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时期中国东南地区的工业合作
＊

游海华

内容提要 中 国工 业合作运动是抗战 时期的 时代产 物 。 在 国 际友人路 易
？ 艾黎倡 导

和组织 下成立 的 工合东 南 区办 事处 ， 是
“

东 南 工合 的 总枢纽
”

。 从经济 史 的 角 度考察 ， 与

全国 其他 区 的 工合相 比 ，东南 区设立 的事务所 （ 包括指导 站 ） 是最 多 的 ， 也是抗 战结 束 后

中 国 工合协会最后撤销 的地 区 办事处 ，
还是最早创 办培黎学校 的地方 ；

东 南工合业务发展

虽 总体居于 中游 ，但其造纸业独领风骚 ，淘 金业 、制 革工 业 、机器 工业名 列 前茅 。 东 南工合

是 中 国 战 时经济 动 员 的 重 要新手段之一 ； 它 的迅猛发展 ，进一步 充 实 了 我 国 的
“

经济 国 防

线
”

，稳定 了 东 南地 区 的抗 战形势 ， 有力 支持 了 中 国 的持久抗战 ， 并为 新 中 国 的 工业 化奠

定 了
一 定 的基础 。

关键词 抗 日 战 争 东南地 区 工业合作 东 南 工合 经济动 员

中 国工业合作运动是抗战时期 的时代产物 ，对战时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 新中国成立至 2 0 世

纪 8 0 年代以前 ， 除少数史料汇编偶有涉及这
一

问题外 ，学界对其鲜有研究 。 此后 ，学界关于工业合

作 （ 以下简称
“

工合
”

） 的总体性研究？ 、地区性考察② ，
以及相关专题讨论业已开展③ ；研究 内容多

集中于工合运动的发展历程 、兴衰原因 、历史作用 、中共与工合等 ；
至今未见专文从经济史的角度 ，

考察战时中国东南地区 （ 闽粤赣皖浙五省毗连地区的 国统区 ） 的工业合作 （ 以下简称
“

东南工

合
”

） 。 与全国其他区的工合相比 ，东南工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
业务状况如何 ，有何地域性特

点
，历史贡献表现在哪些方面？ 通过东南工合 ，我们应如何评价抗战时期的工业合作 ？ 本文对此作

一专门考察。

＊ 本文为 国家 社科基金 项 目
“

抗 日 战 争 时期 的 东 南 区 域社会 史研 究——以 闽 粤赣 皖 浙毗 连 地 区 的 国 统 区 为 例
”

（
1 0ＣＺＳ 0 2 2 ）和浙江省

“

之江青年社科学者行动计划
”

支持项 目 （ 1 1 ＺＪＱＮ0 6 0 ＹＢ ） 的 中 期成 果之一 。

① 代表作有 ，侯德础 ： 《论抗 Ｅ
Ｉ 战争时期 的

“

工合
”

运动》 ， 《四川 师 院学报》 1 9 8 3 年 第 4 期
； 朱敏彦 ： 《抗 战时期 的

“

工合
”

运

动 》 ， 《近代 史研究 》 1 9 8 9 年第 4 期
；
侯德础

： 《 中 国 工合运 动研究 》 ， 四川 大学 出版社 1 9 9 6 年版
；菊池

一隆 『 中 国 工業合作運 動史 ＣＯ

研究 Ｊ 、汲古書院 、
2 0 0 2 年

； 高海萍 ： 《抗战时期中 国 工合运 动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
南开大学 ，

2 0 0 8 年 。

② 李 宗植 ： 《 西北工合运动述略》 ， 《西北大学学报》
1 9 8 3 年第 3 期

；
刘 平 ： 《抗 曰战争 时期赣南的

“

工合
”

运动 》 ， 《
江西大学学

报》
1 9 8 5 年 第 3 期

； 曹天生 ： 《新 四军 与 皖南
“

工合
”

运动》 ， 《安徽农业大 学学报》
1 9 9 9 年 第 4 期

；
陈 茜 ： 《 川 渝工业合作研究》

，

硕 士

学位论文 ，重庆师范大学 ，

2 0 0 8 年 。

③ 黄 民 ： 《路易
？ 文黎与 皖南

“

工合
”

运动浅述》
，
《安徽史学》 1 9 8 9 年 第 1 期

；菊池
一隆 ： 《抗 曰 战争时期 的华侨和 中 国工业合

作运动 》
，
《抗 日 战争研究》 2 0 0 3 年第 2 期

；
吴青 ： 《何 明华与抗战时期 中国 工合运动述论》

，
《 民 国档案 》 2 0 1 2 年 第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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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海 华 ／ 抗战 时期 中 国 东 南地 区 的工业合作

一

、 战时东南工合发展历程

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发轫于抗战初期 ，主要缘于路易 ？ 艾黎 （ ＲｅｗｉＡｌｌｅｙ ） 、埃德加 ？ 斯诺 （ Ｅｄｇａｒ

Ｓｎｏｗ
）夫妇等国 际友人和梁士纯 、胡愈之 、卢广绵 、徐新六等爱国人士的倡导 ，

并得到国 民政府的认

可和支持 。 经过各方努力和一系列复杂的协作 ，
1 9 3 8 年 8 月 ，

工合运动的官方领导机构——中 国

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 （ 当年底迁重庆 ） ；
国 民政府行政院院长 、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任理事

长 ，艾黎任工合技术总顾问 。
1 9 3 8 年下半年到 1 9 3 9 年初 ，

工合先后在全国建立西北 、东南 、 西南 、

川康 、云南五个区办事处 ；在上海、成都 、香港等地和美国 、英国 、加拿大等国 ， 以及东南亚各国分别

成立 了当地的工合促进委员会 ，从事工合的宣传与募款工作 。

艾黎是中 国工合的主要倡导者和创办者之
一

，也是中 国东南工合的主要创办者 。 他在西北工

合工作开展不久 ’
即

“

决定亲 自负责东南地区 ，选定赣州作为东南办事处的所在地
”

。
？ 经过几个月

的紧张筹备 ，在孟受 曾的帮助下 ，
工合东南区办事处于 1 9 3 8 年 1 0 月在赣州成立 ，

下设组织 、财务 、

技术 、总务四课 ，其主要职责便是负责江西 、广东 、福建 、浙江、安徽五省工合的组社 、贷款及相关技

术服务工作 ，是
“

东南工合的总枢纽
”

 ；
1 9 4 0 年初 ，办事处共有员工 1 8 8 人 ，其中组织人员 9 2 人 ，会

计 3 9 人 ，技术人员 2 1 人 ，总务人员 3 6 人 。
② 艾黎兼任办事处第

一任主任 ，后两任主任分别为王毓

麟和陈志昆 。

东南工合的创办 ，得到了各方面资金的帮助 ，包括国 内外民众和社团的捐献 ，尤其是海外华侨

的捐款 ，
还有来 自 国 民政府拨给的

“

基金及一部分经常费
”

。
③ 艾黎 回忆 ，

1 9 3 9 年初 ，他远赴香港 ，

“

从宋子文那里弄到
一

笔 2 0 万元法币 的 中 国银行贷款
”

；次年夏秋 ，
他又应斯诺夫妇的邀请 ， 前往

菲律宾 ，

“

为
‘

工合
’

特别是在新四军地区的工作筹措资金
”

。
④ 艾黎的 回忆得到陈翰笙的证实 。

⑤

另据资料显示
，
除国 民政府的拨款外 ，菲律宾妇女慰劳会曾筹款 2 0 万元

，捐助东南工合
“

工业之推

进
”

；
而皖南的一些工业合作社 ，则

“

为菲律宾侨胞捐资兴办
”

。
？ 1 9 4 0 年的

一

份统计则显示 ， 东南

工合的资金来源 ，
3 8 ．

 1
％来 自香港促进委员会 、 3 6 ．  2 ％来 自华侨捐款 、

2 5 ． 8 ％来 自重庆工合协会 。
⑦

东南工合的业务最初侧重于
“

江西南部各县
”

