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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力量”与日本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中的失败

戴德铮

　　日本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是由许许多多因素促成的结果。其中, 日本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
是根本原因, 但经济力量是不可忽视的。暴力的胜利与否, “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 而武器的生产又是
以整个生产为基础, 因而是以‘经济力量’, 以‘经济情况’, 以暴力所拥有物质资料为基础的。”①武器能帮
助反革命复活, 金钱也会促使它灭亡。“刺刀尖碰上了尖锐的‘经济问题’, 会变得象软绵绵的灯芯一
样。”②

一

从日本军国主义首领田中义一上台算起, 就梦寐独吞中国的台湾, 灭亡朝鲜, 鲸吞中国, 雄居亚洲, 还
妄图打败苏俄, 击溃美国, 赶走英国, 最后称霸世界。

有此勃勃野心, 是否有实现的可能呢?
诚然, 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时, 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一时超过敌对国的军事实力。依靠这种军事优

势, 使得日本于 1941 年 12 月 7 日—1942 年 5 月,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迅速占领了北起阿留申群岛, 南到
澳大利亚北岸, 西迄印度洋东岸的广大地区, 与美、英形成了一条在长达万里的战线上对峙的局面。

但是, 这种军事优势的基础却是不牢靠的。
其一, 依靠对国内的压榨, 使日军事实力一时膨胀, 但战略资源先天不足, 经不起大规模的长期战争。
从 1927 年 3 月日本爆发金融危机开始, 日本政府就通过“紧缩财政”, 猛增税收, 通货膨胀, 增加工人

劳动时间等方法来解脱危机, 使之搜刮并集中了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与财富用于军事工业, 促使军事工业扶
摇直上。

然而, 发展重工业, 尤其维护高水平的军备生产是以占有大量的战略物资为基础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最重要的 30 种战略物资中, 日本能从国内得到充分供应的寥寥无几, 煤 1939 年末产量仅有 5 千万吨,1941
年仅达 7160 万吨, 几乎没有优质的焦煤和无烟煤。1939—1941 年日本年产石油仅 40 万吨。国内资源无论
如何搜刮也实现不了自己的野心。正如毛泽东讲的: “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 但这些力量
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 经不起长期的战争。”③

其二, 依托西方列强扶植, 使日开战初期军事实力大增, 一旦外援断绝, 日则捉襟见肘。
列宁说过:“日本⋯⋯没有别国的帮助, 它无论在财政上或军事上都没有独立行动的能力”。④第一次世界

大战结束以后, 西方列强出于争霸和消灭共产主义的需要, 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他们不仅怂恿日本侵占朝、
中, 而且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一直在给日本输送战略物资, 使得日本经济力大增, 军事实力恶性膨胀。

但当战争再次全面爆发, 日本法西斯把“石头”砸在绥靖政策制定者的不仅是“脚上”(侵入朝鲜、中国
的内地) 而且是“头上”(占了印度支那) 的时候, 就使得他们着了慌, 美国 1940 年 7 月废除了日美通商条
约,9 月美国宣布禁止废铁等 11 种战略原料对日出口。1941 年 7 月, 美英荷相继宣布冻结日本在三国的资金。
紧接着, 美国禁止棉花、粮食以外一切物资对日本的出口。英国宣布废除日英、日印、日缅通商条约。荷兰
继美国之后也宣布对日本实行禁运。这样, 日本的这种外来的经济和原料便在很大程度上断绝了。日经济危
机接踵而来。

其三, 仰仗对外掠夺, 使日本短时得利, 但奉行“以战养战”政策, 实为饮鸩止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显著特色, 是由一系列局部战争走向席卷全球的世界大战的。之所以形成这一特

点, 原因之一就是德意日法西斯经济实力处于脆弱的地位, 需要通过对外掠夺以“以战养战”的方式来增进
自己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而绥靖政策的又一严重恶果, 也在于助长了日本法西斯聚敛财富, 增强实力。自卢
沟桥事变到珍珠港事件四年多时间内, 日本从中国以及朝鲜的被占领区掠夺去的物资达 5390 万吨, 日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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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依靠内外掠夺, 使之战争力量急剧膨胀, 集中了将近 40 万陆军 (15 个师团) ,16000 架飞机 (其中有 500
架是以航空母舰为基础) , 向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大国——美国发起了挑战。

