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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与中国民族资本的命运 
―以江南水泥公司为个案―

张　　朔　　人

一、1930年代以前的中国水泥业

　水泥业对于中国的重工业来说、在1920年代前后、是一刚刚兴起的产业。
一战前、国内水泥的生产由唐山启新公司所垄断。该厂为中国最早的水泥

生产厂家、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创办于1889年。庚子事变时被英人占领、
1906年北洋大臣袁世凯出面收回、1907年改“唐山细绵土厂”为“启新洋

灰股份有限公司”、股本100万元、日产量700桶（每桶170公斤、每六桶为

一吨、下同）。启新公司、从创办之初就得到清政府的支持、“他人不得在

邻近仿办此项相类营业”、“发现有洋灰原料产地、启新有优先购买办厂的

权利”①。至于其产品、无论运至何处、“只完正税一道、值百抽五、沿途

１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系：《启新洋灰公司史料》，三联书店出版，1962年版，
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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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免重征”②、因而获得了巨额的垄断利润。到1911年启新“马牌”行销

量占全国水泥销量的92.02%。
　此时国内还有1908年创办于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的细绵土厂的“狮球”牌、
因其偏居南方、设备陈旧、加上经营不善、产额不大。1910年湖北大冶华

记水泥公司的“塔”牌、由于资本短缺、1914年、被启新公司兼并。至此、
形成启新独占中国水泥市场的局面。③另外、列强在中国开设的水泥工厂

有奉天大连的日本小野田、1909年投产“龙”牌商标、设计能力为年产3
万吨。④是时、由于各自年产量有限、市场容纳量较大、所以竞争并不激烈。
（一）民族资本向水泥业的投资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对华的水泥运输线中断、其直接后果是由海

关进口的水泥锐减、而国内对水泥的需求却与日俱增。除修建铁路继续为

水泥销售大宗外、还表现为南方销售市场——上海的崛起。“洋灰为土木

工程所不可缺之物、我国建筑渐趋西式、近年建筑日多、而道路、桥梁、
堤防等工作亦渐众”⑤。国内水泥输入之数逐年增加（主要是日本水泥的

进口：其战前输入数为进口总额的十分之四五、民国七、八年间为百分之

六十五以上）⑥、而输出之数则逐年减退、由此可知此时我国建筑业的发达。
反映在价格上“每桶水泥市价由五元飞涨到十二元”、⑦巨大的利润存在、
驱动着民族资本家对水泥行业寻租、民族资本此时出现了一个整合时期。…
　1920年代初、上海刘鸿生联合诸股东筹建华商上海水泥公司、在接近市

场的龙华开设工厂、从浙江长兴购地采挖石、土原料、并于1923年投产、
注册商标为“象牌”。年生产能力为36万桶、占国产水泥业生产能力的

11.4％。
　上海南姚人姚锡舟、在1921年冬、联合诸股东创建中国水泥厂、设厂于

２　启新公司第13号卷：民国四年一月三十日…启新上税务处禀稿。
３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系：《启新洋灰公司史料》，…三联书店出版社1962年版，

第6页。
④　顾明义等：《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页。
⑤　《中外经济周刊》（1923.8.4）第22号，《中国水泥输入及生产情况》，第1页。
⑥　《中外经济周刊》（1924.10.4）《中国之水泥业制造》第82号，第6页。
⑦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鸿生企业史料》（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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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东郊龙潭、1923年３月投入生产、次年用“泰山”牌商标。年生产

能力为17.6万桶、占国产水泥业生产能力的5.57%。所生产的水泥“自用

本已不少；其股东多系工程界、亦照顾购用”。⑧虽其质低但价廉、从而

占据启新在南京、镇江一带的市场。
　国内资本自从注入水泥行业之后、一直就围绕着如何打破启新公司的行

业垄断、进行利润分割。为此、新的公司不断地对自身的规模加以扩充、
中国公司吞并太湖水泥厂便是一例。而启新公司也加大对企业注入资本的

力度、十年间由二厂增至五厂、日产量由前期的1200桶增至5500桶。于是、
为了开拓市场、跌价销售成为三大水泥公司主要手段、其结果是损失惨重。
　据海关贸易总册1929年份的报告、是年外灰进口“共有98万余桶”。而

该年三公司全年生产量为335万桶、销售212万桶、产销相比约为十分之七。
面对如此局势、三公司认为有⑨“合力同心、成立坚固之团体”⑨的必要、
并与…1931年７月签订了《联合营业草约》。其中对销数、售价、联业区域

都作了相应的规定、如遇其他国内外同业相与竞销、则不论为和为战、三

公司当共同一致进行、联业期限为一年。然而、九一八事变爆发。
（二）九一八事变对启新决策的影响
　启新的销售市场是在1920年代民族资本角逐水泥业的过程中逐步完善的。
1923年秋华商“泰山”牌在江浙一带同启新“马”牌争夺销路、启新除在

该地区加强竞争力量外、不得不另辟它径。鉴于“马”牌质性耐寒、适于

在东北地区使用、1924年９月董事会决定在奉天（沈阳）设立“东部总批

发所”、其营业范围：东三省及附近蒙古各盟。拓展后的东北市场占启新

总销售市场多大份额…、还没有数字来说明这一问题、但是表（一）将有

助于我们进行总体上的把握。…

⑧　启新公司第330号卷：启新南部总批发所　民国十三年营业报告书。
⑨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等：《启新洋灰公司史料》，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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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使得启新在东北的销场“一落千丈”、
但是、三十年代前期启新的销量、盈利额、较之二十年代末有着较大幅度