。 1 9 4 0 年 5 月前 ，
区办事处先后在赣县 、兴国等

九县成立 6 6 个合作社 ，
贷款 1 4 ．

4 万余元
，社员有 9 0 0 余人 。

⑧ 1 9 3 9 年夏以后 ， 闽 、粤 、浙 、皖四省的

设所组社工作才渐渐开展 。 据卢广绵记述 ，

1 9 3 9 年到 1 9 4 0 年 ，东南区办事处先后在东南五省创办

了  2 8 个县级工合事务所或指导站？ ，
而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 ，

整个抗战期 间 ，大约为 4 2 个 （ 如表 1

所示 ） 。

随着工业合作社组建的增多及其业务的开展 ，浙皖区的工合逐渐从东南区独立出来 。 1 9 3 9 年

5 月 ，
到皖南考察的艾黎 ，在屯溪建立了安徽第一个工合事务所

——屯溪事务所 。 为加强浙皖区工

合工作 ，

7 月 ，文黎决定成立工合浙皖区办事处 ， 由章秋阳任主任 ，仍隶属东南区领导 ； 次年 2 月
，
章

① 路 易
？ 艾黎研究室编 ： 《艾黎 自传 》 ，甘肃人民出版社 1 9 8 7 年版

， 第 9 9
一

1 0 0 页
。

② 《 中 国工业合作协会东南 区 办事处工作报告 书 （ 1 9 3 8 ．
1 0
—

1 9 4 0 ． 4  ） 》 ， 出 版信息不详 ， 第 3 、 7 页 。

③ 《本会三年来工作概况 》 ， 中 国 工业合作协会编印 ： 《
工业合作 》第 3 6 、 3 7 期合刊 ， 1 9 4 7 年 7 月 1 6 曰 ， 第 5 页 。

④ 路 易
． 艾黎研究室编 ： 《艾黎 自 传》 ， 第 1 0 0

、
1 3 1 页 。

⑤ 陈翰笙
： 《
工合 ：中 国合作社史话 》 ， 汪熙 、杨 小佛主编 ： 《陈翰笙文集》 ， 复旦大学 出版社 1 9 8 5 年版 ， 第 1 8 7 页 。

⑥ 拫法祖编著 ： 《
工合与 抗战》 ，

香港
，
星群书店 1 9 4 1 年版 ， 第 6 4

、
6 6 页 。

⑦ 张法祖编著 ： 《
工合与 抗战 》 ， 第 7 1 頁 。

⑧ 《 中 国工业合作协会 东南 区办事处工作报告书 （
1 9 3 8 ． 1 0

—

1 9 4 0 ． 4
） 》

， 第 4 頁 。

⑨ 卢广 绵 ： 《抗 曰 战争时期的 中 国工业合作运动 》 ，
卢 广綿等编 ： 《回忆中 国工合运动 》

，
中国 文史 出版社 1 9 9 7 年版

，
第 9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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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阳病逝 ，
孟受曾接任主任 ；皖南事变以后 ，浙皖区办事处从屯溪迁到金华 ，并正式升格为区级办事

处 ，行政经费为 1 ． 5 万元
；

1 9 4 2 年夏 ，受浙赣战役的影 响 ， 办事处从金华迁到常山 。
？ 分立之后的东

南区办事处改名 为赣闽粤区办事处 ，与浙皖区办事处同属中 国工合协会领导 。

表 1 工合东南区办事处建立的各事务所 、指导站概况表

ＡＢ
一

事务所名称主任姓名成立 曰 期 1 9 4 6 年 5 月 的通讯地址
￣

站名称成立 Ｂ期

赣南事务所
一

赵景三
￣

＾ 4 1 ． 4江西赣县东北路 8 4 号祁 门指导站

汀事务所严慧孜
—

1 9 3 9 ． 6福建长汀西门 内席稿坪ｉ溪事务所 1 9 4 0 ． 1

永安事务所严慧孜 1 9 3 9 ． 6福建永安东坡路 5 5 号


泾太事务所


1 9 3 9 ． 1 0

连城事务所毕平非 1 9 4 3 ． 9福建连城姑田镇


江事务所
—

陈信友
一

1 9 3 9 ． 1 1广东曲江东河西菜园村背

南雄事务所陈信友 1 9 3 9 ． 6广东南雄水南街 2 1 号


和平事务所林正飞1 9 3 9 ． 6广东和平县民主路 1 5 号永康


始兴事务所陆 谦 1 9 4 3 ． 1广东始兴县粘米街 5 号衢县事务所


1 9 3 9

ｉ 山事务所
—

林钧南
—

1 9 4 0 ． 1浙江常山大街 7 7 号指导站
—

丽水事务所张 则 1 9 3 9 ． 3浙江丽水中正街 2 1 5 号休宁指导站


屯溪事务所刘文翦1 9 3 9 ． 5
＿

安徽屯溪下街 1 1 4 号南康
—一

会昌

＝＝＝＝＝＝＝＝


福州
Ｃ

所 、站名称成立 Ｂ期所 、站名称成立 Ｂ 期
￣

于都 1 9 3 8 ． 冬南城



1 9 3 9 ． 1

＾ 1 9 3 9
￣

兴国1 9 3 9 ． 5浦城 1 9 3 9 ． 7

＾ 1 9 3 9 ． 5


1 9 3 9 ． 8
—

赣县
一￣

粤南1 9 3 9 ． 1 1
—

上犹 1 9 3 9 ． 5乐 昌
一

大庾
—

德庆

＾
遂川1 9 3 9 ． 5龙川

说明 ：
1

． 无论事务所抑或指 导站 ， 可能在下列 资料 中重复 出现 ，
本表只统计 1 次

。
2 ． Ａ 栏统计 Ｂ 期为 1 9 4 6 年 5 月 ；

Ｃ 栏统计 曰

期为 1 9 4 1 年 。 3 ． 各事务所成立 日期有不 同说法
，
但相 差不大

，
也无 关本文宏 旨 ，本表仅采纳其 中一种说法 。

资料来源 （ Ａ ）
： 《本会所属 各办事处事务所一 览表》 ， 《

工业合作》 第 2 2 、 2 3 期合刊
，

1
9 4 6 年 6 月 1 曰

，第 2
1 页 。

资料来源 （ Ｂ ） ： 卢 广绵等编 ： 《回忆中 国工合运动》
，
第 1 8 8

、
1 9 1 、 1 9 5 、 2 0 1 而

；

文彬
： 《新赣南工合的展望》 ， 《 东 南工合 》第 2 卷第

4
、

5 期合刊
，

1 9 4 1 年 6 月 1 日 ， 第 2 3 页
；
张法祖编著 ： 《

工合 与抗战 》
，第 6 6 页 。

资料来源 （ Ｃ ） ： 《 中 国 工业合作协会东 南 区办事处工作报告书 （ 1 9 3 8 ．
1 0
—

1 9 4 0 ． 4
） ） ， ＾ 5 1

—

7 4 ， 8 2
—

8 5 页 ；
王毓麟

： 《推进广 东

工合方针》 ， 《 东 南工合》 第 2 卷第 2 、 3 期合刊 ，
1 9 4 1 年 3 月 1 日

，
第 1 9 页

； 《本 区
一九 四一年统计 （ 下 ） 》

，
《 东南工合 》新 1 卷 第 2

期 ， 1 9 4 2 年 5 月 1 曰
， 第 1

0 9 页 。

① 屯溪区 党史办公室 ： 《浙皖工合在 屯溪》
，
卢 广绵等编 ： 《 回忆 中 国 工合运动 》 ， 第 1 9 5

、
1 9 1 页

；
《工合 简报 ？ 从三 十年度起

浙请皖改组区 办事处》 ， 《 东南 工合》 第 2 卷第 2 、 3 期合刊 ，
1 9 4 1 年 3 月 丨 日

，
第 5 1 页 ；孟受 曾 、

一丁
： 《回忆浙皖 工合运动 》 ，张德禄

等主编 ： 《纪念路易
？ 艾黎文集》 ，甘肃人民出版社 1 9 9 7 年版

，第 1 4 9 页 。

1 1 2





游海华 ／ 抗战 时期 中 国东 南地 区 的工业 合作

赣闽粤区和浙皖区办事处的分立 ，无疑有助于两区工合的发展 ，
也有助于加强两区工合的管

理 。 但是 ，受物价暴涨、皖南事变 、 浙赣战役等因素的影响 ，尤其是 1 9 4 1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 ，

东南工合与全国工合一样 ，

“

由蓬勃繁盛时期 ，而进人艰苦挣扎时期
”

