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力与资本的新结合

一-满铁受挫华北开发会社设立

解学诗

前 言

日本在华北沦陷区所推行的经济统制政策，较之以前，其变

化与其说是统制的严厉程度，不如说主要是统制企业模式的转换。

为了诱引更多的私人垄断资本投身于侵略战争，实现武力与资本

的重新结合.官僚化的"特殊会社"体制基本上被否定，但这并

不意味着总体上战时经济统制政策的削弱 。 洞悉日本战时经济统

制政策的这些变化和走向，对于沦陷区经济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一满铁意债主导华北经济

七七事变后，满铁紧跟日本侵略军大举进入华北，实现了对

华北铁路交通的实际占领和经营，其子公司一一兴中公司对华北

的煤铁等重要产业也实行了"军管理..从而大大强化了它独占

华北经济的勃勃野心。 早在 1936 年 3 月满铁经调会的 {华北经

济开发投资机关纲要》一文就提出..满铁和兴中公司双方结合

担当华北开发，乃是过渡的投资形式，作为晕终形式，其发展过

程将走向双方合并设立单一的开发会社，同时也加人民间资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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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综合的大开发会社。"不言而喻，这一"综合的大开发会

社"就是满铁自己。所以，满铁于七七事变后居然要求在华北

设立"第二满铁"，不是灵机一动，而是早经蓄意的。 满铁的主

张，以两个理由为支撑: 一是"国策.. "需要总括地经营有利

的事业和无利的事业..二是"统制.. 11 需要由开发会社依靠实

力统一加以掌握。"

关于"开发会社"的实体"纲要"曾提出如下三种可供选

择的形式，即:

( 1 )以日中双方财团辛迪加为实体，组成日中合办会社;

(2) 以日本各财团(满铁、东拓、鲜银、东亚兴业、中日

实业 、 三井、三菱、住友、大仓等)辛迪加为实体，根据日本

国家法律成立株式会社;

(3) 使满铁和满铁的子会社(兴中公司)担当华北开发的

任务 。

但是..纲要"否定了前两者，认为在(1)的场合"除实

物投资外，很难期望有更多的东西..而且"将各种名称的日中资

本家集中形成一个拼凑的组织，会社的内部控制将是困难的 .. 

(2) ..是纠合日本资本家" ..诱导资本看起来容易，实际上却很

困难，而且在经营上也将产生各种困难" 。 只有"由满铁或满铁的

旁系会社(兴中公司)办理开发华北的事业"才是"最妥善的方

法 .. 飞'气:满铁在"经验

法比拟的长处"勺;满铁组当华北经济资源的调查，满铁"可能"避

免华北和伪满"双方的矛盾和利害冲突.. ..华北的事业……如由

满铁保证，可采取国家从侧面保证满铁损失的方法"等等。①

总之，满铁认为，华北经济的垄断者非他莫属 。 因此，七七

事变前后，它大举向华北进军，不遗余力 。 1937 年 8 月.满铁

① 满铁经挤调查去 {华北经前开直担贵机提纲要). 1936 年 3 月，打印件.

第 6 -1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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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裁松冈洋右还以关东军顾问名义提出了{华北善后处理要纲

并意见书) .主张"和在满洲一样，在华北也应由满铁综合经营

以铁路运输为中心的煤矿 、 炼铁 、 液体燃料 、 盐等重要产业 。"①

当时报载松冈的方案包括:

1.主要交通业(铁路、 港湾 、 汽车)在满铁的支援和统制

下运营.所需资金由满铁借款;

2. 基本产业的"开发"由满铁担当，开发计划经 x x [军

部]谅解后实施;

3. 政府对满铁以敷令保证年利 5 分的社债本利;

4 兴中公司作为对全中国的经济机关而活动.在华北辅助

满铁的活动@。

对于满铁的企图一手垄断华北以铁路为中心的重要产业的方

案，引起日本经济界的广泛关注和反对，然而满铁并不示弱，它

悄悄地准备了"华北产业开发会社"即在华北设立"第二满

铁"方案与之抗衡。 该方案的"方针"明确规定.

华北经济开发是中国事吏后应当处理的重要回来，其根

本目标是获得目满集团缺乏的重要膏源，和确保经济根本的

交通机关…...

为实现如此广泛的国拿目标.并鉴于华北的鼓治情况和

日本锺济形势的趋向，有必要嘶设可称之为第二个满铁的强

有力的丰官丰民综合性国集会社，使其统制技责和经营，以

防止浪费责本，和谋求进行迅速而又合理的开发。

方案的具体内容是:拟议设立的会社名称为"华北产业开

① 躏铁调查部， (中国事~爆量后日本大陆经营的政楠动向) .跚铁( 一} 之

(1) .打印件， III S2 :Ji o 

@ 天障宜'经挤研究所， (主黯经挤年报上昭和 13 年. lII 43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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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会社..经营的事业为"华北地区各种经济事业的直接经营或

投资\"华北地区的铁道、港湾及其附属各种事业的经营或投

资(应根据情况从事委任经营或收买)" ，和有关以上两项的

"一切业务..资本暂定 4 亿元，其中政府 2 亿元，满铁 1 亿元.

