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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委员会与战时国防重工业建设

王卫星

　　抗战爆发后, 中国不仅进行了全国军事的总动员, 同时也进行

了全国经济的总动员, 使中国的经济迅速转入战时轨道。资源委员

会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最重要的筹办、主管、经营国防重工业的经

济部门, 其自身及所属重工业厂矿的发展与否, 直接关系到中国能

否坚持持久抗战的大局。本文力图透过大量的档案资料以及一些

其他史料, 分析、研究资源委员会及其所属厂矿的发展状况, 并对

其在抗战中所起的作用, 给予客观、公允的评价。

一

　　资源委员会的前身是 1932 年 11 月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

它是参谋本部下属的一个秘密机构。蒋介石自兼国防设计委员会

的委员长, 实际负责人是秘书长翁文灏和副秘书长钱昌照。国防设

计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针对日本的侵略威胁, 有计划地进行中国

的国防调查、统计、设计和计划工作。但是, 要制定中国整个的国防

计划并非易事,“惟百废之俱举, 既非仓卒可期, 亦非财力人力所能

胜任。故设计之工作须研究事项之缓急轻重与施行之难易, 而划分

国防计划为若干步骤或若干期”①,“本会自始设以来, 所尤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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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防设计委员会档案:《国防设计委员会工作计划大纲》,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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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厥在国防经济方面”。①

　　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不但占据着中国东北, 而且不断在华北挑

起事端, 其妄图并吞中国的野心已暴露无遗。面对日本日趋严重的

侵略威胁, 国民政府在军事工程、国防交通等方面加强了建设。但

是, 要阻止日军的大规模进攻, 仅靠几道国防工事和几条战略交通

线是不够的, 还必须加强国防经济建设, 而在此方面与国防关系最

为密切的乃是重工业建设。

　　30 年代中期, 中国的工业与 20 年代相比虽有了一些发展, 但

这种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各种工业之发展上, 亦显示出极端的畸

形。重工业可谓绝无仅有”。② 以 1933 年华商工厂的生产净值为

例, 该年华商工厂的生产净值为 1425777 元, 其中重工业和基础工

业占 2713% , 而轻工业则占 7217%。从重工业的具体行业来看,

1933 年, 煤炭工业的生产净值占该年全国工业生产净值的比重为

315% , 电力工业占 719% , 金属加工业为 719% , 化学工业为

513% , 钢铁工业仅为 012%。③ 若将 1933 年中国和日本主要重工

业产品的产量加以比较, 中国的重工业更显得极端脆弱。1933 年,

中国的钢产量为 3 万吨, 而日本则为 30917 万吨; 中国的生铁产量

为 315 万吨, 而日本则为 20311 万吨; 中国的煤产量为 99813 万

吨, 而日本则为 3000 万吨。④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威胁日趋严重

的情况下, 中国的重工业却显得如此脆弱, 这使南京国民政府深感

不安。与此同时, 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翁文灏、钱昌照、丁文江等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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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1933 年中国的统计数字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第 100
页; 日本的统计数字见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编:《世界经济危机——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历史比较资料 (1848—1953)》,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1 年
版, 第 584、585 页。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科学出版社 1955 年版, 第 105 页。
该统计不包括中国东北。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4 辑) , 三联书店 1961 年版, 第 18 页。

孙拯:《资源委员会经过述略》,《资源委员会月刊》, 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编, 1939 年 4
月, 第 1 卷, 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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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人士, 抱着抵御外侮的决心, 不满足于单纯从事调查设计工

