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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时期的国民政府与西北开发
Ξ

李云峰 　曹 　敏

　 　

　　内容提要 　本文以翔实、具体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 ,着重就国民政府开

发西北的战略构想 ,举措与实绩 ,以及对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探

讨。全文共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旨在分析九一八事变前后西北地区战略地

位的变化和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战略构想的演变 ,认为整个开发过程经历了初

步酝酿 (1928 —1931) 、着手实施 (1931 —1937) 、积极推进 (1937 —1945) 三个

阶段。第二部分主要选取交通水利建设、农业开发、工矿业发展诸领域 ,以丰

富的事实和数据 ,展现国民政府从战时环境和需要出发 ,所采取的一系列政

策、举措、办法 ,以及开发取得的成就。第三部分则从西北地区农业的进步和

工业近代化程度的提高、商贸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东西部经济文化交流与合

作的扩大 ,分析了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活动的影响。论文指出 ,作为策划者和

组织者的国民政府 ,为西北开发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其成

果不仅为打破日本的经济封锁、支持长期抗战、争取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 ,而

且为改变西北的落后面貌奠定了初步的必要的基础。但国民政府在西北开

发中存在着诸多缺陷、不足和问题 ,特别是其开发的主旨是直接为战争服务

的 ,起决定作用的是军事上的需要而不是该地区的全面而长远的发展。因

此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 ,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热情遽减 ,各种开发、建设工

作也停顿了下来 ,最终导致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再次陷入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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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政权 ,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 ,除了镇压反对者的职能

外 ,都不能不执行组织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公共职能。1927 年 4

月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 (1932 年春曾一度移驻洛阳办公 ;1937 年

11 月 —1946 年 5 月曾迁都重庆) 也不例外。20 世纪 30 年代九一

八事变后 ,随着日本的步步进逼和国防建设的需要 ,国人开发西北

的呼声日渐高涨 ,国民政府遂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比较闭塞的西北

地区 ,开始制定开发西北的政策 ,并着手实施。全面抗战爆发后 ,

西北与西南一起成为抗日总后方 ,开发活动达到了高潮 ,西北因此

而获得了自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进步。而作为此次开发策

划者与组织者的国民政府 ,在整个西北开发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

要的作用。本文拟就抗日时期 (1931 —1945)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

战略构想、举措与实施、以及对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进行探

讨 ,期收抛砖引玉之效。

—　西北地区所处地位及国民政府

开发西北战略构想的演变

　　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在我国社会文明的开创阶段

和周秦汉唐时期 ,曾有过令人艳羡的辉煌。然而 ,随着历史的变

迁、经济政治重心的东移以及航海事业的发展 ,东南沿海地区国际

交往通道进一步扩大 ,盛极一时的丝绸之路逐渐成为历史的遗迹。

步入近代 ,由于西方列强的攻略和欧风美雨的浸染主要来自海路 ,

因而东南沿海成为我国外源后发型近代工商业的汇聚之所和先进

生产方式的重心所在。而西北各地 ,则因交通不便 ,某些自然条件

恶劣 ,新的经济成分极其薄弱。当时 ,社会上除少数有识之士大声

疾呼 ,希望国人注意西北边防外 ,晚清政府和社会各界则对西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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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很少关顾。民国初年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孙中山先生曾发表

《实业计划》(即《建国方略之二 :物质建设》) ,提出了建设西北铁

路、开发西北资源的一系列设想。但当时的中国既不具备实现这

一宏伟计划的历史环境 ,也缺乏推进它的社会力量和物质条件 ,致

使孙先生的“实业计划”未能付诸实施。

1927 年 4 月以蒋介石国民党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上台后 ,在大

力推行“武力统一”与“和平统一”政策的同时 ,也开始逐步关注开

发西北、建设西北的问题。事实上 ,这种关注先后经历了初步酝酿

(1928 —1931) 、着手实施 (1931 —1937) 、积极推进 (1937 —1945)三

个阶段。

1927 —1931 年 ,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创建阶段 ,也是其开发、建

设西北的初步酝酿阶段。从 1928 年起 ,不仅国民政府召开了咨询

性的全国经济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 ,成立了建设委员会 (1928 年 1

月)和全国经济委员会筹备处 (1931 年 3 月) ,而且国民党二届五

中全会还通过了《统一财政 ,确定预算 ,整顿税收 ,并实行经济政

策、财政政策 ,以植财政基础而利民生决议案》。与此同时 ,国民政

府也确定了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为其要务之一 ,并相继派出西北科

学考察团、西北实业考察团等进行实际考察 ,作为开发西北的依

据。1930 年 ,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制定了《西北建设计划》。1931

年 5 月 ,国民会议第七次大会通过了《开发西北办理工赈 ,以谋建

设而救灾黎案》等。但这一阶段由于蒋介石国民党事实上将主要

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用于剪除异己和围剿南方的工农红军 ,并

未真正把开发、建设西北当作“要务”,因而其开发、建设西北的种

种计划和决议只不过是一纸空文 ,社会影响微乎其微。

1931 —1937 年 ,是国民政府由顽固坚持蒋介石“安内攘外”的

总国策而最终转向抗日的阶段 ,也是其开发、建设西北的战略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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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具体化并着手实施阶段。从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 ,到一二

