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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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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川康建设期成会是国民参政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它曾组织了著名的川康建设视察团，提出了至今

仍有借鉴意义的川康建设方案，受到各方的重视和好评。 它还在川康各地设置了办事处，以督促川康的各项建设

事宜。 对川康建设期成会作专题研究，既可以进一步揭示抗战时期川康建设的真实情形，更能加深我们对国民参

政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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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一个重要咨

询机关，一直是近代史研究的热点。 但令人遗憾的

是，国民参政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川康建

设期成会竟至今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似没有一篇

专题论文予以论述。
其实，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上，议长

蒋介石就明确提出：“川康建设期成会，是本会实际

贡献国家的一种重要工作。 对于川康建设方案的实

行，和期成会已得的成绩，要请郑重审察，加紧督促，
来完成我们抗战重要根据地的建设，以为一切建设

示范。” ［１］６６０－６６１在第二届第一次大会上，国防最高委

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又说：“最足使吾人回忆者，第一

届参政会同人对于促进国家政治经济建设之实际贡

献，至为伟大。 即以川康建设期成会而言，举凡今日

川康两省禁烟剿匪成绩，以及其他政治经济之进步，
大都皆由期成会同人亲赴各地，不避艰苦，实心实力

协助政府推行之结果。” ［２］８４０１９４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中
央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第一届第二次大会设置川

康建设期成会之决议，对于建设后方，开发西北，裨
益甚多。” ［２］１００４因此，对于如此重要的川康建设期成

会作专题研究，既可以进一步明瞭抗战时期川康建

设的真实情形，更能加深我们对国民参政会的认识。
一　 川康建设期成会的成立与川康建设视察团

自 １９３８ 年武汉失守后，西南各省遂一跃而为全

国军事政治经济之重心，“自国府西迁以后，沿海沿

江若干省区大都陷入战区，过去若干工业中心、经济

繁盛地带既经被暴敌摧毁，因此西南诸省如湖南、四
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在人力财力物力之供

应上，实居于最主要之地位，抗战能否持久，须视西

南经济能否积极建设”①。
川康两省作为政府所在，“国危川危，川安国

安”，因此“从便利、安全、可能、必要种种方面说，都
应该主张以川康建设为中心的核心建设论，而反对

其他或大或小的核心建设论及后方普遍建设论”②。
事实上，国民政府也正是将川康作为大后方建设的

中心，作为国家复兴的根据地进行建设的。
在这种背景下，第一届国民参政会议长蒋介石

于第三次大会时提议，组织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

成会（以下简称期成会），由期成会组成川康建设访

视团，分赴川康各地视察，并根据视察情况，拟定川

康建设方案，建议政府采纳施行。 １９３９ 年 ２ 月 １７
日，大会决议通过这项提议，只是将川康建设访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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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称川康建设视察团。
１９３９ 年 ３ 月 ２ 日，蒋介石核定的《川康建设期

成会及视察团组织大要》规定：川康建设期成会，由
议长指定参政员 １１—１５ 人组成，期成会以议长为会

长，期成会的任务为督促政府推进川康建设，以增强

抗战及建国的力量。 期成会由蒋介石选定会员，由
邵从恩、张澜、李璜、曾琦、黄炎培、梁漱溟、晏阳初、
吴玉章、陈豹隐、胡景伊、范锐、杨端六、高惜冰、许孝

炎等 １４ 人组成。
１９３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由议长蒋介石核定的川康

建设视察团分五组出发视察，李璜为团长，黄炎培为

副团长。 各组成员为：第一组（东路），褚辅成（组
长）、光升、张剑鸣、邓飞黄和胡景伊，邓、胡二人请

假未参加视察；第二组（南路），黄炎培（组长）、冷
遹、林虎、王志莘，王志莘请假未参加视察；第三组

（西路），高惜冰（组长）、余家菊、杨子毅、黄宇人，黄
宇人请假未参加视察；第四组（北路），张澜（组长）、
马亮、章伯钧、刘叔模，刘叔模请假未参加视察；第五

组（西康），莫德惠（组长）、王近信、姚仲良、奚伦。
此外，行政院、经济部、教育部、财政部、内政部、交通

部、委员长成都行辕、全国商会联合会、禁烟督察处、
农产促进会、资源委员会的干部和专家随同协助视

察③。
可以看出，期成会和视察团的主要成员都是地

方名流或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 其中，邵从恩、张
澜、陈豹隐、胡景伊四人是四川的有名望或有实力的

