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 为 了 加强 中 曰 学术 交流 ， 从本期 开始 ， 我们 将 陆续 刊 发 篇 曰 本 学界 的 相 关 文 章 ， 这

些文章全部是 年 月
—

日 在重庆 召开 的
“

第 二 次世 界大 战 背 景 下 的 中 日 战争——中 日

战 争 国 际共 同 研究 第 五次会议
”

的 参会论文 。 感谢这次 会议的 日 本组 织 方 暨 日 本 日 中 关 系 史 研究

会 的 大 力 支持和 协助 。 为 了 尊 重作者 ， 本刊 除 了 技 术编 辑 、技术 处理 之外 ，
不 做任 何改 动 。 文 中 有

些行文 、 说 法与 中 国 不 同
， 请读者体察 。

曰 中战争初期

上海租界经济与重庆国民政府

今井就稔

前 言

日 中战争爆发后 ， 日 军控制 了上海 ， 但众所周知 ，
上海租界 公共租界的一部分以及法租界 仍

然保持着独立状态 。 大部分上海的 中 国企业家拒绝去大后方 ， 在租界之内避难 并开展企业经营活

动 。 他们获得 巨大利益的 同时为租界带来了战时的经济繁荣 ， 这种特殊的
“

孤岛繁荣
”

现象
一

直持

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

租界的畸形经济繁荣大概开始于 年下半年 ，
此时战局转为持久战 ， 日 中两国进人战时体

制 ，
日 本方面的政策重点由 军事侵略转为对沦陷区 的

“

经营
”

， 其中 ，

“

华中 占领地
”

的上海政策是重

要的 问题之一

。

但是上海租界涉及很复杂的 国际关系 连 日 军也不可以侵犯 这种情况对 日 本的 占领政策有很

大的影响 。 与此同时 重庆 国民政府也开始经济建设 ， 但大后方经济本来 比沿海地区落后 ， 很多物

资不得不依靠其他地区
， 其中上海是非常重要的地区 。 总之 对 日 中两 国来说 尽管上海租界很重

要
， 但他们都不可以直接干涉其经济 。

本文探讨 日 中两 国对上海租界经济的政策 即两 国如何利用上 租界以加强战时体制 ， 特别关

注重庆 国民政府的物资统制政策与上海租界的关系 。 对于已有研究 果 ， 笔者认为有两点问题值

得商榷 。

第一

，
日 中战争时期的 中 国沦陷区与大后方的经济关系 。 虽然对重庆 国 民政府统治下的大后

方社会 以及 以上海史研究为代表的沦陷 区社会的研究 已有很多成果 但是关于两个地区之间 的关

系还是没有弓 起足够的关注 特别是不少上海史研究只局限于上海地区之内 。 因此 还需要进一

步探讨上海在战时中 国的经济地位究竟如何 。 本文试图从上海以外的视角观察上海租界及其地位 。

① 日 本 国 内 的 代表研究 成果是 ：
高綱博 文編 『 戰時上海 』

、
研文 出 版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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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重庆 国 民政府如何筹措物资 以进行抗战 。 这方面也有不少研究 ，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郑

会欣的研究 。
① 他特别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重庆 国 民政府的贸易政策进行了分析 指出 重庆国

民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经历了从调整 （ 政府对既存的 民间 贸易路径加 以调控 ） 到统制 （ 所有收购销售

由 国家管理 ） 的过程 。 但以上研究并未涉及上海经济在此过程中 的作用 。 上海与重庆两地
， 因长

江水运而紧密相关 。 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和国 民政府开始实施战时经济政策后 ，
上海 因其独特处境

