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丝绸业的摧残

王 翔

古往今来
,

丝绸生产一直在中国的社会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

的地位
。

尽管曾经历过坎坷不平的发展道路
,

但是到民国前期
,

中

国丝绸主要产区的丝绸行业 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和历史性的进

步
。

缎丝业由传统的农家手工土法制丝发展为大型的机械化缎丝

工厂 丝织业也 由旧式木机的分散织造过渡到使用 电力织机集 中

生产的丝织工厂
,

形成资本主义的机器大工业
。

中国的传统丝绸

业至此 已经跨入了近代工业的门槛
。

这是一种新生产力
,

它在构成

因素
、

组合方式
、

总体功能上表现出新的内容
,

数量上也引人注目
。

就在中国丝绸行业进一步发展的时刻
,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

侵华战争
,

中国丝绸工业遭受到一场空前的浩劫
。

自八一三事变后
,

东南沿海经济富庶地区也沦于战火兵资之

中
,

中国主要丝绸产地江
、

浙
、

沪一带
,

饱受侵略军炮火的摧残
。

上

海的  家缥丝工厂
,

大多设在闸北
, “

而闸北此次破坏最惨
,

上海

战事进行 中
,

这些丝厂大都烧毁破坏得连踪影都不见了
” 。

! 根据

日人 ∀# ∃% 年 月的调查
,

 家丝厂 中
,

全毁 的 ∃∃ 家
,

残存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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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原有设备  ! ∀ 釜
,

被毁 ! ! # ∃ 釜
,

残 留 % & ∀ 釜 原有生产能力

年产生丝 & ∋ ! ∃ ∃ 担
,

被毁 % #  ∀ ∃ 担
,

只剩 #∃  ∃ 担
。

在素有
“

丝都
”

之称的无锡
,

沦陷前有丝厂 ∀ 家
,

其中大厂 ∃∀ 家
,

设备 ∀ ∀ % ) 釜
,

年产厂丝 ∃∀% & 担
(在战火中为 日军全毁的 ∀& 家

,

设备 ) +  , 釜
,

年产量 ∀% # 担 (
部分毁坏的 ∀ 家

,

设备 # , 釜
,

年产量 ∀   担
。

合计被毁丝厂 ∀% 家
,

占大厂总数的 +% − (
被毁设备 ) # # 釜

,

占设

备总数的 )∃ − (
被毁生产能力 # #  担

,

占原生产能力的 )∀ −
。

! 在

濒临太湖的浙江西部
,

原是浙江蚕桑丝绸生产最盛之区
, “

从一九

三七年暮秋
,

攻夺南京的部队在杭州湾奇袭登陆以后
,

便遭受了兵

火之厄
,

被破坏和烧光了的工厂很多
,

即使是未受损害的工厂
,

也

由于治安不 良
,

不能不通统陷于停工
” 。

. 根据 日文档案的数据
,

战

前江
、

浙
、

沪一带原有丝厂 ∀∀ 家
,

残存不过  家
,

仅占原有厂数

的 ∃+ −
。

/ “

这样一来
,

极其繁盛的江浙丝厂
,

或破坏
,

或烧毁
,

或闭

歇
,

结果完全停止活动了
” ,

直到 ∀#  年
,

江浙两省制丝工业 的生

产能力也不过
“

只恢复了百分之二十四
” 。

0

随着战事向华南蔓延
,

中国丝绸的另一重要产地珠江三角洲

也沦为战区
。 “

迫 自广州失守
,

三角洲地带相继陷落
,

昔 日蚕丝繁茂

之区
,

悉数沦归敌手 ⋯⋯地方秩序混乱
,

一时未能恢复
,

各地丝厂

均告停工
,

蚕丝产地如顺德
、

中山
、

南海等县赖蚕丝以为生活之人

民
,

极感 困难
,

尤以顺德为最
。 ”1 ∀# ,) 年

,

广东蚕茧产量 #%   +

担
,

生 丝产 量 # # )  ∀ 担
( 而 ∀# ∃# 年则 分别降低 为 # )    担 和

∀+ & )  担
,

只占原产量的 ∀#
∗

) −和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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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丝
(

% ∋ ! 年为 %  ∃ ∀ 担
(

% ∀。年为 &∃  ∀ 担
,

减少了 ) )
(

%∗
。

丝织业的情况
,

同样
一

4
一

分严重
。

抗战爆发前
, “

全上海丝织厂共

有五
一

百二十六家
,

共有织机七干三百七十台
,

全盛时代营业数字每

年四
、

五千万元
” 。

八
一

三事变后
, “

南市
、

闸北
、

虹 口多数丝织厂被

毁
,

部分厂移内地或搬入租界
” ,

丝织生产一厥不振
。

! 素享盛名的

丝织城市苏州
,

在淞沪抗战期间遭到 日机狂轰滥炸
,

仅 ) 月 ∀) 日

凌晨
,

就有日机数十架来袭
, “

除间门
、

菏门均投弹外
,

城内如道前

街
、

西善长巷
,

以及朱家园
、

瓣莲巷
、

学士街
、

东支家巷
、

西支家巷
,

均有毁屋伤人事
” ,

血肉狼藉
,

一片火海
。

. 5 月 ” 日旧 军攻陷苏

州
,

肆意烧杀淫掠
, “

各地交通切断
,

商业皆属停顿
(人 民趋避四乡

各处
,

而苏城及附廓四乡皆走避一空
,

损失惨重
” 。

直到次年 , 月
,

四散逃难的人们才络绎归来
, “

劫难余生
,

回顾家中什物
,

已不复如

出避时之状态
,

或剩十之六七
,

或剩三四
,

不可一计
” 。

/ 正常的经

济生活迟迟不得恢复
,

半年之后
, “

商业尚无市面
” 。

0 在淞沪抗战

中被炸毁的苏州电厂迟迟不得修复
,

各绸厂因此停工一年多
。

据

∀# ∃% 年 % 月苏州丝织行业的调查
,

事变前苏州有大小绸厂一百多

家
,

此时勉强复工的只有 家
,

比前减少一半多
(
事变前苏州有电

力织机 ,∃  台
,

此时仅开动 )# & 台
,

不到 以前的三分之一
。 “

殆因

兵资后受灾奇重
,

未能复业
,

犹在整理筹办之中
,

又为无 日电
,

故凡

已开工者亦大都减少工作时间
,

迄难恢复常态也
。 ”1

、

连地处偏僻

的吴江县盛泽镇
,

也同样是
“

自遭战事之后
,

全部工厂已停闭
” 。

6

与苏州齐名的丝织重镇杭 州
, “

经此 战事之后
,

损失更为浩

大
” 。

从全市织绸业每月用丝的统计数字来看
, ∀# ∃) 年的消费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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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缥丝 % ∀ & ∃ 担
,

