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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近代 的概念
,

是指 一 年
。

关于这近 年

间中国的经济史
,

我认为
,

大体上是应该分作三个阶段 的
。

要

探讨近代 中国经 济史的分期问题
,

必然又会涉及到人们 久 已

认定的半殖 民地半封建这个社会形态
。

半殖 民地是个政治概

念
,

半封建是经济概念
。

所谓“
半殖 民地 ” ,

是指外国资本主义
“ 不但操纵 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

,

并且操纵 了中国的政治

和军事力量 ” 。

所谓“
半封建

” ,

是指
“
封建 时代 的 自给 自足 的 自

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 了 ” , “ 民族资本 主义有 了某些发展
,

并在

中国政治的
、

文化 的生活 中起 了颇大 的作用 ” ① 如果说外来

的政治因素在规定着近代 中国的社会形态
,

那 么
,

本 国的政治

因素也在决定着近代 中国的经济分期
。

实际上
,

我对近代 中国

经济史三 阶段 的划分
,

正 是把外来政治因素和本 国政治因素

作为最基本 的划分依据 的
。

一
、

半殖民地外来经济与本国半资本主义经济混合型经

济时期
经过 年 的鸦片战争

,

外国资本 主义给 中国套上 了

《南京条约 》这个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枷锁
。

从此
,

中国开始逐

步向半殖 民地深渊沉沦
。

随着一 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

资本

主义各 国从 中国攫取 了许多政治和经济特权
,

如领事裁判权
、

片面最惠国待遇
、

约开商埠
、

租界
、

协定关税与海关行政权
、

沿

海贸易权
、

内河航行权
、

内地通商权等
。

在 年的《马关条

约 》和 年 的《辛丑条约 》这两个不平等条约签订后
,

中国

完全沦为了半殖 民地
。

资本主义各 国利用不平等条约规定 的政治和经济特权
,

。

陈勇勤
。

近代中国经济史三阶段抢

在鸦片战争后
,

主要 以商品输出控制 了中国市场 在 甲午战争后
,

又 主要 以资本输出控制 了中

国经济命脉
。

这就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 中国“
把一个独立 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 民地

”
的一 面

。

而另一面
,

是“ 促使 中国封建社会解体
,

促使 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
,

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 了

一个半封建的社会
” 。

这样
,

就外来经 济来说
, “
控 制了中国一切重要 的通商 口 岸

,

并把许多通商
口 岸划 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它们直接管理 的租界 ” , “ 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

,

控制了中国

的交通事业 ” , “

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 业和 重工 业企业
,

以便直接利用 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

动力 ” , “ 经过借款给 中国政府
,

并在 中国开设银行
,

垄断 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
’, ② 这个 强权 之

下 的外来经济
,

无疑是近代 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成分
。

“

外国资本主义对于 中国的社会经济起 了很 大 的分解作用
,

一 方面
,

破坏 了中国 自给 自足

的 自然经济的基础
,

破坏 了城市的手工 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 业 又 一方面
,

则促进 了中国城 乡

商品经济的发展
。 ’,“ 这 些情形

,

不仅对 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 了解体 的作用
,

同时又给 中国资

本主义 生产的发展造成 了某些客观 的条件和可 能
。 ’, “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 的刺激和 封建经 济结

构 的某些破坏
,

还在十九世纪 的下半期
,

还在六十年前
,

就 开始有一部分商人
、

地主和 官僚投 资

国 毛泽东 《中国革命和 中国共产党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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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式工 业
。

到了同世纪末年和二 十世纪初年
,

到了四 十年前
,

中国 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 了初

步的发展
。 ” ① 这是毛泽东在 年对晚清本 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情况 的高度概括