的上涨（参见表二）。这一现象的产生归根于：继九一八之后、日本又发

动一二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爱国热情的高涨、各地人民纷纷开展

抵制日货、提倡使用国货运动。启新在上海市场“我灰销路更旺、供不应

求”的局面。但是、在东北“我灰出厂既须完纳统税、一到关外、又须另

纳统税。一货两税、负担奇重。沿途更有种种留难所费、不资以与免税之

外货相竞争……两年来种种设法讫无效果”⑫、使得东北的销售额一落千丈。
　1933年５月签订的《塘沽协定》、把启新唐山工厂置于一特别区域内、
冀东伪组织成立后、规定“（水泥）每桶要征收两角费用、总许你运出它

的范围”⑬。北方时局不靖、江浙竞争风波未平、如何保证在新一轮竞争

中立于不败之地？1934年１月、启新公司董监会议作出决议：於南方觅地、
另设新厂、以便作有备无患的打算、启新资本开始了向南方的扩张。
　启新资本的南扩是中国民族资本在非正常状态下的抉择。其主要目的出

于回避日本及地方伪政权、希望得到中央政府保护的策略考虑；也有试图

通过粗放式的经营来进一步靠近江浙销售市场、以便更多占领市场的销售

表一：�启新公司1922―25年产销

量统计表　单位：吨⑩

年份 磨灰产量 销售量

1922 130、031.725 108、333

1923 231、782.115 197、285

1924 127、787.725 112、548

1925 127、785.430 134、434

表二：�启新公司1929―31年水泥销

量／盈利表⑪

年份 销量（万桶） 盈利（元）

1929   131.5 1218436.78

1930   142.3 1140309.29

1931   163.6 1544357.54

⑩　启新公司内部出版物：《启新水泥厂史》，1989年7月版，第36页。
⑪　说明：（1）销量根据第二十届股东会议函件整理启新公司第747号；（2）盈利来自

于《启新公司史料》第270页；（3）每桶170公斤,每六桶合一顿。
⑫　启新公司董字第262号卷：廿三年一月，…第二十二届股东常会。
⑬　启新公司第1097号卷：《我国水泥业概况》《大公报》，二十五年十一月廿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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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的因素。选址首都江防要区、便是在这多重因素之下的结果。我们可

以认为这一举措是民族资本家睿智选择的结果、但它同时也是中国民族资

本家在这一不健康竞争环境中不健全心态的自然表露。设厂于斯、无非是

希望这个孱弱的政府在外敌当前时能够为他们提供一定的保护。有道是：
无以自救、何以救人？这是江南厂的悲哀、也是那个时代民族工业的悲哀！
（三）江南水泥公司的创建
　栖霞山北濒长江天堑、沪宁铁路穿过其间、是南京的东北门户。…
一二八事变、首都吃紧之际、曾将该处划入军用警戒区域。由于该地水泥

生产的重要原材料石灰石的蕴藏量十分丰富、1935年１月22日、江南水泥

公司以驻苏大使颜惠庆的名义呈文军委会：由于国内建设对水泥量需求激

增、以及抵制外货、现欲设厂与栖霞山、……不妨碍军事的前提之下、不

妨听任民间开发。⑭1935年３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

签名下发批文指出：……事关提倡实业、姑准如所请。但须依下批示各条

办理、如：在工厂四周包括江边相关地点设重兵器并永久掩体；设江边监

视哨所等四项内容。⑮是年５月、江南水泥公司创立会在天津召开、启新

公司股东议决：将上年及本年应分之股息、红利、酬劳240万元拔作江南

股本、成立了以颜惠庆为董事长的江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南京设立江

南公司临时办事处、负责土建筹划、着手购置厂地工作。最终为公司购置

了土石山和厂基地2400余亩、圈定了江南水泥工厂的基本轮廓。
　水泥全盘机件的购定工作在天津开展、日产量为4000桶的水泥生产机器、
由丹麦史密芝公司提供。1936年４月底、所定丹麦3000余吨的机器运抵浦

口。
　此外、向德商禅臣洋行订购电气设备；英商怡和洋行订购钻机、吊车及

机修设备；德国波力士（Polig）厂订购架空中索道设备。⑯

　1935年底、工厂的外围交通工程建筑基本完成。1936年４月底、建筑厂

房、安装机器全部展开、分工合作、积极进行。

⑭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23，第

16-27页。
⑮　江南水泥厂档案室存：…卷4，…第1页。
⑯　江南水泥厂内部出版：《江南水泥厂志》，…第417-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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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1月与首都电厂订立互惠合同、确保工厂的电力供应；12月与

淮南矿务局订立5.2万吨的购煤合同。

二、南京沦陷前后的江南水泥公司

　自1935年开始筹建的江南公司、到1937年７月份设备安装、生活设施已

完成了十之八、九。日本猝然发动了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稍后在上海`
发动八一三事变、将战事推进到长江流域。是年８月、国民政府组织工业

企业内迁、然而水泥业因机器的笨重、无法在短期内完成搬迁。在众多的

沦陷区企业中、江南水泥工厂在最初的几年内、避免了上海华商、龙潭中

国公司被日本军方占领的噩运、这只能说是江南公司的权宜之计。然而、
之后的结果并不是开工出货、而是给江南公司带来灾难性后果。
（一）沦陷前江南水泥公司南京工厂主要措施
　国民政府组织企业内迁之际、江南水泥公司董事会认为、湖北华记水泥

