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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章乃器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当时财政金融困难的主张,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战时经济思

想: 主张合理、平衡地运用金融膨胀;针对中国战时财政特质, 制定合理的财政政策;主张节制游资,平抑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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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乃器不仅是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 而且是著名的银行

家与经济学家, 但由于人为的原因, 人们很少研究、了解他的

学术思想和成就。一方面, 政治上的声誉让他被视为政治人

物, 而忽略了其经济学术成就; 另一方面, 1957年的反右扩大

化, 使他从中国政治舞台上长期消失, 而平反之时人已辞世。

以至因言而废其人, 又因人而废其言。笔者通过研读章乃器

先生的经济学著作, 发现章乃器抗战时期形成的战时经济思

想很值得我们研究。全面抗战开始后,军费激增,开支浩繁,

又加上东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沦陷,关、盐、统三大税源大部

丧失。在岁入日益减少而岁出则越来越增加的情况下, 国民

政府便陷入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之中; 同时, 通货膨胀严重,

投机盛行, 民心不稳。章乃器把民族生存与独立放在第一

位, 积极维护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大力整饬财政, 积极

为政府财政献计献策, 提出一系列解决财政金融困难的主

张, 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战时经济思想。章乃器的战时经济

思想, 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合理、平衡地运用膨胀

抗战进入中后期以后,国统区的通货膨胀颇为严重。在

通货膨胀的初期, 章乃器也和大多数人一样持悲观的看法,

认为这种膨胀足以导致法币的崩溃。但加以研究后, 章乃器

发现, 国统区战时经济有两个特点是过去任何交战国所没有

的: 一是 1942年国统区各省因为风调雨顺,有人估计可以比

1941年增加 200亿元的价值,即使打个对折,也有 100亿元,

几乎等于法币发行额的一半。章乃器认为, 工业化国家不可

能在几个月内增加等于货币发行额半数的物资生产, 只有中

国这样的靠天吃饭的农业国才有可能实现。二是中国的海

外准备金由战前的不足 2亿美元增加到现在的 10亿美元,

增加了 5倍 ,庞大的海外准备金可以保证汇价的稳定。基于

以上两个原因, 章乃器对国统区的物价保持乐观。他进而分

析, 中国不可能出现恶性膨胀, 因为中国不具备恶性膨胀的

条件, 原因是: 第一, 中国是一个多兵的国家, 中国的战时动

员并不像别国一样需要增加好几倍的常备兵额。中国战时

军事费的增加, 主要用于兵员补充、军队调动、防御工事建筑

以及武器弹药的消耗, 增加的数目不会很大。特别在二期抗

战以后, 由于战略的改变, 伤亡率大大减低, 调动也较前减

少, 防御主要依恃天然地形, 没有很多建筑与武器弹药的消

耗, 在游击战中,费用也节约很多,军事费除了为反攻作的准

备外, 一般比第一期抗战更节省。假定军事费比平时增加了

两三倍, 依然是很便宜的战争。第二,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战

时生产力的减退本来要比工业国轻些。以我国人口来推算,

几百万人的动员更不算一回事。另外我国农业生产技术的

落后, 天时的关系要占生产条件的首位 ,连年的丰收, 反而使

我们战后农作物的生产量比战前还有所增加。第三, 中国的

国民储蓄主要不在银行里, 而在广大的民间, 我们在战后发

行的公债, 还只有 27亿元, 和日本超过 100亿日元的战时公

债比较起来, 真是几微得很。只要我们有很好的政治动员,

很平均的支配, 27亿元公债的消化是不会成为问题的。章乃

器分析了以上三个方面的条件后,得出的结论是 : �在军需膨

胀、公债发行和生产力三个方面, 我们都没有具备恶性膨胀

的危机。 [ 1]因而, 当前的问题不是恶性膨胀的问题, 而是如

何运用膨胀的问题。

章乃器认为,在金融上进一步的运用膨胀,以增加生产,

巩固经济壁垒是更加切要、更基本的。我们绝不能害怕恶性

膨胀, 把自己的手脚束缚得动弹不得, 转而削弱了持久抗战

的力量。相反 ,我们应该运用合理的、平衡的膨胀, 建立起来

经济上自足自给、自力更生的基础 , 消灭恶性膨胀的危机。

所谓合理的膨胀就是为生产而膨胀, 只要能为生产而膨胀,

一个钱的膨胀往往可以增加几千钱的生产力。生产力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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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物价自然会向下跌落, 恶性膨胀的危机自然就会消灭。

这里讲的为生产而膨胀, 就是把敌人后方的物力、人力动员

过来, 使敌人后方的生产有一个更大的资本膨胀。所谓平衡

的膨胀就是把膨胀的力量转移到广大的敌人后方去, 也就是

把膨胀的区域扩大, 区域扩大了, 恶性膨胀的危机自然也就

消灭了。只要能为生产而膨胀, 同时把膨胀的区域扩充到敌

人的后方去, 以中国人口之多, 物产之富, 再增加一两倍的钞

票发行额, 也绝对不会成为恶性膨胀。他说 : �在目前, 为生

产而膨胀和向敌人后方膨胀变成一个问题的两面: 我们只须

发展敌人后方的经济, 就已经是合理的膨胀, 也就已经是平

衡的膨胀。 [1]