。

到辛亥革命爆发
,

本 国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的程度大体是 民用 工矿企业 创办资本额在

万元 以上 的 共 家
,

创办资本额总计达 万元 轮运公 司 创办资本额在 万元 以

上的 共 家
,

据 家可知创办资本 的企业统计
,

创办资本额 总计约 万元 中国出资

及借外资建筑的铁路总计 公里 银行 家
,

保险公 司 家
,

就可知创办资本 的 家

银行和 家保险公 司统计
,

两者 的创办资本额 总计为 余万元 ②
。

从 时间断限上说
,

半殖 民地外来经济与本 国半资本主义经济混合型经济时期是指 一

年
,

也就是止于清王朝被推翻
。

本 国半资本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与当时政权 的性

质有直接关系的
。

清王 朝是封建政权
,

虽然在清亡前夕执政者也做 出了要 实行君 主立宪的姿

态
,

但 只 是“ 预备 ”而 已
,

并没有真正 实行
。

因此
,

封建政权下 的经济充其量只 能转化到半资本主

义这一步
,

就不可 能再 向前进展 了
,

也就是说
,

封建政权 下决不可 能存在整体 的资本 主义经 济
。

二
、

半殖民地外来经济与本国初期资本主义经济混合型经济时期

辛亥革命推翻 了封建王朝的统治
,

建立起 中华民国
。

民国“ 确定共和 ” ,

标志着政权 已是资

产阶级性质 的
。

因此
,

自 年
,

中国社会开始进入半殖 民地状态下 的初期资本主义 阶段
。

辛

亥革命对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确立 的推动作用是 巨大的
。

比如
,

年创办的创办资本额在 万元 以

上 的民用 工矿企业数量
,

年为 家
, 只 略少于 年 的 家

、

年 的 家和

年的 家
,

而超过其他各年份
。

年注册 的农垦公 司的数量
,

年为 家
,

而 年 以前

只 有 家
,

年有 家
,

年有 巧 家
,

年也只 增加到 家
。

年成立 的银行数量
,

年为 家
,

而 年是 家
,

年是 家
,

年是 家 ③
。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

本 国资本主义工 业得到迅速发展
。

以机器进 口 值和机器动力为例
,

年
,

中国机械输入 总值为 万海关两
,

战后年年增加
,

年达到 多万 海关两

本 国资本工厂使用 的蒸汽动力
,

年为 马力
,

年达到 马力 ④
。

一 战期间

本 国资本主义工 业迅速发展的情况反 映出
,

外来经济在半殖 民地 中国经济中 占有 的重要地位
。

进 口 工业品减少使国内工 业 品出现供不应求
,

于是 民族工 业品的销售市场不断扩大
。

比如洋纱

进 口 减少
,

就直接刺激了本 国棉纺业 的发展
。

这个时期
,

中国的初期资本主义经 济有 了显著 的

发展
,

年创办资本在 万元 以上 的本国资本工矿企 业建立有 家
,

年 家
,

年 家
,

年 家
,

年 家
,

年 家
,

年 家
,

年 家
,

年 家
。

如 以 年每家平均资本额指数为 , 年为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⑤
。

这表明
,

不仅设厂数呈 明

显的增长趋势
,

新设工厂 的规模也是逐步扩大的
。

从 以上 的数据也可 以看 出
,

第 一次世界大战

在 年 月结束以后
,

中国的初期资本 主义经 济仍然保持 了一段发展 的势头
。

但是卷土重

来 的外来经济
,

倚仗着强权和经济实力
,

终 归还是压 制 了中国初期资本 主义经济发展 的势头
。

如外国资本主义在华直接投 资
,

一 年 的年增长率是
,

一 年间上升到
,

⑥
。

再从进 口 总值指数来看
,

一 年为
,

一 一 年 ’各年都低于
,

年为

①
②

毛泽东 《中国革命和 中
据杜询诚 《民族
以及严中平 《中

党 》
。

中国政府 》上海社会科学 院出版社 年版 第 一 页表
、

第 一 页表
,

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科学出版社 年版 第 页表数字
,

综合统计
③ 据杜询诚 民族资本主义与旧 中国政府 》附录表

,

以及章有义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第 辑 三联书店 年
版 第 页数字

,

综合统计
。

《中国经济史 —近代部分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中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衰 》
,

高等教育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中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衰 》,

第 页

健方方孙王王④⑤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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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达到
,

