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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六月

抗戰時期大後方工商業者的心態與行動

張 瑞 瀎

晚近學者研究抗戰時期西南大後方的經濟問題 ,每 多從政府的角度

出發 ,探討各項經濟政策實施的 「客觀」成效 。在他們的筆下 ,工商業

者每被描繪成缺乏自主性的弱者 ,只 能被動的接受苛政或是享受德政 ,

而相對的忽略了工商業者對政府各項政策的 「主觀」感受 ,以及可能有

的各種反應與對策。

本文的究結果顯示 ,從客觀事守上看 ,我時大後方工商業者 (尤其

是商人 )的 所得 ,要較其他行業為高 ;不過在主觀上 ,他們也普遍的烏

資金 、原料 、器材的缺乏與國民政府的各項經濟統制所苦惱 。面對這些

問題 ,他們並非如有些人所說的只能連來順受 ,任人宰割 ,而每多主動

的採取各種行動來維護並擴大他們自身的利益 。他們所採取的行動 ,從

溫和的集會建言請願 ,與要人建立聯帶 ,進行關說 ;到為法律所不能容

的囤積居奇 ,進行走私 、逃漏稅 、欠繳稅款 ,甚至與官府發生衝突。道

些因應之道雖然大多並非新興事物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工商業者的訴

求有由要求經濟自由轉而要求政治民主的趨勢 ,他們對國民政府的態度

也有逐漸疏雜的現象。

關鍵詞 :抗戰 國民政府 工商業 經濟統制 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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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口前

依據長久以來大陸學界的看法 ,抗戰時期西南大後方的工商業 ,由於受到官

僚資本的歷制 ,由初期短暫的發展 ,迅速轉為蕭條 ,終至面臨破產的命運 。例如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所編 《中國近代經濟史》即指出抗戰初期大後方的工

商業 ,雖然有短暫的發展 ,但是基礎十分薄弱 ,「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國統區仍然

是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會 ,不僅帚國主義勢力隨時都可能來春噬這一點民族工

業 ,更為嚴重的是窮凶極惡的國民黨政權和迅速膨脹的官僚資本主義正在處心積

慮 ,要掐斷民族工業的生機 。在這種情況下 ,民族工業的短暫發展迅速轉變為蕭

條 、破產 ,是十分自然的 。」
1

另一種相關的論述 ,則強調國民政府的經濟統制政策 ,是戰時大後方工商業

陷入困境的主要因素 。例如黃逸峰 、姜鐸 、唐傳泗與徐鼎新合著的 《舊中國民族

資產階級》一書即認為 ,在實施經濟統制期間 ,無論工業原料 、生產價格 、產品

運銷等 ,均需受統制機構的嚴密控制 ,工礦企業不能自由進行產銷活動 。尤其是

一些民營工礦企業 ,資本有限 ,又無任何政治特權可以憑藉 ,一旦遭受各種統制

繩索的東縛和在 「戰時統制」名義下所徵收的各種稅捐 ,立即呈現出種種敗象
2 °

晚近一些學者 ,又提出了一種不同的看法 ,認為國民政府的金融 、工業 、貿

易統制 ,對私營企業具有正面作用 ,將 19親 年以後大後方的經濟衰退完全歸罪

於國民政府的經濟統制政策和所謂的 「官僚資本」 .是不妥當的
3。

程麟蓀對於

資源委員會的研究也指出 ,民營企業在初期繁榮後不久趨向衰弱 ,主要原因並非

是國家資本的座迫 .資委會經營的主要是重工業 ,與私營企業競爭機會相對較

少 ,不但未座迫這些私人企業 ,反而為其提供必要的機器 、原料 、電力等產品 ,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系《中國近代經濟史》搞寫組偏 ,《 中國近代經濟史》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9S年 ),下冊 ,頁 ㏑7。

黃逸峰 、要錚 、唐侍泗 、徐鼎新 ,《 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 (南京 :江球古籍出版社 ,

199U年 ),頁 S38.

例如 :丁 日初 、沈祖暐 ,<論抗日我爭時期的國家資本),《 民國檔素》 ,1986年 第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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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獄時期大波方工商常吝的也地與汗動

有助其發展
4。

以上兩種論述雖然論點完全相反 ,但是也有一些共同之處 ,即均為 「從上而

下」的觀察一一 從政府的角度出發 ,探討政策寅施的 「客觀」成效 。在他們的

筆下 ,工商業者每多被描繪成為缺乏自主性的弱者 ,只能被動的接受苛政或是享

受德政 ,而相對的忽略了工商業者對政府各項政策的 「主觀」感受 ,以及可能有

的各種反應與對策 。

本文擬採取 「從下而上」的觀點 ,探討抗戰時期大後方民營工商界人士在面

對各項困境時的主觀感受 ,以及所採取的各種對策 ,盼能將他們心態與行為的複

雜性呈現出來 。由於受到資料的限制 ,本文所討論的對象限於工商 、廠礦等企

業 ,攤販等業則不在討論範固之內 。

二 、工商業者的心態剖析

抗戰時期 ,隨著國民政府的遷都重慶 ,大量人口流入大後方 ,使得西南地區

市場的消費需求大增 ;另一方面 ,上海和沿海地區工礦企業和金融業的大量內

遷 ,給大後方帶進大量的資金 、機器 、設備和技術人才 ,使西南地區迅速的發展

成為戰時軍需物質 、民生必需品的主要供應地 ,為大後方工商企業的發展 ,創造

了有利的條件 。

但是隨著戰事的發展 ,尤其是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 ,對外交通孔道中

斷 ,大後方物質供應漸感不足 ,物價也因而迅速上漲 ,國民政府遂自 19親 年起

逐步實施各項經濟統制措施 。這些措施雖然支持了抗戰 ,供應了民眾的基本需

要 ,並且促進了西南地區的經濟發展 ,但是由於當時的中國 ,實施統制經濟的技

術條件尚未具備 ,例如各種相關的調查統計資料不足 、統制機構紊亂 、執事人員

素質低落 ,致使弊端叢生 ,商民飽受其擾 。大致說來 ,抗戰時期大後方工商業者

在心理上最感苦惱的 ,有以下幾大問題 :

4 邦友揆 、程群蓀 、張件洪 ,《 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史守與評研》 (上海 :上海社什

科學出版社 ,1991年 ),第 5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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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立交瀯師範 人罃歷 文學無  第 29期

t-9資 金 日益枯竭

第一 ,資金日益枯竭 。抗戰初期雖然通貨也有膨脹的現象 ,但是物價上漲尚

不嚴重 ,商業資本流通周轉快 、獲利多 ,因此出現了戰時商業繁榮的景象 。太平

洋戰爭爆發後 ,由於海口遭封鎖 ,物資來源中斷 ,物價不斷上升 ,商業資本乃紛

紛化整為零 ,從事商業上的囤積 ,或是短期放款 ,以謀求較大的利潤 ,並且保持

資金的活動 。民營工礦企業由於日感資金缺乏 ,不僅無力進行擴大再生產 ,即使

欲求維持的生存 ,也感到心餘力絀 。據西南實業協會的調查 ,19姐 年冬四川省

492家民營工廠中 ,因資金短缺 、成本高昂而營運困難者高達 3s%。 1942年 ,

資金困窘的情況更為嚴重 。當時各種工業製品的價格 ,雖然隨著物價的上漲而調

高 ,但是原料上漲的速度更快 ,因此工廠每生產一批產品 ,在帳面上似有很大的

盈餘 ,實際上卻是虧損 。許多工廠均由於資金不敷周轉而無法維持正常經營 ,不

得不宣佈破產倒閉 ,或是被迫併入公營企業
5。

當時國民政府的公營銀行也對工礦企業提供貸款 。以 19“ 年為例 ,公營銀

行的工礦業放款為商業銀行的 M倍 。這些公營銀行為了促進工礦業的發展 ,以

不到 lU%的年利率向工礦業提供資金援助和貸款 ,對業者應可產生調劑作用 。

由於通貨膨脹的關係 ,企業所支付的利息十分有限 ;歸還貸款時 ,貸款本身也早

已變為原先價值的一小部份 ,因此實際上等於是直接發給民營企業的無償資助或

補貼
‘

。雖然如此 ,這些生產貸款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 ,一方面這些貸款大多

被業者用於投機活動 ;另一方面 ,大部份貸款是由公營企業受惠 。如 1943年四

聯總處共發放工業貸款田億元 ,其中民營工業佔的%。 但是洞悉內情的人士透

露 ,實際貸款數額僅 7億元 ,其中鋼鐵工業 5億 1千萬元 ,歸民營鋼鐵廠者應為

2億 7千萬元 ,可是官商合辦 ,以孔祥熙為重事長的中國興業公司 ,卻以民營工

廠身份貸得 1億 6千 8百萬元 ,佔 ω%強 7。 1944年 ,四聯總處只發放工業貸款

l億 5千萬元 ,中國興業公司又獨得 7千萬元
8。

黃逸峰等 ,前 引書 ,頁 S38-S39。

Yu-KweiCheng,FUK必 竹 Tr●磁 羽 t 而 ′切Jrr加′Dε vθ6U胛ε刀rUrc加Ka(WashingtonD.C.:
Un︳ vefs︳ tyPfess ofWashington,1956),p.l13.