战争史经验证明, 靠掠夺起家是自掘坟墓之举。一则这种“以战养战”的方法极有限度。一时战争的胜
利, 应说掠夺了不少战略物资, 但因日本法西斯依赖的是“速战速决”, 不能象日本在本土那样马上有时间、
精力组织被战争破坏的灵活的战争机构, 使战败国的资源很快被日本最大限度的利用。“根据东三省的经验,
日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一般地只能是支出资本时期, 不能是收获时期”。⑤二则法西斯所到之处给这些地方
的人民带来的是“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这些国家的人民不会甘心受辱, 不愿意敌人无限地
夺取资源。相反, 回敬的是反抗。这样, 日军每侵略一地, 实际上是给自己套上了一条条绞索。把他们有限
兵力、物资, 禁锢、消耗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了, 很难得到他们理想的物资和人力资源。据当时的企划
院总裁星野直树在 1941 年 1 月讲, 日本“已不能从满洲及华北获得充分的物资, 不能不考虑从南方获得物
资。”三则这种“以战养战”, 必然会触动其它列强的利益, 最终会造成公开冲突。当日本把战争扩大到南太
平洋时, 美英荷冻结了日本在这些国家内的资金, 并颁布了禁运石油决定时, 日本一下子被剥夺了生命攸关
的石油供应, 使日本的经济面临竭泽而渔的地步。四则这种“以战养战”并不是战争适可而止, 而是追求更
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规模越大, 需要战略物资和人力资源就越多, 需要的越多, 就需要更大的胜利为保障。
这样就经受不住长期战争和重大失败的考验。一经重大挫折, 就会“入不敷出”。日本“速战速决”计划一破
产, 变为长期战争, 这种“战”就不能再“养”, 而是大量消耗。不仅必备的军事武器倍感缺乏, 而且到了战
争后期, 士兵连粮食、军服也供应不上。这样一来, 正如斯大林讲的, “军队没有现代武器, 是不能作战和胜
利的。可是, 没有面包, 没有粮食, 军队也是不能作战和胜利的”。而日本两者都不足, 下场可想而知
了。⑥

二

遭日本侵略的国家加在一起, 在经济和军事上的潜力均比日本强大。
战争前夕, 仅美国一国就比日本资源的潜力雄厚得多。美国当时的工业水平估计超过世界工业产品的

1ö3, 又有着世界上无可匹敌的黄金储备和财政资本作后盾。日本在 1941 年的经济潜力大约只有美国的1ö10;
钢铁只有美国的 1ö10 到 1ö9; 各种机械生产只有英国的 1ö12, 美国的 1ö70。

就是在太平洋地区, 虽然日本有一时超过美国的军事实力, 但与盟军在太平洋的实力相比并不差多少。
开战前, 日海军战斗舰的总排水量是 98 万 4 千吨, 美国是 144 万吨, 日航空母舰的总排水量是 15.2 万吨,
美国是 16.2 万吨, 大体相当。但美国的军备生产能力却远远胜过日本。

日本法西斯致命的作法, 则是悍然首先发动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巨大潜力是日本无法设想和比拟的。
这种潜力体现在, 资源富饶, 领土广袤, 人口众多; 有着抵抗外敌的光荣传统; 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新四军以及以它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阵线; 战争的正义性等。实践证明这种潜力是牵制并消灭日本陆军主
力的可靠保障。

美国在战前虽然有着上述优势, 但并没有积极备战, 用在防御法西斯入侵上, 而是与英法一起尔虞我诈;
大搞绥靖政策, 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 使得美国在珍珠港和西太平洋上大丢其丑。除了夏威夷群岛之外, 美
国在太平洋西部的重要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全被日军占领。战前由英美荷直接控制的南方诸海极为丰富的
资源, 现在都落入了日本侵略者手中。

