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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大后方工业的开发与衰落

侯 德 础

内容提要 抗 日战争爆发后 ,国 民政府被迪改变了在华中建立新的工业基地的初

衷,仓 卒把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工业开发提上 日程 ,并 出面组织了沿海沿江官营和

民营企业的内迁 ,加 强了对大后方战时工业体制的组织与督导,实 行了若干奖助工业

发展的政策措施 ,使 大后方工业直至 1942年 前后,有 一个莲勃发展的黄金时代。但由

于战时后方工业的发展时间短促 ,能 源、动力和原材料工业基础薄弱,特别是民营工业

仍未摆脱规模小、资本少、设备简陋等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基本特点,加 之国民

党工业统制政策的摧残 ,终于由盛到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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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大后方 ,泛指由国民政府控制的尚未沦陷或成为战场的整个西部地区 ,含西南、

西北的川、康、滇、黔、桂、青、新等,省和湘、陕、甘、宁等省的一部分。国民政府对这一地区特别是对

西南诸省的工业开发 ,是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历史环境下兮卒上马虬

众所周知 ,以蒋介石集团为核心的国民政府 ,在江浙财团的支持下上台执政 ,也素以长江中

下游和东南沿海的富庶之区为经济重心。在其统治下 ,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畸形发展所造

成的东、西部经济严重失衡的状况 ,几无任何改变。到抗战爆发的 1937年 ,据 国民政府实业部的

工厂登计 ,全国符合当时工厂法的规定标准 ,即 拥有动力或 30名工人以上的厂矿 ,共有 3935家 ,

其中分布于长江下游苏、浙、沪三省市的,就有 2336家 ,占 总数的 56%。 而上海一地即有 1235

家 ,占 31%El彐 。相反 ,地域辽阔的整个西南、西北地区,仅有合乎工厂法的企业 z37个 ,只 占全国

总数的 6%。 其中西部各省中经济最发达的四川 ,也只有 115家厂矿 ,占 全国的 2.93%,而 拥有的

工业资本和工人数量 ,却 只占全国的 0.58%和 2.58%Ezl。 再从标志工业水平的电力情况来看 ,

1936年 ,西南川、黔、滇、桂 4省的发电装机容量仅占全国的 1.6%,其 中四川 51zz千瓦 ,广西

zg46干 瓦 ,云南 1614千瓦 ,贵州才 165千瓦。同年发电量 4省合计才占全国的 1.2%f3]。 显然 ,西

部诸省由于非边陲即内陆 ,交通不便 ,风气闭塞 ,不但近代以来外国资本的入侵相对薄弱 ,本地工

商业经济也因为民元以来的军阀割据、兵燹天灾、烟毒匪患而饱受摧残 ,处于稚拙残破的境地。

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中国后 ,鉴 于西部人力和自然资源的丰富 ,曾 多次筹划开发 ,如 1931

年 5月 3日 三届一次临时全委会通过的《实业建设程序案》,提 出
“
对于东北、西北及西南之开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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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努力从事 ,如交通之建设 ,土地矿产之开辟 ,移民及屯垦之举办 ,应 由国民政府按照当地情形 ,

并参酌国防之需要 ,拟定详密计划 ,限期实行。
”E°3其后 ,国 民党在翌年 12月 的四届三中全会通过

了《开发西北案》,在 1934年 1月 的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开发西北之各种决议应即速实行

案》。1935年 11月 ,国 民党五全大会还通过了一个《西北国防之经济建设案》。然而这些议案至抗

战也终未实施。主要因为:(1)国 民党在建立中央政权后 ,其主要精力一在
“
剿共

”
战争 ,二在排斥

异己,翦除地方实力派 ,除了设立
“
四行二局

”
及 1935年实行

“
币制改革

”
,用官僚资本在金融和商

业方面进行扩充和投机外 ,它对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视是很不够的。即使在它视为经济基地的东南

沿海地区,它在工业建设上所办的实事也屈指可数 ,就更不用说它鞭长莫及的广大西部地区了。

(2)西部众多的地方实力派 ,如四川的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 ;云南的龙云、卢汉 ;贵州的周

西成、王家烈 ;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 ;陕西的杨虎城 ;宁夏的马鸿逵 ;青海的马麟、马步芳 ;新疆的

金树仁、盛世才等 ,虽在名义上臣服于国民政府 ,而实际上仍各自为政 ,在地方财经上不容中央染

指。中央势力渗入西南西北 ,是在追剿红军长征的 1935年前后 ,但力量有限 ,控制各省军政尚感

困难 ,搞建设自无可能。(3)从经济发展的规律看 ,开发落后地区一般要有发达地区的有力支援与

保障 ,而 旧中国经济总体落后 ,以 1933年 为例 ,全 国仅生产钢 2.5万吨 ,生 铁 60.6万 吨,煤

2837.8万 吨 ,石油 9.1万吨 ,水泥 64.2万 吨 ,电 63万千瓦 ,另有铁路 1.1万公里和纱锭 458.5万

枚 E5〕 。欲以这般实力来开发西部 ,谈何容易!何况主要集中于东北的重业业 ,在
“
九一八

”
事变后已

沦于敌手。东部沿海沿江地区,优势在轻纺工业 ,本身尚且落后 ,生产力水平低下 ,不可能有力地

支援西部的开发。再加上西部地区交通闭塞、风气不开 ,地方割据造成市场和商品经济欠发达等

多种因素 ,实际上直到抗战爆发 ,在经济建设上大规模地开发西部的客观条件是不具备的。

1932年 “
一二八

”
事变后 ,国 民政府鉴于上海及东南沿海的工业受到战火威胁 ,开始考虑在

“
国防比较安全

”
的内地建立新的工业基地。1935年 春夏 ,蒋介石利用指挥军队追击红军之机 ,在

川、滇、黔、陕等省进行了实地视察 ,在 听取了一些幕僚的意见并经过考虑后 ,他在 7月 间决定了

今后万一对日作战 ,要
“
以四川、黔、陕为核心 ,甘、滇为后方

”
的方针。8月 11日 ,他在峨眉训练团

对川黔滇三省干部训话时又强调 :“ 我敢说 ,我 们本部十八省,哪怕失掉了十五省 ,只要川黔滇三

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 ,恢复一切失地。
”
当时他还和四川军政首脑商定 ,要在