《商務日報》 (重慶 ),1943年 1U月 8日 。

許滌新 ,《 官僚資本論》 (上海 :海燕出版社 ,1949年 )。

眻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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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數時期 人滾方工窟紫吝 的也鬾典 汗動

文如工礦調整處所發放的四項貸款對象 ,主要有四個特點 :第一 ,以民營工

廠為主 ,僅有少數官辦企業 。第二 ,民營工廠中 ,又以機械五金 、化工 、鋼鐵煤

礦等重工業為主 。第三 ,以民營工廠中的大廠為主 。第四 ,能獲得貸款的工廠甚

少 。1942年 時 ,後方各省已有民營工廠 3,lU2家 ,但是至 1941年上半年為止 ,

也只有 l12家曾獲得貸款最多的建築與增加設備放款 ,可見當時大後方民營工廠

能獲得貸款者 ,尚不到其總數的 5%。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 ,國民政府進一步緊縮

貸款 ,規定民營工業中 ,只有電氣 、機械 、化學 、紡織 、農產製造 、採礦與冶煉

七大類的工廠 ,且資本額在η萬以上者 ,才有資格接受貸款 。如此一來 ,能獲

得貸款的民營工廠即更少了 。1942年 1月 ,上海機器廠的顏燿秋即曾公開表

示 :「 目前一般工廠最嚴重的問題 ,第一就是資金周轉問題⋯⋯工礦調整主管當

局常有漠視民營工業的心理 ,特別是對中小工業往往不屑協助 。」
’

政府的貸款既然難以取得 ,民間企業只得求助於商業行莊 。但是後方金融界

人士看到戰時金融統制下民營工業 、企業的窘困情況 ,多不願擴大工業放款的比

重 ,而且放款利率很高 ,期限又短 。例如四川地區銀行短期信用放款利率 ,在抗

戰前夕即在 1分 5厘以上 ,抗戰期間受物價上漲的刺激而更進一步的提高 。雖然

財政金融當局一再有限制利率之舉 ,但是實際上難以生效 ,各地放款利率通常均

高達 7∼ 8分 至 lU分以上 。一般工廠多不敢問津 ,只有從事商業投機者才會接

受 。據一項統計顯示 ,19芻 年重慶地區民營銀行的商業放款 ,佔放款總金額的

叨%,而工業放款所佔比率 ,尚不到 1%;湖南 、廣西兩省民營銀行的商業放

款 ,佔放款總金額的%%,而 工業放款所佔比率 ,更少到不足U.5%1U。 資金枯

竭引起民營工業和企業的極度恐慌 ,停工減產 、歇業清理者踵趾相接 。1944年 7

月31日 《新蜀報》刊出三大生等十家煤礦的一則聯合聲明 ,宣稱 :「 現本礦等

業 ,已竭盡最後之掙扎 ,陷於借貸無門 ,業瀕全部停頓之絕境 。」
ll顯

示民營

秦柳方 ,〈 工業貸款 :新趨勢),《半月文萃》 ,第 1U期 (1942年 lU月 ),持 引自 :

孫果達 ,《 民族工業大達徒一一抗日戰爭時期民營工廠的肉避》 (北京 :中 國文史出版

社 ,1991年 ),頁 19← 195。

胡厥文 ,〈 發展我國機械事業之檢討〉,《 中國二紫》 ,第 ∞期 (1943年 1U月 ),持
引自:黃逸峰等 ,前 引書 ,頁 9U一91。

廖蓋隆 ,〈 最近的大後方經濟〉,(解放日報》 ,1944年 9月 8日 。

● 5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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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國立交瀯師範大小歷文學9F. 第 29期

工礦企業困窘之一斑 。

ω工業原料 、燃料 、器材概被管制

在國民政府實施經濟統制期間 ,大後方民營工業所必需經常補給的原料 、燃

料與器材 ,均在管制之列 。受經濟部管制的物資 ,有以下三類 :I.日 用必需品 ,

包括棉花 、棉紗 、棉布 、煤焦 ‵食油 、紙張等 。2.工業器材 ,包括工業機器 、鋼

鐵 、水泥 、燒瑊 、漂白粉 、鹽酸 、染料等 。3.出 口礦產品 ,包括鎢 、銻 、錫 、

汞 、鉍 、鉬等 。受財政部管制的物資 ,有以下兩類 :工 .專賣物品 ,包括鹽 、糖 、

菸草 、火柴等 。2出口外銷物品 ,包括桐油 、生絲 、羊毛 、豬媄 、茶葉 、藥材等
12。

凡屬於上述被管制的物資 ,民營企業必須先向政府有關單位提出申請 ,經

過核准後統一分配 。由於原料和燃料得不到充份供應 ,許多民營工廠被迫停工減

產 。例如重慶地區各麵粉廠每月共可生產麵粉 14萬袋 ,但是由於原料小麥係由

政府統購分配 ,不能按各廠實際需要供應 ,因此被迫減產三分之二 ,每月只能生

產 5萬袋
l3。

又如 19仍 年大後方各省棉紡織廠需原棉巧萬擔 ,加上手工紡織所需用棉 ,

共需原棉 1UU餘萬擔 ,但是當年購進原棉僅們餘萬搪 。由於原棉供應不足 ,許

多民營紡廠被迫停工減產 。至 1944年 ,情況更為嚴重 。重慶北碚的大明紗廠每

月的布匹產量減少了的%,半數的織布機擱置不用 。一些小型紗廠 、布廠 、毛

巾廠 、針織廠 ,因原料無著 ,難以維持 ,紛紛歇業
‘

。19巧 年時 ,重慶的 1U餘

家紡織廠中 ,大廠多半開半停 ,8家小廠關門者在半數以上
ls。

雲南省境內有

不少織布廠 ,自 19芻 年3月 起即一直未領到配給棉紗 ,除少類廠尚有少量存紗

勉強維持外 ,其餘多陷於停頓 ,連當地首屈一指的振品紡織廠 ,也因原料缺乏而

12 龍大均 ,〈 十年來之物資管制),收於 :許熙滿編 ,《 十年來之中國經濟》 ,下冊 (上

海 :中華古局 ,1948年 ),Ul9-∞ 。
劉技 ,〈 三十三年之四川經濟〉,《四川經濟李刊》 ,第 2卷第2期 (19心 年4月 )。

黃逸峰等 ,前引古 ,頁 “2。

抗日我爭時期國民政府財政經濟我略措施研究課題組 ,《抗日我爭時期國民政府財政經濟
我咯措施研究》 (成都 :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88年 ),頁 1B8.

眽畤眥畤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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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獄時期 大波方工方紫吝的也延典汗動 .9.

有三分之一的機器停止運轉 ,每月產量比最高月份減少山分之三
1.。

1942年 ,滇緬公路被日軍切斷後 ,大後方的對外交通除空運外 ,基本上已

經斷絕 ,許多大後方不能生產的工業器材 ,如機器廠所缺的特種鋼 、五金材料 ;

紙廠所缺的橡皮棍 、鋼絲網 ;紡織廠所缺的鋼絲布 、鋼篦 、梭子 、通絲 、辮帶 、

提花紙板 :鹽井和煤礦所缺的鋼繩 ;製罐廠所缺的白鐵皮等 ,均無法進口 ,也妨

礙了部份工廠的開工 。其中尤其是五金鋼鐵材料和工具 ,最為缺乏 ,一些民營的

中小型工廠和手工業者 ,叫苦連天 。俗話稱 「五金魁首」 ,例如切削工具的合金

高級鋒鋼 ,竟然與黃金同價
1’

。業者的焦慮 ,可想而知 。

°限假政策

為了制止物價飛漲 ,國民政府於 1939年採用評價政策 ;194U年初至 1942年

底 ,採用平價政策 ,均未成功 ,於是自1943年 1月 6日 起實施限價政策 。以

1942年 11月 3U日 各地原有價格為標準 ,對糧食 、鹽 、食油 、棉花 、棉紗 、布

匹 、燃料 、紙張等商品及運價 、工資實行限價 ,使同一地區 、同一時期 、同一商

品 ,只有一個價格 ,盼能控制物價的上漲 。但是因為未能協調各地所定的價格 ,

沒有計算到市場的遠近與運費的多寡 ,也沒有顧及到農產品價格季節的愛動 ,特

別是在物資方面沒有增加生產與鼓勵輸入的措施 ,加上限價政策本身很不完善 ,

有的商品限價 ,有的不限價 ;有的地方限價 ,有的地方不限價 ,因此不久即告失

敗 。

國民政府的限價政策 ,雖然緩和了物價的上漲 ,避免了經濟崩潰的可能性 ,

但是基本上未能制止物價的上漲 ,並且嚴重的打準了民營資本 。在限價期間 ,國

民政府對限價商品 ,根本不考慮生產者的實際成本 ,任意核價 ,致使廠商不但無

利可圖 ,反而虧本 。據 19羽 年9月 3U日重慶 《國民日報》報導 ,四川嘉陵江所

生產的煤 ,因受物價上漲影響 ,生產費用增高 ,每噸煤的成本為 l,B91∼ 5,UUU

元 ,收購價格限定為 l,2UU元 ,即企業產銷 1噸煤 ,少則虧損σU餘元 ,多則虧

16 許力群 ,〈 當前太後方民替工業的危機〉,收於 :陳真等編 ,《 中國近代工紫史資料》 ,

第1輯 (北京 :三聯 ,19S7年 ),頁 149。

17 徐宗涵 ,〈 孔祥熙家族與中央信託局),收於 :毒充一綿 ,《孔祥熙共人共事》 (北京 :

