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曰 中战争下的开滦煤矿

吉 井文美

前 言

众所周知 位于中 国河北省唐山境内的开深煤矿 ， 在中 国近代煤矿业中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在 世纪前期的中 国大陆 开溧煤矿是屈指可数的大型煤矿之
一

其采矿量仅次于抚顺煤矿 同

时也代表了当时英国在华北的利益 。 至今仍屹立于天津旧租界区的开涞矿务总局 的建筑 ，
也使人

联想起其往昔之繁华 。

’

凭借其在中 国近代煤矿业上的象征意义 以及迄今仍保持开采的庞大煤矿储量 ，开涞煤矿长期

以来都是学界的关注焦点 。 而研究的重点主要是从中 国近代煤矿业史的角度来分析开溁煤矿的

历史意义 或是关于煤矿的经营状态和劳动问题。 从这样的脉络而言 ， 日 中 战争时期 的开涞煤矿被

描写成处于 日本强行肆意采矿的时代 。 自 年华北事变后 开滦煤矿所在地脱离 了国民政府的

行政管辖 ，先后隶属于
“

冀东防共 自治政府
”

（ 以下简称
“

冀东政府
”

） 、

“

中华民国 临时政府
”

和汪精

卫政权 。 显而易见 ，这些政权受到 日 本的干涉与控制 且战争期 间 日 本持续不断进 口开滦煤 ，从抗

战期间 日本的占领地统治这
一角度来思考的话 开滦煤矿很容易被当作分析 日本掠夺煤矿资源的

绝佳素材 。
③ 然而 这样的视角不免让人觉得忽视了开溧煤矿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前 ，

作为英国权益

存在一事的复杂性 。 从 年底至 年底 ， 即开溧煤矿因太平洋战争爆发作为敌方财产被 日

本接管之前 ，对英国方面而言 该煤矿处于从未被承认的
“

临时政权
”

（ 辖区

之内 。 对于代表英国在华北最大权益的开深煤矿 ， 与煤矿经营业务相关的英国人 （ 可分为伦敦方

面和天津方面 ） 以及英国外交部如何看待其所在地地方政权的演变 ？ 两者在时局认知及应采取的

方针上又有何差异 ？

本文 中文版翻译期 间承蒙曾 宝满 小姐 、 薛轶群先生与 帅如蓝 小姐的指正和协助 ， 特此致谢 。

① ’

② 有关开滦煤矿的历 史 ， 可参见堀 内文二 郎 力
、

『 開 灤炭磘 八十年 』 、啓明 交 易 、 年 ；
开 滦矿务 总局 史志办公 室编 ：

《开滦煤矿志 》第 卷 新华 出版社 年版 。 有关开滦煤矿最新的研究 ，可参见闫永增 、陈 润军《 世纪 年代 以来的近代开滦

史研究》 ， 《唐 山 师范学院学报 》 年 第 期
；
丁丽

： 《近十年来开滦煤矿史研究述评 》 ， 《唐山 师 范学院学报》 年第 期
。

③ 关 于 曰 本对华北 沦陷 区政策 参见中 村隆英 『戰 時 日 本 華 北経 济支配 』 ，

山 川 出 版社 、 年
；
王士 花 ： 《

“

开发
”

与掠

夺》 ， 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年版。 关于特别讨论 日 本对煤矿资源的掠夺牧况的研究 ，参见君 島和彦 『 日本 帝国 主義 二 ± 中

国鉱業 資源 权辛逷程 』 、浅 田奈二编 『 曰 本帝 国主 義下 中 国 』 、楽遊書房 、 年
；
戴建兵 《抗 曰 战争时期 曰 本对华 北煤 矿资源

的掠夺 》
， 《衡水师专 学报》 年 第 期 ；郝飞 ： 《英 日统治 开滦煤矿时期对生产力 的掠夺述论 》

，
《唐 山师 范学院学报》 年第

期 。



	
吉 井文 美 日 中 战 争下 的开滦煤矿

对于战时的 日本来说 开溧煤是不可或缺的资源 属于生产制铁用和铸造用焦炭时所必需的强

黏结性煤 ，而这种强點结性煤在当时的 日元经济圈内据称只有本溪湖煤矿内 才能开采到 。 开溧煤

的 日本大买家是 日本制铁 特别是八幡制铁所 和 日本钢管等制铁公司 ，此外东京瓦斯等公司的

需求量也很大 。

资源匮乏的 日本 自华北事变前就希图获得华北的煤矿② ，且由于幵滦煤的特性 ， 日 本更希望尽

早确保使用此资源 。 然而 ， 日本遇到的难题是开溧煤矿 由 中英合资经营 ，
英国权益的色彩浓厚 。 华

北事变后 ， 日本扩大在华北影响力之际 ，如何处理开滦煤矿问题可谓反映 日本是否尊重英国在华北

权益的试金石 。
③

“

满洲 国
”

成立后 英国
一

方面鼓吹
“

门户开放
”

原则 ，

一方面对
“

满洲国
”

在该地

区排斥列强在华权益的状况束手无策 。
④ 这种尴尬的局面导致英国担忧本国威信的降低 ， 甚至有

可能波及到权益更为集中且更重要的华中地区 。 因此 华北的开滦煤矿正可谓保护其在华权益的

最后堡垒 。

笔者在此先简单回顾开滦煤矿的历史 。
⑤ 本文研究的开滦煤矿是指 世纪 年代开滦矿务

总局作为中英合资公司 ， 以天津为总部经营的唐山附近的矿 山群 。 现在则由 民营企业
——开滦集

团继续经营 。 开滦煤矿的起源可追溯到直隶总督李鸿章 年设立的开平矿务总局 。 当时雇用

英国人技师 再由这些技师引进了中 国最早的近代式采煤技术 。 开平矿务总局在义和团事件的混

乱时局 中 被英国法人 所收购 。 经 由这次收购后成立

了英国法人的开平矿务有限公司 。 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为 了对抗该公司 在其邻近地区开发新

煤矿 ，
于 年设立中 国法人的溧州矿务公司 。 然而 ，滦州矿务公司并未形成足够的竞争力 ，

上述

两个公司于 年合并营业部门
，
改名为开滦矿务总局 。 该局总部位于天津英国租界 虽然总经

理 一职 由 中英各一人出任 ，看似地位平等 ，但经营实权始终掌握在英国一方 。 在本

文考察时期担任英方总经理的是英人那森爱德 （ 。 开滦煤矿的年产煤量于 年突

破 万吨 其后稍显停滞 ，

—

年则年产煤量超过 万吨 。 关于对 日 年出 口量 —

年之间约为 万吨 年达到 万吨后开始猛增 ，

—

年竟超过了 万吨 。

由上可见 开溧煤矿在 日 中战争期间因煤炭销售与 日 本的联系 日 益紧密 。 另一方面 值得注意

的是在制度层面 ，开涞煤矿在 世纪 年代前期逐渐被纳入国民政府的体制之内 。 在近代中国
“

的煤炭业中外资所占的 比重原本就很高⑥ 如何收回这
一

“

权益
”