“出货确有供不应求之势、如栖霞出灰或可运往上游、自宜赶速试机、俾

能出货”⑰、所以加快了公司建设的进度。八一三事变之后、公司总店（南

京）电询在津的董事会“沪战暴(爆)发、时局益形紧张、厂事如何进行、
请详示方针”。董事会立即指示：工程及试机、请在可能范围照常进行。⑱

在此情况之下、10月底机器安装完竣、11月４日空载试机、情况良好、投

产在即。未及旬日、淞沪撤守、战事骤见紧张、工厂在没有接到董事会的

通知下、经江南厂经理、副理商定：11月16日工厂停顿、进行人员疏散。……
　１…、紧急疏散工厂临时工、以免滋事。停运裕溪口的煤屑；协助承包商

人解散土石工人；机工一百余人、遣散回籍。
　２…、加强工厂戒备、保证厂产安全。此时沿工厂修筑的围厂河业已开竣、

竹篱亦经编成、仅留前后门出入厂内。化学房重要仪器及重要机器、
已装箱封存、白金器皿图件以及基建说明书、账册等均运存汉口。留

守员工、分段负责看管。
　３…、对同人进行分流、确保工厂的技术精英。⑲根据董事会在11月20日

⑰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9，…第20页。
⑱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3，第137页。



抗日战争与中国民族资本的命运 103

电报指示：一是汉口避难组（厂中的工程技术人员及眷属）、携带总

店及工厂重要文件、由京搭轮赴汉；一是皖南避难组（非技术人员和

留守组成员的眷属）、30余人（大多为老弱、妇孺）、乘卡车往安徽石

台县。
　４…、指示徐莘农、沈济华等五位职员以及三十八名工人留在厂中、维护

工厂并等候二位西方人士的到来。⑳

　负责驻芜湖的经副理（指庾宗溎、孙柏轩）、忽闻“马当江面即将封锁”、
经武汉、香港、28日到启新洋灰公司上海事务所、成立江南水泥公司上海

临时办事处、�全权负责处理南京工厂的一切事务。
（二）利用外国人保护厂产

⑲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17，第

34-39页。
⑳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17，　第

59－63页。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17，第58页。

（抗战初期江南水泥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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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在津的董事部便以加急电报的形式指示在宁的总店

“芝密斯（或译作史密芝公司）机价二成未付、请商该公司在窑磨房顶油

丹旗”。�经洽商、丹麦芝密斯公司愿以江南公司债权人的身份派员对厂

产进行保护。并商请启新公司唐山磁厂经理德国人昆德博士(Dr…Karl…
guenth)以德国禅臣洋行该洋行的名义南下并加以保护。
　1937年11月27日昆德及其翻译颜景和（字：柳风）随王涛总计师一道、
从唐山往上海、在沪的丹麦斯密芝公司“派辛波君（Bernhard…Arp…
Sindherg）及译员李玉麟君随行”。�此时由于战事在苏州、无锡一带进行、
京沪之间无直通车可言、江面上也无可乘之船、他们一行不得不绕道江北。
行程期间难民塞途、军队云集、交通梗阻；地上有士兵检查、到处留难；
空中有日机轰炸、人心慌张、一路艰辛异常。�此次行程中、李玉麟功不

可没。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9，第137页。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17，第34页。

（德国昆德博士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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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外籍人士、在是年12月６日到厂视事（1938年５月31日、芝密斯公

司派尼尔森（nielsen）替代３月已经离厂的辛波）。在南京沦陷时期内、
尽职尽责保护厂产。为避免日军无差别的轰炸而殃及江南水泥工厂、他们

在工厂的前后门“高悬德丹国旗”、以此示意此处为外国人工厂。使得整

个轰炸期间、工厂仅“有一弹掷于厂的附近大窑地方、故厂中玻璃致有被

震坏”。�

（三）江南水泥工厂成为难民营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17，第

40-43页。
　颜景和给董事部的信。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17，第

40-43页。

（丹麦人辛波与江南水泥厂难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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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水泥工厂、成为沦陷期间南京郊外的一个以流动人口为主的避难所、
大量无家可归的难民涌入工厂。他们主要来自苏州、无锡、常州的沪宁铁

路沿线、以及苏北、甚至包括少量的安徽难民。其中也有不少是溃败的国

民党军队官兵、其中就有国民党高级将领廖耀湘等。前来工厂避难的士兵、
很多人是伤病员、工厂方面给他们换上了居民的服装、避免日军的查询并

积极地为他们治愈伤口。
　难民营里究竟有多少难民?根据原始资料记载：昆德在1938年１月12日
给驻沪办事处的来信、反映的难民数为厂外难民四千人；�２月９日工厂

给董事部函中指出难民约五千人；�３月27日赵庆杰等给董事会的报告难

民数为不足一万人；�３月30日江南工厂给董事部函里数字为四千余人。�

据当事人颜景和在1938年４月的述职报告记载“自11日（1937年12月）至

３月下旬（1938年、笔者注）止、共收容难民有一万五千之多”。�

　对赵庆杰和颜景和数字可能的解释是：对近几个月涌入难民数的一个总

的统计。“四五万人”之说、来自于1945年９月25日江南工厂经、副理给

南京市政府呈文。报载南京市政府将在战后将德侨遣送回国、江南工厂为

昆德的说项中指出：“昆德博士于危难之中、拯救吾同胞四五万人、时阅

数月、始终不懈。”�显然、数字上有所夸大。
　关于难民营的位置、由于附近的龙潭中国水泥工厂在沦陷初期遭到难民

的抢劫、为避免这一情况再次发生、由二位外国人及护厂队出面、严禁难

民入住工厂、难民只能在厂外毗邻工厂的南北两面搭居、大部分是由芦席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19，第

