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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一九二七》

内容概要

作者认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所依靠的既非买办资产阶级，也非城市资产阶级，更不是农村地
主阶级，而是依靠军队、帮会和少数忠诚于他的亲戚、政府官员。本书就此展开对国民政府的社会经
济基础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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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帕克斯·M·小科布尔，美国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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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就是shanghai capitalist的中文版
2、此书已过时，但仍不愧是那个时代的经典。
3、写的不错，材料也不少，观点比较客观。唯一的问题是书名不太恰当，其实本书主要讲宋子文和
孔祥熙财政当局的政策，研究的主要对象不是江浙财阀，呵呵。还有啊，好多编辑差错啊，啧啧
4、好吧，原来上海滩是那么恐怖的地方⋯⋯
5、这个基本上算是民国财政史了~
6、不错，可惜绝版了。
7、清晰的分析了新兴江浙财阀阶层从争取政治资源到沦为官僚阶层附庸的过程。清党前互相利用。
清党后2次北伐前，蒋利用上海地下社会势力轻烈度打土豪分田地。宋财长任内，用国债绑架财阀。
孔财长任内利用银行改革合法政变，彻底使银行界与实业界失去政治话语权沦为附庸。
8、对80年代国内史学界，这本书简直是有范式转移的意义了。
9、本書說明蔣根本不是那種被財團／資本家所箝制的政府，其實是蔣控制著他們。宋子文和孔祥熙
是蔣介石的兩把財政利劍，蔣操控得當，因此蔣才無後顧之憂地進行他想做的事。
10、内容详实，条理清晰，论述有据。260页的篇幅起了60页的引述及注释，参阅的全面性及作学问的
严谨度可窥！
11、很扎实的颠覆“历史想当然”的出色学术专著.
12、本书的论辩对手是那种将资产阶级视作国民党政权基础的论调。不过，从作者批判中共学者的情
况来看，作者似乎搞错了事实，即中共正统言论并不认为一般的资产阶级是国民党政权的基础。本书
在叙述方式上较为清晰，对宋、孔等人官私不分商业行为的描述，亦较为恳。
13、基本与易劳逸对国民党统治集团“自为”的认识一致
14、从两者的关系探寻国民政府所谓的阶级基础问题，有一定的启发性
15、宋美龄！宋祖英！
16、以经济角度剖析民国政治倒是全新视角，书名可以改为看上海商界总会如何被宋子文和孔祥熙一
步步摧垮。好好的一个江浙财阀，都搞得支离破碎，沦为政府筹备战争的自动提款机，看到蒋下野后
，上海青帮不满孙科筹备的款项比蒋还少，又努力将蒋扶正，看得出大家都不会跟钱作对
17、观点新颖 
18、不知道给4星还是5星，对我是5星有用。我对私有产权绝望了，似乎除了智慧和肉身什么都是假的
19、换一角度看历史不好么，黄金十年啊
20、国民政府对江浙财阀通过劝说、胁迫、欺诈、利诱等各种方式，把大量民间资本以赎买、合营等
方式转变成了国家资本，实际上成了政府官员及其裙带人员的控制和牟利的资本。民族产业虽然还在
快速发展，但金融部门却主要被政府控制了，政府扼住了经济的咽喉。这样看起来，还是“暴力”控
制了金钱，而不是金钱收买了暴力机器，但暴力的运转时需要金钱为饲料的，为什么金钱不能以自己
的意志“收买“暴力呢？恐怕是因为金钱没有形成自己的”组织“力量，而暴力机构“国民革命军”
加上青帮，则很好地组织了起来。那些走上被政府收编道路的财阀，面对这样的命运时，是无奈和痛
苦，抑或觉得与政府同流合污也是个尚可接受的出路？这本书没讲，也许冯筱才的《在商言商》会涉
及到他们的抉择。
21、历史的经济逻辑
22、国民政府为什么会破产？因为杀鸡取卵。国民政府怎样杀鸡取卵？本书给了最好的注解。书中第
五至七章高潮迭起，一台台大戏此起彼伏，精彩纷呈。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像一面明晃晃的镜子，反射
出我们正在生活时代，只差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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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一九二七》

精彩书评

1、两者关系，作者梳理的十分有新意，在此不赘。但梳理的结果也就是本书的结论，私认为是否有
点问题。作者认为“从南京政府对付江浙财阀来看，南京政府是一个决心要控制社会团体的为我自主
政权”，意思是认为南京政府的政策只求有利于政府本身及其官员，不考虑政府以外的任何社会阶级
。首先作者曾经反对过陈伯达和毛泽东的解释，认为他们以政治需要来解释经济问题，而作者本身又
用经济问题推导出了政治结论，是否得体呢？其次，接着刚才的说法，也就是说如果要判断南京政府
是一个为我的自主政权，那么还必须将当时的军事、政治、社会等诸多层面的斗争考虑进去，这显然
又不是本书所能涵盖的范围。最后，王奇生教授的弱势独裁和为我政权，两个概念如何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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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一九二七》