作, 也急于想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实际的重工业建设方面来。

　　1935 年 4 月, 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机构进行了调整, 国防设计

委员会改隶军事委员会, 并易名为资源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的一切

活动均不公开, 仍是一个秘密机构。尽管它的主要负责人并没有变

动, 但它的工作范围却发生了变化。原来国防设计委员会有关军

事、国际关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工作或已结束, 或移交其他部门

办理, 资源委员会仅从事国防经济方面的设计工作, 尤其是国防重

工业的筹划和建设工作。

　　1936 年 7 月, 资源委员会在得到政府 1000 万元拨款后, 开始

实施国防设计委员会时期就已着手制定的《重工业建设计划》。该

计划要求, 在 5 年内投资 27120 万元, 兴建冶金、化工、机械、能源、

电器等 30 余个大中型厂矿。这些厂矿建成后所生产的铅、锌、汽

油、硫酸、碱、航空发动机、工具机、电工器材等产品将能满足中国

的全部需求, 钢铁、铜等产品将能满足中国总需求量的一半以上。

为了实施这一计划, 资源委员会从三个方面同时开展建设工作。一

是从德国、英国、美国、瑞士等国洽购设备和技术; 二是在湖南、江

西等内地选择厂址; 三是整理扩充一些老企业。到抗战爆发时, 资

源委员会共筹办和整理扩充了 21 家厂矿或筹备机构。但是, 正当

资源委员会积极实施《重工业建设计划》、兴办国防重工业厂矿的

时候, 七七事变爆发, 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随着战局的发

展, 正在加紧建设的厂矿被迫停顿或迁移。同时, 资源委员会也将

工作重心暂时转到厂矿的迁移和安置方面。由于形势变化,《重工

业建设计划》已无法继续实施, 被迫中止了。

　　抗战爆发后, 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下, 中国沿海地区相继失陷,

交通继绝, 军需物资供应十分紧张。在此情况下, 各界要求加强国

防重工业建设的呼声日高。在 1938 年召开的参谋长会议上, 广州

行营指出:“查国防作战以自给自足为原则, 我国一切重要军需物

品均需仰给外人, 抗战展开之后, 不但军品价格奇昂, 运输不便,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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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万一世界战发, 抑或国际交通断绝, 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矣。苟

有重工业建设则异于是, 且于国家一切工业可望发达, 而国民经济

建设之目的可期”, 并呼吁“集中国家人力物力财力, 建设重工业以

利国防”。① 在这次会议上, 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也要求:

“为保障战时军事资材及时充分补给, 减免因国外输送所发生的军

事困难与节约财富起见, 宜分择安全与交通适当地点建设必要的

军事工业, 除必要部分外尽用本国资源。”②

　　为了加强战时经济管理, 以适应战时的经济体制, 国民政府于

1938 年 1 月 1 日颁布《调整中央行政机构令》。根据这项命令, 国

民政府将实业部裁撤, 新设立经济部, 主管战时的经济工作。由于

抗战已经爆发, 资源委员会及其活动无须再保密, 于是国民政府便

将军事委员会第三部、建设委员会的电力事业部门并入资源委员

会, 并将资源委员会并入经济部。至此, 资源委员会成为经济部下

属的一个公开机构。

　　1938 年 3 月, 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正式组成, 其负责人职务由

秘书长改称为主任委员。主任委员由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兼任, 副主

任委员仍为钱昌照。

　　改组后的资源委员会在工作范围和性质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根据国民政府 1938 年 2 月 28 日公布的《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组织

条例》的规定, 资源委员会的职掌为:“一、创办及管理经营基本工

业。二、开发及管理经营重要矿业。三、创办及管理动力事业。四、

办理政府指定之其他事业。”③ 与改组前的工作相比, 由于建设委

员会电力部门的并入, 资源委员会从事重工业建设的范围已从工

业和矿业扩大到工业、矿业和电业三个方面了。同时, 经济部资源

委员会已不仅仅单纯从事重工业的计划和筹建, 转而成为重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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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资源委员会档案:《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组织条例》,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经济部档案:《参谋长会议提案国防军需工业建设类七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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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管理和经营机构了。

二

　　1938 年初, 资源委员会主持的工厂迁移工作已基本结束, 为

了腾出手来进行国防重工业建设, 资源委员会将该项工作遗留事

宜移交给工矿调整委员会办理。到 1938 年 3 月, 资源委员会改组

隶属经济部后, 其工作职责更加明确, 于是, 资源委员会即着手进

行大规模的国防重工业建设。抗战期间, 资源委员会每年均能从政

府预算中获得一定的建设款项, 这样, 重工业建设的资金基本上有

了着落。

　　资源委员会在抗战前即开始筹建的厂矿由于战局的关系, 除

中央钢铁厂和钨铁厂被迫停建外, 其余厂矿大都迁移到安全地区。

中央机器制造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无线电机制造厂等均迁移

到昆明、桂林等地。迁移工作结束后, 资源委员会即着手筹建新厂

矿。从 1938 年到 1941 年的 4 年间, 是资源委员会的建厂高峰期。

在这 4 年中, 资源委员会共创办了近 80 家厂矿。①1941 年后, 资源

委员会则将资金重点投在原有厂矿的扩建上, 而新创办的厂矿相

对减少了。

　　资源委员会在抗战时期所创办的厂矿不是盲目上马的, 而是

根据战时国防及经济建设的需要, 分别轻重缓急, 有计划地筹建

的。抗战爆发后, 大批工厂迁移到内地, 同时, 军政部、兵工署、交通

部等部门也创办了一批兵工厂矿, 加上资源委员会创办的厂矿, 一

时间内地厂矿林立。然而, 内地的电力、煤炭、液体燃料等能源工业

基础十分薄弱, 严重制约了工业及交通的发展。针对这一状况, 资

源委员会将能源工业作为投资的重点。抗战期间, 资源委员会在电

·34·

① 台湾“国史馆”编印:《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上) , 台北 1984 年版, 第 163—
2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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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工业方面的投资见表 1:

表 1: 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政府预算分业投资数额及比重①

行业 投资金额 (万元) 占政府拨款总额比重

电力 507305 4216%

煤炭 73908 612%

石油 18511018 1515%

金属 7908319 616%

钢铁 9600414 811%

机械 8941618 715%

电工器材 5014411 412%

化工 7645913 614%

其他 3061017 119%

总计 119164215 100%

　　从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创办的厂矿数量分类来看, 电力工业

有 24 家, 煤炭工业有 14 家, 石油工业有 2 家, 金属矿业有 21 家,

冶金工业有 10 家, 机械工业有 6 家, 电器工业有 5 家, 化学工业

(主要为酒精工业)有 28 家。除了上述厂家以外, 资源委员会在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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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资源委员会档案:《复员以来资源委员会工作述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中表格统计编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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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期间还创办了一些厂矿, 如甘肃水泥公司、重庆耐火材料厂、乐

山木材干馏厂、裕滇磷肥厂等。资源委员会在这些企业中投资不

大, 仅为 3061017 万元。①

　　抗战前, 资源委员会就开始筹建重工业厂矿, 到抗战爆发时资

源委员会所属厂矿和筹备机构有 21 家。抗战期间, 资源委员会所

属重工业厂矿得到了迅速扩展, 到 1945 年底, 资源委员会所属单

位已有 128 家, 其中厂矿企业达 119 家, 这还不包括战时停工及被

日军占领的厂矿。另外, 资源委员会的部分厂矿如中央机器厂、湘

南矿务局等尚设有独立核算的分厂, 如果将这些厂矿统计在内, 那

远不止 119 家。②

　　独资经营的企业在资源委员会所属厂矿中比重最大, 达 63

家。就这些独资企业的形成方式来看, 主要有自行创办、其他部门

划拨和购买民营厂矿资产等三种形式。在这 63 家独资经营的企业

中, 资源委员会投资自行创办的约为 30 家, 占独资企业总数的

48%。③ 陈真根据“截至 1945 年 12 月底资源委员会支配的企业单

位一览表”及“抗战前和战时资源委员会吞并和掠夺的厂矿举例”

两份材料, 认为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自行创办的生产企业为 21

家。④ 他的这一统计显然是不正确的。陈真仅从字面上理解, 认为

资源委员会的金属矿产管理机构是“收购单位”, 是“非生产性的”,

因而剔除不计。事实上资源委员会的钨业管理处、锑业管理处、锡

业管理处、汞业管理处和川康铜业管理处等机构在设立之初确实

是矿产品的收购运销单位, 但不久这些管理处均投资设立了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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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3 辑, 三联书店 1961 年版, 第 869 页。

根据资源委员会档案、《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上) ,《资源委员会公报》、《资源
委员会季刊》等综合统计得出。

资源委员会档案:《资源委员会沿革》,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该统计不包括战时
停工和被日军占领的厂矿。

根据资源委员会档案:《资源委员会公报》资源委员会秘书处编印, 1946 年 4 月, 第
10 卷第 3、4 期及《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上) 第 163—202 页有关资料统计。
该统计不包括资源委员会投资而不主办的厂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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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矿场和炼厂从事生产, 因此, 它们也是生产企业, 应当统计在内。

另外,“截至 1945 年 12 月底资源委员会支配的企业单位一览表”

中共计有 125 个单位, 而且战时停工和被敌军占领的厂矿也包括

在内, 而资源委员会自己编印《资源委员会沿革》中所做的统计, 到

1945 年底资源委员会所属单位共计 128 个, 而且还不包括战时停

工和被日军占领的厂矿。笔者根据资源委员会档案和台湾编印的

《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所做的统计, 资源委员会战时停工和

被日军占领的厂矿约为 20 家。这样, 陈真所引用的资料和《资源委

员会沿革》中的统计相差了约 23 个单位。为此, 笔者查阅了大量的

资源委员会档案和《资源委员会公报》、《资源委员会月刊》、《资源

委员会季刊》等有关资料, 认为《资料委员会沿革》所统计的 128 家

单位是较为确切的。陈真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以一份不全面

的统计资料为根据, 所得出的结果当然也是不正确的。

　　在独资经营的企业中, 由其他部门划拨给资源委员会的厂矿

也占相当的比重。1938 年, 资源委员会改组隶属经济部时, 建设委

员会的电力事业部门并入了资源委员会, 其在抗战前筹建的电厂

也一并拨归资源委员会主办, 成为资源委员会的独资企业。抗战时

期, 国民政府的一些机构为了获取物资, 纷纷投资办厂, 甚至各战

区司令长官部和行辕也成立经济委员会投资兴办工矿企业。为了

统一归口管理, 国民政府对这些厂矿进行了清理整顿, 将一些重工

业厂矿拨归资源委员会主办。这些由其他部门划拨给资源委员会

的厂矿, 以酒精厂居多, 其次是金属矿场和小钢铁厂。这些厂矿成

为资源委员会独资企业的又一来源。

　　资源委员会独资企业的另一个形成方式是购买民营厂矿的资

产, 但所占比重甚小, 尚不足 5 家。① 购买民营厂矿可分为两种情

况, 一种为民营厂矿濒临倒闭, 主动要求资源委员会购买其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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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资源委员会档案、《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上) ,《资源委员会公报》、《资源
委员会季刊》综合统计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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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应资和钢铁冶炼公司所有股东请求委员会出资购买了该公司