人物，李璜、曾琦、余家菊是青年党领袖，黄炎培、冷
遹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主要代表，梁漱溟、晏阳初是

乡村建设派的代表人物，章伯钧是中华民族解放行

动委员会（第三党）的重要成员。 而且，黄炎培于

１９３６ 年 １ 月至 ５ 月初即赴四川考察过。 当时黄炎

培从上海乘船溯江而上，入川境后，一路所见，灾民

饿殍，其状惨不忍睹，地方政府治理无方，唯以盘剥

百姓为业。 黄炎培返沪后，连续撰文报导川行见闻，
先后刊载于《国讯》杂志，引起社会的极大反响，后
又将这些文章汇集成《蜀道》一书出版。

视察内容包括五个方面：吏治，即用人标准及程

序，有无冗员或缺员，贪污及违法事件，推行倡导要

政等；兵役，即法令推行情况，民间所受影响，困难之

点何在，舞弊情形如何等；治安，即匪患之原因何在，
剿抚之办法如何，维持治安之方法，治安机关与人事

等；民生，即赋税征收情况，租率与息率，禁烟与禁

毒，人民生计概况等；经济建设，即工厂计划实施状

况，水陆交通状况，农贷合作状况，种植林矿畜牧状

况，其他地方特产状况，其他慰问事项及特殊问题

（如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等。
视察方法有五种：第一为观察，“凡具体事实，

皆躬亲审视明白”；第二为会谈，或与行政人员、或
与地方人士，集合谈话，听取各方之见解，“惟与行

政人员会谈，及地方人士会谈，必然分别举行，以免

互有顾虑”；第三为访问，或邀请有资望信用之人

士，为个别之谈话，“或以隐密之方式，为侦询之探

访，总期不受蒙蔽，得明真象”；第四为阅卷，“文卷

为行政之实录，凡与视察任务有关之最近文卷，一概

调取查阅。 遇有隐匿疑窦时，更调阅收发文总簿查

对”；第五为填表，“财政，兵役，吏治，经济建设，治
安，教育诸大端，皆制有表格，每至一县，必促令克日

分别填明交还， 未至之县， 则寄表嘱令填明交

还” ［３］２３７－２３８。
视察团前后“历时百有余日，经地百有余县”，

于 ７ 月下旬视察完毕返回重庆，编成 ９０ 余万字的

《川康建设视察团报告书》，并由川康建设期成会根

据该报告书制成《川康建设方案》。 在第一届第四

次会议上，《川康建设方案》受到了各方的高度重

视，并由议长蒋介石提付大会决议通过。
蒋介石认为：“当前最切要的几件事”是：集中

人才，建设后方；加强军事，争取胜利和注意国际形

势，推进战时外交。 “讲到后方建设，当然任何省份

都是同样的重要，但凡事应有一个重点，我们开始建

设区域，应该是在西北与西南各省，而川康为西北西

南的中心地区，更为重要。 我们上一次开会的时候，
决定设立川康建设期成会，同时组织川康建设视察

团。 这几个月来，各位参政员同人不惮溽暑，不辞跋

涉，遍历川康各地，一面考察，一面宣传，对地方政府

和民众给予莫大的鼓舞，同时搜集了许多很切实丰

富的材料，怎么样利用这个宝贵的收获来推进我们

后方的建设，是此大会所要特别讨论的一个主题。
诸位要尽量贡献，我相信政府必能充分采纳” ［１］５５１。
副议长张伯苓认为，在抗战建国进行中，后方建设非

常重要，尤以川康建设关系重大，“希望在大会中详

细研究（川康建设方案），得到一些结果，贡献政府，
作为实施川康建设的根据”。 中共参政员董必武也

认为，川康建设等问题是“第四次参政会必须注重

的问题” ［１］５２０，５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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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川康建设方案

川康建设期成会自称所编制的《川康建设方

案》“凡所提出之问题，悉由实地视察所发现。 凡所

主张之方法，悉本事实所要求”，因此值得认真重

视。 原方案分为行政组织、兵役、治安、财政民生、经
济建设、禁烟、教育、夷务、边区司法九部分，其中

“尤以行政组织、财政民生、经济建设三部分为推行

之枢纽。 前一部分所以负政事推行之责，后二部分

所以立民生国计之方，而前者尤为重要”。 各行政

事项均与地方自治互为表里，“自治立有基础，则烟

毒易禁，不良团体之组织自然淘汰，盗匪自然少，一
切教养建设，易于推行，故自治组织，实为先务中之

先务” ［４］。 下面择要予以引述和分析④。
第一，行政组织部分。 最重要的建议是“改划

四川省区、川康两省行政督察专员区及缩小县治，添
设县治”。 因为四川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允宜缩

