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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民国以降，社会各界已倍加关注粮食的管理问题。如

何对粮食进行管理，在 “继续贯彻”孙中山遗嘱精神的

《建国方略》的 “实业计划”部分和 《三民主义》的 “民

生主义”部分中都有涉及。之后，粮食管理问题作为专门

话题受到众多学者的青睐。比如冯柳堂的 《中国历代民食

政策史》（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４年版）与郎擎霄的 《中

国民食史》（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４年版），分别评述了

上古至清季中国历朝的粮食管理状况。以当时粮食供求状

况的角度探究应如何管理粮食的著作有陆精治的 《中国民

食论》（上海：启智书局１９３１年版）、张心一的 《中国粮

食问题》（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编译，１９３２年版）与乔启

明的 《中国人口与食粮问题》 （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３７年

版）；以战时粮食管理问题为角度来研究的有尹以瑄的

《国防与粮食问题》（南京：正中书局１９３６年版）、陈正谟

的 《战时粮食问题的解决办法》（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

１９３７年版），以及黄霖生、朱通九等的 《战时粮食问题》

（上海：独立出版社１９３９年版）；从乡村经济的角度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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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产销问题的著作有翟克的 《中国农村问题之研究》

（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１９３３年版）、吕平登的 《四

川农村经济》（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版），以及费孝

通的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９年版）①；巫宝山的 《中国粮食对外贸易》（参谋本部

国防设计委员会印行，１９３４年版）则对如何管理粮食的

对外贸易进行了分析。

国民政府的粮食管理政策也颇受时人的关注，主要聚

焦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实行的 “田赋征实”政策，许

多相关的论著和研究资料相继出版。比如徐青甫的 《粮食

问题之研究》（丽水：浙江印刷厂１９４２年版），针对 “田

赋征实”后，粮食征收应注意的事项及对其改进的方法提

出了自己的见解；宋同福的 《田赋征实概论》（重庆：中

央银行经济研究处１９４２年版）、财政部田赋管理委员会

《三年来之田赋整理与征实》 （重庆：中央信托局制印处

１９４３年版）与关吉玉、刘国明的 《国民政府田赋实况》

上、下两册 （重庆：正中书局１９４４年版），则介绍了当时

田赋征实后各省开展粮食统制的情况；戴日镳的 《战时田

赋征实与战后粮食问题》（上海：独立出版社１９４２年版），

预测了田赋征实对战后粮食供应状况的影响。自国民政府

决定田赋征实以后，“关于田赋改征实物问题，各方即展

开许多的论争，赞成反对者各有其人，扰攘不一”，陈明

鉴将时人评述田赋征实的论文和当时颁布的关于征实的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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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书虽然是后来出版，但其撰写的时间和反映的内容均属于民国时期



规资料汇集成册，编成 《田赋改征实物论集》（永安：福

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１９４１年版），该书对于研究田赋征实

与粮食统制政策的关系，是比较全面的参考资料。

然而对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前国民政府的粮食管

理，特别是在粮食储备方面的管理，时人的研究就不是那

么充分了，不仅缺乏相关的专著，就连对其进行系统梳理

的文章也很少。朱子爽的 《中国国民党农业政策》（重庆：

国民图书出版社１９４０年版）虽然零星提到了战前的粮食

仓储设置，但全文主要以农业的发展为主线，没有对粮食

储备展开系统论述；张梁任的 《四川粮食问题》 （重庆：

震华印书馆１９４１年版）提到了抗战前后四川的一些粮食

管理办法，而其主要讨论的却是作者自己认为应如何管理

四川粮食，并不是从粮食储备的角度上来论述；闻亦博的

《中国粮政史》（未知出版单位１９４２年版）倒是提到了一

些抗战以前的粮食管理，但是全书内容叙述的是从战国一

直到近代的粮政，国民政府的粮食管理只是其中一小部

分，所以论述极其简略，很多问题都未展开讨论。

这种情况极大地影响到当今学界，对国民政府粮食管

理的研究被局限于 “田赋征实”后的粮食政策，其他方面

则鲜有提及。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秦孝仪在台湾地区主编

《革命文献》抗战建国史料，其中的第１１０辑至１１３辑属

于 “粮政方面”部分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

委员会１９８７－１９８９年版），主要围绕以田赋征实以后各省

的粮食管理问题展开，而第１１４辑至１１７辑则是另外单独

编辑的 “田赋征实”部分 （同上，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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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前者的补充，其内容的规模与前者相当。对于抗战全面