而呈现出 了一时的经济繁荣 ， 对牝 国民政府采取了何种应对之策 值得关注 。

本文主要 以 《禁运资敌运泸 审核办法 》 及其制定过程为线索 探讨以上两点问题 。 该办法于

年 月 由 国 民政府制定
， 改变不允许把物资运到沦陷区 的原则 ， 明文规定了物资运 出大后方

到上海租界的具体方法 。 该办法是理解国 民政府的上海租界政策很合适 的研究对象。 另 外 ， 本文

还将国 民政府的上海政策与 日 本方面的租界政策加 以 比较 ，
以 进一步了解当 时上海经济在战时中

国的地位 。

一

、 日 本占领地与上海租界

首先 作为参考 下文对 日本方面对上海租界的态度作一简述 。

日 本对
“

华中 占 领地 的经济统制没有华北普及 。 日 军在华中的控制也 比华北薄弱 ， 只 能控制
“

点与线
”

（ 主要城市 以及城际铁路 、 公路 ） 。 另外 ， 由 于法币 巳经普及
，
也很难在该地 区

“

改革
”

货

币制度 控制金融机构 。 上海是
“

华 中 占领地 最重要的城市 ， 其经济模式本来就是 以私营企业为

主的 自 由型经济 ，
再加上战争开始后上海租界仍然保持 了独立状态 与国 内 外市场的联系未被切

断 因此 ， 日 本难以在该地推行经济统制政策 。

另外 我们还可以发现 ， 不仅中国企业 其实连 日本企业的经营活动也要依靠租界经济 。 例如

棉纺织业 ，
日 本在华纺主要依靠外 国棉花 见表 ， 他们经 由 租界进 口棉花 棉纱布 的销售也与租

界内 中 国企业以及国 内 、 国外市场密切相关 他们实际上无法脱离租界开展企业经营活动 。
② 另

外 他们的这种经济活动大部分使用法币 ， 这使情况更为复杂 。
③

这样的租界经济情况对 日 本支配力产生何种影响 ， 日 方各种机构之内没有统一见解 。 以下是

陆军的看法 ：

租界 （ 包括 香港 ） 还在 重庆政府 的 影 响 下 ， 扰乱 占 领 地 区 的 治 安 ， 外 国 势 力 也利 用 租 界支

援蒋介石 ， 所 以 作为
“

扰乱 治安 的 策动据 点
”

， 对 日 方 带 来很坏 的 影 响 ， 而 且租界 之 内 不 遵 守 我

① 郑会欣 ： 《 复兴商业公司 的成立与初期 经营活动 》
，
台 北 《近 代 中 国 》 第 期 年 月 ； 郑会欣 ： 《从调整 到统制——

试论抗 战初期 国 民政府外 質政策的演 变》 ， 台 此 《 近代 中 国 》 第 期 年 月
；
郑会欣 ： 《 争取物 资与 统 制 贸 易

——论抗 战后

期重 庆 国 民政府 的对外 贸 易政策 》
，
香港《 中 国 文化研究所 学报 》 新 第 期 年 月 ； 鄭会欣「 重庚 国 民政府 賀 易 统制政

策
——抗 曰 戰争後 期 贸 易委員 会 活動 奁 例 」 、石 島 紀之 ■ 久保 亨編 『 重慶国 民政府 史 研究 』 、 東京大 学 出 版会 、

年
；
郑会欣

《 试析战时 贸 易统 制实 施的降段及其特 点》 ， 《 民国 档案 》 年 第 期
； 郑 会欣 《 经济统制 与 国 营贸 易

——太平

洋战争爆发后 复兴商业公 司 的经营活 动 》
，
《近代 史研究》 年第 期 。

②
“

虽 然上海在华纺 生产 的棉纱有 一部分 出 口 到 南 洋方 面 但大部分在 中 国 国 内 销 售 ， 特 别 是在 内 地 的 非 占 领 地销售 。 棉

纱布 商人把 日 本工厂 生产 的 棉花运到租界之 内
，
把 它们在 中 国 的 染 色厂或织布 厂 加工

，

以 后就不知运去哪里 了
”

（ 名和 統一

「 戰 時

支那紡績業 動 態 其 問 題」 、 大 曰 本 紡绩聯合会編 『 東亜共 荣圏 織 维產 業 』 、 文理 書院 、 年 、 頁 ） 。

③
“

用 法 币 收购棉花 、
发放工资 、 收取货款 也就是说

，
日 资工厂的经 营以 法 币 为基础 。 这无疑扩大 了 法 币 的 流通范 围

，
维持

了其 价值与信 用 。 但 另 一方 面
，

日 资工厂使用 法 币 也对 法币 经济带来 资 面影 响 。 巨 额法 币 集中 于 国 民政府 无法控 制的上 海
，

不仅

存在 流通上的 风险 也有益于 日 本在 中 国 的 经 济活动
”

