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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生活

八年抗战:被毁坏的中国经济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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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在 1933 年做出决定，规定从当

年的 4 月 6日起， 彻底废除从晚清流通至今

的银两，这项货币改革政策的出台，在更大程

度上， 是为了保证从 1927 年至 1937 年的经

济政策不会受到货币变化的影响， 最终使金

融和税收这两个维持政府运转的基本手段能

得到贯彻。

之前，作为铺垫的国民政府公布的《统税

条例》于 1928 年 2 月正式实施，它是一种以

大宗机制品为课税对象的消费税。 此项税收

在国民政府的中央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有

所上升。 从 1931 年的 7.4%到 1935 年的

12.17%，数量上也从 1931 年的 0.53亿元增至

1936年的 1.17亿元。

延续上述思路， 南京国民政府在财政经

济方面做了如下工作：第一，整理财政，统一

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改革税制。 第二，发表

与各国重订新约的宣言，开展关税自主运动，

否定领事裁判权。 第三，统一国家货币，限制

白银外流。 第四，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一系列财政经济措施， 促进了中国基础

经济的发展： 与英美等国新的关税条约的缔

结带来了关税的显著增长，由 1927 年的 1.53

亿元增至 1934 年的 3.83 亿元， 占总收入的

41%，比 1927年增加了两倍。

从 1931 年到 1936 年， 中国工业年增长

率保持在 9.3%的水平，10 年间兴建了 8000

公里铁路，超过以前几十年的两倍，现代工业

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 比 20 年代翻了一

番。

经济的发展也使城市化进程加快，到

1937 年出现了沪、平(京)、津等人口过百万的

大型城市，这一切表明，中国已向现代化工业

文明迈进， 但是由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打

乱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断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裕

仁广播《停战语书》， 宣布无条件投

降。 中国浴血 8年的抗日战争结束。

当天， 天津塘沽的一个工厂里，

许多职工正用大把的刷子，从桶里蘸

上石灰水，拼命地刷去“共存共荣”、“大

东亚共荣圈”的口号。

这家工厂是中国第一家精盐工

厂———天津久大精盐公司。 它是著名民

族资本家范旭东化工实业帝国中的一

员，在抗战期间被日本人强行占领。

宁举丧，不受奠仪

1905 年前，中国第一座精盐厂在塘沽诞生，老

板是 27 岁的湖南人范旭东。

范旭东后来被称作是中国化工业之父，他在回

忆他的第一个工厂的厂名“永大”时说，寓意就是

民族工业永远发扬光大。其永利碱厂“红三角”牌纯

碱名杨海外，他的另一个企业被誉为“远东第一大

厂”的南京永利铔厂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批硫酸铵产

品和中国第一包化学肥料。 抗战期间，范旭东在大

后方办厂，推进了大西南的建设。

正当范旭东的事业如日中天时，时局突变，中日战

争全面爆发。在整个亚洲都首屈一指的盐碱大王范旭东

和他的能够生产重要化工产品和军需物资的化工厂，自

然是日本人眼中迫切想占为己有的“肥肉”。 1937年秋，

日本军部派代表以日中亲善为由，多次“拜访”永利碱厂

的负责人李烛尘（范旭东的好友），李烛尘对合作经营避

而不谈。多次碰壁的军部代表找来了以前和永利有过合

作的日本三菱公司，让他们以民间财团的名义,提供技

术和资金进行投资，由两家“合办”永利，再次被李烛尘

严词拒绝。

日本军部再也耐不住性子，1937 年 12月 9 日，日方代

表拿着预先拟好的“协定”文本，逼迫李烛尘在文本上签

字。 自此之后范旭东在塘沽的产业全部落于日本人手中。

随着战火的不断蔓延，范旭东将永利铔工厂由原来生

产化肥改为生产硝酸铵，日夜不停地赶制炸药，以供应前线军

需。

日本也深知南京永利铔厂的重要性， 于是故伎重施，“一

再要求合作”。 范旭东深知他们的手段和目的，他知道南京永

利铔工厂的存亡迫在眉睫了。于是范旭东发下誓言：“宁举丧，

不受奠仪”。随后，他痛下决心命令凡是可以搬动的机器材料、

图样、模型都抢运西移。 笨重巨大无法移动的设备，则将仪表

拆走，其余设备拆下投入长江，并布置全部技术人员和老工人

向内地转移。

“不是逃难，是创业”

