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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生活

八年抗战:被毁坏的中国经济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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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31 年大规模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

随着战火烧向内地，那些不得不内迁的企业，

内迁后对中国西部省份的经济产生了很深的

影响。 1935年前，内地省份是与世隔绝的，但

战争最终改变了这一切———在日本人被打跑

后，很多企业留在当地，很多工人成了未来的

工人阶级的一员。

这时， 蒋介石的亲密战友汪精卫开始选

择另外的道路。 汪精卫于 1939年 5月正式投

靠日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 但仅从地域覆盖

上来看，这个时期汪精卫采取的经济措施，更

直观地影响着当时中国的经济走向。

1943年 2月 12日，改组后的汪伪全国经

济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战时

经济政策纲领》，企图统一货币发行权，强化

中央储备银行， 以确保金融对其它经济部门

的支配。 但是由于汪伪政府实施的是配合日

本大东亚战争的卖国政策， 其财政赤字愈来

愈大。

为了弥补赤字，汪伪只好借助于滥发纸

币。 1943 年 4 月军票停发后，中储券发行量

迅速膨胀， 至 1945 年 8 月， 其发行额已达

4l993亿元。 通货数量的剧增，引起物价不断

上涨，进而刺激通货更加膨胀。 这种恶性循环

使汪伪经济陷于崩溃的境地。

而在边远的陕西， 毛泽东领导下的抗日

根据地开始了政经一体化试验：1940 年开始

建立的“三三制”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开展大

生产运动和经济文化建设，开展武装斗争。 共

产党最终获得了成功。

汪伪政府配合日本卖国

1932 年日本发动了“一·二八”

事变之后，侵略者的铁蹄便踏进了中

国的经济中心———上海。 自此以后，

上海各阶层人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

抗日救亡运动，资产阶级在此运动中

充当了先锋。 虞洽卿（1867—1945年），中

国近代航运业巨子，上海市商会会长、宁

波同乡会会长， 也积极投入到了抗日救

亡的潮流中。 他组织了各种救亡组织，筹

集捐款，支援抗战，救济难民，铲除汉奸。

他拒绝日军的拉拢， 维护了自己的民族

尊严， 为中国的抗日救亡事业做出了应

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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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听着隆隆的炮火，眼看着熊熊的火焰，上海

受到了日军的蹂躏。 在此情景下，虞洽卿召集上海

实业界、银行界等领袖人物成立了上海市民地方维

持大会（后改名为上海地方协会），为日后的抗日救

亡运动做起到了领军的作用。

1937 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上海出现大量的伤

兵，需要大量的救护资金。虞洽卿得此消息后，随即以上

海维持大会的名义，呼吁各界仁人志士为支持抗战和救

助伤兵募捐善款， 虞洽卿自己也毫不吝啬的积极募捐。

他还亲自探望伤兵，看到伤兵牺牲自己，保家卫国的民

族精神甚是感动。 此次呼吁得到了积极响应，最后上海

维持大会共募捐慰劳将士款 7300.85 万元，慰劳伤病费

1785 万元，捐献慰劳物资无数。

战争造成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难民问题，在日军的不

断轰炸下，大量的老百姓纷纷逃到租界避难，租界内一

时人满为患。难民的急剧增加导致了上海这一座“孤岛”