八事变上海直接遭受蹂躏 ;从伪满洲国沐猴而冠 ,到华北事变平津

门户洞开 ,民族危难日甚一日 ,局部抗战时起时伏。朝野上下 ,严

厉谴责蒋介石的误国政策 ,纷纷要求国民政府积极备战 ,加强国防

建设 ,以抵御日本的侵略。与此同时 ,许多爱国人士如胡应连、王

聪之、胡逸民、马鹤天、郭维屏、李庆 、李维城等都发出了“开发西

北”的呼声 ,“认为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出路 ,要恢复中国版图 ,必须

以我民族发祥地的西北做大本营 ,要集中全力来开发西北”。①

1932 年 4 月 ,长江通讯社西北考察团主任记者罗靖及华侨团员罗

正刚等 8 人在考察西北告竣后 ,专门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呈送报告

书 ,详细阐述了开发西北的理由、事类、策略及第一步计划概要。②

受各界舆论的影响 ,国民政府的一批政要人物也发表言论 ,倡言开

发西北的重要性。如国民党元老邵元冲指出 :“以今日之国势而

论 ,东北则藩蓠尽撤 ,东南则警耗频传 ,一有非常 ,动侵堂奥 ,故持

长期奋斗之说 ,力主建设西北之 ,以保持民族之生命线 ⋯⋯”③

1934 年 ,《开发西北》杂志创刊 ,蒋介石亲笔题写“开发西北”,其他

如宋子文、孔祥熙、何应钦、于右任等亦有题词。蒋介石还在西安

发表演讲说 :“我们大家都是黄帝以来圣祖神宗的后裔 ,祖先既有

那样伟大的聪明智力 ,那样伟大的精神气魄 ,那样伟大的事业 ,难

道我们就没有吗 ?”他号召国人要继承祖先的光荣传统 ,为开发西

北做出贡献 ,并对开发的工作做了具体指示 :“盖各种建设 ,固贵因

地制宜 ,因时制宜 ,而一贯之政策与通盘之筹划 ,财力要必不可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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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应由中央负责筹划。”① 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宋子文在考察兰

州时指出 :“西北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 ,是整个国家问题。现在

沿海沿江各省在侵略者的炮火之下 ,我们应当在中华民族发源地

的西北 ,赶快注重建设。”② 又说 :“建设西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生

命线 ,西北人民所负之责任 ,不仅是充实本身利益。”③ 这是国民

政府中央大员第一次把西北建设提高到国防战略的高度 ,把西北

开发与国防建设的重要性结合起来。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

应钦也发表《开发西北为我国当前要政》的文章 ,认为“西北为中华

民族摇篮 ,又是中国大陆之屏蔽。从国防考虑 ,从经济考虑 ,从文

化考虑 ,都需开发”。④ 于是“‘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之声浪 ,甚

嚣尘上 ,上而当辅诸公 ,下至关心西北之黎庶 ,莫不大声疾呼 ,细心

筹划。直有对西北之开发 ,刻不容缓 ,对西北之建设臾须促成之趋

势”。⑤

面对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时局的急剧变化 ,国民政府一方面继

续坚持“安内攘外”的总国策 ,另一方面 ,也腾出一部分精力 ,开始

着手国防建设 ,强调要以西北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地和生命线 ,进行

重点建设。正如戴季陶赴西北考察时所说 :“若就历史上、政治上、

经济上之地位而言 ,则建设西北国防 ,当先借西安为起点 ,现在中

国整个之国防计划 ,主力即全集中西北 ,则建设国防 ,自当西安始。

关中之建设完毕 ,乃经营兰州 ,而以甘肃为起点 ,完成整个中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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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建设。”① 1932 年 3 月 ,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决议 ,决定“以

长安为陪都 ,定名为西京”②,并随即成立了以张继为委员长的西

京筹备委员会和以褚民谊为主任的该会驻京办事处。后经宋子文

提议 ,又由西京筹委会、全国经济委员会、陕西省政府合组西京市

政建设委员会 ,合力进行西京市政的规划和建设工作。由于“西京

市政建设实为建设西北之起点 ,建设西北之策源地”③,因而有关

开发西北的决议案也纷纷出台。如附有开发西北计划大纲的《开

发西北案》、《关于开发西北之各种决议应即速实行案》、《西北国防

经济之建设案》、《拟请提前完成陇海线西兰段铁路以利交通而固

边防案》、《促进西北教育案》等等。这一时期 ,国民政府内开发西

北的言论之层出不穷 ,开发西北的各种计划和决议之连篇累牍 ,形

成一种奇特的景观 ,这是近代西北开发史上未曾有过的。与此同

时 ,中外人士争相到西北地区进行考察、采访、旅游 ,中央银行、中

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和不少私营商业银行 ,以及上海银行

附属的中国旅行社 ,争相到西北地区设立分支机构 ,扩展业务。由

此 ,国民政府在“开发西北”的高唱声中转向了具体的实施和经营。

诸如陇海铁路的向西延展 ,多条公路的勘测和施工 ,水利工程的兴

修 ,近代工业的创办等 ,都是实施西北开发的明证。可以说 ,从九

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以前 ,国民政府的战略构想是以西北作为未

来对外战争的战略基地的。不过在 1935 年底以后 ,随着全国币制

的统一和川、黔、滇等省地方实力派的“中央化”,国民政府遂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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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与西北相提并论。蒋介石和龙云谈到建立后方根据地时认为 :

“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阵线 ,而以川黔陕三

省为核心 ,甘滇为后方。”① 蒋介石还多次强调四川是“立国根据

地”、“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可见西南的战略地位也在迅速上升。

1937 —1945 年 ,是全民族举国一致抗击日本侵略的阶段 ,也

是国民政府积极推进西北开发和建设的阶段。1937 年 7 月 7 日 ,

日本法西斯发动了旨在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战争。在几个月的时间

内 ,我国华北、华东的大片领土沦于敌手。11 月 20 日 ,国民政府

正式宣布迁都重庆。从此 ,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战略地位

日益突出 ,西北与西南一起成为抗日的大后方 ,也成为长期战争的

战略支撑点。1937 年 7 月 25 日 ,日本突然宣布封锁中国沿海港

口 ;1940 年六七月间 ,日本又迫使法国、英国封锁了滇越铁路、越

桂公路和滇缅公路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 ,香港沦陷 ,缅

甸被占 ,致使西南国际援华陆路交通线完全继绝。而西北地区与

苏联之间的陆空运输仍畅行无阻 ,新疆、甘肃、陕西成为国际援华

的主要通道。于是西北的战略地位变得更加重要 ,开发西北的呼

声再一次高涨起来。为此 ,国民政府加大了对西北开发的投资力

度 ,并实行政策倾斜。1938 年 ,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发表谈

话指出 ,战前我国经济建设分布失调 ,发展畸形 ,今后应注意内地

建设 ,“以西南、西北为基础”。1939 年 1 月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

通过决议 :“今长江南北各省既多数沦为战区 ,则今后长期抗战之

坚持不懈 ,必有赖于西南、西北各省之迅速开发 ,以为支持抗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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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① 1942 年为了配合战时经济政策 ,开发西北经济 ,国民政