的所有民股。① 再如民营的人和钢铁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因资金困

难, 亦请资源委员会购买其股份, 资源委员会“初拟由会方投资三

千万元, 故组为特种股份有限公司, 以为复工之用, 复因此项资金

用以开炉复工, 尚不敷维持周转, 若再筹还债务, 相差更多, 爰允该

公司股东之请, 将全部资产以五千八百万元买受, 并于三十三年八

月十九日正式接收改称资蜀钢铁厂”。② 另一种情况是民营厂矿生

产规模过小, 无法满足战时需要, 而厂商又无力扩大生产规模, 于

是资源委员会购买其资产, 接收主办, 并投入资金, 以扩大生产规

模。如兰州电厂原由商股创办, 但发电机容量仅为 168 千瓦, 而兰

州系西北重镇, 工业发展迅速, 原有电厂远不能满足其需要, 在此

情况下, 资源委员会征得商股同意, 出资购买了该电厂资产并加以

扩充, 以满足生产需要。③

　　抗战时期, 资源委员会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 与其他机构、地

方政府及商股合资经营企业, 不失为发展重工业的有效捷径。合资

企业由谁主办, 主要根据合资各方投资的多少来定。在资源委员会

的 56 家合资厂矿中, 与其他机构或地方政府合资者占绝大多数,

其余则是与商股合资。与其他部门合资的企业以钢铁和化工行业

居多。参加合资的部门有军政部、兵工署、交通部、中央广播事业管

理处、盐务总局、中国银行、西昌行辕等等。与地方政府合资的厂矿

以矿业和电厂居多。内地一些省份原来的工业基础极为薄弱, 而矿

产资源却较为丰富, 这些矿产资源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之一。

资源委员会为了避免与地方政府产生矛盾, 故采取合资的经营形

式。合资的方式一般是以地方政府的原有矿场设备作为股份,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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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单基乾:《资源委员会电气事业概况》,《资源委员会季刊》第 4 卷第 3 期, 1944 年 12
月。

高祀瑾、许道生:《资蜀钢铁厂之过去及现在》,《资源委员会季刊》第 4 卷第 4 期,
1944 年 12 月。

《资源委员会公报》, 资源委员会秘书处 1944 年 1 月编印, 第 6 卷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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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则投入资金用于更新设备和技术改造, 以扩大生产规模。建

立发电厂可以促进所在地区的生产发展和繁荣, 因此, 各地方政府

对电厂建设均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与商股合资的厂矿不多, 主要为

矿业和化工行业。如明良煤矿公司、吴蕴初的两家“天”字号化工厂

等。明良煤矿公司是由资源委员会主办的, 而吴蕴初的化工厂资源

委员会只是参与经营但不主办。抗战时期, 资源委员会通过合资经

营的形式, 使所属厂矿得到进一步扩展。

　　资源委员会所属企业的扩展不仅表现在厂矿的数量上, 而且

还表现在员工的增加和资产的增值方面。1938 年经济部资源委员

会成立之时, 所属生产企业的员工尚不足 1 万人, 而到 1945 年则

达到 63733 人。① 至于资源委员会所属厂矿资产的增值, 如果简单

地从厂矿数量上来考察, 是无法全面反映出来的。一方面, 资源委

员会每年均向所属企业投入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 另一方面, 有

一些从其他部门划拨来的厂矿, 以及购买的民营厂矿, 资源委员会

并没有将其作为单独核算的企业, 而是将其并入所属的其他厂矿。

这样一来, 尽管厂矿的数量没有变化, 而资产却大大增加了。此外,

资源委员会所属的部分厂矿在创办之初规模并不太大, 而随着固

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以及其他厂矿的并入, 这些厂矿纷纷设立了分

厂。如中央电工器材厂原来只有 4 个分厂, 而到 1945 年则有 8 个

分厂, 有些分厂还设有支厂。再如钨业管理处、锑业管理处等均下

设十余个矿场和炼厂。② 如果根据具体的统计数据来进一步考察,

其厂矿资产的增值则更加一目了然了。以资源委员会创办的几家

大型企业为例: 中央电瓷制造厂 1937 年底筹建完成时, 其资产总

值为 2215 万元③, 而到 1943 年 10 月, 该厂资产总值增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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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任国常:《中央电瓷制造厂概况》, 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编:《资源委员会月刊》第 1 卷
第 8 期, 1939 年 11 月。

