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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日军对山西社会生态之破坏》

内容概要

《战时日军对山西社会生态之破坏》不限于从表层上描述日本的侵华暴行，而以“社会生态”为角度
，通过大量数据的统计及量化分析，从深层上挖掘战争之直接损失、战争之间接损失、战争对当时社
会经济的应时性影响以及对战后社会发展的隐形性、历时性或长效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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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抗战前后山西社会生态环境　　第一节　战前山西社会经济环境概述　　一　地理与社
会经济环境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东部，平均海拔南部约830余米，向北渐高至1666米，素有“表里河
山”之誉。由于深受断层作用影响，70％以上的地貌为山地和丘陵区，主要山脉有太行山、五台山、
太岳山、吕梁山等山系。太行山形如卧弓，南起黄河北岸，北端与恒山、五台山相连；五台山最高峰
约3166米，为山西之巅，以佛教圣地而闻名于世，山间流泉汩汩，万涧交注，庙宇楼阁隐没在苍松翠
柏中，尽显佛光仙气；太岳山主峰在霍县（今霍州市）东南，山脉向南与中条山相连，向西至永济与
华山遥遥相接。群山间形成一连串陷落盆地，自东北向西南依次分布着大同、忻定、太原、临汾、运
城五大盆地，盆地海拔也顺次从1000米降至250米。这些盆地土质肥沃，拥有较为丰富的地下水与山泉
水，是山西最为重要的农耕区域。汾河是山西境内最大河流，全长250余公里，发源于海拔2333米的山
西北部宁武管涔山，向南流经阳曲、平遥、霍县、临汾至曲沃县西转，经新绛过河津西边人黄河。另
有漳河、桑干河、涑水、三川河等10余条主要河流以及大小不等的诸多支流沟谷，汇水面积在100平方
公里以上的河流共有240余条。不过，由于地处高寒，山西属大陆性气候，全年雨量较小，河水水势很
弱，河床也窄，很难形成高山流水之势。　　山西高原气候比较干燥，全年降水量400～600毫米，由
西北向东南递增，夏季雨量较大，春秋季雨量较小，春季多旱。全年无霜期约150天，地形相对复杂，
区域之间差异大，无论耐寒作物莜麦、荞麦、胡麻，抑或喜温作物玉米、小麦、棉花均可依地种植。
　　复杂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山西经济的地区差异，五大盆地、山问狭长地带及周边区域由于地势平坦
、雨量充沛成为山西最主要的产粮区，而梁、峁错综分布的广大山地、丘陵区域则因地貌崎岖不平、
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难以开展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工商业乃是以市、镇为中心向周边辐射的，中
部城市太原是山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民国前期人口约8万。以太原为中心的经济圈包括阳曲
、榆次、太谷、祁县、平遥、介休等市镇，其中太谷、祁县、平遥、介休4县票号曾一度执中国金融
之牛耳。北部城市大同曾是北魏故都，自古即为边陲重镇，民国时期则成为连接内地与塞外的重要中
转基地，亦是京绥铁路主要站点，当时人口约4万余，商业发达，尤以杂粮、皮毛生意见长。另外，
阳泉、汾阳、临汾、运城等城镇也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经济带。　　山西最为丰富的物产资源是矿
藏资源，从地质构造基础来看，山西处于华北地台与大兴安岭褶皱带之间，隆起区与沉陷带共同作用
使此地岩浆活动剧烈，从而形成多种内生和外生矿床。在多种矿产资源中，尤以煤、铝土、铁资源储
藏丰富。据1916年地质调查所勘察，中国煤炭储量2390亿吨，其中华北地区1679亿吨，而山西探明煤
炭储量即达1270亿吨，占全国煤储量1／2强，且主要分布于大同、太原、阳泉、寿阳、轩岗、富家滩
、孝义、介休、潞安、平定等处。铝土矿是仅次于煤的第二大优势矿种，主要分布于原平—保德—怀
