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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 对正在推进的

中国现代化之路，无疑是场“腰斩”。

历史学家罗荣渠估计，日本的侵略至少

使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延误了 20 年时间。

彼时，日本正竭力阻止国民政府形成作

为近代民族国家所必须具备的统一货币体

系。早在 1932 年 6 月，在伪满洲国成立中央

银行，并成功进行货币整理后，日本就企图

在华北成立第二伪满洲国， 形成日满华经

济区域，从而把华北纳入日元区。

而 1937 年之前的中国，正在延续着“实

业救国”的思绪当中。 1932 年，国民政府实

业部制定四年计划，至 1936 年，将该项计划

延续成资源委员会重工业建设的三年计

划，此后 1937 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又决

定了经济建设五年计划， 这些计划的目标

重点是， 推动国家资本工矿事业的建设和

发展。

按照《剑桥中华民国史》 的说法，1927

年到 1937 年， 是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

十年。 由于日军疯狂进攻和残酷“扫荡”，国

民党的经济封锁， 中共的抗日根据地遭遇

严重困难。

与此同时， 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从

1942 年底开始在陕西边区进行着“大生产”

运动，这场运动至少保证了该地区平民的自

给自足。 而毛泽东所推行的农民路线，最终

使他解决了更大的问题———工业、农业以及

其他资本在一个庞大的社会体系中，如何排

除外部压力，实现共存而且改变这个国家。

“日满华经济区”流毒

本报记者 张博

晋珀 郭婕 薛怡然

卢沟烽火照亮“公园商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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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 9 月举办的中国抗战胜利 70 周年

阅兵式，公众对阅兵式地点的最初猜测，虽然

被官方基本否认， 但这并不意味着卢沟桥被

淡化，相反，卢沟桥作为中国全面抗战的始发

地，它无论在过去、今天还是未来，必将成为

中华民族记忆的一部分。

一寸江山一寸血

丰台宛平城外，卢沟桥横跨永定河两岸。

这座因“卢沟晓月”而名扬的千年古桥，也承

载着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血

与火的记忆。

1937 年 7 月 7 日，疯狂的日本侵略者在

这里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七七卢沟桥事变”，

就此拉开了长达 8 年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序

幕。

当日深夜，日本华北驻屯军第 1 联队第 3

大队第 8 中队， 在卢沟桥附近以一名士兵失

踪为借口向中国驻军寻衅， 要求进入宛平县

城搜查。 当遭到中方拒绝后，7 月 8 日晨 5 时

左右，日军突然发动炮击，守卫卢沟桥和宛平

城的第 219 团第 3 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

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 驻守在卢沟桥北面

的一个连仅余 4 人生还，余者全部壮烈牺牲。

一寸江山一寸血。 驻守北平的 29 军，挥

动大刀重夺铁路桥，在卢沟桥区域与敌决斗，

下定“愿以此桥为宅兆”的刻意。同时，天下各

界声援不停，对火线给予了各类支撑。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守军和日军在

卢沟桥激战数日， 日方一面借谈判压中国方

面就范， 另一方面则借谈判之机调集大批援

军，向平津一线大举进攻。

1937 年 7 月 28 日上午，日军 1 万余人，

在 100 余门大炮和装甲车配合、 数十架飞机

掩护下，向驻守在北平四郊的南苑、北苑、西

苑的中国第 29 军第 132、37、38 师发起全面

攻击。29 军副军长佟麟阁、132 师师长赵登禹

先后战死。 7 月 29 日，北平沦陷，30 日，天津

失守。

“英雄之地”在转型

“发生在七十年前的卢沟桥抗战，开辟

了中国历史的新进程， 为了中华民族的独

立，促成了国、共两党的团结抗日，它显示

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6 月的一

个周末，北京东城区一队小学生，来到卢沟

桥，在这里开展“铭记历史·圆梦中华”———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 70 周年社会实践活动。 辅导员老师