《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上) , 第 163—202 页。

《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上) , 第 123—125 页。该统计数仅指资源委员会所属
生产企业的员工人数, 尚不包括资源委员会本身及所属非生产性单位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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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8416 万元①, 按 1936 年固定币值计算 (即剔除因通货膨胀而货

币贬值的部分, 以下算法同此) , 实际增加 4165 倍。② 中央电工器

材厂 1938 年 11 月投产时的总资产为 7718 万元③, 而到 1943 年 6

月底则达到 30098174 万元④, 实际增加 2133 倍。⑤ 中央无线电器

材厂 1937 年 8 月资产总值为 40 万元 (包括昆明、重庆两分厂) ⑥,

而到 1943 年底, 该厂总资产 (包括昆明、重庆两分厂) 已达

6025914 万元⑦, 实际增加 6105 倍。⑧ 即使是一些规模较小的厂

矿, 其资产增值也是相当迅速的。以四川酒精厂为例, 1937 年度,

该厂资产总值为 20133 万元⑨, 而到 1943 年度, 则增加到

20583124 万元βκ, 按 1936 年固定币值计算, 实际增加 4147 倍。βλ根

据上述事实,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所

属厂矿的资产增值是相当迅速的。

　　有人认为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的企业是靠“吞并和没收”私人

资本而扩张起来的。βµ 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首先, 抗战

时期资源委员会独资自行创办的厂矿是靠国家财政拨款兴建的,

这谈不上是“吞并和没收”私人资本。即使是与其他部门、地方政府

合资经营, 也谈不上是“吞并和没收”私人资本。其次, 由其他政府

部门划归资源委员会主办经营的厂矿, 只是在其性质不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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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βκ

βλ

βµ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3 辑) , 第 869 页。
根据资源委员会档案、《复员以来资源委员会工作述要》中有关数据计算得出。
《中国战时酒精工业之研究》,《资源委员会季刊》第 5 卷第 1 期, 1945 年 3 月。
《中国战时酒精工业之研究》,《资源委员会季刊》第 5 卷第 1 期, 1945 年 3 月。
根据资源委员会档案《复员以来资源委员会工作述要》中有关数据计算得出。
资源委员会档案:《资源委员会贷款》,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周维 :《中央无线电机制造厂之概况》,《资源委员会月刊》第 1 卷第 4 期, 1939 年
7 月。

根据资源委员会档案《复员以来资源委员会工作述要》中有关数据计算得出。
资源委员会档案:《资源委员会贷款》,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江鸿治、邢必信:《资源委员会经办国营事业之概况》,《资源委员会月刊》第 1 卷第
1 期, 1939 年 4 月。

根据资源委员会档案《复员以来资源委员会工作述要》中有关数据计算得出。
资源委员会档案:《资源委员会贷款》,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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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换了一个主办经营者而已, 这同样也谈不上是“吞并和没收”私

人资本。再次, 对于与私人资本合资经营的厂矿, 以及购买民营厂

矿的资产, 也要具体分析, 不能一概说成是“吞并和没收”。抗战期

间, 在资源委员会所属厂矿中, 与私人资本合资经营的厂矿仅为 6

家。① 其中 5 家由于资源委员会所占股份相对较少, 所以资源委员

会只是参与经营, 而不是主持经营。在资源委员会合资兴办的企业

中, 不仅与私人资本合资的厂矿很少, 而且私人资本的比例也很

低。以 1942 年为例 (见表 2) , 该年资源委员会所属的 54 家合资企

业中, 资源委员会的投资占了半数以上, 而私人资本所占比重仅为

317%。资源委员会在创办合资企业时, 均与合资对方共同拟订相

关的企业“组织规程”, 合资双方根据出资的多少, 依据“组织规

程”, 享受相应的权利及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这完全符合公司

组建惯例, 并不存在谁“吞并”谁, 谁“没收”谁的问题。至于抗战时

期资源委员会购买民营厂矿资产的企业, 那为数更少, 尚不足 5

家, 这在资源委员会所属厂矿中比例是很小的。在这些企业中, 有

一部分是民营厂商主动请求资源委员会购买其资产的, 这不能说

成是“吞并和没收”。对于那些为扩大生产规模而购买的民营厂矿

(如兰州电厂) , 也是在商得厂商同意的情况下购买的。如果从某种

意义上说这也算是一种“吞并”形式的话, 那也绝对谈不上是“没

收”, 因为资源委员会并不是无偿占有, 而是出资购买的。益门动力

酒精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益门动力酒精厂原为西昌行辕与商

股合资创办, 由西昌行辕主办, 国民政府为统一归口管理, 决定将

该厂划归资源委员会主办。为此, 资源委员会与西昌行辕商定: 该

厂由资源委员会和西昌行辕合资经营, 由资源委员会主办。西昌行

辕原有股份照旧, 而商股计 75 万元予以退还。按理, 由于设备的折

旧, 退股时应扣去折旧费, 但资源委员会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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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源委员会经办事业一览表》,《资源委员会公报》第 10 卷第 3、4 期, 1946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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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以商股 75 万元的 20 倍予以退还, 退还股款共计 1500 万元。①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 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所属企业并不是靠“吞并