对中 国来说是一个重要课题 。

世纪 年代国民政府对于煤矿业的掌控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即使是代表外资煤矿的开溁煤矿 ，
也

在国民政府实业部的政策之下开始发生组织上的变化。 然而
，
随后发生的华北事变却使得煤矿区

域被纳人冀东政府的行政范围内 。 开滦矿务总局的英籍职员 ，
在面对冀东政府 、

“

中华民国临时政

府
”

和汪精卫政权等本国不予承认的地方政权时 如何重新考量与国 民政府的关系 ，又是如何应对

上述地方政权的呢 ？

基于以上的问题意识 ，笔者于本文中考察 日 中战争下的开滦煤矿时 主要关注以下三点 首先 ，

① 八幡制铗所除了使用在地理位置上接近的筑丰煤等弱黏结性煤为 主的原 料煤之外 ，
也以 开 滦煤等 强黏结 性煤作 为配合

煤来使用 。 日 本製鉄株式会社史编集委 貝 会編 『 本製鉄株式会社史 』 、
曰 本製鉄 、 年 、 頁 。

② 小 林英 夫 「 華北 占領政 策 展開遇程 」 、
『 駒沢大学経济 学論集 』 卷 号 、 年 ；

永 井和 「 日 本陵 軍 華 北统 治計 画 二

」 、 『 日 中戰争办 世界戰争八』 、思 文閣 出版 、 年 。

③ 英国 驻 曰 大使 向那 森爱德 （ 表达如此 看法 。

，
，

，

④ 吉 井文美 「 『满 州 国 』創 出 門戶 開放原則 变容 」 、 『 史学雒誌 』 年第 編 第 号 。

⑤ 参见掘 内 文二 郎 力
、

『 開灤炭竑乃八十年 』 。

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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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英国对于 日本的华北统治所呈现的多种反应 。 迄今为止 ， 围绕着 日 中战争下 日 本逐渐加强对

华统治 以及与之相关的 日英关系 着重从两国对立的视角来探讨的研究相当多 。 例如 ，永井和详

细探讨过 年天津租界封锁事件发生时 英国方面的
“

对 日 非协力
”

（对 日不合作 ） 的一面 。
①

然而 ，随着 日 本加强对华统治 ，
逐渐

“

顺应
”

时势的英国人也确实存在 。 本文考察的开滦煤矿 的英

国人即是
一

例 。 如果开滦煤矿的英国人代表对 日
“

协力
”

（合作 派的话 其本身对时局的认识与本

国政府的对策
——即 与英国外交部之间的认识 是从何时 ，

又是如何逐渐产生分歧的 ？ 在此笔者想

指出 的是 ，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英国 国内 的注意力大部分转移到欧洲形势的情况下 ，华北

的英国人却不得不直面 日 益加强的 日本影响力 ，其对于情势的认识绝不应忽视 。 其次 ，名义上由 国

民政府控制 ，实际上处于国 民政府行政权管辖之外时 如何处理与其所在地地方政权的关系 。 同

样 从 日本的视点 出发 在面对逐渐纳入国 民政府体制下 的列强在华权益时 ， 日 本又是如何试图扩

张 自身影响力的 ？ 本文将具体考察这一过程 。 再者 ，本文将分别从 日 本接收开溁煤矿的前后时期 ，

来探讨日本将开漆煤矿置于地方政权管理下的煤矿政策 。 众所周知 ，在地方政权和开滦煤矿相互

作用的背后 存在着来 自 日本的强大影响力 若不探讨 日 本与开滦煤矿的关系 将无法充分理解当

时开滦煤矿的状况 。

关于开溧煤矿的英人方面的资料 除了牛津大学博德立图书馆 （ 所藏开滦矿

务总局总经理那森爱德的相关资料之外 还有熊性美与阎光华主要依据开滦集团所存资料选编的

《开深煤矿矿权史料》 （南开大学出版社 年版 ） 。 笔者将在上述与煤矿业相关的 、英国人视角

的史料之外 利用英国外交部的史料以及 日本 、 中 国的相关史料 ，力图从政治外交史的文脉重新审

视该时期的开滦煤矿。

一

、 作为英国权益问题的开溧煤矿

年 月 日后 ，开溧煤矿所在的唐山归入冀东政府的行政区 ，面对新的政治局面 ，那森

爱德是如何应对的呢 ？ 他以耐人寻味的表述形容了幵滦矿务总局英籍职员 的心理 ，他写道
“

我们

好像是不可思议国度的爱丽丝一样了 。

”

即一方面 由于冀东政府成立 ， 当地的 日 本军人影响力提

高 ；
另一方面 ，电信 、邮政等领域却仍在国民政府控制之下 。 英籍职员 自身也难以理解这种局面 。

然而 ， 即便冀东成为
“

不可思议国度
”

但他们为了在当地继续开采与销售煤炭 ，
不得不与新的统治

者建立关系 。 开滦矿务总局是如何应付新的周边状况的呢 ？

华北事变甫发生时 关于开滦煤矿应该采取的态度 ，总部位于伦敦的开平矿务有限公司 （

， 本文称之为
“

伦敦总公司
”

） 对天津的开溧矿务总局屡次作

出指示 其要点归纳如下 英国政府要求中国保障开滦煤矿的权利 尽量与 本保持友好关

系 ，
至于对冀东政府之态度 ，则应该慎重考虑 。 由此可知 ，英国人企图以模棱两可的态度来含糊其辞 。

依照该指示 开溧矿务总局为 了对 日本表示友好 ，从 年起开始接纳 日籍顾问 。 同时 那森爱德频

频对当地的 日本人表明煤矿总局不牵涉政治的立场④ ，他也认为 日本人理解了他们煤矿的方针 。

那么 ， 日 中战争爆发后 ，伦敦总公司与开溧矿务总局在态度上是否有所变化呢 ？ 年伦敦

① 永井和 『 日 中戰争办 世界戰争八 』 、 思文 閣 出版 、 年 。

② ’ ’

③ 《特纳致那森爱德 电 》 （ 〗 年 月 曰 ） ，
熊性美 、 阎光华编 《开滦煤矿 ■矿权史料》 ，

南开大学 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

④ 《裴利耶致那森爱德电 》 （
年 月 日 ） ，

熊性美
、
阎光华 编

： 《 开滦煤矿矿权史料》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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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公司 的人员拜访英国外交部时 ，
外交部远东部门的官僚对他们表示同情之意① ， 总公司以此认为