？
，合作社和社员 日渐缩减 ，

工

作区域也 日益缩小。 1 9 4 3 年底 ，錄闽粤区办事处与浙皖区办事处合并 ，重新成立东南区办事处 ，迁

往长汀办公。 抗战胜利后 ， 因物价暴跌 ，
各地工合社产品滞销 ，资金周转不灵 ，

无法维持而纷纷解

散。 1 9 4 6 年 3 月 ，
东南区办事处不得不适时作出调整 ，

将原有 1 3 个所 、站裁并为粤北 、粤东 、赣南 、

长汀 、连城、浙东 6 个事务所 ，合作社由 1 9 1 社缩减为 7 6 社 。？ 当年年底 ， 中 国工合协会决议 ，撤销

东南区办事处 ，限该处于 1 1 月 底以前结束 ，其业务 由协会接管办理 。
③

二 、 战时东南工合业务发展概况

工合东南区办事处的设立 ，
标志着中国东南地区工业合作运动的开始 。 办事处及各事务所或

指导站设立 以后 ，便积极开展张贴标语和壁报 、举办讲演 、召开座谈会等各种宣传活动 ，发动当地手

工业者 、难民等组织工业合作社 ，然后 向当地事务所或指导站提出贷款申请 ，贷款数额巨大的则 由

事务所或指导站向办事处代为申请
；
事务所或指导站根据工合社的组织规章进行审核 、发放贷款的

同时 ，还负责工合社 日 常业务的监督和指导 。

表 2 1 9 3 9
—

1 9 4 6 年东南区工业合作社业务概况统计

年 、月社数 （个 ） 社员 （人 ） 认股金额（元 ） 已缴股金 （元 ） 贷款金额 （元 ） 每月 生产价值 （元 ）

1 9 3 9 3 8 0 1 6 4 1 6 4 1 6 0 0 1 6 3 2

1 9 3 9 ． 5 8 0

1 9 3 9 ． 6 1 3 5 1 7 7 0 2 1 4 0 5 1 9 9 8 9 1 6 6 8 6 6 1 7 0 4 0 7

1 9 3 9 ． 1 2 2 9 6 3 6 6 7 4 3 6 7 3 3 8 3 0 1 2 8 8 2 8 1 2 8 8 9 9 4

1 9 4 0
．

6 3 4 9 4 3 8 7 8 3 7 9 1 5 8 9 0 9 6 5 3 0 9 1 2 9 5 6 9 6

1 9 4 0 ． 1 2 4 8 1 5 6 7 4 1 6 9 0 2 0 1 1 1 1 8 5 1 1 9 2 8 1 8 5 4 9 4 7 5

1 9 4 1 ． 6 4 9 8 5 5 9 0 2 8 7 2 5 8 1 9 1 7 1 9 1 6 6 8 0 7 3 1 1 6 0 8 7 5

1 9 4 2 ． 6 5 0 1 6 2 6 9

1 9 4 5 ． 1 2 1 9 1 2 3 4 6 6 1 8 7 5 9 0 3 8 8 0 5 3 1 1 7 1 3 9 8 2 3 2 5 0 3 3 0 1 6

1 9 4 6 ． 3 7 6 1 5 6 5 5 2 4 6 9 9 9 1

说明 ：
1 9 4 1 年 6 月份的数据 包括浙皖 区的估计数 ，

1 9 4 2 年 6 月数字为东 南 区
（

4 3 3 社 、 5 3 9 5 人
） 和 南部前方 （ 即浙皖 区 ，

6 8 社 、

8 7 4 人
）
的合计数 。

资料来滹 ：赖墣吾 （
Ｅ ． Ｒ． Ｌａ

ｐ
Ｗｏｏｄ ）著

，
魂德端译 ： 《从统计数字上观察 中 国 工业合作运动 的发展》 ， 《 东 南 工合 》新 1 卷 第 1 期 ，

1 9 4 2 年 3 月 1 1 0 ，第 4
—

5 直
；
张法祖编著 ： 《

工合与抗战 》 ，第 6 6 页
；
陈翰笙

： 《工合 ： 中 国合作 社史话》 ，
汪熙 、杨小佛主编 ： 《 陈翰笙

文集》 ， 第 1 9 7 页
； 《全 国工合社统计 ． 东南 区工合社 （

1 9 4 5 年第 4 季 ） 》 ， 《
工业合作 》第 2 2

、
2 3 期 合刊 ，

1 9 4 6 年 6 月 1 曰 ， 第 2 4
—

2 5

页
； 《
工合设计委员会会议纪录 》 ， 《

工业合作 》 第 2 4 期 ，
1 9 4 6 年 7 月 1 日

，第 1 7 页 。

① 张法祖 ： 《过去的检讨 》
，
《
工业合作 》第 2 2 、 2 3 期合刊

，

1 9 4 6 年 6 月 1 日
， 第 7 页 。

② 《
工合设计委员 会会议纪录 》 ， 《

工业合作 》 第 2 4 期
，

1 9 4 6 年 7 月 1 曰
， 第 1 7 页 。

③ 《本会消息 ．

东南 区处结束 》 ， 《
工业合作 》第 2 9

、
3 0 期合刊 ， 1 9 4 6 年 1 2 月 1 6 日 ， 第 1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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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南区办事处的努力和指导下 ，依照工合社组织规章要点① ，东南地区的工业合作社纷纷成立。

表 2 显示
，从 1 9 3 9 年初到 1 9 4 2 年 6 月 ’东南五省的工合社社数 、社员数每半年均有跃升

；

1 9 4 2 年 6 月 ，
工

合社和社员数分别增长到 5 0 1 个、 6 2 6 9 人 ，达到抗战以来的最高峰值② ；
其他如认股金额 、 已缴金额 、贷

款金额 、每月 生产价值等 ，从绝对值看 ’
均有增长（ 因抗战时期通货膨胀严重 ，难以作纵向的增减比较 ，

因此 ，后文均不作类似比较 ） 。 此后受经济 、政治 、军事等因素的影响 ，东南工合逐渐走上了衰落的不

归路 。 抗战结束后 ，
工合社和社员分别缩减到 1 9 1 个 、

2 3 4 6 人 ，
1 9 4 6 年初更缩减为 7 6 个 、

1 5 6 5 人。

表 3 1 9 4 1
—

1 9 4 6 年东南区工业合作社地区分布概况统计

1 9 4 0 年 
4 月 1 9 4 1

年 
6 月1 9 4 1年  1 2 月 1 9 4 5 年 1 2 月 （Ａ ）Ｉ ｌ 9 4 5 年  1 2 月 （ Ｂ ）

省区社数社员

——

社数社员

—一

社数社员

——

社数社员

——

社数社员



8

（个 ） （人） （个 ） （人 ） （个 ） （人 ） （个 ） （人 ） （个 ） （人 ）

于都 2 1 1 9 7 2 01 9 5 1 6 1 6 7 1 2 9 8 2 3 2

瑞金 2 5 4 0 7 81 9 8 1 1 7


兴国 5 7 1 5 2 8 4 6 8 1 1 4 0 7 5 0


宁都 2 3 3 4 7 2 9 3 8 8 2 9 3 4 5



赣县 3 7 3 6 9 2 9 2 7 8 2 5 2 3 4 2 5 3 4 6 1 0 1 5 1

江西省上犹 1 2 1 4 1 2 1 2 9 2 2 1 2 8 7


大庾

一—

 4

“

 3 2 4

￣

 3 3
̄

龙南


2 2 2 3 5 9 9 4


遂川 3 1 3 1 0 2 9 3 0 6 2 1 2 4 8

南城


4 2 8 4 3 9




合计 2 0 6 3 2 9 9 2 1 2 2 7 6 31 7 0 2 2 1 4 3 7 4 4 4 1 2 1 8 3

长汀 2 0 2 3 8 3 4 4 4 6 3 4 4 3 8 2 6 3 6 0 1 5 2 2 3

永安 1 7 1 9 01 1 9 2 1 2 9 4 1 8 1 7 0 6 7 3

＿ ，南平 8 7 9 9 8 8

福建省


浦城 1 0 1 4 6 1 8 2 4 6 2 1 2 9 1



连城


1 3 1 6 6 1 3 1 6 6

合计 4 7 5 7 4 7 1 8 6 3 7 6 9 1 1 5 7 6 9 6 3 4 4 6 2

和平 2 6 2 0 1 5 4 5 1 1 5 4 5 0 7 2 0 2 2 6 9 1 6 4

南雄 2 2 1 6 3 3 7 2 8 6 4 5 3 4 3 2 1 2 1 8 9 1 0 7

梅县 1 1 8 0 1 3 1 0 1 2 9 2 1 3


曲江 3 6 21 61 5 7 1 31 3 2 2 9 3 9 2 2


1 7

广东省粤南


1 3 1 0 7 1 2 1 0 0


乐 昌
 6 5 2 1 6 1 3 6


德庆


6 5 0 9 7 6



始兴


9 9 1





合计 6 2 5 0 6 1 4 5 1 2 6 4 1 7 8 1 5 0 7 7 9 9 2 7 2 0 2 8 8

① 艾黎对工合社组织规章要点有详细记述
，
参见路 易

． 艾黎研究室编 《艾黎 自 传 》
，
第 9 8 页 。

② 卢 广 綿和陈志昆的记述和本表统计数据 有出入 ，
本文以本表数据为 准 。 卢 广綿 、 陈志 昆数据 来源分别参见 卢 广 绵 《抗 日

战争时期的 中 国 工业合作运动 》 ， 卢 广绵等编 ： 《回忆 中 国工合运动 》 ， 第 9 7 页 ； 《工合设计委员会会议纪录 》 ， 《工业合作 》 第 2 4 期 ，

