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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逊集团在旧中国》

内容概要

沙逊集团是旧中国英国资本中的一个主要企业集团，其活动经历过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的各个历史
时期，它的历史不仅反映了它本身活动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外国资本一个多世纪来在旧中
国活动的特点，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书作者是在改革开放后的肋年代初国家强调调查研究的大好形势下，得到了上海市房地产局等有关
方面的大力支持，花了两年多时间查阅摘录了沙逊集团遗留在上海总部的沙逊洋行档案，搜集到了一
定数量的该集团档案资料，采访了一些该集团的老职员，参阅了一些有关时期的中外报刊和著作，并
在此基础上作出了一些比较全面和系统的综合分析。也许可以说，本书是一本具有开创性的对旧中国
一个典型外资大企业集团的调查研究专著。
本书共分八章，约16万字。
第一章“沙逊集团概况”从一开始就指出，沙逊集团同怡和集团一样，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进入我国
，以经营鸦片走私起家，鸦片战争后凭借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和英帝国的支持而逐步膨胀起来，至20世
纪30年代左右，已俨然成为远东的一大财阀。本章据著名犹太史学家罗思所著《沙逊王朝》等资料考
证，沙逊家族祖先和世界上其他犹太人一样原在世界上迁徙不定，后在巴格达定居数百年，一直担任
着巴格达的首席财政官。由于当地反犹活动日趋激烈，家族迁往印度孟买定居，不久加入英国籍，并
在孟买设立沙逊洋行，进人对华贸易领域，鸦片战争后即来上海设立分行。沙逊集团1872年又创办新
沙逊洋行，开始大规模的在华企业活动。到1940年前后，新沙逊洋行在印度，香港．上海等地所拥有
的全部资产，约合当时的法币50亿元。第一章中专门有一节分析了新沙逊洋行的崛起和发展概况，共
分三个阶段，即(一)1872-1880年，以鸦片贸易为主的奠定基础阶段； (二)1880-1920年，上海业务转入
房地产的阶段；(三)1920年以后，在上海大力发展房地产并广泛投资于工业、金融的阶段。
第二章“沙逊集团鸦片与其他进出口贸易的兴起和衰落”，根据《海关贸易册》和英国《蓝皮书》中
的历年鸦片进口统计分析得出，旧中国鸦片贸易进口，19世纪70年代时还在上升，80年代开始下降，
这与市场上出现了大量廉价的中国自产鸦片有关。作者估汁了1840-1914年间75年的鸦片进口总量，沙
逊集团进口的鸦片占全部鸦片进口的比重和鸦片商的利润率，得出沙逊集团的鸦片总利润高达1．4亿
银两，年平均约200多万银两，这笔巨额利润为它在印度经营的纺织业，在上海经营的房地产业以及后
来在上海进行的工业等方面的投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章“沙逊集团的房地产经营”分析了上海公共租界的捐税、土地估价和房地产的关系以及20世
纪30年代前后沙逊集团扩大租地造屋和兴建高层建筑的活动，使集团在解放前上海28幢十层以上高层
建筑中占了6幢，获得了巨额房产收益，成为上海的房地产大王。作者根据沙逊有关档案，不同年份
的房租收入，推算出1921年前四十四年的房租净收人为1。098万银两， 1921-1941年间的房租净收入
达4，745万元，后一期间还有倒卖房地产利润2，094万元，而这一时期高层建筑所投入的建设资金不
过2，716万元，说明投资资金的来源还是来之于中国人民。
第四章“沙逊集团的工业投资”分析了沙逊集团1923年之后的工业投资一般都具有垄断性的特征，又
都与广大居民的日常生活关系极为密切。一是垄断市内公共交通。沙逊集团设立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
司的目的是为了长期在上海垄断公共汽车的经营权．并通过发展公交运输，使其房地产不断增值。二
是发展汽车销售行业。沙逊集团在上海设立的利口威机汽车行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和英国奥斯汽车公
司的特约经销商。三是垄断货运，驳运和仓库业务、沙逊集团通过控股的办法控制了会德丰、上海拖
驳公司，茂泰洋行，从而垄断了上海很大一部分的货运、驳运和仓库业务。四是垄断饮料工业。沙逊
集团也是通过控股办法控制了正广和公司和上海啤酒公司。作者指出，沙逊集团对上海人民的日常生
活，不仅是“住”，在“行”和“吃”方面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第五章“沙逊集团的金融活动”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末沙逊集团独资金融机构的创办及其作用，指出