名 和统一

「 戰 時支那紡績業 動 態 其 問 題 」 、 大 日 本 紡 绩聨 合会編 『 東

共 荣囷 織維產業 』 、

—

頁 ） 。



	

今井就 稔 日 中 战 争初 期 上海 租界经 济 与 重 庆 国 民 政府

方决定的 金 融 政策 、 交 易 统 制 ， 不 赞 同 帝 国 的 经 济 措 施 。 租 界 的
“

敌 对性
”

对 我 方 有 很 大

的 影 响 。
①

表 上海在华纺利用棉花情形 单位 ： 担

年 华北棉花 华中棉花 中 国棉花合计 进 棉花合计 进 棉花比率

没有记录

资料 来源 ： 年 ： 多 谷泰 三
「 事 变 後 支那 紡 绩業 」 、 大 日 本 紡 缋聨合会编 『 東 亜 共 栄 圏 織 維產 業 』 、

頁 。

— 年 ： 東 研究所編 『 支那 占 領地経济 発展 』 、 龍渓書舍 、 年
（
原刊本 年 ） 、 頁 。

说明 ： 年 以后的 数字 包括 由在 华纺
“

委任 经营 的 华商纱厂 。

但在兴亚院资料 中 可以看到对租界的另
一

种看法 ：

一

） 为 了 建设东 亚新秩序 ，
上 海租界应该收 回 ， 但决 定其 时 机的 时 候 ， 应该考虑 国 际 时 局

以 及帝 国 的 国 防 能 力 。

二 ） 考虑 到 上海 公共租界在 国 际 经 济上 的 地位 ， 我 帝 国 也 应该使租界成为 获得资 源 的 据

点
，
暂时保持租界 的 国 际 性 。

总之 据髙纲博文的解释 ，
日方对租界经济有两种不同观点 。

一方面
， 有的人强调租界的各种

弊病
，
试图收回租界 统制其经济以便实施 占领地之内统一经济的工作 （

“

强硬派
”

） 。 但另一方面 ，

有些人考虑到上海租界的经济地位 认为 日 本也应该保持其国 际性 ， 寻找在其体制下 获得各种物

资资源的机会 （

“

国际派
”

） 。 据高纲论文 ，

“

强硬派
”

以 日 军 、上海 日 侨之杂业层为主
“

国际派
”

以

兴亚院 、外务省 、上海 日 侨之大企业 、银行等有关人员 为主 。
③

通过上述简单的分析
，
可以看到上海租界经济对 日 本是很复杂的问题 。 那么

， 对于重庆 国 民政

府 上海租界是什么地位？

二、 重庆国 民政府与上海租界——制定 《禁运资敢运沪审核办法》

尽管 日 军占领江南重要城市 ， 封锁长江航运 ， 管理物资交易 但是上海与大后方仍然保持各种

交易 。 例如 年 ， 自上海租界运往大后方的交易金额占上海的国 内运 出总额之 ， 自 大后

① 大本當陸 軍部 大本 當海軍部 「 『 支那事 变処理要網 』 ；： 関卞 易 所要事項 説 明 就 」 、 年 月 、 臼 井勝 美 稻 葉

正夫編 『 現代 史資料 日 中戰争 』 、 為卞卞書房 、 年 、 頁 。

② 外務省編 『 曰 本外 交文書 曰 中戰争 』 第 冊 、
六一 書房 、 年 、 頁 。

③ 高 纲博文 「 曰 中戰争期 二妇 上海租界問 題
、 『 「 国 際都市 」 上海 力

、乃 日 本人
、研 文出 版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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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运到上海租界的金额 占上海国 内运入总额的 。 还有研究指 出 年到 年上海国