96-99页。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17，第

216页。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17，第

34-39页。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17，第

216页。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17，第

40-43页。
�　江南水泥厂档案室藏：《江南水泥公司史料》，…第七卷，…第135-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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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的。
　难民在江南厂的生活、资料对此记载甚少、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江

南水泥工厂为他们提供了人道主义的救济。在沦陷之初、地方民众、避乱

难民、为枪弹所伤的、患染疾病的人充斥难民营。在丹麦人辛波的积极奔

走之下、江南厂设立了临时诊所、该诊所由鼓楼医院红十字会派二名护士

担任治疗、并提供药品。�1938年４月６日所悬外旗被取下、４月15日、
日方强迫关闭难民营。
　历史往往具有惊人相似的一幕、抗战胜利后、就在江南水泥工厂这一地

方、国民政府指定该地为遣返日本战俘回国的集中营。人数达一万多、其

中最高军衔为中将、而且关押的时间也达到半年之久。昔日不可一世的日

本军人、只好在集中营里思过、等待着他们的归期。
（四）日方对江南水泥公司所采取的主要措施
　南京沦陷之后、日方为了弄清江南公司的产权问题、采取种种措施、威

逼利诱、无不用其极。
　1938年２月３日、三井洋行、小野田水泥厂组织人员参观江南厂；２月

８日三井洋行电告启新上海总店：洋行和小野田将拟与江南接洽“优先合

作产销”。�

　1938年３月下旬、日小野田水泥公司向芝密斯东京公司接洽、试图接管

江南厂、丹史密芝公司总部将这一情况电告上海的江南水泥公司临时办事

处、办事处旋于３月30日将此情况报告董事会。�

　以“产销合作”的方式敦促江南工厂开工制造水泥是日方对于江南公司

采取的又一措施。1938年３月11日、三井洋行以彼此联络、共存共荣为借

口、单方面提出与江南厂缔结“产销优先合作”协定书�。其中强调：三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17，第

40-43页。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19，第

96-99页。
�　戴袁支：《现代快报》，…2005年3月9日。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35，第

39-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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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洋行将垄断江南公司的水泥销售、不许江南公司与日本的业内其他企业

联系；江南水泥公司如经营不善或迫于政治原因、变更其产权时、如非三

井洋行系统、必须要事先与之协商。至于接洽事宜、可由三井洋行天津分

行就近办理。
　1938年10月相继占领了广州、武汉。日方大肆修筑铁路、码头、飞机场、
以便其对沦陷区的统治、加大了对水泥的需求量。在北方、将启新公司作

为重点的军管对象、派出日方的生产顾问、一切生产、销售、人事等大权

全归日本掌握�；南方、重点解决上海华商和南京龙潭的中国两水泥厂。
1938年３月31日、日军开进华商公司、驱逐了德禅臣洋行派来的看守员工。
“本厂于是遂被列为军管理、由日商三井洋行与小野田洋灰株式会社为受

托经营管理人。同年七月十八日起、竟自开工出货”�。不久南京龙潭的

中国水泥厂即遭受相同的命运、1938年４月间、日方对此厂实施军管并由

磐城水泥厂承办。�

　为了尽快推进江南工厂开机出货、1939年11月、日方由小野田常务董事

朝枝信太郎、三井会社水泥部副部长西田宫兴等为代表同江南水泥公司袁

心武、陈范有常董等、就江南水泥工厂是否在近期开机出货问题进行二轮

会谈。
　日方认为：1939年华中方面用灰量为十万吨、1940年预计为二十五万吨、
然而就目前上海华商、龙潭中国工厂出产量不过十万吨；日、鲜、满所产

水泥不输华。所以小野田、三井愿意与江南合作、极盼江南工厂早日开机。
江南方面提出：目前江南公司债务未清、长途高压线已被破坏无余、所以

开机出货决非易事。况且江南公司心存疑虑、“查事变以还、统观中国各

地实业、工厂能保持者有几？出售者、合办者、占有者举目皆然。可得一

厂系真正中日实行出资、本互惠平等之精神而创立者乎、人怀疑惧、岂是

�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等编：《启新洋灰公司史料》，三联书店…，1962年10月版，…第
10页。

�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鸿生企业史料》，第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16页。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35，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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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因？”�

　鉴于江南的不合作、1940年７月、日本军事管理工厂整理委员会突然宣

布江南工厂已于1938年３月20日置于日本军管之下。并指出凡日军占领区

之工厂、慨归军管、莫能自外。�1941年３月12日、江南解除军管。其代

价是：与友邦同业同一步骤；服从各种统制。同时、日整委会调阅江南公

司负债、有关各项购买机器合同以及股东名册的副本。至此、江南公司机

器的产权问题已经清晰、这为日本以后拆迁江南工厂机器埋下了伏笔。
（五）沦陷后江南水泥公司的财经运作
　1937年上半年、江南工厂的建筑、安装皆在积极进行、可望在七、八月