1 9 4 6 年 7 月 1 日 ， 第 1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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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1 9 4 0 年 4 月 1 9 4 1
年 6 月 1 9 4 1年 1 2 月 1 9 4 5 年 1 2 月 （ Ａ ） 1 9 4 5 年

1 2 月 （ Ｂ ）

省区 ｍ 社数 社员

——

社数 社员

—一

社数 社员

一―

社数 社员

――

社数 社员



Ｂ

（个 ） （人 ） （个 ） （ 人 ） （ 个 ） （人 ） （个 ） （人 ） （个 ） （ 人 ）

常山 6 5 6 1 9

丽水 4 4 5 6 5 8 4 4 8

浙江省临海


1 1 1 0


兰溪 8 7 4


合计 1 2 1 1 9 1 3 2 2 4 5 5 7

屯溪 7 5 5 5 5 5 2 2 9

安徽省泾太 2 3 2


合计 9 8 7 5 5 5 2 2 9

总计 3 3 6 4 5 8 5 4 2 8 4 8 9 0 4 2 4 4 6 3 2 1 9 1 2 3 4 6 7 31 0 1 9

说明
：

1 ．
1 9 4 0 年 4 月 份的合计和总计数 已作校正 。 2 ＿  1 9 4 0 年 2 月 以前为赣县 事务所 ，

当年 2 月 裁撤 ，
归 区办事处直辖 ；

1 9 4 1 年

为赣南事务所 ，

1 9 4 5 为赣县事务所 。 3 ． 1 9 4 5 年 1 2 月
（
Ａ ） 栏 包括未开工工合社数据 ，

（ Ｂ ）栏仅为开工工合社数据 。

资料来 源 ： 《 中 国 工业合作协会东 南 区 办事 处工作报告书 （
1 9 3 8 ．

1 0
—

1 9 4 0 ． 4
 ） 》 ，第 8

—

1 0 、 1 2
—

1 4 頁 ； 《本 区
一 九四 一年统 计

（上 ） 》 ， 《 东 南工合 》新 1 卷第 1 期
，

1 9 4 2 年 3 月 1 1 曰
， 第 4 7 页

； 《本 区一九四一年统计 （
下 ） 》 ， 《 东 南工合》新 1 卷第 2 期

，

1 9 4 2 年 5 月

1 曰
，
第 1 0 9 筲

；
《全 国工合社统计 ． 东南 区工合社 （ 1 9 4 5 年第 4 季

）
》 ， 《工业合作 》第 2 2

、
2 3 期合刊

，

1 9 4 6 年 6 月 Ｉ 曰
，第 2 4

—

2 5 页 。

若分省区来看 ，东南各省工合社的组社进程是不一样的 。 表 3 显示 ，
1 9 4 0 年 4 月 和 1 9 4 1 年 6

月 ，
江西工合发展势头最好 ，

无论是事务所或指导站 ，
还是工合社和社员数 ，都是最多的 。 浙江和安

徽两省 ， 因组社较迟 ，又地处前线 ，
工合发展较慢 。 1 9 4 1 年底

，
情况有所变化。 若以工合社数量论 ，

广东 （
1 7 8 社 ） 超过江西 （

1 7 0 社 ）跃居第一位 ；
若以社员数量论 ， 江西 （

2 2 1 4 人 ） 以超过广东 （
1 5 0 7

人 ）
7 0 7 人的数量仍高居榜首 ；福建则无论工合社还是社员数 ，均屈居末位 。 抗战结束以后 ， 东南五

省开工的工合社和社员数 ，排序依次为 ：福建、广东 、江西 、浙江 、安徽 。 可见 ，在抗战后期 ，福建无疑

是东南工合的后起之秀 。

若从县份来看 ，东南五省各县工合社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 。 表 3 显示 ，

1 9 4 0 年 4 月 ，有统计的

东南五省 1 8 个县中 ，
赣 闽粤三省 1 3 个县的工合社在 1 0 个以上 、社员数在 8 0 人以上 。 相比较而

言 ， 浙江、安徽各县的工合发展要慢一些 。
1 9 4 1 年 ，赣闽粤三省有统计的 2 1 个县中 ，除江西瑞金 、

龙南 、遂川等少数县份的工合较大萎缩外 ，其他各县的工合均有发展 ，或大致保持原有规模。 抗战

末期生存下来的工合社都是久经市场考验、生命力顽强的 ；其驻地或为行政中心 （如赣县 、永安 、 曲

江、屯溪 ） ，或为传统手工业发达之区 （如长汀 、连城 ） ，或为工业资源丰富之地 （ 如于都 、和平 ） ， 这些

优势条件为其生存提供了 良好的发展基础 。

众多的工业合作社 ，其行业分类分明 ，
且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 。 表 4 不同时间节点的统计 ，

大致反映了抗战中期东南五省工合社的行业分布情况和发展态势 。 该表显示 ， 除
“

其他
”

行业外 ，

纺织 、服装 、化学 、食品 、土木石等五个行业的工合社数 目 占总数的百分比几乎都在 1 0％ 以上 ，说明

这些行业工合社生产的产品有着旺盛的市场需求 。 机电五金 、文化 、交通工具三个行业的工合社占

总数的百分比绝大部分都在 5％ 以下 ，尤其是交通工具这个行业 ，
百分比均在 1 ％ 以下 。 这些工合

社虽然规模小 、市场小 ，
但并非无足轻重 ，都是民众 日 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或是某些社会阶层和某

些部门所需要的 ，或是满足人们不时之需的 。 该表还显示 ，
在三个时间节点上 ，

工合社数 目 占总数

1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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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呈增长态势的有机电五金 、纺织 、化学 、文化四个行业 ，呈下降态势的为矿冶 、食品 、交通工具

等行业 ，变化不大的为服装 、 土木石两个行业 。 这个百分比大致反映了抗战中期不同行业工合社的

兴衰趋势 。



表 4 1 9 4 0
—

1 9 4 1 年东南区工业合作社行业分类统计表


1 9 4 0 年 4 月 1 9 4 1 年 6 月 1 9 4 1 年 1 2 月

工业类别 社数 占百分比 社数 占百分比 社数 占百分比工业类别说明



（ 个 ） （ ％ ） （个 ） （
％

） （个 ） （％ ）


机电五金 1 0 3 ． 0 1 8 4 ． 3 2 1 4 ． 9机器 、钢盔 、锡器 、钢铁等


矿冶 4 9 1 4 ． 5 2 8 6 ． 5 2 4 5 ． 7淘金 、挖煤 、挖硫 、熬硝等


纺织 3 2 9 ． 5 4 5 1 0 ． 5 4 5 1 0 ． 6棉纺 、缫丝 、药棉 、纱布 、织布 、纺袜 、毛 巾等

服装 3 8 1 1 ． 2 4 4 1 0 ． 3 4 5 1 0 ． 6缝纫 、结帽 、制鞋 、麻鞋等


化学 5 3 1 5 ． 6 1 1 1 2 5 ． 9 1 1 7 2 7 ． 6造纸 、制糖 、皮革 、电池 、掉脑 、肥皂 、酒精 、玻璃等

食品 5 4 1 6 ． 0 4 3 1 0 ． 0 4 2 9 ． 9卷烟 、糕饼 、面粉 、酱菜等


文化 1 2 3 ． 6 1 8 4 ． 3 2 3 5 ． 4印刷 、毛笔 、蜡纸 、文具等


土木石 5 0 1 4 ． 8 7 2 1 6 ． 8 6 31 4 ． 8籐器 、木器 、陶器 、砖瓦等


交通工具
＿＿

3 0 ． 9
＿

4 0 ． 9＿ 2 0 ． 4造船 、制 车等


其他 3 7 1 0 ． 9 4 5 1 0 ． 5 4 31 0 ． 1牙刷 、碾米 、制扇 、雨具 、印染等


总计 3 3 8 1 0 0 4 2 8 1 0 0 4 2 5 1 0 0

说明 ： 本表百分 比据原资料数据计算 。

资料 来源 ： 张法祖编著 ： 《工合与抗战 》 ， 第 6 6
—

6 7 页 ； 《本 区
一 九四一年统计 （上 ） 》 ， 《 东 南工合》新 1 卷第 1 期

，
1 9 4 2 年 3 月 1 1

曰
， 第 4 6一 7 页 ； 《本 区

一九 四一年统计 （ 下 ） 》 ， 《 东 南 工合》新 1 卷第 2 期
，

1 9 4 2 年 5 月 1 曰
， 第 1 0 9 页 。

随着工业合作社的增多及其业务的开展 ，资金不足 、原料短缺 、运输困难等问题 日益突显 。 为

了破解上述难题 ，

1 9 3 9 年 9 月 ，赣州和遂川分别成立了东南区供销代办处和分处 ，
其职责

“

非独竭

其财力代各合作社购办原料及推销出 品 ， 间且借给各合作社临时急需款项 ，藉以周转
”