民间公募 l 亿元，政府的出资是"事变"占领的铁道设施等，

满铁的投资以山东矿业会社、兴中公司以及其他既往在华投资

等，会社的投资事业可与"日本国内事业家共同创办..会社的

直营事业..基本上是交通及煤矿业'丁关于华北新会社与满铁

的关系，明确指出前者"作为第二满铁的国策会社的特殊性，

灵活运用满铁现有人力、物力、技术、经验 、 知识等..会社为日

本特殊法人，总社设于北京。 有意思的是方案中的"说明"部分。

了解其中所强调的如下几点有益于认识当时日本侵华动向:

日本应努力掌握国防实权和经济实权，毫无疑义，掌握

华北的基础在于铁J3.。

在华北不应把皇军征伐的中国土地化为大和民族争权夺

和l之地，放应统制日本的经济渗透，防阜丑态百出。

交通机关和重要产业分离是非常不合理的，只有两者密

切合作，才能指望有真正的开发。

如果能以适当价格收买华北铁路，对本会社的基础会更

加稳固;这样，以铁路为中心设立综合开发会社， 使之承担

交通及基础产业的开发，其他产业可任凭民间自由开办。

满洲国把日本人官史安插进去，加以强化，采取从内部

统制在满企业的方针。而新政权莫如说却需要强化日本方面

的机关，从外部进行指导。 所以，负担此项使命的回集会社

的设立，不能不说是非常重要的 。

由每个中国民众直接出贵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因精选中

央银行，并由于操纵项行而解决资金供应问题，即按满洲国

之例，亦可期待相当大的全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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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中国事吏与满洲事变不同，国民牺牲很多……如本

会社公开募股时，相信在政府保证其分红的情况下，对出征

军人及其家属 、 遗属.会给于应募的优先权。①

满铁的这一方案何时出炉，元记录可查，确定的事实是方案

已被徽发到有关机关，包括重要机关。 因此 "第二满铁"的消

息空穴来风不腔而走。

一件突发的重大事件 ， 使满铁走向华北更具紧迫性.甚至有

所谓"悲壮感..同时也预示了满铁的努力势将徒劳无果 。 这就

是，由关东军与财阀密谋的新设满洲重工业会社(以下简称满

业)的计划..出水面。 1937 年 10 月 29 日 ， 日本和伪满政府

同时发表一则消息，使经济界为之震惊"为经营满洲国的重工

业，由满洲国政府和日产会社共同设立股份资本四亿五千万元的

国策会社，并任勤川氏进行经营。"ø 突然发袤的消息，源于早

已秘密进行的如下事实。 1936 年 10 月 ， 关东军在召开汤岗子会

议讨论"产业五年计划"时，曾通过陆军省召请日本新兴财阀

代表津回信吾 、 安顺雄之助 、 松方幸次郎 、 钻川义介 、 森矗澜等

前来伪满进行经济视察。 因为关东军推行规模庞大的备战性的

"产业五年计划" ， 在资金 、 技术和经营等方面需要财阀 。 特别

是资金问题 ， 已成为计划推行上的最大障碍。 伪满时期日本恰好

存有过剩生产力和休闲资本。 所以，尽管当时关东军和伪满洲国

推行统制主义，并因伪满政权尚未稳固，日本一般民间资本对满

投资较少 ; 但是，满铁作为日本对满投资的主要渠道，引进了大

量资金。 1932 ~ 1936 年，日本对满投资额达 1 1. 6 亿元，其中经

① 《华北产业开监生社矗立纲要尊靠) (作者 、 时间无记凰 ) ， 日文铛章抄

件 。

@ 日本外吏协会 ， (日产量出与精制重工业问圈) ， 1938 , 1自 3 页 . 勘川且介，

原任日本产业悻式告桂社怪，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成立后任凰载，章伪满政

府经百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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囱满铁和满铁系统的投资额为 7.9 亿元，占 68.2% ①。 可是，满