份开机出货。为保证出货后所需的流动资金、1937年４月公司临时股东会

决定于本年度发行180万元的公司债券�。沦陷之后、工厂出货的计划被

迫中断。1939年、沦陷区的局势有所稳定、但出货仍然无望、６月30日临

时股东会议决：增加资本至800万元、用以清还1937年所发行的180万元公

司债的本息。�

　1935年、江南公司在天津股票证券市场发行上市股票、其成交量仅次于

启新公司的股票、1936—37年间、江南之股票在津市之买卖颇为活耀、启

新股票竟为后起的江南所取代�、然而沦陷之后的江南股票则牛市不再（见

表三）。
　此时、江南公司的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董事部、驻沪办事处、南京

工厂的费用已捉襟见肘、尤以驻沪办事处为甚、居然到了以出卖公司部分

动产维持运转的地步。1940年７月、办事处商请董事会、“因存款不足

三万元、工厂、办事处开支和部分人员薪水月需八千元、二、三个月即将

用罄、故望将公司在澳门路堆栈存放的铁皮出售”。在这危艰之际、唐山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35，第44页。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35，第

73-79页。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3，…第11页；

卷号28-1，…第15页、第48页、第95-96页。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12，第

390页。
�　江南水泥厂档案：　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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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启新公司以母公司的身份、自1941年底、每月借拨江南驻沪办事处沪币

二万五千元、以资其经费开支。�

　为改变这一被动局面、江南公司不得不采取措施、开源节流。
　调查南京江南水泥工厂筹备开工出货事宜。负责该项事宜的总工程师赵

庆杰、在报告中指出：电流供给、煤料供给、石膏供给、运输状况、治安

情况、水泥销额及售价、上海及中国水泥厂产量等问题。尤其强调：首都

电厂现由日商华中水电公司经营发电、电价如何、难以预测、更何况原先

同首都电厂相通的高压线、现已损毁无余；煤炭原先有淮南煤矿供给、该

矿现已由日方占领、难以满足供应。总之、现在开机有点不合时宜、�江

南开源计划遂夭折。
　在准备开源的同时、江南公司也在进行着节流工作。1939年７月12日、
常董会议议决：自７月份起、所有常董及同人月支薪津并计在300元以上者、
按七折发给；100元以上未满300元者、按八折发给；100元及百元以下者、
十成发给。同时指出驻江南工厂的两位西方人士（每人每月一千元）、因

赋有特殊使命、应在例外。�常董们自减薪水、对于偌大的江南公司来说、
的确是杯水车薪、但着表明了他们试图力挽危局、与江南公司共存亡的决

心。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39，第96页。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13，第

359页。
�　江南水泥厂档案：…卷二。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12，第

422页。

表三：南京沦陷后江南水泥公司股票变动情况表�

年代 股票最高额 股票 最底额 注

1942 12.00 7.00

系联币1943 22.00 15.00

1944 70.00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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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天不随人愿。是年年底、战争引起的货物短缺、物价飞涨的局面

开始显现出来。南京的江南工厂来信反映、米价每石已涨达20元以上（原

售价６—７元）、其它油盐菜蔬燃料布匹日用必需品、其价值无一不继涨

增高。厂中员工照原有薪工、颇难维持生活。要求董事会能够给予以下考

虑：原薪工在15元以下者、加生活补助费30%；在15元以上者、加20%。
对此董事会作如下指示：不超过此数、由来年（1940年）一月起、可以照

加�。

三、日本企业对江南水泥公司财产的鲸吞

　随着太平洋战场的开展、日军作战区域广阔、飞机成为主要的作战工具、
因而对于制造飞机的主要原材料铝的需求量愈来愈大。这样、1943年11月
20日在日本军方的策划下、日本驻华使馆出面、由三井洋行临时组成的以

制铝为主华北轻金属公司成立。该公司总部设于北京、下设工厂于山东张

店。名义上属民营企业、事实上它自成立之日起、就纳入日本的战争体制、
它的主要使命即是如何将江南水泥工厂机器北运山东淄博张店生产铝锭。
（一）江南水泥公司为拒决日方所采取的措施
　1943年７月14日、日本驻北平使馆邀江南水泥公司袁心武常董面谈：以

赞助大东亚战争为目的、将江南厂机器搬运到山东张店、设造铝厂、希望

江南董事会予以协力、被袁常董婉拒。�

　９月６日、日本驻上海使馆、面交颜惠庆董事长书面条款六条、强迫借

用水泥机件。�

　９月14日上海使馆再次致颜董事长函、在原六条上增加“移搬及设立工

作、全部以军事需要看待”。对于日本这一试图鲸吞江南水泥工厂的举动、
江南公司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１…、从公司法中寻找法理依据、统一内部认识。日方北迁江南水泥工厂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12，第

472页。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9，第7-8页。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28-1，第

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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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产、属于产权变动、公司法规定、只有股东会才能作出裁决。北方

股东在津召开谈话会�、华中股东在上海举行谈话会�、一致反对日

方借用机器。
　２…、乞求汪伪南京国民政府的帮助。７月20日、上海办事处向伪政府实

业部报告此事、希望实业部出面拒绝；８月23日、公司董事部致梅思

平节略、梅思平答应尽力帮助江南公司拒绝日方的要求；９月15日、
全体董监事联名致函、请求汪伪政府出面拒绝日本借用江南厂机器；
12月３日、江南董监会再次呈文伪实业部、希望政府妥筹两全办法。