内贸易中 ， 自 上海运出 之 、运入到上海之 左右是与大后方的贸易 。
② 另 外 ， 虽然上海与香

港之间 的贸易在统计上当为国际贸易 ，
但实际上 大部分物资都经过香港运到大后方 ， 到太平洋战

争爆发为止
， 这条运输线对抗战做出 了很大的 贡献。

③

重庆国 民政府也期待孤岛上海的物资 ， 各种机构在上海收购物资 ， 建立国货奖励制度 、 商标登

录制度等 希望以此保持对上海工商业 的影响力 。
④ 但是 ， 尽管租界基本上是 日 方权力之外 的

“

独

立
”

地区 可是其周 围都在 日 本 占领地体制之下 而且 由 于重庆与上海之 间距离较远 租界工部局

的活动也容易受到国际关系 的影响 ，
因此国 民政府很难控制和干涉上海 的租界经济 。 这种情况也

使得上海企业家可以进行 自 由 的经济活动 。 由此可见 ， 上海租界经济对重庆国 民政府也是很复杂

的问题 。
一方面 重庆舆论对上海企业家的经营活动大肆批评⑤ 但 另一方面 ， 在他们的 活动下保

持的上海与大后方之间的经济联系对大后方建设又非常重要 ， 因此不能忽视战 时上海租界经济 的

复杂性 。 租界经济所具有的多面性 使得国 民政府也无法简单地评价上海租界经济对抗战的意义 。

一

） 《 禁运资敌物品条例 》 与 《 查禁敌货条例 》

年 月 底 ， 国 民政府为准备长期抗战 ，
开始实行统制政策 。 其中为了 管理大后方与沦陷

区之间 的物资交易 ， 年 月 日 ，公布了 《禁运资敌物品条例 》 （ 禁止把物资运到沦陷 区 ） 以

及《査禁敌货条例 》 （ 禁止把敌方物资运到我方 ） 。 《 禁运资敌物品条例 》引 起了激烈的论争 。 根据

该条例 ， 年 月 日
， 军需 、生活物资等 种物 品被禁止交易 。 月 日 ，

“

满洲 国 及北

平 、 天津等大城市和江苏 、浙江 、 福建省内城市被指定为禁止运 出的地区 上海也在其 中 ， 条例中没

有与租界相关的规定
，
也就是说租界也属于禁运地区 。

二
）
上海商人反对 《 禁运资敌物品条例 》

及《 禁运资敌运沪 审核 办法 》 的制 定

国 民政府制定 的 《 禁运资敌物品条例》遭到了上海商人的反对 。 即使在租界之内 的 中 国工厂
，

他们大部
：

分原料都依靠来 自 外国或沦陷 区的物资 同时也需要把产品运出上海 ， 所 以如果政府禁止

交易 他 彳门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

《禁运资敌物品条例》公布后 上海市的商人纷纷向 政府要求批准跟上海租界交易 。 例如 上

海市商会接受生漆同业公会的要求 替他们 向 国 民政府提 出 ：

“

上海市商会 以沪 市商业
， 向 集 中于

租界区域 ， 自 国军西撤后
， 在南市闸北之商业

，
可以设法搬迁者 亦均前后移至两租界安全区营业

，

生漆为居民 日 用器具涂饰所必需 亦非资 日 物品 。

”

此外 ， 上海商界领袖虞洽卿也代表棉纺织业界

要求政府批准把浙江省棉花运到上海 。
⑦

表 是重庆国 民政府经济部整理的跟这一时期上海租界交易相关的 申请 。 由表 可见 ， 《 禁运

资敌物 品条例 》公布不到 个月 ， 经济部就收到了大量申请 。

① 张赛群 ： 《上海
“

孤爲
”

贺易研究 》
，

知 识产权出 版社 年版 第
—

页 。

② 参见袁 燮铭《 上 海孤岛与 大后方 贸 易 》
，

《 抗 日 战争研究 》 年第 期
。

③ 参见王子建《

“

孤岛
”

