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评论 。 年系份知

试论中国甲午战争赔款与日本军国主义

经济膨胀
、

军事扩张的关系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被迫于 年

月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

马关条约
” ,

条约中除了割让台湾
、

允许 日本人在华设厂

等使中国失地丧权的条件外
,

还规定中国向

日本支付战争赔款二亿两银
,

加上以后 日本

向中国勒索的
“

赎还
”

辽东半岛费 三 千 万

两
,

共达二亿三千万两之巨
,

这是 日本军国

主义对中国空前规模的掠夺
,

当时从未有一

个帝国主义国家能从中国掠走这么大数额的

货币财富
。

这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 这

笔巨额赔款成为日本重要的资本原始积累
,

推动了甘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
,

大大扩充

了 日本的军备力量
,

使 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

达到一个新阶段
。

被 日本勒索了二亿三千两战争赔款的清

政府正处于经济破败
、

财政危机之中
,

当时

清政府年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两
,

根本无力

支付巨额赔款
,

只得依赖大举外债
。

各帝国

主义国家为了通过资本输出在中国攫取更大

的侵略利益
,

竞争向清政府贷款
。

清 政 府

年举借
“

俄法借款
” ,

金额 亿法郎
,

年 厘
、

折扣
,

借期 年
。

年举借
“

英德借款
” ,

金额 万英镑
,

年

利 厘
,

折扣 帕
,

借期 年
。

年举借
“

英德续借款
” ,

金额 。万英 镑
,

年 利
奋 厘

,

折扣 呱
,

借期 年
。

清政府通过这

三次借款 亿两
,

扣除折扣实收 亿两
,

①

将其中的大部分 亿两 含赔款利息
。

做

为战争赔款按 日本政府要求以英镑直接在伦

敦分期支付给了 日本
。

②

郭豫庆

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借款搜取了极高的垄

断利润
,

这些借款不仅有很高的利息
, ·

而且

在帝国主义国家实交款时
,

要打一个很大的

折扣 象
“

英德续款
”

的实交折扣竟高达 肠

列宁针对 年的
“

俄法借款
”

指出
‘

在

借款时
,

债务国所得到的通常不超过总数的

。肠
,

百分之十被银行和其它中 介 人 拿 去

了 银行从四亿法郎的中俄公债中得到百分

之八的利润
。 ” ③

同时
,

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借款还攫取了

更大的侵略特权和利益 洲年的
“

英德借

款
”

章程中规定
,

借款未付还前 此借款偿

还期 年
, “

中国总理海关事务应照现今
办理之法办理

” ④ 当时英国人 担 任 中 国

海关总税务司
,

这就保证了英国对中国海

关的长期控制
。

这三次借款 规定 以 清 政府
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的海关税和厘金做担保

,

使帝国主义扼住了中国财政的咽喉 , 开始建

立对中国的金融控制
,

从而大大加深了中国

半殖民地化程度
。

甲午战争中
,

日本将亚洲的封建大帝国

一中国击败
,

大大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霸

权野心
,

而 当时另一个在亚洲谋求霸权的沙

俄也正加紧向中国东北扩张势力
,

并何机向

朝鲜半岛渗透
,

计划五年内将通向远东的运

兵线 —西伯利亚大铁路修通
。

为了同沙俄

对抗
,

争当东洋霸主
,

日本政府 年制定

了以扩充军备为中心
,

大力推进殖产兴业的
“

日清战后经营计划
。 ”

⑤为了实现此经营

计划
,

日本政府制定了收支空前庞大的
“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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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财 政 计划
。 ”

从 中国 攫取的 巨额赔款成

为
“ ‘

日清战后经营
’

的主要财源
。 ”

⑥

清政府向日本支付的战争赔款
,

于
、

、 、

年分四次去伦敦共向 日本支

付 万英镑加上利息 万英镑
,

共折合 日

元 亿 。万
, ⑦此赔款相当于战前 日本政

府年财政收入 的 倍
,

相当于 年 日本全

部 家银行总资本 万 日元的 倍
、

全

国银行存款总额 亿 日元的 倍
。

⑧因此
,

这笔数额空前巨大的赔款的掠取
,

使 日本资

产阶级
、

军国主义分子欢喜若狂
, “

三亿五

千万赔款的获得对日本产业是一大祈福
”

