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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读全书，资料丰富而翔实，立论公允且新颖。涉及矿业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时，作者能够不囿
于传统观点，依据对正反两方面资料的全面分析，提出既符合历史实际又有新意的见解。例如国民政
府所实施的统制政策，长期以来被认为它主要是适应四大家族的需要，压制了民族工矿业发展，对矿
业生产只有破坏作用，无任何积极作用可言。《开发与掠夺》作者不落窠臼，把当时的矿业置于抗日
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又具体地统计了该时期石油以及各种金属矿的产
量，发现1941年比1936年增加了2—5倍，说明了国民政府在当时形势下实施的统制政策保证了矿业为
抗战服务，也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矿商的利益，因此认为应该给它以基本的肯定。又如易货偿债政策
，一些论者认为它使中国矿产资源大量外流，外贸主权完全受制于他国。《开发与掠夺》作者对此论
点虽未加评论，却从另一侧面说明易货偿债促使国民政府不得不加大矿业投资，且钨锑又是按照国际
市场上涨的价格结算，这都为中国矿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一论述，对我们全面认识易
货偿债政策有新的启示。再如公营企业的管理问题，过去也认为一无是处．《开发与掠夺》作者也实
事求是地指出这种看法过于片面绝对。事实上，不论是国民政府或是地方政府独办或主办的企业多注
重管理，特别是由大批专业人才主持的资源委员会企业更是如此。一些文献资料反映，大后方不少厂
矿主要负责人经常在他们组织的协会中探讨改进企业管理的方法，并在企业中建立了比较严格的规章
，推行成本核算、会计制度，力求迅速而准确地反映企业的经营活动和资金周转情况，从而保证了企
业正常合理地运转，也杜绝了投机和重大事故。否则，很难想像大后方工矿业对抗战会起多大作用。
此外，《开发与掠夺》在民营企业的管理、矿业生产布局的形成、矿产市场等问题方面，也提出了不
少新的见解。这些见解多是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颇具说服力。　　在研究方法上，
《开发与掠夺》还广泛地运用了统计分析法。全书共整理有数十个统计表，尤其对抗战时期的矿业的
损失用多个表格作了较为全面估计。过去，韩其桐先生曾对抗战时期矿业的损失作过估计，惟限于当
时资料尚不完整，有两年的数字只是约略的推算。在现有资料条件较前完善的条件下，《开发与掠夺
》作者利用已公布的权威性资料的数字，以及日本的一些调查数字，得以在韩其桐先生统计的基础上
加以调整补充，得出较为完整的很有价值的统计数字。作者制作这些统计表花了不少功夫，殊为不易
。　　《开发与掠夺》分章探索了抗战时期矿业生产各个方面的问题，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历
史借鉴的现实意义，同时对推动抗战史的研究也将产生积极的作用，不失为一本价值颇高的学术专著
。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优秀史学专著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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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Page 4



《开发与掠夺》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抗战前中国矿业发展概况　　中国矿藏资源丰富，开采历史悠久。早在周秦时期，随着
生产的发展和战争规模的扩大，开采和冶炼铜、铁、铅等的行业就已很兴盛。汉朝以后，统治者对铜
铁生产实行严厉管制，金属矿业发展比较缓慢，但是煤等非金属矿的发展却比较迅速。清朝中叶以后
，金属矿禁解除，民间绅商纷纷集资开采，矿业成为全国的一个支柱性产业。19世纪中期，封建统治
者举办洋务运动，各地创办了一批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新式矿厂，采用大机器进行生产，使
矿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朽、卖国，这些矿厂被帝国主义排挤、打击和控制，
处境困难。　　1.民国政府加强矿业建设的举措　　进人民国，历届政府为巩固政权，推动社会经济
的发展，适应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需要，都把矿业建设摆在重要的位置。其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1）加强对矿业的规划和领导。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政府成立后，专设实业部矿务司，主管全国矿业
事务，并将全国划分为八区，各区设矿务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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