三年内完成川陕、川黔、川湘、川滇四条公路干线E6]。 这表明国民政府已有了把西南作为抗战后方

基地的打算。但因种种原因,这种打算亦未马上积极实施。

当时国民政府更瞩意于开发中南地区。因为中南紧邻华东、华南 ,交通、市场、经济条件较西

南稍好 ,且 为中国腹地 ,打起仗来总比沿海保险 ,中南的工业最终也可作为开发西部的桥梁或跳

板。所以 1936年 国民政府拟定了一个《重工业五年建设计划》,“拟以湖南中部如湘潭、醴陵、衡阳

之间,为 国防工业之中心地域。并力谋鄂南、赣西以及湖南各处重要资源之开发 ,以 造成一主要经

济重心。丬
7彐 1936—— 1937年 间 ,又特拨专款 3000万 元 ,由 资源委员会在上述地区 初创工矿 10

余单位 ,如在湘的中央机器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无线电制造厂、中央电瓷厂、湘潭煤矿 ;在

赣的中央飞机制造厂、江西钨铁厂、高坑煤矿等等。

岂料f七七
”
战端一开 ,日 军铁蹄凶极一时 ,使我国矿产资源和集中在沿海沿江的工业横遭空

前浩劫。据不完全统计 ,当 时有 59.5%的煤炭储量 ,93.6%的铁矿储量、52%的 黄金储量和 28%

的铜产量沦于敌手。工业方面损失了纱锭 60%,布机 72%,机器制造的 83%,缫丝业的 50%,面

粉业的 80%,还损失了制碱的 82%和 盐酸的 80%㈦ 。有大小工厂 5500余 家的上海 ,工厂全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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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s家 ,被毁一部者约 1000家 ,总数约 2270余家 ,损失总额在 8亿元以上Ega。
中国工业的 70%左

右毁于一旦 ,而中南地区那些为数不多的企业还未来得及发挥效益 ,便又被迫在战火中仓惶撤
退。鉴此 ,国 民政府被迫放弃了在华中建立战略后方的既定计划。1937年 11月 1S日 ,蒋介石在
日记中写道 :“抗战最后地区与基本战线 ,将在粤汉、平汉铁路以西。丬m]1938年

初 ,国 民政府拟定

了一个《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规定新的工业基地
“
其地域以四川、云南、贵州、湘西 为主丬l闸

。

终究在战火威逼下把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工业开发提上了日程。

由于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工业是仓卒上马的 ,而战局发展又亟需大后方早 日成为支撑抗战的
经济基地 ,这种形势给国民政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在抗战前期 ,它为迅速发展大后方工业 ,

还是作了相当的努力。当时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

(-)正确规划了发展大后方工业的战略布局

19ss年 3月 ,国 民党临全大会通过了一个《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案》,提出
“
吾国重工业及基本

矿业之创造
”

,“例如钢铁厂、钨铁厂、电工器材厂、炼铜厂等 ,现 在四川、云南、湖南、河南、赣西等

地进行者 ,应克期完成。至于民生日用所必需之轻工业 ,如造纸、火柴、水泥、酒精及制药等等 ,亦

为军事上所必需者 ,亟应在西南西北和相当地点迅速筹设。
’’El四 5月 7日 ,行政院长孔祥熙在全国

生产会议上宣布 :“现在政府已斟酌西南各省的资源及交通 ,决定在四川境内,选择适当地点 ,为

第一期要发展的工业区域。
”I:叼 蒋介石也电令工矿调整处 :“筹划战时工业 ,以 川黔湘西为主。

”
数

月后在广州失陷前夕 ,他又发表谈话强调 :“ 唯有西南之拓展 ,始能造成长期抗战与民族建设之稳

固基础。丬ldl这
样 ,国 民政府对大后方工业的开发 ,实际上就采取了以西南为重心,先西南后西北

的方针。这是基本正确的规划。因为西南、西北虽同属远离战区的后方 ,同样有丰富的矿业和水

利资源 ,然而西南在自然、气候条件 ,农业生产和人力资源方面更占明显的优势。还有 ,被 国民政

府视为生命线的的战时国际交通线 ,由 西南出入境较西北路程更短、孔道更多。特别是被确定为

首期工业发展区域的四川 ,不但是西南、西北结合部 ,而且经济文化在西部各省相对发达。陪都重

庆不但是中国战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枢 ,而且近代以来作为长江上游的商品集散中心、

金融中心和外贸口岸 ,巳 有相当的工商业基础。因此 ,在西南以四川、重庆为核心建立战时经济体

制 ,可取得方位适中、建设月期短 ,发展潜力大等综合性效果。
(二 )在抗战初期出面组织了沿海沿江官营和民营企业的内迁

国民政府为保障军需生产 ,抗战爆发前后曾有计划地将兵工署、资委会、交通部等所属企业

迁往内地 ,但未将民营企业的内迁提上日程。
“
七七

”
事变后 ,在 日益恶化的战局和社会舆论的压

力下 ,资源委员会在 7月 28日 的一次会议中才正式提出了民营厂内迁的问题。8月 10日 ,行政

院第 324次会议通过了资委会关于内迁民营厂的提案 ,已届
“
八一三”

前夜。从 8月 22日 起 ,上海

的民营厂才正式开始内迁。因事起仓促 ,计划组织不月不力,加上敌军的空袭、炮击 ,以 及临时征

集车船的困难和迁厂资金短绌 ,到上海沦陷,全市只迁出工厂 148家 ,包括工人 2100多 名、机器

物资 14000多吨。再除去沿途损失 ,而后真正在大后方复工的只有 74家【15]。 当时由上海开始 ,沿

海和下江省分的部分厂矿也陆续内迁 ,许多工厂都是先迁武汉 ,1938年 10月 武汉失守前又再次

向西迁徙。武汉也迁出工厂约 160家 。据统计 ,经武汉及由武汉起运的内迁厂矿 ,总共 304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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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51182。 f吨 E16彐 。