时期的 民族棉纺工业 》 ， 《 中 国近代 经济 史资料 》 （ 上 海社会科学 院 出 版社 年 版
；
张晓辉 ：

《 论 广 州 沦陷后 香港在 中 国 外贸 中 的 地位和作 用 》 ， 《 抗 日 战争研究 》 年第 期 。

④ 吴景平 ： 《 抗战 时期的 上海经济 》 ，
上 海人民 出 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⑤ 《 如何吸收上海过 剩资金 建设后 方》 ，
重庆 《 中 央 日 报》 ， 年 月

、
日 。 中 共杂志上也 有批判 ：

“

我们 并不 是无视

上海的 民族工业
， 不 过我们深深感觉到有一批 民族资本家 ， 不顾投 资后方

，
将工 厂 迁移 内 地

， 来支持抗 战建 国
，

一味 苟 安上海租界

让旁人在流血 ， 自 己去发财
，
这事无论如何讲不过 去的

”

（
石 西民 《 怎样估计上海经济 ？ 》

，
《群 众 》 第 卷第 期 ，

年 月 ， 第

页 ） 。

⑥ 《 各业纷请土货运沪 财部 考虑补救办法 》 ， 《 中 美 日 报》 ， 年 月 曰 。

⑦ 《 虞洽卿乞准浙棉 运沪 》
，

《 申报 》
，

年 月 曰
。



	

今丼 就稔 日 中 战 争初期上 海租界经 济 与 重庆 国 民政 府

表 经济部收到的 申请书 （
至 年 月 日 为止

提出 申请书的机构 包括个人 要求运往上海的物资名称

军事委员会

福建省 闽侯县机器锯木业公会

—

木材

福建闽江上游采办杉木业公会

木嘉机锯木板运销业公会 木材 、 箱板

上海市商会
—

宁绍纸类运销处 纸类
—

县纸商高予口 等

“

纸类

宁波纸商张蔬

宁绍纸类运销处—财政部

宁绍纸类运销处—行政院秘书处

鄞县茶商姜伽良等 茶
—

建省政府 茶 、
木材 、 纸类

福建省政府—财政部 茶 、木材 、
纸类

福建省 闽侯县商会等 茶 、木材 、
纸类 、 竹

福州纸业公会

—

茶 、木材 、 纸类 、 竹

福建省 闽侯县—财政部 茶 、木材 、 纸类 、竹

福建省政府建设厅徐严两厅长

—

茶 、木材 、 纸类
—

波市商会—浙江海关—财政部

—

棉花 、棉制 品 、茶 、纸类 、 蛋制 品
—

￥波市商会

—

茶 、棉花 、纸类 、 蛋类

￥商纱厂联合会

—

棉花

宁绍棉 花运销处虞和德

上海市棉花棉业公会

浙江省政府 蛋 、 竹 、木炭等
—

宁波商会周 大烈 棉花 、 棉纱 、茶 、蛋 、 纸类

资料 来源 ： 《 禁运 资敌物品运 沪运 津 》
，
中 国 第 二历 史档案馆藏

， 国 民政府 经济部档案 。 曰 期不 明 （ 据前后 史料 估计

为 年 月 上旬 ） 。

在这样的情况下 ， 经济部也不得不重新考虑交易物资的范 围 也就是说 ， 国 民政府在抗战的情

况下 ， 需要重新看待上海租界经济的位置 。

年 月 日
，
经济部召开

“

讨论禁运资敌物品会议
”

， 除了经济部的商业司 、 工业司 、矿业

司 、农本局 、农林司之外 军事部 、外交部 、财政部的有关人员也参加 亇会议 ，
可见如何应对上海租界

已 经不仅仅是经济部 的问题 。 由于史料的关系 ， 我们无法了解会议的具体经过 ， 但可知的是该会议

终于认可 了把禁止交易 的 物品运到上海租界 。 此事在 《禁运资敌运沪审核办法》 中有 了 明文规

定 。 年 月 日
， 国民政府试行《禁运资敌运沪审核办法》 ， 规定 ： 资敌物资如果经过必要的

手续 可以运到上海租界 。 与此同 时 ， 国民政府承认 上海租界之内有从 日 本权力
“

独立
”