和没收”扩张起来的, 而主要是通过自行投资创办、其他部门划拨、

合资经营以及购买民营厂矿资产等途径扩展起来的。

表 2: 1942 年资源委员会合资企业资金来源比例②

投资者 比例 (% ) 投资者 比例 (% )

资源委员会 5416 各省企业公司 015

省政府 1717 私人 317

其他机关 1417 银行 817

外商 011 合计 10010

　　抗战时期, 资源委员会所属厂矿的生产发展之所以较为迅速,

主要是采取了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这两种形式。

　　外延扩大再生产是通过资本和人员的增加来实现的。抗战时

期, 资源委员会向所属厂矿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 同

时由其他部门划归资源委员会主办的厂矿也促使资源委员会所属

厂矿资产增加。此外, 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还通过银行获得了大量

的流动资金贷款, 并且增加了技术人员和工人数量。通过这一途

径, 资源委员会所属厂矿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生产也有了迅速的

发展。

　　内涵扩大再生产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的。为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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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资源委员会档案:《资源委员会独办及合办事业组成概况表》, 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藏。

资源委员会档案:《资源委员会接收益门酒精厂所需退还商股及拨付流动资金卷》,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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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生产率, 资源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 任用人才, 对

所属厂矿进行有效的管理。同时, 资源委员会十分重视技术改造,

通过技术改造来提高效益。

　　抗战时期, 从资源委员会的领导人到所属厂矿的工人, 都本着

抗日御侮, 振兴中国经济的爱国热情, 积极地从事工作和生产。正

如资源委员会领导人所指出的:“抗战期间, 大家为民族生存而奋

斗, 工作效率容易提高。”① 除此之外, 资源委员会还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 以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如资源委员会十分重视员工的福

利, 各厂矿均设立了食堂、宿舍、浴室、医务室, 有些较大的厂矿还

设有员工子弟学校。福利设施的建立解决了员工的后顾之忧, 提高

了生产积极性。同时, 资源委员会还设立了“工作竞赛推动委员

会”等组织, 在所属厂矿中进行工作竞赛, 对工作认真, 成绩突出者

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通过这些措施, 进一步调动了员工的生产积

极性, 从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抗战时期, 资源委员会所属厂矿生产发展最直接的表现是产

量的增加。由于资源委员会所属厂矿的生产是以满足战时的需要

为目的的, 而战时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量较大, 这就需要资源委员

会不断地扩大生产, 增加产量, 以满足战时的需要。因此, 抗战时期

资源委员会所属厂矿生产的发展亦是由战时的需要所带动的。

　　在能源方面, 1937 年, 资源委员会所属厂矿的原煤产量只有 2

万吨, 而到 1945 年则达到 6215 万吨。1937 年资源委员会厂矿的

发电量仅为 15313 万度, 而到 1945 年则达到 701316 万度。② 其他

如汽油、煤油、柴油、天然气等产品的产量也有大幅度的增加。

　　在有色金属方面, 钨和锑的年产量在战时最高时分别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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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资源委员会档案:《资源委员会战时经办各事业历年主要产品生产量》, 中国第二历
史档案馆藏。

《孙拯副主任委员于 1946 年 7 月 15 日在资源委员会纪念周上的讲话》,《资源委员
会公报》, 1946 年 8 月, 第 11 卷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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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56 吨和 14579 吨。① 精锡、精汞、精铅、精锌等有色金属也都从