。 1 9 4 0 年 4

月 ，为便于合作社购销 、通融资金 、 降低成本等 ，

3 0 多个合作社联合成立了 赣县合作社联合供

销处。
①

赣闽粤区和浙皖区分立后 ，
两区分别成立了供销业务代营处 。 前者成立于 1 9 4 2 年 1 月

，
加人

的工合社约有百个 ，同时辅导南雄 、浦城 、长汀 、兴国 、和平 、梅县等地成立联合社 。
② 后者在金华成

立 了供销业务代营处 、工合金库等 ，并在屯溪 、丽水设立分处 。
③

代营处的设立 ，对于工合社的发展无疑有积极作用 ，但
“

作为各单位社之联合供销机构
”

，代营

处毕竟属
“

代办性质 ，与合作社 自有 自享 自治之原则并不完全吻合 ，且办理亦未尽善
”

， 有鉴于此 ，

从 1 9 4 3 年起 ，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分期结束了代营总处及各地分支机构 ，其业务和职能逐步 由当地

的工合联合社接管 。
④ 抗战结束以后 ，东南区的赣县 、 曲江、丽水等 1 2 个县还保留了工合联合社 ，

① 《 中 国 工业合作协会 东 南 区 办事处工作报告书 （ 1 9 3 8 ． 1 0
—

1 9 4 0 ． 4
） 》 ，第 3 3 页 。

② 王作 田 ： 《 东 南工合的 大动脉
——栽

■

闽粤 区供销业务代营处鸟瞰》 ，《 东 南工合》新 1 卷第 1 期
，

1
9 4 2 年 3 月 1 1Ｈ ， 第 3 9

—

4 0 页 。

③ 孟受曾 、
一 丁 ： 《 回 忆浙皖工合运动 》

，
张德禄等主编 ： 《纪念路易

？ 艾黎文集》
， 第 1 4 9 页 。

④ 《本会三年 来工作概况 》
，
《工业合作 》 第 3 6

、
3 7 期合刊 ，

1 9 4 7 年 7 月 1 6 日
，
第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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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于都 、永安等六县全部停业 。
？ 尽管如此 ，

仍有个别 的联合社业务发展得很不错 。 如 1 9 4 3 年

底成立的连城工合联合社 ， 到 1 9 4 6 年 3 月底 ，有工合社 1 0 个 ，股金 1 6 万余元 ，
贷款余额 2 2 0 万元

；

由于专营纸业 ，

1 9 4 4 年度盈余 1 5 万余元
，

1 9 4 5 年度盈余 1 1 万余元。
②

三、 战时东南工合的若干发展特点

东南区办事处是工合协会最初设立的五个办事处 （西北 、东南 、西南 、川康 、云南 ） 之一 。 从其

发展历程及业务看 ，
明显有着 自身发展的若干特点 。

第
一

， 与全国其他区的工合相比 ，东南工合发展居于中游。 据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③的赖撲吾

统计 ，在 1 9 3 9 年 1 2 月 、 1 9 4 0 年 6 月 、 1 9 4 0 年 1 2 月三个时间节点上 ，在工合社数 、社员人数 、认股金

额 、已缴股金 、贷款金额 、每月生产价值六项统计中 ，五个办事处以西北工合发展最为突出 ，其绝大

部分数据都排在第一位 ；云南工合的绝大部分数据都排在第五位 ；东南工合居于中游 ，其绝大部分

数据都排在第三位 。
④

1 9 4 1 年春 ，晋绥区 、浙皖区分别从西北 区 、东南区分离 出来后
，
全国工合就分为西北 、赣闽粤 、

西南 、川康 、云南 、晋绥 、浙皖七个区 。 据赖瑷吾 1 9 4 1 年 6 月份的统计 ， 在同样六项指标的排序中 ，

西北区仍居第
一

位 ，川康区除工合社数位居第三外 ，其他五项指标均居第二位 ；赣闽粤区除工合社

数位居第二外 ，其他五项指标均居第三位 ；浙皖区则六项指标均居末位 。 如从七个区六项统计的平

均数 ，
以及贷款与认股比例 、每月 生产价值与贷款比例指标排序看 ，赣闽粤区都排在第四至第六位 。

以此看来 ，
工合赣闽粤区各项业务仍位居中游 。 浙皖区尽管每社平均社员 、已缴股金百分比居于末

位 ，但是其每月 生产价值与贷款比例居于第
一

位 、贷款与认股比例居于第二位 、每社员 每月 平均生

产价值居于第三位 。
⑤ 可见 ，浙皖区工合社总体看来还是比较完善的 ，其生产效率也是比较高的 。

抗战结束以后 ，在有统计数据的西北 、东南 、西南三个区中 ，据 1 9 4 5 年第四季度的统计 ，东南工

合的社数 、已缴股金 、贷款金额 、每月生产值都居末位 ；东南工合联合社的社数居于第一位 、社员数

和贷款数居于第二位 、已缴股金和每月 生产值居于末位 （第三位 ） 。
？

值得强调的是 ，位次的先后尽管与工合工作开展好坏密切相关 ，
但并非全然对等 。 例如 ，

西北

区办事处创办最早 （
1 9 3 8 年 8 月成立 ） ，管辖范围大 （先后在陕西 、山西 、甘肃 、河南 、湖北五省设立

事务所 ） ，
又得到政府的 8 0 万军毯订货 （西北地区盛产羊毛 ） ，在努力建设大后方 、

“

再造西北
”

的抗

战大形势下 ，
各项业务 自然遥遥领先 。

⑦ 相对而言 ，
云南办事处开办较晚 （

1 9 3 9 年 3 月 创办 ） ，管辖

范围只及云南一省 ，单就数据而言 ， 当然无法与其他各区相媲美 。 1 9 4 1 年下半年 ，赣闽粤区工合发

① 《全 国工合社统计 ．

东 南 区联合社 （ 1
9 4 5 年第 4 季 ） 》 ，《

工业合作 》 第 2 2
、

2 3 期合刊
，

1 9 4 6 年 6 月 1 曰
， 第 2 8 页 。

② 沈尉平 ： 《各所工作概况 ？ 连城 》
， 《
工业合作 》 第 2 5 期

，
1

9 4 6 年 8 月 1 曰
，第 1 6 页 。

③ 工合 国 际促进委员会
，

1 9 3 9 年 5 月 成立 。 其 目 的是为 了推动国 际支持工合运动 ，
主要职责是宣传 、分配货款

，
协助推进计

划 ，视察、介绍技术及专 家 ，
设立研究机构 ， 办理训练工作

，
出版刊物等 ； 由 宋庆龄任名 誉主席 ， 何明 华 （

ＲｏｎａｌｄＯｗｅｎＨａｌｌ
，
英国 人 ）

任主席 ，
埃德加 ？ 斯诺 、路易 ？ 艾黎等为委 员 ， 陈翰笙任秘书 。

④ 赖璞吾 ： 《从统计数字上观察 中 国工业合作运动 的发展 》 ，《 东 南 工合》新 1 卷第 1 期
，
丨 9 4 2 年 3 月 1 1 日

，
第 4
一

5 页 。

⑤ 赖璞吾
： 《从统计数字上观察 中 国工业合作运动的发展》 ， 《 东 南 工合》新 1 卷第 1 期

，
1 9 4 2 年 3 月 1 1 曰

， 第 9 页 。

⑥ 《全 国工合社统计 ？ 总表 （ 1 9 4 5 年 第 4 季 ） 》 、 《全 国工合联合社统计 ． 总表 （ 1 9 4 5 年第 4 季 ） 》 ， 《工业合作 》 第 2 2 、 2 3 期合

刊
，

1 9 4 6
年 6 月 1ＥＩ， 第

2 2
、 2 7 页 。

⑦ 薛 觉民 ： 《
西北区 工业合作社运动 实况 》 、 陈仙樵 ： 《 宝鸡 工合的产生 、 发展与 结局 》 ， 卢 广 绵 等编 ： 《 回忆 中 国 工合运 动 》 ， 第

1 2 6
—

1 2 9 ， 1 3 7
—

1 4 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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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较快 ，是因为和广东省银行签订了
2 0 0 万元的贷款合同 ，各地因而得以 大规模组社生产。

