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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战争与经济  
 
 经济是军事的基础，足以决定战争的继续，亦足以决定战争的胜

败。其表现于古代战争上，己相当显著，「孙子兵法」一书是两千多年

前的著作，其中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

千里馈粮，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

后十万之师举矣。」惟现代战时经济的动员则非古代局部的动员可比，

它是要澈底地由平时经济体制改变为战时经济体制，即整个的动员，才

能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  
 
 在国父遗教中，关于战争与经济及其有关言论很多，我在这里姑

分为——财政、工业、粮食这三方面来研究：  
 
 
 
 
 近代战争是金钱的大需要者，也是金钱的大量消耗者，简直成为

天文学上的数字。像普法战争，双方的战费共计美金三三 O、OOO、

OOO 元，日俄战费共计二、一 OO、OOO、OOO 元，第一次世界大战

共计二 O 八、三 O 八、OOO、OOO 元，第二次世界大战共计六八 O、

OOO、OOO、OOO 元。所以近代战时的支出，尤其是长期战争的支出，

不是任何财政学者于事前所预想得到的，这个原因是由于：一、动员人

数的庞大，二、军需品消耗的增加，三、物价的上涨，及战时各种新事

业的举办。  
 
 德国经济学家说：「战争的决胜，是决定于剑，也是决定于金，

尤其是金在战争的进行中及终结时更表演着不可轻视的作用。」日人中

泽三夫在其所著「战争」一书曾慨叹道：「日俄战争……日本的现金准

备，仅有一亿余元，所以在讲和会议上，不能强硬主张我意志的原因，

不外为财政困难所压迫，真的金钱为战争所不可缺之一。」所以一国的

对外战争为赢得胜利，在财政上应作充分的准备，及战时的澈底动员。  
 
     国父在倒清的革命战争中，关于军费的需要，其解决的办法，是

采取募捐、借债及发行军用票等项，就中以获得华侨的捐助为多，不过

当时所需要的数字并不大。国父于推翻满清之后，不久，适逢帝俄虎视

耽耽，欲并吞我外蒙古，这时国父极力主张对俄抗战，并主张「钱币革

一、财政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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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即以「纸币代金银」，以解决对俄抗战的财政困难问题，他说：

「第一、行钱币革命以解决财政之困难。今日我之不能言战者，无过于

财政困难。自南北统一后，则谋借外债，以救我金融之恐慌。然至今六

国之借款无成，若一有战事，则更复无望。然则就财政上言曲之，无论

有战无战，财政问题之当解决，必不容缓也。文于谋革命时，即已注意

于此，定为革命首要之图。乃至武昌起义，各省不约而同，寝而北军赞

和，清帝退位，推行之顺适，回出意外，故所定方略，百未施一。民国

大定后，财政虽困，以为皆可以习惯之常理常法以解决之，便不欲以非

常之事而惊国人也。不图借债无成，而俄祸又起，存亡所关，不能不出

非常之策以应之也。钱币之革命者何？现在金融恐慌，常人皆以为我国

今日必较昔日穷乏，其实不然，我之财力如故，出产有加，其所以成此

穷困之象者，则钱币之不足也，钱币维何？不过交换之中准，而货财之

代表耳。此代表之物，在工业未发达之国，多以金钱为之，其在工商已

发达之国，财货溢于金钱千百万倍，则多以纸票代之矣。然则纸票者，

将必尽金银之用，而为未来之钱币，如金银之夺往昔之布帛刀贝之

用。……由此观之，纸币之行用有方，流弊不生即如彼，而利益之大又

如此，况值非常之变，非先解决财政问题，必不能言战。乃有热血之士，

徒责政府之无能，而不为设身代想，殊不共谅当局人为难之什也。当此

强邻迫处，蚕行瓜分之秋，非徒大言壮语所能抵御，非有实力之对待不

可，是宜政府与人民同心同德，协力进行钱币革命，以救今日之。」（「钱

币革命通电」）  
 
 本来在欧美各国早已实行币制革命，而国父这个伟大的主张，直

至民国二十四年方得实现，即所谓「法币政策」的成功, （禁止纸币兑

现，白银收归国有，并规定以中中交农四行的钞票为法币）过去抗战之

所以能够持久，端赖财政支持的力量，实行法币政策的结果，亦即实行

国父素所主张钱币革命的结果。虽说当时通货膨涨达于极点，却能支持

至于胜利，并未拖垮战争，这不能不算是不幸中之幸。  
 
     国父说：「倘财政之困难能解决，则军事敢说必有把握。」（民

十二「覆叶某嘱解决东征军费函」）可见他对战时财政的重视，及财政

影响军事之大。又说：「此后外部，完全不成问题，所有的还是内部问

题，这个内部问题，简单的说，就是财政问题。」（「打破旧思想要用

三民主义」讲词）又说：「政府为担负这样多的军饷，财政是很困虽

的。……这个银行之所以能够 办，就是因为借了外国资本一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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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纸币，要维持这种纸币的信用，便要商界工界农界和政界军界同力