⑨

“

在我国金融经济发展史上没有比此影响更

大的了
。 ”

⑩ 年 月
, “

马关条约
”

刚

签订
,

日本大藏省就开展研究中国战争赔款

的具体使用计划
。

同年 月大藏相松方正义

提出
“

清国赔款使用计划
”

方案
。

经过反复

策划 , 日本政府决定将中国 战争 赔款 用 于

充实国防
、

扩张国权
” ,

在战后财政计划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
。 “ ‘

日清战后经营
’

是以中

国赔款的取得为大前提的
。 ”

⑧

找 实行资本制
,

是 日本
“

战后经营
”

的重

要措施
。

英国最早于 年实行金本位制
,

由于英国是世界贸易金融中心
,

德
、

法
、

美
、

意

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英国采取统一步调
,

到九十年代都先后采用了金本位
。

日本 于

年实行银本位制以来
,

国际金融市场上

银与金比价逐步下跌
,

进入九十年代下跌加

剧
,

金与银的比价
,

年为
, 一

年
,

年
。

这对实行银本位

的日本极为不利
,

造成国内物价腾涨
,

银行

信用下降
,

引起投机风潮
,

对金本位国家贸

易大受影响
。

因此
,

日本早就想改为采用金

本位
,

但因其财政力量薄弱
,

年 日本全国

金库只有价值 万 日元的黄金储备
,

中

央金库更少
,

因而无法提供充足的巨额准备

金
,

所以一直没法实行金本位
、

,

甲 午 战 争

后
,

日本利用掠取的巨额中国赔款做准备金

于 年实行金本位制
,

规定一 日元价值黄

金二分 。 豪克
。

金本位的建立
,

一方面使 日本国内信用

制度健全起来 , 稳定了商业
,

巩固了银行信

用
, “

对银行家极为重要
、

有利
, ”

⑩使银

行业得到 飞跃发展 另一方面使 日本纳入了

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

取得了同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平等的金融地位
, “

日本采取金本位制

后
,

同以英国为中心的欧美国家经济关系急

速密切起来
”
⑧这为 日本在海外发行债券

,

导入外资开辟了道路
。

年 日本在国外通

过汇丰银行等首次发行公债 万 日元
。

以后频繁发行
,

到 年 日本外债额 达

亿 日元
。

⑩外资的引进对于 日本解决财政困

难
,

弥补国际收支赤字
,

开辟资本 主 义 工

业化资金来源起到了积极作用
。

金本位的实

行还增强了 日本的竟争力
,

促进了外贸的发

展
。

因此
,

金本位制的实行成为日本资本主

义发展的重要契机
, “

利用中国赔款确立金

本位制 对于 日本 又是一大祈福
。 ’,

。

日本在伦敦接收以英镑支付的中国战争

赔款并没有全部直接汇回国内
,

而是将一部

分存入英格兰银行
,

一部分运用于伦敦金融

市场
,

进行购买债券等金融经营活动
,

⑩丫

部分则在伦敦金融市场胸买黄金送回国内
,

一 年 日本在英国购买了 价 值 亿

万 日元的黄金
。

⑩战前 日本财政金融力

量单薄
,

黄金和外汇都很少
,

因此
,

日本政

府对中国战争赔款要求用英镑而不要用银两

支付 , “

在伦敦接收以英镑支付的赔款有重

要意义
。 ”

⑩这笔 以英镑支付的巨额赔款使

日本政府在长时间内拥有巨额黄金和外汇资

产
,

极大地增强了 日本财政金融力量
,

提高

了 日本的国际金融信用
。

由于 日本中央银行

—
日本银行在伦敦拥有巨额外汇资金

,

英

格兰银行为调节金融市场曾儿次向 日本银行

借款
, ⑧使 日本银行信用大大提高

,
、

成为英

格兰银行的一大金融往来对象
。

日本礴维正

子哥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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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行是 日本最主要外汇银行
,