铁将大部分资金投在铁路建设和铁路的所谓"委托经蕾" 上，

固定化了，未能充分发挥作为向重工业投资渠道的作用 。 与此同

时，到了"产业五年计划"着手执行时，日本金融市场休闲资

本充溢局面已经过去。 1937 年 1 月.从事长期产业金融业务的

伪满特殊银行一一满洲兴业银行，在收买三家金融机构，即朝鲜

银行的在满支行和满洲银行、正隆银行在满总 、 支行的基础上，

正式成立.它对于"产业五年计划"的资金筹措方面不无作用，

但其长期信贷规模有限，且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放贷对象。 因此，

推行计划所需的巨额资金，仍主要依靠日本财阀，需要财阀更多

出资，和更多财阀参与出资 。 问题在于，为什么新兴财阀，特别

是日产康采恩备受关东军的青睐而成为伪满洲国重工业的主宰者

呢? 据认为，主要是因为它是"以大众资本为基础的公开康采

恩;在与军需生产直接结合的重化学工业上，进行有机的多角经

营;特别是在满洲事变后的阶段，能与军阀密切综合而发展。 " (%>

另外，日产的做川义介对于日本在伪满洲国推行备战的产业五年

计划，表现也最为积极 。 他对中国东北进行一番视察后 ， 就以汽

车、飞机等军需工业为核心的伪满"产业五年计划"提出一系

列意见，包括采取所谓综合开发形式 ， 和引进其他国家的资本、

技术等曲。 七七事变的爆发，更加促进了军阀与财阀的勾结。 由

于全面侵华战争开始，日本在国内实行战时经济化的同时，要求

① {日本具业银行五十年虫) ，第 291 - 292 页。

@ 骨木隆史 {满圳经讲开监与满酬重工业生社的成立)， (檀岛大学幸艺纪

要) ，蜡 5H量，别册 。

@ 铃木隆史 ( 日本帝国主义与满酬. 1900 - 1945) 下 .埔书房， 1992 , • 

269 - 270 页貌。 事i星本部作战课1<石原莞如很重槐峙川对日躏财锺研究壶

的章见.因而委托盖章军把勘川请到 "精制 " 植事。 他从槽博到属胃棍'

的 l 个月 后 ，向提垣垂谋性和世永垂谋提出童且.其中包括睛.业-柱"

主立的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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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和占领区实行资源总动员 。 然而战时经济色彩更加浓厚的

伪满产业五年计划，在筹措资金方面形势更加严峻。 满铁 1937 年

度1. 3 亿元的举债计划，到 3 月末才实现 15∞万元。 同年 9 月，

伪满中央银行与德国财团虽签订了 2∞万英镑的借款协定，但以

此来解救"产业五年计划所儒巨额资金的燃眉之急，杯水车薪，

无济于事" 。 实际上，此前伪满总务长官星野直树业已造访了'占川

义介，正式委托其进行所谓"满洲的开发" 。 而日产如此也正好获

得了打开经营困境的绝好机会， 因为自 1936 年以来.在准战时体

制下，股市停滞，日产也随之股价 、 利润率、分红率全线下降。

此外，日本政府也表现积极，赞同日产迁往伪满洲国使之垄断重

工业。 1937 年 9 月 19 日日本内阁即决定.表示在资金等方面给以

方便。 10 月 19 日，关东军则推出了{满洲国重工业确立要纲}。

于是在 10 天后便出现了日本与伪满政府共同发袤的上述消息。

满业筹建全过程保密的目的，主要是回避满铁。 但是，采取

如此重大的举措，包括政策的巨大改变，是不可能不预先知会满

铁首脑的。因为，满业的设立.意味满铁与钢铁、煤炭等重工业

脱离，导致满铁有史以来的最大改组。 1937 年 8 月上旬，即日

本内阁作出决定前，杉山陆军大臣以对满事务局总裁身份邀请新

任满铁总裁松冈洋右至官邸.由事务局长青木一男向其说明了日

产迁移"满洲"和由其设立新会社的方针。 松冈当即表示同意，

但提出希望保留抚顺煤矿 ， 结果得到杉山的谅解。①

以上便是前面所说的 1937 年 8 月与关东军{对时局处理要

纲) (8 月 14 日)相呼应，松冈总裁提出{华北普后处理要纲

并意见书}的背景。 此举的后续行动，则是如上"第二满铁"

案的徽发。 10 月下旬日产迁移满洲和满业即将面世的爆炸性消

息传出后 ， 仍完全蒙在鼓里的满铁社员虽然没有因为不满而酿成

像 1933 年关东军提出满铁改组案时的那种骚动，但是却给满铁

① 4 日本帝国主且与精酬. 1筑.， - 1945) 下，事 24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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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华北转进增添冲动，使之染上一点所谓"悲壮"色彩。也就