合作，来培植这种鸡母和榖种的发达，使可以生出许多鸡蛋和新谷，这

种鸡蛋和新谷，又可以再做种子，再生出鸡母来生蛋，再长成新谷来做

米，这种丛生不绝的生长，是毫无止境的，是毫无限量的。到了那个时

候，军界和政界便不怕穷，工商界和一切人民，便不怕没有资本，这个

银行更是利益无穷。」（「银行 高的信用是现兑」讲词）这是国父迫

不得已借外债来 设银行发行纸币以供军用的，凡此均可见国父解决战

时财政的苦心。  
 
     此外国父在财政上主张征收直接税说：「资本家的入息极多，国

家直接征税，所谓多取之不为虐。从前旧税法，只是钱粮和关税两种，

行那种税法，就是国家的财源，完全取于一般平民，资本家对于国家，

只享权利，毫不尽义务，那是很不公平的。德国英国老早发现这种不公

平的事实，所以他们老早便行直接征税的方法。德国政府的岁入，由所

得税和遗产税而来的，占全国收入约自百分之六十之至百分之八十。英

国政府关于这种收入，在上次欧战 始的时候，也到百分之五十八（按

英国在欧战期间，所得税收入增加七倍，遗产税增加二倍——浴日注）。

美国实行这种税法，较为落后，在十年之前，才有这种法律，自有了这

种法律以后，国家的收入，便年年大形增加，在一千九百一十八年，専

就所得税一项的收入而论，便约有美金四十万万元。」（「民生主义」

第一讲）国父这个主张，直至七七事变我政府于同月廿一日颁直接税暂

行条例，八月廿二日公布施行细则，方树立了「直接税体系」，使租税

重心，由间接税移于直接税，因而增加收入，支持长期的抗战。  
 
 依于上述足见国父对战费的筹措，是采用发行、增税、借债及募

捐等办法，正与现代各国战时财政政策相符。今日我们反共抗俄，在财

政上虽感不足，地方券额内外发行将达五亿元，但币值相当稳定，税收

亦有增加，且得源源而来的美援——经济援助，军用援助，其基础颇属

巩固。不过还要澈底动员，促进生产，节约消费，鼓励国民捐献，海外

华侨输将，及博取更多的美援，方能配合反攻大陆的要求。于此应附带

一提的：因为战时社会的动荡，物价的高涨，生活的困难，每易使财务

人员营私舞弊，侵吞中饱的，故必须澈底厉行国父向所主张「实行惩戒

官吏失职」 （「国民党政见宣言」）的政策，以肃清贪污，使财界明

朗化，做到涓滴归公，这样自可提高政府的威信，而博得人民的信仰与

拥戴。鲁登道夫将军说：「人民既为国家而牺牲其金钱，则战时公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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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一毫，应用之于公，而不应用之于私，应用之于国事，不应以之肥私

囊。若有侵吞公款之行为，无异于政府自为盗贼，掠夺民财，其应防止

之也，自不待论。世界大战中德人之应募公债者，既为牺牲一己，原期

于维持民族生存，而其结果如何乎？由世界大战之经验观之，惟肃清政

治上之弊窦，然后能保国民之一致团结，此在财政上尤为重要。」  
 
 
 