手缥丝 生% ∃ ∃ ∃ ∃ 两
,

人造丝 ∀ ) ∃ ∃ 箱 % ∋ ! 年分别

降为 # ∃ 担
、

∋ # & ∃ ∃ ∃ ∃ 两
、

∋ ) ∃ ∃ 箱 % ∋ ) 年全年停 工
,

直到 % ∋ 年

才缓慢恢复
,

用丝量仅为机缀丝 &∃ 。担
,

手缥丝 ∀ ∀ ) ∃ ∃ ∃ 两
,

人造丝

& & ∃。箱
,

分别只及 % ∋  年的 %∀ ∗
,

%∃ ∗和 ∀# ∗
。

泣
一

丝织业受害之

惨重
,

不难想见
。

当时
,

日人本位田祥男等曾受命对江
、

浙
、

沪一带丝绸生产作

过实地调查
,

他也不得不承认
+ “

,七七−事变爆发后
,

原料及资材来

源困难
,

金融枯窒
,

织机及各种设备 因遭受破坏者恢复很慢
,

实际

能够开工者远 比原来机数为低
。 ”

据他的统计
,

太湖沿岸传统丝绸

生产基地的苏州
、

杭州
、

盛泽等地
,

丝织机械设备数 目在事变后陡

然下降 ,见下表 −
。

!

地地 点点 设备台数 2沦陷前 333 设备台数 2 沦陷后 333

电电电织机机 手织机机 合计计 电织机机 手织机机 合计计

22222 台 333 2台 333 2台 333 2 台333 2 台 333 2台 333

苏苏 州州 &     ∃     ∃&     + 2 3   ∀     ∀+     

杭杭 州州 +     ∀ % , ) ∀& ### ∀ ) %%% & ∃   ,∀ # %%%

盛盛 泽泽 ,,### &    # ,### ,,### &    # ,###

湖湖 州州 & + ))) % ### ∀ , +++ + ,))) ∀ )∃∃∃ ) % ###

合合 汁汁 )     )  ∀∃∃∃ ∀, +∃∃∃ ,& ,∃∃∃ ,+ #∃∃∃ + ∃∀)))

由表可见
,

沦陷前后
,

上列四处的电织机减少 ++ − (手织机减

少 +& −
。

此表虽然已经作过掩饰
,

如苏州丝织业在战前 电力织机

的实际拥有量为 ,∃  台.
,

此表却只列 &  台
,

但从中已不难看

出沦陷前后中国丝绸生产损失之惨重
。

矛 杭州市绸业 同业公会
∋
《杭州市丝织 业的简单报告》

, ∀# ∃# 年 ( 又 见南满洲铁道株式

会社调查部
∋
《中支惯行调查参考资料》第二辑

, ∀#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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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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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
,

并未因日军占领华东地区的主要城镇
,

战事暂告结

束而有所好转
,

相反更呈每况愈下之势
。

% ∋ ) 年
,

整个华东地区
“

电织机与手织机合计
,

约二万七千部
,

约当事变爆发前的百分之

八十
。

其后受物资搬出入统制及其他影响
,

丝绸的销路减少
,

织机

也逐渐减少
。

更 自大东亚战争爆发后
,

丝绸海外销路断绝
,

一九四

二年变成二万二千部
。

而且
,

由于生产费腾涨
,

治安不 良
,

原料及资

材来源困难
,

金融枯窒
,

织机及各种设备之因事变而遭受破坏者恢

复很慢
,

实际能够开工者远比上列机数为低
,

一九三九及四. 年两

年约有百分之六十开工
,

到 了一九四二年
,

则更减至百分之三十

五
,

约为八千部
” 。

丝绸的生产数量也迅速减少
, ∀# ∃# 年整个华东

地 区约产绸 ,&% 万匹
, ∀#  年的产绸量

“

则仅相当原来的百分之

三十五
,

约一百万匹
” ,

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

丝绸外销的
“

重要销

路几乎全部丧失
,

因此
,

一九四二年减至约当一九三九年的百分之

一
” 。

! 总之
,

日本侵华战争
,

使中国的丝绸生产元气大伤
。

从 ∀# 世纪末 日本的丝绸工业崛起之后
,

它就一直处心积虑地

在国际国内市场上排挤和打击主要竞争对手中国丝绸工业
。

日本

认为
∋ “

制丝业对于 日华两国都有重要意义
,

从而
,

都各自指望丝业

发展
,

但遗憾得很
,

生丝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
,

由于人造丝及其他

代用纤维的出现
,

偏偏是在不断地缩小⋯ ⋯生丝的命运既如上所

述
,

那末
,

如果 日华两国某一方制丝业发展速度超过 了另一方
,

那

就意味着要求对方相应地牺牲一部分制丝业
。

而制丝业对于 日华

本位田祥男等
∋
《东亚的 蚕丝业》

,

第 )  一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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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织机数 目
,

包括 上海
、

杭州
、

湖

州
、

南京
、

苏州
、

镇江
、

无锡
、

丹阳
、

盛泽等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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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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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国任何一方都是最重要的产业
。 ’,

