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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5_A5_E7_86_99_E7_c49_83502.htm 抗日战争时期，身为国

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孔祥熙[1][1]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战时财政理

论。其中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主张实行以借债为核心的战

时财政政策来应付战争需要。但是，孔氏仅仅在抗战初期信

守过这一观点，力图实行以借债为核心的战时财政政策来应

付抗战需要，而在抗战中后期则改弦易辙，实行了以发钞为

核心的战时财政政策。那么，孔氏为什么在理论上提出上述

观点，并一度将之付诸实施，后来却改弦易辙呢？他先后实

行的两种不同类型的战时财政政策又产生了怎样的历史效应

呢？对于这些问题，还没有学者做过专门研究[2][2]，所以笔

者决定发表几点个人见解，以就教于广大学界同仁。 一、孔

祥熙的战时财政理论 孔祥熙的战时财政理论主要包括三点内

容： （一）战时财政地位论 财政在国家生活中处于重要地位

。而战时财政作为非常时期的财政范畴，其地位更为重要。

孔祥熙对此有着确切的说明：“财政为庶政之母。所有国家

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种设施，皆赖有健全之财政政策

为之策动，国家整个政策之能否推行，全恃财政情形以为转

移⋯⋯至于战时财政，尤关重要。战时一切军需调度、物资

接济、兵员补充、伤兵难民之救护，在在均需巨款，财政关

系尤为重大。战事相持愈久，消耗财力愈多，故持久战亦可

谓之财政战。”[3][3] （二）战时财政要件论 孔祥熙认为战

时财政必须具备三个“要件”： 一是“战时财政收入须迅速

。”他论证说：“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前方之所以能战胜攻



克者，要在后方之能源源供应不匮，故必财政有迅速支付之

能力，方不致贻误时机。国内之潜藏力量，无论如何丰富，

设不能迅速接济前方，其结果亦归失败。是以战争开始，首

须动员财政，使全国财力能于最短期内集中，以应付战局。

” 二是“战时财政收入须巨大。”他分析说：“现代战争完

全为机械战，其消耗甚巨，非有巨额之收入，不足以资应付

，是以其筹划之限度，不能以平时情形限制之。平时国家筹

划，以社会收入为极大限度，过此限度，即为不良之财政⋯

⋯在战时，为争取民族之生存独立，当不惜竭尽全部力量以

赴之，是以战时财政之所取，不但可以利用社会全部之所得

，有时且征及人民之资本与财产，并以借贷方式征及未来之

收益及后代之子孙。” 三是战时财政“须有安全持久之税收

”。他解释说：“所谓安全持久之税收”，就是其“收入来

源不易受战争之影响”，“且须富有弹性，其收入可随战费

需要为比例增加”的税收；也就是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

前建立、在大战期间又加以充实的，以所得税、遗产税、战

时利得税等直接税为主干的税收制度。 [4][1] 实际上，孔祥

熙所说的战时财政的三个要件就是战时财政的基本特征。这

是其战时财政理论的独特之处。因为孔氏的同辈人马寅初、

章乃器等经济学家也曾提出各自的战时财政理论，可是，他

们作为经济学家，虽然擅长于宏观经济理论分析，但在探讨

战时财政问题时，只是在联系抗日战争实际的基础上从微观

角度分析战时财政应当采取哪些具体的政策或方法[5][2]，而

未能像孔氏这样从宏观角度揭示战时财政的基本特征。当然

，与马、章等经济学家相比，孔氏之所以能够从宏观角度揭

示战时财政的基本特征，是和他身为财政部长所负有的领导



全国财政的职责联系在一起的。 （三）战时财政筹划论

-----------------------------------------------------------------------

--------- [1][1] 孔氏是民国史上任期最长的财政部长，于1933

年11月担任该职，直到1944年11月才辞职，掌控中国财政大

权长达11年之久。 [2][2] 有两位学者对孔氏的战时财政政策

做过初步研究：一位是丁孝智。他在《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

学版》1996年第2期上发表了《孔祥熙战时财政政策及其评价

》，对孔氏战时财政政策的具体内容作了简介和评价。另一

位是杨斌。他在《民国研究》第3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版）中发表了《孔祥熙与战时财政金融政策》，对孔氏在抗

战时期实行的一系列财政金融政策作了较详细的述评。但是

，由于研究视角的局限，这两位学者都未涉及孔氏的战时财

政理论，也没有指出孔氏的战时财政政策在抗战不同阶段的

明显变化及其形成原因和历史效应。 [3][3] 孔祥熙：《战时

财政与金融》、《全国财务人员训练所开学典礼训词》，刘

振东编：《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以下简称为《演讲集》）

，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72年版，第239、353页。孔祥熙：

《四年来的财政金融》，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41年7月印

行，第3页。 [4][1] 以上引文出自孔祥熙：《战时财政与金融

》，《演讲集》），第240-241页。又参见孔祥熙：《抗战以

来的财政》，重庆胜利出版社1942年版，第4－6页；《四年

来的财政金融》，第2－5页。 [5][2] 马寅初：《财政学与中

国财政理论与现实》下册，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46-548

页；马寅初：《非常时期之财政问题》、《26年暑期庐山谈

话会讨论战时财政问题》，徐汤莘、朱正直选编：《马寅初

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125、134-149页



；章乃器：《由平时财政说到战时财政》、《中国战时财政

的特质》，章立凡编：《章乃器文集》上卷，华夏出版

社1997年版，第294-297、476-482页；另参见张鸿石：《1936

－1937年中国学术界的战时财政主张》，《河北学刊》1996

年第3期。 [6][3] 孔祥熙：《战时财政与金融》，《演讲集》

，第241－243页；《抗战以来的财政》，第7－12页；《四年

来的财政金融》，第6－9页。 [7][4] [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

、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

印书馆1974年版，第473、483页。 [8][5]《辞海》(1999年版缩

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1353页。 [9][6] 马寅

初：《非常时期之财政问题》，《马寅初选集》，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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