二 把握财政特质,促进经济良性发展

章乃器对财政、金融和国民经济三者之间的关系用了一

个生动的比喻来阐述 : �财政、金融和国民经济, 好像是一所

三层的建筑物; 财政的来源依赖国民经济, 而财政的运用依

赖金融。所以, 国民经济是基础, 金融是中层建筑, 而财政是

上层建筑。 [2]接着, 他提出了一个基本论断: �战争的要素

是武力和财力。财力的基础是国民经济, 武力的基础也是国

民经济 ∀ ∀ ∀ 土地、人口、资源和生产力, 一面生长财力, 另一

面就生长武力。国民经济是武力和财力的源泉,所以国民经

济决定了战争的性质。 [ 2]

章乃器比较了中国战时财政与资本主义战时财政的不

同。他认为, 资本主义国家的战时财政, 就方法来说, 尽管有

募集内债、举借外债、停付旧债、创办新税、增加旧税、征用民

间财物和提高国营事业收入等许多项目; 就原则来说, 则不

外动员储蓄、控制膨胀、减低生活和运用外交四个范畴。由

于资本主义战时财政的特点,决定了 �帝国主义国家不可能

有持久抗战的财政基础 。但是,中国的国民经济、金融和财

政情况, 与资本主义 (或者说帝国主义 )国家完全不同: 第一,

就国民经济来说, 人力至少还有 40%没有动员; 农工的生产

力, 如能相当的应用科学,增加 1 /3以至一两倍都是可能的;

地下的资源, 更是 90%以上都不曾开发。我国的国民每月收

入, 平均每人恐怕还不到 30元, 和先进的国家比较, 增加 10

倍都一点不稀奇, 增加半倍以至一倍应该是不难的。国民收

入的增加, 就是税源的增加。这种税源的增加,是永远可以

取用, 而不受时间的限制。第二, 就金融来说。贵金属大半

都还散在民间; 单就白银一项集中的还不及 1 /3。储蓄和存

款都很不发达, 连都市里的人, 口袋里也装着许多不需要的

钞票。这种力量倘使能展开广泛的民众运动把它集中起来,

贵金属准备固然还可以增加两三倍, 储蓄和存款的增加, 也

许更要多一些。第三、就财政来说, 因为国家组织的松懈,行

政效率很低落。只要能做到 �铲除贪污, 节约浪费 八个字,

在平时, 收入可以增加 1倍,而人民负担还可减轻 1 /3, 支出

可以减少 2 /3,而工作仍能照常进行。战时即使收入减少,支

出增加, 只要能切实整理,收支的平衡是不难的。

根据上述分析, 章乃器认为: �战时财政的基础应当建立

在捐税政策和募债政策上面, 而不能建立在货币政策上

面。 [3] 514

他还指出 ,中国的战时财政不但要从上层贯彻到基层,

而且要把财政、金融和国民经济同时加以发展。就财政本身

而言, 固有的捐税, 有些还可以增加税率而不至影响贫苦大

众的生活; 如中央的奢侈品税、地方的屠宰税之类。新的累

进的直接税,如所得税、遗产税等,也可以积极推行。控制膨

胀的战时过分利得税, 更应该赶快施行。在金融方面, 应该

使银行事业深入民间, 广泛的搜集贵金属, 广泛的吸收储蓄

和普通存款。在国民经济方面, 设立一些工厂是不够的, 还

要广泛的扩展农业, 动员小工业和手工业。只要我们能动员

空闲的人力, 开发荒废的资源,生产力的提高是无可限量的。

应该科学地运用膨胀, 使发行的增加不但不会抬高物价, 而

且可以因为生产力的提高而抑低物价。他说: �战时财政要

贯彻到金融和国民经济, 高度资本主义国家固然也如此, 然

而是没有发展的。这种伟大的发展, 一面奠定了建国的基

础, 而另一面就取得愈打愈强的持久抗战的财源。这就是我

们的战时财政的特质。 [ 2]

三 节制游资,平抑物价

对于抗战期间大后方物价上涨危机, 章乃器认为造成物

价高涨的主要原因是香港、上海等地金融市场存在的巨额游

资。章乃器对游资的破坏力有很清醒的认识, 他认为, 游资

的囤积居奇是 �目下高涨的唯一因素 。[ 4] 490从商品方面看,

是囤积; 而从金融方面看,可说是游资的作祟。过去的通货

膨胀虽然造成偌大的游资,目下游资的活动却已经足以逼迫

通货的膨胀。在过去 ∀ ∀ ∀ 特别是在限制支付之后, 货币是处

在主动的地位支配着游资,而现在游资是处在主动的地位支

配着货币了。这是当前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然而已经不是通

货膨胀问题, 更谈不到恶性膨胀 (当前的货币问题与其说是

膨胀问题, 还无宁说是紧缩问题 )。

章乃器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各国的研究中发现了

一个货币学上的新定律 ∀ ∀ ∀ 货币购买力递减律。其表现是:

货币发行额增加, 货币购买力跌落。购买力跌落的速度要超

过发行额增加的速度, 而且是累进的。[ 5] 499购买力之所以递

减, 实由于游资累进的增加, 而未能加以节制。游资之所以

累进的增加, 则由于物价继续腾贵 , 货币利润大量的增加。

那时政府即使充分运用捐税政策及募债政策 ,也不能消灭游

资累增的趋势。这大量的游资, 自然不会自动的按照各种商

品存量的多寡 ,很平允的分配其购买力。恰恰相反, 为着营

种欲所驱使, 游资会不约而同的向着战时需用最大而存量和

产量均不足以应需求的商品市场奔驰。正和善于用兵的人

一样, 游资先生集中力量突破一点之后 ,再去突破第二点,第

三点, ##使令整个的商品市场崩溃! 这样, 当着货币发行

额以数学级数前进的时候, 物价指数就可能以几何级数前

进, 货币购买力就自然递减了。他认为, 只要能够规定游资

活动的范围, 限制游资的购买力, 货币购买力递减律就不可

能发生作用。而对付这庞大的游资,其办法一是要设法控制

游资, 二是要设法控制商品市场, 最好是能够双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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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制游资问题,章乃器提出了四点建议:

1、加强金融界人士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游资不是金

融业自己的资金, 然而金融业是可以左右的, 金融界是应该

负责的。因此, 要控制这大量的游资, 首先要在政治上加强

金融业的向心力, 彻底执行政府统一金融机构的意旨。[ 4] 491

2、提倡储蓄和劝募公债。章乃器很乐观地指出: �倘使

我们认为发国难财者都是没有民族良心的人, 那也未免太机

械。奸商的称呼往往是客观的, 在主观上, 他们大多数还和

平常人一样。他们经营这种业务,而国家不曾严密的去管理

他们的业务, 他们就变成奸商了。只要有公平的方法, 有完

善的政治动员, 赚了钱的人要他出点钱买公债, 并不是很难

的。 [4] 492

3、实行战时通货的措施。采取限制法币使用数额等措

施, 冻结游资, 稳定商品市场, 防止贿赂贪污及其他非法收

支, 杜绝奢侈之风。

4、举行国民财产总登记。登记的范围包括: 土地陈报;

商品; 外国物币;证券; 债权债务 (小额可免 )。

规定: 未经登记的商品, 卖出后, 取得的货币, 就是非法

的。于是, 他们就不能不登记了。同时还规定: 支出货币收

买未登记的商品, 也是非法的。

章乃器以敏锐的目光和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审视当时中

国社会的经济问题, 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以

期促进生产力发展, 推动社会进步。他的爱国思想、预见性

思维以及现代化意识, 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 具有重要的借

鉴作用。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其经济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章乃器认为中国经济要想从根本上得到发展, 就必须进行民

族革命, 实现民族独立。抗战时期,他积极投身于民族抗战

的洪流中, 并为解决战时财经问题献计献策。这些充分地反

映出其鲜明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立场。在 1949年 9月召

开的新政协会议上, 他作了题为 ∃新民主主义的民族工商业

家的任务%的发言,鼓励工商业者发展事业, 积累资本, 准备

将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消灭自己的阶级。作为中国民族

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公开提出消灭自己阶级的主张, 这在

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突出了其思想的革命性。

在不同的时期,章乃器总能立于时代前列,洞察社会,针

砭时弊, 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其经济思想的很多方面具有

明显的前瞻性和预见性。农村方面,他预见性地提出: �要通

过工业化道路来发展农村生产力。我们不单是要求都市的

工业化, 而且要求农村的工业化� � 农业现代化 。[6]建国初

期, 就如何打击投机、私人钱庄的前途问题以及资本主义工

商业的改造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他前瞻性地指出: 积极地

与生产结合, 最后融化在生产里。通过积极发展, 将来由新

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私人钱庄就很容易地完成这一历

史性转变。

强烈的现代化意识是章乃器金融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

章乃器是我国近代经济学家中完整提出创建中国现代资本

市场的学者之一。他把 �完成一个现代的银钱市场 和 �创

造一个现代的资本市场  作为中国金融市场现代化追求的重

要目标。他提出的在中国推行股票和公司债票,使长期资金

市场 (证券市场 )国民经济化的主张, 不仅阐明了证券市场的

基本功能和作用,揭示了中国近代产业发展的方向, 而且对

我们今天正确把握证券市场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和方向, 构建

和完善积极健康的证券市场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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