小省区，添设省治，方为改革行政机构，提高行政效

率治本之道”。 可以将四川辟为三省：以川西全部，
及川北涪江流域之第十二行政区，嘉陵江流域之第

十四行政区各县划为一省，省治成都；以川东全部，
及川北巴河流域之第十五行政区，嘉陵江流域之第

十一行政区各县，划为一省，省治重庆；以川南全部

各县，划为一省，省治叙府（今宜宾———引者注）。
但因改划省区、添设省治，绝非短期内所能完成，因
此又筹划了五条治标之法，即酌量裁并行政督察专

员区、扩大专员公署组织、提高专员职权、改组乡镇

和添设县治。 为了增进行政效率，县行政系统应加

以调整，县政府组织亟应充实，县行政费应予增加，
县长职权应相应扩大，县长之奖惩应以切实考核之

功过为根据，并应赶速成立参议会，以为县政之监察

机关。 同时，乡镇区域应酌量加以扩并，乡镇公所之

组织应充实，职权应提高。 乡镇长（联保主任）制应

维持，以乡镇民大会为乡权力机关，首事会为决议及

设计机关，乡镇公所（联保主任办事处）为执行机

关，并确定保甲为乡镇之编制。
第二，兵役部分。 川康属于战时兵员补充大省，

但役政却“弊害丛生”。 改善办法有：法令务须简单

明白，切合实际，且勿轻易更改，“使人迷乱，罔所适

从”；户口调查，必须详确；兵役宣传，必须普遍；事
前筹备，事后统制，必须严密周至。 而且，要改善壮

丁入营后的待遇，“使其得到安适”，“如衣则应时更

换，以免夏棉冬单，妨害健康，食必能饱，伙食费应按

当地生活程度，酌量增加，住处尤须注意，使合卫生；
官长亦须以和平忍耐之态度对待，严禁滥用威权，动
加打骂”。 此外，为了落实对家属的优待，应设法保

证各县之优待费，如不足，应由中央拨款补助；发放

优待费时，亦应免除不合理的繁琐手续；并请军政部

通令各军队，遇有官兵阵亡，“应即查明籍贯报部，
转饬县政府发给恤金”。 为了防止逃避兵役，应由

省府通令改订保甲长年龄，以年满 ３５ 岁以上之公正

人士担任，适龄壮丁不得充任保甲长；凡路局、船舶

公司、矿场、盐场、工场，不论官营私营，不准新招 ３５
岁以下壮丁为工人，但经主管机关查明确为该场或

厂不可缺乏的技术工人，得分期予以缓役待遇；通令

各市县，凡及龄壮丁因事离县超过 １０ 日以上者，应
持政府发给的通行证。

第三，治安部分。 对于四川省“几乎无县无匪”
的情况，期成会提出的治本办法有：开发各地实业，
以裕生产；举办轻息贷款或无息贷款，以救济小贸、
小手工业、小佃农等之失业；推广民众教育，使一般

“乡愚”得到国民常识及科学常识，免为“教匪”所骗

诱；厉行国民月会，注重教化，凡不服保甲管教之人，
严行纠正之，养成善良风气，使皆以犯法为匪为耻；
并努力充实地方自卫力量。 治标办法则有：取缔社

会不良团体，严厉禁止哥老会非法行动，并严令官吏

与党国不得与之联络，免助长其声势，制止扇子队、
金山寺、松杉等教匪及国民自强社、月日品评会等不

良社会团体的蔓延；凡与邻县交界，及进入邻县地

方，匪徒最易逃匿，应奖励（县长）越境追剿，严惩推

诿责任；严行禁止招匪成军，或编入保安团自卫队；
凡受招抚准其自新之匪，须规定期间，令其尽数缴

械，其不尽数缴械者，绝不许自新，自新后如查出有

藏匿枪支，应处以死刑，方足以塞匪路；凡自新之匪，
除老病者及幼童外，须尽数编送前方抗敌，其家属仍

照优待条例办理，其不赴前方抗敌者，须由保甲严格

监视其行动。
第四，财政民生部分。 首先应确立三大原则：寓

民生政策于财政政策之中，即地方财政之不当只顾

财政，而当兼顾财政政策所能直接影响之民生；应使

财政政策含有奖进或保护农工商业之意，即财政政

策应含有经济政策之意，以期税源得以充实，“人民

乐于捐输”；应使财政政策与货币金融政策同时并

进，即应使财政政策与货币金融政策打成一片，以财

政运用货币金融政策，同时以货币金融事业推行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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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政策。 具体方法则有：实行会计独立；切实实行地