粮食短缺的问题日渐严重。 为救济难民和解决粮食短缺的

问题，1938 年 10 月 18 日虞洽卿成立了上海难民救济协

会，以难民居住、衣服、给养、医药、教育及粮食救济为协会

宗旨。 为了使更多的难民得到救济，切实得到帮助，必须筹

备更多的款项，于是虞洽卿以上海难民救济协会的名义公

告各界，认为“救难如救火，积少可成多，人人行善之机会，即

人人救难之职责，凡我同胞当能兴襄此举也”。 同时虞洽卿还

利用自己的航运公司（三北轮船公司），从西贡、仰光（均属越

南）运来平粜米，已解决这座“孤岛”的粮食短缺问题。 虞洽卿

在运粮的途中屡次造到日军的威胁甚至炮火的袭击， 但是侵

略者的猖狂气焰并没有打消虞洽卿救国救民的信念， 反而激

发了他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意志。 虞洽卿在救济难民和运输粮

食的同时，还不断地捐献军需物品支持前线抗战，帮助抗战人

员辗转内地。虞洽卿不仅对上海做出了贡献，更对支持内地抗

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自沉海轮抗日舰

除参加抗日救亡组织外， 虞洽卿自己的轮船公司也为抗

战做出了巨大牺牲。

在抗战前夕， 虞洽卿的轮船公司共有轮船 65 艘 9 万余

吨，占当时全国轮船总吨位的 13%以上。 抗战时，中国军方为

阻止敌军从沿江航道进犯，号召轮船公司无条件的贡献轮船，

封锁长江航道。

军方发出号召后， 虞洽卿带头积极响应， 他捐出多艘海

轮，有 3 万吨载石自沉于江阴（现属于无锡市江阴市）要塞口，

以此阻止日舰进犯。 此后，三北公司的 9 万余吨轮船中，还有

有 2 万吨滞留宜昌，即不能进川江三峡，又因江阴封锁退不回

长江下游，留在上海的只有 4 万吨轮船了。

拒绝日军利诱

虞洽卿是上海名人，如果得到他的支持，日军在上海的统治

将会稳固的多。 因此日军占领上海后，虞洽卿就成了日军多方拉

拢的对象。

日军为策反虞洽卿, 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多方施加压力，迫

使虞洽卿与其合作。 1937 年 8 月，虞洽卿在运送难民的途中，在

上海海关外被阻，日方趁机提出，要以“参加国民政府之和平运

动”为条件，遭到了虞洽卿的拒绝。 但是日方并不死心，1937 年

12 月日本军方在上海组织成立了“大道市政府” 诱惑虞洽卿当

“市长”， 专门派代表到上海找虞洽卿洽谈， 虞洽卿当场予以拒

绝。 虞洽卿回言道：我虽然是一个商人，看中的是商人的利益，但

是我更是一个中国人！

1938 年 8 月日本海军也公开出面，对虞洽卿施加压力，要

求虞洽卿经营的三北公司加入由日伪控制的船舶联合局，为“中

日经济提携” 效力， 这样三北公司“可以确实的得到海军的保

护”。 虞洽卿予以拒绝，并回信称：“盖在此中日不幸事件中，按环

境事实，殊难共同海运事业，况且三北公司现在并无轮船可资运

用。 ”

虞洽卿义正词严拒绝日本人， 却加入了由中共江苏省“联

委”领导发起举办的“物品慈善义卖会”。 随着上海形势的不断恶

化和沦陷，1941 年春，虞洽卿悄然离开上海赴重庆，继续他的抗

日救亡生涯。

虞洽卿 1945 年 4 月 26 日在重庆病逝， 蒋介石亲自为其故

居题写匾额：“输财报国”。

（作者单位：北京国力基柱企业文化交流中心）

虞洽卿：

我更是一个中国人

南京：新常态下的经济“反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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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暑热，走在南京的大街上，抬眼可见

的法国梧桐树， 给人们带来丝丝凉意。 这些

“法梧”大多种植于上世纪中期，属于南京的

文化遗产，为保护市内的这些树，南京人曾一

度发起绿丝带活动。他们注重对家园的保护，

注重保护这座城市的历史血脉， 包括一些遭

日本侵略者践踏的残垣断壁，是为了更清晰、

更果敢地面向未来。

八年抗战，曾让南京受尽屈辱、承受屠城

之痛。“磨难”是贴给这座城市的标签。

屠城之痛

1937 年 12 月 1 日，日军攻占江阴要塞；

是日，日本参谋本部据松井石根的要求，下达

大陆令第八号：“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

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 ”

9 日，日军进抵南京城下，并用飞机向城

中投撒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致中

国守军的最后通牒，进行劝降。 10 日，日军发

起总攻，日军见中国军队拒绝投降，遂向雨花

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第 3 峰等阵地发

起全面进攻，战况较 9 日更为激烈。 11 日，日

军第 16 师团猛攻紫金山南北的中国军队阵

地。 12 月 12 日，从拂晓开始，日军飞机大炮

密集向各城门集中轰炸，城墙四周房屋倒塌，

城墙洞开。 战至中午 12 点，雨花台被日军占

领，紫金山第二峰沦陷，中华门和中山门被日

军突破。 成千成百的中国士兵在没有长官指

挥的情况下，用自己的身躯阻挡敌人。 12 日

凌晨 2 时许，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下达突围、

撤退命令，中国军队的抵抗就此瓦解。当时大

批逃难居民与溃退的散兵拥挤在街道上，城

中秩序开始陷于混乱。

12 月 13 日拂晓， 日军山田支队未经战

斗即占领了乌龙山； 日海军舰艇通过封锁线

到达下关江面，日军第 16 师团一部亦乘舟艇

进至八卦洲附近江面。 大量正在渡江的中国

军队官兵被日海军及第 16 师团的火力和舰

艇的冲撞所杀伤。唐生智撤退后，由萧山令代

理国家宪兵司令一职，指挥未渡宪兵，辗转冲

杀，终以弹尽援绝，力竭阵亡，以自己的义举，

实现了“誓与南京共存亡”的诺言。

日军攻陷南京之后， 在南京城区及郊区

对平民和战俘进行的长达 6 个星期的大规模

屠杀、抢掠、强奸等战争罪行。

1945 年 9 月 9 日上午 9 时，中国战区日

军投降签字典礼在南京中国陆军总部大礼堂

(现南京军区大礼堂)举行。在这场意义重大的

仪式上，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

荷兰、澳大利亚、苏联等国的军官、新闻及摄

影记者共 400 余人参加了受降仪式， 包括同

盟国家代表 47 人。日本投降代表冈村宁次在

投降书上签字。

这意味着， 中国战区日军投降典礼的举

行， 正式宣告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这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中国战区的胜利。