爆发以前的粮政设施，编者却没有编入相关的史料。祖国

大陆的学界也是如此，大量对国民政府粮食管理问题的研

究集中于 “田赋征实”以后的粮食政策①，而讨论战前国

民政府的粮食管理问题的论文却并不多见，且论文内容零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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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玉湘著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田赋征实与粮食征购》（《山东
大学学报》１９６３年１期）是笔者目前所见的在新中国建立后最早对田赋征实进
行评述的论文：改革开放以后，刘仲麟发表 《也谈年田赋征实的税率与税负问
题———兼与朱玉湘同志商榷》（《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７年４期）驳斥了朱文中的一
些观点，而朱先生也写了 《再谈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田赋征实问题———答刘仲麟
同志》（《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８年６期）予以回应，由此开启了学界对田赋征实的
讨论，此后涉及此问题的论文层出不穷，参见侯德础： 《抗战时期四川田赋征
实述评》，《四川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８年６期；陆大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
食问题及国民党政府的战时粮食政策》， 《民国档案》１９８９年４期；陆仰渊：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体制》，《安徽史学》１９９５年３期；虞宝棠：《国
民政府战时统制经济政策论析》，《史林》１９９５年２期；金普森、李分建：《论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管理政策》，《抗日战争研究》１９９６第２期；李铁
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田赋征实政策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
报》２００４年３期；陈雷：《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供应与配给》，《安徽
史学》２０１０年６期；罗玉明、李勇：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统制政策述
论》，《湘潭大学学报》２０１０年２期；陈雷：《统制经济与抗日战争》，《抗日战
争研究》２００７年２期；陈雷：《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统制》，《抗日战争研
究》２０１０年１期；魏殿金：《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管制政策》，《南京
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０８年６期；汤梓军：《抗战时期四川粮食动员研究》，《求索》

２００５年１０期；曹发军：《试论抗战时期四川物价管制的实施》，《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２期；郝银侠：《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研究———田赋
征实弊失分析》，《历史档案》２０１０年２期；郝银侠：《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田赋
征实中的利益集团关系》，《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２期；方勇：
《蒋介石与战时粮食统制》，《历史教学》２０１２年１４期 （由于文章太多，未能一
一列举）。另外，有一些硕博士论文也涉及田赋征实的研究，参见陈雷：《国民
政府战时统制经济研究》，２００８年６月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
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肖鸿今：《论抗战时期四川田赋 “三征”》，２０１０年４月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王茜：
《论抗战时期陕西国统区的粮食管理政策》，２０１０年６月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
与旅游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学位论文。



散，缺乏系统的论述。有些学者认为 “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３７年

是一个中国粮食供应比较平稳的时期”，所以在 “战前，

全国粮食管理并未设立专门机关”，而 “在抗战的最初两

年，中国农业收成相当不错，粮价尚称稳定，没有跟其他

物价一同高涨”， “所以当局并未感到实施粮食管制的急

迫”①。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忽略了抗战以前国民政府在粮

食管理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与史实不符。

１９３１年，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遭受严重水灾，粮食

大面积歉收，农村经济受到了严重打击。同年，日本在我

国东北发动了 “九一八”事变，中日关系日趋紧张。１９３３
年，日军又进攻热河，攻占长城各口，直接威胁京津地

区，迫使国民政府与其签订 《塘沽协定》。在这种形势下，

国人的抗日情绪高涨，认为 “现下我们已经是被压迫到不

能不战，不得不战的地步了”②。然而粮食对于战争的影

响非常重大，“战时的政府对于粮食，必须实施各种统制

政策，来稳定国内粮食的价格”，“使食粮不生恐慌，而战

斗力得以延长”③。国民政府内部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

在１９３４年的四中全会上，刘峙等提议统制全国粮食，指

出 “我国现状不外两端：土匪扰攘，外侮凭陵，国脉垂

危，千钧一发，一也；农业则赤地千里，荒者故荒，而不

荒者亦濒于荒，农村十室九空，流亡载道，良者举失其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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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马军：《国民党政权在沪粮政的演变及后果 （１９４５年８月至１９４９年５
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８～１７页。