仁、寿阳—阳泉—和顺、兴县一孝义、夏具一平陆、五台等地。铁资源方面，平定、盂县、晋城、太
原、宁武、静乐、临县、定襄、五台、代县等地的铁矿，无论从藏量卜还是品位上均较优良。此外，
汾河沿岸的石膏藏量在几十亿吨以上，可用于水泥生产和提取硫酸。静乐及岚县一带锰储量不下5000
万吨，阳泉、赛鱼、太原东山锰矿数量也不少。五台县南东冶镇蕴藏着用于制造炼钢平炉的耐火材料
红白硅石3亿余吨。这些矿产构成了山西资源链条上的重要环节，为山西近代工业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提供了可靠的资源保障。　　二　工矿业　　山西历来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经济的内陆省份，全省直
到19世纪末不过寥寥数家手工业和家庭工业作坊。进入20世纪之后，一些官僚、地主和商人开始将部
分资本投入工业建设，先后出现利用简单机器生产的太原火柴厂、太原机械局、太原电灯公司、晋新
印刷厂、玉成永铁工厂、顺铁工厂、振元铁厂等近代企业。除此之外，又陆续开办了20多个轻纺企业
。相比之下，矿业发展尤其煤炭开采在此时取得一定成果。1907年，山西商办全省保晋矿务有限总公
司（简称保晋公司）在太原成立，该公司下设平定、晋城、石家庄分公司，后又增设大同、寿阳、天
津、保定、北平等分公司。保晋公司以蒸汽机为动力，大大提高了生产效能，并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
又对铁炉沟、剪子沟、贾地沟等中小煤矿进行技术改造。继保晋公司之后，1913年成立平定建昌公司
，1915年创办平定中孚公司，1916年创建孝义华兴公司，1918年和1919年出现平定广懋、中兴、富畅、
济生及大同宝恒公司。1920年，大同同宝公司组建，至此大同地区形成了以裕晋、保丰、同泰等40余
家矿业公司组成的矿业生产群。不过，这些厂矿除少数采用机器生产外，大多以人力、畜力为主要动
力，生产工艺较为落后，无论从生产规模和资金投入抑或生产效率上均不足以奠定山西近代工业体系
。　　1930年，阎锡山在中原大战中惨败。经此一役，阎认识到“没有比得上蒋介石那样的经济力量
，就不可能将其敌手的军队拒之到山西之外”。为此，从1932年开始，阎氏着手施行“山西省政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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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计划”，决定建立涵盖工矿、交通、金融的“山西人民公营事业”，山西经济由此出现前所未有
的“黄金时期”。该计划的实施主要以山西境内煤、铁等资源为依托，以兴修同蒲铁路为纽带，以“
山西人民公营事业”为重要内容，以太原、大同、阳泉等城市为中心，以“西北实业公司”为龙头，
初步建立山西近代经济体系。计划实施不久便初显成效，全省61个产煤区1934年产煤总量已达5032713
吨，超过1931年2266333.62吨一倍多；全省电厂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发展到31处，总装机容量达28582千
瓦，其中大部分用于民用照明、冶金、煤炭开采、纺织、面粉加工等生产生活领域；全省轻工业
到1936年总产值已达2040万元（法币），主要产品年产量如卷烟达到46900箱（每箱5万支）、饮料
酒346吨、火柴116600件（每件240包）、机制纸346吨，印刷厂发展到122家，蛋厂增加到116家。由于
能源开发以及经济勃兴，涌现出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如太原到1937年“就成为一个包括二十一个工厂
的综合工业基地”。以上成就有赖于“山西人民公营事业”的发展，而其重中之重则是“西北实业公
司”的建立与发展。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西北实业公司”下属的工矿企业已成为振兴山西经济
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并随着工业体系的形成，效益剧增，如到1936年就已盈利10369042元（法币
）。有关“西北实业公司”下属各企业及其运营情况详见表1—1。　　在山西工矿业体系中，除“山