经济“反击战”

战火逐渐平息， 战争给这座城市带来的

创伤，犹如一把悬在头上达摩克利斯之剑，告

诫人们：落后就会挨打！

事实上， 战后南京在发展地方经济方面

表现出强劲的“反弹力”，园区建设就是其中

的亮点之一。

“江苏软件产业在 2012 年的生产总值是

4100 亿元，2013 年是 5180 亿元，2014 年便

达到 6400 亿元，经过认证的软件企业也达到

5000—6000 家。 ”江苏软件园相关负责人告

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江苏软件园注册企业

最多的时候达到了 800 家， 包括现在很多知

名的大企业、地方大型软件企业，都曾在发展

初期享受了江苏省的软件优惠政策。

据介绍，2000 年的时候， 适逢江苏省南

京市调整产业结构， 从 80—90 年代的电子、

化工、 纺织三大顶梁柱产业转型到相对低能

耗、低污染的软件行业。按照江苏省软件产业

股份公司总经办主任施琦的描述， 江苏软件

园是江苏省委的“试验田”，得益于软件行业

的发展前景和政策优惠， 这个第一个吃螃蟹

的园区早期的发展还算顺利，“当时我们是租

赁南京熊猫集团的厂房，以此作为物理载体，

当时只要在江苏软件园内注册， 还可以在园

外办公经营，同样享受政策优惠”。

在初创发展阶段， 江苏软件园成为了江

苏省软件企业的黄埔军校，用今天的话说，江

苏的软件大企业大多是江苏软件园“孵化”出

来的。 对此，施琦很自豪。

江苏软件园目前拥有多个园区基地，每

个基地都有所定位， 徐庄基地定位为中小软

件企业孵化基地和科技成果转化实验基地、

国内外知名的企业研发中心及总部基地。 除

此之外， 还有定位为大中型软件企业聚集的

产业基地、 软件外包服务出口的吉山基地以

及以研发为主、商务配套的生态型、花园式园

区的天目湖基地。

各基地的建设， 都在按照各自的定位紧

密推进。 比如其中的徐庄基地，占地面积 266

亩，总建筑面积约 17.2 万平方米，徐庄基地

的建设已基本完成。 截至 2014 年底，徐庄基

地已累计引入企业 61 家， 包括苏宁电器、途

牛网等“巨头”企业，入驻企业 2014 年度产值

突破 35 亿元。 吉山基地累计引入企业 35 家

企业，入驻企业 2014 年度产值突破 18 亿元。

江苏软件园的产值在整个江苏软件行业排名

可以说是名列前茅。

转型重头戏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转型升级成

了每一个产业园不可忽视的问题。 江苏软件

园的转型方向之一便是孵化器。

“江苏软件园已成立孵化器子公司，江苏

省的孵化器非常多， 我们便开始思索能不能

建立一个平台去实现产业的集聚， 面向全国

甚至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 ”施琦告诉《中国

企业报》记者。

江苏软件园在孵化器方面的布局是一盘

大棋。“江苏虚拟软件园”便是这盘棋的利器，

江苏虚拟软件园基本囊括整个江苏省的孵化

器，形成了以中国（南京）软件谷服务基地与

江苏软件园服务基地为核心，辐射江苏 11 个

地市、21 个软件园区的江苏软件产业公共服

务体系。 目前已建成了 SaaS 服务平台、测试

服务平台、人才服务平台、外包服务平台、信

息安全服务平台、工业设计服务平台、船舶应

用服务平台、云应用服务平台、物联网服务平

台等专业服务平台。

“平台” 是江苏虚拟软件园的现阶段目

标。 施琦介绍，“不同的孵化器可以有不同的

发展方向，现在的孵化器都是各自为政，我们

可以提供这样一个平台， 去不同的城市去发

展、合作，一个平台比一个孵化器更具有能力

和话语权。 ”

施琦所提到的话语权大意是众人拾柴火

焰高，但又不仅仅如此，对此，他解释：“我们

现在在做的有些类似于携程早期的模式，把

众多孵化器聚集到一个平台上， 我们可能会

为优秀项目建立产业投资基金， 我们甚至可

以投资，从长远来讲，甚至可以做‘巨孵’空间

城市综合体。 ”

从目前的发展来看，江苏软件园在利用江

苏虚拟软件园进行前期的布局，这为后期的规

划提供了足够坚实的基础，上述负责人告诉《中

国企业报》 记者，“南京的经济总值能够占到全

国的十分之一，软件收入是全国的六分之一。 ”

在新常态经济下，南京的经济“反击战”

并不轰轰烈烈， 但经济发展数值的不断突破

总是令人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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