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 ),頁 l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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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 3,8tlt9元 。據統計 ,由 19芻 年至 1945年 8月 的兩年半時間 ,嘉陵江區各煤礦因

限價所受損失 ,高達 η億元 ,各礦負債總數達 3U億元 。又如雲南箇舊錫礦所出

產的錫 ,1943年 1U月 時每噸成本為 3U萬元 ,但是收購價格每噸僅為 l2.5萬

元 ,即每產銷 1噸 ,企業即虧損 19石 萬元 。故當地廠礦紛紛停工 ,至 ”44年

時 ,箇舊錫礦年產量僅為 1,ωU噸 ,與 193B年極盛時期的 1U,931噸相較 ,不到

巧%,勉強維持生產的煉錫火爐僅存不到 1U個 ,減少了巧%以上 ,工人則僅剩

5,UUU多人 ,少了 99%ls。 限價政策對民營業者打擊之大 ,由此可見一斑 。

四專有制度

”41年 4月 ,中 國國民黨召開五屆八中全會 ,通過了專賣制度的提案 ,規

定鹽 、糖 、酒 、茶葉 、火柴 、捲煙六項為專賣品 ,由國家專賣機構進行收購和批

發 。財政部隨即組設國家專賣事業設計委員會 ,19砭 年起 ,鹽 、糖 、火柴 、菸

類四種物品的專賣先後開始實施 。專賣的實施雖然增加了政府財政的收入 ,控制

了專賣品的物價 ,但是由於物價上漲 ,收購價格與生產成本之間 ,往往差距甚

大 ,造成業者的損失 。例如食鹽 ,1944年 3月 時 ,四川自流井鹽的收購價格為

每斤 8元 ,但是生產成本如依當時物價指數計算 ,至少需∞ 元 ;至 1944年 6

月 ,據蓬溪鹽場場主向政府請願時表示 ,收購價格僅及成本的 3U%1’ 。

火柴專賣對民營火柴業的損害更大 。財政部於 ”親年2月 組織火柴專賣公

司於重慶 ,總經理由 「火柴大王」劉鴻生擔任 。火柴專賣在川康區試行之後 ,重

慶火柴公會即發表意見 ,認為重慶火柴價格之所以低廉 ,係因過去原料儲存尚

豐 ,工資低廉所致 。實施專賣後 ,對於火柴廠的種種限制 ,如要求增加資金 、配

售原料 、購置原料需先預付貨款 、火柴售價需先經評定等規定 ,均使火柴業難以

維持 ,以致減產
∞

。

繼之而起的是原料供應不足的問題 。戰時唯一生產火柴原料的中原公司 .年

產氯酸鉀約 m萬市斤 ,僅為需求量的三分之一 ;燐的需求量每年為 巧萬市斤 ,

貴逸峰等 ,前 引書 ,頁 “4-“5。

孟怎幸 ,《 中國近代經濟史教程》 (北京 :中華苦局 ,1951年 ),頁 ”l。

《大公報》 (重慶 ),1942年 5月 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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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而國內每年生產量約為 1萬 5千市斤 ,尚不到十分之一 ,供需相差甚大 。戰時火

柴原料無法進口 ,而國產原料配銷又往往緩不濟急或配運不公 ,致部份火柴工廠

減產 ,甚至停工 。川康火柴同業公會即曾多次向國民政府陳情 ,盼能合理分配火

柴原料 。公會以火柴專賣公司總經理劉鴻生 ,除任華業火柴廠負責人外 ,又掌握

中原公司 ,控制原料的分配
21。

後方的火柴廠無法和他競爭 ,於是聯合起來向

財政部請願 ,曾經引起一度的風潮 。

19親 年7月 上旬 ,重慶本地火柴業和外來小本經營的火柴廠商∞餘家 ,為

了火柴專賣問題 ,過分受到騷擾 ,至財政部專賣事業司請願 。業者表示他們並非

反對專賣制度本身 ,而是反對由劉鴻生來辦 。他們指出劉鴻生控制火柴原料 ,對

下江各地和後方火柴廠分配不均 ;執行火柴專賣法令 ,對後方火柴廠有所歧視 :

在資金周轉和產製運銷方面 ,均偏袒自己系統的火柴廠 。專賣事業司司長朱偰對

劉鴻生的作風也常表示不滿 ,認為他是 「國家專賣其名 ,私人壟斷其實」。但是

劉鴻生卻強調提高火柴品質 ,認為後方各火柴廠仍大多製造硫化磷火柴 ,不合衛

生 ,應予淘汰 。後來後方火柴廠商和小本經營廠商見無法和他競爭 ,鬧了一陣之

後 ,也就紛紛歇業或改業
η

。

戰時物資缺乏 ,物價波動頻繁 ,造成商人囤積居奇 ,待價而沽 ;而火柴製造

商則以專賣公司收購價格過低 ,不願生產等現象 。以西安中南火柴廠的 「鐘樓」、

「雁塔」兩種火柴價格為例 ,1943年 1U∼ 尼月間專賣機關所核定的火柴收購價

格 ,僅為工廠成本價格的筘.2%∼ㄗ.‘%節 ,而且專賣機關如不及時收購 ,民營

火柴廠的資金無法周轉 ,原料不能接濟 ,加以專賣機關收購火柴往往不能準時付

款 ,工廠生產設備不能按照市價折舊 ,停工損失不能計入生產成本 ,均增加了企

業的成本 ,上述西安中南公司即因此幾度被迫停工 。廣西火柴廠原來月產火柴

sU箱 ,至 ”芻年9月 時只生產 19箱 ,減產sU%左右
γ

。

何思瞇 ,《 抗戰時期的專女事業 (l辦1-1945)》 (台 北 :國 史館 ,1997年 ),頁 135-13● 。

朱傑 ,〈 國民政府財政部舉辦專女事業的內部〉 ,收於 :毒充一編 ,《孔祥熙其人其事》 ,

頁 195-19° 。

青島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組編 ,《 中國民族火柴工紫》 (北京 :中華古局,1963年 ),

頁 144。

黃逸峰等 ,前引書 ,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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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統購統銷政策

戰時大後方實施統購統銷的物資甚多 ,如產量佔世界重要地位的戰略物資
一一鎢 、銻 、錫等 ,均由資源委員會負責管制 ;傳統出口物資如絲 、茶 、豬柒 、

桐油等 ,由財政部貿易委員會負責管制 ;棉花 、紗 、布則由經濟部農本局 (後改

組為花紗布管制局 )負責管制 。經由統購統銷政策 ,國民政府得以償還戰時對外

借款 ,增加對外購買軍需物資的能力 ,防止物資外流 ;不過 ,由於國營外銷系統

的基層機構不健全 ,大後方的經濟相對落後 ,加上出口路線日益延長 ,為中間商

創造了良好的時機 。這些中間商往往透過各種手段 (包括欺詐 、拉攏政府主管承

辦人員 ),在轉營貿易中剝削一般桐農 、茶戶 、絲商 、鬑商和礦主 。政府雖曾多

次調整收購牌價 ,並對某些類配給補助費 ,但是和生產成本之間的差距 ,始終無

法縮小 。例如重慶的豬媒 ,194U年 12月 每噸生產成本為 竻,們U元 ,收購價為
”,7UU元 ;1941年 5月 ,廣西的桐油每噸生產成本為 2,竻7元 ,收購價為 l,“U

元 ;19芻 年 7月 ,四川桐油每噸生產成本為 15,趁9元 ,收購價為 9,巧6元 ;江西

婺源綠茶葉 ,19鈔 年平均市價為每擔 兜元 ,收購價為筘元 ,194U元 平均市價

為每擔 ∥3元 ,收購價為ω.鉼 元 ;四川生絲 1942年春絲內銷市價為每擔 “,UUU

元 ,收購價為與,UUU元
芶 °又如棉花 19砭 年在陝西收購棉花時 ,收購價格為生

產成本的親%,1944年降為的%,1945年又降為竻%左右 。棉紗收購也是如

此 ,「 當時政府徵購各紗廠所產棉紗 ,每件給價 ll,mU元 ,各廠所得紗價尚不足
以購進半件紗所需之棉花 ,是無異每生產棉紗一件 ,即虧去半件紗之棉花原料 。」
26

國民政府為了有效的推動統購統銷政策 ,對一些相關的民營企業採取了一定
的扶持措施 。例如自豬業被列為統購統銷物資後 ,國民政府對民營商號的購運 ‵

洗製時間 、儲存數量等 ,均加嚴格限制 ,但經財政部貿易委員會統制出口物資的
復興商業公司、復華商業公司 (19佗 年2月 與復興合併)所批准簽約的巨商 ,

如四川畜產公司、豪德進出口貿易公司、寶豐進出口貿易公司、和源實業公司

要好 ,〈 唯論抗我時期國民中經濟的作用),
財政部財政年發編朱處編 ,《 財政年鑑三編》
4U 。

《江海學刊>,1988年 第1期 。
(南京 :財政部,1948年 ),第 1篇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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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 .