其 年就

在伦敦开设分行
,

因其实力不强
,

英格兰银

行一直不允许其伦敦分行开设存 款 帐 户
。

年横滨正金银行被委托去伦敦处理接受

中国战争赔款
,

信用大增
,

被逐渐认为是具

有实力的大银行
,

因此
,

英格兰银行批准了

其伦敦分行开设存款帐户
。

甲午战争后是 日本资本主义工业的进一

步发展时期
,

需要进口大量的棉花
、

钢铁等

轻重工业原料和全部主要机器设备
,

导致外

贸入超 ,

一 年累计赤字 高 达 亿

万元
, ⑩ 日本运用中国巨额赔款

,

通过

在伦教殉买大量黄金和白银
,

进行金融经营
,

发行外债等获得巨额外汇
,

弥补了国际收支

赤字
,

改善了国际收支状况
。

由于巨额中国战争赔款的掠取
,

日本政

府在日本银行的存款大为增加
,

日本银

行的存款额仅有 万元
,

年增至

亿元
,

猛增 倍
,

其中政府存款为 亿元
,

占 肠
。

这大大增强了该行实力
,

提高了

其信用
。

弱年该行现金和黄金 等 资 产 为

亿元
,

比 年增加 肠
。

为了促进产业

发展
,

日本银行实行了增加通货
、

放宽贷款

方针
。

年该行发行银行卷 亿元
,

比

年增加 一肠
,

年该行发放贷款

亿日元
,

比 年增加 倍
。

⑧由于 日本银

行居全国银行中枢
,

其金融政策对全国金融

影响很大
。

年全国银行存款总额达

亿元 比 年增加 倍
,

贷款总额为

亿元
,

公 比 年增加 倍
。

同时甲午战争

后
,

日本成立了兴业银行
、

劝业银行等特殊银

行
,

运用国家资本向产业长期贷款
。

由于信用扩张
,

资金供应量加大和随着

日本对朝鲜
,

中国的侵略
,

国外市场扩大
,

促

使兴办企业的热潮出现
。

一 台 年
,

日

本新增公司 家 , 资本 亿元
。

年

公司增加到 ’ 家
,

资本 亿元
,

比招

年增加 倍
。

一

。 一

在公司资本总额中
,

银行业资本占 肠
一

,

居首位
。

银行家数由 年约 家增至 川

年的 家
。

资本由 年约 万元
,

增

加到 年约 亿元
。

⑩

交通运输业资本占公司总资本约 肠
,

居第二位
。

由于军事运输和对外经济扩张的

需要
,

日本政府对交通运榆业进行了大力扶

持和保护
,

一 年日本政府财政支出

铁道建设费 万元
。

一 年已本

政府共发放邮船奖励费
、

航海奖励费
、

航路扩

张费
、

造船奖励费 万元
。

⑧促使交通运

输业的飞跃发展
。

年 日本铁路营业里程

为 公里
,

比 年增加一倍多
。

,

年日本 吨以上轮船的建造总吨位为

吨
,

母 比 年增长 倍
。

海运船 队 总吨位

年为 万吨
, 匆 比 年增加近 倍

。

同期电信事业也有很大发展
,

一 年

日本财政支出电话改良费 万元
。

一

年电话用户由 户增加到 户
。

函

工业资本在公司总额中占 肠
,

虽然没

有金融业
、

交通运输业多
,

但发展最为迅速。

一 年使用原动力工厂由 家 增 加

到 家
, 含 同期燕气机马力增加 倍

。

工

业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
。

工业中棉纺织业发

展最快
,

一 年纺健由 万锭增加到
一 牙万锭

,

资本从 万元增加到 万元
、

棉妙出口量 一 年增长 倍
‘ 。

棉纱产

量约近 呱出口
。

这使棉纺织业成为 日本

最重要的工业部门
。

出口贸易的发展也很显著
,

一

年
,

出口 总额由 。。。万元增加到 亿元
。

函

生丝在出口 中占首要地位
,

但它的比重逐年

减少
,

棉纱渐渐占重要地位
。

年棉纱和

棉制品在出口总额中占近 呱
,

殖民地的朝

鲜和半殖民地的中国成为日本棉纺织品的主

要市场
。

年日本棉纺织品的 帕输往

中国
,

肠输往朝鲜
。

一‘

上途几方面表明 、 以甲午战争为转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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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产业革命获得飞跃发展
, “