年更高达 ①

总的来看
,

从 年代到抗 日战争前
,

中国初期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在不断地加 以完善
。

比较

明显 的是
,

本 国资本主义 出现 了集中的趋势
。

这 主要表现在 一 各个行 业 的内部 出现 了企业

集团
,

如 申新纺织企业集 团
、

华新纺织企 业集 团
、

大生纺织企 业集 团
、

永 安纺织企业集团
,

以及

茂
、

福新面粉企 业集团等 二 若干跨行 业的企 业集团的形成
,

如东北 的双合盛公司
,

除 了商业

机构外
,

在北京
、

哈尔滨
、

双城堡
、

奉天等地还设有啤酒 汽水厂
、

制粉厂
、

制油厂
、

制革厂
、

航业公

司等涉及不 同行 业 的双合盛企业集团的企业 三 产业资本同金融 资本 的相互渗透
,

如申新纺

织企业集团和茂
、

福新面粉企业集团的创办人荣 氏兄弟
,

参与创办了至少有 家银行
,

火柴大

王刘鸿生参与创办的银行至少也有 家
。

从 年 月 日南京国 民政府成立到 年全 面杭战的 年
,

特别是在 一
这 年里

,

国民政府对推动初期资本主义经 济还是起 了很大作用 的
。

这个推动作用
,

主要

反映在对 当时的经济进行重大改革上
。

首先是“ 主权完整 ” 。

由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宣言
,

宣布

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

特别是收回 关税 自主权
。

其次是“ 运作 统一 ”。

具体是成立行使 国家银

行特权 的中央银行
,

实施财政预算制度
。

再次是“ 国家 垄断
” 。

实行所谓 的
“
计划经济

” ,

如建立
“ 四行二局 ”垄断全 国金融

,

设立建设委员会
、

全 国经济委员会
、

资源委员会等机构垄断重要 工

矿业和工矿产品
,

设立农村复兴委员会
、

全 国粮食局
、

棉业统制委员会等机构垄断农产品收购

销售和农副产 品加工 业
。

再有就是“ 弊政废除 ” 。

主要有废除厘金和实施法币政策
。

这样
,

年后
,

本 国工 业生产有 了较快的发展
。

一 年
,

本 国工 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为
,

一 年则增加到
。

年
,

全 国工 业生产总值达到 亿元
,

比 年 的

亿元
,

增加
。

在工 业 总产值 中
,

资本 主义性质的生产 已占
,

在交通运输业 中

已资本主义化 ②
。

虽说 国民政府为争取 关税 自主
、

废除不平等条约作 了一些工作
,

取得 一定成

效
,

但 中国独立 国格在很多方面还 没有恢复
,

仍 旧处在半殖 民地状 态下
,

中国初期资本主义经

济势必还是要受到外来经济的极大影响
。

一 年 的资本主义世界经 济危机
,

年“ 九

一八 ”事变东北沦为 日本 的殖 民地
,

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中国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

当

然
,

抗 日战争期间
,

中国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停滞不前或者衰落
,

应该说都是很正 常的现象
。

抗战

时期的中国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是残酷的
,

它

给全世界的经济造成了巨大 的破坏
,

中国 自然也不会例外
。

从 年 月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创建湘赣革命根据地起
,

逐步在 省 多个县建立

有 个革命根据地
,

在这些革命根据地里产生了“
中国式的

、

特殊的
’, ③新民主主义经济

。

年抗 战胜利
,

共产党政权控制的这域是在
“ 十九个省 区内 ”建立 的“ 十九个大块的解放 区 ” ④

。

具

体来说
,

是“ 河北
、

察哈尔
、

热河
、

山西 的大部
、

山东
、

江 苏的北部
,

这些地方的大块 乡村和大批城

市
” ,

而城市都是
“
中等城市和小 城市 ” ⑤

。

从 年到抗战胜利
“
大城市都不在共产党手中

” ⑥
。

从 近代化经 济角度来看
,

新 民 主主义经济在全 国总体经 济 中所 占的分量还是很 弱 的
。

这从

年 月毛泽东针对陕甘宁边 区召 开 的工 业会议 而提到 的数字就可 以间接看 出来
, “ 一 九

三 七年边 区还只有七百个工厂 工 人
,

一 九四 二年有 了七千人
,

现在有 了一万二千人
’, ⑦

。

我们只

《中国经济史 —近代部分 》
,

第 页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的经济改苹 》,《贵州社会科学 》 年第 期
《新民主主义论 》

。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
《抗 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
《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 》

学 习和时局 》
。

的两个电报 》
。

的方针 》
。

明东东东东东
健志泽泽泽泽泽孙傅毛毛毛毛毛①②③④⑤⑥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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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毛泽东在 年提到的一个数字来 比较
,