府经济部下令工矿调整处及迁川工厂联合会 ,邀集工业界专家及

技术人员 21 人组成西北工业考察团 ,前往陕西、宁夏、甘肃、青海

等省进行实地考察 ,对当地的自然条件、物产资源及工农业状况作

了实地调查 ,并撰写了详细的考察报告以及开发西北地区工业的

详细计划 ,表明了对西北地区经济开发的重视。

总之 ,作为抗日的大后方 ,西北地区地位之重要显而易见。以

民族言 ,西北各省汉、满、蒙、回、藏 ,五族俱全 ,民情诚朴 ,吃苦耐

劳 ,勇敢善战 ;以物产言 ,西北的动植五金食用俱全 ,煤铁锰硝 ,皮

棉石油 ,出产尤富 ,举办重工业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足以与暴日

作长期抗战之用。特别是东南海口被封以后 ,可由新疆另开出路 ,

与欧亚各国联络 ,以获国际物资的援助。且西北原是中华民族的

摇篮地 ,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正如有的论者所说 :“我们无论

从哪一方面去估计西北 ,西北在今天实不容再忽视了。它的资源

开发 ,它的国际运输 ,它的拓殖增产和它的文化再发扬 ,都足以补

助抗战根据地西南的不足。”②

二 　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举措及其实施

抗日时期 ,由于西北在全国所处地位的变化 ,国民政府从战时

环境和需要出发 ,采取了一系列开发西北的具体措施和办法 ,取得

了多方面的重要成就。以下仅就交通水利、农业开发和近代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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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徐旭 :《西北建设论》,上海中华书局 1943 年版。

李平生 :《烽火映方舟———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

第 17 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发展加以论述。

(一)发展交通与水利事业是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首要目标

交通既是经济发展的动脉 ,又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尺

度。交通便捷 ,才能谈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西北资源虽

丰 ,但苦于交通梗塞 ,以至所有资源都无从开发 ,这也是近代西北

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状况很难适应国防建设的需要。因

此 ,国民政府决定把开发西北的首要目标放在发展交通事业上 ,使

之成为发展西北经济链条上的首要环节 ,尤其以铁路建设为重。

1928 年冬国民政府铁道部成立后 ,鉴于陇海铁路的延展是从海州

(连云港)直达西北地区的东西重要干线 ,乃决定将陇海铁路 (当时

通车至灵宝) 向西展筑。1929 年首先续修灵 (宝) 潼 (关) 段 ,因战

事影响 ,直至 1930 年 12 月通车到潼关东门外。为展筑潼 (关) 西

(安)段 ,铁道部于 1931 年 4 月设立潼 (关) 西 (安) 段工程局 ,开始

勘测施工 ;1934 年 12 月通至西安 ;1935 年 4 月 ,潼西段工程局改

组为陇海铁路西段工程局 ,继续承筑西 (安) 宝 (鸡) 段 ,并于 1937

年 3 月通至宝鸡。至此 ,陇海线宝鸡以东至连云港 1075 公里的铁

路线全线通车。为确保陇海铁路机车用煤 ,陇海铁路局会同陕西

省政府于 1939 年 4 月动工修建了咸 (阳) 同 (官) 铁路支线 ,全长

138 公里 ,1941 年 11 月竣工通车。另外 ,为了开发白水煤源 ,陕西

省政府于 1937 年派工兵修建了渭南至白水轻便铁路 ,1939 年修

成通车。

陇海铁路的延展和另外两条轻便铁道的修筑 ,大大便利了战

时陕西对外交流 ,推动了陕西社会经济的进步。

公路建设因投资少、进展快而被确定为“目前便利运输交通之

最先急”。七七事变前 ,国民政府公路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修筑联络

公路 ,使不成系统的各省片段线路互相沟通 ,以适应战争和国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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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建设的需要。1934 年春间 ,全国经济委员会组设西 (安) 兰 (州)

工务所 ,负责修筑西兰公路 ,经营近一年 ,工程初步完成后 ,1935

年 1 月又在西安设立西北国营公路管理局 ,专管西北各省公路建

设 ,制订出西北公路运输网计划大纲 ,并直接主持完成了西兰、西

(安)汉 (中) 公路。西兰公路全长 753 公里 ,1935 年 5 月 1 日通

车。6 月 ,蒋介石下令限“西汉公路年底通车”。① 该路全长 44716

公里 ,1934 年 9 月开工 ,1935 年 12 月完工 ,成为沟通西北地区与

西南地区的重要通道。

全面抗战爆发后 ,为了打破日本对我国沿海地区的封锁 ,打通

国际通道 ,接受盟国的援助和发展对外贸易 ,国民政府首先在西南

抓了中印公路和滇缅公路 ,在西北则改善了西兰公路和修建了甘

新公路 (兰州 —迪化) ,使之成为贯穿西北地区的国际交通线。甘

新公路直接与苏联相连 ,早在 20 年代已具雏形 ,1937 年底动工修

建 ,经过两年施工 ,全长 1179 公里的甘新公路建成通车 ,成为开发

西北的一条重要公路干线。西兰公路改造工程于 1940 年完成 ,改

造后的西兰公路阴雨天也可行车 ,是当时西北地区路况最好的公

路。其次 ,国民政府改造和完善了一系列重要公路干线 ,1936 年

至 1937 年整修了华双路华天段 ;1938 年春整修了甘青公路。还

有宁平路、宁兰路、宁包路、西汉路等也都进行了整修。另外 ,国民

政府在西北还新修了许多公路干线 ,如华双公路天双段 ,为陕西南

部与甘川联系通道 ;甘川公路兰通段 ,为甘肃入川直通路线 ;汉白

公路为陕南与湖北联系通道 ;宝平公路 ,为陇海铁路和宝汉、西兰、

宁平公路联系枢纽 ;青藏公路玉树段 ,全长 827 公里 ,系联结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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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川藏地区的西部通道 ;此外还有宁 (西宁) 张公路、夏宁公路、宁