的 工厂 ，

不应该把他们制造的物品
一

概视为资敌物资 。

① 《讨论 禁运资敌物品会议记录》 （ 年 月 曰 ） ， 中 国 第 二历 史档案馆 藏
，
国 民政府经济部档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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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 ， 国 民政府开始制定运 出 时的更具体的方案 ，
比如许可物资 的种类和所需手续等 。

年 月 日
，
经济部召开

“

商讨禁运资敌物品运沪证明 书核定办法及游击战 区 内禁运 资敌物品 收

买救济会议
”

， 该会议确定了具体物资及其负责机关 。

财政部贸 易委员会 野禽 、 羽毛 、鲜冻肉 、肠衣 、 蛋制品 、桐油 、 生漆 、 茶 、木材 、 竹 （ 只 限于建

筑用 ） 、生丝 、 柞蚕丝

农本局 棉花 、 棉制 品

工矿调整处——染料 、纸 （ 限于报纸用 ） 、煤炭 、 瓷土

资源委员 会
——

明巩、石膏

查核证明 书的地点
——

宁波 、 温州 、福州 、汕头 、 重庆 、 昆明 、龙州

三
） 交 易路线的 变化与 《 禁运资敌运沪 审核 办法 》

制定《禁运资敌物品条例》 之后只过了半年
，
国 民政府就改变 了对上海租界的姿态 承认上海

租界之特殊地位 。 商人、地方政府反对该条例是这种改变的 原因之一

。 但我们不应该只关注 国民

政府对商人 、地方政府 以及沦陷区民众的考虑 ，
还需要进

一

步分析 国民政府是如何改变方针的 。 实

际上
， 为了继续抗战 ， 确实有人提倡考虑沦陷区民众生活 但如果是那样 要考虑的对象不应只有

上海 ， 还应该考虑全体沦陷区民众 。 从另一方面说
，
在抗战的社会动荡之下

，
政府单方面地制定

《禁运资敌物品条例 》 、 《查禁敌货条例》 、 《 禁运资敌运沪审核办法》 等各种 法规 ， 我们很难分析其

在社会的基层到底有什么实 际效力 。

物资的特征

在这样的情况下 ， 进一步分析制定 《 禁运资敌运沪审核办法》 的背景 ， 需要探讨在表 提及 的

各种物资有什么特点 。 我们利用郑友揆 、 韩启 桐编 《 中 国埠际贸易统计 —

》分析运出运

入统计 ， 探讨各物资的特点 。 该统计不包括上面谈到 的所有物资项 目 ， 而且该统计不包括陆路 、铁

路运送 ，
也不可能了解走私情况 。

③ 另外 ， 有 的物资被统计的是交易金额 有的物资被统计的是交

易数量 。 对金额数量都有的物资
， 本论文采用交易数量 因为战时通货膨胀很严重 ， 即使金额多 不

一

定反映贸易的规模。 表 反映了表 中的各种物资从何处运到上海 。

宁波 、 温州交易路线

从表 我们可 以看到 ， 福建 、浙江的商人想得到政府的批准 ， 把各种物资运到上海 。 其中 ， 木

材 、绿茶等本来就是该地区的特产 。 而红茶 、 蛋制 品等 战前不经此路线交易 ， 抗战开始后才改变交

易路线 。 可见
，
战时福建 、浙江的港口 变成对运出物资到上海非常重要的集散地 。 交易路线改变的

最大原因是 日军的长江封锁 。 日 中战争开始后 ， 除了煤炭等一部分物资以外 汉 口 、芜湖 、重庆等长

江沿岸的大城市都不再是物资运往上海的重要枢纽了 。 取而代之的是福州 、宁波 、温州等福建和浙

江的港 口 。 虽然运往上海的物资数量比战前大幅减少 但从 年到 年 ， 这些港 口 成 为对上

海与大后方交易不可缺少的枢纽。

特别是宁波和温州 的重要性 ， 其实 日 方也有所认识。 在管理中 国 占领地行政的中 心机构兴亚

院的史料当 中 ， 可 以看到对这两个港 口 重要性的具体分析 。

① 《 商讨 禁运资敌物品运沪证明书 核定 办 法及游击战 区 内 禁运 资敌物 品收 买救济 办法会议记 录 》 （
年 月 日

） ， 中

国第 二历 史档案馆藏
，
国 民政府经济部 档案 。

②
“

战区之工商业 虽 已有一部 分被敌人摱取 ，但亦 有一部分仍 为 国 人所 经营 ，
此等 国 资 工商业

，
虽在敌人威胁利 诱下

，
尚苦

心 支撑 与敌人之经济 势力 相搏
，
若不 分皂 白

，

一

律拒绝其货 物之运入我 后方
，
则 不仅将逼使它 为 敌人全部所擭取

，
同 时还会使他

们走上 对我政府怨 怼失望的 途径上去
”

。 参见 千家驹 《论 经济反封锁 》
，
《 理论与现 实 》 创刊号

， 年 月
，
第 页 。

③ 关于抗战 时期 的 走私 问题
，
参 见齐春风 《 中 日 经济战 中 的 走私 活动 （

—

》 ，

人民 出 版社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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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上海输出到 宁波和温州的棉纱 、 棉布 单位 公担

棉纱 棉布

年 宁波 温州 年 宁
‘

波 温州

：

资料来 源 ： 郑友揆
、 韩启桐编 ： 《 中 国埠 际贸 易 统计

：

—

》 。 棉布为 该 书 表 粗细 斜纹布
”

、 表
“

市 布 、 粗布 、 细布
”

、

表
“

土布
”

以 及表 未列 品棉布
”