　３…、上书日本重光外相、试图让日方收回成命。1943年10月12日、江南

公司三元老颜惠庆、龚心湛、曹汝霖以诸股东的名义、上书日本重光

外相、希望为两国人民感情起见、取消原议。�10月26日江南公司董

监会议请龚仙舟、曹润田（即曹汝霖——笔者著）先生以私人资格作

为调停、商探对方意见。“姑以窑一具、磨二具附带马达、声明不受值、
借与前途、……”。�江南公司拆一留一的想法、为日方所拒绝�。

　４…、江南公司方面主动同日方进行谈判、说服日方。颜惠庆在会见日驻

沪公使田尻时、主张“尊重日本、尊重中国、尊重江南厂、持平立

论”、�以谋两全之策。其中心内容即是在保全江南公司厂产、不影

响日本的铝锭生产。日方的回答是：拆迁江南机器事件、北京使馆意

甚坚决、东京亦有电报（指示）、南京使馆亦已赞同、事在必行。
　５…、从技术层面说服日本是江南公司采取的主要对策、参与这一谈判江

�　上海市档案馆译：《颜惠庆日记》，…第三卷，…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1996年12月，
　…参见：…1943年9月11日，第535页。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35，第

157-167页。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35，第

241页。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35，第

184-187页。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35，第

208页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35，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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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公司主要代表是赵庆杰总工程师。12月９日赵总工程师在汪伪实业

部同日技术人员进行会谈、主要强调：江南厂的机器机身庞大、拆卸

极不方便、由于其吨位过重、运输十分困难�。到山东再次安装、机

器损坏在所难免、而且机器的功效将大大受损。可谓是时间、机器效

能都不合算。
　因而提出二个替代方案：其一、由山东张店运矾土页岩60万吨至栖霞山

江南工厂造铝；其二、在张店造立窑小磨、时间迅速、可提前出货。第一

种方案、其优点是时间上经济不少；可利用原有建筑、人力物力均可节省。
至于原材料的运输、把它作为军需品、而非民用品的角度考虑。第二提案

可行性最大、其优点是时间、建筑材料可省。对此、日方用一比喻作为此

次谈话的结束语、“譬如此处一碗饭、另有用膳必需的器皿都在别处、还

是将这碗饭拿到别的地方好、抑将用膳必须的器皿取来就饭好呢？”�至此、
技术谈判无果而终。
（二）日方对江南水泥工厂机件的豪夺

　江南公司所做的种种努力、日方均加以拒绝、坚持强行拆除江南工厂机

器北运山东张店。袁心武常董在同日方谈判时不得不说：既然贵方由政府

支持、我方只好听从我国政府的安排。�因此、汪伪南京政府的决策导向

对于江南公司机器是否北迁、将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遗憾的是、10
月13日伪南京国民政府国防会议、责令江南公司按日本使馆的意见办理一

切�。稍后、伪实业部签发交出机件的训令�、以行政法令强制江南水泥

工厂交出机件。
　日方拟拆卸的主要部件为：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35，第122页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35，第

217-225页。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35，第

198页。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28-1，第

192页。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28-1，第

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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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磨四部及其附件喂料盘八个、油泵四个、齿轮四个、马达四部；
　（2…）旋窑二部及其附件马达二部、马达开关二个、煤风扇二个、滚轮

二十八个、看火罩二个、空气开关二个�。是为通常所说的“四磨二窑”
及其附属部件、也是制造水泥的主要部件。

　12月17日、伪实业部派员到江南工厂监交机器、12月19日、轻金属公司

在伪部员以及日军的卫护之下驻入江南厂、自12月23日起开始拆卸机件。
　1944年４月23日、第一批拆卸机件还没有完全运出工厂之际、南京日本

大使馆水野调查官交下拟拆第二批机件表、并指出上述机械、凡在上海能

制造的、由华北轻金属公司代为供给。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批机件、主要指

煤磨及其附件。所谓第三批机件、是江南工厂的与水泥机件相配套从德国

进口的一整套电器设备、包括大小电机90余台（五千多马力）及其附件。
５月27日、汪伪实业部令江南水泥公司按日方所开之机器供出。为此、
1944年５月29日、江南水泥工厂就日方增拆机器问题、在南京中日当局的

谈话会上、表明了江南的态度：
　１…、请遵守诺言、维持信用。A.能够得之机件决不向江南厂借用；B.轻

金属公司不需要者亦决不向江南厂拆用；
　２…、对于第二次借用目录、如中日当局能有书面确切保证轻金属公司除

此次提议借用机件外、决不再有请求增加借用任何机件与物料。如此

江南可稍作让步、按照实业部５月27日节略内所提之办法、暂时借用

仍由轻金属公司代为购制偿还。同时指出在借用物品中、因前月售与

天津启新公司作救急之用的物品需绝对保留。
　３…、决定之办法应得江南公司董事会书面同意及中日当局之书面保证、

方可实行之。
　４、希望轻金属公司负责人与江南厂洽商暂时借用机器的办法。�

　江南公司要求中日当局必须以书面的方式、给江南公司一明确答复：对

于江南水泥工厂机器的借用这是第二次也希望是最后一次。至于借用机器

的偿还问题、要求由轻金属公司全权负责。６月６日、日本驻上海大使馆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36，…第３页。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36，第13页