在侵华战争中
,

日本侵占了

中国的主要丝绸产地华东
、

华南一带
,

更加变本加厉地摧残和扼杀

中国的丝绸工业
,

苛重的捐税就是其惯用的手段之一
。 “

今之蚕茧

丝绸各税
,

叠床架屋
,

支离纷歧
” , “

所有茧
、

丝
、

绸缎之税捐
,

国税以

外
,

复有省税
(
茧捐以外

,

复有丝捐
(
丝捐以外

,

复有绸税
。

因数相

乘
,

捐率递增
,

实属 不堪负荷
。” ! 当时茧

、

丝
、

绸的捐税情形见下

表
∋ 7

税税 收收 名称称 性质质 单位位 税额额

茧茧 税税 蚕桑改进税税 省税税 担担 + 元元

蚕蚕蚕桑改进税税 国税税 担担 ,& 元元

干干干茧特捐捐 省税税 担担 ,  元元

七七七五转 口税税 国税税 担担 ∃  元元

丝丝 税税 蚕丝建设特捐/// 担担 ∃)   元元

七七七五转 口税税税 担担 ∀%   元元

绸绸 税税 七五转 口税税税 匹2 +  码 333 ∃& + 元元

备备 注注 茧税各项征捐手续费另行附加一成 2 即税额的 ∀ − 3
。。

由上表可见
,

每担茧捐为 )∃#
∗

∀ 元
,

如以干茧四担半缎成生丝一

担
,

则每担丝所负担茧捐为 ,% &+
∗

#+ 元
(加上丝捐

,

则达 %, & +
∗

#+

元
。

生丝每担
,

约可织普通绸缎 ∀ 匹
,

所以每匹绸缎需负担丝茧税

%, + 元
,

加上本身绸税 ∃& + 元
,

共为 ∀,  元
,

而每匹绸缎售价约为

+    元
,

税率高达 , −
。

汪伪财政部下
,

专设蚕丝建设特捐处
,

分支机构派驻沦陷区各

今井长二郎
∋
《华中制丝业概况 》

,

序言
, ∀#  年

。

按
∋
序言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上

海事务所调查室主任伊藤武雄所作
。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江浙沪丝绸业同业联合会呈汪伪行政院文》

。

. 同上
,

附表
。

/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汪 伪征收蚕丝建设特捐捐率 》

∋

同宫 丝
∋ &

∗

+ − ,

灰丝
∋

+− ,

白丝 2 含丝经
、

厂丝 3 ∋ ∀, − ,

绢丝
∋ + −

,

黄丝
∋ + − ,

绵丝 2含废丝
、

丝绵 3 ∋ +−
。

∗ ),
∗



省
。 “

运出或运入生丝及生丝制品时
,

必须向财政部蚕丝建设特捐

处缴纳所谓蚕丝建设特捐
。

特捐因生丝种类而异
,

每司马秤一斤
,

厂丝 四元八角
,

干经二元四角
,

土丝一元二角
,

生货是土丝制品
,

税

额与土丝同
。 ”

从 ∀#
之

抢 年 ) 月起
,

沦陷区各省伪政府建设厅下增

设绸类产销管理处
, “

所谓市场管理
,

似乎只是一个名义
∗

⋯⋯管理

处虽然每天都要派人到市场去
,

但这些人是为征收所谓产销专费

这种类似捐税的收入而去
,

不是去做管理 员
” 。

! 据 日人小野忍揭

露
∋ “

这种产销专费
,

相当从前的市场费
,

征收金额
,

每匹五角
,

向买

方征收
。

买方每买一匹
,

除缴纳这五角费用之外
,

还须另缴市场费

三角
。 ”

若将绸类运往外埠销售
,

还必须向管理处另外每匹缴费二

元
,

方能领取运出证
。 7 除此之外旧 伪政权还征收所得税

,

税率为

每月平均所得额的 −至 ,∃ −不等
,

最高甚至达到 ∃ −以上
。

/又

按营业额的 +编征收营业税
,

以苏州丝绸业缴纳营业税的情况为

例
,

可见 日伪政权对中国丝绸业的搜刮和榨取不断加重
。

下表是苏

州丝绸业 ∀# ,一 ∀# ∃年度的营业税额
∋ 0

组 另。∀ ∀# 。年实缴额 ∀ ∀# ∃ 年初报额 8 ∀# ∃ 年追力。额

铁 机

纱 缎

针 织

丝 边

制 线

绒 机

,,, + 元

9 (
,

∃# + 元

∀ & + 元

∀,+  元

∀& # + 元

2不征税 3

∀∃+ +  元

∃# & + 元

% # ,+ 元

# ) +  元

∀& ∃& + 元

∃∀ ) +  元

∀,   元

∀∀) & + 元

∀  +  元

,# ,# + 元

& ∀  元

组组组组组组

小野 忍
∋
《杭州的绢织物业 2下 3 》,

《满铁调查月报》第 ,∃ 卷第 号
, ∀ 83∃ 年 月

,

第
∀+ 页

。

! 小野 忍
∋
《杭州的绢织物业 2上 3 》,

《满铁调查 月报 》第 ,∃ 卷第 , 号
, ∀# ∃ 年 , 月

,

第
%  页

。

. 同上
。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伪财部征收所得税条例 》

。

0 苏州档案馆藏
∋
《吴县丝织 厂业同业公会三十一年度

、

三十二年度营业税申报表 》
。

· )∃ ∗



纬 组

计

,不征税 − & & ∀ ∃ 元 ∋ ∀ # 兀

∋ % %∃ ∀
(

# 元 % ! !  ∃ # 兀 ∋ & ! ## 元

经一合

上表有三点值得注意
+

第一
,

原来不征税的绒机业和经纬业也开始

征税
,

说明征税范围不断扩大 第二
,

申报额与追加额相差很大
,

显

然是迫于 日伪政权的压力 第三
,

% ∀ ∋ 年度营业状况远较 % ∀ & 年

年度为差
,

但营业额却超 出数倍
。

除了通货膨胀
、

货币贬值等因

素外
,

也反映了税收掠夺的加重
。

这点
,

将纱缎组 ∀# 年度营业税

额与 ∀# ∃ 年度作一比较
,

更有助于说明
。

以李宏兴祥记等十家纱

缎庄为例
∋ !