等 ,則享有巨額預付貸款和分期交貨的優惠條件 。合約一經簽訂 ,各公司即可領

得 “%的預付貸款 ,中 國銀行並撥巨款 ,常年辦理豬鬑押借 ,各公司可憑每次

簽訂合約獲得“%的低利貸款 。如此 ,貨物尚未交割 ,η%的貸款即已到手 。

而且交貨日期長達一年 ,分四期交割 ,收購價格又按每期交貨時的牌價計算 。無

怪當時的評論指出 ,如此優惠的合約 ,實屬罕見 。但是一般中 、小商號並不能享

受這些優惠條件 ,而只能與四大公司訂立業務合同 ,受其支配 ,難以擴展 ,且常

有倒閉之虞 。抗戰期間 ,重慶經營豬鬑業的中 、小行號有m餘家 ,最後開門倒

閉者達們餘家
η

。
一
 由於統購統銷政策有礙戰時經濟的發展 ,1944年黃炎培等芻人即曾於國民

參政會上 ,提議取消此項政策 。接著貿易界的花崇寅 、古耕虞 、溫少鶴 、康心如

等 ,均發表談話 ,要求開放貿易 ;結束統購統銷辦法 。由於政府未加理睬 ,四川

省臨時參議會進而於 1944年年底議決 ,請求政府取消這種 「垂斷貿易」和 「病

民誤國」的政策
羽 °

內稅捐負搪沈重

抗戰期間 ,由於沿海各大城市相繼淪陷 ,國民政府遷至重慶 ,原來佔政府財

政收入約 9U%以上的關稅 、鹽稅 、統稅 、煙酒稅大多喪失 。為適應戰時財政支

出浩繁 ,國民政府一面另闢稅源 ,一面整頓舊有稅制 ,如舉辦戰時消費稅 ;擴大

原有的直接稅範圍 ,並提高其稅率 ;創辦非常時期過分利得稅 、改進貨物稅 、整

理營業稅 、開征土地稅 ,以及田賦征實 、食糖征寅 、棉紗麵粉統稅改征寅物等 。

19B9年 1月 1日 起開徵的過分利得稅 ,規定在抗戰期間 ,凡公司 、商號 、

工廠或個人資本在 2,UUU元以上的營利事業 ,其利得超過資本額 巧%者 ,或財產

租賃之利得超過其財產價 η%者 ,除征所得稅外 ,加征過分利得稅 。此稅稅率

條例於同年7月經修正 。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 ,國民政府寅施戰時經濟統制 ,後方工商企業的稅捐負推

η 李平生 ,《烽火映方舟—— 抗我時期太後方經濟》 (桂林 :廣 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5

年 ),頁 251。

芻 開黎明 ,〈 1944年 :中 國社會的歷史性持捩—— 兼鑰民族工縈者 「問政」的原因),
<近代史研究》 ,1995年 4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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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沈重 。按過分利得稅法的規定 ,征收利得稅是以資本額為基礎 ,凡企業所獲

純益超過資本額 15%者 ,即累進課稅 ,結果造成同一純益額 ,企業資本額愈

小 ,負擔的稅額愈多 ;企業資本額愈大 ,負擔的稅額反愈少 。自194U年起 ,稅

率最高達ω%左右
”

。加上通貨膨脹 ,幣值跌落 ,帳簿上的利潤數字並不能代

表其所創造的真正價值 ,但是征稅機關卻以之為根據 ,即企業所得是虛盈 ,而所

支出則是實稅 。因此 ,工商業者一直要求 「資本伸直」 ,以減輕利得稅的負擔
3U。

不過均被政府以有逃稅的可能而拒絕 。

除了所 、利得稅 ,後方工商企業所需負擔的稅捐尚包括統稅 、營業稅 、印花

稅 、積谷捐 ,以及攤派公債 、儲蓄券 、員工免役金和各種名目的捐款等 。統稅名

義上是對貨物運銷一次征稅 ,但實際上經常被沿途關卡重征七 、八次之多 ;印花

稅的稅率 ,自 1943年起增加了 4倍 ,並依累進法計算增加貼用印花稅額 :再加

上 「獻金」 、「獻糧」等 ,工商業的稅捐負擔 ,常達 3U%左右 。至於內債 ,戰

時國民政府先後曾發行過 19次各種名目的公債 ,總額達 l,Π2,ηU萬元 ,其中

19親∼19“ 的三年間所發行的 「同盟勝利美金公債」等四次公債 ,合計金額達 91

億元 ,規定各工商企業按營業額的 3%進行磾性攤派 。各地尚有所謂 「公益儲

蓄」 ,規定各工商企業按營業額 6%進行攤派
31。

”班 年ε月 ,西南聯大教授伍啟元在 《大公報》發表的一篇文章中 ,指責

工業界人士兼營商業並囤積居奇
笓

。文章刊出後 ,遷川工商聯合會和中國全國

工業協會立即予以駁斥 。他們承認有少數人依恃特殊勢力 ,回積居奇 ,走私漏

稅 ,但是 「正當的工商業 ,大 多數都在困苦艱難中掙扎得幾乎喘不過氣來 。」
33他

們舉了一家公司作為例子 。這家公司資本額為ηU萬元 ,1943年的營業額

為 2,UUU餘萬元 ,利潤高達約 2UU萬元 ,獲利在一般工商業中可稱一流 。但是當

年應繳的所 、利得稅即有η餘萬元 ,另外尚要繳付營業稅和積谷捐 9U萬元 ;印

黃逸峰等 ,前 引書 ,頁 “l。

<所得利得稅簡化稽征),《 大公報》 ,1944年 8月 1U日 。
黃逸峰等 ,前 引書 ,頁 J33。

伍啟元 ,〈 國際貨幣會議與中國〉,《 大公報》 ,1944年 6月 18日 。
遷川工廠聯合會 、中國全國工業協會 ,〈 敬賀伍啟元先生〉,《新華日報》 ,1944年 6

月 14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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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獄時期 大滾方工商業 吝的也進與汗動
.13.

花稅 8萬餘元 ,攤派同盟勝利公債ω餘萬元 、鄉鎮公益儲蓄 也U餘萬元 ,合計

33U∼ 3們 萬元 ,幾達當年利潤額的一倍半 ,而地方上的零碎攤派等尚未包括在內

34。
戰時加稅 ,於世界各國均為常見之事 。抗戰期間 ,直接稅收入中的 SU%均

由西南大後方的工商業者承擔 ,是否因此而使得社會上的所得分配愛得較為平

均 ,值得作進一步的研究 。

ω通貨膨脹政策

戰時國民政府財政困窘 ,為開闢財源 ,乃開徵各種新稅 ,然而以舊有的經濟

結構採用現代化的稅制 ,增收有限 ,舉債的方式也不可能填補戰時的巨額財政赤

字 ,因此只有依賴發行紙幣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 ,國際交通線被封鎖 ,取得外援

不易 ,而且由於原料缺乏 ,工廠無法全部開工 ,日 用必需品緊缺 ,致使物價在加

速飛漲 。國民政府只能再次依賴發行通貨來彌補因物價飛漲而日益擴大的財政赤

字 。但紙幣發行越多 ,物價上漲越快 :物價上漲越快 ,財政赤字越大 。於是國民

政府便陷入了通貨膨脹的惡性循環 。自 19砭 年起 ,鈔票發行額係以成倍的速度

增加 。19親 年為 M4億元 ,比 19班 年增加 珍7.8%;19芻 年為巧4億元 ,比 19親

年增加 119.2%:l蛢4年為 l,B95億元 ,比 19佔 年增加 151.3%;1945年為 lU,319

億元 ,比 1944年增加 “4.5%。 總計 1942-1945年 期間 ,法幣增發共 1U,“8億

元 ,比 1941年底增加了“倍
“

。1945年年初時 ,每一天法幣的發行數額 ,即

等於抗戰初期一年的發行數額
筘 °

通貨膨脹最大的受害者是工人 、農民和軍公教人員 ,主要的受益者則是投機

的商人 、地主和資本家 。至於工礦業者 ,大後方最初的非惡性通貨膨脹和物價上

漲 ,尚具有刺激生產的作用 。由於通貨膨脹使工人工資不斷貶值 ,加以工業產品

價格上漲高於農產品原料價格的上漲 ,使得工礦業者的利潤增加 。不過當通貨膨

脹超過了社會經濟的承受能力 ,對工業生產便造成了嚴重的危害 。首先 ,物價與

生產成本的不斷上漲 ,使企業 「虛盈寅虧」的情況日益嚴重 ,導致大量企業倒

同註 33。

ChangKia-ngau,T乃 εI沌βa6怕刀a〞 凸〞田口rη比 E伊πεKεε加 C力加a,I9J外 Ip:” (cambrmge,

Mass.:MITPress,19SB),pp.5U-57.