是力图以对华北乃至中国大陆的大扩张，来补偿在东北的空前地

位失坠 ， 挽救"满铁王国"之崩溃。据报道，满铁修改了总裁

的 8 月提案，经社议决定，作为最低限度的要求，向政府提出由

满铁垄断统一"开发"华北的铁路、 煤矿，并于 11 月下旬，满

铁有关中国事务的首脑层全部前往东京，掀起请愿性的所谓

"谅解运动"①。 然而.为时已晓。 日本政府的政策改变，已铁定

如山，碍难更改。 据称，满铁的以经营华北铁路和煤矿为中心的

新方案，是松冈总载于 1937 年 12 月 14 日向政府提出的。 可是，

两天后 12 月 16 日企画院的关于另行成立华北开发会社的决

议即通过。 在此之前， 11 月 24 日，日产已将其总部迁至伪满首

都"新京"满铁附属地内 12 月 1 日随着满铁附属地行政权转

让，自然变为伪满洲国法人; 12 月 20 日伪满洲国的{满洲重工

业开发株式会社管理法}出台;在该法生效的 12 月 27 日，日产

召开股东大会，修改章程，改名为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

就这样，满铁不但华北计划受阻，而且在东北也失撑了重工

业阵地@。 但是，满铁是以国家资本为主导的所谓国策会社，它

尽可以就国家政策提出意见 、 建议甚至异议.但对政府的决策是

没商量的，必须贯彻执行。

二私人垄断资本反对统制

在意欲夺取华北经济垄断权的问题上，满铁的行为表现，有

其企业经营利害的动因，但其主张实际是行之巳久的一种政策，

① 直那间画研究所 〈主那经讲年报).昭和 13 年， 事 431 页 .

@ 帽铁将稿酬提矿 、 精酬轻盘属 、 精制景盒 、 同租汽车等合性的全部持股，和

时昭和制铜所持股 55'" ( 5 性持股且额1. 07 亿元) 转让结伪躏踵府 ， 伪精

踵府连同其原来时这些合性的持股，向楠业作现辑出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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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经济统制政策的坚持。经济统制政策.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

仍在实行.而且随着战争和战时经济的发展不断加强 。 但是，日

本战争政策的决策者为了吸引更多的私人资本和垄断资本参与战

争经济.不能不对受私人垄断资本反对、厌恶的统制政策进行重

大修整，以期实现武力与资本的重新结合。 满铁计划的挫败，实

质是对以满铁为象征的统制方式的摒弃。

满铁自创立起， 即代表日本帝国主义"经营满洲\实行殖

民侵略。鉴于投资的风险性，当时的政策意图是.不能昕任私人

资本自由进入.而是通过满铁这样的国策会社由"国家动员资

本" ， 从经营铁路开始，向各方面伸张，并利用综合经营的办

法，用有利事业的利润经营虽然暂时无利可图但却有利于侵略国

策的事业，包括扶植私人资本从事有利国策的事业。 九一八事变

后，满铁在关东军的指使下，不但充当统制政策的炮制者，而且

也成了统制政策最关键的实行者。 作为统制政策基本企业体制的

在各该行业实行垄断经营的"一业一社" 的特殊会社(还有准

特殊会社) .满铁既是其筹划者，又是其投资者 。 所以，满铁虽

然不是伪满洲国的特殊法人，可实际上是高居于伪满洲国诸多特

殊会社之上的总特殊会社，从而全面垄断着伪满洲国经济的运

作。 七七事变后，满铁正式倚仗其"经营大陆三十年来的经

验" "打算在华北方面也担当这种先驱者的任务"①。 从松冈总

裁的"意见书..到华北"第二满铁"计划，再到松冈总裁第二

次提出的垄断华北铁路、 煤矿经营的"新提案"，其中对于统制

政策、统制企业模式等，虽未看到有更多阐述，但是实行关东军

和满铁以及伪满洲国式的统制的主张 ， 是显而易见的 。 特别是在

提出设立华北"第二满铁"方案的《华北产业开发会社设立纲

要草案} 中，还使用了"争权夺利"、"丑态百出"等尖刻字眼，

显然是指责资本的 。

① {中国事变'盘后日本大陆经营的踵抽动向)，事白-.54页。



武力与资本的新结合 367 

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相对立的经济统制政策，被日本私人资

本视为"右翼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 。 推行伊

始，就招致私人资本 ， 特别是垄断资本的不满和抵制 。 尽管伪满

政府秉承关东军的旨意一再发表声明.欢迎私人资本投资.尤其

向一般工商业投资，但是日本私人资本的直接投资.始终裹足不

前，没有起色。 1932 句 1937 年的 15 亿日本对满投资，大部分是

日本财团对满铁的投资，而满铁又把资金主要投向不能立即产生

经济利益的铁路修筑等方面。

七七事变后的华北态势是 : 事变前业已形成的日本资本竞相

拥进 、 抢滩的局面进一步强化;同时由准战时经济向战时经济体

制过渡的客观要求.也迫使日本中央政府必须对战时经济统制作

出抉择。 因此，满铁抛出垄断华北经济的要求后，顿时引起日本

经济界的轩然大波，许多大腕人物通过报刊发表反对乃至谴责的

意见。 例如:

1937 年 10 月 21 日 〈大阪每日新闻} 报道了日本银行总裁

结成丰太郎的谈话 ， 他说"华北的经济开发，满洲的做法是失

败的 。 对向中国的进入应采取给予宽厚的方法，对外国资本也应

予以进入的余地。"

11 月 26 日 《大阪每日新闻} 报道，锺纺社长津回信吾访问

了近卫首相，对以华北经济工作为中心的时局陈述意见，之后向

记者发表谈话称:就是棉业统制 "如从原料到产品加工的工程

分别进行统制，恐怕各部门之间也必将产生摩擦。 因此，在华北

经济工作上，如果移用目前内地所实行的统制方针，是违背经济

开发的.我想开发的初期应以自由经济为基调，排除垄断制.向

所有企业者开放华北，按适者生存的原则进行。"

以上两例转引自中村隆英先生的 《战时日本的华北经济支

配}一书，是其列举的 10 个例证中的两个。 该书在列举例证

后指出 u 内地财界的华北自由迸出的要求是很激烈的。同时

对满洲的意识形态性统制，及其象征满铁，以及他的分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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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以说是鬼子一一兴中公司的反感是明显的。"作者还介绍

了掌握新闻界的东电社长小林一三的"华北兴业组合"论.并

称"像该案(指组合论)所显示的那样，在政府的保证和军队

的保护下实现在大陆雄飞的设想，是当时经济界毫不隐讳的真

心话。"(j)

满铁拥有庞大的调查机关和严密的情报网，对于当时的财界

动向完全了解，并对之进行了冷静的分析。握其观察，七七事变

以来，日本各财阀竞相派人视察东北，各从其立场出发"积极

向中央建议" 。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华北有着密切经济关

系，并随着战时体制的发展而在最近显著抬头的大阪经济界的动

向。当时，在大阪经济界有大阪商工会议所、政治经济研究会、

日满实业协会等中心机关。其中尤其政治经济研究会，是紧跟战

时体制主流的资本家政治活动机关，是大中财阀的大本营，代表

产业资本立场，与东京的国策研究会相呼应，拥有强大的发言

权。该研究会从其本身利害出发，在向政府提出的关于华北开

发的意见中，有如下两个要点:一是"极力排斥类似满洲国那

种高度的统制，尽可能使私人资本自由活动" "除将建设铁路

港湾等事业原则上委托给满铁外，铁、煤、盐、棉 、 电力等重

要资源的开发，在某种程度的统制下完全民蕾..二是"类似开

发会社的这种中间统制机关……完全不必要..因为它"会妨害

企业充分发挥独创精神，抑制资本自由投资..中央与现地发生

对立时"由于中间机关的存在，将会使资本的安全性濒于危

殆.. "类似满铁或满业的情况，而将华北开发委任给特殊会社

垄断时，违反应以全体国民的意义处理战果的圣战意义"华北

与事变前不同"必须考虑华北方面的适当人物充作合伙经营

者"<2>。

① 〈搞时日本的华北经挥主配上第 126 -131 页。

<2l (中国事变.盘后日本大陆经蕾的政治动向上 .13 - 1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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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私人垄断资本为了享有侵略战争的果实，达成充分的资

本自由活动的目的，反对有碍于其活动的制度和机构，在拟议中

的开发会社落实前反对任何诸如此类的中间机构，开发会社方案

经政府确定后.仍继续抨击统制政策，力图减少开发会社对资本

自由活动的限制。 后者在 1938 年 3 月下旬的第 73 次国会审议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法》 时，有明显的表现。 下面是两位议员质

问发言的摘录:

商桥圆三郎的发富:

我想问一句，关于统制事业的性质，即将中国的交通、

通讯、动力 、 燃料、矿业等广泛的事业，最终都任凭垄断性

的统制，如像满铁历来那样.听任我国特殊会社-贯的官僚

主义经营体制进行死板的、非经济的经营…. . 政府究竟有元

信心在本法的开发会社下，使元竞争的垄断统制会社不陷入

那种官僚主义的经营，真正进行有效的经济性经营呢?①

回村秀吉发言:

自满洲事变以来，在-部分年轻军人或官僚当中，动辄

受时代思潮影响，无视人类活动的基本实惰，或者受国家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进行满洲经济开发时，不许贵本

事进牵.不许财阀加入，或者不许获利， 'F 以禁锢的意识开

发经济。 世间把这样干的思想称之为右翼共产主义。 私人责

本因怀有恐惧 ， 不敢进入满洲，也不能充分发动民间企业。

所以，满洲独立已 7 年，而我国民间投贵只有 2. 3 亿元，以

致满洲的经济开发非常缓慢，并未达到目的…..‘现在，在百

万皇军苦心开辟的中国进行开发时，不能重黯在满洲的覆

① 高桥圆三郎 ( 战后曾为自囱茸茸员 、 亚洲经挤圃.促进金主席 ) 1938 年 3

月 20 日在盘棋院盎盲. jt直开监舍性， (jt支部开盘株式合性且荣革毒社设

立书费!II). 1942. 第 42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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辙。 对于经济开发，必须以民间责本的自由进入为根本，必