陕 (陕坝)公路、岷夏公路等。新疆自 1935 年修筑了迪伊线迪哈公

路 ,该路于 1937 年 7 月 1 日完工通车 ,是一条重要的国际交通线 ,

抗战爆发后 ,大批苏联援华物资就是通过这条公路运往中国抗日

前线的。1939 年 5 月 ,新疆又先后兴建了额敏 —塔城、迪化 —焉

耆、焉耆 —阿克苏、阿克苏 —喀什和喀什 —和阗等公路干线。

除了公路干线外 ,西北各省都修建了不少省内支线 ,如陕西从

30 年代初开始 ,先后建成了西朝 (邑) 公路、西 ( ) 公路、西南

(五台) 、西午 (子午口) 、原 (三原)渭 (南) 、咸榆、渭蒲、渭大 (荔) 、凤

陇、凤汉、汉宁 (羌) 、西荆 (界牌关) 、绥 (德) 宋 (家川) 、 宜 (川) 等

十多条公路。青海先后建成宁民、宁循、宁门、宁互、宁同、宁都、宁

贵等公路。宁夏于 1933 年建成了“三大干线”、“四大支线”。①

总之 ,抗日时期整个西北地区的公路有了成倍甚至成十倍的

增加 (其中的西兰、甘新、凤汉、汉宁、汉白等线由全国经济委员会

直接拨款兴筑) ,最终形成了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近代公路网和西

北各省区的公路网。此外 ,西北的航空、水运事业也有新的成就 ,

兹不赘述。交通建设的发展为国防建设奠定了基础 ,也对西北地

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

西北建设的首要问题是交通 ,同等重要者即为水利。因为交

通即使便利 ,而农产匮乏 ,仍不能救济人民的贫苦。西北向来缺

水 ,频仍的旱荒如同恶魔威胁着当地人民的生存。为此 ,国民党四

届三中全会通过《西北开发案》,其中对西北的水利作了统筹规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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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必须设“专门之机关与人材 ,作精密之考察 ,通盘之筹划。凡

重要工程 ,非地方政府力所能任者 ,由中央办理 ,其余重要计划、简

易工事 ,皆由其指导督率地方办理也”。① 并先后在相关会议上形

成了一系列关于兴办水利的决议 ,如《十年万井计划案》、《请拨款

兴修甘肃省杂大两渠以利灌溉方案》、《提倡甘肃造林兴修水利案》

等。1936 年全国经济委员会制订的《全国水利建设五年计划大

纲》,其中涉及西北水利的就有“完成关中八惠灌溉工程”(“八惠”

为泾惠、洛惠、渭惠、梅惠、沣惠、灞惠、耀惠、 惠八渠) 、“整理绥

远、宁夏、甘肃水渠”等计划案 ,以加强对西北水利事业的兴办 ,西

北地区的水利建设掀起高潮。

陕西省的水利在抗日时期发展速度最快 ,1930 —1941 年已完

成的大型灌溉工程就有泾惠渠、渭惠渠、梅惠渠、织女渠、汉惠渠。

其中完成最早且成效最著者当首推由华洋义赈会与陕西省政府合

办的泾惠渠。此渠于 1930 年冬开工 ,次年 6 月完成干渠 ,开始放

水浇地 ;其他支渠及修补工程 ,则于 1935 年春竣事 ,共费资 170 万

元 ,可灌田 80 余万亩。渭惠渠兴工于 1935 年 3 月 ,完成于 1941

年 ,共费资 210 万元 ,可灌田 60 万亩。梅惠渠 (以首凿该渠之眉县

县长而得名)由陕西省建设厅与国民政府经济部合办 ,1936 年 10

月动工 ,1938 年 6 月完成 ,计用资 2116 万元 ;后又改善故道 ,督开

农渠 ,至 1941 年已溉田 1212 万亩。织女渠在陕北米脂织女庙对

岸 ,工程始于 1937 年 ,1938 年底完成 ,用资 11 万元 ,可灌田 111

万亩。汉惠渠在陕南 ,1938 年底施工 ,1941 年 6 月告竣 ,经费共

188 万余元 ,由陕西省与农本局合筹 ,可灌田 10 万亩。当时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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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中的水利工程有洛惠渠、黑惠渠、褒惠渠 ,而以省府每月拨款

2 万元 ,全国经济委员会协款办理 (后由经济部主持) 的洛惠渠为

最大。经委会并组织泾洛工程局专司其事 ,于 1934 年 3 月开工 ,

1937 年底完成大部分工程 ,后因隧洞流沙等原因而一度中止。①

所有这些 ,都为陕西农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也为后来西北其他各省

水利建设和农牧业生产开了风气。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还专门制

订了“陕西水利工程十年计划纲要”。可惜功成仅半 ,便积劳成疾

而逝。全面抗战爆发后 ,由于国民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加之一批爱

国人士的倡导和投入资金 ,陕西的水利建设又出现了高潮。1938

年国民政府拨款 10 万元 ,陕西省政府出资 40 万元 ,加上华洋义振

会和檀香山华侨分别资助的 40 万元和 100 多万元 ,又重新规划了

陕西“八大”水利工程。这些水利的受益面积可达 300 多万亩。可

见抗日时期陕西水利开发的规模和实效在全国是相当引人注目

的。

甘肃的水利开发较晚。1934 年经委会拨款 50 万元 ,作为水

利基金 ,组织测量队就洮惠、通惠、永丰、新古各渠开始勘测 ,至全

面抗战爆发前仅修大型水利工程洮惠渠一项 ,可灌地 5 万亩。

1940 年 11 月 ,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谷正伦 ,聘请原金陵大学农

经系教授张心一任省建设厅厅长。张氏主管农田水利建设 ,主张

实行政企分离 ,多方筹资 ,实行合资经营开发。由于他的努力 ,甘

肃省政府与中国银行联合举办了甘肃水利林牧股份有限公司 ,资

本为法币 1000 万元 ,由省政府承担 300 万元 ,中国银行承担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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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1942 年增至 6000 万元。1945 年 4 月行政院水利委员会亦