牌牌 号号 ∀# ∃ 年年 ∀# 年年 追 加 2元 333 增加额 2元 333增加率 2 − 333

申申申 报 额额 申 报 额额额额额

22222元333 2元 333333333

李李宏兴样记记 ,+ 万万 ∃ 万万 ∀, 万万 ∀ & 万万 )%%%

徐徐 隆 茂茂 ∀+ 万万 , 万万 % 万万 + 万万 ∃∃∃∃

鸿鸿兴和协记记 ∀+ 万万 , 万万 ∃
∗

, 万万 ∀∃ 万万 % &&&

启启 泰 森森 ∀  万万 ∀+ 万万 & 万万 弓万万 +:::

裕裕 成 正 记记 ) 万万 ∀& 万万 ,
∗

& 万万 ∀ ∀ 万万 ∀% ∃∃∃

屠屠 玉 丰丰 + 万万 % 万万 万万 )
∗

, 万万 ∀,

瑞瑞 成成 ∀, 万万 , 万万万 ∀, 万万 ∀    

史史 玉 记记 万万 & 万万万 ∀ 万万 ,+    

曹曹 蔚 记记 ∀ 万万 ∀
∗

+ 万万万 ∃
∗

, 万万 ∃,   

金金 泰 隆隆 ∀ 万万 ∃ 万万万 ) 万万 )     

合合 计计 # 万万 ∀ +
∗

+ 万万 ∃)
∗

# 万万 % %
∗

万万 平均 ∀% ∀
∗

+++

参见苏州档案馆藏
∋
《铁机

、

纱缎两组三十二年度营业税申报表》
。

按
∋

据此表统计
,

∀# + 年度实纳营 业税额高达 )# & & ∃    元
。

! 苏州市档案馆藏
∋
《纱缎组三十三年度营业税申报表 》

。

∗ ) ∗



除了上述这些捐税名目
,

日伪政权还随时寻找借口
,

伺机进行

额外勒索
。

例如
+ % ∀ ∋ 年 ! 月

,

以
“

华北灾情惨重
”

为由
,

在江浙一

带征收贩捐
, “

依照商业资本登记额
,

每万元捐款五元
,

不足万元者

亦以万元计
” 。 # 月

,

又强逼丝绸行业
“

认缴苏北清 乡竹竿代金
” ,

税率比照华北贩捐
,

仅苏州一地就
“

总以征足一百万元为标准
” 。

!

随后
,

又在各地勒缴
“

治安补助费
” ,

苏州一处
“

数额决定为一百八

十万元
” 。

. 此外
,

还限令丝绸业
“

献纳废金属
” ,

缴纳
“

义务劳动代

工费
” ,

捐献
“

飞机代金
”

等等
,

稍有拖 延
,

就会遭到 日伪政权的
“

传

押勒缴
”