给孩子们讲述那段历史时，告诉孩子们，铭

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

如今， 78 年过去了， 昔日硝烟弥漫的

战场，已经成为高楼林立、湖光树影的“公

园商务区”。

丰台区将“通过修复历史人文景观、工

业老厂房改造、引进大型实景演出等项目，

以‘口岸文化’为核心，将卢沟桥地区建成

京西南全新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 ”卢沟桥

所在地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 卢沟桥

本身的古文化就很深厚， 再加上震惊中外

的“卢沟桥事变”，充分显示了中华儿女不

畏强暴、勇敢顽强的民族精神，比如在卢沟

桥抗战的过程中，涌现出无数的抗日英烈，

其中，赵登禹将军就是杰出的代表！ 至今，

他还长眠在曾经浴血奋战过的卢沟桥畔。

因此，在卢沟桥打造文化创意产业园，既是

对历史的铭记， 也是对这片土地英勇精神

的传承。

记者了解到， 规划中的卢沟桥文化创

意产业聚集区，包含五大区块，即卢沟桥—

宛平城区块、晓月湖—岱王庙区块、长辛店

古镇区块、永定河卢沟桥段区块、园博园区

块， 在区域面积达 10 平方公里范围内，打

造以“一桥、一城、一岛、一镇、一河、一园”

为核心的六大主题， 为现代商务区提供最

佳的社会配套。

“总部经济”进行时

走出卢沟桥， 大约 5 公里就到了丰台

科技园 ， 在这里能完成历史与现代的切

变。

不久前， 北京第四座万达广场———丰

科万达广场已正式落户丰台科技园， 不但

如此，规划中的北京第五座万达广场，也落

在丰台。 记者从丰台区政府了解到，到目前

为止，丰台科技园的核心区，已吸引大中型

企业 500 余家， 其中 70%—80%为高新技

术产业。

据介绍， 作为中关村最早的“一区三

园”之一、丰台重要的产业功能区、全国知

名的总部经济聚集区， 丰台科技园目前入

驻企业已达到 5000 余家， 包括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 463 家。其中上市公司 45 家，拥有收

入过亿元企业 216 家。

丰台副区长、 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张

婕表示，得益于总部经济发展模式，丰台科

技园区在 1992—2011 年， 由京郊农村蜕变

为一座现代化新城， 并实现了由自然经济

转型到高新技术制造业， 再到科技型总部

经济的转型。 20 年里，园区技工贸总收入由

6200 万元上升到 2600 亿元， 上缴税费由

200 万元上升到 58 亿元。

记者从丰台科技园方面了解到，2015

年一季度，园区实现总收入 739 亿元，同比

增长 18%， 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 17.9 个百

分点，高出全市 2.5 个百分点，位列一区十

七园第四位。

“轨道交通、 应急救援、 节能环保以及

军民结合的产业是丰台重点支持的优势主

导产业。 ”丰台区经信委副主任孙瑜，此前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今年丰台区将给

这些企业更全方位和系统的服务， 进而提

升整个区域的产业层次和水平。

同时，丰台科技园方面表示，应急救援

科技创新园、二七机车厂、二七车辆厂、首

钢动漫城、永定河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丽

泽金融商务区 7 个区域已纳入示范区范

畴，享受示范区政策；入驻园区的企业可同

时享受国家级、市级、丰台区的三级政策。

对于引进的重大项目和高精尖企业， 全区

政府部门联合提供环境推介、企业落地、政

策支持、困难解决、户口解决、子女入学服

务等全方位、高质量的服务。

“足够大的土地规模、足够便捷的出行

交通， 足够多的产业优惠政策……为丰台

发展注入足够大的强劲动力。 ”丰台区投资

促进局局长郭晓一表示，目前，丰台 100 栋

商务楼宇总建筑面积 496 万平方米， 其中

待租售 194 万平方米，占比近 4 成。 如此巨

大的规模体量， 既能满足大项目和大企业

的需求，也能满足“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

的需求，适合金融服务、高新技术、高端装

备制造、文化创意、会展旅游等不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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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的企业家