抗战时期的工矿内迁 ,是 中国工业第一次大规模的西渐运动。截止 1940年 6月 底 ,据工矿调

整处的数字 ,迁入大后方各省的民营厂矿共 452家 ,内迁设备约 12万吨,各种技工 12164人。若

按行业分类 ,计有机械 181家 、电器 25家 、纺织 103家、化工 sO家 、矿业 6家、冶炼 1家、面粉 8

家、食品 13家、文教用品 37家、其他 18家 。按迁入地区分布 ,为 四川 250家、湖南 121家 、陕西 42

家、广西 25家 、其他省区 14家 。以上数字不包括闽、浙、粤等省内迁的厂矿和那些失去联系的企

业。据另一资料统计 ,浙江不含小型工厂 ,内 迁厂家有 87个 ,福建迁厂 105家 ,广州也有少量企业

迁桂。不过这些数字仍是不精确的。因为这仅是已迁入内地各厂的注册统计数 ,而许多小型企业 ,

或在内迁途中损失殆尽 ,或 已与他厂合并不再注册。并且这些数字也不包括内迁的官营企业。例

如仅兵工署先后迁川的兵工厂就有 13个 ,资委会内迁厂矿也有 18家 E′彐。所以一般说来 ,实际内

迁的厂矿应更多一些。

国民政府对民营厂的内迁 ,虽是临时抱佛脚搞起来的,但还是采取了一些不矢为积极的措

施 ,如提供运输、生活补贴和低息贷款 ,优先安排车船 ,允诺免费提供重建的地皮 ,自 海外大量购

贮生产资料 ,保证内迁厂的加工订货等等 ,都有益于工矿的内迁。但是 ,它实则只打算 内迁少数

能从事军需生产的机器、化工、电器等工厂,而对多数要求内迁的一般厂矿则并未给予有力的组

织与帮助。因此 ,内 迁厂在沿海厂矿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可怜的。据斯诺的调查 ,“约有 ω 多万吨

的机器被抛弃在长江下游一带
丬删,使 中国抗战经济实力受到严重损失。因此可以说内迁工作 是

失败多于成功。然而数百家厂矿在短期内迁往内地 ,对大后方工业的开拓却是有重大意义的。尽

管用现在的眼光看来 ,内迁厂无论数量和设备都是微不足道的 ,但当时整个西部地区的工业更为

可怜 ,所以它们的到来毕竟为大后方增添了可观的工业生力军。首先 ,内迁厂门类较全 ,包括矿

业、冶金、机械、造船、电器、化工、建材、纺织、面粉、食品和日用品 ,“举凡国防民生所需之物 ,无不

具备。
”
它们填补了西部工业的大部分空白,为战时大后方能出现工矿各业百废俱兴的局面 ,莫定

了初步的基础。特别是内迁的钢铁、机械、电器等企业 ,加 强了内地很幼弱的机器制造业 ,作为母

机为大后方工矿业的崛起制造了大批设备 ,例如仅迁川的各机器厂所造设备在后方各省建立的

小型纱厂就不下 ⒛ 个 ,纱锭共 3万余枚 E【 9]。
其次 ,内迁厂带来了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大批技术、

管理人才。据国民政府中央建教合作委员会 19们 年 3月 发表的《非常时期专门人才总调查》,当

时投身于大后方 339个单位从事开发建设的知识人才凡 7746人 。另据次年资委会调查编制的

《中国工程名人录》,人数已达 2万多人。而千里迢迢带着工厂内迁的上海新民机器厂胡厥文、新

中工程公司支秉渊、上海机器厂颜耀秋 ,天原、天盛、天利、天厨四厂的吴蕴初 ,天津久大、永利的

范旭东、侯德榜、李烛尘 ,以 及上海的刘鸿生等人,都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工业家 ,一流技术、管理

人才。再加上内迁的各种技工 ,内迁厂确实使大后方人才荟萃 ,形成了一支包括企业家、科技专家

和技术工人的工业建设骨干队伍 ,这正是抗战时期大后方工业能够较快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再

次 ,内迁厂还带来了一些资金 ,尽管数额有限,但对工业亟待开发的西部地区,却是久旱的甘霖。

这些投资和内迁厂的一度顺利发展 ,又刺激了本地官绅投资办厂的热情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了开发大后方工业所急需的资金。总之 ,内 迁厂带来了西部所缺乏的工业设备、技术、人才和资

金 ,确实堪称抗战时期大后方工业开发的中坚力量。

(三 )因 时因地制宜 ,大 力加 强对大后方战时工业体制的组织与督导

依战时需要对政府经济行政机关进行停裁、合并与新设。如改实业部为经济部 ,将军委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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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轻、重等工业动员的机构及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和政府所属建设委员会等并入其中 ,

全权主管经济建设。将内迁的工业科研、实验单位并入中央工业实验所 ,又新设了燃料管理委员

会、矿冶研究所等。1939年 9月 还改组了 勹
`一

三”
后成立的四行联合办事总处 ,由蒋介石和行政

院长孔祥熙分任理事会正副主席。实际上是以四联总处为战时财经的最高决策机构。经过这些

带战时经济体制性质的调整 ,国 民政府经济行政组织原来那种系统紊乱、政出多门的现象一度有

所缓和。

强调
“
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

,“ 实行计划经济
”
。1938年 3月 ,国 民党临全大会通过的

《抗战建国纲领》在宣布战时经济为计划经济时 ,还具体规定要
“
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 ,扩大战时

生产
”

;“开发矿业 ,树立重工业的基础 ,鼓励轻工业的经营 ,并发展各地之手工业。
”
还要

“
推行战

时税制
”