和严惩苛罚
,

使中国丝绸业者捉襟见肘
,

谈虎色变
。

尤有甚者
, ∀ # ∃ 年

,

伪财政部蚕茧丝特捐处举办存绸单照重

行登记
,

借以盘剥搜刮
,

并藉端
“

留难苛罚
” 。 “

逾期不为登记及货单

不符
,

处理甚严
,

限期匆促
,

· ·

⋯且一经登记
,

又须查验
,

在查验期

间
,

货物不准移动
,

新货不准捐税
,

衡以历来机关办事情形
,

参以各

地存丝存绸之巨
,

不知何时始能查验完毕
,

方可移动
,

方可捐税
,

势

必使丝绸厂商于未查验前生产停顿
,

营业中止
,

不易生理
。

以整理

单税而致工商无形停市
,

是亦从来所未有 ;”/

如此繁复苛重的捐税
,

简直使沦陷区内的丝绸工业无法承受
,

因此而急剧衰落
。 “

丝绸捐税
,

法令如毛
,

手续繁多
,

偶一失检
,

动辄

得咎
,

扣货处罚
,

不一而足
,

商人处境之艰困
,

盖为历代所未有
。 ”0

蚕丝业
“

丝厂停顿
,

锄桑毁种
,

数千年之蚕丝事业
,

已至不绝如缕之

地步
” (
丝织业

“

年来陆续停业之织机
,

竟达百分之六十以上
,

事态

险恶
,

已至最后关头
” 。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 ∃ 年华北摄捐葬集情况表 》

。

! 苏州档案馆藏
∋
《∀# ∃ 年吴县丝织厂业同业公会各组解墩竹竿代金细目表 》

。

. 苏州档案馆藏
∋
《∀# ∃ 年吴县丝织厂业同业公会第一次理事会议记录 》

。

/ 苏州档案馆藏
∋
《吴县绸缎号

、

丝织厂业同业公会联合临时会员大会记录 》
。

1 苏州档案馆藏
∋
《民国三十四年吴县电机丝织业同业公会议案记录 》

,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江浙沪丝绸业联合会呈汪伪行政院文 》

。

∗ ) + ∗



沦陷期间
,

为了加强对中国丝绸业的摧残和掠夺
,

日伪政权实

行 了严格的生产和贸易统制
。

% ∋ ) 年 ∀ 月
,

日本侵略者策划筹设
“

日支蚕丝组合
” ,

强占沦陷区各丝厂
,

因遭到中国丝绸业者的抵

制
,

吞并不很顺利
。

其后
,

又以和华商合作为名在无锡组成所谓
“

惠

民公司
” ,

在苏州组织
“

华福公司
” ,

在杭州成立
‘

旧 华蚕丝公司
” ,

控

制了相当数量的丝厂和丝车
,

见下表
∋

地地 名名 公司名称称 丝厂名称称 缀丝车车 开 工 日期期

无无 锡锡 惠 民蚕丝公司司 鼎盛盛 ∃, 台台 ∀# ∃% 年 ) 月 , 日日

福福福福纶纶 , % 台台 ∀+ 日日

振振振振艺艺 ,+ ) 台台 ∀, 日日

大大大大生生 , % 台台 # 日日

询询询询康康 , % 台台台

苏苏 州州 华福公司司 大有有 ,, 台台 ∀# ∃% 年 ) 月 ∀+ 日日

无无 锡锡 第二惠民公司司 宏余余 ,& ) 台台 ∀# ∃% 年 & 月 ,∀ 日日

振振振振元元 ∃+ , 台台 ,∀ 日日

大大大大成成 ∃)  台台 & 月底底

杭杭 州州 日华蚕丝公司司 杭州州 ,  台台 ∀# ∃% 年 % 月 ∀ 日日

合合 计计计 ∀  家家 ,) % % 台台台

到 ∀# ∃% 年 % 月 ∀ 日旧 本侵略者为协调进 一步掠夺中国丝

绸的行动
,

在蚕丝国策会社的名义下
,

纠集日本蚕丝垄断企业 ,∀%

个单位共同投资
,

在上海成立了所谓
“

华中蚕丝株式会社
” ,

资金为

∀  。万 日元
,

其中吸收中国的奸商投资以及被强占的华商工厂设

据高景岳
∋
《∀# ∃&一∀# + 年中国蚕丝业受侵事略》改制

,

转引自《无锡 文史资料》第 )

辑
,

第  页
。

, ) ) ∗



备折股两项约共占资金总额的 ∋∃ ∗
,

成为 日本在江南实力最雄厚

的垄断组织
。

% ∀ ∃ 年
,

华中蚕丝株式会社进行改组
,

名义上为中日

合办
,

股份中日各半
。

当年该公司共 &∃ 万股
,

股份分配如下
+

中国方面拥有 ∀ 万股
∋

伪国民政府实业部占 # # %  股
,

汉奸商人占

∀) 股 (

日本方面拥有 ∀ 万股
∋

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占 ,& & + ,股
,

片仓工业

株式会社占 ,)∃  股
,

郡是株式会社占 ∀ &) ∃ 股
,

高桥熊次郎占 ∀∀∃% +

股
,

钟渊工业株式会社占 ∀∀,∃∃股
,

日华兴业株式会社占 +% 妊 股
,

三井

物产株式会社占 ∀ ,。股
,

三菱商事株式会社占 ∀  ,。股
,

日棉实业株式

会社占 +∀ 。股
,

日本商人占 ∀& ) 股
。

表面上
, “

华中蚕丝株式会社
”

的董事亦为中
、

日各五人
,

似乎 中日

对等
,

实际上该公司完全为 日本人所操纵
。

例如
, ∀#  年 5 月

,

该

公司召开第三届股东常会
,

出席者 ∀+ 人
,

全是日本人
( ∀# ∀年

月召开第四届股东常会
,

只有很少几个中国人出席
,

略资点缀
。

甚

至
,

名义上汪伪政府对
“

华中蚕丝株式会社
”

有监督之权
,

但在事实

上也不过只是一句空话
。

时人评 曰
∋ “

各制种场皆借用华中资本
,

故

只知有华中
,

不知有政府
。 ” ! 此可谓一语中的 ;

华中蚕丝株式会社成立后
,

日伪政府立即颁发了《管理丝茧事

业 临时办法 》
、

《关于蚕丝事业统制指导要领 》等一系列伪法令
,

规

定蚕种
、

蚕茧
、

缎丝
、

销售等全部环节
,

统由华中蚕丝公司经营控

制
。

在蚕种方面
,

该公司有权委托蚕种制造业者生产蚕种
,

有权收

买华中地区蚕种制造业者所生产的全部蚕种
(在蚕茧方面

,

该公司

有权垄断收买华中地区所出产的全部蚕茧
(
在蚕丝方面

,

该公司有

权独占华中地区全部机器制丝企业
。

一句话
,

华中蚕丝株式会社有

掠夺华中地区全部丝茧资源的特权
。

. ∀# ∃# 年 ) 月
,

伪实业部进一

步指令江
、

浙
、

皖三省蚕丝业统归华中蚕丝公司管辖
,

这样
,

就使三

《华中蚕丝业公司股东会 ∀#  年常会报告 》
。

! 浙江省档案馆藏
∋
《维新政府农矿部技师金晏澜的浙江蚕业调查报告 》

。

. 见《华中蚕丝株式会社章程》
。



省蚕丝命脉完全操于 日本人之手
。

日本侵略者还在江浙等省精心

设计了掠夺和摧残中国丝绸业的庞大组织机构
,

如华 中蚕丝株式

会社成立后
,

便于上海虹 口设立总办事处
,

在无锡
、

南京
、

苏州
、

杭

州等地设立
“

支店
”
,分公司 −

,

又在江浙蚕丝业发达的城镇设立
“

出

张所
” 、 “

驻在所
”

等
,

从组织上建立起 一 套掠夺中国丝绸的严密体

制
。

日伪对沦陷区中国丝绸业的
“

统制
” ,

首先是从蚕种这 一基础

环节着手的
。

% ∋ 年  月 %∋ 日兴亚院华中联络部通喋《关于蚕丝

事业统制之指导要领》中明文规定
+ “

华中方面需要配给统制之蚕

种
,

完全 由华中蚕丝株式会社供应
。

华中蚕丝株式会社应收买现存

蚕种制造业者所制造之全部蚕种
,

并委托蚕种制造业者从事制造
,

以资统制蚕种之数量
、

价格及配给
。 ”