笳 〈抗戰時期國民黨政府財政經濟方面的幾個統計數字),收於 《中國現代史參考資料》 ,

第3卷 ,下冊 。

眥畤眻眽畤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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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 。其次 ,由於物價不斷上漲 ,使得企業所需要的流動資金增大 ,無法維持正常

生產 。再者 ,在惡性通貨膨脹的情況下 ,商業投機盛行 ,促使有些產業資本也倒

流入商業投機中 ,而成為 「以商養工」、「以商代工」 ,導致抗戰後期大後方工

業生產的收縮 。最後 ,惡性通貨膨脹造成社會購買力的低落 、市場的急劇縮小 ,

致使工業製品的銷售困難 。因此 ,國民政府在戰時雖曾採取許多獎助民營工礦業

的措施 ,但是均為後期嚴重的通貨膨脹所導致的各種弊端所抵銷 。這是大後方工

礦業衰落的根本原因 。

三 、擺脫困境之道

抗戰期間大後方工商業者在面對這些問題時 ,並非如有些人所說的只能被動

的任人宰割 ,而每多主動的採取各種行動來維護並擴大他們自身的利益 。他們所

採取的行動 ,主要有以下幾種 :

ω建 言

建言是戰時工商界人士為求自身發展 ,擺脫困境所從事的各項活動中最溫和

的一種 。茲以吳樊梅和胡厥文的建言活動為例 ,加以說明 。

沿海地區工廠自內遷重慶後 ,由於通貨膨脹日益嚴重 ,然而一些工礦企業的

固定資產並未隨時重新估價 ,往往距實際情況甚遠 ,導致了 「虛盈實稅」的不合

理狀況 ,使各民營工礦企業不勝負擔 。「鉛筆大王」吳羹梅認為政府如不加改

善 ,將影響戰時工礦業的發展 ,因此於 19砭 年在遷川工廠聯合會第五屆理監事

會上 ,提出了 「工礦業固定資產增值轉作資本」的建議 。

‵ 吳羹梅建議 ,每屆年終結帳 ,應以政府所調查有關固定資產的物價指數為基

準 ,調整工礦業中固定資產的價值 。其增值部份 ,獲予除去折舊後 ,直接轉作資

本 。由於增值轉作資本時 ,增資的利益並非營業利益 ,毋須繳稅 。

此項建議由吳羹梅 、吳蘊初與章乃器聯名在遷川工廠聯合會正式提出 ,於

19芻 年5月 第二屆全國生產會議上通過 ,並制定了實施方案 。至翌年 ,此議案與

其他生產會議通過有關工商界的議案 ,大多仍未見實施 。於是遷川工廠聯合會乃

聯合中國全國工業協會 、中國戰時生產促進會 、西南實業協會 、重慶國貨廠商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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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瑕時期 大浪方工方案吝的也進與汗動 . lε9 .

合會 ,組成了五工業團體聯席會議 ,呼籲政府當局儘速實施第二屆全國生產會議

的各項決議案 。在民間團體的壓力下 ,此議案後又經經濟部 、財政部會擬辦法 ,

復經行政院送請國防最高委員會審批 。但是直至抗戰勝利 ,此項建議仍未能實現

37 
。

1944年 ,財政部又推行利得稅簡化稽征辦法 ,其中對工商界存在的許多具

體情況 ,未能充分考慮 。吳羹梅乃向全國工業協會稅制研究小組建議 :在國家預

算中應規定所得稅的合理數額 ,所得稅對各地區的分配應合理化 :工業與商業應

予區分 ,將其所應納利得稅額分配於各行業 ,再由各行業將應納的稅額分配於各

企業
3s。

以上兩項建言反映了工商企業界的普遍心聲 ,但是均未見政府立予改善 ,工

商界人士的不滿情緒 日益強烈 ,要求民主 、自由的呼聲遂響徹整個大後方 。

19稱 年 5月 ∞ 日 ,吳羹梅在重慶 《憲政》月刊社所舉辦的憲政座談會上 ,抨準

了國民政府的一些現行經濟政策 ,呼領政府應取消統制政策 ,給工業界生產自

由 。他最後並表示 ,要保証工業界現有間題的解決 ,最重要的是政治的民主化及

法治 ,兩者是工業發展絕對必要的條件 ,否則一切均無從談起
3’

。

吳羹梅的發言得到了與會工商界人士的普遍贊同 ,認為是道出了他們共同的

心聲 。但是一次次溫和的建言活動最後均未能改變現狀 ,吳羹梅深受挫折 ,言論

也日益激烈 ,正如他自己所說 :

隨著形勢的不斷發展和一次次努力的失敗 ,我越來越深切地感到政治權利

的爭取之於經濟權利的獲得的重要性 ,感到了僅僅是建議 、要求 ,封於已

病入帝有的國民黨政權實在無濟於事 。此後我的言論也越來越激烈 ,以致

引起了國共雙方的注日。在此會的第二天 ,《新華日報》就刊出了我發言

的主要內容
的

。

5月 舛 日 ,中 國工業協會 、西南實業協會 、遷川工廠聯合會 、國貨廠商聯合

許家駿 、韓淑芳 ,《鉛筆大王—— 兵其梅自述》 ,頁 η-99。

同前註 ,頁 99。

同前註 ,頁 81。

同前註 ,頁 81。

�羕

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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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中國戰時生產促進會等五團體聯合舉行憲政座談會 ,出席會議的有吳蘊初 、

吳羹梅 、章乃器 、潘仰山 、張志讓等百餘位工業界代表 ,他們一致呼籲要求政治

民主 、生產自由 、保障人權 ,並聯名向國民政府提交一份名為 ㄑ解決當前政治經

濟問題方案 >的建議書 。這份建議書由於觸及政府政策與黨內資本的利益 ,而遭

強行扣壓 ,未能公開發表
姐

。此時工商界人士不滿現狀的心理 ,由此可見一

斑 。

°胡厥文與 〈對大局以言 〉

抗戰初期 ,胡厥文將其所經營的新民機器廠遷往重慶 .並於廣西桂林 、湖南

初陽等地創辦機器廠等企業 ,規模均甚大 。19羽 年國軍湘桂大撤退 ,依黔桂路

平日運輸量 ,要將民營廠礦的物資運出 ,並不困難 ,但是由於各方面人事複雜 ,

大家均不聽調度 ,有權勢和金錢者可以將其物資搶先運出
φ ,而一般民營企業

遷至大後方的機器設備 ,卻幾乎被丟棄一空 。胡厥文當時隨著逃難的人群 ,從湖

南經廣西 、貴州 ,輾轉回到重慶 。他認為這次逃難 ,是他 「平生東西丟得最乾淨

的一次」
仍

。據胡氏的估計 ,西南工業遷出的機器 ,衡陽僅有二分之一 ,初陽

十分之六 ,桂林 、柳州約十分之八 ,連同其他各處 ,合計不到一半 。至於抵達貴

陽 、獨山安全地帶者 ,不過百分之一 。如依照當時前方運輸會議決定 ,交通部撥

給民營工廠僅 3U輛汽車 ,每月運輸以百餘噸計 ,共需時 3年 “
。此次慘痛經

驗 ,對胡厥文的打擊甚大 。事後他曾回憶道 :

追次湘桂撤退中 ,使我親身體驗 了國民黨政府的腐敗 ,國 民黨軍隊的無

能 ,以 及民營工廠的悲慘處境
們 °

l1月 18日 ,胡厥文在重慶遷川工廠聯合會會員聚餐會上 ,以悲憤而沈痛的心

情 ,向大家介紹民營工礦撤退的情況 。大家聽了胡氏的介紹後 ,全埸動容 ,大家

深感工業界人士不能只埋首經濟 ,而對時局坐視不聞 。幾經議論 ,大家認為應對

〈大後方民族工紫家要求政府貴行民主〉,《解放日報》 ,上 944年 7月 1U日 。

胡世華等 ,《胡厥文回憶錄》 ,頁 9U。

同前註 ,頁 ω 。

同前註 ,頁 ω 。

同前註 ,頁 9U。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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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段時期 大波方工窟紫 吝的也地興汗動
.19.

國事公開發表主張 。1944年年底 ,中華全國工業協會 、遷川工廠聯合會 、中國

國貨廠商聯合會 、中國西南實業協會 、中國戰時生產促進會等五個團體 ,聯合發

表 <對大局獻言>,提出 1U項政治主張 ,包括儘速實施憲政 ,厲行民治 ,以發

揮天下為公的精神 :厲行監察制度 ,加強法治精神 ,掃除政治上的貪污腐化 ,以

堅人民信任 :掃除中飽 ,整飭軍紀 ;提高士兵待遇 ,並使各軍隊待遇平等 ,以振

士氣 ;免除一切不必要的猜防 ,貫徹官兵合作 、軍民合作的精神 ,團結一致 ,爭

取勝利
巧

。1,們 年元旦 ,他們又聯名發表 ㄑ為轉捩當前局勢獻言>,進一步提

出准許各政黨公開 ,並與各政黨推誠合作 ,切實保障人身 、言論 、出版 、新聞自

由 ,釋放政治犯 ,徵收累進富民捐 ,利用私人外匯以裕國庫 ,防止通貨膨脹等

∞條主張
好

。但是 ,這些工商企業家始終未能形成獨立的政治組織
腮

。

工商界人士的建言活動 ,需要新聞媒體的配合報導 ,方能擴大其影響力 ,而

戰時的官方報紙由於言論尺度甚嚴
妙 ,此類建言活動的消息與內容每多不易見

報 ,只有仰仗民間媒體 ,而一般民間媒體則盼能獲得工商界的財力支持 ,兩者之

間的互動關係可以重慶的 《商務日報》為例 ,加以說明 。戰時財政部所實施的出

口產品統購統銷 .使得古耕虞 、花崇實 、溫少鶴 、張禹九等豬鬑 、桐油 、生絲出

口商的利益受損 ,他們乃利用工商界領袖所組成的 「星五聚餐會」
sU發

表議

論 ,猛烈批評統購統銷政策 。適有 《商務日報》高層人士亦為聚餐會成員 ,遂將

活動內容於該報作詳細報導 。國民政府最後迫於輿論壓力 ,提高了出口商品收購

價格 。

《新華日報》,l辦4年 12月 節 日;〈 星五聚各會〉,收於 :幸紹嗣主持 ,《 中國現代社

回辭典》 ,頁 ●U6。

龍明橋 ,〈 鉛筆大王吳索梅〉,收於 :楊耀健、李宗杰等編 ,《 陪都人物紀卒》 ,頁 l31。

邱錢牧 ,《 中國民主索派史》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 ),頁 142。

Lee-hsia HsuTing, GUV羽用t刀〞 CUKtrU了 Ur‘力ε Pre甜 t刀 拋 比 ma加 a, J9θθ-i969

(cambridge,Mass.:Eastˊ 〝ianReSeafchCent.r,HarvardUn︳ versity,1974),p.132;工 凌

霄 ,《 中國國民索新開政策之研究 (l夗 8-19仍 )》 (台 北 :中 國國民中中央委員會中史委

員會 ,1996年 ),頁 155-156。

星五聚餐會為抗戰後期由重慶市商會、中國工業協會、西南守紫協會、避川二廠聯合會、

國貨廠商聯合會等工商回體的領袖所組成 ,以 聚餐作為主要活動的方式。參閱 :〈 星五聚

餐會〉,收於 :幸紹嗣主編 ,《 中國現代社田辭典 (1919-19妙 )》 ,頁 606。

硈畤硒畤眹眥畤眥畤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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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界領袖在獲得勝利後 ,便更加主動的利用 《商務日報》來對國民政府施