外交部在支持英国在华权益上的态度转为积极 。
② 此时 开溧矿务总局期待外交部的积极介入有

着如下背景 ：在 世纪 年代
，
英国政府为了保护煤矿曾 出兵过三次 而 年底中 国将颁布新

的矿业法时 英国驻华公使曾明确告诉过那森爱德 为了保证开滦煤矿享有开平矿务有限公司与滦

州矿务公司合并时合同规定的权益 外交部将给予煤矿
“

外交上的支持
”

。
③

然而 ，之后的症结点在于 华北事变后煤矿所在地冀东政府并未得到英国政府的承认 。 在对待

该地方政权的方针上 ， 开溧矿务总局 、伦敦总公司 与英国外交部三者之间 的鸿沟 日益扩大 。 至

年 ，在天津工作的英国人深刻地意识到本国不承认地方政权
一

事势必对煤矿造成不利 。 天津

英国协会会长曾试图 向英国外交部陈述英国不承认地方政权一事所带来的风险 。
④ 那森爱德对此

见解表示认同 并对伦敦总公司称 若英国政府不承认冀东政府的话 ，将会使得位于此地的矿务总

局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局面 。
⑤ 那森爱德并说道 ：我的 目 的是尽量与地方政府达成协议 若非到必

须改变他们的态度之时 我们并不希望上帝责难他们 。 年 月 ， 为了与北平的
“

中华民 国 临

时政府
”

建立关系 ，那森爱德出差到北平 。 此时伦敦总公司 巳认识到让英国外交部涉人地方政府

有关议题的难处 。
⑦ 同年 月

，伦敦总公司通知矿务总局 ，
因为英国政府未打算承认地方政府 所

以即使那森爱德要求政府在外交方面发挥影响力 ，总公司方面也无法协助他 。
⑧ 次年 ， 当总公司人

员再与英国外交部接触之际 他们察觉到无论是哪种形式 即便是表达陈情之意 ，外交部都无意积

极和地方政府进行沟通 。 这意味着 ，只要矿务总局遇到的问题牵涉到地方政府时 英国外交部将

不会为了开滦煤矿作出任何实质性行动 。 这是英国外交部与伦敦总公司的相同见解 。

年 月 发生 日军封锁天津英法租界事件时 ，
开滦煤矿虽未遭受直接冲击 ，但那森爱德等

开溧矿务总局管理层却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 与此同时 不仅在 日本国内 ，在华北各地以 日 本人

为中心的反英运动也在高涨 但因为 日本希望增加开溧煤矿的开采量 保持正常的开采工作不受影

响 ，所以尽量控制反英的气氛不波及煤矿 。 有些 日本军人企图趁罢工接管煤矿时 ， 日本陆军的高官

也制止他们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 由此可见 ， 日本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开溧煤矿得以维持现状 。 然而 ，

值得注意的是 此时英国人对待煤矿的态度产生了分歧 。 月 ，
开滦矿务总局 向英国驻华大使表示

英国在华北地区威信扫地⑩ 并要求伦敦总公司迅速向外交部陈情 ，英国的威严急速滑落一事对于

在开溧矿务总局工作的所有外 国人 尤其是英国人造成了深刻影响 。 然而 那森爱德等人的请愿

要求 却被总公司方面以
“

外交部已充分认识此危机
”

为 由拒绝 。 这让那森爱德焦躁万分 。 关于

①

②
， ，

③ 《英 国驻华公使馆秘书 官致 那森爱德 电 》 （ 年 月 曰 ）
，
熊性美 、 阎光华编 《开滦煤矿矿权史料 》 ，第 页 。

④

⑤
，

，

⑦ ，
，

⑧
，

⑨
，

，
，

⑩
，

，

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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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英国外交部实际上如何理解英国在华北权益的 问题 ，从外交部官僚留下的笔记来看 他们并未

忽视当时事态的严重性 ，实际上他们也回想起英国权益在
—

年抵制英货运动时 所遭受

的威信上的侮辱和深刻影响 。 可是 ，
外交部的这种态度 ，对那森爱德而言 无非是对事态的姑息 。

至此 以天津租界封锁事件为契机 ，英国人彼此间对华北局势认识的分歧公开化 。

尽管开滦矿务总局苦心焦虑 ，但伦敦总公司方面仍维持华北事变时的态度 ，希望矿务总局与开

漆煤矿周围的各种势力继续保持友好关系 。 年 月 伦敦总公司再次叮嘱开深矿务总局 尽量

避免牵涉到任何政治问题 ，重 申我方政策是在可能范 围内 与 日 本人建立友好关系 。
② 伦敦总公司

反复向开滦矿务总局强调 ，为了守护英国权益 唯一可考虑的策略是 ，在实质上 已经成为 日 本 占领

地的华北 ， 即便受到不友善的待遇也不可涉人政治 ，只能因地制宜地保护英国 的既得利益 。③ 而这

样的方针和那森爱德等开滦矿务总局英籍员工的想法有着明显的差距。 年 月 日
，那森

爱德在给伦敦总公司的电报中 ，提出如下主张 ：

在远东 的过去这十年 ，
以 及在华 北 的过去这十个 月 内所发 生 的英 国 威信扫地和影 响 力 大

幅滑落之事 ， 想 必 巳 不用 我再 多 加赘言 。 作 为这种 状况 的 结果 在政治 或 者其他各方 面 ，
开滦

矿务总 局 的 安全及其业务在十 年前就 不再 仰 仗你 的公 司 （ 即 开平矿务有 限公 司
，

“

你
”

则是指

该公司 的 董 事长
——

引 者注 ） 。 我非 常 自 觉地认识 到 ， 英 国 在远东 的 威信低下这 一 问题

上 你和 我之 间 无 法达成共识 。 或许你会说 ， 那是 因 为我 住在过去这十 个月 来处于异常环境下

的天 津 ， 由 于被这 些异常激 烈 的反英情 感 与 反英运动所包 围 着 ，所 以 我会对这期 间未采取任何

有效手段 的政府之无 能受 到很大冲 击 。 但反过来我 也 可 以 说 ， 因 为 你一 直被 强盛 而伟 大 的 大

英 帝 国所保护 着 所 以 不 能理解我 们在专制 的 国 家 、极权主义制度 的政府之下 经 商 ，是 怎 么样

一种 困境 。
… …英 国 的 公 司 在 没有获得 日 本政府 的 必 要许可 之 前 ， 是无法从事任何 商 业 活

动 的 。
④

在此信里那森爱德所称的
“

专制的国家
”

指的是 日本 ，

“

极权主义制度的政府
”

