‘戚'有所表彰 。 我们只是说明华北目前的工业状况已有相当基

础，对于整天喊着经济建设的人们，利用这些基础，应该大有可为 。 "⑤

① 姚秘龄 {张尘仅先生年i居初稿} 上册，第 5田页.

② 姚秘自命 {张公钗先生年游创摘}上册，第 '64 页 。

③ 镜裕的 {张仕仅先生年满初稿} 上册，第 57. 页。

⑥ 跳l'I l陪. (张~仅先生年1自切隔}上册 t 第 631 、 636 页。

③ 郑伯格 f 目前华北工业的实际问题). (经济周报》 第 3 警第 1 期. 194问6 年 7 月 4 日 第

" 页 。 他原本在资源委员会从事经济调查方面的王作。 中华人民和国成立后，他留在了

大陆，在人民银行工作. ‘文革"时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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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以后怎么样，"郑伯彬在提问后 ， 自己回答说..目前华北的混

乱情况， 一时还真难给于具体而扼要的说明。"①当时的接收工作确实存在

很多问题。 例如，石景山炼铁厂的 380 吨炉，由于接收入员的无知，遁令

停工，炉内铁块凝结，致使完全不能使用。 另外，各部的接收入员反复再

三地接收。 在这个你移交我接收、我移交你接收的过程中， 一切都陷于停

顿 、 混乱。 不过，据郑伯彬所述，这种现象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 与其相

比，还有两个更为重要的问题，第一是重工业方面的，第二是轻工业方面

的。

华北的重工业有相当的基础，在日人经营时代已是-个有机组织。 但

是战后政府对华北重工业的处理，全部采用了国营的政策。 鉴于过去国营

企业的缺乏效率，政府对它们卫大都采取公司组织，予以自谋发展的机

会。 当华北重工业重新组织时，由于各部的分割和各公司的独立，忽视了

彼此之间的有机联系，终使所有事业陷于半身不遂的状态。 石景山铁厂由

于龙烟铁砂来源断绝而不能开工，于是天津、青岛、唐山各地炼钢厂也只

有停工。 机械工业不得不依赖有限的原料库存。 郑伯彬据此指出，华北国

营重工业缺王联系，丧失了国营有计划的效果。

关于轻工业，郑伯格提到了纺织厂、啤酒厂、香烟厂、肥皂厂甚至酱

油厂 、 味精厂都变成国营的情况，他直率地写道..我真不明白这些事业

为什么也有国营的必要。 "② 他主张国营事业限于必要的重工业，其他的立

即开放民营 。 他本来了解民营工业的重要性，但是像他这样的官员也认为

华北重工业应当国营，需要发挥"有计划的效果" 。

(三)西南地区

一般来说，由于技术落后.抗战时期在西南地区发展的民营工业的产

品质量低下，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质量低的产品也能够销售出去。 但是

战争结束之后，外国货及沿海地区工业产品即可进入西南地区。 因此，西

南地区的企业家担心在市场竞争中质量高的外国货及沿海地区产品压倒西

南地区的工业产品 。 例如，在重庆制造化学制品(火柴原料)的中国大柴

原料厂说..惟建厂之初，因遭敌人全面封锁，器材贫王达于极点， 一切

设备均因陋就简，以致未能以最低之物力旦人力从事生产，实无可讳言....

① 郑{自彬 《 目前华北工业的实际问题) ， (经济周报} 第 3 替第 l 剔，第 16 页。

② 郑伯彬。《目前华北工业的实际间组) ， (经济周报} 第 3 l!第 l 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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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战争结束，海运即可畅通，将来外货火柴原料涌到，势必与我角逐市