章节试读

1、《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的笔记-第3页

        南京政府是1926年7月从国民党根据地广州北伐的最后成果。可是，该党的革命运动在1926年并没
有明确肯定的政治方向。孙中山遗留给党的是一份分歧与混乱的遗产；党内包括保守分子和共产党人
，商人和劳工，军人和学者这些身份互不相同的成员，他们只是凭着含糊的三民主义原则聚集在一起
。但北伐从广州开始时，中国似乎处于三项革命：政治革命，反帝革命和社会革命。

P7，南京政府这种失败的基本原因在于它薄弱的财政基础，而这是它对农村地区控制得很有限的结果
。例如1933年国民政府的全部支出，只占国内生产的2.4%。国民党在政治革命方面的成就——建立一
个强大的国民政府——由于内战、无能的行政机构、帝国主义仍然在中国继续起着作用，尤其严重的
是由于对农村地区的无力控制，使这种成就受到了限制。蒋的力量主要用于对付向他权力挑战的那些
军事和政治力量，既没有足够的钱也不可能花很多的力量用于其它方面了。
上海资本家和南京政府本来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双方都强烈反对社会革命。资本家害怕激进的工人
运动并竭力支持蒋介石和武汉的决裂。可是这个表面上的共同利害关系掩盖了南京政府和资本家之间
产生的政治和经济冲突。钱是双方关系紧张的最大原因。蒋介石频繁发动战争，造成了财政方面的超
额需要，这些需要几乎全部都落在现代城市经济部门头上，而这些经济部门有一半集中在上海地区。
这个城市是蒋介石生死攸关的财源所在。所有其他重要的经济中心——天津、武汉、广州、北京、沈
阳和青岛，当1927-1937年间有时是在同蒋介石对立的政权控制之下的。因为上海使任何一个其他城市
都相形见绌，1927年10月后，南京政府控制了这个城市，使蒋得以凭借财政上的优势来打败这些地方
势力。然而上海资本家对于政府不断施加的经济压力十分不满，他们的银行、商业和工厂以大量的收
益供给了南京政府，新的捐税和强迫摊派的贷款往往使资本家确实处于困境。这样，1927年春他们对
蒋的同情就很快消失了。
南京政府对外国在华经济利益的态度是资本家和政府关系紧张的第二个原因。虽然很多资本家出身于
买办，但是二十年代后期他们感受到了现代经济部门受制于外国人的压力。外国的银行家、工商业者
比起中国的银行家、工商业者来，一般有较多的吸收资本的机会和较强的国际关系。后者愈来愈感觉
到外国人是他们发展的绊脚石，期望国民政府能限制外国人的特权。南京政府却不仅以秘密谈判的政
策扑灭了这种期望，而且在很多事例上表现出对外国人利益的照顾超过中国人。例如，南京政府对某
些工业产品的税率，其加于中国工业家的负担重于外国工业家。又由于治外法权的关系，外国公司在
和政府谈判税率时具有较大的影响。
当然，南京政府本可以给中国工业家减低税率，以便他们和外国公司竞争时得有同等的有利条件。但
是由于蒋介石对岁收的需求压倒一切，他没有这样做。有效的保护关税的政策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不
可能实施。南京政府在基本上恢复关税自主权之后，却用它来尽量扩大海关税收，而并不用来限制贸
易。在上海资本家看来，南京政府对本国工商业的命运是漠不关心的。
资本家希望在南京政府中获得政治上的发言权，这是和政府冲突的第三个原因。1927年前资本家在政
治上曾经是活跃的，他们希望在国民党统治下还能如此。他们为在党内有直接的代表和承认私人资本
的合法性而呼吁。资本家的组织如商会、银行公会曾经企图以电报、请愿、甚至以威胁停付各种税金
的手段来影响国家的政策。
蒋介石压制了这些政治上的愿望，他全力贯注于控制政治，不允许任何阶级或政治团体发展成独立的
势力。资本家由于对南京政府提供资金具有很大的作用，因而被视为特别危险。结果蒋介石以迅速的
行动把资本家置于政府控制之下。
国民党政府在驾驭资本家方面面临一个主要困难：许多银行、商店和工厂都开设在为南京权力达不到
的上海租界之内。蒋介石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和上海横行不法活动的地下帮会势力结成联盟。这些
班会分子使用绑架勒索等手段来控制资本家。尽管蒋介石为了攘夺上海的财富，需要采取这种手段，
却招致了恶劣的副作用。同黑社会的勾结，产生了一种恶浊气氛：为非作歹的犯罪分子为他们的奔走
效劳而索取酬报，他们的头目获得了经济权力，而且助长了上海本已存在的投机贪污之风。
南京政府和资本家虽然都同样反对社会革命，他们之间却是一种紧张和敌对的关系。上海资本家对国
民党政权的政策所起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国民党政权对城市社会团体是力图孤立和控制他们，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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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收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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