？ 所

以 ，各区工合发展的优劣 ， 除与各区本身的努力和业务开展好坏密切相关外 ，
还与各区工作开展先

后 、管辖范围大小 、当地政府和银行对工合的支持程度 （尤其是贷款数额的多与少 ） 等多种因素有

关 。 此外 ，不同地区通货膨胀的时间差也是其中因素之一 。

第二 ，
1 9 4 0 年夏 ，在中国工合发展起来的军毯制造 、淘金 、纺织 、造纸 、制革 、 机器 、化学七个行

业中 ，除军越制造 、纺织两个行业因政府订货而致西北区 、川康 区遥遥领先外② ，在其余五个行业

中 ，东南工合均为中坚或名列前茅 。 例如 ，东南区的淘金业 、化学工业 、造纸工业 ，张法祖在其 1 9 4 1

年编著《工合与抗战》的相关章节 中 ，先于其他各区予 以介绍 。 造纸工业 ，全国共有造纸社 4 9 社 ，

东南区占总数的近 4 3 ％（
2 1 社 ） ，位居第

一

；制革工业 ，东南区尽管只有 5 社 ，居于中游 （ 西北区 1 5

社 、川康区 7 社 、西南区 4 社 、云南区 2 社 ） ，
但

“

东南区之荣誉军人皮革合作社规模尤大 ， 出 品每月

约有二百张
”

；机器工业 ，西北区以 7 社位居第一 ，东南区和川康区以 6 社并列第二 。
③

造纸工合社是东南区最大且最有生命力的产业 。 明清以来 ，赣闽粤浙皖东南五省因原料丰富 、

水量充沛 、技工成熟等 ， 即为中国纸的传统主产地 ，造纸手工业向来非常发达 ，
生产的各色纸行销全

国和海外 。
④ 由于这一传统优势 ，东南区办事处在确定工合的发展计划时 ，

通常都将造纸工业作为

其 中心工作之一⑤ ；事实上 ，
工合各事务所或指导站从

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 。 据统计 ，造纸合作社

占粤北地区工合社总数的 3 0 ％左右 ；其中南雄县有 4 9 个工合社 ，社员 5 0 0 多人 ， 占该县总社数的

6 0 ％ 以上。
？ 前文提及的 1 9 4 3 年底成立的连城工合联合社 ，专营纸业 ， 连年盈余 。 长汀工合联合

社 ，
从 1 9 4 5 年 4 月起 ，

也改为纸业专营。
⑦

1 9 4 5 年底 ，东南区开工的 7 3 个工合社中 ，造纸工合社就

有 2 9 个 ， 占总数的近 4 0 ％ 。
⑧ 在抗战 中后期工合事业逐渐萎缩的趋势下 ，所谓

“

大浪淘沙
”

，历经

市场锻炼的造纸工合社 日益成为东南工合的 中坚 ， 由此可见造纸业在东南工合中的地位 ，也映射出

其强劲的市场生命力 。

第三 ，东南工合与所在地政府曾有
一

庞大的促进地方工业发展的计划 ，
但最终无疾而终 。 应蒋

经国要求 ， 为配合其籍南三年建设计划 ，赣闽粤区办事处与江西第 四行政区专员公署会商制定
“

赣

南工业合作三年计划书
”

。
⑨ 计划三年之内 （

1 9 4 1
一

1 9 4 3 年 ）在 已有 9 8 社 、贷款 4 1 万多元的基础

上 ，实现 7 3 8 社 、贷款额达 1 1 9 3 万多元的工合发展 目标 ； 为贯彻落实这一计划 ，赣 闽粤区办事处将

綠南原有 5 个所 、站合并组设赣南事务所 ， 由邵惠群主持所务 ，全所仅工作人员就有 2 4 位
； 赣县以

外的其他 1 0 县设立指导站 ，派指导员驻县指导 。
⑩ 这一涉及全行政督察区所有县份的工合发展计

划 ，在全国是绝无仅有 ，甚至是想当然的 。 史实证明 ，这
一

计划未能彻底实行 。

① 赖 璞吾 ： 《从统计数字上观察 中 国工业合作 运动 的发展》 ， 《 东南工合 》新 1 卷第 1 期
，

1 9 4 2 年 3 月 1 1 0
，第 6 页 。

② 关于此 点 ，除张法祖在抗战 时期 明确指 出外
，后 来的研究者如李 宗植 、 张哲等在其论 文 中也有 所体现 。 分别参见张法祖

编著 《工合与抗战 》 ，第 9 9
—

1 0 1 、 丨 2 7 页
；李 宗植 ： 《 西北工合运动述略》 ， 《 西北大学学报》

1 9 8 3 年第 3 期
；
张哲 ： 《抗战时期 西北工业

合作运动述论 》 ， 《延安大学学报》
2 0 0 6 年 第 2 期 。

③ 张法祖编著 ：

《
工合与抗战 》 ， 第 丨 3 5

、
1 5 2

、
1 5 3 页 。

④ 李绍强 、徐建青 ： 《 中 国手工业经济通史
？

明 清卷 》
，
福建人民 出版社 2 0 0 4 年版

， 第 5 9
—

6 3 、 4 5 6＾ 7 8 页 。

⑤ 王联 ■＃ ： 《 东南 工合今后 的展望 》 ， 《 东 南工合》 第 2 卷 第 4 、 5 期合刊 ，
1 9 4 1 年 6 月 1 曰

， 第 6
＿

7 页 。

⑥ 陈信友 ： 《 广 东工业生产合作社忆 旧 》
，
卢 广绵等编 ： 《回忆中 国工合运动 》 ， 第 2 2 8

—

2 2 9 页 。

⑦ 《长汀和平工合社联合社工作报告 （ 1 9 4 6 年度
） 》 ， 《工业合作》 第 3 3 期 ， 1 9 4 7 年 4 月 1 6 日

， 第 1 9 页 。

⑧ 《全 国 工合社统计 ． 东 南 区工合社 （
1 9 4 5 年 第 4 季 ） 》 ， 《工业合作 》第 2 2 、 2 3 期合刊

，
1

9 4 6 年 6 月 1 日 ， 第 2 4
—

2 5 页 。

⑨ 《 中 国 工业合作协会赣闽粵 区 办事 处赣南工业合作三年计划 书 》 ， 《 东 南工合》 第 2 卷 第 4
、

5 期合刊
，

1 9 4 1 年 6 月 1 曰
， 第

1 5 页 。

⑩ 文彬 ： 《新赣南工合的展望》 、张汝砺 ： 《赣南 工合 的 勇 往迈进》 ，
《 东 南工合》 第 2 卷 第 4 、 5 期合刊 ，

1 9 4 1 年 6 月 1 曰
， 第

2 3
—

2 4
，

2 5
—

2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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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东南区下设的办事处或指导站在各区中是最多 的 。 据卢广绵 的记述 ，
1 9 3 9 年到 1 9 4 0

年 ，东南区办事处先后在东南五省创办 了 2 8 个县级工合事务所或指导站 ；
1 9 4 2 年 7 月 ，

工合协会

在全国共设立 7 2 个事务所 。
？ 以此计算 ，东南区的所 、站占全国 的近 3 9 ％； 以此推断 ，在当时的西

北 、东南 、西南 、云南 四个区办事处中 ，东南区所设的所 、站应该是最多的 。 另据张法祖的记载 ，截至

1 9 4 0 年夏 ，
西北区 、东南区 、西南区 、云南区的事务所 （包括指导站 ）分别是 1 5 个 、

2 6 个 、
1 6 个 、

4

个 ，东南区也是最多的 。
② 据前文笔者的不完全统计 （见表 1

） ，整个抗战期间 ，东南区 （包括赣闽粤

区和浙皖区 ） 先后建立了大约 4 2 个事务所或指导站 ，如果考虑到 1 9 4 1 年 4 月赣县等 5 个所 、站合

并成籍南事务所这一情况 ， 东南区至少也有 3 8 个事务所、站 ，超过了 1 9 4 2 年全国 7 2 个事务所的

半数 。

第五 ，培黎学校的源头在东南区。 山丹培黎工艺学校是 2 0 世纪 4 0 年代艾黎在西北地区创办

的
一

所技校 ， 当时已誉满全国 ，
1 9 5 3 年迁址兰州 ，改名为培黎石油学校 ，该校为新中 国的建设事业

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 。 该校 以
“

培黎
”

命名 ，是为了纪念艾黎的朋友约瑟夫 ？

贝利 （ Ｊｏｓｅｐｈ Ｂ ａｉｌｉｅ
，

又译作约瑟夫 ？ 裴宜理 ，美国传教士 、金陵大学农学院创办者 ） ，寓意
“

为黎明而培训
”