周元光：《粮食的战争和粮食的统制问题》，《农声》１９３４年１７８期。
蔡声涛：《战时经济与粮食统制政策》，《生机》１９３３年２卷２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所，而莠者转多出路，以致廉耻道丧，生资破产，民族岌

岌不可终日，二也”①。为此，国民政府开始对粮食加强

管理，最后选定以建仓积谷为主要办法。笔者将就国民政

府在抗战以前对粮食储备的尝试展开专论。其中，又因为

国民政府在抗战前已选定重庆为战时的陪都，抗战全面爆

发后国民政府主要以四川为大后方，所以笔者的论述以抗

战前的四川省的粮食储备问题为重点。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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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统制全国粮食提案原文》，《银行周报》１９３４年１８卷５期。



第一章　抗战前国民政府的
粮食管理概况 （上）

从１９２８年下半年到１９３０年上半年，长江下游地区发

生了比较严重的灾荒，一些城市的米价突然飞涨，而且还

经常面临无米可卖的状况，江苏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

的措施，试图减轻米荒带来的危害，但因受制于窘迫的财

政，功效并不明显。当时主要产米的各省为了维护各自的

利益，纷纷实施 “禁米政策”。南京市是当时国民政府的

首都，人口较多，平时依靠外来米源维持，在各省禁米的

情况下，米源被阻断，只好通过调节自身的米市场来渡过

难关。南京市政府在这次米粮调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组

织本市的米商，整合了米粮市场，通过米粮评价委员会实

现了对粮价的控制。在这整个过程中，南京市政府与江苏

省政府、中央行政院的互动关系及其各自发挥的作用，展

现了当时国民政府粮食管理体制的缩影。

·７·



第一节　舆论对粮食危机意识的反映

民国１４年 （１９２５年）张慰慈先生在 《东方杂志》上

发文，指出世界粮食问题将会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日益严

重，认为世界各国 “均有人满之患”，有些国家现在还有

余力供给别处人民的粮食，“但照他们内部人民增加的速

度，恐怕不久也要有自顾不暇之势”①。考虑到张先生曾

负笈美国的经历，他可能更多地是以世界公民的胸怀和视

野来看待粮食的紧缺，对于自己祖国的情况却没有侧重的

讨论，而此文用中文发表在中国的重要刊物上，也不能不

说作者没有任何的针对性。在此之后的很多论述粮食问题

的文章中，“人口”与 “粮食”常常被关联起来②，似乎

知识界对于粮食问题都怀抱着强烈的危机意识。甚至有人

建议大家将微生物酵母作为食料来解决食粮不足的问

题③。刊载这些文章的杂志，大都在上海发行。作为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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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张慰慈：《世界人口与粮食问题》，《东方杂志》１９２５年２２卷２号。
比如杨开渠：《食粮问题解决的新发现》，《东方杂志》１９２８年２５卷２４

号；徐方干：《中日粮食问题的观察》，《东方杂志》１９２９年２６卷１９号；汉罗：
《请一致注意到食粮问题》，《社会月刊》１９２９年１卷９号；王道：《中国粮食问
题》，《世界月刊》１９２９年２卷２期，不一而足。张培刚在论述此时期的粮食研
究时认为 “粮食问题大都仅仅视为与人口相对待的问题，并且多半附于人口论
中论述之”，“讨论粮食问题者多宗马尔萨斯之方法”（出自 《中国粮食经济》，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３页），似可为笔者之佐证，故在此仅略举几
例。