损失巨大的搬迁，严重匮乏的资金，交通辗转难行，人员

拉家带口，但范旭东认为这不是一次“逃亡”是创业，他决定在

中国的内地再建一个化工中心。

1939 年，范旭东在乐山五通桥（现属于四川省乐山市）重

建了永利化工基地。

基地为了恢复生产，设备是必不可少的。范旭东决定从美

国购买生产器材，但是器材从美国运往四川，运输异常困难。

范旭东决定亲赴美国，购置福特牌载重汽车 200 辆，又转赴缅

甸。 可是，就在范旭东认为一切都准备就绪时，1942 年 3 月，

仰光失守，永利购买的设备经过千辛万苦，还是功亏一篑。

“屋漏偏逢连阴雨”，重庆作为抗战时国民政府的陪都，经

常遭到日军的轰炸， 范旭东在乐山的永利化工基地也在劫难

逃，不仅楼房坍塌，还死伤好几位技术人员，损失惨重。

除了设备之外， 永利面临的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制碱用的

盐。 抗战前的永利一直使用的是廉价海盐作为原料的“苏尔维制

碱法”，然而在四川用的都是昂贵的井盐，当时的永利并没有用

井盐制碱的方法。 范旭东一边在国内成立了相应的研制机构，一

边委派侯德榜（永利化工基地总工程师）远赴美国进行新的制碱

方法的研究。 侯德榜不负众望，研制出了新的制碱方法，后来范

旭东把新的制碱方法命名为“候氏制碱法”。

工业先导，功在中华

历经千难万阻，永利在大后方的经营可以说是很惨淡。 最艰

苦时候，甚至连员工的一日三餐都得不到保证。 即便是这样，范

旭东和他的员工们仍激情未减。 范旭东曾经说：我从不后悔当年

的撤厂内迁，不管多么的艰苦，我都会不遗余力地支持抗战，继

续生产抗战急需物资，直到生命终结。

1945 年 9 月 17 日下午，被蒋介石邀请赴重庆进行和平谈

判的毛泽东接见了范旭东。 毛泽东说：“久仰范旭东不辞辛苦创

建民族工业，功盖华夏，今日相会三生有幸。 ”

半个月之后，范旭东因病辞世，年仅六十二岁。

听闻范旭东逝世，毛泽东十分震惊并赠送挽联“工业先导，

功在中华”。 蒋介石赠送挽联是“力行致用”。

1945 年范旭东去世之后，推侯德榜接任总经理，并将永利公

司资产平均分成十一份，其中一份，平均分成五分，五分之四奖

励经历抗日战争的永利员工， 五分之一赠给范旭东的妻子谢氏

和两个女儿范果恒、范果纯。

（作者单位：北京国力基柱企业文化交流中心）

范旭东：

用实业对抗侵略

“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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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 6 月 23 日， 抗战老兵陈璞最想

去的还是衡阳南岳忠烈祠，尽管他已去过无

数次。

70 年前的 6 月 23 日， 在南岳忠烈祠这

个地方，陈璞和他的战友在这里与侵华日军

展开一场中国抗战史上最成功的战役和以

寡敌众的最典型战役，这也是中国整个抗战

史上，作战时间最长、双方伤亡士兵最多、最

为惨烈的城市争夺战，是日本战史上记载的

唯一一次日军伤亡人数超过我军的战例，这

就是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的衡阳

保卫战。

浴血苦战 47 天

1944 年 6 月的衡阳雨热同期。 侵华日

寇黑濑联队此间闯入陆家新屋，并盘踞于此

作为指挥部，国军得知消息后派了一定兵力

进行围剿，双方在此激战。

衡阳守军依靠险要的地形、坚固的工事

和钢铁般的意志浴血奋战，以不到 1.8 万人

抗击日寇 11 万之众， 致使日方伤亡达 5 万

余人，由于方先觉部血肉阻敌、孤军奋战、伤

亡殆尽，终致弹尽粮绝、城破沦陷而告战役

结束。

从战役耗时上来看， 衡阳保卫战打了

47 天， 而闻名于世的台儿庄大捷只打了 14

天， 长沙第 3 次会战每次也只打了三四天。

台儿庄等战役，当时都是三面受敌，后方补

给线始终畅通，特别是外围应援之友军都较

围攻之敌强大，故能展开反包围，取得内外

夹击之效果。 而衡阳之四面被包围，孤军奋

战， 既没有援军到达， 又没有任何武器、弹

药、粮食、药品补给。正如当时的新闻界评论

道：“弹丸之地的衡阳， 纵横不过数十里，陆

上有强敌四面包围， 空中有炮弹毒气烧杀，

处此危城， 坚强的守了 47 天， 真是大不容

易。 ”