当时“ 中国有产业工人数百 万 ”①
,

问题就 更清楚

了
。

年 月新民主主义经济所拥有 的产业工人不过是全 国数百万产业工人 中的万余人
,

这之前的情况 自不待言
。

就时间断限来说
,

半殖 民地外来经济与本 国初期资本主义经济混合型经济时期是指

年到 年
,

也就是到 月 日 日本签字投降
。

三
、

新民主主义经济与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对立型经济时期

这里必须先来说 一 下我个人 的看法
。

我认为
,

年 月 日 日本签字投 降后
,

中国基本

上摆脱 了半殖 民地枷锁
,

恢复了独立 国地位
。

依据有两点
。

一 推倒不平等条约体系
。

先是第

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

中国作为战胜国
,

中德
、

中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
。

俄 国发生十月革

命
,

建立 苏维埃政权
,

中俄间一切不平等条约废 除
。

接着是南京国民政府为修改不平等条约进

行过一 系列交涉
。

后来是 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行列
,

中日
、

中意间一切不平等条约宣告

废除
。

年 月 中英
、

中美分别签订平等新约
,

废除了英美各不平等条约
。

随之 一

年出现 了秘鲁
、

巴西
、

比利时
、

挪威
、

瑞典
、

荷兰对华各不平等条约的废除
。

抗战胜利后
,

在

年和 年
,

法国
、

瑞士
、

丹麦
、

葡萄牙
、

西班牙对华不平等条约也相继废除
。

世界反法西 斯战

争的胜利
,

使中国推倒了百年来致国家于半殖 民地 的不平等条约体系
,

旧 的不平等条约墓本上

被废除了
,

这其中既有敌国的对华不平等条约
,

也包括盟国的对华不平等条约
。

二 以独立 国

身分
,

以创始会员国资格加入联合 国
。

联合 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 的国际组 织
,

是根据

年 月在美国旧金 山签署 的《联合 国宪章 》
,

于 同年 月 日正 式成立 的
。

参加宪章签

字的 个 国家为联合 国创始会员国
。

中国是创始会员国之一
。

《联合 国宪章 》规定联合国的宗

旨是
, “ 维护 国际和平及安全 ” , “

制止侵略行为 ” , “
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 民平等权利及 自决原则

为根据之友好关系 ” , “ 促成国际合作
”
等

。

还规定 了实现上述宗 旨的原则
,

即各 国主权平等 以

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 不用威胁或武力
,

或与联合 国宗 旨不符的其他方法侵犯他 国的领土完

整或政治独立 联合 国不得 干涉本质上属于任何 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
。

有这样 的宗 旨和原 则
,

作为创始会 员国的中国
,

应该说基本上是取得 了独立 国格 的
。

那 么抗战胜利后 的中国
,

是否 成了美国独 占的半殖 民地呢 这确 实也是认定抗战后 的中国

是否基本上是独立 国需要解释 的一个 问题
。

美 国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
,

给 了蒋介石 政府 以 巨大

援助
,

包括“ 出钱 出枪 ” ,

及至 出人
,

如 以 万人 的海军陆战队 占驻上海
、

青岛等重要城市
。

当时

美国让“

蒋介石 出人
,

替美 国打仗杀中国人 ” ,

主要 目的还是通过“ 帮助蒋介石 打 内战 ” , “
准备着

反 苏战争
” , “

想消灭这个社会主义 国家 ”② 用毛 泽东 引用艾奇逊 的话说
,

还是要“
帮助 国 民党

毁灭共产党 ” ,

或者是“ 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 以把共产党打跑
” ③

。

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 中国

共产党“
在国际上是属于 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 面 的 ” ④

。

可见美国是在援助它的资

本主义阵营的盟友
,

这是其
“
扶蒋反共政策 ” ⑤ 的产物

。

年 月中美签订 的《关于取消美国

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 》,

取消了美国在华各项条约特权
。

美国援助蒋介石 政府

打内战
,

是蒋介石政府请求美国给 以外援
、

美国也确实觉得 需要扶植蒋介石 政府的结果
。

蒋介

石政府一 心要打内战
,

又无力打内战
,

于是急需美国给 以援助
。

美国要“ 组成反动阵营
,

反对苏

联 ” ⑥ ,

使苏联东部边境处于反共营垒 的威胁
,

这样就在中苏 年《友好 同盟条约 》签订后
,

自 年 月开始
,

与蒋介石政府签订 了中美间一 系列新的不平等条约
。

美国在这些条约中

《新民主主义论 》

《和美国记者安娜
·

路易斯
·

斯特朗的谈话 》
。

《别了
,

司徒雷登 》
《论人民民主专政 》

。

《抗 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
。

《目前形势和 我们的任务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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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 了各种特权
。