加入。① 该公司的成立 ,对开发甘肃农田水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先

后完成了湟惠渠、溥惠渠、永丰渠、永乐渠、靖丰渠 , 丰渠等施工

任务 ,继而又兴建了兰丰、肃丰、登丰等渠 ,加上其他水利工程共有

23 处。其中 ,兰丰和肃丰两渠因经费不足于 1946 年停工 ,其余 21

处工程均于 1947 年完工 ,计划收益农田面积 35 万亩。1943 年 1

月 ,甘肃水利农牧公司又公布了河西走廊水利工程的初步计划 ,决

定修建永登至敦煌 17 个县的水利工程 ,并于武威、张掖、酒泉和敦

煌先后成立了 34 个工作站 ,负责整理旧渠及测验水文事宜。到

1944 年 ,甘肃省利用库款办理的水利工程 ,“共在河西地区整理旧

渠 43 处 ,可灌田 384853 亩”。②

(二)开发西北农业资源是国民政府的一项基本政策和重要措

施

近代西北地区的经济主要还是以农业为支柱 ,而农业生产却

十分衰敝。西北农业之所以长期滞后 ,除了兵匪战乱、苛捐杂税等

因素外 ,资金短缺 ,技术落后 ,自然灾害频繁则是其主要原因。农

业的停滞不前制约着整个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 ,迫使国民政府采

取措施挽救农村经济。鉴于西北农村生产资金枯竭 ,高利贷盛行 ,

全国经济委员会于 1933 年 6 月制定了《西北建设实施计划及进行

程序》,提出“救济西北 ,当以流通农村金融为首务”的西北合作事

业计划。于是西北农村合作社很快发展起来。

1934 年 8 月 ,全国经济委员会首先会同陕西省政府成立了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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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农业合作事务局。该局主要以“介绍银行资金流入农村为原

则”。但在银行尚未投资的情况下 ,“全国经委会拨款 30 万元 ,陕

西省政府拨款 40 万元 ,共 70 万元作为贷款基金”①,先行办理劝

农贷款 ,指导组织承借农户的互助社 ,作为设立合作社之初步。后

通过介绍 ,银行向农村贷款 ,作为合作贷款 ,扩大了贷款渠道。并

在咸阳、三原、大荔、武功、凤翔等关中 5 个地区成立了办事处 ,办

理贷款事宜。据统计 ,仅这 5 个地区成立的互助社就有 1882 个 ,

合作社 1688 个 ,申请贷款总额 1881741 元 ,已贷合贷 390631 元 ,

劝贷 510587 元。同时还在陕北协助中国农业银行拨款 30 万元 ,

办理了陕北农贷②,并改组了陕南合作社。截止 1936 年 6 月前 ,

经该局介绍的中、交银行投资者仅关中地区就有 11 个县 ,贷款总

额 647836 元。③

全面抗战开始后 ,国民政府加大了对农村信用社投资的力度。

1937 年 8 月 ,国民政府颁布《中、中、交、农内地联合贴放的办法》,

规定农民可以各种粮食和经济作物产品向四行请求押放。1938

年颁发了《战时合作农贷调整办法》,严令农贷不得停顿 ,并不得少

于历年放款数额。同年 ,行政院又通过了扩大农村贷款办法 ,颁行

《改进地方金融机构办法纲要》,规定各地方金融机构要通过“农业

仓库之经营”、“农产品之储押”、“种子、肥料、耕牛、农具之贷款”、

“农业票据之承受或贴现”等业务 ,促使资金流向农村 ,支持农村经

济发展。1937 年 6 月 ,国民政府拨款 50 万元 ,作为甘肃农贷专

款。同年 12 月 ,又续拨 100 万元作为甘肃第 2 期农贷资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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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经济委员会 :《西北建设事业概况》,193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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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5 月 ,国民政府再拨款 350 万元作为甘肃省第 3 期农业贷

款 ,农贷的发放区域 ,普及全省 67 个县 (局) 。到 1941 年 10 月 ,甘

肃省农贷发放额达 3200 余万元 ,全省合作社也达 6000 个。①

宁夏和青海的合作社起步较晚。宁夏于 1942 年底决定成立

省合作事业管理处 ,全面负责推行合作社事业。到 1943 年 ,全省

除两个蒙旗外 ,其余 13 个县均已普及 ,包括县联社、乡镇社、专营

社等共 663 个社 ,社员 69014 人 ,股金 2001899 元。历年发放农业

生产贷款总额 1500 余万元。② 青海省 1940 年 6 月成立合作事业

管理处。1943 年全省 26 县共成立信用社 54 个 ,1946 年增加到

282 个 ,股金 18010009 元。③ 除信用合作社外 ,西北地区还成立了

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垦荒合作社、畜牧合作社、水利生产合作

社等。农村合作社的广泛建立 ,对缓和西北地区农民所受的高利

贷剥削、发展农牧业生产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增加粮食生产”、“增进棉花生产”是国民政府开发西北农业

最基本的目的。为此 ,国民政府把发展西北农业科研、推广农业技

术、奖励人民种植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途径。

1938 年秋 ,甘肃成立了农业改进所 ,专门负责改进农村畜牧

生产技术的工作。这个农业改进机构内设农政、农艺、植物病虫

害、森林、畜牧、兽医等部门。各专区亦设农业改进所进行技术推

广。经过 6 年努力 , 3 个优良的小麦品种即“泾阳 302”、“武功

774”和美国玉米普遍在甘肃扎根。为了普及农业科技成果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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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按行政院农业促进委员会关于建立全国农业推广机构的计

划和办法 ,于 1940 年 11 月 1 日设立了农业推广处 ,还配备了农业

技术人员 ,推广农业科技成果。

棉花为重要的战略物资 ,1934 年全国经济委员会会同陕西省

建设厅成立棉花改进所 ,以“选育纯良品种 ,及指导棉农以合理栽

培 ,发展棉户为之基本工作”。到 1937 年 ,美种“斯字棉 4 号”、“德

字棉 571 号”试种成功 ,并分别在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推广。全面

抗战爆发后 ,国民政府更加重视陕西棉业 ,全国经济委员会在陕西

专门设立棉业改良所 ,以提高棉花产量和质量。国民政府设立西

北中央农业实验所棉作系工作站、农林部粮作繁殖场、农业推广处

棉产改进分处等 ,对提高陕西及西北的农业科技水平发挥了重要

的指导作用。

另外 ,全国经委会还拨款 40 万元 ,设立西北改良畜牧总场于

甘、青两省之连境 ,作为改良西北畜牧业的指导中心 ,并于各省设

立繁殖牧场 ,也对西北畜牧养殖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发展西北近代工业是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经济战略的重要