于是
,

华中蚕丝株式会社对

江
、

浙两省原有的 ∀,# 个蚕种场
,

都派 日本人亲 自接管
、

掌握
,

大量

缩减中国各蚕种场的生产
,

竭力倾销 日本蚕种
,

并规定它所发育的

蚕种
“

不得复制和转让
” 。

输入 的 日本 蚕种急剧增 加
, ∀# ∃% 年为

,    张
, ∀# ∃ # 年 为 ,,,% ) 张

,

而 ∀#  年仅 春 蚕一 季就 已达

∀) + ) ∀) 张
。

! 这些蚕种大多是 日本 已经淘汰的劣种
,

饲养期间连续

发病
,

致使蚕农屡遭亏蚀
( 另一方面

,

日伪又借口 中国蚕种病毒严

重
,

强令集中销毁
,

仅 ∀# ∀ 年江浙两省遭焚毁的蚕种就达 ) 万张

之巨
,

致使我国蚕种业经营者亏蚀累累
,

被迫停业
。

其次
,

是对沦陷区的蚕茧收购进行统制
。

上述通碟规定
∋ “

华中

方面所产蚕茧
,

完全按维新政府实业部茧价评定委员会建议政府

规定之公定价格
,

由华中蚕丝株式会社一手收买
,

以资统制蚕茧之

数量
、

价格及配给
。 ” . 这样

,

华中蚕丝株式会社便以批准营业许可

参见崛井英一
∋
《支那蚕丝业的调整政策》

∗

叨东亚经济论丛》第 ∃卷第 , 号
,

∀ # ∃ 年

+ 月
,

第 & 页
。

! 黎德昭
∋
《江苏省浙江省蚕业调查报告 》第 ,编

, ∀#  年
,

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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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毓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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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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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的手法
,

把江浙两处的 ∋ %∀ 个茧行和 ∋ ! %  ) ∃ 担收茧能力置于 自

己的控制之下
,

他们以极低的价格收茧
,

对蚕农进行残酷的掠夺
。

蚕茧的价格
,

实际由华中蚕丝株式会社决定
,

连当时一些进行调查

的 日本人都觉得其中大有可疑
+ “

茧价怎样计算出来
,

我们不晓得
。

即使假定这个标准茧价是公正的
,

由上述双重契约的茧行利用和

游击区域的种种课税使然
,

它到达养蚕农家手中时
,

可以断言是非

常之低的
。 ”

例如 ∀# ∀ 年秋茧的收购价格
,

每担伪币 % 元
,

仅及

∀#∃) 年茧价的五分之一
(
且在收茧时只付三分之 一现金

,

其余出

具票据
,

规定要等到蚕茧缎成新丝出售后方可兑现
,

在物价暴涨的

情况下
,

蚕农等到期票兑现
,

几乎已成一叠废纸
。

蚕农如果拒不售

茧
,

就会遭到 日伪的公开抢掠
,

拘禁投狱
,

不一而足
。

在 日伪的严苛统制下
,

沦陷区的蚕茧产量大幅度下降
,

仅浙西

一地
, ∀ #  年的蚕茧产量就比 ∀# ∃) 年减少了 + − 以上

,

但日伪的

搜刮并未放松丝毫
。

据 日方文件记载
∋ ∀# ∃%一 ∀# ∃ 年 ) 年中

,

共征

购蚕茧 ∀  余万担
,

总值伪币 亿元以上
,

其中用于军需的 + &    

余担
,

运往 日本国内的 +     余担
,

其余的则 留在当地缀丝
,

再统

购生丝
。

! 沦陷区农民不堪忍受 日伪政权的野蛮掠夺
,

迫不得 已纷

纷连根挖除桑树
,

平毁桑园
, “

有将桑园改种食粮以求食粮 自给者
,

有因粮食涨价种粮食比较有利而改种食粮者
,

也有因为燃料腾贵

燃料不足而利用桑树为燃料者
。

总之
,

最近的桑园减少倾向是很显

著的
” 。

. 据统计
, ∀# ∃,年浙江全省有桑园 ,) + 万余亩

,

抗 日战争结

束后调查
,

全省桑园面积不到 ∀  万亩
,

约为战前的三分之一
(
江

苏省的桑园耗失 比浙江尤甚
,

只及战前的四分之一 (两省的蚕茧产

量也比战前大大下降
,

∀# ) 年总计出产蚕茧 ∀∃,& +,
∗

+& 担
,

仅及

崛井英一
∋
《支那蚕丝业的调整政策》

,

《东亚经济论丛》第 ∃ 卷第 , 号
, ∀# ∃ 年 + 月

第 # 页
。

! 据《华中蚕丝株式会社年度报告》
。

7 本位田祥男等
∋
《东亚的蚕丝业 》

, ∀#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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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的五分之一
。

再次
,

是对蚕丝的产销实行统制
。

华中蚕丝株式会社被赋予机

器制丝业的独占垄断权
。 “

华中各地机器制丝业
,

完全由华中蚕丝

株式会社统制经营
,

生丝完全由该会社统一贩卖⋯⋯家庭制丝及

特 定丝厂允许存在
,

但其所需蚕茧
,

须 由华中蚕丝株式会社的茧

行
,

以华中蚕丝株式会社名义收买配给
。

其生丝
,

除本地消费外
,

输

出丝必须卖给华中蚕丝株式会社
。

这样
,

切断蚕茧的来源
,

使租界

丝厂无法存在
,

同时
,

将家庭制丝及特定丝厂的蚕茧圈入华中蚕丝

株式会社统制下
,

以统制生丝贩卖
,

切断他们与其他外国出 口商的

关系
。 ” ! 华中蚕丝株式会社指定沦陷区内 ,, 家规模较大的缥丝

厂进行生产
,

原料由其提供
,

成品由其控制
。

. 另外
,

江浙沪等地尚

有一些小型丝厂
,

则以批准营业许可证的方式加以控制
,

原料和产

品同样必须由华中蚕丝株式会社掌握
。

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径
,

遭

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抵制
,

不少工厂拒绝与华中蚕丝株式会社合

作
,

宁愿宣告停工关厂
(
大量缴丝工人则转移到农村从事家庭手工

缥丝
。

∀ # ∃# 年 以后
,

农村小型手工缥丝工厂在江浙等省勃然兴起
。

∀# ∃ # 年 ∀ 月
,

苏南的农村手工缥丝工场 只有 ∀% 处
,

& 月间增加为

∀#  处
,

拥有缥丝机具 ,) ∀∀ 釜 ( 到 ∀#  年时更增至 ∃∃ 处
, +  +∃

釜 (到 ∀# ∃ 年时
,

仍有 ,+) 处
, ∃ % , 釜

。/ 浙江省仅湖州
、

嘉兴等地

农村 ∀# 23 年时也有  多家手工缥丝工场
。

广大蚕农拒绝卖茧而

自缀生丝出售的也 日益增多
。

中国的蚕丝生产在 日本帝国主义的
“

资力和暴力限制欺侮之下
,

唯有
‘

化整为零
’