须依靠民间企业的积极活动。①

满铁调查部认为，拒绝满铁直接进入华北的还是日本政府的

意图，而"国内资本家拼命地反对满铁垄断大陆，和现地军、

海军以及国内官僚、一般经济界对关东军 满铁的政治亲密关系

的忧虑..强化了政府的意圈 。 但是，最根本的还是侵华战争长

期化所造成的形势，即日本要强化战时体制，建立军需工业，打

破筹措资金的难局，不能不缓和严格统制方针，容许日本国内资

本自由活动 。 亦即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所谓保证日本垄断资

本利润的统制，实行军部与财阀相互结合[勾结]的战时体

制。@但这不意味着统制政策的放弃，改变的只是统制的程度 、

方式与领域。

三 日政府决定另设会社

其实，满铁执意推行的统制政策，原本是军部的意识与主

张 。 但是，在这方面军部不仅悄悄地在改变，而且逐渐地将其

转变公开于世 。 这种转变发生在东北(例如满业的面世) .也

体现在华北的侵华战场 。 1935 年 8 月兴中公司被批准设立时，

陆军大臣找满铁总裁谈话时即提出"应适当吸收其他方面的资

本" 。 而在 1935 年 12 月中国驻屯军的 《华北产业开发指导要

领》中，更加a骨地提出"促进财阀巨头的崛起..也就是要

求日本财阀积极参与华北的经济侵略。 1937 年 9 月 30 日拟定、

10 月 15 日送交日本陆军省的华北方面军特务部的《华北经济

① 田树'昏吉 1938 年 3 月 20 日在盘棋院的盘言. (北直都开童悻式牵挂且提罩

舍社世立书费撞上，自 49 页。

<2> (中国事变爆盘后日本大陆经营的政治动向 l . !II SI-S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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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基本要领扎 实际就是源于上述中国驻屯军的 《华北产业

开发指导要领}。 华北方面军的"要领"中所设计的"经济开

发"主体，是"设立华北兴业公司(暂称) ，统管兴中公司以

及其他现有事业，此外纠合满铁和广泛的内地资本，并尽量促

使当地土著资本参加"满铁和兴中公司都被排除在"主体"

之外。①

而当时日本经济界的华北热正在迅速升温， 1937 年秋到

1938 年春达到高潮 。 他们唯恐搭不上末班车争先恐后地拥人华

北，争抢侵略战争的赃品 。 日产财阀迁移东北的情势也起了推波

助澜的作用。如前所述，日本私人垄断资本为了达到自由侵入华

北的目的，大肆攻击伪满的统制主义，用词之激烈，致使关东军

都恼怒地通牒中央军部和华北方面军要求注意此事。 但另一方

面，推行庞大的战时经济计划，也迫切地需要日本财界和产业界

权极参加和支持。 当时，伪满产业五年计划已付诸实施，日本

"生产力扩充计划"也即将出台，再加上华北开发、华中振兴两

社的设立，和大规模中国经济掠夺的开始，需要大量资金。@据

传， 1937 年拟定的"国满华综合计划"需要资金达百亿元，而

当时财界的投资力仅有 20 亿元曲。 同时，由于侵略战争扩大所

造成的国际关系紧张，和当时各国的经济危机，日本出口贸易锐

减，出口减少又导致进口的萎缩，以致日本第一年物动计划所安

排的迸口指标都未能实现，影响紧需的军工生产。 为了摆脱迫在

① {七七事变后 日本掠夺华北贤，目的且枢纽)，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0 年第 4

期，第 4.5 -46 页 .

@ 华北开2量合性贵本 3 . 5 亿元，社愤限额口 5 亿元，共 21 亿元 z 华中矗离去

社贵卒 1 亿元.社债限额 5 亿元，共 6 亿。 两吐共需 27 亿元。 暂挂华jt开

盎合性 3 年内所需贾盘，华中撮到告桂暂且平棋.亦需 14 . 3 亿元。

@ 精性调查部 ， (作为大陆经营责童醺遭的榄枝的地位) [ 糟经 (二 ) Z 4 , 

1938 年 8 月 ] 内瞌 : 日本国内生产力扩充计划所需贾盘.至少为 60 亿 - 70

亿元.华北需要 15 亿元，伪满需要 2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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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蜒的资金窘境，日本政府面临的选择和出路，只有缓和"严

格的统制"以大力吸引私人垄断资本;当然民间资本"自由迸

出"的"无统制"的弊蝙也必须防止。而体现这一抉择的是内

阁第三委员会于 1937 年 12 月 16 日制定的{华北经济开发方

针}①.而它是以华北方面军的上述{华北经济开发指导要领}

为基础的~o 8 天后日本内阁会议决定的《支那事变处理要纲》

出台，其中关于所谓"经济开发方针"有专门的表述。当时.