抗日战争与中国民族资本的命运 115

调查官田边新三与江南公司代表座谈时指出、“应按照江厂提出之机件详

单内所列机件、全部交出、不可用做生意的方式讨价还价”。�

　７月３日、汪伪实业部下发工字第921号训令南京江南水泥工厂按日方

单列机件全数供出（即第二、三批增拆之机器）。７月４日轻金属公司开

始拆卸增拆机件；８月17日增拆机件拆竣；９月４日运往张店的运输事宜

结束；９月17日、日方拆卸员工全体离开江南水泥工厂。
　日本肆意掠夺江南厂产、不仅遭到江南股东的反对、也受到了远在西北

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关注。1944年２月３日该报的第二版

以《敌“没收”沦陷区工厂》为题、对此事件进行报道、“栖霞山（南京东）
之江南水泥公司原为中国一大水泥厂……敌因要求该厂与敌合作经营、遭

该厂拒绝……敌以前线缺乏水泥、企图没收、唯在‘新政策’实施期间、
乃以‘借用’名义向该厂接洽、并声称如不应允、即由国家（即汪伪）没

收、以供军用”。
（三）江南水泥公司对日索赔工作的艰难开展
　第一批机件、属于暂时借用。为了手续完备、必须由华北轻金属公司出

具借条。在江南公司的努力下、1945年５月８日、以华北轻金属公司董事

长越智一郎的名义开来借用证、“（第一批供出机器—笔者注）已由贵栖霞

山厂移设与敝张店工厂、至交还时当仍旧安装完毕交付；再如有破损则由

敝公司赔偿之”。�

　所谓的对日索赔、主要是指日方拆卸江南工厂机件中第二、三批机件、
拟由华北轻金属公司代为供给部分的机器价值而言。由于战争的因素、货

币贬值日甚一日、江南公司为第二、三批机件的索赔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早在拆迁机器之前、日方诱使江南公司将江南水泥工厂机器以实物的形式

投资华北轻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并对此作出估价、这一做法为江南公司所

拒绝。为了将损失减到最低程度、江南公司将拆迁机器列表造价（系1944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35，…第232
页。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9，第84页。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28，第

35-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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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造表）、并指出因物价变动、以一个月为限、逾期将令行估价。�这

为稍后的赔偿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关于借用江南公司第二、三批机器、日方早有承诺、凡在上海能制造之

机器由华北轻金属公司代为供给、汪伪政府实业部第921号训令中也重申

了日方的态度。为此、三井洋行委托在沪的中南电器公司代为制造。为此、
该公司在1944年６月派员赴江南水泥工厂进行考察、提出先筹划主要材料、
再定制造的方案。６月27日中南公司仅将该厂所能承制的机件部分开具价

目单及制造时间转至轻金属公司。�然而日方并没有积极配合、故没有照

样制还。
　江南公司为了减少公司损失、要求日方就第二、三批机器问题予以赔偿。
于是、双方就赔偿问题展开长达五个月的谈判。
　启新公司驻北京办事处的沙泳沧处长、具体负责此次谈判、他多次奔走

在日本华北轻金属公司和北京的日本使馆之间。江南公司方面对于第二、
三批被拆机件在1944年10月间估价计合联钞为一亿二千万之谱、日方估价

为联钞八百万元、双方差距存在明显。江南公司催款索赔事宜、从1944年
11月以来的五个多月间、在北京日使馆、轻金属公司方面毫无进展、只好

向南京使馆恳请转催付还。为解决此事、南京使馆于1945年２月３日派岛

书记赴北京洽商解决此事。岛书记指出江南厂估价过高、提出三种解决问

题的方法：
　１…、按八百万元之数付还；２、用物资补偿；３、江南工厂每月所需经

费暂由轻金属担任支付。江南公司坚持自己的方案：原估价不变、要

求以黄金偿付第二、三批机件造价。并指出原估价书有效期间、系指

上年十月底止、近数月来物价变动极大、请按照上年十月间金价折合、
以黄金支付。�

　岛书记的南返后、北京使馆的油谷书记继续该项谈判。３月９日油谷指

出：拟照江南原送估价单所列款额以储备券支付的方案（江南公司在1944
年10月间估价为联钞一亿二千万、在1945年３月可兑换储备券六亿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36，第

107页。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36，…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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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九百余万元）。对此、袁心武仍坚持用黄金支付四分之三或二分之一。
油谷答曰：原则上仍然用储备券支付、尽量代为斡旋够得黄金若干、数量

暂不能定。并就江南公司保管黄金希望由日大使馆给予证明一事、答应设

法办理。３月12日双方达成妥协：储备券六亿七千九百余万元之三分之二

以储备券支付、三分之一以黄金支付。至于支付方法嗣后又商定总额二分

之一在上海付储备券、其余二分之一在天津付金条及联银券、其中金条部

分占总额的三分之一强�。至此、索赔工作结束。
（四）江南水泥公司厂产损失估算
　日方三次索取机器、使得江南公司遭受巨大损失。从现存的资料来看、
有三份工厂损失的估算清单：一份是1944年１月；一份是抗战胜利后的

1945年10月；一份是1947年９月。损失数字在不同程度的加大。原因有二：
一是货币贬值日甚一日、使得数字越来越大；二是江南公司再生产的机器

无论是从山东张店运回还是从美国定货、其运力费用都必须加入江南公司

损失里计算。
　１…、1944年１月31日、天津股东临时会议上、陈范有常董就按照伪实业

部25号通知附示清单所开指定交出机件（即第一批机件）之资产价值

以及江南工厂余有之资产价值作出估算、江南资产总够成：
　　（1）地基三千一百余亩值：152、000元垫土工：71、000元……
　　（2）房屋值：………1、689、000…元
　　（3）机器原值：……4、321、000元…
　　（4）交通设备：…156、000元
　　（5）公用设备：…72、00元
　　（6）杂项设备：…4、000元
　　（7）器具设备：63、000元
　　（8）原材料：……506、000元
　在以上构成中、第三项即机器设备按照伪实业部清单交出的机件价值为：
2、980、000元；如按照日使馆非正式清单计算、交出机件价值为：3、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36…，第