组成部分

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和布局极不平衡 ,大的工厂企业基本上

集中于沿海各省市 ,偌大的西北地区则寥若星晨。九一八事变后 ,

随着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战略决策的确定和有关政策的制订 ,铁路、

公路的修建 ,为国外机器的输入和沿海企业的投资提供了便利 ,西

北的近代工业才开始崭露头角。1934 —1935 年 ,陕西大华纺织股

份有限公司、西安成丰面粉公司、中南火柴厂、西北化学制革厂等

企业的成立 ,标志着西北轻工业的发展有了一定的进步。重工业

也从无到有 ,这除了陕西机器局、西安电厂、新疆兵工厂等由国民

政府主办的国营工业外 ,商办机器工业也破土而出。不仅各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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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得到了发展 ,而且西北各省的近代工业均有一定的进步 ,特别是

过去基本没有近代机器工业的宁夏、青海等省也开始走上了经济

近代化的道路 ,如电厂的设立、矿山的较大规模开发等等。

全面抗战爆发后 ,国民政府确立了战时经济体制 ,比较重视西

北的工业建设 ,采取了一些扶持后方工业的政策和举措。首先是

支持沿海工厂的内迁。在部分知识分子和爱国工商界人士的建议

下 ,国民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把濒临战区的工厂迁往内地 ,重新建立

后方工业基地 ,作为战时经济支柱。1938 年 8 月 10 日 ,国民政府

行政院第 324 次会议正式决定工厂内迁 ,并组成以资源委员会为

主办机关的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 ,派出大批人员分赴各地负责组

织实施 ,对于民营厂矿“迁入以后的问题 ,如厂地问题 ,机件补充问

题 ,原料问题 ,技工问题 ,资金问题等都由政府协助和指导之下 ,将

这些问题次第解决”。① 从而使我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工业迁移

得以实现。迁入西北的企业主要分布在陕西的西安、宝鸡、汉中和

甘肃的天水、兰州等地。到 1940 年 6 月底 ,仅迁入陕西的工厂即

有 44 家。这些内迁企业的到来为战时西北工业的发展注入了活

力 ,成为西北近代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政府在支持工厂内

迁的同时 ,还对后方的民营工矿企业实行奖励扶持的政策 ,1938 —

1939 年 ,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非常时期矿业奖励暂行条例》、《经

济部小型工业贷款暂行办法》、《战时领办煤矿办法》等 ,取消了战

前颁布的《工业奖励法》对民营厂矿经营门类的某些限制 ,扩大了

奖励范围 ,降低了呈请奖励资本额 ,简化了申请、批准办法之程序

和手续。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后方工矿业的发展。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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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仅陕西省登记工厂就有 72 家 ,煤矿立案者 50 余家 ,土法炼铁

者 50 余家。

在扶持民营厂矿的同时 ,国民政府借助国家资本的力量积极

发展后方的国营工矿业。尤其把重工业的建设放在首位。1935

年 11 月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提出兴办重工业 ;国民党五全大会

指出 :“为从事经济建设应速完成重工业”,重工业建设应由“中央

予以指导 ,令各省分别举办”。1935 年 4 月 ,国防设计委员会易名

为“资源委员会”,负责指导管理全国矿业及重工业建设。整个抗

日时期 ,国民政府及所属的资源委员会、工业部、交通部、中央石油

公司、各大银行 ,加上第二、第八、第十战区及各省地方政府 ,都对

西北的厂矿建设进行投资 ,兴建了一批石油、煤炭、电力、化学、机

械、电器、建材等重工业企业。以石油工业为例 ,抗战爆发后沿海

口岸陷落 ,外油无法输入而西北、西南后方运输又大多依赖公路 ,

石油需要日益迫切 ,甚至有“一滴石油一滴血”之说。为此 ,资源委

员会决定开发甘肃玉门和新疆独山子油矿 ,1938 年 7 月 ,成立了

甘肃油矿筹备处 ,并派地质与采矿专家前往玉门老君庙实地勘探 ,

1941 年 3 月正式成立甘肃油矿局 ,由孙越崎任总经理。该矿钻井

采油均较顺利 ,成为抗战时期全国石油工业的基地 ,它的能力、技

术水平成为当时我国石油工业水平的一个标志。另外 ,资源委员

会在新疆开采了独山子油矿。玉门油矿 1938 年成立后 ,于同年秋

先后钻井 8 口 ,其中两井深达 400 多米 ,探入大油层 ,产量十分丰

富。1939 —1945 年的 7 年间 ,玉门油矿共钻井 61 口 ,原油产量共

约 7866 多万加仑 ,煤油 51117 万加仑 ,柴油 7117 万加仑 ,此外还

有石蜡等副产品。到抗战结束时 ,玉门炼油厂已能日炼原油 5 万

加仑。这些石油产品 ,在“洋油”来源断绝的情况下 ,直接为抗战服

务 ,不仅保证军队运输 ,还满足了后方部分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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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石油的开采以独山子石油厂规模最大。抗战爆发后 ,新疆省

政府于 1939 年同苏联政府商议 ,由苏联政府出资、出机器和工程

技术人员经办独山子石油厂。由于采用机器开采生产 ,日处理石

油达 150 吨 ,独山子石油得到了全面开发。1943 年 ,由于盛世才

实行反苏反共政策 ,苏决定撤回专家和部分机器 ,后经国民政府不

断交涉 ,以 170 万美元购得该厂全部机器 ,由资源委员会经办 ,但

由于多数机器设备已拆卸待运 ,该厂生产实际已停止。1942 年

时 ,仅资源委员会就以独资经营或与西北各省政府合资经营等方

式在西北创办的矿山、能源工业就有 18 个。① 由此 ,西北作为重

工业基地初具雏形。另外 ,中国银行所属的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在西北投资的纺织、机械、印刷等工业单位也有 15 个 ,资本总额

达 2403 万元。② 国营工业的建立 ,不仅使国有资本在经济结构中

起主导作用 ,而且有利于改善西北轻重工业比例的不平衡。显然 ,

西北近代工业的全面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国民政府的支持与

投资。

三 　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活动对西北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活动 ,不仅为持久抗

战奠定了物质基础 ,而且对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非常

重要的影响。兹举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即可知其全豹。

(一)促进了西北地区农业的进步和工业近代化程度的提高

抗日时期 ,由于国民政府制定一系列开发农业的政策 ,西北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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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了相当的进步。西北地区农村合作社的建立以及农贷的发