由于子公司的不断增加，资产的不断扩张，业务范围的不断扩大，沙逊集团需要有若干金融机构作为
管理中枢，以便为其所属企业筹划和调度资金，并向它们发号施令。除新沙逊洋行为沙逊集团领导机
构外，这些金融机构包括远东营业有限公司、上海地产银股份有限公司，汉弥尔登信托有限公司及新
沙逊银行。另外，为了吞并更多的企业，扩张其实力，沙逊集团还纠集了一批二，三流资本集团，于
1930年合资创办了两家投资公司，即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和扬子银公司，从而使沙逊集团能以很少
资本，统治巨大的生产部门．并组成以沙逊集团为核心的资本联盟。作者还分析了沙逊集团金融资本
大量发行公司债的活动，操纵股票市场大做空头买卖的活动，以及图谋控制中国币制的“镑券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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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笼始末。
第六章“沙逊集团的买办和洞庭山帮”分析了新沙逊洋行买办所承担的任务及这些买办的特点，指出
新沙逊洋行第一任买办沈二园是上海洞庭山帮的鼻祖。洞庭山帮是以苏州洞庭山沈，席两家为首的上
海买办集团。从19世纪70年代起，洞庭山帮几乎完全垄断了上海外商银行和新沙逊洋行的买办职务。
沈、席两家为姻亲。沈氏祖孙三代都为新沙逊洋行的奠基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席家则垄断了汇丰银
行买办职务，其他姻亲同乡则分别担任其它外商银行的买办。作者指出，这样一个结合体对旧上海经
济发生了很大影响，成为帝国主义在旧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进行经济活动的一个
必不可少的工具。
第七章“沙逊集团的英镑投资和两次撤退”分析了到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中国国内政局动荡和日本
的对华军事侵略迫在眉睫，沙逊集团开始转变策略，一部分资金以英镑投资的形式转移国外，到1938
年时已高达115万英镑。太平洋战争前，沙逊集团预见战事的到来，1939年起开始了第一次撤退行动，
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房地产基本保留，少量脱手。二是大量抛售各附属企业和投资关系公司的股票
。抗战胜利后，沙逊集团看到我国人民的民族觉悟空前高涨，过去的特权不复存在，乃将各直属公司
全部迁往香港，并尽量压缩上海业务，最后发展到第二次的撤退。这次撤退在房地产方面的特点是不
但将拥有的产业，而且将华懋地产公司的股权大量抛售。
第八章“结束语”中，作者指出沙逊集团这个跨越多种行业和数个国家的企业集团在形式上颇类似当
今的跨国公司，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它有两大特点。一是用中国人之财剥削中国人民。
二是用少量资本控制大笔资金。作者也指出沙逊集团在旧中国的活动对旧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了严重
影响。一是沙逊通过不断汇出利润和两次撤退，将其从中国聚敛的财富大部分输出国外，对当时中国
国际收支的严重不平衡有较大关系。二是沙逊集团输入的鸦片损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腐蚀了中
国社会的肌体。三是沙逊集团的其它企业活动虽不似鸦片贸易那样臭名昭著，但大多是非生产性的，
对中国经济来说，它很少有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刺激商品经济发展等积极的一面。
本书附录包括新沙逊洋行与买办签订的合同，租地造屋合同．沙逊集团直属公司，附属公司及投资相
关公司共52个单位的中英名称对照表等，还附有本书31个表格的目录及主要参考书目。
本书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1978—1984年)著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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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翻译腔太重。文笔实在不敢恭维。
2、短短兩百頁資料已屬翔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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