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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监押的帝国主义》

内容概要

《被监押的帝国主义(英法在华企业的命运)》以1949至1954年为跨度，在英、法“后帝国的”衰退的
背景之下，以中英、中法关系中的经济与商务因素为着眼点，介绍新成立初期政府当局对在华大企业
的政策与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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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爱伦（Aron Shai），现为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艾森伯格东亚事务专职教授，曾先后出任该校历史系
与东亚学系主任。主要著作有：《东方战争的起源：英国、中国、日本1937-1939年》、《国际事务中
的中国，1840-1990年》，《英国与中国1941-1947年：大英帝国的动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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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监押的帝国主义》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像在华大企业的本地经理们那样的前帝国主义列强的非官方代表发现，他
们自己处于严重的风险之中。其中某些人有过因当局对其公司的政策而被监禁的经历。在新政权下所
遭遇的困境同时标志着在华活动的外国公司所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困难。在中国处置外国企业的背后，
似乎隐藏着一种确保大量收入来源和控制由外国公司在多年的时间里积累起来的巨额资产的愿望。      
关于中国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政策，传统的解释是：这种政策包括通过征用点相反，本研究显示了这一
类的做法几乎没有发生。更多的古领外国公司的事例只发生于一个非直接的、巧妙的和被延长了的过
程之后。正是由于这一过程的独特性，及其相对漫长的过程，中国的新政权成功地达到了、甚至超越
了他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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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国际秩序和准则的建立既然并无他们的参与即无需遵守，即使这种不遵守侵犯了最起码的平等原
则。他们会以此乃长时间以来的所遭到侮辱侵占或者利用的代价为心灵的铠甲而理直气壮得成长为一
个巨人。当然了，这个巨人的大脑在自1840年以来的社会动荡中显然并未有任何进化。当面对后进国
家欲采取同样手段对付他们的时候，不知是否有过，怎能如此无赖，这样的想法一闪而过
2、新政府初建时，对帝国资本主义的一种利用与回收。延期征用的同时，禁止英法在华企业解雇员
工，又通过提高税率等等似使得企业无法生存，避免了强硬叫停引起帝资的过激反应，最终迫使自动
让出经营权。有人说空手套白狼，怎么说也是一种不得已的策略吧。。当然还提一下作者谢艾伦（在
华的以色列人）局外人看的历史也比较中肯，用的一手史料包括中英法三国的部门档案以及相关企业
的文件，比较有说服力。
3、很薄的书，还没有看。
4、历史专业必读书！老师推荐！
5、读完后怎么感觉当年中国政府就是个流氓政府？不过这样的观点必然建立的今日我们的理解上，
很期待探讨下流氓政府的运作机制与规则。
6、太古洋行谈判清楚诠释了什么叫鸡同鸭讲，感觉太古洋行的经理完全崩溃了23333
7、除了打包的质量，其他的都还是很不错的
8、看完唯一的长评的最后一句，我也是醉了。这段历史确实毫无了解，手段也是挺惊人挺发指的...
9、总感觉共产党纯粹就是空手套白狼，回过头看看统一党派几十年前的所作所为和当今世界，感觉
恍如隔世
10、挺好的，速度希望可以快一点
11、论流氓政权如何优雅的、不情愿的、悲天悯人的接管外国在华企业。
12、描述一 主要内容
13、对那些进行反抗，不同意放弃其资产的人，要加强挤压。作为最终处罚手段，可以将他们的经理
作为人质扣在国内。如果必要，无限期扣留。这一切都要用法律的方式进行，如果法律手段不够的话
，那就适当地动员诸如工会之类的非官方机构采取足够的非法律活动，以达到目的。禁止在纸上写下
任何在事后算账的情况下会置国家于不利地位的东西。“这样中国就可以不费任何成本地获得巨额财
产。并且在理论上没有人会要求国家赔偿。因为一切都将是自愿上交，而不是征用或没收的。
14、英法在华企业的命运
15、 中共三只手捏外国田螺...
16、書不錯，就是翻譯得不好
17、“在北京看来，新政权可能不得不赔偿其所国有化的外资企业。他们的优先选择显然是一条既保
证其对外国投资与财产的控制，又避免承担外人要其支付其所不愿支付的赔偿的恶名。事实上这是目
前研究界的主要理论之一。”
18、共产党和跨国企业的撕逼大战。
19、没看呢 呵呵
20、中共建政数年之间，英法在华企业经历炼狱般的几年。并非采取直接没收的方式，但其手段让这
些企业更倍感痛苦。逐渐挤压，让你失去生存空间，再利用其政权力量，逼你乖乖就范。这种手段后
来也屡试不爽。英国很现实，与中共建交最早，却并未减少损失，可见有时实用主义也并不奏效。
21、经济制度和经济行为、政策的梳理。
22、我的天啊⋯⋯
23、翻译得真差。。。
24、救世主背后的&ldquo;软硬兼施&rdquo;策略
25、英国人还想趁着反攻大陆收回资产，但是一块钱也没能带走
26、掐住你的脖子，采用各种手段让你自愿上交资产，这个还不够还要从总部汇入资金，不过最后的
手段主要还是把外国职员压为人质，让你不得不老老实实的按党的要求来，不让你一走了之。
27、书名改为“人民政府教你如何空手套白狼”估计更有爆点；作者利用了大量的一手材料，主要是
在华英法公司的档案，不过中国方面的一手资料比较欠缺；作者非常注意历史的延续性与事件的背景
分析，这从行文中可以明显看出；我们还能从书中学到很多具体的谈判技巧，尤其是第五章《太古公