八年抗战:被毁坏的中国经济之三

When

李烛尘出生于湖南省永顺

县一个小康家庭里，19 岁考中秀

才，1909 年他毕业后来到北京。

当时革命浪潮峰起， 辛亥革命

后，1912 年李烛尘去日本留学，

攻读电气化学，1918 毕业后怀着“实

业救国”和“科学救国”的理想回国。

研制新品打破垄断

回国后，李烛尘获高瞻卓识的范

旭东邀请，在久大、永利、黄海三位

一体（史称“永、久、黄团体”）的化工

企业任经营部长、厂长等职务。“永、久、黄团

体”于 1925 年永利终于生产出纯碱，行销国内

外， 打破了英国财团在中国市场上的垄断，居

我国当时民族资本化工事业的前列。

1937 年“七七”事变后，华北的久大、永利

被日寇劫占，“永、久、黄团体”决定全部内迁：

李烛尘被推为内迁总负责人。 当时“永、久、黄

团体”内迁员工、眷属共千余人，在他的指挥和

安排下，于 1938 年 3 月全部安全撤至重庆。 他

奉范旭东之命，将 300 余名技术人员，除一部分安

排在黄海化工社进行研究工作外， 其他分别安排

在他任厂长的几个分支厂， 继续发挥他们的技术

专长，使他们各得其所，才尽其用，为“永、久、黄团

体”的发展做出贡献。

战火中保护产业

塘沽沦陷后，日本军队把久大、永利厂包围。

李烛尘按照范旭东的要求， 指派员工将厂内留下

的部分蓝图和资料集中在制碱炉内烧毁，部分图纸资

料则秘密保存，以为到后方建设碱厂做技术准备。

随后，李烛尘又派人以复查测绘为名进入塘沽永

利碱厂，他们的主要任务，一是拆散处理掉石灰窑顶

部的分石转盘及遥控仪表；二是拆除当时属最新技术

的蒸馏塔上的温度传感器； 三是拆毁碳化塔的部分管

线。 拆下来的仪器和图纸一起，在当年的 8 月底由碱厂

职工携带分批乘船南下， 再经香港转道武汉和长沙，之

后又陆续转移进川，成为在大后方重建盐厂、碱厂的重

要财富。

1937 年秋，日本军部华北开发公司授意其下属兴中

公司夺取永利碱厂。 由于永利碱厂在国际上负有盛名，

日本人起初还有所顾忌，兴中公司代表刀根曾几次“拜

访”李烛尘，大谈“日中亲善”，企图与永利合作经营。 李

烛尘避而不谈。 碰壁的刀根找来过去与永利有过一段合

作关系的日本三菱公司， 由三菱公司出面向李烛尘提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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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斥强盗野心

“侵略者的伎俩，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在我祖父

眼里都是露骨的强盗逻辑。 他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李烛

尘的孙子李明智回忆说。

但三菱公司的代表仍纠缠不休， 李烛尘搬出永利碱

厂的章程说，“我们是民营企业，公司章程明文规定，必须

是华籍人士才能入股。 我个人是无权更改公司章程的。 ”

日方并未就此善罢甘休。 与此同时， 永利碱厂过去

的主要竞争对手英国的卜内门公司华行的总经理吉勒

理， 也派其华人董事孙仲立多次找到范旭东和李烛尘，建

议把永利制碱厂改为中英合办。 卜内门公司愿意用在日本

银行的存款 30 万银元做抵押，作为合作的前期投股。

对那段历史， 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张利明说：“卜内

门公司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一方面他们为了保全自己的

资金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 另一方面， 趁此机会将其资本

加入永利，准备在战后作为与永利碱厂合作的依据。 ”范旭

东、李烛尘对此建议也都予以拒绝。

日本军部再也耐不住性子。 1937 年 12 月 9 日，日方军

代表拿着预先拟好的协议， 逼迫李烛尘在文本上签字。 李

烛尘忍无可忍，一改往日斯文儒雅风范，怒斥道：“世界上

哪有强盗抢了东西还要物主签字的道理！ 你们做强盗也太

无勇气了！ ”

（作者单位：北京国力基柱企业文化交流中心）

李烛尘：

一心报国无所惧

1931 年 9 月 18 日， 日军挑起

“九一八事变”， 占领中国东北，并

一手炮制了伪“满洲国”。 日军占领

东北后，将魔爪伸向华北，阴谋策

动“华北自治”。 1936 年 6 月，日本

天皇批准了新的《帝国国防方针》

及《用兵纲领》，公然宣称要实现控

制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最后称霸

世界的野心。 8月 7日，日本五相会

议通过了《国策基准》，具体地规定

了侵略中国，进犯苏联，待机南进

的战略方案。 同时，还根据 1936 年

度侵华计划，制定了 1937 年侵华计

划。 从 1936 年 5 月起，日本陆续增

兵华北，不断制造事端，直至爆发

卢沟桥“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背景

1949 年 1 月，天津解放后，永利、久大两厂随

即复工,他积极宣传党的政策，领导工商界恢复

生产，支援前线，为解放全中国效力。 同年 4 月，

刘少奇到天津对工商界作重要讲话，鼓励工商界

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并参观了永利碱厂，与李烛

尘进行了三次长谈， 表扬他对工商界所做的工

作，鼓励他继续前进，还对久大、永利存在的具体

困难，提出解决办法，给予很大支持。新中国成立

前夕，他代表产业界参加了新政协会议。 新中国

成立，李烛尘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后

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