西人民公营事业”下属工矿企业外，省、县、村营公社也是不容忽视的力量。以省营公社为例，晋丰
面粉公司、大同煤业公司、晋通花店等主要企业总资产达340余万元。其他如晋北矿务局、土货商场、
阳泉煤业公司等省直属企业资本也在350万元以上。上述新兴企业构成多层次多领域的产业链，并将山
西经济推向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这些近代工矿企业的兴建与投产，“使山西的工业在全国开始占有
一定地位”。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山西刚刚起步且初见成效的近代工业基础建设却被1937年日本所
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完全阻断，山西艰难的近代化进程由此而止。　　三交通运输业　　山西近代交
通网络是随着山西近代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兴起的，近代交通以火车、汽车运输为标志，以铁路
、公路修建为发展脉络，同时辅以邮电网络扩充。这些均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表征。　　1.铁路与公路
交通　　山西是中国较早拥有铁路干线的省份之一，到1911年已有正太和京绥两条铁路干线。其中，
正太线为窄轨线，全长235公里，山西境内路长172.381公里；京绥线为标准线路，全长830余公里，山
西境内干线长148.4公里。1919年，又建成长20.569公里的京绥线大同运煤支线。两条铁路干线是晋煤
外运大同三地开通市话业务，其中太原电话局拥有交换机500门、架空明线1064.32公里；一个是1915年
成立的山西军用电信局，该局在以太原为中心的28个市县开通市话业务，仅太原总局就有交换机250门
。长话业务起步较晚，但在两系统竞争中发展很快，到抗战前省内各电报局、卡已均可接转通话，同
时省际长话亦连通了河南、陕西、河北、江苏、湖北、湖南、江西和热察绥蒙等地。　　总的来说，
到抗战爆发前，山西已基本形成以铁路、公路、有线通讯线路为动脉，以火车、汽车、电报、电话为
主要工具的连通省内外的立体式交通网络。但这一较为完备的交通网络在日军侵晋之后立即沦入敌手
，并成为日军掠夺三晋资财及奴役广大人民的有力工具。　　四　农林牧副业　　山西属农牧结合地
区，在地势上多表现为山岳地带，除河东一带部分地区土地肥沃外，其余各地均较贫瘠，加之水利资
源有限，近代农业生产所受限制较大。作为一个以农为主的省份，耕地自然是其发展的基本要素。据
统计，1932年前，山西耕地一直保持在6000万亩左右，之后略有下降，但到1936年又恢复到6510万亩。
耕地中旱田多，水田少。据1935年统计，全省旱地面积5551万亩，占农田面积的97.2％；平地2244.5万
亩，占总面积的39.28％；山坡地2772.22万亩，占总面积的48.51％；河滩地243.83万亩，占总面积的4.25
％；碱地243.71万亩，占总面积的4.26％；荒地48.99万亩，占总面积的0.86％；水田面积161.02万亩，
仅占农田总面积的2.82％。　　从土地肥瘦程度及与自然环境关系上讲，大体可分为北部、中部及南
部3个区域，农作物无论从产量还是品种上也均可照此划分。北部地区人口分布较为稀疏，自然条件
相对恶劣，且灌溉设施不甚发达，加上冬季寒冷，农作物多为一年一季；农作物主要是燕麦、粟、高
粱等，其次是豆类、马铃薯、荞麦、胡麻等，小麦均为春天播种且面积很少。该地区百姓主要食用燕
麦、小麦、马铃薯，并辅以高梁、豆类。到1930年代，粮食亩产量也没有超过8斗，每年粮食总产量
约1000万石，除去自用尚余350万石。中部地区是以太原盆地为核心的辐射区域，此处为山西经济、政
治、文化中心，人口稠密，水利条件较好，且气候较温和，能够种植部分冬季作物。农作物以小麦为
主，次为燕麦、玉米、黍等。并有少量水田。亩产量比北部地区高，每亩平均在1.2石以上，粮食年产
量达2700余万石。该地区人民多以高粱、玉米为食，所产小麦大都销往晋南或外省。同时，盛产各类
水果，崞县梨、忻县桃杏以及徐沟和文水等地葡萄、汾阳核桃不仅产量可观，且口感驰名中外。定襄
、文水、汾阳、太谷、祁县等地则是山西著名产棉区，年产棉均在3万担左右。山西南部地区属于重