方预算制度；从速举办土地陈报和田亩面积清丈；应
彻底禁止保甲派款；添设银行支行，厉行贷款；取缔

高利贷，普设合作社，等等。
第五，经济建设部分。 川康之经济建设作为全

国经济建设中心，自需高度重视。 期成会提出的方

案主要有：中央应筹设一个统筹全局的机构，一切设

施听其统率而作最后决定；调整现时统制制度，以免

由各行政机关分别举办，导致机关林立、律令纷歧，
人民莫知所从；添置或浚深水利设施，改进农家畜

牧，尽力提高农业畜牧副业；至于妨碍合作事业发展

各因素，如“长项债务”、“课营业税”与土劣包揽诸

弊端，尤应彻底革除，等等。
第六，禁烟禁毒部分。 改善办法有：健全禁烟禁

毒之机构，由中央特派大员为禁政督办，或即恢复总

监部，负责督饬进行，以一事权而专责成；厉行中央

颁订的禁烟禁毒法令，关于禁种、禁吸、禁运、禁售以

及禁毒等事，凡中央已颁行的各种法令，均须严厉执

行，不得阳奉阴违，或假公济私，违者尽法以惩；中央

统收烟土应宣布用途，应使民众了然政府禁烟的决

心，所收存土分期当众焚毁，至其他征取于禁烟的各

项税收，应用于戒烟方面，不得移作别用；提高各县

公正士绅监督禁政之权，加强各县禁烟委员会的工

作，使官吏有所畏惧，不敢舞弊营私。
第七，教育部分。 改善办法有：完善和充实县教

育行政机构，县教育经费应确实专账保管，并须公开

账目；提高小学教师待遇，最低限度亦须能维持其生

活；确定任用资格及奖惩标准；切实培植师资，利用

寒暑假调训现任教师并登记战区教师，或于各县初

中附设简易师范班。 至于社会教育，则应改善课材，
将抗战以来可歌可泣而又含有最强烈刺激性的教

材，并将现行重要法令亦摘要编入，印发各县，以之

教授民众；对就学民众，除不征费、供给课本外，笔墨

费亦应予以补助，以资鼓励。 至于边民特殊教育，为
了因地制宜，并与开发生产计划相配合，应该采用的

办法有：一、多设短期小学于土著聚居地区，俾学生

就近入学，其教师须以当地语言教学；二、编辑特殊

教材，各将其特殊故事及思想习俗，有足鼓励者，或
须改善者，参以今日国民应有的基本常识，编作当地

土语歌曲，用作教材，使学生易于领会及记忆，“则
其收效必宏”。 更制定粗浅汉语文课程（如我国人

初习外国语所用者），专以记账（应参以加减算术）

预售为目的。 至对于当地农牧缺点的改进，及当地

土质气候，宜于增植何种农产品，或增牧何种畜类，
将其可能理由，及其普通技术，用通俗文字编作课

程，于授课时，由教师解意教授，以增加农牧生产，改
进农牧技能，等等。

第八，“夷务”部分。 期成会指出：夷区之一切

设施，应适合夷人环境需要，并多方引导，使与社会

发生联系，“于无形之中，收教化之效，方为久远根

本之图”。 启发其普通常识，增进其对政府的信仰，
树立其经济基础，提高其经济生活，使其与汉人合成

一经济联系，共同活动于各地市场，“则利害一致，
休戚同关，不独可以免乱，且足以共同防乱”。 对于

民族固有的生活习惯，“不妨听其自由保存，不须急

急改善，致起反感，将来诚信既孚，一切自易改进”；
对初设治的“夷区”，只可征取低微税率，切不宜遽

征重税，而一切苛繁杂捐绝不可有；“夷区归化后，
宜切实提倡汉夷一家，不论何种何族，凡有烧杀掳掠

行为，皆为法律所不许，凡安分守法者，皆受保护”。
第九，川康边区司法部分。 方案指出：“方今边

区害民之政，实以司法事件为最，县治窎远，无论控

诉与审理，均感不易，民情复杂，欲求公断而持平，弥
觉困难。”改善办法有治本和治标两种。 治本办法

为：（一）制定适合康倮民情的特别法规；（二）用康

倮文字翻译实用法典，俾康人、倮人深知法律究为何

物，庶几可以减少若干无谓之纠纷；（三）向康、倮、
汉人普遍宣传法律常识。