尽管如此, 遭日本袭击的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巨大潜力, 并没有从根本上被摧毁。据丘吉尔在日本偷
袭珍珠港后讲的: “据我所见, 英帝国、苏联, 现在又加上美国, 他们⋯⋯具有两倍或者甚至三倍于他们的敌
人 的力量。”“大不列颠和合众国的海军力量曾经大大优于——而且现在仍然大大优于三个轴心国联合在一
起的舰队。”⑦斯大林也在 1942 年 11 月 6 日讲过:“如果从人员后备和物质资源的观点来考察这两个同盟的力
量对比问题, 那末不能不得出结论说, 在这方面英美苏同盟无疑占着优势。”⑧

列宁说过:“谁的后备多, 谁的力量来源多, 谁在人民群众中更能支持得住, 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⑨

由于日本的对手有着上述明显的优势, 就使得他们经受得住重大失败的考验, 一经站稳脚跟, 不仅能保证后
方支援源源不断, 更有条件回过头来战胜敌人。

三

毛泽东说: “战争的胜负, 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 然而
不仅仅决定于这些; 仅有这些, 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 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 还须加上主观的
努力, 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 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βκ

日本自招失败的各种原因中最为特别的, 不仅仅在于其经济资源的脆弱, 它面对的敌人潜力巨大, 恐怕
还 在于没有、也不可能把其“大东亚共荣圈”的作战潜力近乎充分地动员起来, “动员他所支配的一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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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而其对手却可以而且较好地利用了自己的优势。
日本法西斯在“盛极”之时, 曾建立过一个规模很大的殖民帝国。拥有石油、铁矿、锡、有色金属和稀

有金属、橡胶以及各种种植园作物等丰富资源。假若这些被日本政府称为“资源圈”、“补给圈”的一切加以
充分利用的话, 日本的投降决不会那么迅速。问题是他们并没有, 而且不能够这么做。

当然, 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 日本在其“共荣圈”内曾进行了不断的动员, 在一定范围内甚有效果, 使
日本的武器生产到 1944 年达到历史的最高峰。然而, 在这种增长的同时, 煤、生铁、钢铁、铝等基本物资的
生产开始锐减, 消费物资的生产已完全陷于崩溃的状态。

这种生产过早崩溃原因何在呢? 也就是说为什么日本战时政府不能够充分利用其占有的人力和物力资
源呢?

盟军在日发动太平洋战争后, 加强了海上封锁, 使日本从南方殖民地和占领区资源的进口急遽减少以至
于完全断绝; 日本垄断资本间相互的对立斗争, 促使日本政府不可能充分利用他们占有的资源; 作为日本盟
国的德意并未、也不可能给其必要的援助等, 均为重要原因。

然而, 最根本的原因乃是发动和不断扩大的侵略战争本身。一方面, 战争从经济上讲, 就等于国家把自
己的一部分资本白白扔到水里。因此, 战争经济的继续, 牺牲了非军事生产部门, 基本工业以及建立在它们
之上的军需生产也必然逐渐缩小。促使日在“9·18”事变以后, 国内经济发生了多次危机。日政府为了摆脱
危机, 在占领区内加强“以战养战”的掠夺政策, 他们破坏了旧的经济体系, 并没有建立即使能维持沦陷区
主要经济部门的简单再生产的新的经济体系, 并没有能够把那些经济统一成一个经济整体。遇到的尽是“被
占领区人民反对掠夺的绝对无法压抑的抵抗”。结果, 必然是原料输入的急剧减少。不能根本解决这些危机,
只会不断加剧危机。另一方面, 不义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无比痛苦, 促使了劳动生产率的低落。日本人民
的缺勤、怠工, 劳动纪律松弛现象日趋严重。名古屋的一个大飞机工厂,1944 年的缺勤率平均达到 26%。爱
知县的制造飞机工厂, 曾出现平均缺勤率达到 65% 的情况。这种劳动生产率的低落, 使日战时经济危机更加
严重。正如日本人自己所评论的: “日本虽然控制了资源丰富的广大地区, 却没有把这种丰富的资源迅速变
为军事力量的经济力和政治指导力。”以至后来不仅使“劳动力枯竭, 人民甚至得不到维持动物般生存所需
要的那种程度的消费的情况意味着, 整个经济已经从基础上开始瓦解, 即使利用现有的储备把武器生产提到
了较高的水平, 但是这种生产的寿命, 至多也不能超过几个月。”βλ