在长达 47 天的衡阳战役中， 日军前后

向衡阳城区发动了 3 次总攻。当时衡阳城区

成一片焦土，数番轰炸之后，衡阳城殆无房

屋可供燃烧。

“衡阳保卫战” 打破了日本大本营原计

划 7 天之内打通湘桂线直抵滇缅的黄粱美

梦，大大推迟了日军企图“南进”的时日，沉

重打击了日军侵略中国的嚣张气焰，成为中

国抗日战争史上一次以弱御强、以寡敌众的

经典战例，也是中国人民团结御辱、忠勇卫

国精神的集中体现。

“衡阳保卫战”期间，八路军和游击武装

配合国军，几乎全线破坏湘粤铁路、湘桂铁

路，使得日军无力修通铁路恢复通车，直至

1945 年 8 月日军投降， 日军未能也无法借

助湘粤铁路和湘桂铁路发挥丝毫作用，所

以，其打通大陆交通的企图在衡战期间实际

上已经被彻底粉碎。

园区隆起带

衡阳守军和衡阳人民用鲜血和生命，谱

写了一曲悲壮、惨烈的抗战赞歌，赢得了中

外有识人士的永远赞誉。 今天，当历史的车

轮驶过这片土地，当年的抗战精神被植入到

新区发展。比如在衡阳西渡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虽然开工才半年时间，但记者看到，新区

引进的项目遍地开花，商贸工业、文教旅游

等为这片热土，注入新时代的活力。

西渡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首批动工建设

面积为 4 平方公里，总投资 20 亿元，计划用

2—3 年时间，完成 20 公里“三横七纵”路网

建设、20 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建设、4000 亩土

地平整、6 个集中安置小区建设。 这是衡阳

县历年来一次性征地拆迁最多、 面积最大、

整体推进速度最快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园区已完成了产业发展规划和总体规

划编制，拟建设“工业绿肺”“科技之心”“活

力生活”3 个组团，以智能装备制造、生物医

药、电子信息三大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将园

区建设成为宜业宜商宜居的现代新城。

2012 年 5 月， 湖南省政府在全省批准 5

个发展形势较好的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为高

新技术产业园区，西渡经济开发区位居其中。

在衡阳着力打造园区升级版的过程中，

白沙洲工业园又迎来新一轮项目的集聚发

展，就在西渡高新技术产业园开工不到半个

月，衡阳白沙洲工业园区，又举办了懿科科

技等 7 个项目的集中开工仪式。集中开工的

7 个项目，由 4 个工业项目、3 个基础设施项

目组成，总投资 15.1 亿元，建成后可进一步

壮大白沙洲工业园区的发展实力。 其中，工

业项目总投资 10 亿元， 基础设施项目包括

西部路网工程、湘江防洪堤风光带、东三环

道路提质改造工程。 这些项目的建设，可进

一步提升衡阳市的综合竞争力。

“新经济”获捧

园区基础设施的日臻完善，不仅为好项

目的引进提升筹码，也为新项目落地创造了

条件。

4 月 28 日， 唯品会高级副总裁唐倚智

一行，兴致勃勃来到衡阳西渡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就建设唯品会物流仓储基地项目与县

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进行洽谈。 县委书记王

洪斌、县长熊超群希望项目早日签约，加快

建设，尽早运营，服务县域经济，带动新区发

展。

“这是一个大好的投资地方。”唐倚智胸

有成竹， 去年唯品会总营业额达 270 亿元，

其在四川、天津等地建立的物流基地提供了

成功的参考模式， 此次计划在衡阳县征地

1000 亩，提供 3000 个就业岗位，登记注册

独立法人，以示范效应拉动电子商务发展。

“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每一个项

目，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每一名投资

商。”西渡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刘

运文告诉记者，几年来，新区一直在为核心

片建设做准备工作，为发展新经济做各种铺

垫，现已批回土地 8000 余亩，自筹资金 10

亿元； 我们还积极寻求战略性投资合作伙

伴，与湖南湘扬公司合作，完成整个核心片

建设。 目前，该园区完成征地 6000 余亩，核

心区已签约入驻 40 多个相关项目， 投资总

额达 50 亿元。

东方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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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的企业家

衡阳会战是豫湘桂大会战的第二

阶段。 整个衡阳会战中，中国的守军是

国军第 10军，总兵力为 1.7万人（其中

5000余人阵亡；中国官方数字为 6000

余人）。 日军先后投入约 9万兵力，空

军有第五航空军全力配合， 双方兵力

对比为 1:5.3。 日军五个师团的伤亡人

数,据日军第一次统计是 1.9万人,第二

次统计又增加到了 2.9万人,而日本一

军官又说是 3.9万人, 中国估计是 3.9

万到 7万人之间，其中含瘟疫伤亡。 日

军在衡阳之战中使用了毒气。 据美军

十四航空队化学战情报官汤姆生上尉

的研判， 日军所使用的是芥子气与路

易氏气混合物。 衡阳陷落后，日军进行

了惨无人道的烧杀淫掠。

本报记者 王莹

晋珀 郭婕 薛怡然

“数”说战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