加壓力 。如盧作孚辦民生輪舟合公司 ,軍政部要他運兵運糧 ,但是給的運費不夠成

本 ,由於 《商務日報》的呼嶺 ,迫使有關當局提高運費 。四川內江的糟商和自流

井的鹽商 ,也到重慶向 《商務日報》求助 ;《商務日報》於是幫他們準備名單 ,

召開記者招待會 ,運用輿論壓力 ,迫使政府提高收購價格 。最後 ,連 「四川榨菜

行業 、釀酒廠等幾乎三百六十行 ,行行都來請求 ,要 《商務日報》包打官司 。」
m另

一方面 ,《商務日報》在 194U年代增資時 ,則邀請何北衡 、花崇實 、溫少

鶴 、盧作孚 、吳晉航等企業家投資入股 。這些企業家為了感謝 《商務日報》協助

他們對國民政府施加壓力 ,合理調高生絲 、豬鬃 、桐油 、酸瑊 、鹽 、糖的收購價

格 ,從而賺了一大筆錢 ,也願意出錢投資 《商務日報》
兒 °

日請 願

請願是戰時工商界人士為求自身發展 ,擺脫困境所從事的各項活動中 ,較為

激進的一種 。茲以重慶軍布業者抗議軍需署剝削的請願活動為例 ,加以說明 。

戰時棉紡織業從原料到產品 ,從生產到銷售 ,從產品價格到繳售 、存儲數

量 ,均被嚴密管制 ,紗廠只能從花紗布管制局領棉花交紗 ,布廠只能從花紗布管

制局或軍需署領紗交布
s3。

國民政府對紗 、布的標價 ,也同其他被管制的工業

產品一樣 ,每多無法反映工廠的實際生產成本 、機器設備折舊和合法的利潤 。軍

政部征購的價格更低 ,使承製軍布的工廠虧折嚴重 。例如重慶地區布廠每月可織

軍布 筠,UUU匹 ,每匹實際虧折ηU.7元 ,合計每月虧損 1l,9U7,mU元 ,每年虧折

近141,1U,UU。 元“
。軍需署又常剋扣廠商的工繳 (所付承製的代價),扣罰紗

支 ,引 起業者的不滿 ,1945年 3月 ,重慶即發生軍布 、土布承織戶抗議軍需署

對廠戶剝削與座迫的事件 。

楊培新 ,〈 奪取 《商務日報》),收於 :宋世琦 、顏景政主編 ,《 記者筆下的抗日我
爭》 (JL京 :人民日報出版社 ,19%年 ),頁 a99＿ 的U。

楊培新 ,前引文 ,頁 如2。 另一個企業界人士資助 《商務日報》的例子 ,可 參見 :鄒 以
海 ,(蔡鶴年),《 重慶工商史料》 ,第 8輯 (1992年 ),頁 20U。

徐方略 ,〈 太後方棉荒與紡織紫的危機),《解放日報》,1945年 3月 9日 。
孟憲幸 ,《 中國近代經濟史教程》 ,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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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技時期 人波 方工方║吝的也趙與汗動 .19.

3月 3U日 ,重慶軍布承織戶招待新聞界 ,控訴軍需署所屬第二紡織廠 、第

二織布廠剋扣廠商的工繳 ,扣罰紗支 ,極盡剝削 。如某廠應領工繳 13,UUU元 ,被

扣 4,UUU元 ,但領據仍需索 l3,UUU元 。重慶 13個廠 ,所扣紗量達 S3U∼田U拜 ,值

l,6UU∼ l,7UU元 :而軍需署自管制以來 ,僅吞食工款一項 ,即達加U,UUU,19tlU元 。

同時 ,署方規定工繳每疋 l,3UU元 ,僅敷成本的四分之一 ,為業者認為是政府對

紡織業的最大剝削 。許多重慶的織戶因賠累而倒閉停工 。4月 6日 ,該署第二織

布廠又以缺緯名義收回同茂等 1U廠底紗 ,以致各廠大多停機斷杼 。因此 ,重慶

軍布織戶不得不要求政府增加工繳 ,補足欠紗 ,廢止秘密檢驗 。

4月 3日 ,《商務日報》發表了軍布織戶的談話 ,翌 日 ,軍需署及其所屬第

二紡織廠 、第二織布廠 ,立即於 《掃蕩日報》及 《時事新報》等報紙刊出啟事 ,

並致函該報 ,指軍布織戶和該報為 「公開侮辱政府機關」、「有意淆惑視聽 、破

壞軍需生產」 ,要 「呈請上級機關徹查究辦」 ,並限該報於 3日 內答覆 。此舉激

起了重慶軍布 、土布業和新聞界的憤慨 。軍布業聯誼杜乃再度招待各界 ,並向社

會發出控訴書 ,堅持其要求 。重慶土布業和萬縣 、璧山的軍布織戶也紛紛響應此

一要求 ,並發函件和通電聲援
“

。在軍布業聯誼社的發動組織下 ,重慶 l0U多

家布廠的企業主 ,背負著軍需署發放的 「欠圈短碼」棉紗 ,在蔣中正必經的黃山

公路上集體請願 ,迫使國民政府不得不對此一事件進行調處 ,責成軍需署同軍布

業代表談判解決 。最後軍需署作出讓步 ,同意原發給各承織戶的底紗 ,只收回

1U%,並按官價折交現款 ,不收實物 ,各廠被拘捕人員一律釋放
%,軍

布業者

獲得勝利 。

四與要人建立聯繫

抗戰時期大後方的工商界人士 ,和過去相同 ,常與國民政府要人及地方實力

派廣為聯繫 ,以求支持 。茲以劉鴻生為例 ,予以說明 。

抗戰爆發後 ,財政部長孔祥熙向蔣中正推荐劉鴻生 ,要他在後方建立工業基

<重慶年布織戶抗離國民索軍需署壓迫剝削〉,《解放日報》,1945年 5月 2S日 。
徐崇林 ,〈 中國中小工廠聯合會在重慶),《四川文史資料選輯》 ,第 19輯 ,原 文未
見 ,轉引自:黃逸峰等 ,《 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 ,頁 “9-邱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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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且瀯師藇 大麥歷 史學無  算 27期

地 ,創辦各種工廠 。劉自香港抵達重慶的第二天 ,蔣即予接見 ,除對其犧牲在上

海價值千餘萬元的工礦企業內遷至後方表示嘉勉 ,並允諾償還其千餘萬元的損

失 ,提供資金 、原料 、人員上的援助 。此次會見的消息 ,隨即在重慶的金融界和

工商界傳播開來 ,提高了劉鴻生的聲礜和地位 。劉對於蔣的諾言 ,寄以極高的期

望 。為了繼續保持必要的聯繫 ,他聘請了和侍從室有密切關係的林玉聲 、方車等

人在他的企業中任職 ,並曾多次拜訪並設宴款待侍從室主任陳布雷 ,以加強聯

繫 。據說 ,劉鴻生後來之所以能夠比較順利的在後方辦成一些企業 ,如中國毛紡

織公司 、中國火柴原料公司 、西北洗毛廠 、貴州水泥廠 、蘭州西北毛紡織廠 、建

成水泥廠等 ,均與這種聯繫有關
j’

。

19的 年代 ,劉氏企業由於內遷所受損失 ,資金困窘 。為了解決資金周轉問

題 ,劉鴻生命其子念智奔走於四聯總處和各銀行 ,懇求借貸 ;當時後方工礦業 ,

普遍面臨原料供應不足的問題 ,劉念智則跑工礦調整處和兵工署商請調撥 。聯繫

的重點人物 ,除了高層的主管如愈大維 (兵工署 )、 張麗門 (工礦調整處 )和劉

攻藝 (四聯總處 ),也包括下面的處 、科級幹部 。當時劉念智 「經濟跑街」的工

作尚稱順利 ,一方面固然由於劉鴻生在社會上擁有一定的聲望 ,但是更重要的是

當時國民政府各部部長以及擔任各下級機關 、銀行重要職位者 ,大多是留洋同

學 ,而且多數是 「仁社」 (留學生團體 )社員
兒 °

雖然如此 ,戰時通貨膨脹 ,銀行利息高 ,貸放期限短 ,只能短期借貸 。但是

工業上的資金必須長期投放 ,否則即無法周轉 。為了解決長期投放問題 ,劉氏企

業仍需仰仗財政部長孔祥熙 。於是劉鴻生以總經理身份 ,每逢週一早晨 9時 ,必

定準時前往孔祥熙公館謁見 ,有事報告 ,無事閑聊 ,無非是希望這位 「財神爺」

幫忙解決資金困難問題 。去了幾次以後 ,孔開出條件 ,派說客向劉示意 :I.要劉

出任新成立的火柴煙草專賣局局長一職 ,並要擬出具體辦法及條例 ,保証每年增

加財政收入若干千萬元 。2.劉氏所擁有的中國毛紡織廠和中國火柴原料廠 ,應擴

大股額 ,由政府投資 ,再有不足 ,可由國家銀行貸款 。3.兩廠資產一律按帳面價

值計算 ,不得提價增值 。4.兩廠均改為特種股份有限公司 ,由宋子良擔任董事

劉念智 ,《玄業家劉為生傳咯》 ,頁 91。

劉念智 ,前 引書 ,頁 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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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段時期 大浪方工方#吝的也地與汗動 . 9≧ 1 .