上述方案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大会表决

时，基本上是原案通过，只是教育部分补充了如下意

见：县教育经费，应力谋充实；中等教育应注重养成

职业技能，使与其他经济建设所需人才有密切联系；
推行边民教育，应尽先设置边疆师范学校，培养边疆

教师，“并赋以研究边民风俗习尚之职责，以为施教

之依据”。 最后，期成会还特别声明：“本案以川康

建设为目标，然案中所主张之办法，与所根据之实

事，不尽为川康所独有，政府如认为一般省份亦有采

行之必要，希望施行时不以川康为限。”明确希望政

府将此建设方案推广于其他省份。 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 ７
日，《大公报》评论指出：“川康建设有成，则各省皆

易于效法”，“川康之人，不可误谓此属川康地方之

建设，只须川康自负其责；川康以外之人，亦不可误

谓此非国家整个之建设，毋须全国国民负责” ［４］。
１０ 月 ３０ 日，《中央日报》社论又指出，川康两省的建

４３１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设关系到国家的存亡荣辱，“全国上下必须共同戮

力，以期其必成” ［５］。
三　 期成会的后续工作

１９４０ 年，期成会曾自陈：“本会之设立，系以根

据川康建设方案。”事实是先有期成会，在期成会的

基础上组织视察团，然后根据视察结果拟定川康建

设方案，为了使方案得到执行和落实，期成会得以继

续设立并不断完善。
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蒋介石核定的《国民参政

会川康建设期成会组织规则》规定：为办理经常设

计，建议、视察与考核各种工作，并期督促有效起见，
川康建设期成会在四川省的成都、泸县、阆中、万县

设四个办事处，在西康省的雅安、西昌分设二办事处

（但西昌办事处得斟酌情形暂缓设立），由议长指定

参政员 ２５—３０ 人为会员，并由议长指定其中 ７ 人为

常务会员，负责办理一切会务；为推进工作效能起

见，特设顾问会员 １０ 人（四川 ７ 人、西康 ３ 人），所有

顾问会员，由议长就川康两省参议会参议员及两省

绅耆中聘任；本会举行各种会议，得因必要，邀请中

央或地方各有关机关负责人或其代表列席报告有关

事项；本会各办事处经费，由议长提请政府核拨，并
由参政会秘书处统领转发，统办报销。 并明确指出：
“本会任务，为督促政府推进川康政治经济各项建

设，并负设计建议及视察与考核之责，以增强抗战建

国之力量，所有设计与建议以及视察与考核之结果，
由本会请议长咨请政府决行。”⑤

相应地，期成会会员在 ３ 月份的基础上增加 １５
人，变成 ２９ 人，除了参加视察的团员都加入外，还新

增了沈钧儒和王造时两人。 常务会员为邵从恩（兼
召集人）、李璜、张澜、黄炎培、褚辅成、莫德惠、林虎

７ 人，顾问会员有李伯申、黄肃方、梁叔子、曾子玉、
尹仲锡、魏时珍、徐深甫、谭创之、蒋肇成等。 各办事

处主任分别为万县褚辅成、泸县黄炎培、成都李璜、
阆中张澜、雅安林虎。 １１ 月 １ 日，期成会秘书处成

立，由国民参政会秘书处主任雷震兼任主任秘书⑥。
１９３９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第一次常务会议在成都

举行，除林虎外，其他常务会员以及顾问会员李伯

申、黄肃方、曾子玉、徐深甫、魏时珍都参加了会议，
蒋介石也特派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参加。 列席