无到有, 由少到多。

　　在钢铁方面, 由于战争对钢铁的需求量很大, 所以资源委员会

所属厂矿钢铁的产量增加十分迅速。1940 年, 资源委员会所属厂

矿的生铁产量为 2490 吨, 钢尚不能生产, 而到 1945 年, 生铁和钢

的产量分别达到 22560 和 10210 吨。②

　　在机械方面, 由于大后方的经济发展对机械设备的需求量大

增, 从而带动了资源委员会所属厂矿机械产品的增加, 其中尤以动

力设备的增加最为迅速。1940 年资源委员会厂矿动力机、工具机

的产量分别为 706 马力和 122 部, 而到 1944 年分别上升为 2205

马力和 173 部。③

　　在电工器材方面, 抗战前, 中国所需的电工器材大都由外国进

口。抗战时期, 中央电工器材厂等企业通过技术引进和自行研究开

发, 已能生产多种电工产品, 有些产品已完全替代了进口, 并形成

了一定的生产规模。战时大后方的电工器材全部由中央电工器材

厂等资源委员会厂矿生产。

　　在化工产品方面, 由于中国当时石油产量甚微, 许多石油产品

如汽油、柴油等需用酒精、植物油代替。同时, 战时所需的火炸药亦

离不开化学工业, 因此, 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所属的化学工业企业

发展迅速, 其中酒精工业尤为突出。1939 年资源委员会厂矿的酒

精产量为 28 万加仑, 而到 1945 年则达到 40113 万加仑。④

　　在生产发展的同时, 资源委员会所属厂矿的产品产量占后方

总产量的比重也大为提高 (见表 3)。资源委员会在大后方经济中

的地位日益上升, 其作用也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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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④ 资源委员会档案:《资源委员会沿革》,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③资源委员会档案:《资源委员会战时经办各事业历年主要产品生产量》, 中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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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战时后方部分主要产品产量及资源委员会所占比重⑤

产品名称 单位
1939 年 1944 年

总产量 资委会产量 % 总产量 资委会产量 %

发电量 千度 91494 7045 717 154220 51683 3315

煤 千吨 5500 264 418 5502 1133 2016

生铁 吨 62730 — — 40134 12523 3112

钢 吨 1200 — — 13361 7603 5619

工具机 台 639 — — 1350 173 1218

作业机 台 1512 — — 3327 259 718

动力机 台 870 — — 8210 2205 2619

发电机 千伏安 439 89 2013 4926 1829 3711

电动机 马力 9594 2094 2118 6277 5112 8114

变压器 千伏安 6509 9 011 11185 4719 4212

灯泡 千只 493 193 3911 1686 836 4916

水泥 吨 48794 — — 40655 2791 619

酒精 千加仑 812 280 345 7346 2826 3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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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后方总产量见经济部编《十年来之中国经济》有关章节; 资委会产量见《资源委员会
沿革》、《资源委员会战时经办各事业历年主要产品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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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 千加仑 4 4 100 4048 4048 100

煤油 千加仑 4 4 100 2158 2158 100

柴油 千加仑 7 7 100 155 155 100

精铜 吨 582 582 100 898 898 100

电子管 只 7445 7445 100 11391 11391 100

电线 吨 310 310 100 730 730 100

三

　　关于资源委员会在抗战中的作用,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它垄断

了大后方的工业生产, 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这种观点

笔者不敢苟同。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场生死

决斗, 它关系到民族的生存与国家的兴亡。因此, 分析抗战时期资

源委员会的作用, 不仅不能脱离抗日战争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 而

且应该以是否有利于抗战作为衡量其功过的主要标准。以此为基

点, 笔者认为资源委员会在抗战中的作用, 其主流是积极的, 它对

抗战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其贡献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增强了抗战和国防经济实力, 为抗战提供了大量的战略

物资。抗战中, 中国采取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 这更需要雄厚的

经济实力以坚持持久抗战。资源委员会领导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一

点。翁文灏指出:“国防力量在直接应用上应为陆海空之武器, 但在

根本意义上言之, 则首在全国机械制造能力及主要物资之供应。后

者能具, 则武器当然易成, 后者不备, 则仍虚有其表, 不能支持,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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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发挥。”① 抗战前, 资源委员会着手进行国防重工业建设时就

以增强国防经济实力、抵御日本侵略为主要目的。抗战初期, 中国

的对外交通几乎完全中断, 战时所需兵工原料及军需物资几乎全

部由资源委员会提供。资源委员会所属厂矿的产品, 有些直接供应

给军事部门, 如中央机器制造厂生产的机枪零件、发射筒②; 中央

无线电器材厂生产的收发报机、军用电话机、航空通讯设备; 甘肃

油矿局、四川油矿探勘处生产的汽油、柴油、天然气等; 各酒精厂生

产的动力酒精等等。有些产品则是为兵工生产提供能源、设备和原

材料, 如电力、煤、钢铁、机械设备、有色金属、油料、硫等产品。为了

满足战时交通运输的需要, 资源委员会还为交通部等部门提供了

钢轨等物资, 同时为各铁路、公路提供了大量的燃料。例如,“衡阳

会战所有湘桂铁路军运用煤, 端赖祁零煤矿局供给。该矿距前线仅

及二十余公里, 该局局长王翼臣于战事紧急之际, 恪遵命令, 不避

艰险, 犹能照常督促生产, 供应无缺, 实属异常出力。”③ 再如资源

委员会动力油料厂为了满足公路运输需要,“与滇缅公路、川滇公

路、西南公路三运输局签订合约, 进行增产计划, 以备合作供给各

局油料需要”。④ 此外, 对战时的一些临时的、特殊的需要, 资源委

员会也尽量设法满足。1943 年, 桂林地区作战空军急需高空氧气,

资源委员会“当经令饬中央电工器材厂转饬桂林第二厂设法供

应”。⑤ 1942 年,“军医署为制造氧化锌”, 资源委员会即“转饬电化

冶炼厂提炼供给”, 并饬“本会昆明炼钢厂”同时供给。⑥

　　在直接为抗战提供军需物资的同时, 资源委员会还通过对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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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资源委员会公报》第 4 卷第 2 期, 1943 年 2 月。
资源委员会档案:《航空委员会会函》,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资源委员会公报》第 4 卷第 1 期, 1943 年 1 月。
资源委员会档案:《资源委员会训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资源委员会档案:《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三十年各月份工作报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藏。