以中国巨

额赔款为代表的战胜果实对战后资本主义的

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 ”

军备扩充是 日本
“

战后经营
”

的中心
。

甲午战争后
,

日本掀起了歇斯底 里 的 扩 张

狂
,

为了同沙俄争夺猫权
,

日本政府制定了

大规模的扩军计划
,

计划把陆军从 个师团

扩充到 个师团
,

并增加改良装备的独立骑

兵 个旅团
,

和装备重炮的独立炮兵 个旅

团
,

平时兵力从 万增为 万
,

战时兵力从

万增加到 万
。

海军军舰总吨从 了万 吨

增加到 万吨
,

组成以六艘战舰和六艘装

甲巡洋舰为主力的舰队
。

为了实现庞大的军

备扩张计划
,

日本政府决定以中国战争赔款

为基础投入 巨额军费支出
。

因此
,

中国巨额

赔款几乎全部用于 日本军备扩张
,

见下表
。

日本政府对中国战争赔欲支出

临时军费
‘扁 今咚一 一一一

一 一

—
一一

—
旦 一生

一

一竺一 色仁卫一 一 竺 里

盯一
。。

一
·

陆军护张费

海军护张费

制铁所设置费

年临时军费
、

运输通信部费

年一般会计补充

皇室费用

】

勺

单位 万元

计

肠

肠

一 肠

肠

肠

帕

肠

葱剪获 ⋯习习习习画 ⋯习工习三亚亚二
尸

矍婴矍 一 卫一
工

一 一竺一 一色
一

些生生
一

卜生里一卫竺竺竺竺一
一

竺笙哩一

—卜竺 一生卜生卜生 竺 生卫一

卜竺
一

二
一

一燮竺卫塑二一
订

·

川
·

”
·

“
· ·

“
· · ·

“ “ 肠

资料来耳 《明治对政史 》
,

第
,

第 ”一 ” 万
。

从表中看出
,

用于陆军扩张费
、

海军扩 炮的 万 千吨级的巨型战舰
,

对日本 占压

张费
、

临时军费等的直接军费支出为 亿 倒优势
。

因此
,

为了同沙俄抗衡
,

日本把加

万元
,

占总支出的 帕
。

用于灾害准备基金 速扩充海军放在生死悠关的首要地位
。

当时

和教育基金的 。。万元必要时仍 可 娜 为 军 日本军舰生产能力薄弱
,

只能生产中型以下

费
。

军舰
·

大型军舰全靠从海外钩买
。

日本自走上

日本用于扩充海军的费用为 亿 万 军国主义道路以后
,

就大力发展海军
,

甲午战

元
,

占中国赔款总支出的 肠
,

这是因为 日 争前就蝎力从海外购买军舰以装备海军 但

本把沙俄做为争夺亚洲霸权的主要对手和设 当时由于 日本外汇短缺
,

使其从国外购买军

想敌
,

沙俄当时是世界上仅次于英
、

法的第 舰受到严重限制
。

甲午战争后
,

对中国巨翎

三大海军强国
,

年海军总吨位 为 万 战争赔款的掠夺
,

使得 日本能够
“

依靠中国

吨
,

为 日本海军总吨位 万吨的 倍
, ⑩ 赔款为主要财源

,

输入军舰
,

扩张海军
” 。

。

拥有 英寸钢甲防扩 装备 峨门 。毫米丰 革 日一王 年日本海军共增 添 军 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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艘
,