四

在战争之中, 如果说日本的敌手在开战初期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有效动员的话, 到了日本直接威胁它们的
生存起, 这些国家则开始了比起日本来说更有效的动员, 并且逐渐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

其一, 日本的敌手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虽各不相同, 但这些强国很快转变为“从事战争的公司”, “在
每一个国家里, 战争真正变成了总体战。”在同一时间内动员了超过法西斯国家的人力和物力, 而且质量也
很快超过了敌手。

在美国, 本来直到 1940 年 6 月, 在物力、人力以及心理上对战争没思想准备。行动更是这样。直到 1941
年初, 由于武器不够, 新入伍的陆军士兵还只能用扫帚把当步枪, 用锯木头的架子代替反坦克炮进行训练。
经过动员, 军队最高数字已由开战时的 168 万人增加到了1400 万人。物质上也成了“名符其实的军火库”。尤
其是航空母舰的生产, 到 1943 年 11 月, 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实力已经从珍珠港遭到的损失中完全恢复过来, 航
空母舰已经比战争爆发时增加了三倍以上。日本海军则不能维持其 1941 年的实力, 某些等级的军舰已经大
为减少。

苏联的成就更显著。不仅短期内做到了动员全国力量抗击敌人。而且很快保证了比德意日、甚至比起同
盟国来讲任何一国规模更大的军工生产和各种供应。βµ从而不仅保证了首先打败德军, 而且能回过头来一起
打败日军。

其二, 在被日军侵占国家中, 大部分拿起了武器, 组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构成了“真正的铜
墙铁壁”, 向入侵者进行了无畏的斗争。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发起和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更使敌人觳觫
战栗。毛泽东曾说“它是一件绝大的事, 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βν

当然, 这种铜墙铁壁首先是政治、军事上的, 但也不能讲不是经济上的。就以中国为例, 一则, 它“动
员了全国的老百姓”, 无论是老人、小孩、各个阶层都因敌人的入侵而动员了起来。按周恩来的话讲, 日本法
西斯的侵略和血腥的屠杀, 唤醒了中国人民的觉醒。“这种民族的愤怒, 民族的斗争, 区域之广, 数目之多,
动员之深, 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所未有的。”βο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有人出人, 略有爱国之心的人都做出了贡
献。仅新加坡的华人就“曾经捐献了 3 亿多元的叻币支持重庆。”陕甘宁地区的农民为了抗日自己勒紧腰带
支援抗战, 据毛泽东的统计,1940 年这里的人民就给八路军 9 万担粮食 (1 担=300 斤) ,1941 年 20 万担,1942
年 16 万担。在 1941 年还买了 500 万元的公债。二则, 在根据地开始了大生产, 在陕北出现了“江南”景象,
达到了当时的“丰衣足食”。三则, 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游击战、持久战, 运用地道战、坚壁清野等零打碎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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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消耗了敌人的人力物力, 增强了自己的力量。据毛泽东同志 1937 年 10 月统计, 日寇资材的消耗是每
天 1000 万日元。1945 年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队已发展到了 91 万人, 民兵 220 万以上, 解放区的人口达到
了 5500 万人。使日军进退两难。所以毛泽东说“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 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
海, 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 造成了克服一切困难的前提。”拖住了日军陆军 (东北不在内) 的 69%
和伪军的 95%。βπ

其三, 这种有效的动员超出了一国或一种社会制度的范围。为消灭法西斯, 在世界上建立了广泛的反法
西斯统一战线, 并组成了被人称为“超国家的行政机构”。在这个机构管理下, 在军事上不仅成功的实行了
西方会战一结束, 各方就一齐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战略计划, 而且在经济上对日本进行了成功的经济封
锁。更重要的是在战争中到了物尽其用, 人尽其才, 互相支援, 共同对敌。

由于同盟国“在动员本国资源和正确地把它们用于经济和文化政治建设方面, 曾经显示了本领和能
力”βθ , 从而促使了同盟国可以在同法西斯集团军事战斗的同时, “在经济上战胜了敌人。”βρ

五

敌对双方战时经济的以上特点, 在战争中对日本产生了严重后果。
其一, 经济问题迫使日本不得不处处依赖“速决战”。
日本经济上的脆弱, 敌国潜力的巨大, 使日军战略的制定者决定以最小的经济损失, 尽量短的时间去达