,“统制银行业务
”

,“统制外汇 ,管理进出口货
”

,“整理交通系统 ,举办水陆空联运 ,增筑铁

路公路 ,加辟航线
”E2°〕。这些规定虽贯彻得并不彻底 ,效果不一 ,但总体上有利于把大后方工业开

发纳入战时经济轨道 ,以 集中人力物力 ,突 出重点 ,使大后方工业能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一定的效

益规模。

通过多种途径 ,调动各方因素,加强对经济建设的督导。1939年 3月 ,一届三次国民参政会

成立了川康建设期成会和由数十位参政员组成的川康建设视察团,后者经数月分组考察 ,编制出

五六百页的《丿刂康视察团报告书》,用 以推动川康这一西部开发中心区域的建设。1939年 5月 和

1943年 6月 ,国 民政府还两次在渝召开有行政院和各部、会首脑、各省府主管官员、各科研机构、

学术团体、经济团体、理工院校负责人 ,以 及重要的实业家和各行业特邀专家参加的生产会议 ,研

讨建设问题。两次会议分别收到提案 sS6件和 狃6件 ,对广开思路规划建设 ,及时解决协调各地

各业生产中的问题 ,还是有一定助益的。另外 ,国 民政府还试图通过强化行会组织来加强对工商

运输各业的辅导和监督 ,强制实施了新商会法和同业公会法 ,要各地限期成立各行业同业公会 ,

将每一工厂 ,商号纳入其中,而每一同业公会又成为商会会员。到 1938年底 ,西部各省呈准经济

部备案的商会已有 17个 ,工商业同业公会 386个。ⅡⅡ彐还先后扶植成立了迁鄂、迁川、迁桂的工厂

联合会、西南实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等跨部门的经济团体 ,有利于后方各行业的协调与发展。

(四 )实行了若干奖助大后方工业的政策措施

抗战之初在组织工矿内迁的同时 ,比较注意扶植和利用西部原有的很幼稚的近代工业。如

1938年以低息贷款 234万元 ,并向银行洽借 376万元对重庆电力公司、自来水厂、水泥公司、民

生实业公司,广西糖厂、油厂、酒精厂 ,云南纱厂 ,以 及川省部分煤矿进行改造和扩充
[221。

比较注意由政府来发展一般民营厂家无力承担的能源、动力工业。当时国民政府除向四川的

天府、嘉阳、中梁山、威远、广元等重要煤矿投资或加入股分外 ,还 独办了川黔边的南桐煤矿 ,收买

了云南的明良煤矿、广西的合山煤矿 ,并 向贵州的筑东煤矿加入股分。在大后方新工业区的建设

中,政府首先抓电力开发。1941年经济部在其工作报告中称 :“政府在西迁之后 ,即立定计划 ,在

若干工业中心设立电力厂 ,以 供给新兴工厂所需要的电力。
”
迄于 1942底 ,后方各省新建或扩充

的火力、水力发电站已有 20处 ,装机容量 13400千瓦 ,实际发电 1吐902千度〔zsD。 国民政府还试图

用能源、动力工业的分布来影响大后方工业的布局。

实行了一些奖励工业发展的法规和政策。1938—1939年 间 ,先后颁布了《非常时期工矿业奖

励暂行条例》、《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核定厂矿请求协助借款原则》、《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 例》、《经

济部小型工业贷款暂行办法》,等等。奖励项目从保息、补助现金 ,到减免各种捐税 ,一共 9项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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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了申请、审批手续 ,降低了申请奖励的企业资本额″妇。对于内迁企业 ,其建厂新址
“
系由政府

划定范围,贷款购地 ,然后依照计划 ,分配于各厂,并设立委员会共同主持此区域内运道、货站、电

力、水力等公用事业
”【2曰 。为吸引和鼓励华侨向大后方工业投资 ,19∞ 年 11月 又颁布了《非常时

期华侨投资国内经济事业奖助办法》。

在资金和原材料方面予以支持和保障。抗战开始后 ,国 民政府的主要财源关、盐、统三税几至

枯竭。它不得不改进财政制度 ,新辟税源 ,诸如中央接管田赋 ,实行田赋征实、征借 ,调整间接税 ,

扩大直接税 ,实行专卖和统销 ,扩大内外债 ,鼓励沿海游资内移 ,争取侨汇 ,等等。多方为大后方开

发筹资。当然 ,上述不同的筹资举措及其实绩的评价是很复杂的 ,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国民

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后方工业所紧缺的资金却是事实。到 19吐 1年 6月底 ,它对内迁民营

厂矿的各种放款总计达 ⒛03万元。而对后方原有近代工业的放款 ,1938年即巳达 630万元【26]。

注入官营工业的资金自然更多。仅 19们—1942年间 ,它以国库拨款、四行投资贷款等方式 ,配给

官营工业的资金总额为 zO454万元 ,其 中重工业 (不含酒精、化工)所获金额即达 17凹3万元Ez9彐 。

鉴于战时向国外采购工业器材的困难 ,国 民政府还曾指定工矿调整处拟具购贮计划 ,统购趸买 ,

待运入后方再按一定比例分储各指定地点 ,以 供附近厂矿购用和作价借用。这也有利后方工业的

运作。综上所述 ,国 民政府为开发大后方工业所作出的种种努力,虽然含有向西部地区扩张官僚

资本势力,吞并民营企业和搜刮、盘剥大后方人民的企图 ,而建立战时经济基地以撑持抗战大局 ,

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对此 ,似不宜忽视或否定 ,而应实事求是地予以估价。

厂矿西渐给大后方幼弱的工业注入了新的活力。抗战的消耗 ,民生之急需 ,在客观上要求大

后方工业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而 日寇占据沿海城市和交通线后对内地厉行经济封锁 ,虽然加剧了

大后方的物资困难 ,却 为大后方工业暂时免除了外货的竞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大后方工业一