      
 工业在现代战争上，其重要性并不亚于财政。例如第一次世界大

战时，德军所以能屡建奇勋。主要的是得力于本国工业的发达，德国的

领土虽然狭小，但在很小的领土之内，能建立庞大的军队，与敌国作战

达数年之久，就是赖于工业上能移供给德军所需要的步枪、大炮、机关

枪、飞机和技术。又如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能移成为「民主国家的

兵工厂」，也是由于平时工业的发达，一到战时，便能大规模动员，生

产大炮、飞机、坦克等精锐武器来源源接济各盟国作为反攻轴心国家之

用，尤以原子弹的发明为美国科学与工业上的一大成功。  
 
 中国工业的落后，由来已然。所以，国父于上李鸿章书中便提出

发展工业的主张说：「机器巧则百艺兴，制作盛，上而军国要需，下而

民生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财力。」民国以来，更倡导不遗余力，

因有「实业计划」一书的发表，同时目击国内质本、工具及人才的缺乏，

认为欲发展中国工业应求助于外国。他说：「欧美二洲之工业发达，早

于中国百年，今欲于甚短时期内追及之，须用其资本，用其机器」若外

国资本不可得，至少亦须用其专家发明家，以为吾国制造机器。无论如

何，必须用机器以辅助中国巨大之人工，以发达中国无限之富源也。 」
（「实业计划」第五计划）又说：「吾国既有天然之富源，无量之工人，

极大之市场，倘能借此机会，而利用欧美战后之机器与人才，则数年之

后，吾国实业之发达，亦能并驾欧美矣。」（「中国实业当如何发展」

一文）然此非我的创举，外国亦复如是。国父说：「俄国之制造厂、兵

工厂，皆用英美人为之，日本意大利两国，其关于制造事业，亦多由英

人主持。」（「欢迎外资与门户 放」讲词)惟主权要操之于我，方不

致受外人的宰制。国父说：「鄙人主张用外人办理工商事业，及订立一

定之期限，届期由我收赎，并非利权永远落于他人之手也。」（同）又

说： 「倘知此为兴国之要图，为救亡之急务，而能万众一心，举国一

致，而欢迎列国之雄厚资本，博大规模，宿学人才，精练技术，为我筹

二、工業方面 



《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电子版                            5/ 9                      第五章：战争与经济                 

李浴日著                           lee@leeyuri.org                     世界兵学社发行 
 

划，为我组织，为我经营，为我训练，则十年之内，我国之大事业必能

立于国中，我实业之人才，亦同时并起，十年之后，则外资可以陆续偿

还，人才可以陆续成就，则我可以独立经营矣。」 （「孙文学说」第

七章）可是欲发展工业，必须同时发展矿业，如煤铁等，因为煤铁同为

近代工业的两大原料，没有钢铁，则陆海空兵器方无从制造，没有煤炭，

则一切军需工厂的机器亦无从发动。至于石油的 采亦至必要，倘若缺

乏石油，则在工业上所生产的兵器如飞机、坦克、兵舰等，均无从活动，

变成死物。所以国父在「实业计划」上，亦计划大规模发展石油矿业。

虽说「实业计划」为平时工业建设的计划，但平时工业，为战时工业的

基础，亦即战时工业的准备。平时工业尤以重工业没有发达，一遇战时

的动员就要捉襟见肘，无从适应战争的需求。现在欧美各国的战时工业

大半寄托于和平工业之中，因为和平工业可以改变为战争工业，例如商

船厂可以改制兵舰，汽车厂可以改造飞机发动机，火车厂可以改造大炮，

普通机器厂可以改进步枪机关枪，造纸厂可以改造抛射药，颜料厂可以

改造炸药，造币厂压片厂可以改造枪炮弹壳等。同样战争工业亦可以改

变为和平工业，国父说：「造巨炮之机器厂，可以改制蒸汽辘压，以治

中国之道路。制装甲车自动车之厂，可制货车以输送中国各地之生货，

凡诸战争机器一一可变成和平器具。」（「实业计划绪言」）可见国父

提倡发展中国工业的用意。  
 
     国父说：「军器一门，我们从前用是弓箭刀枪，试问现代战争，

能用不能用？试问现代战争，不用外国枪炮，能胜不能？」（「同胞要

同心协力做建设事业」讲词）又说：「由于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

国便知到从前的弓箭刀枪，不能够和外国的洋枪大炮相抵抗。」（「民

权主义」第五讲）又说：「德意志联邦，成立之初，本来是农业国，后

来变成工业国，因为工业发达，所以陆海军也随之强盛。」（「民族主

义」第四讲）这是说战争与兵器的关系，兵器与工业的关系。今日台湾

的工业力量还是很薄弱的。如为配合将来反攻大陆的要求，必须遵照国

父的遗训，动员工业，发展工业，并欢迎外商投资。一面大量生产武器，

另一面争取更多的「军援」。  
 
 
 
 
 粮食影响于战争的重大，由来已然。唐将张巡孤守睢阳，屡战屡

胜，终因「罗掘俱穷」，为敌所破。在此以前，像历史家陈寿所撰诸葛

三、糧食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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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传说：「亮复出散关，围陈仓，曹真拒之，粮尽而还。……九年亮复

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 ……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懿对于渭

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得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在