放 ,对促进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 1940 年 ,甘肃农村合

作社社员借款 4687410 元中 ,用于购买牲畜者占 44 % ;购买种子

者占 14 % ;购买农具者占 5 % ,购买、赎回土地者占 8 % ,购买肥料

者占 2 % ,购买粮食及其他开支占 27 %。可以看出 ,绝大部分贷款

都用于农村的生产事业。① 同时由于大兴农田水利事业、开垦荒

地 ,使西北地区的耕地面积都有所扩大。以陕甘为例 ,1934 年陕

甘两省耕地面积分别为 30883000 亩和 21676000 亩 ,到 1946 年分

别增加到 45627000 亩和 26167000 亩。② 随着国民政府资助棉农

扩大生产 ,推广优良棉种 ,以及发展灌溉事业 ,棉花种植面积和产

量不断提高。1920 年陕西棉花种植面积为 1283650 亩 ,到 1937

年增加到 4829829 亩。1936 —1938 年 ,陕西棉花连续 3 年丰收 ,

皮棉产量分别为 1110000 市担、1068000 市担和 1055000 市担 ,是

1919 年至 1948 年 30 年间的最好水平。③ 此外由于农业科技的进

步和农业投入的增加 ,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都有所增加。以陕甘

的主要农作物小麦为例 ,两省小麦的种植面积分别由 1937 年

13650000 亩和 8240000 亩 , 增加到 1944 年的 19263000 亩和

8652000 亩 ;产量也由 1937 年的 9429000 市担和 8328000 市担 ,

增加到 1944 年的 33136000 市担和 10830000 市担 ,这是 1914 年

以来 30 年间的最高产量。④ 陕甘两省生产的粮食 ,不仅能满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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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需要 ,而且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 ,工业建设在西北几乎是一片空白 ,仅有

的几家工厂主要集中在陕甘两省 ,且多与军用有关。进入 30 年

代 ,随着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政策的颁布 ,陇海铁路的西延入陕 ,公

路网的初步形成 ,既便于国外及沿海的机器逐渐输入 ,又为工业原

料和产品的运输销售提供了保障。因此 ,许多厂矿企业首先在铁

路、公路沿线建立。不仅当地的企业家开始投资设厂 ,而且外地的

开发商和知识界人士也先后来西北考察或投资建厂。如 1932 年

陇海铁路管理局组织的由经济专家、大学教授、新闻记者等 40 余

人参加的陕西实业考察团 ,对陕西的经济状况进行全面考察 ,并将

考察报告编纂成《陕西实业考察》一书 (该书约 50 万字 ,1933 年 10

月由上海汉文正楷印书局代印 ,陇海铁路管理局发行①) 。再如

1935 年赵德山将其在徐州的玻璃厂一部分迁到西安 ,建立襄明玻

璃厂 ;1936 年济南成丰面粉公司设分公司于西安 ;石家庄大兴纱

厂和武汉裕华纱厂 ,集资 300 万元 ,也于同年在西安创办大华纱

厂。从 1933 年到 1937 年 ,陕西先后建立起纺织、面粉、化学、电

气、榨油、机器制造、打包等机器工业。

全面抗战爆发后 ,国民政府把西北地区作为抗战的大后方 ,对

西北开发实行政策倾斜 ,加大了投资力度 ;沿海工业内迁 ,为西北

开发提供了先进的机器设备和技术力量 ;抗战初期大量公教人员

和难民迁入西部 ,使后方的军需民用物资日趋紧张 ,为西北工业的

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以上这些因素成为西北近代工业发展的

强大推动力 ,使西北近代工业建设一度出现蓬勃兴旺的局面。到

1942 年 ,陕、甘、宁、青 4 省共有工厂 839 个 ,资本总额为 169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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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工人 32857 人 ,拥有动力 151718 匹马力。其中陕西工业发

展最为迅速 ,工厂数增加到 385 家 ,工业力量仅次于四川、湖南而

位居全国第三。① 到 1944 年 ,陕甘两省各类工厂数已达 587 家 ,

实缴资本总额 4830516 万元 ,工人 41605 人。② 宁夏的工业较为

落后 ,战时仅建工厂 18 家。新疆的新式工业也从无到有 ,共建有

工厂 44 家。③ 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抗日时期西

北的西安、宝鸡、天水、兰州、平凉、银川、西宁、迪化等都发展成为

新的工业城市。同时 ,西北近代工业的发展 ,也使中国的工业分布

发生显著变化 ,初步调整了西北地区的工业状况 ,中国拥有近代工

业的地域有了一定的扩大。

(二)推动了西北地区商业贸易的发展和繁荣

在明清两代 ,西北地区曾出现过以从事边境贸易和省际贸易

为特色的著名的“陕西商帮”,其活动范围主要是陇青川黔蒙藏的

西部地区 ,其财势位居全国十大商帮前列。④ 进入近代 ,由于官府

赋役的苛重 ,洋货的打击 ,战争的浩劫 ,加之传统商帮缺乏新的经

营理念 ,以及交通的不畅 ,西北地区的商业贸易事业日益衰落。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 ,随着西北战略地位的提高和国民政府开发、建

设西北力度的加大 ,西北地区的商贸活动呈现出日益繁荣之势。

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 ,商业经营规模的扩大与输出入商品的增加。

据 1943 年统计 ,陕西省 15 个县共有大小商号 13289 家 ;甘肃省全

省共有商号 215 万家 ,年营业额达 28 亿。⑤ 因陕西地处西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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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部 ,与豫鄂川晋毗邻 ,是西北通往全国各地的重要通道 ,所以

成了各省商品流通的重要集散地。从 30 年代起 ,陕西输出入物资

的价值总数不断增加。据统计 ,1932 年陕西商品输出输入总额分

别是 93618 万元和 1218 万元 ,到 1936 年则分别增加到 2477 万元

和 2971 万元 ;1937 年又分别为 1561 万元和 4842 万元。① 毋庸讳

言 ,这种多年入超的情况 ,当然反映了西北地区商品经济落后性的

一面 ,但商品输出入总额的增加 ,又显示出西北地区商贸规模不断

扩大的趋势。第二 ,新型商业贸易组织 ———股份公司的发展也较

为迅速。为适应大规模商业活动的需要 ,西北地区的商业组织形

式也发生了质的飞跃 ,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如兰州市 1945 年商业股份公司已有 12 家 ,支公司 17 家 ,资本总