度出现了蓬勃兴旺的景象。

从总的趋势看 ,抗战爆发到 1942年前后 ,是大后方工业节节上升的黄金时代 ,到 1942年达

到峰巅状态 ,以 后则每况愈下。这一趋势可由大后方历年新增工厂的数字来说明 :

年  分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逐 3 1944 合计

设 厂 数 63 209 419 866 1138 1049 549 4810

其中民营厂嫩 60 182 346 406 738 1077 977 533 4319

资料来源:《 经济导报》二卷七期

在大后方工业开发过程中 ,由 于国民政府比较重视工业区的规划和建设 ,到 1941年 ,西部诸

省已初步形成了以重庆为核心的 11个工业中心区 ,使一个大体上能保障 自给的工业体系初具规

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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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 冶炼 电器 化学 纺织 其他 合计

重 庆 区 159 17 23 120 62 48 429

东 区 8 20 o 住 4 2 38

中 区 16 23 100 14 187

广 元 区 2 3 o o

宁(西昌)雅 (安 )区 6 2 0 o 20

沅 (陵 )辰 (溪 )区 49 3

桂 林 区 1 4 8 8 23 7

昆 明 区 25 18 80

贵 阳 区 6 1 o 3 18

西安宝鸡区 0 1 19 10

甘 青 区 l o 8 7 20

合  计 296 282 259 1338

资料来源:《 经济部报告》,中 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党政府经济部档案

另据 19在3年的一项统计 ,后方各省已有符合登记条件的企业 4524家 ,资本总额 26.37亿

元 ,工人总数 273336人 。与战前相比,工厂数增加了 18倍 ,工人数增力了 82倍 ,资本竟增加 164

倍
Ⅱ臼

!

至于各行业产品增加情况 ,限于篇幅 ,殊难概全。仅以 19狃 年大后方主要工业产品的年产量

与战前相比较来聊加说明 :

产品名称 单 位 战前年产量 19狃 年产量 19狃 年产量为战前倍数

棉纱

面粉

肥皂

火柴

机制纸

工具机

白口铁

灰口铁

水泥

酒精

件

袋

箱

箱

令

部

吨

吨

桶

呛艹
刀

29714

1920100

144000

50000

14400

20

44207

0

o

o

100000

在500000

420000

78000

252000

1405

66500

28607

300000

8400000

3.36

2.34

2。 91

1.56

17。 50

70.30

1.50

战前后方无此项产品

战前后方无此项产品

战前后方无此项产品

资料来源: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史汊39页表,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9年 6月 版

总之 ,上述材料可资证明,抗战数年间 ,大后方工业确有长足的进步。

抗战时期大后方工业的迅速崛起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它既对全民族的神圣抗战作出了

巨大贡献 ,又对西部各省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社会生活产生丁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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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它是抗战逼上马的工业 ,是适应抗战的产物 ,对于维持后方经济 ,补充军需民用 ,支撑抗

战局面 ,确有积极的贡献。据不完全统计 ,抗战八年 ,大后方生产了动力机 2721部 ,工具机 7115

部 ,造纸机 59部 ,面粉机 594部 ,大型纺机 106960锭 。还生产了电灯泡 2724000个 ,硝酸 123600

箱 ,硫 酸 167300箱 ,盐 酸 193200箱 ,烧 碱 72610箱 ,酒 精 21sO万 加仑 ,纸 336000令 ,重 革

3757000公斤 ,轻革 8567000方 尺 ,面粉 30630000袋 Ezg]。 在军需生产方面 ,仅后方民营厂
“
每月可

制手榴弹 30万枚 ,迫击炮弹 7万枚 ,各式炸弹炮弹引信 7万枚 ,飞机炸弹 6千枚 ,机枪零件千套 ,

大小园锹 SO万把 ,十字镐 ⒛ 余万把 ,地雷引信千余个 ,军用钮扣 500万个 ,还有陆军测量仪器、

军用炮表、子弹机等项帅o彐

。而在渝的兵工署所属各兵工厂11938-—△ 9姓5年间共生产各种枪弹

8弘 14万发 ,各种步枪 293364支 ,轻机枪 11733挺 ,马克沁重机枪 18168挺 ,各种口径的火炮

13927门 ,各种炮弹 5982861发 ,甲雷 42狃02颗 ,手榴弹 9556611枚 ,各式掷弹筒 67928具 ,各种

掷榴弹 1546α 7颗 ,炸药包 3764334个 。其中第二、二十三、二十六兵工厂每月还生产发射药 扭。

5吨 ,氯酸钾炸药 9吨 ,开 山炸药 30吨 ,各类特种弹 1.5万 颗 ,防毒面具 13zO0付 ,防化衣 19500

套 ,防 毒口罩 99000只
"L〕

。所以 ,不能否认在国难中兴起的大后方工业 ,对坚持抗战有着巨大的

贡献 ,应得到高度评价。

(二 )太后方战时工业的开拓 ,对西部各省工业和经济的发展有深远的历史影响。一是促进了

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如水利方面 ,当 时对西部 13省 (含湘、鄂、粤等省)50多 条河流进行了调查 ,

仅四川就有大渡河、岷江等 10多 条河流得到了初步的勘测。各省还建立了若干水电站 ,积累了关

于水利资源与建设的资料。矿业方面 ,从 1938年起 ,由 经济部地质调查所、矿冶研究所、资委会油

探处等单位对西部资源开展了有重点的调查、勘探工作。除对煤、铁、钨、锑、锡、汞等矿业资源有

了进一步认识外 ,还发现了一批新的矿藏 ,如 193s年黄汲清主持进行了对攀技花钒钛磁铁矿的

物探详查 ;19准 3年油探处的王橄等经钻探发现了四川隆昌丰富的天然气矿。先后被探明的还有

滇池附近的磷矿、贵州修文和云南安宁的铝土矿、贵州遵义和广西桂平武宣的锰矿、宁夏汝箕沟

的铬矿、以及甘肃玉门、新疆独山子和库车的油矿等E32]。 二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业技术的进