5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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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元。综合计算：部索机器价值占江南工厂资产总额42%；而日使

馆索要之机占资产总额47%。�。对于第二、三批拆迁机器作出估价、约占

公司资产总额的５%�。（以上报告数字、均系1935年原置价值之数字。）
　2…、1945年９月、日本的军事实力已经被摧毁、为了避免由于日本投降

导致华北轻金属公司倒闭而蒙受损失、江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致函与

华北轻金属公司、特申明保留四项损害赔偿的权利：
　　（1…）被拆机器全是新机器、由栖霞山至张店拆卸装卸各两次、南北运

输中机件本身受损以及机件短少破损；
　　（2…）机件运回安装效能减低（其效能以购机合同为准）或在张店使用

机件使得机器效能减低；
　　（3…）战争结束后各项建设都在进行中、水泥一项供不应求。但江南工

厂机器被拆、复工迟延故业务上损失巨大；
　　（4…）如张店机器由江南工厂自身运回栖霞山并安装、其拆卸、装运、

安装的费用。同时声明：本年度3月份日方所付的第二、三批机件

造价款项可作为抵补日方应赔偿江南公司损失的一部分。�

　３…、1947年９月、山东机器南迁无望、为了争取国民政府行政院救济总

署的同情、尽快从美国史密芝公司购得生产机器、早日生产出货、应

南京政府的要求、江南公司总经理陈范就工厂财产损失、做了如下报

告（见表四）：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28…–1，…第
203-204页。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28，…第13页。
�　南京市档案馆存：《江南水泥公司》，全宗号：1041，目录号：1，卷号：36，…第

48-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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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一：单列机器总值为国币81、898、246、000.00元（本公司向行总

配购制水泥机器价＄67、100、436、000.00、由沪运厂运费＄1、000、
000、000.00；本公司迳向美国史密芝公司订购电机等价＄13、797、810、
000.00、三者相加如上数）。如由张店运回本公司工厂所受损失及运费等

计算如下：
　（1）、两次拆卸计折旧、损伤、缺少约为机价50%
… 40、949、123、000.00
　　　　　　　　　　　　　　 普通工……20000
　（2）、在张店雇工装卸机件工资…机……工﹫45000
… 1、080、000、000.00
　　　　　　　　　　　　　　　　　 运　　　费… 95、701.50
　（3）、由张店运栖霞山工厂各项费用　装箱工料费

… 2926吨﹫900、000.00………

�　江南水泥厂档案：…卷七…，第218页。

表四：财产损失报告单�　　　填表日期　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一日
损失
年月

事  件 地点
损失项

目
购置
年月

单位 数量
价值（国币  元）

购置时价值 损失时价值

卅二年
十二月
至
卅三年
九月

本公司栖霞工
厂机器安装甫
竣、战事迫近
厂 址、（事）
遂告停顿、因
沦陷时拒不开
工、遭敌日仇
视、致从未用
过之机器被其
劫往鲁省张店。

江宁县 原料磨

廿五年
五月

座 2 386、749．82 176、073、417．56

栖霞山
东

水泥火
窑

座 2 1、445、820．83 662、185、940．14

摄山渡 水泥磨 座 2 336、811．40 154、259、621．20

摄山渡 煤磨 座 1 183、857．29 84、206、100．86

摄山渡 齿轮 套 4 375、993．67 172、206、100．86

卅三年
七至九
月

摄山渡
大小马
达及附
件

个 135 531、464．63 243、410、800．54

小计

3、259、697．64 1、492、941、519．12

估计损失价实为：48、425、905、589.00
见说明（一）

卅三年
七月至
卅四年
八月

敌日强开本公
司工厂内仙人
洞石山

江宁县
栖霞山
摄山渡
东

石子
廿三年
四月

立方
尺

6 、
000、
000.

800、000、000.

估计损失实为：2、292、941、519.12
见说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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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　卸　费… 360、000.00
　　　　　　　　计：3、966、782、589.00
　　　　　　　　　　　　　　 小　　　工

　（4）、在栖霞山工厂安装费用　机　　　工

　　　　　　　　　　　　　　 脚手材料工具

　　　　　　　　　　　　　　 约合上列工资总值

… 1、620、000、000.00﹫50%
　　　　　　　　计：2、430、000、000.00
　　以上四项共计国币：48、425、905、589.00；
　　　　　　　　照填表时美汇市价：CNC＄39、000合U.S＄1.00
　　　　　　　　计U.S.＄1、241、689.89
说明二：石子六百万立方尺@2、000　　12、000、000.00
　　　　　　　　计U.S.＄307、692.31
　三组财产损失报告单里、后二组都重申了山东机器南运的两次拆卸、安

装的费用问题、这与当时江南水泥公司急于将山东机器南运、以便尽快开

机出货的急迫心情有一定的关联。当1947年初、国民政府敌伪产业处理局

就山东张店机器一案、要求江南公司在支付1200余两黄金的前提下、准以

机器南迁的处理意见。至此、公司董事会放弃了山东机器南运计划、全力

向联合国救济总署申请从丹麦史密芝美国分公司购置生产水泥机器。
　所以江南水泥公司整体损失应该是从美国购置新机包括运力、安装费用

以及六百万立方尺的石子损失。其损失价值估算为：购置水泥机、电机价

加上从上海运往栖霞山江南水泥工厂的运费、在工厂的安装费用以及石子

损失。按照1947年9月1日的美汇市价：CNC＄39、000合U.S＄1.00、共折

合为U.S.＄92、898、977、92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