会议的有国民党四川省党部黄季陆，川康绥靖主任

邓锡候、副主任潘文华，四川省府委员贺国光，西康

省政府主席刘文辉等党政军首长，四川省民政厅长

胡次威、财政厅长甘绩镛、教育厅长郭有守、建设厅

长陈筑山以及 １４ 位行政督察专员。 会上，王世杰、
各党政军首长、各厅处长及各专员都作了报告，讨论

议决“关于治安目前亟待实施办法者七项，关于禁

烟禁毒者目前亟待实施办法者八项（后又补充两

项），并通过本会各办事处办事细则十七条”。
１９４０ 年 ３ 月 １６—１９ 日和 １９４０ 年 １０ 月 ７—９

日，在成都分别举行了第二次常务会议和第三次常

务会议。 其中，第二次会议“除听取各专员报告暨

省府当局说明外，共计讨论决议提案二十二件，计关

于禁烟者五件，关于剿匪者三件，关于兵役暨征工者

五件，关于会务者三件，关于其他方面者六件”⑦。
在第三次会议上，“各办事处主任对于最近数月以

来工作情形及感想作了极详尽的报告，并对于军政

各方面之施政状况有所询问，军政首长及各厅处局

长除对于最近施政状况有所说明外，并对于询问各

点，分别答复，末讨论并决议提案三件”⑧。
１９４０ 年 ３ 月和 １０ 月，成都办事处的工作报告，

为我们较为详细地展现了期成会各办事处工作的大

致情况。 “五月二日，出席四川省禁烟督办公署蒋

兼督办召集之禁烟会议，十六日召集禁烟督察员萧

重伦等谈话，并分配工作，十九日召集第十六行政区

在省受训之佐治人员十八员来处，听取对边区意见

及施政概况，七月十一日，应国防最高委员会之约，
偕胡、稽、陈三省府委员飞渝，商讨粮食问题。 ……
十四日访四川省禁烟督办公署会办徐孝刚商烟毒总

检查事项，十七日出席全国粮食管理局在省召开之

粮食会议，二十四日出席烟毒总检查团成都市检查

工作，九月三日偕督察员萧重伦出巡第一、第四两行

政督察区，视察粮政、治安、禁烟、兵役等庶政，十日

返处，二十二日偕视察员施志先出巡第十三行政督

察区，二十九日返处，十月七日至九日出席在蓉举行

之第三次常务会员会议，又自本年四月至十月随时

与成都行辕，省府，绥署，禁烟督署各首长为工作上

之商询”⑨。
泸县办事处所辖工作区域各县县长，“有玩忽

职务废弛县政，大轰炸后依然漠视民命不施救济，经
陈请议长撤换；有昏聩糊涂贪赃枉法，到任仅只三月

被括却逾巨万，经本处视察查实者已有二万四千二

百元之多，经陈请议长撤换查惩，嗣悉不待新任接替

即行畏罪潜逃，刻遵（议长）电嘱检送证件转省厅从

严究办”。 他们认为，新县制的推行在初期应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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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干部训练为基础，故编撰了《怎样做乡镇长》、
《保长须知》、《保国民学校师长须知》等书，由主任

黄炎培亲赴各行政区和保甲讲授或发放。
各办事处还将工作区域内各级官吏的工作情况

向相关部门通报，这些被检举的官吏虽然不一定受

到处罚，但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有力的监督和制

约。 成都办事处曾向政府报告考核结果：“应予奖

叙者：禁署派驻理番所属威州之龙纠察员，努力职

务，所属细胞亦能奉公守法，一二六师三七五团派驻

威州之何排长青年纯洁，协助认真，二十九年八月函

请督署予以奖叙。 应予惩戒者：（１）禁烟纠察室派

驻资阳之纠察员贺维华、徐子明二人违法舞弊，贪污

勒贿，于四月函请禁署查办；（２）简阳县长张瑞呈报

烟民业经戒绝，经本处派员查得尚未施戒之烟民，为
数尚有百分之八十二以上，所报与事实全不符合，私
烟馆亦逐处皆是；汶川县长张大明施戒烟民约百分

之五，即将戒烟所裁撤；资阳县长张镜蓉办理禁吸敷

衍塞责，滥发脱瘾证，均于五月四日，摘录事实，函请

禁署核办。”