则是指地方政权

当时的汪精卫政权 ） 。 年 月 ，
日德意三国同盟缔结之后 那森爱德露出强烈的不安 ，他觉得

日 本宣扬的东亚新秩序若然实行 ，将带来法西斯化 损害英国在中 国之权益 。
⑤ 基于这样的恐惧 ，

那森爱德屡次致信伦敦总公司 ，但两者认知上的差异逐渐加深 开涞矿务总局的英国人对英国外交

部的束手无策
一

事也倍感焦虑 。 年 月 ， 他们愤怒地向伦敦总公司表示 ：英国在东亚政策上

的懦弱 、英国驻天津总领事的无能使得在此地已经相 当低落的我国威信跌人谷底 。 过去这十年 英

国政府在支援我们
一事之上没有任何实质行动 。

年 月 ，
开滦矿务总局对伦敦总公司 申明 ， 他们无法再保持总公司所要求的那种超然态

度 。 尽管总公司竭力阻止 ，次年 月 开滦矿务总局还是将总公司 的方针置于脑后 与 日 本天津

① 、

，

，

③ ，

，

⑤ ，
，

， ，

⑦ ， ，



	

吉井 文美 日 中 战争下 的开滦煤矿

特务机关缔结协议
一旦 日英开战 ，

煤矿将和平地移交 日本
，
以半年为过渡斯 。

① 此协议缔结两个

月 后 太平洋战争爆发 ， 日本正式接管煤矿 。 关于 日本接管以后的情况 笔者将于第三部分讨论。

二 、 开涞煤矿脱离国民政府的过程

在第二部分 笔者将首先确认 世纪 年代中期前开滦煤矿和国民政府间 的既有关系 ， 然后

以纳税与矿业警察权的实际状况作为衡量与政权距离的标准 ，探讨同时被国 民政府与冀东政府两

个政权要求
“

归顺
”

的开深煤矿 是如何应对周旋的 。

第
一

次世界大战后 中国渴求收回 国家权益 ’ 国民政府完成北伐统
一全国之后 尝试将影响力

渗人当时仍无法直接掌控的组织或地区 在矿业方面 ，
开始修订 年所制定的矿业条例与附属

法规 ， 世纪 年代大幅完善了相关制度 。 年 月新矿业法制定 次年 月颁布 。 其后 ，矿

业登记规则等相关规定也陆续出 台 。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天津事务所调査课分析当时的新矿业

法 认为其特色是加深了法规上原有的排外色彩 。
② 新矿业法的第 条规定 ：非 国营和非国家保留

区 内 中华民国 国民可以取得矿业权 公司组织上也允许外国资本加人 。 然而 ，关于公司组织上加入

外资一事却有着诸多限制 如公司半数以上的股份总额 ，应为中华民 国国 民所有 公司半数以上董

事须为中华民 国国 民 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等须为中华民国 国 民等 。 本来 对于外资矿业公司 在

旧法里也规定外国资本不能超过一半 ，但在新矿业法里 连董事也有国籍的规定
——

新矿业法带来

的转变让外国人察觉到国民政府欲摆脱外资牵制的态度 。
③

随着新矿业法的制定 迫使英国资本参与的开平矿务有限公司改变其体制 。 年 月 ， 开

平矿务有限公司与滦州矿务公司缔结新协定 ，
相关变化内容包含按照新的 中国矿业法以 中英合办

的方式来经营 所得利益 由两公司均分等 。
④ 在经过后述的关于新纳税规定的交涉后 ， 年

月 开溧矿务总局取得国 民政府颁发的采矿执照 。
⑤ 以上的

一

系列举措表明 国民政府对开滦煤矿的

影响力与 日 俱增 。 在此基础上 至 世纪 年代中期国 民政府才能将开涞煤矿确实置于其体制

之下 。 然而 ， 年华北事变的发生 使得开溧煤矿所在之河北省开始脱离 国 民政府行政管辖的

范围 意味着归属权成为
一

个棘手的问题 。 在华北事变后不久这段左右为难的时期 开滦矿务总局

的英籍人员仍然认 为 国 民政府是发给开溧矿务总局矿照 的
“

有正 当性 的政府
”

（

“

，
地方政权则是

“

实际上的政府
” “

。 直到 年 月 ，那森爱德

仍使用着
“

有正 当性的政府
”

与
“

实际上的政府
”

这样的称谓 。

在下文将会针对关于矿税的缴纳和矿业警察部分 首先分析至 世纪 年代中期为止国民

政府建立的制度 然后考察 日 中战争期间在
“

有正当性的政府
”

与
“

实际上的政府
”

两者夹缝中生存

的开滦煤矿的动向 。

①

② 南满洲鉄道株 式会社天津事務所調查課 『北支経济資料第 辑 現行支那鎵業関係 法規 』 、 南满洲鉄道株式会社天津事

務所 、 年 、 頁 。

③ 南满洲鉄道株式会社天津事務所調 查課 『北 支経济資料第 輯 現行支那鉱業 関係法規』 、 頁 。

④ 开平矿务有限公司 与 滦州矿 务公 司原 先的所得利益分配 为 。

⑤ 《 国 民党实 业部 采矿执照》 （ 年 月 日
〉 ， 熊性美 、 阎 光华编 ：

《 开滦煤矿矿权史料》 ， 第
—

页 。

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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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纳税

年制定的新矿业法规定矿税分为矿区税与矿产税两种 矿照持有者应缴纳这两种税金。

矿区税是按照矿区的规模课税
，
矿产税则是按照矿物的价值课税 。 年 月 实业部以整理矿

务为名 ，通知将发给开平矿务有限公司与滦州矿务公司矿照 而两个公司都应缴矿区税 。 但开滦矿

务总局依据开平矿务有限公司与滦州矿务公司合并营业部 门时制定的规定 ，
即联合合同第 条 ，

开滦矿务总局缴给中国政府的税金与 年时开平矿务有限公司缴纳的数 目相 同 即可 。 虽然之

后开涞矿务总局开始缴纳矿产税 但是关于矿区税
，
因为联合合同里没有相关规定 ，开滦矿务总局

表示无须缴纳 。 这样一来 ’
以联合合同的规定为后盾 开滦矿务总局拒绝执行新矿业法的纳税规

则 。 但经过国民政府 、开平矿务有限公司 与滦州矿务公司之间的谈判 年底开滦矿务总局终

于同意缴纳矿区税 。

年 月
，
冀东政府税务局向开深矿务总局发出通知 ，表示将对煤矿征收矿产税 。 此时矿

务总局担心的是 若开涞煤矿遵从冀东政府的要求 ，或许会被进一步要求在其政府之下重新登记 ，

并再缴纳矿区税 。 另外 如果开滦矿务总局遵守冀东政府的规定 这似乎有抵触矿务总局与国 民政

府间协定之虞 。
② 当初 开滦矿务总局顾虑和国 民政府之间所建立的关系 担忧冀东政府会渐渐扩

大对煤矿的影响力 。 然而从 年前后 开溧矿务总局转而向 国民政府拖欠税金 。

日 中战争开始不久后的 年底 ，
开溧矿务总局为了表示

“

实际上的好意
”