步。大后方工业因受战时材料、技术条件的限制 ,不得不更加注重因地制宜 ,自 力更生 ,尽量搞发

明 、搞代用。因而在 1938-19狃 年间,大后方申请的专利注册就达 431件 ,且以机电产品、交通

工具和化工产品的发明更新为主。而旧中国自 1912年始行专利权到 1936年的 25年中,有案可

查的发明不过 275件 ,种类和性质还多属日用品的新式样。尤须大书特书的是 1943年侯德榜先

生在川西独创了举世瞩目的
“
侯氏碱法

”
,用 同一套工艺流程巧妙地把合成铵和制碱工业联为一

体 ,大大提高了原料利用率 ,降低了成本 ,实现了生产的连续化。这是对世界制碱技术的重大突

破 ,使西方炫耀了半个多世纪的
“
苏尔维法

”
及后来的

“
察安法

”
相形见绌 ,为 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大

太争了一口气【333。 三是初步奠定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布局。当时形成的工业中心区和各地的产业

优势 ,如重庆的机械与兵器制造 ,贵州六盘水与四川嘉陵江、岷江沿岸的煤炭 ,川 中自贡一带的盐

化工 ,云南的磷矿与锡业 ,以 及甘肃玉门的石油等等 ,许多至今仍保留着明显的痕迹。四是扩大和

锻炼了西部各省的工业建设队伍。如前所述 ,在后方各省符合登计条件的工厂中做工的工人就有

近 30万人。加上数以万计的工 程科技人员和更多的曾在厂矿做工、接触过工业生产的人员 ,已

是可观的建设力量 ,虽然抗战胜利后有一部分陆续东归,而多数人日后则成为西部各省工业战线

的骨干力量。

(三 )相当数量的近代工业在大后方的建立和发展 ,改善了交通、市场条件 ,冲击了内地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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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保守的风气 ,扩大了大后方近代化和民主运动的基础 .工业发展对农产品和劳动力的大量
需求 ,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内地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封闭的自然经济的解体进程。而工人队伍的迅

速扩大 ,特别是上海等地的内迁工人 ,带来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和丰

富的斗争经骑 ,则大大提高了大后方工人的革命素质。抗战八年 ,大后方工人在以月恩来为首的
南方局直接领导下 ,在努力为抗战生产的同时 ,不断奋起反抗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特务暴行和厂
主、工头的压迫 ,争取民主和生存的权力 ,抗战后期斗争愈加炽烈。1945年 2月 重庆因胡世合事

件而掀起的抗暴斗争 ,就是抗战时期国统区最大的一次工人运动 ,它的胜利大大促进了国统区反

蒋民主运动的发展。抗战期间聚集在大后方的大批民族工商业者及其团体 ,如迁川工厂联合会、

西南实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中小工厂联合会等 ,也曾多次向
i国

民党当局进行合法斗争 ,其 中

有不少人在月恩来、童必武、邓颖超等的帮助下逐步走向革命,象胡厥文、黄炎培等 ,后来发起建
立中国民主建国会 ,成为国统区重要的民主力量之一。

四

大后方工业是在战争特殊环境下跳跃式地发展起来的 ,受着先天不足和缺乏后劲等诸多因

素的制约 ,因此 ,其发展虽不失辉煌 ,但不足与局限亦很明显。

最大的局限是发展时间短促 ,从 1937-19吐 2年仅有 5年时间。随着国统区通货膨胀的不断
加剧 ,19准 2年后半已呈萎缩趋势 ,1943年萧条己经很严重了,大有日落西山之势。据 1943年 岁末
对工业最发达的童庆一带的统计 ,重庆区 32吐 家大小机器厂 ,停工的有 75家。18家铁厂有 14家

停炉 ,4家钢厂 1家已停 ,其余 3家勉强维持m羽 。原来多达 37家的酒精厂 ,已停 2家 ,时开时的停
1家 ,出 卖或放弃牌照者占总数 〃3E35彐 。嘉陵江煤业原有 300多家 ,1943年底尚存的只有 186家 ,

其中有 妞 家停业 ,100家减产 ,能维持现状者仅 36家 ,全 区煤产由每月 8。 4万吨降为 7.56万

吨 ,每月折本 8.24万元rsG〕 。其他省区的厂矿 ,也是一片倒闭之声。如昆明原有织厂 30余家 ,到

1943年 已倒闭 20家。盛极一时的个旧锡业 ,矿 厂也由 1938年的 5000家 减至 1943年的 673家 ,

矿工由 10万减少到 2千余人,70余座炼炉仅剩 6、 7座在断断续续地生产"冂 。这说明大后方工业

在昙花一现的发展之后 ,基础仍然十分脆弱。

还值得注意的是 ,大 后方各门类工业的发展明显失衡。若以 19狃 年西南地区的主要工业产

品与 1936年相比,则生铁 增加了 2.16倍 ,煤 炭增加了 2。 OS倍 ,机械增加了 zO倍 ,电机电器增
加了 94倍 ,电力增加了 2.16倍 ,棉纱增加了 4。 ∝ 倍 ,食品增加了 2。 45倍 E3:]。 这表明大后方重工

业发展的速度大大超过了轻工业发展的速度。这在一般情况下是一种相对正常发展的模式 ,也是
国民政府重视军工和把工业投资的重点放在重工业上的结果。如 1940-1942年间 ,它 以各种方

式投入重工业的资金 ,竟 占了工业投资总额的 83.5%E39]。 但是 ,因为发展重工业而过分抑制轻工

业的发展 ,其结果却造成了大后方民生急需的生活资料紧缺 ,甚至连人民穿衣都得指望美国援助

布匹。这就不但给通货膨胀火上浇油 ,也造成了重工业进一步发展的资金困难。还应看到 ,在重
工业各部门中,当 时机电产品制造的发展格外突出,而基础工业如钢铁、煤炭、电力等业仍很薄