由上文的叙述可以看出，期成会是实实在在地

做了一些事情，也取得了一些成效。 各级党政机关

还是比较重视期成会的工作，虽然不一定全部落实

或执行期成会的建议和意见，但无疑感受到了来自

期成会较强的压力。 可以说，期成会起到了一种监

督和促进的作用。
期成会本拟与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同时届满，但

因“任务尚未终了”，经 １９４１ 年 ３ 月 １２ 日第二届国

民参政会决议继续设立，仍请蒋介石担任期成会会

长，所有会员亦经蒋介石重新聘定。 相较于上一任

会员，这届会员又添了一些新面孔，包括第二届国民

参政会议长张伯苓以及四川名流或有影响的人物尹

昌龄、周道刚、陈豹隐、黄肃方等。
１９４１ 年 ５ 月 ２２ 日，期成会在成都举行第四届

常务会议预备会议，讨论了川省粮食问题、兵役问

题、新县制问题及该会今后的工作方针等。 １２ 月 １２
日，期成会在重庆召开第三次全体会员会议，先由主

任秘书雷震报告会务概况，随即由各办事处主任报

告各该处工作区域内关于治安、禁烟、兵役、吏治、粮
政、新县制等各方面情形，后由四川省主席张群和西

康省主席刘文辉报告过去一年来各该省施政情况。
１９４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期成会在成都举行第五次常务

大会，讨论中心以本年田赋征实、粮政、兵役、吏治等

项为主，被邀出席者有张群、刘文辉、川康绥靖主任

邓锡候、粮食部长徐堪、次长刘航琛、川粮政局局长

康宝志、川康两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等。
６ 月 ４ 日，关于 １９４２ 年度四川省田赋征实数

额，经省临时参议会第一届第六次大会讨论决定为

１６００ 万市石，为抵补流滥不足之额，由省政府增加

一成。 省府主席张群在报告田赋征实数额的确定经

过时谈及期成会在其间发挥的重要作用：“关于本

年征实数额，自本年度开始以来，中央和省政府就非

常慎重考虑。 贵会邀同党政军各界领袖，国民参政

会川康建设期成会各位会员耆绅诸君，往复征询讨

论。 经过十几天的时间，才决定为一千六百万市石，
与总裁所决定的数额比较，减少颇多。” ［６］１８４

不过，期成会的实际作用不能被随意夸大。 正

如 １９４０ 年 １０ 月泸县办事处主任黄炎培所感叹的：
“回念办事处自去年成立至本年十月，终恰周一岁，
检讨过去，有不胜惭惶而慨叹者，以言禁烟剿匪，于
雷霆万钧之下皆曾收一时之效，最近又由张而弛，窃
虑九仞为山亏于一篑；以言兵役，则与三平原则相距

太远，积习过深，尚无改善之策；以言物价，则囤积操

纵未能尽除，虽焦思苦虑而无法平抑，泸县米价虽地

方军政绅商之努力一度平抑，而仍回复上涨；以言吏

治，则贪污未能绝迹，泄沓依然成风，而无法使之成

化；其他尤难悉述。 要之，形格势禁，障碍殊多。”

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结束后，第三届第一次大会

决议将期成会改组为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
工作范围由川康二省扩大至后方其他地区。 其总会

及秘书处设在重庆，并先在成都、万县、昆明、西安、
衡阳五地设办事处。 其中，川西区（驻成都）主任李

璜，副主任黄肃方，川东区（驻万县）主任但懋辛，副
主任喻育之，而期成会在该区尚有未办完的工作，即
由褚辅成与但懋辛“尽速布置就绪”。 至 １９４３ 年 ９
月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大会时，又将经济动员策进

会改组为“经济建设策进会”，职权及人员组织再予

扩大［７］６３３。
四　 评价

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上，时任主席

团主席莫德惠说：“我们还记得曾有个川康视察团，
又有个赴英访问团。 这两个组织，一次是对内协助

抗战建国的大业，一次是对外实行富有意义的国民

外交。 两次都对国家有了贡献，而且贡献都很

大。” ［２］１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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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视察团的贡献比较大，也提出了非常重要

的《川康建设方案》，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同和重视。
邹韬奋就认为第一届第四次大会决议通过的 ８２ 件