，决定向冀东政府

纳税 ，将拖欠国 民政府的税金全部缴纳给冀东政府 。
④ 造成此行为的背景如下 ：

虽然冀东政府没有

统治华北的正当性 ，
且英国政府并未正式承认 但是该政权一直存在着 并无消灭的迹象 。

⑤ 本来 ，

如上所述 ，
开滦矿务总局的英国人认为地方政权只是

“

实际上的政府
”

， 国 民政府才是给予开溧煤

矿采矿权的
“

有正当性的政府
”

。 但是 ， 因 日 中战争不断扩大 ，华北境内 国 民政府的影响力 日 渐式

微 ，
开滦煤矿转而选择顺应

“

实际上的政府
”

。 年开溧矿务总局 向国民政府提出延长缴款期限

的申请 同年停止向国 民政府纳税 。 在纳税这一方面 ，开滦煤矿就此脱离了 国民政府的控制 。

二
）
矿业警察权

矿业警察是为了维持矿场的秩序与安全而设置的一种警察 。 因为英国人等外国人当时享有治

外法权 国民政府的警察无权干涉 ，所以如何维持矿 山秩序 对国民政府而言 ，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

题 。 根据 年 月 实业部所颁布的矿业警察规定 ，关于开滦煤矿 矿业权持有人可于矿区所在

地提出矿业警察设置许可的 申请 ，在和地方警察署达成协议后 ，在其所辖内针对矿区和矿业设备来

设置矿业警察所 。 依照此矿业瞀察规定 ，开溧煤矿所在地的唐山在 年是由唐山公安局和矿

务警务总局负责当地的治安维持 。 人事上是 由开滦矿务总局推荐的人选兼任公安局长及警务局

长 其薪酬亦由开滦矿务总局支付 。

可是 ，冀东政府成立后 并不依循开滦矿务总局的推荐而 自行任命公安局长 。 开溁煤矿对此举

① 《开 滦矿务督办周 大文致 实 业部 电 》 （
年 月 日 ）

，
熊性美 、 阎光华编 ： 《开滦煤矿矿权史料》

，
第 页 。

② 《关 于开 滦矿务总局按照 中华 民国矿业法向 中 国政府 交纳税金问题的备忘录 》 （ 年 月 ）
，
熊性 美 、 阎光 华编 ： 《开滦

煤矿矿权史料 》 第
—

页
。

③ 满铁経濟调查会「 開滦炭媒資料 」 （ 年 月
） 、南满洲鈇道株式会社調 查部 『 支那立案調 查書類 第 編 第 卷第 号

開 灤炭鉱調金 資料 』 、 年 、 頁
。

④
’

⑤
，

⑥ 《河北省政府三年 凿井计划 开滦矿务局矿 区税 》 ，
台北

， 中研院近代史研 究所藏 ，
经 济部 档案 ， 。

⑦ 南满洲鉄道株式会社天津 事務所調查課 『 此支経济 資料第 辑 現行支那鉱業 関係 法規 』 、 頁 。

⑧ 《 开滦矿拟收回警权翼省府认为 无理 由 》 ， 《 申报》 ， 年 月 日 ， 第 版
。



	

古 井 文美 日 中 战争下 的开滦煤矿

的回应是拒绝 由其兼任警务局长 ，改由 自身承担警备事务 ，停止向公安局支付人事费用 。 年

月第
一次改订矿业警察规定时 ，冀东政府虽然表面上收回了矿务警察总局长的任命权 ，

但实际上

开涞矿务总局和冀东政府另外缔结了 特别协议 ，矿务总局被赋予了任命矿务警察总局长的权利 。

对此结果那森爱德表示满意 。

然而 ，这
一

矿业警察权问题 ，在 年又 因煤矿发生大规模罢工而备受瞩 目 。 导致此次罢

工的原因是公司方面为 了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而向矿工推行新的入矿山票 此举使得 名工

人发起罢工 ，约 人死亡 ，采矿工作陷人停滞 。 对此事态 英国驻华大使与驻天津总领事要求 ：

由英国 出面与工人进行交涉 而 日 本应 当镇压罢工引起的暴动 。 受理此要求的 日 本驻天津总领

事觉得 ，
若由 日 方出面进行镇压的话很可能让中 国人对 日 本产生怨恨 ， 因而与 当地的 日 本驻军协

商 结果军方的反应却很冷淡 。 军方援引开深矿务总局此前拒绝唐山特务机关与宪兵的介入等

不合作态度的事例 ，对出兵镇压暴动一事采取消极的态度 。
③ 当地军方的基本观点是 ， 因 为 日 中

战争未经正式宣战 而 占领区 内又未实施军政 ，所 以 日 军不必对煤矿发生的暴动及突发状况负

责 。 并且 出于卢沟桥事变后英国对 日 本态度冷淡 ， 因此 日 本应避免出 面 ，
而 由英 国 自 己收拾

善后 。
④

关于发生罢工之理由 ，驻上海总领事 田代重德认为主因是煤矿的警备力量不足 。 田代的看法

是 ，
虽然发起罢工的主体是潜入矿区的抗 日 势力 但纠集抵抗的却是在罢工后被解雇 的工人和流浪

汉 受其胁迫而追随者众 从而造成了产煤量减少 。 为了解决问题主因 加强煤矿的警备力量 ，
田代

开始和军方交涉 。
⑤ 然而 修改矿业警察规定却不过是

“

权宜
”

之举 ，
日方似有踌躇 。 驻北京大使馆

参事官藤井启之助曾报告说 ： 在不影响公司 的基本合同 、组织及公司利益的前提下 ， 为增强矿区警

力 ，使得 日 方的军事警力可以直接任意深入到矿区 ， 曾经考虑过修改现行的矿业警察制度 ，但因只

是
“

权宜
”