。 但是 ， 提及

培黎学校 ，人们往往只知甘肃山丹 ，
而不知培黎学校的发源地在江西赣县。 据艾黎记述 ，

“

第一所

培黎学校是 1 9 4 0 年在江西赣县创办的
”

③
；此后 ，

工合在陕西的宝鸡和双石镩 、广东的南雄 、广西的

桂林 、湖北的老河 口 、河南的洛阳 ，都办理过培黎学校或培训班 。 我们不应忘记 ，培黎学校的源头在

东南区办事处的驻地赣州 。

第六 ，东南区办事处是工合协会最后撤销的地区办事处 。 抗战中后期 ，全国 的工合事业大为萎

缩 ，

1 9 4 5 年初只留下西北、西南和东南三个区办事处 。 同年 5 月
，

工合协会进
一

步将西南区撤销 ；

西北区办事处改为辅导区 ，
仅负督导之责 ；

上述两区所属各所 由协会直接管辖 ；
东南区与协会总部

（ 重庆 ）

“

隔离较远 ，且战时交通不便 ，必须有一机构通筹指导
”

， 因而得以保留 。
④ 当年底

，
西北辅

导区最终撤销 。
⑤ 东南区到 1 9 4 6 年底才最后结束 ，

其业务由协会接管办理 。
⑥

四 、 战时东南工合的历史作用

工业合作作为战时环境下的特殊产物 ，对于战时中国产生了
一

定的影响 。 具体说来 ，东南工合

的历史作用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有力支持了 中国东南地区的军事抗战 。

抗战中后期 ，东南区工业合作社曾一度发展到 5 0 0 个左右 ，
它们

“

生产了分属 5 0 多门类工业的

5 0 0 多种产品 。 军用物资都直接送往抗 日前线
”

。
⑦ 表 4 显示 ，

1 9 4 0
—

1 9 4 1 年东南区工业合作社分

属 1 0 个行业 ，其产品涵盖近 5 0 个门类 ，其中钢盔 、皮带 、钢铁 、药棉 、纱布等几乎都为军用 。 当然 ，

工合生产的产品 ，有的是满足军事机关的需要 ，有的是直接送往抗 日 前线 。 前者如瑞金抗敌军人家

① 卢 广绵 ： 《抗 曰 战争时期 的 中 国工业合作运动》 ， 卢 广绵等编 ： 《 回忆中 国工合运动 》 ，第 9 7
、

9 8 页 。

② 张法祖编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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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合作 》第 2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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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合作》 第 2 2

、
2 3 期合刊

，

1 9 4 6 年 6 月 1 曰 ， 第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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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组成的三个麻鞋合作社①和
一

个缝纫合作社 ，其出 品专供给某些军事机关应用 。 后者如 1 9 4 0 年

初成立的兰溪事务所 ， 因接近战区 ，

“

组社以军用为 目标
”

；
其 中的十里亭钢盔生产合作社 ，产品有

各色钢盔 、大小行军锅灶 、行军热水壶等 ，均供给军用 ，另两个被服工合社和一个皮件工合社 ，
生产

的也大部分是军用产品 。
② 浦城工合事务所 ，

1 9 3 9 年初组织伤残军人突击成立 1 0 个工合社 ，为浙

东抗 日前线的某师生产军队 日 常用 品 ，满足 了部队 的需要 ， 给坚持抗战 的前方军 民 以极大的

鼓舞，

东南工合也给江南的新四军以许多支持 。 茂林镇的泾太事务所 ，是设在新四军驻地的工合事

务所 。 该所主任蒋传源回忆 ，先后成立的造纸、制碱 、制鞋、缝纫等十几个合作社 ，

“

生产的产品 ，主

要是供应新四军军需之用
”

， 打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 ；他 曾经 向岩寺兵站介绍 了两位汽车修理工

人 ，为新四军修理保养汽车 ，在屯溪招收的失业工人 ，

“

有些人直接参加 了新四军
”

。
？ 浙皖区主任

孟受曾记述 ， 东南工合
“

为新四军制造了相当数量的装弹机 、刺刀 、军用锅灶 ，
也为他们维修 了不少

车辆和大批枪支
”

。
⑤ 艾黎证言 ，他被国民党解除了工合技术总顾问职务的

“

主要罪状
”

之一 ，就是

在皖南茂林设立工合事务所
，

“

在浙西的遂安 （译音 ）建立机械工场 ，为新四军制造了大约 4 万枚手

榴弹 ，并修理机关枪等
”

。
？ 对于皖南工合所给予新四军的种种帮助 ， 新四军军长叶挺曾 给工合国

际促进委员会写信表示感谢 ，并请求给予进一步的帮助 。
⑦

第二 ，救济了战时生活陷人困境的人们 ，尤其是战时难 民 、伤残军人和军人家属 ，促进了抗战时

期东南地区的稳定 。

工业合作社组社的对象 ，主要包括五部分人 ， 即 失业技工、战时难民 、伤残军人 、 出征军人家属

及贫苦妇女 ；其中出征军人家属 的贷款 ，

“

不收利息
”

。
⑧ 失业技工方面 ， 如东南 区办事处

“

在福州

和宁波抢运机器时 ，及广州汕头抢救工作中 ， 皆顺带抢救出
一

部分工人 ， 分散在永安 、长汀 、 兰溪 、永

康 、梅县 、曲江各合作社工作 。 赣县 、于都 、宁都等地之合作社内 ，亦有 由本处从赣北抢救来的技

工
”

。
？ 其中 ，原沈阳兵工厂的技工郭克 、原肥皂作坊工人马志 阗等 ，就是由失业技工成为合作社社

员的典型 。
⑩ 于都的潭头瓷器生产合作社 ，是招收 2 3 个失业的景德镇瓷器工人组成的 。

？ 长汀的

机器工业合作社 ，

“

有技工和练习生三十余人
”

，

“

多数是由福州收容来的失业工人
”

ｏ
？

救济难民和帮助伤残军人也是工合东南区办事处的工作之
一

。
1 9 3 8 年底至 1 9 4 0 年 4 月 ，办

事处先后在永丰 、于都 、梅县 、南城等地进行难民组训工作 。
？ 1 9 4 1 年初 ，梅县工合事务所兼办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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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黎与福建

“

工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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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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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海华 ／ 抗战 时 期 中 国 东 南地区 的工业 合作

民组训 团 ，收容 了
1 3 0 余名难民 。

？ 在办事处的指导下 ，很多难民和伤残军人组成 了合作社 ， 自食

其力 。 如 ，瑞金的淘金合作社 ，是由
“

几批上海难民
”

组成的 ；赣南的一个缝纫合作社 ，是
“
一群南 昌

的难民裁缝组织
”

的 。
？ 成规模的伤残军人合作社是浦城事务所与军政部第十临时教养院合作成

立的浦城荣誉军人合作社 、兴国事务所与军政部第六临时教养院合作成立的兴国荣誉军人合作社 ，

其中兴国的荣誉军人社员多达 4 0 0 多人 。
③

正如当年工合组织者所说 ，
工合的开展 ，

“

给涌入内地的大批难民带来希望和 目标
”

④
，

“

使上

万的工人和难民走上了生产 自救的道路 ，安定了战时大后方的秩序和人心
”

⑤
；

“

他们不仅帮助 中 国

于险难时期 ，而且有助于提高好多万人的生活水平 。 否则的话 ，这些人早已经常生活在饥饿的威胁

之下
”

。
⑥

第三
，
工合社产品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战时和市场需求 ，是对中国持久抗战的有力支持 。

正如已有研究所指出的 ，
工合的生产有力地补充了 战时经济的不足 ，支援了长期抗战 ，成为战

时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 。
⑦ 在院南 ，据时人记载 ，

工合社生产的
“

宣纸 、麻布 、纱袜 、毛巾等物均有大

量出品 ，花色新鲜 ，定价低廉 ，所以市场销售非常畅旺
”

。
⑧ 在赣南 ，南康县唐江镇的印染生产合作

社 ，其
“

印染 出售的土布 ，很受上犹、崇义 山区农民的喜爱
”

；制线社的产品远销赣南和广东兴宁等

地 ，该社社员刘茂节感叹 ，那时我们
“

不愁无工做 ，只愁做不赢
”

。
？ 在粤北 ’

南雄生产合作社联合社

所办的手工业示范工场生产的标准纸 ，远销桂林 ，

“

受到桂林文化出版界的好评
”

；韶关的樟脑合作

社生产的
“

樟脑饼和薄荷脑 ，均是军需 、医药和工业的原料 ， 价值很高 ，销量很好
＂

， 参观后的艾黎
“

大为赞赏
”

。
⑩ 在闽西 ，连城工合生产的

“

仿道林纸
”