此以前，孙子主张：「因粮于敌」 ，及强调：「军无粮食则亡」。又

如拿破仑的天才，当作战的时候，遇有粮食问题者，必痛斥以「不要谈

粮食」，因犯有这种疏忽，终不免惨败于莫斯科的饥寒交迫之中。以上

系就军粮而说，至于民粮亦有同样的重要，德国在第一次欧战中，因粮

食的恐慌，弄得人民个个吃不饱，暴动遍于全国，便促成德国崩坏了。

有人说：「粮食是战争的生命。」又有人说：「粮食是决定战争支持力

的因素，又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实非虚语。  
 
     中国号称地大物博，向以农立国，对于粮食本可自给自足。可是

因为地利未尽，及运输不便，而人口却一天一天的增加，故年丰而太平

时，尚可自给，一遇岁歉而战乱时，就不免发生恐慌。考我国粮食仰给

外国由来已久，如唐书陈懋仁的「泉南笔记」，就有洋米输入的记载。

近百年来，因天灾人祸的交煎，尤以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我粮食愈不能

自给，每年仰给于洋米为数甚巨(如民十九年达二千万石左右)。国父早

见及此，于上李鸿章书中，就提出「地尽其利」的「农政有官，农务有

学，耕耨有器。」为「富强大经，治国大本。」于民主主义里又强调：

「民生主义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吃饭问题。」又说：「吃饭问题就是顶

重要的民生问题，如果吃饭问题不能解决，民生主义便没法解决。」可

见他对粮食问题的注意。又在同主义里说明粮食与战争的关系，举第一

次欧战中德国为例证说：「未经欧战以前，各国政治家总没有注意到吃

饭问题，在这十年之中，我们留心欧战的人，研究到德国为什么失败呢？

正当欧战剧烈的时候，德国都是打胜仗，凡是两军交锋，无论是陆军的

步队、炮队和骑兵队，海里的驱逐舰、潜水艇和一切战闘舰，空中的飞

机、飞艇，都是德国战胜，自始至终，德国都没有打过败仗。但是欧战

结果，德国终归于大败，这是什么原因呢？德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

吃饭问题。因为德国的海口，都被联军封锁，国内粮食，逐渐缺乏，全

国人民和士兵都没有饭吃，甚至于饿死。不能支持到底，所以终归失败，

可见吃饭问题，是关系国家之生死存亡的。 ……德国的粮食，在平时

已经是不够，当欧战时候，许多农民都去当兵士，生产减少，粮食更是

不够。所以大战四年，归到结果，便是失败。由此可见全国的吃饭问题

是很重要的。（第三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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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欲求中国粮食的自给自足，必须从增加生产方面着手，国父

在民生主义里指示我们七个增加生产的方法，即机器、肥料、换种、除

害、制造、运送、防灾等问题，兹分别摘要说明如下：  
 
 1. 机器问题——用机器耕田，生产可加一倍，费用可轻十倍或百 
     倍。用机器抽水来灌溉田地，非常便利。  
 2. 肥料问题——用化学方法来制造肥料，用电来造人工硝，用水     
     力来造便宜的电，农业生产，自然可以增加。  
  3. 换种问题——用交换种子方法，使土壤可以交替休息，生产力    
     可以增加。  
 4. 除害问题——（一）植物的害——用科举方法除去秕草和利用      
     秕草。 （二）动物的害——用国家力量，研究除害虫方法。  
 5. 制造问题——(一)中国制造方法：晒干，腌咸。 （二）外国制   
     造方法：将食物煮熟，或烘热，制为罐头。  
 6. 运输问题——（一）运输不便的损失：中国财富无形中因运输   
     不便而消耗者甚大，过剩的生产成为废物，如极重要的粮食， 
     时常因运输不通，而使吃饭问题不能解决。 （二）解决运输粮

     食的问题：（1）水运：恢复运河制度。原有的修理，未来的

     辟。 海上运输，更是要用大轮船。 （２）铁路：到处联络起来，

     各处人民便有便宜饭吃。 （３）车路：穷乡僻壤，通自动车，

     以救铁路之穷。 （４）挑夫：虽不经济，但自动车不能行的地

     方也可以补救。  
 7. 防灾问题——（一）水灾：（１）治标方法——浚河，筑堤、   
    大水不至泛滥。 （２）治本方法——多种森林蓄积大量的水。 （二）  
    旱灾：（１）治标方法——机器抽水，用于地势高水源少的地 
     方。（２）治本方法——种植森林蓄积大量的水。  
 