之计而放弃 ，最终采取的解决方法是以 同样的名 目 和条件将 日本技术人员派往各地现

场 ，在当地尽可能地对营业等进行直接地 、实质性地监督和指导 。

在这样的情况下 ， 日 本虽深切地感到加强矿区警力的必要性 ，
但在尚未着手修订矿业警察规

定之时 ，
百 团大战爆发了 。 年 月发生的该战役严重影响了华北地区产煤量仅次于开滦的

井陉煤矿 运煤专用铁路遭到大幅破坏 ，致使两个月无法采矿 。 考虑到 日 本军需产业中开漆煤

的重要性 ， 日 方无论如何都想避免战火波及开滦煤矿 。 年夏 在华北的军方和天津总领事之

间 曾讨论 ，为了避免开深煤矿重蹈井陉煤矿的覆辙 ， 日 本应该加强开滦煤矿的警备 并与政治问题

切割 从双方的利益出发 尽量阻止战火波及此地 。 为了确保矿区可 以正常产煤 ，
日本应在各矿区

① 满鉄経济調 查会「 開灤炭鉱资料 」 （ 年 月 ） 、 南满洲鉄道株式会社調 查部 編 『 支那立案調 查 書類第 编第 卷第

号 開 灤炭银調查 资料 』 、 年 、

—

頁 。 ；

②

③ 「 森島 北京参事官 ； 広 田外相 态 電報 」 （ 年 月 、外務省記
—

、外務省 外 交史料館

藏 『 外国鉱 山及银業閣係雉件 中 国 部 直隸省 部 開灤炭鉱 』 第 卷 。

④ 「森 岛 北京参事官 ± 広 田外相态 電報」 （ 年 月 曰 ） 、外務省記錄
— — —

、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

藏 『 外国鉱山及露業関係雜件 中 国 部 直隸省 部 開莱灰镇 』 第 卷 。

⑤ 「 田代 上海總領事 上 広 田 外相 态 電報 」 （
年 月 日 ） 、外務省記録 — —

、外務省外 交 史料

館藏 『外 国鉱 山及银業開係雉件 中 国 部 直隸省 部 開 灤炭鉱 』 第 卷 。

⑥ 「藤井北京参事官上 松岡 外相 态 電報 」 （ 年 月 曰 ）
、外務省記錄 —

、外務省外 交 史料館

藏 『外 国鉱山及媒業関係雉件 中 国 部 直隸省 部 開 灤炭银 』 第 卷 。

⑦ 『戰 史叢書 北支乃治安戰 』 （ 上 ）
、朝 雲新 聞社 、 年 、

—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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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警力 。 由此 ，同年 月签订了新的矿区警备协定 ，称为
“

本间②
一

那森爱德协议 。 协议生效

后开滦煤矿全区与其附近工人居住区属于特别警备区 ， 由 日 本的宪兵或军队驻扎担任警备工作 。

通过以上措施 ， 日 本全面修改了矿业警察规定 彻底地消除了 国 民政府时期矿业警察权制度的影

响 ，而开滦煤矿与国民政府 由此分道扬镳 。

三 、 日本对开溧煤矿的政策

如第二部分所论及 ，
开深煤矿与国 民政府间关系之消弭 并非一个简单的过程 ，

回顾这
一

过程

时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 ：为何 日本不通过直接购买或接收煤矿 ，将其置于 日本的直接管理下 ？ 依照

年的《塘沽停战协定 》
，
开滦煤矿矿山所在的冀东地区受到以黄郛为首的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

理委员会 该势力属于中国国民政府系 ） 的管理 同时还受到 日方军事影响 。 日 本曾积极尝试在开

深煤矿渗透影响力 ，但获取开滦矿务总局股份和在工人中培植亲 日势力的这两种手段皆告失败 。

但是 笔者在此想强调的是 ， 日本将华北境内代表英国权益存在的开溧煤矿视若眼中钉 。 年

满铁的天津事务所调查课的人员写道 ：

“

我国于北支工作上最大之障碍是 ，
以开深煤矿为 中心发展

之英国势力 。
……在未能驱逐此

一

大势力的情况下 ，想将 日 满北支完全整合为
一

大经济圈 的期望

渺茫 。

“

③从这样的记述可以看出 ，只有将开溧煤矿置于 日 本的掌控之下 日 本才能完整掌握包括华

北在 内的在华经济主导权 。 但直到太平洋战争开始 ，
日本才接管作为敌方财产的开溧煤矿 ，

此前行

动并未收到成效 。

一

） 日 军接管前 日本对开滦煤矿的政策

日 中战争开始前 ，
满铁天津调查部对如何掌控开滦煤矿抱有以下设想 ：虽然开滦的煤炭是 日本

生产制铁用焦炭和铸造用焦炭所必不可缺的原料 ，可是对英国而言 ， 它是长年经营下来的在华权

益
，英国很难立刻放弃 。 因此 如何使英国资本的开滦煤矿顺应 日本的政策 注重实际利益来解决

问题是很重要的态度 。 为了贯彻该方针 ，满铁天津调査部曾试过几个方法 。 例如 ，透过调整开滦煤

矿运输时利用的北宁铁路之运费 ，进而牵制开溧煤矿 。 或者 ，
通过让开涞煤矿向糞东政府纳税使其

在中华民 国变成被课征高税率的外国煤 失去上海方面的销路后只能依赖 日 本一途 。
④ 如第二部

分所讨论 年底以来 ，开滦煤矿确实开始向地方政府纳税 ，可是因为实际上当时在中国 的许多

煤矿遭受战争之害 ，被迫停止采矿 ，所以即使开滦煤变为所谓外国煤 ， 中国人依然继续购买它 ，更改

纳税对象与高税率并未让煤矿的销售陷人困境 。 此外 ，
日本在 日 中战争时也尝试收购开滦煤矿 ， 皆

未成功 。
⑤

收购开深煤矿带来的好处很明显 。 首先 ，
日本对开滦煤矿的需求量非常高

——为了有充足的

开涞煤能运到 日本国 内贩卖 ， 日本力图减少开涞煤在华北甚至华中 以南的销量 。 可是 ，对开滦矿

① 「武藤天津総领事上 松 岡外相态 電報 」 （ 年 月 日
）

、外務省記録 ￡ 乂 一 ；

—

、外務省外交 史料

館藏 『外 国鉱山及媒業関係 雉件 中 国 部直隸省 ￡ 部 開灤发露 』 第 卷 。

② 本间 雅晴
，

省时任第 二十七师 团 长 。

③ 伊澤公幸 （
满鉄天津事務所調查課

）
「 開 灤炭鉱 ；： 関卞 諸問 题 」 （ 年 月 ） 、 南满 洲鉄道株式会社調 查部編 『 支那立

案調 查書類第 編第 卷第 号 開 灤炭鉱調查 資料』 、 年 、 頁
。

④ 「諸言 」 、
南满洲鉄道株式会社调 查部編 『支那立案調查書類第 编第 卷第 号 開莱灰银调 查資料 』 、 年 、

—

頁 。

⑤ 那森爱德 《与 角 野先生会见的备忘 录》 （ 年 月 曰 ） 、 那森爱德 《 年 月 曰在 天津与 齐藤先生会见的备忘

录 》 ，
熊性美 、阎光华编 ： 《开滦煤矿矿权史料》 ，第

—

页 。

⑥ 「 田代上海總領事 ； 有田外相 态 電報 」 （ 年 月 曰
） 、外務省記録

— — —

、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

藏 『 外国鎵山及鎵業 関係雉件 中 国乃部 直隸省乃部 開 溧发恭 』 第 卷 。



	