不仅中国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已经沦陷 (1937 年 12 月 13 日) • 

而且华北临时政府伪政权也已出笼( 1937 年 12 月 14 日) 。 至

此，日本经济界政界关于占领区经济掠夺政策之争，尘换落定，

化为历史 。

日本内阁上述决定"以政治上成立防共亲日满政权，经济

上确立日满华不可分关系为目标。"前者的具体化首先是翌年 1

月 16 日日本政府"不与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发表。关于所

谓"经济开发方针"内阁决定与第三委员会决定完全-致，其

中关于华北经济规定:

为开发和统制华北经济，设立一国策合社，按举国-数

精神，和体现全国产业动员的宗旨组织之。

关于主要交通运输业(舍港湾及道路)、主要通信事

业、主要发送电事业、主要矿产事业、盐及盐利用工业等重

要产业，由上记会社开发经营和调整。

上记会社的经营，适应日满的重要产业计划.并经常事

'‘我国实惰，注意缓急适宜 。

① 〈现代史暨料. 9 .日中战争 (2川，日本;'1"1"书房.lIi 59-曲页。事三

费员舍是 19)7 年 10 月与企画院同时设立的.是占领区经挤决.机是.

@ 第三垂员生决定的"方针"中，只翻除婚'部章中"国.舍社"事业事目

中的"加工企业和"方针"中的"排除镜制"宇样.



武刀与资本的新结合 373 

上记重要产业之外的事业，除有特别事由的场合，不加

以特别的统制。①

应该特别注意到的是:在内阁决定所附的"阁议谅解事项"

中规定.不同意交通、通信业"满华由一个会社统一经蕾..而

第三委员会决定所附"谅解事项"则规定，在华北经营交通、

通信事业的单位.要"经常与满铁及满洲电电保持密切联系 .. 

并"采用充分发挥他们作用的方针"。 两个"谅解事项"的针对

性和用意不言自明 。

华北开发会社和华中振兴会社是同时筹设的。 作为日本特殊

会社的两杜立法活动 ， 在 1938 年 3 月中旬完成。 1938 年 3 月 15

日，作为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正式推出 {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

设立纲要》 和 {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设立纲要上 并下发给了包

括北京大使馆等有关部门 。 而两项"纲要..就其内容来说，无

非是两个会社的会社法的浓缩。

目

的

贾

本

华北开发与华申报兴商栓会桂法要点

北直都开监幢式全社桂 中支部援我株式生性桂

'一矗 '一矗
促进华北经桥开盒，图谋其统告调堕. 协助完成华中经畴的恢置和开盎

本店设东北 本店设上梅

'二.， '二晕
贾本 3. 5 亿元，且政府认可得以增加 暨率 1 亿元.经政府认可得以增加

① 〈日本外童年事井主要宜将}下.第 381 - 384 页 。 ì9: .要纲"中，提于华

中占领区经轩<<li ， .以确立帝国经霄盎腥的基础为目标为此.将植鼻

的周边(除翻鼻及跑鼻筑路之大上悔市管辖 1;0 作为伴到市.在市内将电

话、 电力 、 电灯 、 水谨 、 煤气 、 电车告汽等公共性目的幡事业的事缸，由ft

竟把握.在经营革些的同时， 设立担当有主事业经营和调噩的'簸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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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