到最大的政治企图和经济野心。这样以来, “速战速决”这种战争的方法就被日军拿来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主要作战手段, 甚至时时处处寄托于速决战。以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 力求在短时间内达到作战目的。

“速决战”作为一种战术思想, 去指导现代战争, 无疑有它的独到之处。它可以乘其不备, 出其不意, 集
中优势兵力, 闪击敌人, 达到惊人的战役结果。日军之所以会以很短的时间内囊括亚洲、太平洋大部, 其中
一个重要方面归结为采用了这种战术。

但时时处处依赖“速决战”则是根本大错。战争本身有很多因素促成。总有进、退, 进攻、防守, 胜时、
败时。仅仅顾及一方面而不过多考虑另一方面, 仅依赖进攻, 而不注重甚至不作防御, 只能打别人, 不准备
别人打自己, 这样赌注就会全押在打胜仗上, 而不防备或很少防备打败仗, 并且往往会把一时的胜利作为最
终的胜利看待, 结果不去作长期战争准备, 那么下场只能是使战争拖下去, 就会连锁反应, 甚至会从此一蹶
不振。日本闪击中国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七·七事变”爆发后, 日军并没有半年以上的战争准备, 幻想三个月灭亡中国。当时的日本杉山元陆
相甚至扬言“支那事变可以在一个月内完全结束”。结果, 费了一年半的时间, 投入总兵力的 2ö3 以上也没解
决, 终于不得不采取“长期持久的态势”。

而这种陷入泥沼般的长期消耗战是日本人力物力绝对不能承担的。当时, 在华北派遣军中任参谋的加登
川幸太郎这样写道: “现在回忆起来, 笔者在任时, 整个方面军一天平均死伤 50 名,50 名虽不多, 但一年就
有 18000 人离开了战列, 是大消耗战。”日军第 11 军司令官冈村宁次 (即以后的侵华日军总头目) 在 1939
年展望中日战争的前景时就哀叹: “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 惊呼“长期持久的战争对帝国有百弊而无一
利”,“久暴师则国用不足”。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 加上盟军的打击, 它的经济贮存逐渐减少。在无
数战争消磨中, 它的士气慢慢颓废, 磨掉了锐气, 把它拖得精疲力竭, 一步步“使日本法西斯本身走上崩溃
的道路”。

其二, 经济问题推动日本法西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日本的人财先天不足决定了其国策的制定者不止一次的申明, 要想最终征服世界, 必须按照一口口“吃

掉”的方法解决。而到了 1941 年 12 月 7 日, 日军没把中国这块肥肉全部吞掉, 对苏联未敢动分毫, 却为什
么要偷袭珍珠港, 在太平洋上一齐发动了对美、英、荷、澳、印支诸国的进攻呢? 除了德国的鼓励和鼓舞; 中
国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需到南方去转移国内不满的视线; 对北进遭痛击的不寒而栗; 南进势力的加强,
东条英机上台等原因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经济问题。

日本法西斯发动战争的企图之一, 即为解决经济问题。其结果并未能如愿以偿, 反而使得国内经济危机
日深。日本人心“思动”。日本政军界纷纷提出呼呈: 南进! 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说: “中国事变照这样下去,
没有解决的希望, 只有向南伸出脚去。”松冈外相在美国鼓动英荷对日全面禁运后讲: “如不触及对英美之关
系, 则从根本上打开对荷印关系毕竟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的军令部长永野修身直接向裕仁天皇表示: “有
了三国同盟, 就不可能调整对美邦交, 从而石油来源断绝, 这样上去, 眼前仅有两年的贮藏量, 倘若打起来,
一年半就消费罄尽, 与其坐待石油逐渐枯竭, 倒不如先发制人, 除此别无他途”。10 月 17 日, 东条内阁应运
而生。11 月 4 日就“决心对英美荷开战”了。