吉 丼文美 日 中 战争 下 的开滦煤矿

务总局而言 ’ 因在香港可用英镑结算 ，故开深矿务总局更希望在香港销售 。 此外 九
一八事变后 中

国人减少购买 日 本煤炭 包括属于
“

满洲国
”

的抚顺煤炭 ） ，
因此开滦煤炭在华中 、华南地区十分畅

销 。 然而 ， 日本担忧开溧煤炭会被中 国军需工厂所用① ， 同时为振兴 日 本国 内制铁业 ， 日 方试 图控

制开溧煤在 中国 的销量并促其在 日本销售 。 若 日本能够收购开滦煤矿 ，就能一举两得地达成上述

的两个愿望 。

’

日本尚未下决心收购开溧煤矿时 部分驻扎当地的 日 本军人对开滦煤矿作为外 国势力持续存

在于华北
一事感到很厌烦 他们甚至试图强行接管煤矿 。 在第二部分所提到 的 年大罢工的背

景中也能看出当地 日军的相关谋划 。 大罢工刚发生时 ，
也曾被怀疑是否为 日 本人所煽动 。 此时 英

国驻天津总领事曾告知 日 本驻天津总领事堀 内干城 ，从 月底起有些 日 本人进入煤矿煽动罢工 ，要

求堀 内总领事禁止他们的行为 。
② 依照英国总领事的请求 ，堀 内总领事在致广 田外务大臣的电报

中报告了其调查的实际状况 ， 即唐山特务机关长企图直接管理煤矿 ，竟然鼓动罢工 。 真相大白后 ，

由于这
一

欲接收煤矿之举并非 日 本军部整体的意 向 ，事后参与煽动的相关人员旋即被华北方面军

司令部调职 。
③ 待后来新任唐山特务机关长赴任时 驻上海总领事田代亲 自访问 当地驻军 屡次向

其说明 ，当地 日军在对待开溧煤矿问题时应以 国策为出发点 。
④

诚然 接管开溧煤矿对 日 本有利 ，例如能够增加开滦煤炭在 日 本的销量 。 可是 ， 当地 日军多次

试图武力控制煤矿 却皆被上级制止 。 其原因与 日本对列强在华权益的方针息息相关 。 年九
一八事变后 ，满铁调査部旋即对华北的经济开发提出

“

不对列强在华权益施加激进之改变 毋宁说

是以协调且和平之交涉使之逐渐接受或转让
”

之基本方针。
⑤ 在 日 中战争期 间对于 占领区内 的外

国利益 ，
也采取

“

尊重列强在华权益 ，有争议之处以渐进式合法手段整理
”

之方针 。 当然 上述原

则和实际情况未必
一

致 ，但 日本的在华主要政策是和平与合法地将其置于 自身掌控之下 ，强行接管

开滦煤矿是违反该方针的 。

关于接管开滦煤矿的弊端 ， 年 月 日 本驻天津总领事与军方达成的共识也相当值得关

注 。 他们认为 日 本不接管开滦煤矿更为妥当 其依据的理由如下 若采取进一步接管开滦煤矿

等更积极的对策 ，在煤矿之内的抗 日分子可能会发起破坏机器等暴动 。 若更换董事 ，产煤量也

许会减少 。 即使成功接管 ，
日 本若没有在资金方面的保证 ，反而有害 。

⑦ 从第一及第二点可知 ，

日本担心产煤量下降 。 这
一

重视煤矿产量的态度在 年封锁天津粗界事件中就曾表露过 。 当

时 日 本国 内和华北的反英运动高涨 但该运动并未影响到开滦矿务总局与其矿山 。
⑧ 原因是 日 本

① 「 堀 内 天津総領 事 上 広 田 外相 态 電報 」 （
年 月 曰

） 、外務省記錄
— —

、 外務省 外交 史料

館 藏 『 外国鉱 山及鉱業関係雜件 中 国 部直隸省 ￡ 部 開 灤炭鉱 』 第 卷 。

② 「堀 内天津総領事 広 田 外相态 電報 」 （ 年 月 日
）

、外務省記録 — —

、外務省外 交 史料館

藏 『 外国鉱 山及鉱業 閣係雜件 中 国 部直棣省 部 開 灤炭鉱』 第 卷 。

③ 「堀 内 天津總領事 ； 広田 外相态 電報」 年 月 曰
）

、外務省記録 — —

、 外務省外 交 史料館

藏 『 外国鉱山及《 ；業 関係雜件 中 国 部直棣省刃部 開繅炭膝 第 卷 。

④ 「 田代上 海総領事 宇垣外相态 電報」 （ 年 月 曰
）

、外務省記録 — —

、 外務省外交 史料館

藏 『 外国 鉱山及鉱業関係雜件 中 国 部直隸省 部 開灤炭鉱 』 第 卷 。

⑤ 南满 洲鉄道株式会社調查部編 「北 支那產業 開発計 画 資料 （総括 部
）
」 、依田 熹家編 『 中戰争史 資料 』 第 四 卷 、 河 出 書

房新社 、 年 、 頁
。

⑥ 年 月拟定的 「 北支產業 開発計 画草 案 」 。 参见高橋泰隆 「 日 本帝 国主義 丨
；
： 上 厶 中 国 交通 支配 展開 」 、 浅 田喬二編

『 曰 本帝 国主義下 中 国 、 頁 。

⑦ 「 武藤夭津総領事 上 松 岡 外相 電報 」
（ 年 月 曰

）
、外務省記錄 — — —

、外務省外 交史料

館 藏 『外 国鉱 山及鉱業閒係雉件 中 国 部 直隸省 部 開 灤炭鉱 』 第 卷 。

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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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上海总领事要求 日 军特务机关保护开溧煤矿 ， 特务机关下令当地 日 军反英运动不可波及开溧

煤矿 。
② 由此可见 对于千方百计试图确保煤矿产量的 日 本而言 ，在华北 的列强在华权益当中 ，开

滦煤矿是相 当特殊的存在 。

如此
一

来 根据 日 本对列强在华权益的基本对策 以及维持开滦煤矿产煤量的方针 ， 日本并未采

取有可能招致争议和产煤量下滑的强行接管措施。

二
） 曰本接管开滦煤矿后 的政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代表英国权益的开滦煤矿属于敌方财产 ， 由 日 本接管 。 接管之后 华北开

发株式会社系统下的华北交通株式社与华北电信电话株式社等的人员被分配到开溧煤矿的经营部

门 。 开深煤矿引进了监督官制度 ， 由 白川一雄出任最高监督 。 值得注意的是 在华北 ，煤矿
一

般属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委托经营 。 然而 因 为开滦煤矿无可 比拟 的重要性 其直接隶属于 日 本军部 。 在

