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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抗战时期后方企业与企业家群体研究的回顾1840年到1949年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落
后挨打、危机四伏、人民苦难的历史，也是顽强抗争、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历史。
而抗战时期后方企业发展史和后方企业家的奋斗史，是中华民族顽强抗争、自强奋斗历史的有机组成
部分，是其中辉煌不朽的一页。
在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地区，在抗战爆发后的几年间，凭借从沿海内迁的几百家工厂，几乎完全依
靠企业家和工程师自力更生的创造精神，近乎从无到有创办了几千家各种性质的工厂企业，为抗战的
持久进行生产了大批军需民用的急需产品，也为后方特别是西南地区奠定了一个初步的工业基础。
正因为如此，对抗战时期后方工业史有深入研究的李紫翔先生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就充满激情地写道
：西南的工业是东部工业家的迁建，和后方投资者转变途径，于战时短促的几年中合作起来的产物。
原来的西南是没有工业的处女地，但现在是古老的城市、荒凉的乡村、或是坟山野地，却已设立了几
千个中小型工厂了。
我们回想起这块处女地上工业建设的经过，常在缺乏一切工业的必要条件，甚至在缺乏或不能使用近
代交通条件下，一切大大小小的机器、零件、原料、技师和工人，用着一切老的、新的运输方法，从
各条可能通过的道路，潮涌似的移植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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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变局：抗战时期的后方企业》初稿经国家哲学社科规划办公室组织专家进行了评审，评审专
家们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书稿吸收、采纳了专家们的不少意见和建议，我要对他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在课题立项和进行过程中，得到西南大学社科处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得到历史文化学院潘洵教授、李
廷勇博士的支持，特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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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贵州省早期现代工厂中较为成功的是1898年筹办、1911年开业的民营文通书局印刷所。
该印刷所创办人为华之鸿，资本20万两，使用动力机械。
为解决纸张问题，华之鸿又购买日本设备，聘请日本技师，创办了贵阳永丰造纸厂，并于1919年建成
投产。
创办于1923年的赤水兵工厂和创办于1926年的贵州省兵工厂，是两家主要的兵工厂，能生产步枪、机
关枪、手枪、手榴弹、枪弹等。
1928年建成的贵阳电厂是贵州省主要的电厂，有两座锅炉、2台发电机以及柴油引擎等设备，发电能
力150千瓦，主要供官署照明，1935年改名为贵州省政府建设厅贵阳电灯厂。
①对于贵州省工业落后的状况，张肖梅在《贵州经济》中评论道：“严格而言，(贵州省)机械工业可
谓绝无仅有，大致均属手工业。
较为粗具规模者，计有火柴、纺织、造纸、酿酒、制革等业，然其间大部分仍属手工，并为农家之副
业。
以分布之地域言，当以贵阳为最盛，遵义、安顺、仁怀、清镇等次之。
然事实上，本省各项工业之合乎中央工厂法组织之营业工厂，尚未有所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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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部书稿是近十年来研究抗战时期后方企业和企业家群体的成果。
课题先后得到2001年西南师范大学（现为西南大学）青年社科基金和2003年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
在书稿即将出版之际，我首先要真诚地感谢上述两个单位的资助。
没有上述资助，本课题的研究工作是无法顺利进行的。
本书初稿经国家哲学社科规划办公室组织专家进行了评审，评审专家们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设性的
意见和建议。
书稿吸收、采纳了专家们的不少意见和建议，我要对他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在课题立项和进行过程中，得到西南大学社科处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得到历史文化学院潘洵教授、李
廷勇博士的支持，特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江苏人民出版社作为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的出版机构，决定出版这部销量很小、不大会有赢利的学术
著作，我要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
相交近20年、介乎师友之间的孙立博士，多年来对我帮助很多，今次又担任本书责任编辑，为本书出
版倾注了许多心血，对书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资料方面，本书主要得益于北碚图书馆和重庆档案馆。
北碚地处嘉陵江边，是20世纪20一40年代由卢作孚、卢子英兄弟开发而成的新兴城镇，抗战时期这里
聚集了许多科学、文化界著名人士，有“小陪都”之称，称得上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
由于当年卢作孚把这里当作民生公司培养人才的基地，非常注意图书馆的建设，久而久之就为北碚图
书馆积累了丰富的藏书。
不仅如此，馆中工作人员也颇有一些卢作孚所一贯倡导的事业精神，认真负责、态度极好。
古籍部星期天、节假日都不闭馆，随时可以去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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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变局:抗战时期的后方企业》为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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