中，川康建设方案“尤关重要”，“为民间实况的忠实

反映，内容充实丰富，为近代中国文献中一个很有价

值的可贵文件，根据这实际调查所成立的方案，关于

各重要部门都有着切实的改革建议。 川康既为民族

复兴的重要根据地，川康的积极建设，其意义的重

大，而实与整个中华民国有极密切的关系，是不待言

的” ［１］６４２。
１９４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国民公报》也发表社论指

出：“我们检讨参政会的总收获，有下列三点。 ……
第三，奠定建国的基础。 依据各次政府交议案件及

参政员提案，表现在着重建国的工作，例如《川康建

设方案》之制成，以及各项关于经济建设的决议案，
均属切合实际，故能支持长期抗战的国策。” ［１］７６０

１９４０ 年 ４ 月 ２ 日，《扫荡报》刊发文章指出：川
康建设是国民政府更加积极进行建国工作的表现，
“试观国民参政会第三、四次大会，在蒋议长主持之

下，先后通过促进川康建设暨促成宪政的议案，并先

后成立川康建设期成会暨宪政期成会，以协助政府

推动朝野各方共同致力这种完成抗战建国大业的工

作，这就是我们抗战的阵容愈趋坚固后建国更为积

极的具体证明。” ［１］７３９

第一届第五次会议时，王亚明等人又提出《请
援川康建设视察团成例组织贵州建设视察团以期推

进贵州建设巩固抗战后方案》 ［１］６９６。 可以看出，川康

建设视察团及川康建设方案确实得到了各方的认可

并树立了一种较好的模式。 当然，正如时人所指出

的，川康建设方案虽然使全国人士对于川康更加重

视，对于大后方的建设和抗战力量的充实也必能有

所促进。 但最重要的是促成议案的具体实行，“盖
全国民众之所期望于参政会者，决不仅在一纸空洞

的决议，而实在决议之真正之实行也” ［１］６２６。 从后来

的事实来看，川康建设方案确实大部分没有落到实

处，但在当时确实发挥了使人民增强抗战信心，更加

认同和信任政府的作用。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曾说，召集国民参政会的重

要目的，一方面是集思广益，帮政府设计，助政府执

行，一方面是团结全国力量共赴国难，争取抗战胜

利，建设国家。 第一届参政会，对于这种精神这种工

作，已经有极充分的表现。 而期成会，“两年来，对
于川康两省的禁烟、兵役、建设、各种要政，更有很多

的贡献” ［２］８１７。 此外，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也

是中央政府团结和笼络地方绅耆和有宿望者的重要

组织，并能透过他们监视川康地方军人，影响地方政

局。 《王世杰日记》曾指出：“川军人大都能说，能
肆应，但尔虞我诈，不能推诚相与。 故此次蒋先生特

请四川绅耆及参政会与省议会之有宿望诸公监察其

行动。” ［８］１７７由于期成会成员多是民主党派的重要代

表，期成会的实际工作肯定对川康军人有着很大的

影响，因此研究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无疑会

加深我们对国民参政会的认识。

注释：
①②重庆市档案馆《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内部资料），重庆： ２００５ 年编印，第 １８７⁃１９３、２０５⁃２０８ 页。
③视察团团员名单于 １９３９ 年 ３ 月 ２ 日由王世杰拟就、“经议长蒋先生决定”，３ 月 ３ 日发表；３ 月 １１ 日，王氏“向蒋先生提议以

李璜、黄炎培为正副团长，以张澜、高惜冰、莫德惠、胡景伊等为组长，均经决定”。 参见《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 ２ 册，台湾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４２、４６⁃４７ 页。 另，阿牛曲哈莫《试论抗战时期川康建设视察团之缘起》一文对国民

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成立的背景及原因作了初步探讨，参见《西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０３ 年 ３ 期。
④本节以下文字除标明者外都引自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川康建设方案全文》，收入赵心愚、秦和平编《清季民国康区

藏族文献辑要》，四川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２６４ 页。
⑤⑧⑨《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工作报告》（自 １９４０ 年 ４ 月至 １０ 月），第 １⁃３、５、５⁃６、１３⁃１４、７⁃８、１４ 页。 重庆市档案

馆：历史资料政务类，卷号 １０。
⑥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将增加员额，扩大工作范围，余今日与李璜等拟定办法，将以多数参政员

分配各地指导建设及改革工作。”参见《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 ２ 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１７２⁃１７３
页。

⑦《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报告》（自 １９３９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４０ 年 ３ 月），第 ５ 页。 重庆市档案馆：历史资料政务类，卷号 １１。
关于这则日记所涉及到的 １９３８ 年刘湘死后所引发的四川省政府改组风潮，请参见杨维真《１９３８ 年四川省政府改组风潮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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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国史馆学术集刊》（台北）第 ４ 期。 此文系台北国史馆侯坤宏先生提供，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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