Page 6



《被监押的帝国主义》

司的关闭》。
28、这本以色列人写的书很薄，但是关注了一个不为国人所知的角落——建国初在中国的外国企业的
境遇，在学校的时候看过一遍，相信这本书在国内出版有所删减，但仍然能清楚的解释为什么时至今
日老外仍然对中国市场有所忌惮，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初大陆给了那么多的优惠条件才使
外国人来大陆投资⋯⋯
29、被监押的帝国主义：英法在华企业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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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被监押的帝国主义——英法在华企业的命运》这本书算是比较详细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在实现
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对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的政策和处置。跨度为1949至1954年，背景以共产主义中国
成立，英、法等“后帝国的”开始衰退。 　　中国和苏俄的不同在于，中国是农村包围城市，名义上
工人阶级是领导者，但事实上等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干部在开始进城接手城市工作后，由于知识储备
不足，根本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对高效率科学组织的需要，有的甚至对用电能做熟饭都觉得不可思议。
但苏俄就不是这样，在十月革命前，工业基础相对中国很成熟外，革命也是以城市为中心取得成功的
，并且革命胜利后，工人阶级强烈要求立即国有化。 　　由于抗战刚胜利，三年解放战争刚结束，国
内失业人数很多外，生产不仅没发展，社会总产量甚至不如抗战爆发前了。面对严峻的社会问题，新
中国成立后，没有采取苏俄模式，而是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这一策略取得了预期的甚至超过
政策制定当初的目的，不仅达到了恢复生产，解决高失业率的目的，而且为总过度提供了一定的工业
基础，包括再次过程中管理城市的经验获得和积累。 　　新中国后成立后，对帝国主义企业采取的政
策在本书看来不外乎两种，一是由工会为谈判代表，政府为后盾，要求帝国主义的企业继续雇佣员工
，不得解雇，提高企业不可接受的劳工福利，即使所雇佣的工人是实际需要的十倍，这样对企业来说
，不经无效率，而且薪资的开支极为庞大的，有的企业不得不从总部请求汇款；第二就是所谓不平等
的税率以及政府对产品的定价，极高的税率让企业盈利不仅困难，而且达到了不可能的程度，产品价
格政府的监控，使得企业丧失了根据市场来调整生产和价格的自由。 　　由于两项政策的实施，在五
年多的时间里，许多，尤其有庞大资产的英资企业，不仅无利润可赚，还不得不从总公司请求汇钱解
决因以上政策的实施给企业带来的巨大开销，最后导致了企业巨额债务。 　　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
义的企业不得不主动要求共和国收购他们的企业以求得解脱，意识的统治模式，对民国和西方司法制
度的仇视和废弃，使得这些帝国主义企业几乎丧失谈判平台，不然他们的企业和经理人员都如人质一
样被监押着。在这个过程里，对资产的评估等也导致了这些帝国主义企业丧失了话语权，比如宣布土
地归国家所有，导致一些外资企业的固定资产“一文不值”，最后数亿美元的外资企业资产在资不抵
债的情况下，心甘情愿的被共和国收购，并充当了一个救世主的角色。共和国也避免了因收购或兼并
或其他形式对外资企业的国有化所要承担的赔偿责任。 　　读完此书，不由得不佩服我们中国传统上
发达的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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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被监押的帝国主义》的笔记-第14页

        一项研究显示，在（日本殖民下的）满洲、台湾以及中国东北的日本投资达到了100亿美元，远远
超过了估计为45亿美元的战前外国在华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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