 其次说到粮食消费的管理：国父于手订「地力自治 始实行法」

第二事的「立机关」中，又主张股置「粮食管理局」，实行粮食公卖，

其所订办法是： 「粮食一类，当有地方公局买卖，对于人民需要之食

物，永定 廉之价，使自耕自食之外，余人得按口购粮，不准转卖图利，

地方余粮则由分局转运，售卖于外。」于此足证明国父对粮食消费，是

主张采取管理政策的，在战时尤为必要。这样，自可杜绝地主奸商的囤

积居奇，而粮价得以安定。现代世界各国在战时对于粮食的消费都是采

取管理政策，第一次欧战中各参战国如此，二次欧战中各参战国也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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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国父关于第一次欧战德民粮食消费管理的效果，曾有如下的说明：

「近代国家之行民生政策者，以德国之组织为 进步，而此次欧战一 ，

则德国海面被英封禁，粮食时虞竭乏，社会忽起恐慌，人民备受种种之

痛苦。至两年以后，乃始任巴特基氏为全国粮食总监，巴氏乃用科学之

法，以经理粮食，而竭乏之事，始得无虞，恐慌之事渐息，而人民之痛

苦亦渐减，由德国乃能再支持二年之久，否则早已绝粮而降服矣。 」
（「孙文学说」第一章）今日我政府在台湾已实行粮食管理政策，年产

粮食一百五十四万吨，已超过日据时代年产一百四十万吨之 高纪录。

故粮价相当稳定，倘能再加改善，粮价更可持平，可见国父政策的正确。  
 
     第一次欧战时，英人特奈尔氏上书英国首相路易乔治说：「我们

根本的错误，就是以为粮食不是战争的军器，而农村不是兵工厂。」真

的战时生产粮食的「兵工厂」与制造枪炮的兵工厂有着同等重要。所以

我们今日在台湾，由于粮食的充裕，军民吃饭问题的解决，我们不要忘

记终岁勤劳的农民，农民在后方流汗的贡献，其功并不下于前方流血的

士兵。不过为使农民高兴去耕田，提高他们生产的兴趣，还得实行国父

这个伟大的遗教：「中国的粮食生产既然是靠农民，中国的农民又是很

辛苦勤劳，所以中国要增加粮食的生产，便要在法律政治上制出种种规

定，来保护农民。中国的人口农民是占大多数，至少有八九成。但是他

们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自己得到手的几乎不能

够自养，这是很不公平的。我们要增加粮食生产，便要规定法律，对于

农民的权利，有一种鼓励，有一种保障，让农民自已可以多得收成。我

们要怎么样能够保障农民的权利，要怎么样令农民自已才可以多得收

成，那便是关于平均地权的问题。前几天我们国民党在这高师学校，

了一个农民联欢大会，做农民的运动，不过是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起点。

至于将来民生主义真是达到目的，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

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 终结果。」（「民生主义」第三

讲）现我政府在台湾已根据国父这个遗教，实行「三七五减租」，以保

障农民利益，并使多得收成。至于「耕者有其」，亦正作初步的实施，

例如年来公地由放租到放领，又采取限田政策，即将实施「扶植自耕农

条例」，其顾及广大农民的利益如此，自可争取他们来支持反共抗俄的

战争。  
 
     此外，关于对敌经济作战，在遗教中，我发现他提过二个方式：

一为经济封锁，一为经济绝交(均见「三民主义」)。现就经济封锁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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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经济作战 有效的力式，就是海军封锁，即直接封锁敌国的海洋

交通，以断其对外贸易关系，但须有强大的海军来执行。第一次欧战

始后，英国即以海军主力控置北海，封锁了斯干的那维亚半岛，使货物

不能经过荷兰、丹麦与挪威输入德国，举凡是否战时违禁品，只要是输

入德国的，或德国输出的，都被没收，使德国经挤起了极度恐慌。同时

德国对协约国，尤其是英国，也施以经济封锁的报复，但因德国海军力

量不够，不能同英国一样的作水上封锁，只是实行深水封锁，即以潜水

艇封锁英国，使英国亦受很大的痛苦。二次欧战，英国对德又以强大的

海军做水泄不通般的封锁德国，德国亦用潜水艇袭击英伦，同时双方又

采用各种方法来破坏敌方的封锁，例如德国利用西班牙的中立地位转运

由美洲输入物资，英国实行武装护航，以防御潜艇的袭击。说到我们反

共抗俄，以台湾的地理环境，四面环海，又有海军巡逻及第七舰队协防，

当然不怕中共苏俄封锁，而我政府早已对中共苏俄进行经济绝交，尚待

恢复经济封锁。此刻三次大战未爆发，美英诸国对中共苏俄已经实行战

略物资禁运。他日大战爆发，中共苏俄因先天不足，经济困竭，我们民

主国家应予以澈底封锁，促其早日崩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