的分别奋斗
” 。

0

但是
,

就连这样落后和艰苦的生产条件
,

日伪政权也要千方百

《中蚕通讯 》第 ∀ 卷第 , 期
, “

国内消息
”

! 崛井英 一
∋
《支那蚕 丝业的调整政策 》

,

《东亚经济论 从 》第 ∃ 卷第 ,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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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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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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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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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地加以剥夺
。

华中蚕丝株式会社唯恐
“

统制
”

松驰
,

为了扼杀中国

的手工缀丝工场和农民 自缀土丝
,

唆使伪实业部于 % ∋ 年 ! 月

%# 日颁布《管理手工制丝业暂行办法 》
,

规定
+

三釜以上设备经营

手工制丝业者
,

须呈请实业部核准注册
,

颁发执照
,

方得营业 手工

制丝业除经实业部特许出口 者外
,

限于行销国 内 经营机械制丝

者
,

不得兼营手工制丝业 独资或合资经营手工制丝业者
,

不得同

时经营两个以上 的手工制丝业 丝厂不得 自行收买蚕茧
。 ∀#  

年
,

伪工商部又秉承华中蚕丝株式会社的意旨
,

颁布了《管理小型

制丝工场暂行规则》
,

再次强调
∋
经营小型制丝工场

,

须经工商部核

准注册
,

颁发执照
,

始得营业
(
所产生丝

,

除工商部特许输出者外
,

限于行销国内
(
小型制丝工场的设备

,

以旧式木车为主
(经营大规

模机械制丝厂者
,

不得兼营小型制丝工场
(
小型制丝工场每月应将

购茧数量
、

制丝数量
、

存茧数量
、

存丝数量以及运销地点
、

出售给何

人等事项
,

呈报主管官署及丝茧运销管理局
。

! 细审条文
,

显然后

一个《规则》比前一个《办法》更为严厉和细密
,

使小型缴丝工场难

以挣脱罗网
,

中国的蚕农
、

缀丝工人和丝厂经营者走投无路
,

而华

中蚕丝株式会社则可确保其对沦陷区蚕丝产销的垄断
,

换取外汇
,

购置军火
。

据不完全统计
, ∀# ∃ &一 ∀# ∃年

,

日本从中国掠夺出口的

生丝达 & 万担以上
。 “

由于生丝输出
,

对于取得具有重大战时使命

的外汇有所贡献
,

换得外汇一千七百五十余万元
” 。

7 难怪日本侵

略者要弹冠相庆
∋ “

可以说
,

华中蚕丝株式会社充分完成了我国 2 日

本 3制丝业交给它的使命
。 ”/

又次
,

是对丝织品产销的统制
。

为了尽可能地榨取中国的资

源
,

调和 日本军阀与垄断资本在掠夺中国社会财富过程中的矛盾
,

日本侵略者把沦陷区的工矿企业划分为
“

统制事业
”
与

“

自由事业
”

黎德昭
∋
《江苏省浙江省蚕业调查报告》第 , 编

, ∀# 。年
,

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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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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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
。

表面上
,

丝织业被划属于
“

自由事业
” ,

容许私人 自由经营
,

但

实际上华商始终没有 自由经营的权利
,

稍具规模的民族资本丝织

厂
,

时刻受到华中蚕丝株式会社的
“

合作
” 、 “

收买
” 、 “

租赁
”

等威胁
。

各丝织厂家的丝织原料受到严格控制
,

生产用电受到严格限制
,

产

品销售受到严格统制
,

不仅严禁中国丝织品出口销往国外
,

还严禁

中国制造的丝绸进入非平
、

天津
、

青岛等由 日绸占领的北方大城

市
,

堵塞了华绸的销售渠道
。

在日人小野忍调查杭州丝织业时
,

锦

昌永志记绸庄诉苦道
+ “

销货额 小
,

是 因为最近 向华北送货困难

⋯⋯因此处于停业状态
。 ”

惠昌绸庄也愤愤不平
∋ “

客人多在北

平
、

天津
、

青岛等北方都市中⋯⋯现在 由于统制
,

无法送货
。 ” ! 小

野忍记述说
∋ “

华北是绸缎的重要市场
,

用不着多加说明
。

华北与华

中间现在施行变换制 2 日伪统制贸易政策之 一 3
,

因此
,

华中方面不

能向华北随便发送货物
。

作者所到的地方
,

无论杭州
、

苏州或南京

—南京尤甚—都在诉说这种苦处
,

使调查感到若千困难
。 ” .

这样
,

日伪政权就从原料
、

生产
、

销售等各方面
,

把名为
“

自由事业
”

的沦陷区丝织业置于 自己的严密掌握之中
。 ∀# , 年

,

日伪指定的
“

中华丝绸业产销互助会
”

成立
,

在《规约》中强调
∋ “
凡会员工厂之

制成品送交其来往之绸庄
,

关于制品匹额
、

数量应随时填表报告本

会
。

制成品凡输出国外者
,

均须委托本会之贩卖机关贩卖之
。 ”/按

照这个规定
,

不仅行销产品要向该会
“

登记
” ,

输出国外更须 由该会

代办
,

一句话
,

即剥夺了各丝织厂家经销产品的自由
。

这种情况
,

在苏州尤为典型
。

据苏州档案馆最近发现的驻苏 日

军
“

登集团
”司令官的命令

,

规定各种丝绸
“

须申请清乡督察专员公

小野忍
∋
《杭州的绢织物业 2 上 3 》, 22 满铁调查 月报 》第 ,∃ 卷第

∀ ∀ 页
。

小野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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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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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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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发给原产地证明书
,