但其主要 目的是实现对 国 民党统治区 的全面控制
,

从而迅速增强蒋介石 反共

势力的实力
。 “

美国的独 占资本 ” ①所表现出来的“ 独 占”的倾向
,

是为 了阻止 以苏联为核心 的国

际共产主义力量在 中国的增长
,

这是与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 资本 主义 与社会主义两 大阵营的对

垒有直接关系的
。

年 月苏
、

美
、

英三 国外长莫斯科会议
,

关于 中国问题 已作出协议
。

在

公报 中
, 三 国外长“ 重申坚持不 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 ” ,

苏美外长还一致 同意苏美两 国军队尽早

撤离中国
。

苏联履行协议
,

在 年 月 日苏军完全撤 出中国东北境内
。

美国推行援蒋反

共政策
,

没有撤走驻华美军
。

所 以抗 战胜利后 的中国
,

不是美国独 占的半殖 民地
,

而是有 以美国

为核心 的国际反共势力支持
、

并被美国直接控制的一个极 弱的资本主义独立 国
。

年 月

日 国民党政府
“ 向美英法苏四 国政府要求干涉中国的内战

” ,

遭到四 国政府拒绝而“
失败

” ②
。

特

别是美 国 已表 示 出不 再扶植 蒋介石 政权
,

到 月 日
,

驻华大使 司徒 雷登 又 “
挟起皮包 走

路 ” ③
。

这些都表明
,

当时的中国
,

并不是属于美国的半殖 民地
。

内战是蒋介石 政府单方面挑起来 的
。 “

为着防止内战
,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 了其他 民主派别

的同意之后
,

于一九四 四年九月间 的国民参议会上
,

提 出了立 即废止 国 民党一 党专政
、

成立 民

主的联合政府一项要求
。 ”但是

,

共产 党的
“ 一切建议都遭到 了国民党政府 的拒绝

’, ④
。 “

按照蒋

介石 的方针
,

是要打内战的 ” , “ 不 要打 内战的只 是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人 民 ” 。 “ 国 民党统治地 区

的觉悟的人 民是反对内战的 ” , “ 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赞成内战
”⑤

。

共产党提 出“
成立 民主 的联合政府

” ,

就是要建 立“
新 民主主义 的联合 统 一 的国家 ” ,

发展
“ 新 民主主义 的国家经济

” ,

也就是要进行 “ 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 的彻底 的民

主革命 ” 。

毛泽东说
,

共产党人“ 不但不怕资本主义
,

反而在一定的条件 下提倡 它的发展 ” , “
拿 资

本主义 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 国封建主义的压迫
,

不但是一个进步
,

而且是一个

不可避免的过程 ” ,

当时的中国
, “ 不是多了一个本 国的资本主义

,

相反地
,

我们 的资本主义是太

少了 ”⑥
。

正是因为蒋介石 政府拒绝成立“ 民主 的联合政府
” ,

坚持发动内战
,

共产党也就提 出了
“ 必须打败蒋介石 ” , “

将革命进行到底
” 。

两个不 同性质 的政权 的对立
,

特别是新 民主主义经济力量 的不 断壮大
,

反映出抗战胜利后

的经济形态
,

由半殖民地外来经济与本 国初期资本主义经济混合型经济
,

转变为新 民主主义经

济与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对立型经济
。

既然共产党人认为
“ 民主的联合政府 ”应该进行 的

“ 民主革

命 ”也含有 一定的“

资产阶级性质 ” ,

并且“
在一定条件下 ” ,

也“ 提倡 ”
资本主义 的

“

发展 ” ,

那 么新

民主主义经济与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对立
,

显然就是在初期资本主义经济致命 弱点方面
,

而不

是在其先进方面
,

即工矿
、

交通运输
、

金融等国民经济重要部门的近代化方面
。

中国初期资本 主义经济致命 的弱点是什 么 一 始终 没有解决农业 中生产关系方面 的土

地问题
。

解决土地制度问题是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 的一项根本任务
。

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主

义 的基础
,

消除封建土地所有制
,

才能扫清封建势力对资本 主义发展 的阻碍
,

为资本主义生产

的迅速发展创造条件
,

才能较充分地发动农 民参加 民主革命
。

孙 中山早就说过
, “ 若能将平均地

权做到
,

那末
,

社会革命 已成七
、

八分 了 ” ⑦
。

后来他又提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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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真正 结果 ” ⑧
。

但 是
,

以 自称孙 中山学生的蒋介石 为首的国民党政府
,

却没有去完成
、

实际上根本也 没想 去完成“
先

① 毛泽东 《蒋介石政府 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
。

② 毛泽东 《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
“

全面和平
” 》

③ 毛泽东 《别了
,

司徒雷登 》
。

④⑧ 毛泽东 《论联合政府 》
。

⑤ 毛泽东 《抗 目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
。

⑦ 孙中山 《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 》
,《孙中山选集 》,

人民出版社 年版
⑧ 孙中山 《民生主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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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 ”的遗愿
。