長 ,由宋 、孔合辦的國貨銀行經理擔任總稽核 。J.劉鴻生仍任總經理 ,惟各主要

部門應由宋 、孔派員監督經營 。劉以為條件過苛 ,未予同意 。不料資金周轉日益

困難 ,劉鴻生無法支持下去 ,最後只好接受政府投資 ,並交出行政和財政權 。劉

依孔的條件出任火柴煙草專賣局局長職務 ,成為擴大戰時財源的得力助手 。如

此 ,劉氏企業的資金問題才得以解決 。由於兩廠產品壟斷了整個後方市場 ,每年

均獲得大量利潤 。兩年之內 ,先後在蘭州成立了西北洗毛廠和西北毛紡織廠 ;又

在貴陽設立了氯酸鉀分廠 ,在昆明和海口創建了磷廠 。後二廠並且幾乎每年增

股 ,其中 9U%均 由政府投資
s’

。由此可見 ,即使是政府想要併吞劉氏企業 ,劉

氏企業也可於接受官方投資後 ,提高產能而獲利 ,雙方賓處於互惠的關係 。

戰時大後方的工商界人士雖然與政府要人廣為聯繫 ,但是對中共卻普遍採取

謹慎的態度 。戰時中共對於工商界人士的統戰工作 ,包括幾種方式 。首先 ,南方

局透過各種關係與工商界人士廣泛接觸 ,並支持他們爭取經濟上的民主 ,反對官

僚資本 。194U年 1U月 ,周恩來即曾約請聚興誠銀行經濟研究室主任高興亞談

話 ,希望高能利用自己的有利條件 ,推動西南的資本家聯合 ,與四大家族對抗 ,

至少不被四大家族兼併 ,並且決定先將四川的劉航琛 、盧作孚 、何北衡 、楊粲三

聯合起來 ,再將西南的繆雲台聯合起來 。雖然這個計畫最後並未能成功 ,但是卻

成功的推動了四川地區上列四位企業家的會面 ,並達成協議 ,凡任何一人的企業

在受到四大家族的壓迫而發生危機時 ,大家均會協力合作
ω

。除了經由參加工

商界集會和私人接觸外 ,中共領導人周恩來 、童必武 、葉劍英 、王茗飛等 ,並曾

多次邀請工商界知名人士座談 。經常參加座談的企業領袖包括有劉鴻生 、吳蘊

初 、胡子昂 、胡厥文 、李燭塵 、章乃器 、吳奕梅 、顧耀秋 、康心雲 、余銘玉 、吳

晉航 、盧作孚等
a。

南方局對於一些知名企業 ,更適時給予財務上的援助 。如

范蘇旭東的化工企業中國製瑊公司遷至後方#建新廠 ,新廠建成後可使國內純喊

無需自國外進口 。此時正值物價暴漲 ,製瑊公司嚴重缺乏資金周轉 ,范旭東乃計

劉念智 ,前 引書 ,頁 與.95。

高興亞 ,〈 記周絕理封我的一次談話〉 ,收於 :《 回憶南方局》 (重度 :重慶出版社 ,

1983+) 。

王忠字 ,<論 中共南方局封民族資產階級的統我工作〉,《四川師範大半學報 (社什科學

版 〉》 ,第 m卷 第3期 (1996年 9月 ),頁 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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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國立正瀯師伍大小歷史學球 算 29期

畫自辦銀行 。長期負責中共局區機要財經工作的龔飲冰等人遂與范旭東晤談 ,決

定以中共的營運經費參加建業銀行的嗧建 。1944年春 ,建業銀行成立 ,與飲冰

先任常務童事 ,後來經營困難時任總經理 ,協助范氏企業渡過難關
倪 °

工商界人士在與中共的接觸過程中 ,逐漸對中共產生了良好的印象 ,但是對

他們仍存有戒心 。火柴大王劉鴻生的經歷即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劉一直反對共產

主義
.3,即

使是對左傾的 「進步人士」 ,也是抱持敬而遠之的態度 。每次接到

遷川工廠聯合會的開會通知 ,常是只派代表出席 。他認為該會的胡厥文 、胡子

嬰 、顏耀秋等人均和中共有關係 ,因此應與他們保持距離 ,不要過分介入
“

。

劉鴻生在抗戰期間曾兩度與周恩來會面 ,認為周平易近人 ,完全不似國民無的大

官 。劉曾表示 ,在國民政府中 ,找不到像周那樣偉大的人物 ,可惜他是個共產無

人 。1945年 9月 ,毛澤東至重慶 ,劉也兩度見到毛 ,會面後認為中共真有誠意

要和平 。雖然劉對毛和周均十分推崇 ,但是他對中共仍有戒心 ,認為 「共產無不

會和我們真正交朋友 。」
“

ω回和居奇與進行走私

戰時國民政府所實行的各項經濟統制措施 ,由於收購價格往往偏低 ,加上通

貨膨脹嚴重 ,工商業者為求自保 ,每多採取囤積居奇或進行走私貿易 ,以為因

應 。

以專賣事業為例 ,由於實施專賣之初 ,專賣品生產成本與收購價格之間的矛

盾 ,使得黑市問題嚴重 。為求擬訂合理價格 ,專賣機關乃結合同業公會 、合作社

等組織 ,共同組成評價委員會 ,擬定收購價格 ,但是由於戰時各同業公會組織不

健全 ,價格的訂定往往僅操之於一 、二人之手 ,或取決於專賣機關 :同時 ,由於

技術複雜程度不一 .廠商的生產成本高低差異頗大 ,故評價委員會所評定的收購

價格 ,時常遭受質疑 。

貴華興 ,ㄑ 我所知道的其飲冰與建紫銀行〉,《文史資料選輯>,第 sB輯 。
劉念智 ,前引古 ,頁 llU.

劉念智 ,〈 抗我時期劉氏企紫避川經過和從抗我勝利到全國解放的劉為生),《 文史資
料選輯》 ,第 “輯 (198U年 2月 ),頁 183。

劉念智 ,前引古 ,頁 1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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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技時期 大波方工方市眷的也地其汗功

以火柴專更來說 ,自 1942年開始寅施後 ,重慶部份火柴商陸紋停業 ,停業

的原因 ,業者以為是專價格過低 ,加上種種限制 ,不致生產成本 。也有的火柴製

造商將所生產的火柴藏匿短報 ,造成供應短缺 ,價格超過專買公司所訂價格 ,黑

市於是形成 。菸類專更也有類似的情況 。廠商製造生產 ,所得合法利潤僅為η%
,尚不及中間商 (承銷商與零售商 )有 筠%合法利潤 ,因此許多業者遂將菸類

囤積 ,至黑市銷售 ,以獲得較大利潤 。食糖方面 ,專賈局核定的收購便格 ,

1942年每萬斤為 1,%U∼ 2,05U元 ,僅及成本而已 ;1943年 ,收購價格則僅及成本

的 99%,而同期糖的銷售價格卻上漲了m%,使 糖商不願生產 ,而黑市卻頗為

猖獗 。加以自海運斷絕後 ,汽油來源缺乏 。酒精為汽油的主要代用品 ,糖類則係

酒精的最佳原料 。戰時酒精製造工廠大增 ,需大量收購食糖 ,更造成黑市的猖獗
66 °

戰時大後方統制貿易下所訂的收購價格 ,有時比淪陷區低出甚多 ,而且不准

自由運銷 。於是或因價差 ,或因銷路受阻 ,或因地方政府無力收購 ,均辛致走私

的盛行
θ

。走私者所運的貨品 ,由淪陷區內運的物資以棉織品 、樂品 、五金製

品 、鹽 、糖 、鴉片毒品為大宗 ;從大後方運出者 ,則主要是各地土產 ,如米粗 、

豬嫌 、桐油和樟油
.B。

國民政府實施經濟封鎖 ,施行查禁走私的工作 ,然而為了獲取必需資源 ,在

現實上又容許供軍需民用的日貨仍可運入後方 。財政部也在 1939年 6月 對禁運

條例物品項目中的原料和民生必需品限制加以放寬 ,只查禁奢侈品和半奢侈品 。

至 19們 年 ,正式開始寅施以走私方式搶購淪陷區物資的方案
.’