弱 ,这就使大后方工业的发展缺乏能源、动力和原材料等基本条件的保障 ,因而机械、电器、化工

等行业的发展也是缺乏后劲 ,不能持久的。

再则 ,大后方工业 ,特别是民营工业在发展中仍未摆脱规模小、资本少、设备简陋等半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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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封建经济形态的基本特点。如西南各省的民营企业中,不足 30人的小企业却拥有工人总数的

狃。47%,30— 50人的占 17.81%,50-500人 的占 37。 92%,500— 1000人 的占 1.95%,1000人

以上的大企业却只拥有工人总数的 0.85%E。
°]。 再将后方各省全部民营企业按资本进分类统计 ,

可知资本 1万元以下的小企业占了企业总数的 21.7%,10-15万 的占 15.6%,50万 云以上的企

业仅占 8.8%“闸。这说明中小企业仍是大后方民营企业的主体。这些企业大多数处于资金拮据 ,

技术落后 ,惨淡经营 ,生产力低下的状态 ,许多还属于手工工场性质。显然 ,过高地估计大后方工

业发展的水平是不恰当的。当时以西南为主体的西部工业的各种产品,即使在发展的高峰时期 ,

仍大大落后于实际需要 ,钢 尚差 80%,铜差 70%,汽油差 gO%,纺纱缺 ∞ %【
‘2彐 。从全国范围来考

察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 ,由 于日寇在经济上实行
“
以战养战

”
,沦陷区如东北、华北和东南沿海的

工业也有所发展。因此,1942-1943年 间 ,西部地区的大部分工业品产量仅占全国的 5%以下 ,钢

不及 1%,水泥仅 1.5%,纯碱不到 4%,电 力设备容量只占 2%,棉纺织设备和纸产量仅 5%左

右
E‘ 3〕 。这又表明第一次工业西渐和整个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 ,仍然未能改变我国工业偏重于东

北和东部沿海的基本格局。因此 ,对抗战时期大后方工业在调整我国工业生产力的合理布局方面

的作用和意义 ,也不宜作过高的估计。

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工业之所以迅速由盛到衰 ,原 因是多方面的。列其大端 ,不外资金不是 ,原

材料缺乏 ,产 品滞销 ,技工的缺乏与不稳定等 ,而根本还在国民党工业统制政策的摧残。

大后方工业资本多为躲避战祸由沿海流入 ,但 内流时间短 ,数额有限。抗战初期西南后方的

总投资不过 5亿元 ,而躲进上海租界和香港的游资却有 10亿元。到 1938年底 ,上海租界内的工

厂已达 4700余家 ,工人 2337000人 ,超过同期大后方工业的规模。
“
说明了中国目下的有钱人仍

不肯放心的来后方投资
’’E。 4]。 就是投入大后方的有限资金 ,从事投机的亦多于办厂的 ,如重庆

“
至

少有三万万以上的游资
”

,“ 占了西南各省投资总额的大半
”(45]。

在战时通货不断膨胀的条件下 ,

工业原材料、工资和税收的上涨十分惊人 ,维持生产周转所需金额也越来越大。以钢铁为例 ,1943

年 9月 每产 100吨钢 ,即需流动资金 sO0万元 ,要在 在个月的月转期中维持开工 ,竟需流动资金

3200万元。一般厂家绝难有这样大笔的资金。国民政府的工贷又少而不均。1943年 曾拨放 54000

万元的钢铁贷款 ,其 中民营厂仅 23000万 元 ,而孔祥熙所办中兴公司一家 ,又 占了民营配额中的

16800万元 Els彐 。有人计算中小民营厂平均只能贷到 zO0万元 ,“ 只等于一座五吨炉四个月周转所

需流动资金的九分之一吼‘7〕 。这就迫使大批中小企业不是接受官股被吞并 ,就是因为资金短绌周

转不灵而宣告倒闭。

敌寇封锁造成的战时舶来品输入困难 ,减少了对大后方工业的竞争压力,但也造成工业器材

奇缺。如机器厂缺特种钢、五金、电器材料 ;纸厂缺橡皮棍、钢丝网;纺织厂缺钢丝布、钢篦、梭子、

通丝、辫带、提花纸板 ;盐井和煤矿缺钢绳 ,制罐厂缺白铁皮⋯⋯这些器材大后方多不能生产〔4:]。

某些由农产品提供的原料也供不应求。如四川因气候潮湿产棉不多 ,而重庆一带却集中了若干较

大的纺织厂 ,原料异常困难 ,用 省外棉又受收成、价格、运输诸多因素制约。1942年 国统区棉花普

遍减产 ,翌年仅四川停工的纺锭即达 6.9万枚。伴随通货膨胀的囤积居奇更加剧了原材料的匮

乏。如 19姓3年炼油业所需桐油并不缺 ,而盟军在太平洋作战的某些起色,却使得桐油商大量囤积

桐油 ,准 备向海外输出赚大钱 ,人为地造成桐油奇缺
(‘ 9]。

难怪工厂主们哀叹 :“办厂不如营商 ,营

商不如囤积
”
。原材料短缺使许多工厂

“
无锅做饭

”
、
“
无米作炊

”
,只好减产或关门。

至于产品滞销,根子是国民政府滥发纸币,实行通货膨胀政策 ,造成物价飞涨 ,社会购买力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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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而并非大后方工业生产已呈过剩状况。例如 ,大后方的钢铁产量本来很可怜 ,但据 1943年 9、

10月 间调查 ,仅重庆中兴、人和、渝鑫三厂就积存钢料 476吨 ,压资 2800余 万元。Es°]产
品滞销是

连锁反应的。钢铁滞销在于日用工业品和机器业销售疲软 ,进而又造成煤焦业的积压。1943年春

嘉陵江煤矿业每月配销重庆仅 4万吨 ,而积压达 硅。7万吨 ,超 出需求 117%强 bn彐 。滞销使资金难

以周转的矛盾更加尖锐 ,市场停顿则使企业丧失了经营下去的活力。

抗战时期 ,大后方工人有限 ,技工更缺。然而因为过分繁重的劳动 ,不堪忍受的待遇 ,以 及资

本家为争技工相互
“
挖工”,工人离厂跳厂却极为严重。如某机修厂 300来人 ,“跳厂和离厂的就有

㈨ 余人
”
。某国防厂

“
有工人 1300余 人 ,管理极严 ,跳厂和离厂的工人,竟达 50%以上”