共产党则始终关注农民的土地问题
。

抗战前和抗战期间不说
, “ 日本投降以后

,

农 民迫切地要求土地
,

我们就及 时地作 出决定
,

改变土地政策 ” ,

年发 出《五 四指 示 》
,

年 月颁布 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
。 “ 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

,

在消灭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

地制度
、

实行耕者有其田 的土地制度的原则下
,

按人 口 平均分配土地
。

这是最彻底的消灭封建

制度的一种方法
,

这是完全适合于 中国广大农 民群众 的要求的
。 ”所 以毛泽东说 “ 如果我们 能

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 问题
,

我们就获得 了足 以战胜一 切敌人 的最基本 的条件
。 ” ① 而这也

是
“
打倒蒋介石

,

建立 民主联合政府 ” ② 的先决条件
。

二 腐败是造成经济迅速衰败的绝症
。

腐

败的本意是指政府权力与金钱的交易
,

也就是政府工作人员以权谋私
。

因此
,

腐败是政府工作

人员的行为
,

贪污是最为突出的表现方 式
。

腐败作为一种经济现象
,

给社会经济造成的危害极

大
。 “ 国民党腐败无 能

” ③ , “

在一切蒋介石 统治区域
,

贪污遍地
’, ④

, “ 经手人 员中饱
” , “

官吏即商

人
,

贪污成风
,

廉耻扫地
,

这是 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 ” ⑤
。

正 因为如此
, “ 中国人 民的现时要求 ”

其中有一条
,

就是
“
要求惩办贪官污吏

,

实现廉洁政治
’,

⑤
。

腐败猖撅
,

加剧 了经济危机
。

腐败无

能
,

又只 会用通货膨胀去解决经济危机 问题
。

结果恶性通货膨胀导致
“ 反饥俄

” 、 “ 要饭吃 ”的
“
人

民运动 ” ⑦大规模爆发
。

对于腐败现象
,

国民党的初期资本主义经济无 法整始
,

以致恶化成为绝

症
,

而共产党人 的新 民主主义经济就 能够整治
、

杜绝
。

我们来看毛泽东 年 月 日在对

党内的指示 中谈到的
, “ 必须检查和纠正各地 已经发生的贪污现象

” ,

告诫全党同志
“

我们是艰

苦奋斗
,

军 民兼顾
,

和蒋介石 经济区的上面贪污腐化
,

下面 民不聊生
,

完全相反 ”⑧
。

再看毛泽东

年 月 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 中谈到的
, “
在我们 的党和政府的组织 内

,

过去存在着

某种程度上的成分不纯或者作风不纯 的现象
” ,

其中就有人“ 犯 了贪污罪
,

但经过
“ 整党工作

,

已

经从根本上改变了 ” ,

所 以
,

有 的干部就 对毛泽东说
, “

过去对于 我们是致命 的东西
,

现在去掉

了 ” ,

晋绥人 民对“ 整党工作所做 的结论 ”也是
, “ 从此 以后 ” , “ 再也不敢贪污了 ” ⑨

。

总之
,

新 民主

主义经济解决了土地问题
,

杜绝 了腐败现象
,

取代初期资本主义经济是大势所趋
,

是人心所 向
,

是事情发展的必然必然结果
。

国民党政府不但 没有解决初期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的土地和腐败两大难题
,

反 而倾其所

有去打内战
,

庞大的军费支 出使财政走入绝境
,

以致
“ 国统区 ”农业萧条破败

,

城市物价飞涨
,

失

业严 重
,

人 民生活极度恶化
。

国民党拒绝 了共产党提 出的“ 成立 民主 的联合政府 ”的要求
,

实际

上也就堵死 了从根本上整治社会经济的路
,

这在客观上缩短 了初期资本主义 经 济在 中国社会

存在 的时间
,

从另一个角度说
,

又是加快了新 民主主义经济取代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
。

因

此
,

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在基本上处于独立状态的中国国度里
,

也就存在有 年
。

这 年
,

使在

年抗战中因遭战争巨大破坏而衰落了的初期资本主义经济
,

更加衰落
。

到国民党南京政府垮台

前
,

中国的初期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上 已完全崩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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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眺协口务言任宜的军们放我解形势和
国人民
,

司徒雷登 》

东 《论联合政府 》

《蒋介石政府 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
。

以 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
。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
。

东泽东泽东东东泽毛泽毛泽泽泽毛毛毛毛毛①的③助⑦⑧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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