北主部开盘篝式毒性法 叫F主嚣.提幢式告社怯

政府暨出
第三" 第三矗

政府出暨以1. 75 亿元为限 政府出暨 3侃"万元

草府股曲的股童实量幡与真他股曲的 政府股曲的股盘主搬帽与真他般曲

应童重搬不同 的般盘宴'脏不同

"九矗 '人矗

负
世且戴』人、副且量 2 人 、理事 5 人以 世且疆 、副且疆各 1 人、理事 3 人以

上 、监事 2 人以上 上、监事 2 人以上
费

'十矗 '十矗
人

单砸、副且载锺幢载自雇府任命，任期 a戴.副且戴经幢擅自政府任命，任

5 年 期 4 年

111+四矗 '十二"
对如下事业的主要者进行担责或凰 对如下事业进行量暨矗融暨

责，统合调噩真是青 (一)吏通运输事业

业
( -)吏矗且菌鸿事业 (二}矗信事业

(二)通信事业 ( 三)电气、瓦斯且水遭事业

务
(三)量量电事业 (四)矿产事业

(四)矿产事业 ( 五)卓严事业

(五)盐且盐利用事业 (大)以上各号外华中公共利益'医揭

(大)上记岳号外促进华北佳挤开盘骨 产业。在特殊情况r.华中撮提合世经

须篝合调整的事业 踵府认可.得自青国各号所军事业

'十五矗 '再+三"
帽直行事撮般盘菌 5 倍的华Jt开盎僵 4粤盎行事辙殴童额 5 倍的华中噩具

鼻 债#

'十大矗 111+四"
吐 盎行债费时须经政府认可 直行债鼻时须经政府认可

!II-t七矗 111+五矗

债 政府保证华北开盘债聋的还本付血 踵府ii证华中摄具债鼻的还本付血

第十八矗 第+六"
华北开盘愤鼻持有者拥有优先予其他 华中帽血债鼻街有者拥有优先于其

愤极者以华北开量合性财产惶晴自己债 愤极者以华中据兴牵扯财产偌晴自己

极的极和l 愤极的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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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直那开芷悻式合性桂 中直黯噩兴悻式会社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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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北直那开监悻式合性法}于 1938 年 4 月 30 日以桂律'自 8 1 号公布. 此后

1939 年 4 月 4 日 、 1940 年 2 月 29 日 、 1942 年 3 月 6 日 、 1943 年 3 月 15 日幢过II:~

"政.
f 中直罩噩舟株式合性硅} 于 1938 年 4 月 30 日以桂律晴 82 号公布.此后 1939

年 、 1942 年 、 1943 年、 1944 年.世过 4 在曹苗。

此事所示为未经悔改的最初桂律文本.

暨料来菌 。也主那开监株式告吐且提-盘扯世立书费量)，日本外务省档靠胶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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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3 月召开的日本第 73 届国会，以通过{国家总动员

法〉而著称，该法的制定与实施意味着.日本已从准战时体制

过渡到战时体制时期 。 就在此次重要国会即将闭幕的末期，日本

政府匆忙地将两会社的"会社法" (如表)提交众议院和贵族院

审议。虽然议员们对仓促讨论如此重大法案表示不满，但是还是

予以一致通过了 。 不过，基于"资本与国策之间的激烈矛盾"

政党代表财阀的主张，也提出了尖锐的意见。 从法律草案来看，

两会社特别是华北开发会社，是纯粹的控股会社，而且投资的子

会社的范围也被规定。 它和满铁握有直接经营事业和事业内容

不受限制根本不同。议会讨论的焦点是，华北占领区经济掠夺

的根本方针和方针实际运用机能，以及与这些机能有效发挥的

监督机关问题等。政府对这些问题缺乏准备，而仅仅是急于解

决经济机构问题。 因为侵略战争日益扩大.掠夺计划急于付诸

实施，经济问题特别是企业统制模式问题急需解决。 尤其是由

于各种产业资本又积极热衷于个别投资，更加剧了问题的迫切

性。 于是，日本政府出于必须缓和统制，又不能抛弃统制的考

虑，推出了提交议会的法案 。 这样，议员们对政府的质问，除

继续攻击过去的官僚式的统制与经营外，主要对华北开发会社

的所谓"统合调整"和监督机关的未确定表示了相当的疑义;

认为"统合调整"的含义暧睐，统制企业和自由企业的界限是

模糊的;中心监督机构极不明确，仅考虑行政性监督机关是不

适当的。政府方面虽然给予回答，例如，强调"统制在日满华

整个根本性计划上有特别必要者，华北开发会社主要将着重点

放在这方面。"①但是，议员和经济界的艇虑没有解决。至于子

会社的问题，诸如企业计划、实行可行性 、 开发会社及子会社的

政策地位等等，更毫未涉及。这-切就决定了会社设立过程的复

杂性。

① 《中国事变后日本大陆经营的政情动向上'自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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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满铁垄断华北经济的企图和满铁的经营模式在华北遭到拒

绝，但是，华北开发会社及其关系会社的设立策划业务，仍由满

铁调查机关承担。 经过足足半年之后，华北开发会社才于 1938

年 11 月 7 日出炉。 华北的各经济部门则依据所谓"冠军"和

"内行"的原则，被日本垄断资本所瓜分。 " 一业一社"的原则

已被扬弃，例如煤炭资源就被六大日资集团所分割 。 到 1941 年

华北开发的关系会社已达 30 多家。 但是，随着战时经济的恶化，

华北开发的"统合调整"开始打破. 1942 年 3 月"华北开发会

社法"被修改，华北开发开始直营事业。 1944 年 2 月"会社法"

再次被修改，从此华北开发在日本政府命令下，从事服务于战争

的所谓"紧急事业..即把一切都集中到维持眼前战争这一点

上，直到日本战败 。

(吉林社会!科学院满铁资料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