此体制下 ，从 年到 年这三年开滦煤矿的产煤量达到战前的最高纪录 。

日本接管开溁煤矿后 ，那森爱德等开涞矿务总局 的英籍人员待遇如何呢 ？ 因为 年 月

时开滦矿务总局 曾与 日 方缔结协议 ：若日 英开战 则将煤矿和平移交 日 本 以半年为过渡期 。 所以

那森爱德等英籍人员暂时得以 留任 。 但对英国外交部而言 ， 既然太平洋战争开始 ，外交部期待那森

爱德等英籍职员放弃工作回 国 ， 因为他们的留任意味着有些英国人帮助敌方的军需工业 。
③ 然而 ，

伦敦总公司方面则表示 让那森爱德本人继续留在煤矿工作的原因是 希望即使在战时英国也能对

煤矿保持影响力 。
④ 直至 年 月 ，外交部终于对伦敦总公司表明 ，应禁止英国人继续在 日 本

管理的开滦煤矿总局工作 ，总公司接受 了这一通告 让那森爱德等英国人辞职 。 这些离职的英籍人

士次年被关入潍县的强制收容所。

八路军在华北展开游击战之后 ，
使得 日 本继续经营开涞煤矿遭遇 了不小的困难 。 从 年底

到 年 月 ，驻留当地的一名 日本军人曾有如下的记录⑤ ：从 年 月开始 ，冀东八路军的活

动 日益频繁 。 年 月 底 治安状况可谓较为稳定的开滦煤矿
一带也发生八路军的游击战 ，除

了开滦煤矿的英 日职员以外 军用车辆白天被八路军袭击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 虽然 日军与八路军

的战斗持续不断 ， 日军除武力镇压外还利用思想策略企图摧毁八路军的组织 但是抗 日 组织反而 日

渐壮大 。 因留下该记录的 日本军人于 年夏季调往其他地方 之后的状况无法得知 。

以 年为分界点 煤矿面临 的粮食 、资材与货车等不足的问题 日 趋严重 ，增产计划难以实

现 。 年 月因船舶不足 ， 日 本试图减少开滦煤的运输量 ，转而依靠北海道煤来补充 。 其后随

着战局的深人 ，将开滦煤炭运往 日本也 日益艰难 。

结 论

本文结合在伦敦和天津的英籍人士 有时也包括在东京和中 国的 日籍人士 ） 之间的认知差异 ，

阐述了代表英国在华北权益的开溧煤矿于 日 中战争时期逐渐脱离 国 民政府控制 的过程 。 如上所

① 「
田代上海総領事 ； 有田外相 态 電報」 （ 年 月 日 、 月 日

） 、外務省記録
—

—

、 外務省

外 交史料館藏 『外 国鉱山及恭業関係雜件 中国 部直隸省乃部 開灤炭鉱 』 第 卷 。

② 在 开滦煤矿的 日 籍顾 问向那森爱德透露 了 该消 息 。

③

， ，

⑤ 鈐木啓久 中北支 扫汁石 剿共戰乃 実態 教訓 』 、靖 国偕行文庫威 ；
鈐木啓夂 『在 支回想錄』 、靖 国偕行文庫蔵 。



	

吉井 文美 日 中 战争下 的开滦煤矿

述 ，
日本在对

“

权宜
”

政策保持暧昧态度的同 时 ，谋划增加本国军需产业上不可或缺的开滦煤炭的

进 口量 ，这也反映了 日 本在占领地的统治无法随心所欲的
一个侧面 。 日 本之所以在 日 中战争下 ，也

未能对开滦煤矿采取露骨的措施 正是因为煤矿的背后有英国权益的存在 。 另
一

方面 ，
日本无法肆

无忌惮地重新调整列强在华权益 ，强行实施占领地政策的
一

个重要因素是 ，
日 中之间并未正式宣

战 ，而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 日本才能适用战时国际法并对占领地施行军政 。 因此 在各国权益

错综复杂的中 国 ， 年底之前开滦煤矿的遭遇 也如实地体现了 日 中 战争的特色之 这是
一

场未经宣战的战争 。

考虑 日 中战争时期的英国因素时 ，
不能忽略的是二战爆发后英国的关注重心转向欧洲局势时 ，

英国国 内对中 国发生的问题重视程度究竟有多高这一点 。 例如米德 （ 曾经指出 中 国

确实重要 ，
可是在英国人的心里 ，其重要性无法与 印度相提并论 ，

也不像纳粹德国和苏联那样会引

发民众的担忧 。 而且就英 国 的国 内状况而言 ，政治必须关注大规模失业与 战后复兴等 内 政问

题 。

”

①而本文的考察也可佐证 ，英国确实一度将开滦煤矿视为捍卫在华权益的最后堡垒 ，但地方政

权成立之后 因 为煤矿带来的 问题只有与地方政权交涉才能解决 ，英国外交部尽可能采取不介人的

态度 结果几乎束手无策 。 英国外交部甚至在 年 月 日 的备忘录 中定下方针 ：关于在中

国的权益问题 英国除了天津海关之外都不应介人 。
②

然而 ， 另一方面 ，在沦为战场或 占领区的中国生活的英国人看来 ，保护在华权益问题的重要性

并未因为地方政权的介人 ，或者欧洲情势紧张而有所降低 。 对他们而言 ，
不管母国对东亚关心的程

度如何 ， 即便处于 日本的实质统治下 ，如何确保此前在中国获得的权益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 如前

所述 ， 日 中战争初期 ，那森爱德发现
“

实际上的政府
”

几乎不可能消失 ，所以他转而与之建立关系 ，

后来与当地 日本军的关系 日益密切 也是对总公司及英国外交部的态度不满所致。 关于英国外交

部看似冷淡的态度 ， 正如那森爱德坦承的那样 ，
因为开滦矿务总局通过对 日 销售赚取了巨大的利

润 ，这也使得他们较难获取英国驻华大使等外交官的同情 。
③ 纵使开溁煤矿在中 国近代矿业史上

是非常突出的存在 ，仍无法否认其作为 日 中战争时期的列强在华权益带有
一

定的特殊性 。

论及 日 中战争时期的国际关系 ，既往研究往往将关注的 目光投向 由各个国家的外交官所构建

的关系层面 ，
而开溧煤矿正是英 、 日 、 中的利害关系复杂交错 的外交舞台 。 本文通过细致考察在中

国生活的英 国人如何应对 日 中战争 ， 由此与母国立场间产生了何种龃龉 ，从多元的角度揭示 日 中战

争下 国际关系的另一个侧面 。

〔作者吉井文美 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研 究科 日 本史博 士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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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木谷名都 子訳 「 曰 中戰争前後乃彳 彳 又外交 中 国輥 变容 」 、西村成雄戌力、編 『 日 中戰争 国 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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