，不仅畅销当地 ，

“

还远销西南桂林等地 ’受到

新知书店等出版单位欢迎
”

 ｏ
？ 亲历者回忆 ，永安工合的 出品 ，

“

都是市场上的紧俏物资 ，特别是肥

皂 、皮鞋 、雨伞 、酱油等 日 常生活必需品
”

，永安和连城工合生产 的各种纸张 ，

“

畅销东南各省 ，对文

化事业作出 了重大的贡献
”

。
？ 永安事务所指导下的工合曾一度

“

承担了十多个报馆 、出版社的印

刷业务
”

。
？

对于工合经济在抗战中的作用 ’ 当年工合的领导者有实事求是的认知 。 他们说 ，
工合

“

对抗 日

战争提供了经济和物资支援 ，

… …安定了战时大后方的秩序和人心
”

；

“

工合的物质生产对抗战的

贡献 ，是有 口 皆碑的
”

。
？ 邓颖超评价艾黎

“

组织的
‘

工合
’

运动 ，为我后方生产救亡作 出 了重大贡

献
”

。
？ 八年抗 日 战争 ，实为

一

场中 日 综合经济实力 的大比拼。 东南工合运动 ，
不仅解决了社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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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生计 ，而且
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军需民用 ，为中 国的持久抗战和最终胜利增添了重要法码 。

第四 ，
工业合作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步骤或阶段 ， 东南工合为新中 国的工业化奠定 了

一定的

基础 。 ／

经济现代化的核心之
一

是工业化 ，人才和技术是工业化的必备要素之
一

。 早在东南工合创办

之初 ，艾黎就非常注重各种专业人才的引进和技术队伍的建设 。 为此 ，
他一面在中 山大学 、厦门大

学等国内高校中选拔一些优秀的学生 ，

一面延聘一批学有专长的爱国华侨 、香港同胞和 国际友人加

盟东南工合 。 如 ’

工程师王毓麟 （旅美华侨 ） 、化学博士黄文炜 （旅美华侨 ） 、 会计师容观成 （ 香港同

胞 ） 、经济学家赖璞吾 （美国 ）等 。
？ 这些专业人才后来都成长为东南工合的主要管理者或技术领

衔人 。 在他们的带领下 ，东南工合进行了许多技术革新。 如 ，南雄的烟丝工合社 ，在中 山大学化学

系毕业生潘亦蕃的指导下 ，建立新的烘焙间烤制烟丝 。
？ 连城 、南雄 、 曲江的造纸生产合作社 ，尝试

了造纸技术 、纸张质量统
一

化和标准化方面的改 良 。
③ 于都磊石、上蕉工合社 ，用

“

新法造成之纸 ，

无论钢笔书写及印刷书籍均可适用
”

；
此外 ，东南工合还进行了麻织品漂 白 、皮革制造等方面的技

术革新 。
④

与此同时 ，东南工合还举办了各种形式的人才培训活动 。 例如 ，在赣县创办培黎学校 ，在永安

举办导生传习班⑤ ；在屯溪举办浙皖工合干部讲习班 ，在瑞金举办三期东南区工合干部讲习班 ，在

遂川举办妇女手工业短期训练班 ，在赣县办理妇女手工业训练班？ ；在金华开办合作会计训练班 ，

在南雄开办两期培黎技术训练班 。
⑦ 培训班对学员进行合作 、技术 、社会科学等相关方面的知识培

训 ，结业后的学员或分发各事务所 、指导站工作 ，或参加各地的工业合作社 。 这些培训不仅为战时

工合培养 了大批实用性人才 ，
而且为 中国工业化培养了大批管理人才和熟练工人 。

需要指出 的是 ，新中国成立后 ，很多工合社被接管 、改造后发展为现代工厂 ，
工合管理人员和社

员则成为新中 国合作事业的领ｆ人或各条工业战线上的骨干 。 例如 ，原属东南工合的衢州印刷生

产合作社 ，

1 9 4 7 年改为大明印刷所 ，同时接管了原常 山印刷生产合作社与衢州平民工厂的印刷设

备
；

1 9 4 9 年被接管后改为衢州新华印刷厂。 原曲江东河坝工合机器合作社 ，

1 9 4 9 年后改为广东省

粤北农具工厂 ，原曲江事务所代理主任梅培基任该厂工程师 ，该厂后来发展成为广东省制造农具机

器大工厂之一 。
⑧ 原连城事务所主任毕平非 ，

1 9 4 9 年后曾任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和轻工业部办公

厅副主任 、
二轻局副局长等职 。

？ 原南平指导站主任陈文全 ，新中 国成立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下设

的科技部副部长 。
⑩ 原泾太事务所主任蒋传源 ，

新中 国成立后曾任工合上海市分会副理事长 。
？

显然 ，
这些工合社 、管理人员和社员等大多融入了新中 国的工业化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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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结论

合作经济制度是西欧 1 9 世纪中叶创设的 ，

2 0 世纪初传到中 国 ，在南京国 民政府成立后引发了

蔓延全国的农村合作运动 。
① 尽管如此 ， 在抗战爆发以前 ， 中国合作社的历史 ，正如陈翰笙所说 ：

“

还只限于少数有关信用合作社的实践 。 殆至战时 ，合作工业这一新的事物才开始兴起 ，为世人所

瞩 目 ②

应时代而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 ，与世界其他各国的工业合作
一

样 ’有着难以克服的先天性不

足 ，如资金缺乏 、技术落后 、管理不良等 ，
因而有人认为世界

“

工业合作运动史 ，
几为一部失败史

”

。
③

以此观照抗战时期 中 国东南地区的工业合作运动 ，似乎也不例外 。 尽管主办方事前充分估计到工

合事业开展的种种难度 ，事业启动后在资金方面多方筹措 ，在技术和管理方面延聘各种专业人才、

举办多种人才培训班 ，但纵向看来 ，在客观环境的刺激和主事者的主观努力下 ，东南工合仍然不脱

提倡初期的
“
一哄而起

”

、抗战后期及抗战结束以后逐渐萎缩的轨迹和命运 。 其骤盛骤衰的根源 ，

除了战时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外 ，恐怕仍与资金 、技术 、管理 、运输等因素密切相关。 东南地区

造纸合作社在战时的
“

独领风骚
”

、在战后的
“


一枝独秀

”

，似乎也从反面证明 了在 自然资源和传统

秉赋具备的条件下 ，资金 、技术 、管理等对于工业合作社的重要性 。

长远看来 ，
工业合作的命运 ，

似乎注定是不乐观的 。 但是 ，放在抗 日 战争这一特殊的战时环境

下评估 ，其历史作用却不应低估 。 抗战进人相持阶段以后 ， 中 日双方的 比拼是耐力 的 比拼 ，是综合

实力的比拼 ，尤其是经济实力的大 比拼 。 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 ，兴起于相持阶段初期 、迅猛发展于

相持阶段前中期的工业合作 ，是中国战时经济动员的重要新手段之
一

， 它在已有的国有工业、私营

工业和农村经济基础之上 ，进
一

步充实 了我 国的
“

经济国防线
”

，
有力支持了 中 国 的持久抗战 。 正

如时人所认知的 ， 中国工业合作 ，

“

不仅是一经济建设运动 ，
而且是一战时社会运动 ，是

一民众动员

工作
”

。
④ 这是冥冥之中时代赋予工合的历史使命 ，

也是工合在战时环境下的特殊贡献 。 东南地区

的工业合作运动 ，
只不过是中 国工合在抗战这一特殊时期的区域展现而已 。

〔 作者游海华 ， 浙江工商大 学马克 思 主义学院教授 〕

（责任编辑 ：
徐志民 ）

① 游海华 ： 《农村合作与金融
“

下 乡
”
一

1 9 3 4
—

1 9 3 7 年赣闽边 区农村经济复 苏考察 》
，
《近代 史研究 》 2 0 0 8 年第 1 期 ， 第 8 2

页
；
游海华 ： 《民众教育与 乡村改进 ： 民国 南 昌 西山万寿宫 实验 区研究 》

， 《
江西师范 大学学报》 2 0 1 2 年 第 5 期

，
第 9 2

—

9 3 页 。

② 陈翰笙 ： 《艾黎与 工合》 ，
张德樣等主编 ： 《纪念路易 ． 艾黎文集》 ， 第 1 3 3 页 。

③ 陈岩松编著 ： 《 中华合作事业发展史》
上册

，
台 北

，
台 湾商务印书馆 1 9 8 3 年版

，
第 2 4 9 页 。

④ 《 中 国工业合作协会东 南 区 办事处工作报告书 （
1 9 3 8 ．

1 0
—

1 9 4 0 ． 4
） 》 ， 第 1 页 。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