总吨位 万吨
,

有 艘军舰
,

吨位
,

占总吨位的 肠
,

是从海外定购的
。

其中从英国购买 艘
,

万 吨 位
,

占总

吨位的 肠
,

包括 艘万吨级一等战舰
、

艘 千吨级一等巡洋舰
、

艘 千吨级二等

巡洋舰和 艘驱逐舰
、

艘炮舰 从德
、

法

各如买 艘 千吨级一等巡洋舰 从意大利

钩买了 艘 千吨级一等巡洋舰 从美国购

买
·

艘 千吨级二等巡洋舰
。

⑩除军舰外
,

日

本还大量从囱外采购兵器
,

由于 日本当时兵

工生产落后
,

日本陆军装备约 — 毫

米的榴弹炮等重炮和新式火炮全部需从德
、

法等国购买
。

弹药和炸药也需要大量进 口
。

一 年日本向海外定购了 亿 万

元的军舰和海军器材
,

采购了 万元的兵

器和弹药
,

。这使 日本将中国战争赔款约

用于支付在海外购买军事装备
,

其中大部是

支付向英国定购军舰费用
,

英国为了完成军

舰订货而减少了本国同类军舰生产
。

在国内
,

日本政府拨出大量经费
,

加紧

发展军事工业
。

一 年 日本政府向以

军需工业为中心的国营企业投放资本 万

元
, ⑥ 比战前增加 倍

。

。。年 日本 政 府

拨出军舰修造费 。万元
,

⑩ 比战前增加

倍
,

这使陆海军兵工厂急速扩大
。

一

年陆军兵工厂动力机马力增加了 倍
,

职

工增加了 倍
。

海军兵工厂动力机马 力 增

加近 倍
,

职工增加 倍
。

为了保 障 兵

器材料供给
,

国家投资兴建了大 型 钢 铁厂

—八精制铁所
。

这使日本兵工厂生产大大

增强
,

一 年日本海军兵工厂生产了

艘三等巡洋舰
「、

艘驱逐舰
、

艘通信舰
、

艘炮舰共 艘军舰和几十艘鱼雷艇等小型舰

艇
。

, 年 日本兵工广已能年产 口 径

奄米的步枪 万支
,

并能生产 毫米 的兰

一式野炮和机关枪
。

场 日本政府投入天量军

费
,

加速扩军
。

扩大陆军编制将每师团兵负

由 。人增室 人
,

。新建骑兵
、

饱兵部

队 加强海防炮兵
,

新建和扩建了海军基地
。

经过近十年的大规模扩军备战
,

主耍依

靠勒索中国战争赔款提供财政支撑
,

日本军

国主义实力得到空前扩充
。

海军拥有 艘军

舰和 艘鱼雷艇
,

总吨位 万吨
, 。 比甲

午战争前增加 倍
。

技术装备水平有 了 飞

跃
,

军舰向大型化
、

机械化急速发展
。

每艘

军舰平均吨位由 吨增加到 吨
,

特

别是拥有英国采用最新技术建造的
,

由

马力推进的 。吨有厚钢甲防护的巨型战

舰三笠号
,

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新火力最

强的战舰之一
。

还拥有 。。。

—
巧。。。吨的

巨型战舰五艘
。

这使 日本海军实力大为增强
,

同沙俄海军相比
,

虽在总吨位上还居劣势
,

但同沙俄远东舰队相比
,

已略占优势
。

在技术

装备水平方面
,

由于 日本主力军舰全为从英

国购买的新式军舰
,

已经在不少方面 占优势
。

陆军拥有十三个师团
,

外加骑兵
、

炮兵各两

旅团
,

平时兵力达二十万人
。

装 备 明 显 进

步
,

步兵
、

工兵统一配备了三 式步枪
,

炮

兵配备了三一式速射野炮
。

经过近十年的扩

充整训
,

日本陆军开始走上现代化的轨道
。

军国主义实力的极大扩张使 日本霸权野

心空前膨胀
,

于是同妄图称霸亚洲的沙俄迎

头相撞
,

终于在 年爆发了帝国主义争夺

霸权的日俄战争
。

白本在甲午战争后近十年

间
, “

主要依靠中国赔款进行的军备扩张
, ” 。

为日本在战争中战胜沙俄准备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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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企业在国际市场自相竞争的分析 瞿辜馨
发匀于 年的外贸体制改革和整个经济体制

改革经过艰巨的努力
,

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
。

但随

着外贸放开经营和众多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

由此而

引发的外贸企业之间的 自相竞争或曰
“

大战
’