的 合计 。

表 从上海到宁波和温州的物资运输额及其指数 单位 ： 元

年 化学药剂 指数 机器类零件 指数 用纺织制 品 指数 铜铁及其制品 指 数 上海扣 ：发

资料来源 ： 郑友换
、韩启桐 编 ： 《 中 国埠 际 贸 易 统计 ：

—

》
； 中 国科学院上 海经济研究所 、 上 海社会科学 院经 济研究 所

编
： 《 上海解放前后物价 资料汇编

（ 年
一 年

） 》 ，
上海人民 出 版社 年版

， 第 页 。 各项 目 为 宁波 与 温 州 的 总计 。

孤岛上海与重庆国 民政府支配下的地区联系起来的 时候
， 宁波 、温州位于最方便的地方 ，

也就是说 ， 两地背后开通公路 经过浙赣铁路可以联系粤汉 、 湘桂铁路 而且通过公路也可以连接柳

州 、贵阳 、重庆 。

日 军禁止麻 、棉花 、皮革 、 猪鬃 、 蛋制品 等物资从江南地区运到上海租界 以后 ， 中 国方面偷

偷收购这些物资 ，
经过宁波 、 温州运到上海租界 。 反之 ， 租界之内物资或 自 外 国进 口到上海的 物资

也经过这条路线被运到内地 。

从上述 可 以看到
，
宁波 、温州不仅是把物资运到上海的 重要港 口

， 也是 自 上海租界运送物

资到大后方时不可缺少的港 口 。 表 和表 反映了 自 上海经过宁波 、温州运到大后方的物资的情

况 。 表 是历年 自上海输出到宁波和温州 的棉纱 、 棉布 的数量统计 。 日 中战争爆发后 的输出量 明

显增加 ， 可见上海租界内 的棉纺织工厂为战时大后方的特需提供了 支援 。 表 是对其他输 出量较

大物资 的统计 以金额为单位 。 战时物价上涨严重 ，
金额增加并不一定说明运 出量增加 。 因 此 表

还把各类物资交易金额的指数 把 年的指数定为 与上海批发价的指数进行了 比较 。 比

较结果可见 运出金额的增加幅度远超过批发价增加幅度
，
因此 ， 可 以推知实 际的交易规模也是增

加 的 。

通过上述分析 可 以看 出宁波 、温州交易路线的全貌 。 即通过宁波和温州 中转 把茶叶 、 木材 、

蛋制品 、 肠衣等运到上海 ；
把棉纱布 、化学药剂 、机器等运到大后方 。 上述浙江商人请求政府放宽对

上海租界的禁运政策 ，
以及表 所示的申 请放宽禁运物资的种类 ， 都与这条宁波 、 温州交易路线有

① 興 院華 中速 絡部 『 寧波温州 贸 易瓜
一

卜
二就 亍 』 、 年 、 東洋文庫 蔵 。



	
今丼就稔 日 中 战 争初期 上 海租界经 济 与 重庆 国 民政府

很密切的关系 。 宁波商人是在上海商界有重要影响 的群体 其领袖虞洽卿再三对政府要求放宽禁

运也是理所当然的 。

综上所述 从 年 月 到 年 月 ， 国民政府为 了长期抗战开始着手大后方经济建设 ；

上海商人纷纷要求国 民政府放宽禁运政策 ； 宁波 、温州 成为重要的 中转港 口
， 国 民政府也承认了这