额达 8685174 万元。② 新疆有裕新土产公司、省贸易公司 ,还有民

办的华新公司。宁夏有富宁贸易公司 ,青海有协和贸易公司和德

兴海贸易公司等。第三 ,形成了许多具有重要影响的商业中心。

由于商业的繁荣 ,西北地区的西安、兰州、银川、迪化等城市的贸易

地位不断提高 ,成为战时后方的货物集散地和商贸中心。西安是

连接中原、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商贸中心 ;兰州是西北交通枢纽 ,是

联系青海、新疆、宁夏的商贸中心 ;银川是连接西北与华北的商贸

中心 ;迪化是战时西北国际通道的连接中心 ,也是抗日时期中国对

苏贸易的桥头堡。1937 —1938 年夏季 ,约有 6000 吨各种物资通

过新疆 ;1938 —1941 年间 ,中国经新疆向苏联运输的战略物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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钨、锡、汞、锑、锌、桐油、羊毛、猪鬃、生羊皮等。① 此外 ,中国还通

过地方贸易从新疆向苏联出口了 350 多万头羊 ,1039 万张羊皮 ,

29413 吨羊毛和其他产品。② 这些商贸中心的形成和发展 ,在一定

程度上改变了以前中国商贸发展不平衡的状态。

(三)加强了东西部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从 30 年代起 ,随着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活动的展开 ,交通状况

的改进 ,西北与东南、西南各省的联系大为加强。特别是战时工业

的内迁对近代工业十分薄弱的西北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尽管迁

入西北地区的工厂很有限 ,但这些内迁工厂多系较大的工厂 ,多系

战前中国工业的精华 ,它们有较雄厚的设备和技术力量 ,有较长的

办厂历史、较丰富的管理经验、较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所

有这些不仅成为带动西北近代工业发展的酵母和领头羊 ,也在一

定程度上缩短了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与此同时 ,国民政府开

发西北活动的展开促进了西北地区人口的增长和素质的改善 ,加

强了东西部之间的教育、科技、文化的交流与合作。除了民国十八

年 (1929 年)大饥荒前后西北的人口减少较多外 ,1935 年又逐步回

升 ,全面抗战爆发后增长很快。统计资料显示 ,1931 年陕西的人

口为 897 万余人 ,1939 年即增至 1010 万余人 ;从 1928 年到 1947

年 ,青海的人口从 3618 万人增至 13416 万人 ;新疆则由 25512 万

人 ,增至 40417 万人。一些城市的人口增长则更为迅速。如西安

人口从 1936 年的 15 万人猛增至 1945 年的 28 万人 ;宝鸡在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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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从七八千人猛增至 11 万人。① 这些新增人口 ,绝大部分是来

自东中部地区的难民 ,也包括一部分内迁的具有较高素质的工商

界、文教界、军政界、科技界、医卫界人员及其眷属 ,他们的到来对

于改变西北地区的落后面貌有重要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根

据国民政府颁布的《战区学校处理办法》和国民党临全大会制订的

《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和国民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制订的

《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的精神 ,平津地区的国立北平大学、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于 1937 年 9 月内迁陕西 ,极

大地促进了陕西乃至西北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这 3 个著名大学

最初迁到西安 ,合组西安临时大学 ,后迁汉中城固 ,更名为西北联

合大学 ,当时计有文、理、法商、教育、工、农、医等 6 个学院。在此

期间 ,工、农两学院首先“独立”,教育学院改称师范学院。不久 ,联

大工学院与焦作工学院、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合并为西北工学院 ,

联大农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为西北农学院。1939 年 8

月 ,西北联大改称国立西北大学 ,师、医两学院再行“独立”,联大师

院改组为西北师范学院 ,联大医学院改组为西北医学院 ,并辖有一

所助产学校。由此 ,便奠定了陕西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和在全国

的重要地位。

另外 ,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西北

地区各少数民族与内地汉族的相互了解与沟通 ,消除了某些在宗

教信仰、风俗习惯和心理感情上的隔阂 ,缓和了民族矛盾 ,改善了

民族关系 ,为西北边疆的巩固和进一步开发提供了初步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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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在 1931 —1945 年的 14 年抗日时期 ,由于西北地区

所处战略地位的变化 ,开发西北的活动曾几度掀起高潮。就总体

而言 ,作为策划者和组织者的国民政府 ,面对复杂的历史条件和艰

难的战争环境 ,为西北开发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其决策和一系列政

策基本上也是正确的。这些政策的推行和实施 ,在不少方面 (如交

通、水利、农产、工业等) 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不仅为打破日本的经

济封锁、支持长期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而且为

改变西北地区极其落后的面貌、促进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调

整区域经济发展不合理的状态奠定了初步的必要的基础。笔者认

为 ,对此应予以充分的肯定和实事求是的评价。然而事实又表明 ,

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城市性质的政党 ,代表着“城市买办阶

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①,国民政府也是一个“蹩脚的组织

者”,其根本弱点是“没有同人民群众融为一体 ,反而高踞在他们头

上”②,因而在西北开发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缺陷、不足和问题 (如

缺乏全盘而切合实际的整体规划 ;某些举措虎头蛇尾 ,流于形式 ;

重视工商胜于农业 ,重视城市胜于乡村 ;各级官员尤其是县级以下

官员素质低下 ,强征强派 ,贪污中饱 ,致使一些好的政策反而成了

坑害百姓的手段 ;开发的区域极其有限 ,基层的动员极其有限 ;农

村的减负半途而废 ,治标不治本 ,农民并未得到实惠等) 。因篇幅

所限 ,这些方面将另文专论。有一点应当指出 ,国民政府在开发西

北的过程中虽然对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做过一些考虑 ,但其开发的

主旨则是直接为战争服务的 (前述第一、二阶段兼有抗日与“剿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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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方面) ,起决定作用的是军事上的需要而不是该地区的全面而

长远的发展。这就使西北开发势必受到战争进程的制约。因此 ,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 ,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热情遽减 ,各种开发、

建设西北的活动也停顿了下来 ,最终导致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再

次陷入低谷。

(作者李云峰 ,1942 年生 ,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 ; 　　　

曹敏 ,1963 年生 ,西安工程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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