的问

题
,

使得
“

放开经营 和
“

联合统一对外
”

两项原

则之间的摩擦成了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

许多人都

认识到
,

这两项原则在实践中并不是容易统一起来

的
,

对此问题的看法和对策也不一致 本文试图对此

问题进行分析
,

为寻求解决办法作出一些探索
。

沂 一
、

宽争带来的橄荣与困枕
户

实行改革
、

开放以前的中国外贸体制的主要特

点是实行外贸统制
,

高度集中
,

统一管理
,

统一经

营
,

全部进出口业务长期由外贸部所属的国营专业

进出口公司集中控制
。

适应于当时特殊历史条件的

这种体制
,

利于保证统一政策
、

统一计划
、

统一对

外
,

粉碎国际反华势力的
‘

封锁
” 、 “

禁运
, ,

顶

住外来的经济压力
,

配合外交斗争
。

但这种产品经

济下外贸体制因其统得过死
、

产销 脱 节
、

统包 盈

亏 贵权利不统一而使外贸企业在一个半封闭的经

济环境中失去了发展的压力和动力
。

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要求发展社会主

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

在实行对外开放
、

对内搞活

经济的方针指导下
,

改革旧的经济体制迈出的第一

步就是要在集中计划体制中引入一定的市场机制
。

而市场机制的建立有赖于企业之间能够形成足够的

竟争关系
。

建立竞争机制就要求打破垄断
、

放开经

营
, 以便有足够数量的独立经济实体来构成竞争关

系
。

适应这种必然的逻辑关系的自 年以来的外

贸体制改革
,

在搞活外贸
,

服务四化的总目标下
,

‘

⑥ 小岛仁 《日本的金本位时代 》
,

日本经
济评论社叉 年版

,

第 页
。

⑦《明治财政史 》第 卷
,

第 , 。一 页
。

‘

⑧⑨⑥。石泽久 《本邦银行发展史 》
,

有明

基本上是围绕着简政放权
、

政企分开
、

新辟口岸和

进出口渠道
、

打破外贸经营中的
‘

大 锅 饭
’

进行

的
。

竞争机制的引入
,

突破了外贸独家经营
、

一

统得

过死的局面
,

外贸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及对于

人才
、

信贷
、

投资
、

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的竞争带

来了人所共知的外贸繁荣 各地方
、

各部海关心和

参与对外贸易的热情和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 , 企业

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加强
,

加快了信息传递
、

产品更

新和结构调整 , 扩大了出口商品货源
,

出口渠道增

多
,

经营环节减少 , 企业在竞争中改进了经营思想

和作风
,

提高了工作效串和管理水平
。

然而
,

来自

竞争的繁荣的另一面是竞争机制
,

特别是不正当竞

争行为给我们带来这样或那样的困扰
。

其中
,

外贸

行业面临的一个明显困扰是 ‘ 自相竟争
”

问题
,

通

常被描述为
“

对内竟 相 拾价收购
,

对外竟相削价
抛售

,

肥水流入外人田 ’ 。

仿佛一夜之间膨胀出笼

的众多外贸经营实体在强烈的出口创汇意识的软便

下
,

在国内 收购市场 和国际 销售市场 两个

市场上演出了一幕幕
‘

大战
’ ,

招至上下内外一片

怨声
,

成为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共同关注的一个
“

热点
”

和制约外贸发展的一个
‘

瓶颈
。

细加分

析
,

近几年外贸企业的
‘

自相竟争 有如下特点

广泛性
。

一是表现为涉及的商 品 种 类

众多
,

几平囊括我国每一类出口商品
,

诸如纺织
、

粮油
、

五金
、

化工
、

机电
、

医药
、

土畜产
,

劳务
、

工艺品等 , 二是参与竞争的部门和行业众多
,

除了

原外贸系统的专业进出口总公司及所属分
、

支公司

以外
,

各省 市
、

自治区 地方外贸公司
,

, 些部

委的外贸公司
,

计划单列市
、

经济特区及沿海开放

册
,

第 一 页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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