要产棉区，1930年代年产棉花达60万担。农产品主要为小麦，大约每年可产500万石；其次是高粱、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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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豆类等。由于棉田挤占粮田以及人口众多等因素，该地粮食生产不足，需仰仗山西其他地方或外
省供给。除棉花之外，烟草亦是该地区重要的经济作物，如曲沃产量最高时可年产烟草450万斤。以上
划分基本依地域而设，但各地农田分布实际很不平衡。据1935年山西农业调查数据显示，耕地在100万
亩以上者有大同等6县；50万～100万亩之间者有榆次等44县；50万亩以下者有祁县等55县。如按农户
划分，全省共有农户1829836户，每户平均4.8人平均耕地31.2亩，每个农业人口人均耕地6.85亩。其中
，辽县人均耕地最多，约142.8亩；平顺最低，人均耕地仅8.3亩。在被统计的105个县中，农户人均占
有耕地10亩以下的县有4个；11～20亩的有17县；21～30亩的有27县；31～40亩的有27县；41～50亩的
有10县；51～60亩的有3县；61～70亩的有4县；71～80亩的有6县；81～90亩的有2县；91～100亩的有1
县；百亩以上的有4县。就全省而言，加上非农人口，人均占有耕地约5.04亩。　　由于地理及时局的
影响，山西自民国以来粮食产量增幅缓慢，1916～1936年20年间只增加26.625万斤，年均增长幅度0.2％
，每年平均亩产量净增不过1斤。到1935年，山匿粮食总产量为5533.7万石，其中水稻12.7万石、小
麦1658.76万石、谷类1872.4万石、玉米562.8万石、高粱1054.3万石、豆类354.3万石、薯类191.6万石、其
他464.2万石（薯类之马铃薯按每4斤折1斤粮食计）。1936年，山西粮食产量达到最高峰，总产量
为3367410吨，人均产量为每一农业人口317公斤，每一劳力635公斤。　　农业发展与林木种植可谓相
辅相成，但山西由于自然条件及人为破坏等因素在近代森林覆盖率不高，只有天然林数处，即北部地
区宁武、岢岚一带和中部地区交城、方山、静乐等地以及南部地区沁源、安泽一带3个区域。民国时
期，为了综合发展本地经济，阎锡山在《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中专门对林业做出规划，设想10
年之中以保护旧林和增造新林为基本方针，政府每年播种240万亩新林，期成量为70％，必成量至少50
％。同时，在民众中广泛宣传，鼓励植树造林，要求每年每户以2株为期成量，1株为必成量；逐年生
产树木750万株，500万株为必成量；生产树苗圃50万株为期成量，25万株为必成量。全民性的植树造
林很快取得效果。据1935年晋绥社会经济调查统计社统计，是时，山西全省共有森林2743763亩，天然
林1309682亩，人工林有木材树12280212株、生产树4161268株。各县中，以宁武森林最广泛，共
有579000亩；木材数以崞县（今原平市）最多，达427006株；生产树以高平为首，共有696447株。这些
木材除用于本省外还向内蒙、河北等地输送，其中宁武、大同的木材销量最大，两地在1926年时就出
产木材60353株；其次是方山、离石、中阳、交城、介休、沁源等地，当时出产各类木材22744株；再
次是垣曲等地。　　农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畜牧业的勃兴。20世纪初期，山西家畜以羊、鸡数量最多
，牛、马、猪等则相对较少。但随着农业经济的逐步发展，各类家畜数量明显增加。其增长情况参见
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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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专业得书,写的详细,资料很充实,和多时候可以直接引用其中的资料,可能太专业了吧,买得人不多,
不过作为本专业的学生,还是的支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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