翁文灏:《中国社会经济建设中几个根本观念》,《资源委员会公报》第 6 卷第 1 期,
194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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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货贸易和对美、英等国的补偿贸易, 为中国换回了急需的作战飞

机、大炮、机枪、弹药等武器装备, 以及国防工业设备。

　　第二, 奠定了大后方的工业基础, 推动了大后方的经济发展,

同时, 客观上促进了区域间经济的平衡发展。抗战以前, 内地省份

几乎无工业可言, 抗战爆发后, 在资源委员会等部门的协助下, 大

批工厂迁至内地, 使大后方的工业初具规模。然而, 重工业是工业

发展的基础, 迁至内地的厂矿如果没有能源、矿产品、工业原材料

等重工业产品的供给是无法从事生产的。资源委员会所属厂矿的

重工业产品, 除了满足兵工生产的需要外, 还提供给各民营厂矿。

例如兰州电厂的设立就是为了满足兰州地区各厂矿的生产需要。

再如四川自贡地区是井盐的主要产区, 而在此采盐的厂商大都为

土法吸卤, 生产效率十分低下。为了满足后方生产与生活的需要,

资源委员会设立了自流井电厂, 将输电线路架设到各井区, 并鼓励

厂商采用电力吸卤, 从而大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①

　　资源委员会在为大后方工业提供能源及原材料的同时, 也为

后方的工业发展提供技术上的服务。1943 年, 民营华西兴业股份

有限公司致函资源委员会, 商请“协助设计水力机器, 以便利边区

水力”, 该会即转知所属龙溪河水力发电厂工程处,“在可能范围内

代为设计, 协助一切”。② 此外, 资源委员会在筹办厂矿的过程中还

兼顾一些地区的基本建设。1943 年, 资源委员会岷江电厂考虑到

岷江流域水力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与四川省水利局合作举办清

水溪流域水力灌溉工程, 受益土地面积达 13000 亩。③

　　从上述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 资源委员会所属重工业厂矿的

创办, 为大后方的工业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抗战时期, 大后方的

经济一度出现繁荣, 并打破了沿海地区与内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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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资源委员会公报》第 4 卷第 3 期, 1943 年 3 月。
《资源委员会公报》第 4 卷第 4 期, 1943 年 4 月。

单基乾:《资源委员会电气事业概况》,《资源委员会季刊》第 4 卷第 3 期, 1944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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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资源委员会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

　　第三, 提供了部分民生必需品, 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物价。抗

战时期, 资源委员会所属厂矿的产品虽为生产资料, 但有些产品亦

为民生必需品。煤炭为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燃料, 资源委员会在保

证军运及生产用煤的同时, 还努力增产, 将部分煤炭供应后方各都

市。1941 年 7 月, 仅资源委员会明良煤矿即向后方各都市销售煤

炭 5831 吨。① 资源委员会为了减轻物价上涨对民众的压力, 在销

售煤炭过程中, 采取了低价销售的措施。以重庆市煤炭价格为例,

1942 年 12 月, 重庆煤炭零售价格为每吨 1845 元②, 到 1944 年 12

月, 则上升为 4143 元。③ 为了平抑煤价, 资源委员会在制定煤炭产

销计划时, 煤炭销售价格一般仅比成本高出 1% 至 2% ④, 而且销

售价格大都不超过每吨 1000 元。⑤部分煤炭的销售价格仅为成本

价 (见表 4)。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需煤炭价格的上涨。

表 4: 1944 年资源委员会各煤矿计划成本及销售价格⑥

单位 计划销售成本 (元ö吨) 计划销售价格 (元ö吨)

明良煤矿公司 2600 2640

嘉阳煤矿公司 1200 1240

建川煤矿公司 850 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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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⑥资源委员会档案:《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所属营业机关民国三十三年度营业计划
概要》,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各省主要县市煤或柴炭每月零售价格表》,《资源委员会公报》第 6 卷第 1 期, 1944
年 1 月。

《各省主要县市煤或柴炭每月零售价格表》,《资源委员会公报》第 3 卷第 6 期, 1942
年 12 月。

资源委员会档案:《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三十年七月份工作报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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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主要县市煤或柴炭每月零售价格表》,《资源委员会公报》第 6 卷第 1 期, 1944
年 1 月。

《各省主要县市煤或柴炭每月零售价格表》,《资源委员会公报》第 3 卷第 6 期,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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