然而, 这一南进就再也不能光彩地回来了。日本南进的第一声枪响, 使美、英加快了备战的步伐。日军
的炸弹, 不仅炸毁了美军海军基地珍珠港内的太平洋舰队的主力, 而且炸开了美国“孤立主义”的沉闷空气。
罗斯福要求国会拨出包括 108903047923 美元的军事预算时,“国会报之以雷动的欢呼声, 接着便拨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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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款项。”并且推动了军工生产突飞猛进的进展。正如丘吉尔所说, 日本“在太平洋上和占世界人口将近四
分之三的国家对抗, 无疑是非常危险的行为。”“那末对于年产钢只有 700 万吨的日本这样的国家, 挑起与钢
产量约 9000 万吨的美国作战, 更是相当危险的事”, 因为“美国的资源和美国的自由把他们团结起来, 为了
一个目标而共同努力, 这一点无论是日本天皇的神威, 墨索里尼的口才, 或阿尔贝特·施佩尔的组织生产的
天才都是不能比拟的。”英国在美国与其殖民地属国大力支援下很快充实了力量, “取得了海军方面 12 倍于
和空军方面 20 倍于”敌人的“优势”, 成为了德意日的劲敌。βσ

当然, 日本迫使美国的提早参战, 也从反面动员了世界人民组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使其多方受敌,
最终被世界人民扼死。

其三, 经济问题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统治危机。
在整个战争期间, 日本军阀建立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 其实是惨无人道的政治压迫和无与伦比的大

肆掠夺。1937 年到 1945 年的军费开支 27% 是靠对占领地区的直接掠夺, 在中国的台湾 1938 年 6 月开始的不
到 5 个月的时间内, 日军就搜刮金制品 20 多万件, 约合黄金 221075 16 两。大米总产量的一半要运往日本,
台湾的九家糖厂全被日方所操纵。这种罕见的倒行逆施, 使得被侵占国人民忍无可忍, 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
争, 并且不久不少国家发展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战争, “这种在敌国心脏的特洛伊木马”, 给日本侵略者以
沉重的打击。

由于中途岛、瓜达卡纳尔岛海战的转折, 走下坡路的日本军国主义集团, 到 1944 年夏, 已陷入四面楚歌
之中。尽管日本这时已多次进行了总动员,“国家管制遍及日本的整个经济”, 把可以搜罗到手的人力、物力
和其它后备力量都投入了战争, 但并没能解除日本的困境, 由于劳动力以及燃料和各种矿产原料的严重缺
乏, 加上美军对日本五个工业中心的轰炸, 更使日本整个经济体系陷入崩溃, 到了 1945 年 6 月粮食危机已经
达到了十分恶劣的程度。军事当局甚至提出杀老弱病小而解决粮食问题。据当时大阪府警察局长的证言, 这
时候, 全国粮食不足, 并且本土将要成为战场, 军事当局决定: “老、幼、病、弱有全部杀掉的必要。不能让
日本与这些人同归于尽”。为此, 极大影响了日本人民的情绪。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处的总结报告中写道: “在
1945 年 7 月,68% 的人认为日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几乎有同样多的人感到他们人已无力再继续进行战争
了”。在日本军队中, 由于供应每况愈下, 又不断打败仗, 军心解体, 士兵和居民不愿“玉碎”。成立了著名
的“反战同盟”,1944 年改名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当时的参加者已达千人。这种无声和有声的暴动促使
日本法西斯统治陷于更严重的危机。

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无比灾难, 却为日本战争巨头和垄断资本家提供了暴富的大好时机。战争的规模
越大, 占领的地方越多, 他们就愈能得到更大的利益。新老财阀得到的利润, 从 1937 年到 1944 年之间分别
增长到 118～ 314 倍, 加强了他们在日本经济中“独霸”的地位。但随着战争失败的阴影一天天加浓, 日本胜
利已成了“镜花水月”, 他们的生财之道眼看又被停滞, 就用频繁“换马”的方法来挽救危机,1944 年 7 月
东条内阁被他们逼退, 继任的小矶国昭内阁也找不到出路, 维持到次年 4 月就又垮台了。铃木贯太郎上台组
织了“两栖内阁”, 但也仅仅是昙花一现。足见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达到了何种炽烈的程度。虽然他们还高
叫“一亿玉碎”, 但人力、人心、经济力、军事力已枯竭, 高叫只能是歇斯底里。况且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鬼
魂已经在西方相隅而泣, 并不能帮助日军阻挡周围世界人民的围歼。结局很明显——只好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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