。再加上

各地滥抓壮丁使工人减少和逃避 ,“有些工厂竟因技工缺乏而不能开工
’’Es幻 。

国民党对于随抗战而兴的大后方工业 ,并无顾惜之心。其基本态度一是加以利用以应付急

需 ,二是加 以掠夺吞并以造成官僚资本在工业方面的独占,实 现上述目标的主要手段是实行战

时工业统制政策。本来 ,在战争状态下由政府对工业生产 ,对原料和产品实行必要的监督限制 ,是

完全合理的。问题在于国民党既要借工业统制来增加战时生产 ,又要趁机对民营企业进行搜刮和

兼并 ,这就无异于杀鸡取卵,成为导致大后方工业凋蔽的致命原因。

1939年 5月 及 19硐 年 1月 ,国 民政府分别设立钢铁、水泥两管理委员会 ,制订规划 ,开始了

对工业器材的管制。1940年 又将上述机构并入工矿调整处 ,并由经济部颁布《管理工业材料规

则》、《管理工业机器规则》等法规 ,要求对工业器材登记存量 ,凭证购买 ,核定价格 ,限量出售 ,发

给运照等等 ,将大后方工矿业大都列入了统制范围。尤其是产品的价格与运销,无不受主管机关

严格限制。遗憾的是限价常使产品核价不够成本 ,或产品核价 ,而原料不核价 ,或核价幅度不同 ,

造成厂家入不敷出,利 益尽归主管机关。如 1939-1943年底 ,制酒精的原料糖、酒已上涨 189倍 ,

酒精税上涨 129倍 ,而酒精只限涨 125倍 。又如 19忸 年 2月 ,桐油官价已由每吨吐万元涨为 5万

元 ,黑市价涨到 6万元左右 ,而代汽油核价却仍为每加仑 567元 ,低于成本 〃4(53]。 统购统销这两

种产品的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 ,自 然从工厂的亏额中获利甚多。限价对钢铁、矿业的打击也很大。

1943年底规定新产灰口生铁每吨限价 3万元 ,机制轧钢每吨 8.6万元 ,实际上当年 9月 份生铁

的成本平均每吨已达 3.5万元 ,钢 已超过 9万元Es· D。 由资源委员会统制的云南个旧锡业 ,19狃 年

3月 每吨收购价为 11万元 ,生产成本达 50万元 :每吨亏本 39万元E55彐 。花纱布的统制是官方以原

料换成品。按 19狃 年 3月 的标准 ,每件纱换布 40匹半 ,事实上这是难于做到的。工缴为加工每

包纱 12000元 ,每 匹布 420元。实则厂家若要保本 ,前者至少要 15000元 ,后者须 760元 Ess3运输和

原料也往往被统制。象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所属綦江水运管理处 ,强制綦江上运煤焦的船户每公运

三次给官营钢厂 ,始准商运一次下重庆。而公运每吨仅给 180元 ,远低于县政府限价每吨 450元 ,

不但使船户因亏损过甚不堪维持 ,也使綦南一带煤矿只有 1/zO的煤产能运销重庆 ,造成煤业积

压破产和渝市煤荒E57]。 再
“
如自流井的盐水燃料被统制了 ,煮盐者要买水 买煤都不得自由⋯⋯久

大精盐公司是新式的资本雄厚的盐业公司 ,但现在自流井设备的七口锅只能用三口,因为水与煤

都受限制的缘故。丬E谰

在大后方民营厂矿被统制政策搞得山穷水尽之际 ,国 民党官僚资本企业尽管经营不善、贪污

风行 ,却大为发展。资委会战前仅辖 16个单位 ,战后即增至 105个单位 ,资本几两倍于后方民营

厂之总和。此外还有兵工署 40余厂、军需署 zO多厂、交通部 40余厂等159]。 仅中国银行投资 zO00

万元所建雍兴实业公司一家 ,就下辖 18个企业 ,拥有 32万纱锭 ,占 大后方纱锭总数的 1/3匚
sOJ。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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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早在 19吐2年 ,国 民党官僚资本已占了后方工业总资本的 69.58%[m],已 以其绝对优势在大

后方工业中居于独占和支配地位。

当然 ,使大后方工业趋于衰败的 ,还有抗战后期卷土重来的洋货的冲击 ,以 及随胜利的来临

内迁厂家 日思东归等因素。但是国民政府在尽量利用、榨取了大后方工业后将它一脚踢开 ,却是

关键所在。1946年 1月 ,国 民政府的经济部长翁文灏在接见重庆 中小工厂请愿代表时 ,一反过去

提倡和鼓励内地工业的腔调 ,竟声称 :“ 现存工厂无论在资金、设备、技术各方面 ,都根本不算工

业 ,不如任其倒闭。
”
行政院长宋子文也对迁川厂请愿代表说 :“ 美国机器这样便宜不买 ,而买你们

破破烂烂的机器 ,岂有此理 ?”
“
美国货种类甚多 ,价兼物美 ,而中国货又孬又贵 ,中小工业根本没

有存在的价值。
”E6幻 这些赤裸裸的自白自然是国民政府扼杀大后方民营工业的铁证。这说明 ,国

民政府在抗战非常时期 ,虽然也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机会和帮助 ,但在我国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下 ,具有浓厚的买办性和封建性的国民党官僚资本 ,终将成为阻碍民族工业

发展的最大桎梏。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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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彐匚19彐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 92页 、97页、250页。

E3彐《资源委员会季刊》,《抗战八年 之电气事业》。

E4彐中共浙江党史学会编印《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绾》(一 )395页。

E5彐陈真《旧中国工业的若干特点》,裁《人民日报》19迢 9年 9月 2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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