并由
‘

登集团
’

司令官指定之许可机关
‘

支那

派遣军司令部第七号出张所
’

依据该证 明书发给规定之许可证
,

方

准载运出境 ,或人境 −
” 。

其后
,

日伪用以控制苏州丝织业的御用

组织
“

吴县丝织厂业同业公会
” ! 成立

,

其章程规定
∋ “

任务
∋
一

、

关

于丝织品之生产统制事项
(二

、

关于丝织品原料之收买配给事项
(

三
、

关于丝织品原料之调节流通事项
( 四

、

关于丝织品品质及价格

之审评事项
(五

、

关于会员经营事业之调查
、

统计
、

设计指导及检查

取缔事项
(六

、

关于会员与会员或非会员间争议之调解事项
(七

、

关

于同业劳资间争执之调解事项
(
八

、

关于会员业规订立与执行事

项 (
九

、

关于会员之福利事项
(
十

、

关于丝织 品及原料之签订事项
(

十一
、

关于政府及丝绸同业联合会指定或委托事项
。 ”. 举凡丝织

业从原料配给
,

到丝绸织造
,

再到产品运销等环节
,

无不受到 日伪

政权的严密控制
,

所谓
“

自由事业
”

允许私人自由经营
,

完全是欺人

之谈
。

在 日伪的残暴统制和摧残下
,

沦陷区的丝织业急剧凋敝
,

奄奄

一息
。

据 ∀ # , 年杭州丝绸织造业公会调查统计
, ∀# ,年 ∀ 月杭州

全部电织机 ,∃& + 台中
,

停开的 ∀ & ) 台
,

占电织机总数的 + − (
全

部手织机 &# 台中
,

停开的 ∀#) 台
,

占手织机总数的 ∀ 瑞 (全部丝

织业 )%+ 户中
,

完全停工的 ,∃# 户
,

占 ∃+ − (
部分停工的 ∀%+ 户

,

占 ,& −
,

两者合计占 ), − ,

其余也都处于时开 时停的非正 常状

态
。

/ 僻处一隅的盛泽镇也难逃厄运
。

抗战前
,

盛泽丝织业从业人

数为 , #    人
,

∀# + 年减至 % ∀+  人
,

减少了 %,− (丝绸年产量抗

原件藏苏州档案馆
。

全 宗号
∋
乙 <一∀ ( 案卷 号

∋ ∀% , ( 页号
∋
∃∀

。

! 参见苏州档案馆藏
∋
《吴县丝织厂业同业公会全体会员大会记录》

,

民国三十年一月

十六 日
。

旧吴县县商会丝织业部分档案第五卷
∋ “
沦陷时期丝织厂业同业公会各项

会议记录
”

之二
。

. 苏州档案馆藏
∋
《吴县丝织厂业同业公会章程》

。

/ 《杭州市丝绸织造业公会会 员调查表》
,

据满铁
∋
《中支惯行调查参考资料 》第 , 辑

,

∀# , 年
,

第 ∀+ ,一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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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为 /仑心∃ ∃ ∃ 匹
,

% ∀ # 年跌至 & ∃ ∃ ∃ ∃ 匹
,

减少了 ) ∗
。

在苏州
,

丝织业的生产能力严重萎缩
,

仅 ∀今 ∀ 年 ∀ 月 ∀) 日一天
,

延龄
、

久

昌徐
、

天一
、

永丰仁等 ∀% 家绸广就因
“

原料统制
,

输入被阻
,

成品输

出困难
,

货匹积搁
,

存料将绝
,

兼为米价飞涨
,

各项开支倍增
” !

,

而

忍痛宣告停业
。

据 日本人统计
,

自日军侵占江浙等地以后
,

中国的

丝 绸生产便呈每况愈下之势
∋ ∀# ∃ # 年江浙两省有丝织机 ,++% )

部
,

开工者为 ∀+ & ) + 部
( ∀# 。年丝织机数减为 ,∃# &∀ 部

,

开工者减

至 ∀ ∀& ∃ 部
( ∀# ∀ 年织机减为 ,,∃∃ # 部

,

开工者减 为 ∀, +  部
(

∀# , 年织机更减至 ,,,) ) 部
,

开工者减至 & % #∀ 部
。

. 正如当时江

浙丝绸业所哀叹的那样
∋ “

际此时会
,

民生日整
,

绸缎又非 日常必要

用品
,

以致销路大狭 (更以外销受战事影响
,

运输间阻
,

营业式微
,

国内市场除本街外
,

几仅京沪沿线十余县而已
,

故营业批额较诸畴

昔
,

百不及一
。

经营之艰
,

可以想见 ;
’,

/

综上所述
,

在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
,

沦陷区的

丝绸工业饱受战火兵焚
,

苛捐杂税和各项统制的摧残和掠夺
,

受到

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打击
,

丝绸生产急速衰落
,

濒临绝境
, “

较诸事

变以前
,

其业务之盛衰
,

相去何音天壤
” ;0 日本帝国主义所发动的

全面侵华战争
,

切断了中国丝绸行业近代化的正常发展途径
,

窒息

了中国丝绸生产更新改造后所具有的蓬勃生机
。

2作者单位
∋

苏州大学历史系 3

昊江县档案馆藏
∋
《昊江调查》

, “

木机绸业历年生产情况表
” 。

! 苏州档案馆藏
∋
《吴县丝织厂业 同业公会全体会员大会记录 》

, ∀# ∀ 年 ∀月 ∀) 日
。

. 本位田样男等
∋
《东亚的蚕丝业》

, ∀# ∃ 年
,

第 )  一 ) ∀ 页
。

/ 江苏省档案馆藏
∋
《苏州铁机丝织业盛纱缎庄业同业公会呈江苏省经济局局长函》

,

∀# 年 9 月 , 日
。

0 中国第二历 史档案馆藏
∋
《江浙丝绸业呈述凋敝情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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