条路线与上海租界的重要性 。 正是这三者的结合 ，促成了 《禁运资敌运沪审核办法 》 的制定。

结 语

本文主要探讨抗战初期 国民政府 的上海租界政策及其变化 。 首先政府制定《禁运资敌物品条

例》 和《 査禁敌货条例》
，
以便阻止大后方与沦陷 区的贸易 。 这些条例简单地区分敌我 ， 把敌方占领

地及其物资都视为不利于 中 国 。 当 时的上海租界是复杂的 国 际关系 的产物 并得以 维持畸形的
“

孤岛繁荣
”

。 由于它的存在 国 民政府无法统
一

其沦陷 区对策 。 而在 进入长期备战阶段后 ， 国 民

政府也不得不承认租界经济的特殊性 ， 制定了 《禁运资敌运沪审核办法 》 。

作为今后 的课题 ，应进一步与 日 本方面的租界经济政策 以及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的租界政策做

比较研究 ， 以探究重庆国 民政府对租界经济的实际认知及其政策 。

〔 作者今 丼就稔
，

日 本群马大 学教育 学部 副 教授 〕

责任编辑 ： 马晓娟
）

《 东亚世界的 裂变与近代化》 问 世

权赫秀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年 月 出版 万字 元

权赫 秀著 《 东 亚世界的 裂变 与 近代化 》
一

书 ，
分为 三 大部分

，
第

一部 分为 东 亚关

系 史事研究 ， 第 二部分为 史料 中 所见的 东 亚 关 系 史
，
第 三部分是 东 亚 关 系 史研究 的 学

！

术史及其评论 三个部分从史事 、 史料 、 学术史及个案研究居层递进
， 形成 了

一个具有

内 在逻辑关 系 的独立 系 统 。 作者通过对近代 东 亚关 系 史的研究
，
认为近代化是 世

纪以 来 东 亚世界的主旋律 ，
而分裂与 瓦 解、 关联与 互动是东 亚世界近代化的 双主题变

奏 。 从这个意义 上 作者指 出 东亚各 国 的 近代 化不仅体现在其 国 内 社会历 史 的全 面

与 根本性 变革 ， 同 时还 包括东 亚地 区与 该地 区 之外各 国 （ 主要是欧美 列 强 ）
以及地 区

内各 国相互 关 系 的根本性转变 ， 即 东 亚各 国 的 近代化
，
实 际上 包括 由 全球到 区 域 ， 然

后 再到 国 内 这样一个由 外而 内 的 三重近代化过程
，
从而在一

个 旧 的 传统 东 业世界的

废墟之上
，
逐步 形成和展开为 一个新 的近代 东 亚世界 。 从历 史的 角 度而言 ， 也正是这

样一

个近代 东亚世界 构成 了 世纪初 东 亚共 同体愿 景的 历 史基础 。 该 书 史料扎

实 、论证严 密 ，
对于从全球史 、 东 亚 史的视角 理解和诠释近代 中 国 与 东 亚各国 各 民族

的 关 系具有一 定的 参考价值 。 （ 徐志 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