。據統計 ,抗戰

期間走私貿易總額 ,應不少於 15U億元
’U。

詳見 :何思瞇 ,《抗我時期的年女卒紫》 ,頁 “9-542。

林共系i,〈 抗我時期的走私活動與走私市鎮 >,收於 :紀念七七抗我六十週年李行研討

令符備委貝令南 ,《紀念七七抗我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玲文年》 (台 北 :田 史仿 ,1998

年 ),頁 茄3。

林共莉 ,前 引文 ,頁 ”l-”2。

林共莉 ,〈 抗我時期國民政府對走私弭易的應封持施),《史原》,第 1S期 (1991年 6

月) ,頁 237-238。

林美莉,(抗我時期的走私活動與走私市鎮),頁 S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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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漏稅 、欠繳稅款與官民衝突

商人為抗戰時期後方直接稅的主要課徵對象 ,為謀較高利潤 ,逃漏稅的情況

頗為普遍 。逃稅之風盛行的原因 ,在於稅捐的繁重 。繁則辦理不易 ,費用加多 ,

狡黯者不得不走逃稅一途 。至於重則因利益攸關 ,負擔既重 ,獲利無幾 ,於是偽

造假帳 ,乃成必然之勢 。漏稅一般可分為三種 :i.官吏失職而漏稅者 。2.因政府

規定易貨物資收購價格太低 ,而偷運逃稅者 。3.政府官吏假借勢力予以免稅者
71。

逃稅通常採取的方式 ,即是設立有系統的假帳 ,以應付稅局的稽徵 。二本

帳各自成為一個系統 ,且能直接在本企業範圍內發生來往關係 ,以便集中轉帳 。

設置暗帳的方法包括有 :I.將原料 、物料按照到達時或消耗時平價計算 。2將資

本支出列於費用支出 ,使固定資產隱藏於支出中 。3.將原料使用量增加 。召.將銷

售產品的價格減少 。5.將存貨保險 。總而言之 ,在各方面加大企業成本 ,隱藏利

折匎
’2 

。

除了偷漏稅外 ,有的商人根本採取欠繳稅款的方式因應國民政府的高稅政

策 。例如四川巴縣的酢戶王嘺生和銅梁北郭鄉酢戶彭敬修 ,自糖類改辦總稅徵實

後 ,原有前川康區食糖專賣局 ,於專賣期內各糖商有欠繳差額者雖經催繳 ,惟糖

商以未享受提價利潤 ,致無力補繳應之
’3。

戰時財源的器措 ,除正常稅賦外 ,苛雜攤派尤為縣市地方財政的特徵。苛雜

既多 ,不免百弊叢生 ,有因此而釀成殺人、罷市、暴動者。此種情形 ,在戰時大

後方甚為普遍 。僅就四川一省而言 ,樂山縣有對雞蛋等細物就地抽稅 ,致殺人、

傷命、罷市者。成都實施營業稅時 ,曾一度激成罷市風潮
π ;新津縣也有商民

抗拒苛稅 ,而搗毀直稅局的情事發生
’s。

值得注意的是 ,商民在採取激烈的抗

候坤宏 ,〈 抗我時期的地方財政〉,收於 :紇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年備委員會
編 ,《紀念七七抗我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年》 ,頁 犯U。

黃逸峰等 ,《 當中國民族資產階級》 ,頁 SS2。

候坤宏 ,〈 抗我時期的地方財政〉,頁 鬼l。

候坤宏 ,〈 由緝私到暴動一一 民國三十三年四川江油縣中埧鎮 「三二八」事件〉,收

於 :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鋒備委員會編 ,《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台 北 :近代史學會,199U年 ),頁 391-392。

《商紫志》編寫小組 ,〈 抗拒苛稅商民搗毀直稅局〉,《 新津文史料選輯》 ,第 2輯
(19“ 年 12月 ),頁 妙-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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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瑕時期 大滾方工方葉吝的也地與汗動
. 25 .

爭手段後 ,其訴求反常能為政府所接受 。

ω請求政府接辦或合資經營

一些私人企業在面臨困難的環境下 ,如難以繼續支撐而瀕於破產之際 ,常主

動申請由政府接辦 。如 19姐 年人和鋼鐵冶煉股份有限公司因銷路呆滯 ,兵工署

方面價格低廉難維成本 ,而糧價又日益高漲 ,工資激增 ,經濟窘迫 ,難以為繼 ,

因此要求轉讓給資源委員會 。資委會在經過調查後 ,同廠方談判 ,後於 1944年

訂定買賣全部設備與資產的合約 。又如龍章紙廠由滬遷川後 ,於 19們 年2月 正

式開工 ,但時感資金周轉不靈之苦 ,雖經經濟部工礦調整處及四行貸款協助 ,仍

未脫離困境 ,廠方無意繼續經營 ,乃讓予中央銀行 ,由中央信託局接辦改組 ,但

大部份人事一切照舊 。內部行政與技術人員既無重大變動 ,而資金運用立見靈活

的情況下 ,業務於是日漸改善
’.。

也有的私人企業在面臨經營困難時 ,願意和資源委員會合資經營 ,希望能利

用資委會所擁有的機械設備和大量技術人員 ,擺脫自身的困境 。天府煤礦即為一

例 。該礦區位於嘉陵江以北 ,煤儲量居四川第一 ,因開採日久 ,暴陳於地面的露

天煤幾乎開採殆盡 ,而地下層的煤則因缺乏機械和動力設備無法開採 ,以致生產

萎縮 ,企業虧損甚大 。企業主盧作孚深知要擺脫困境 ,非具有現代設備 ,採取憐

器生產不可 ,由於無力賽措資金 、設備與技術 ,只有勉強維持現狀 。抗戰爆發

後 ,河南焦作中福煤礦的大批礦用機械和技術人員 ,在孫越崎的帶領下撤至後

方 ,盧作孚遂主動與資委會和中福公司合組天府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所有經營管

理事宜全由資委會派人負責 。孫越崎任總經理 ,董事長蘆作孚不捧手管理事務

’7。
經過一番整頓 ,天府煤礦竟發展成為大後方產量最大的煤礦公司 。抗戰勝

利後 ,資委會退出天府煤礦 ,19伯 年時僅佔其資本額的 5.“%,川省府佔 2.“%
,商股佔 91.ω%’s,仍

為私營企業 。

ㄒ日初、沈祖煒 ,〈 論抗日戰爭時期的國家資本〉,《 民國檔發》,1986年 4月 ,頁 S9。

都左撰等 ,《 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 史玄與評價》 ,頁 也U-也 l。

〈天府煤發公司〉,收於 :中 國第二歷史檔索館 《中國抗日我爭大肆典》馬寫組福 ,《 中

國抗日戰爭大辭典》 (武漢 :湖 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 ),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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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例子顯示 ,對於工商界人士來說 ,與其讓企業在戰時的惡劣環境中掙

扎或垮台 ,還不如讓政府介入 ,甚至收購續辦 ,或可脫離困境 ,起死回生 。因

此 ,政府對私營企業的接辦或加入股份 ,常是出於私營企業的請求 ,不能簡單的

以 「吞併」一詞加以概括 。

結 論

抗戰時期 ,大後方國民所得的分配情況變化甚大。194U年以前 ,軍公教人

員、農民、地主的所得呈減退狀態 ,減少之數 ,小部份歸工人所有 ,大部份則為

廠磺負責人與商人所取得 。194U年以後 ,軍公教人員 、工人以及廠礦負責人的

所得呈減退狀態 ,減少之數 ,小部份為農民所有 ,大部份則為地主與商人所瓜分
79 

°

從客觀事文上看 ,戰時工商業者 (尤其是商人 )的所得 ,要較其他行業為

高 ;不過在主觀上他們也普遍的為資金 、原料 、器材的缺乏與政府的經濟統制政

策所苦惱 。面對這些問題 ,他們主動的採取各種行動來維護並擴大他們自身的利

益 。他們所採取的行動 ,從溫和的集會建言請願
j與

要人建立聯繫 ,進行關說 ,

到為法律所不能容的回積居奇 ,進行走私 、逃漏稅 、欠繳稅款 ,甚至與官府發生

衝突 。這些因應之道雖然大多並非新鮮事務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工商業者的訴

求有由經濟自由轉為政治民主的趨勢 ,而他們的政治態度也有逐漸疏離的現象 。

抗戰爆發之初 ,大後方的工商業者 ,尤其是隨廠內遷的實業家 ,大多具有相

當程度的抗日愛國心理 ,並將抗戰的希望寄託於國民政府 。但是各種經濟統制措

施 ,卻使得首當其衝的工商業者對政府逐漸產生不滿 。周恩來曾說 :「 在 1941

年只有文化教育界靠攏我們 ,1945年民族資產階級也靠攏我們了 。」
sU事

賓
上 ,直至抗戰結束 ,資本家中間雖已有部份轉為左傾 ,但是多數對於中共仍抱持

疑懽態度 。不過 ,由於戰時國共合作 ,工商業者在與中共人士與左派報刊接觸

後 ,對於國民政府各項政策與措施的不滿 ,則是逐漸的加深 .1945年 也月 ,以

工商界人士為主體的政治組織—— 中國民主建國會 ,即是在這種氣氛中成立 。

99 朱濟清 ,〈 通肯膨服共產紫經濟 )

月),頁 47-48。

,《 資源委員會手刊》 ,第 5卷 第4期 (1995年 12

BU 中田歷史博物件佛 ,《紀念用思來繐理文物選品》 (北京 :文物出版社,19η 年),頁
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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