场。 以我目前靡劣之设备、困难之环境，以与彼竞争，其胜败不待智者而

知也。 "① 依据这样的认识，中国火柴原料厂向国民政府提出限制外国货的

进口数量和提高进口税率等要求，以保护自己的经营。

但是，有意实行开放政策的国民政府对这种呼吁没有回应，因此西南

地区的经济情况急剧恶化。 1945 年 II 月，重庆的 723 家工厂中 201 家工

厂已经停办，而贵州的工矿企业中 60% 已经停办曲。 因此西南地区的很多

工商企业家对于自由竞争的开放经济非常反感，他们更希望保护本地工业

的统制经济政策。

{四)上海、华申江南地区

1946 年 2 月末，对外开放政策实施后，很多外国货充满了市场，民营

工业面临危机。 本束，国民政府早在抗战以前就施行了关税保护政策，

1933 年进口税率平均达到了 30% 以上③。 但是，依据财政部国定税则委员

会档案，自 1946 年 3 月至 1947 年初，各行业的制造商和同业公会再次提

出提高进口税率或者禁止进口的要求 。 他们要求的对象品种如表 5 。 这些

品种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才开始在国内大量生产，关税保护的措施还很不

够，而战后来自美国的进口产品却很多。 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

无论如何，生产表 5 所列产品的民营工业的企业家对于开放政策都表示出

强烈的不满。

另一方面，也不王对实施关税保护政策持消极态度的企业。 例如，

作为国内最大规模之近代工业的棉纺业，在当时条件下，可以进口大量

美国棉花而把相当多的纺织制品出口到东南亚。 因此棉纺企业家实际上

支持自由贸易政策，而不赞成实施贸易保护主义。 此种倾向在上海棉纺

业中尤显突出 。 有人如此认识当时的经济形势"国棉虽奇缺，而外汇低

廉，厂商得自由结汇向国外购取廉价原棉。 外商倾销美棉，有先交货后

三个月付款之优厚条件 。 商业银行头才宽余，亦可贷获流动资金。 而当

时纱价正常. 20 支成纱 I 件可换房、棉 8 担至 12 担，与成本相比尚有余

裕 。 总此诸端肯为有利于纺织工业之复兴 .. . . ..1 946 年 B 月以前经营生产，

① t中国火荣「量财政部盐政局硝矿息处} ， 1945 年 9 月 13 日 中国第二历史恼案馆藏财政

部国定钱财委员会销案 313/ (2) 19ι 

② 湾进文 E国内经济动态) ， ( 中央银行月银》 复刊第 11整第 1 期， 1946 年 1 月 第 57 页 。

③ 久保亨 t走向自立之'的 北京，中国性会科学出版社， 2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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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时虽短，确有相当盈余。 此即社会称羡之纱厂黄金时代也。 " <D 对他们

来说，最有利的对外经济政策就是自由贸易主义的经济政策。 但是 ， 他们

并不占多数。

日期

量 5 董事提高进口租率的厂串E晶种一直噩

厂名或公会名等 l 晶神

1946.3.9 

4. 24 

4.27 

5.8 

5.29 

6.21 

1. 1 

1 - 8 月

7 年，月

8.7 

8 月

8 月

g 月

8.30 

9.3 

利盛橡脏制造厂

上海市毛绒纺织'摩蜘业工业同业公会

上海市饼干.果、罐头面包业同业仕会

民车撞纸厂{通过上海市商会)

亚述无线电公司

上海市电工器材工业同业公会

悦务署

中国标准领军厂、上梅铅电厂长城铅电厂

中华水面工业联合金

新华玻璃厂等(通过上海市国货工厂联合会)

上海市倒西工业同业公古

上海牛轧场联告会

中国制钉公司

天津市制革工业同业公会(通过天津市政府)

上海钟厂等 7 厂(通过中国全国工业协会)

胶带

呢绒{毛纺织品)

"巍 、悦于

替姻纸

置压器、收音机、扬声器

咆器咆料等制成品

烟尊

铅笔

水距

玻瑞

品
粉

M
M革
钟

乳

e

E

代
钉
皮
时

9. 20 上海市革呢钳工业同业公会{通过中国圭因工业协会) I 呢 帽

11.28 大沪铜厂等 7 厂

1 2. 1 2 天津市商会(通过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

1 2.23 上海市纱管工业同业告会

1947. 1. JO I 企华铁工厂等 16 厂

1 0 月 |中华全国火紫研究社

钢庄、铜丝

呢绒、毛钱

钢纱厂的纱管

螺旋钉

火接

贵料来源 校有，符号者寻l 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关务署筒案\179121561 ;其他均引自

该t)l .固定砚则委员会销寨\ 31312193 .

结论

总起来说， 20 世纪 40 年代的中国 ， 在统制经济与开放经济之间摇摆。

① 《城孚企业企司与管理新格纺织第 、第二两厂历年经营恨况 ) . 1949 年(忡，上海市挡

案馆藏诚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销案 198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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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年代前半期，也就是中日战争期间，统制计划经济倾向在各个地区不同

程度地扩张了 。 在统制计划经济下，以公营军事工业为主的重化学工业的

建设得到了推动 。 与此相反， 1945 年战争结束后，期待开放政策的气势高

涨了 。 但是， 40 年代来，由于各种原因，支持统制计划经济的势力复苏，

而实行开放政策的力量很快衰退。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 20 世纪 50 年代中

国采取统制计划经济的历史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