杨开渠：《食粮问题解决的新发现》，《东方杂志》１９２８年２５卷２４号。



的通商口岸之一，上海当时已经是对外贸易非常发达的城

市，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对于粮食的需求很迫切。“按上

海原非产米之区，而人口则倍蓰于内地。且为转口之要

埠，附近产米，固然集中于此。即远之，如湘赣米，亦源

源来沪，而洋米进口，又每以上海为目的地，故居民粒

食，常有恃而无恐”①，但是如果外间的来源不稳，或者

来路不畅通，粮食就会出现紧缺，上海人民的生存就要受

到极大威胁。

１９２４年９月，江浙战争爆发，江苏都督齐爕元与浙

江都督卢永祥在宜兴、沪宁线、嘉定、浏河、青浦五个方

向展开激战，战火波及的地方都是上海附近的产米区域。

而在战争尚未爆发时，上海仅受到 “江浙战谣声浪”，便

“致波及民食，米价大涨。市民更遭意外恐慌，由非笔墨

所能尽述”②。时人认为其 “固为战争之影响，要亦人民

自起恐慌，深恐粮绝，争先购买，致予米店以可乘之机，

价格因之狂涨”。于是各商业团体在上海总商会的领导下

举办平价米的销售活动，“每升计售大洋一角，每人一升

起至一斗为止，而淞沪粮食维持会又已举办麦食平价，以

补米食之不足”。米行公会在 “派员分赴招商太古怡和宁

绍各样栈调查”后，指出 “长江如安徽芜湖江西淮扬等秈

米，有三十万包之多，而碾米各厂栈近来沪宁火车因军事

关系，停止货车，未有运到”。而走水路的 “米船畏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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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静如：《食粮恐慌之根本问题》，《银行周报》１０卷３３号。
《上海粮食问题之救济观》，《银行周报》８卷３５号。



兵，不敢载米运申”①。米商瞿德纯致函上海总商会，直

截了当地说：“因缺米原因被军队阻隔，设法疏通，源源

而来，价必跌矣！”②虽然问题十分清楚，但解决起来，却

不是那么容易。开战之后，情况更加不妙， “裏路来源，

完全断绝，粳米存底，益形减少。头号货虽出重价，亦难

购得。米店出售，表面虽照限价，但大都于高货之中，掺

杂中次之货。以致中次白粳均一跃而售高货之价，故限价

亦等于具文而已”③。

由此来看，此时上海的粮食主要是依靠周边的产米区

供应，因而只要它周边的产米区受到影响，其粮食市场马

上受到冲击，这是当时普遍认同的观点。遇到粮食危机的

时候，虽然也有人会提到要依靠 “洋米”来缓解，但是因

为进口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并非几天内可以办得到的事

情”，而且当时国际金价上涨，由于金银比价的关系，购

进粮食反而很贵，所以 “就算有洋米进口，价钱也不会退

板的”。④ 现在有些学者认为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 “上海市

场上国米虽然多于洋米，但由于洋米价格低于国米，因而

国米价格决定于洋米价格”⑤，“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洋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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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上海粮食问题之救济观》，《银行周报》８卷３５号。
《上海粮食问题之救济观》，《银行周报》８卷３５号。
《上海粮食问题之救济观 （二）》，《银行周报》８卷３６号。
《上海粮食问题之救济观 （二）》，《银行周报》８卷３６号。
徐畅：《近代中国粮食进口中的阶段和影响》，《史学月刊》２０１０年第６

期。



征进口税等特权，向我大量倾销，进行经济侵略”①。但

居住在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小商人、工人和贫民等，不是

粮食的生产者，他们的食物纯粹要从市场上购买得来，所

以他们大多数只是想要粮食价格尽量便宜，大家倒是非常

希望可以通过洋米的进口来缓解粮价太高的危机。问题的

关键是，粮食生产不同于普通商品生产，具有很强的季节

性。如果粮食出口国的收成也很低，市场上的粮食价格也

会高起来，不能轻易形成对国内粮食的价格优势，再加上

运输条件的限制、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等诸多原因，进口

粮食也不一定能压低国内的粮价。比如１９２９年美国的小

麦减产，麦价比上一年 “要高十分之一二”，“又加以现在

的金价飞涨，银价低落的时期，中国粉厂大概不能输入很

多的小麦”。②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舆论还反映出，人们对全

国的粮食状况普遍感到悲观，这与有些学者谈到的２０年

代长江中下游的 “米荒”③ 相对应。在上海发生粮食危机

时，就有人提出这种现象从表面上看 “似属上海局部问

题，若进而求之，则所关甚大，实吾国民经济衰颓之现象

也”④。对比光绪年间的米价，上海的粮价确实上涨了不

少，比起民初也高出许多，人们根据 “物稀则贵物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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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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