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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是上海解放60周年，上海市档案馆以此为契机，开发利用大量馆藏档案和图片，继编辑出版
《上海解放》图册后，又编辑出版了《上海解放》史料汇编。
通过汇编这些史料，旨在再现上海解放、接管和开始新的建设的全过程。
　　60年前的5月12日，上海战役拉开序幕。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上海战役既要打一场城市攻坚战，而又不能把城市打烂了，要争取把上海基本上
完整地接管过来，是谓“瓷器店里捉老鼠”。
为此，解放军把攻击的重点放在敌人重点设防的吴淞，钳击吴淞口，封锁敌人海上退路，切断敌人抢
运上海物资的通道，而暂时不攻击上海市区。
在经过极为艰巨的外围攻坚战后，三野司令部下达了《淞沪战役攻击命令》，各部队于23日同时发起
总攻。
在上海人民的配合下，5月25日上午，人民解放军完全控制了苏州河以南市区，至27日下午，上海全部
解放。
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
　　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怀念的是，为了完整地保全上海，保护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人民解放军共
歼敌约15.3万人，同时作出了重大牺牲，我阵亡指战员达7612人，其中连以上干部410名；负伤24122人
。
同时还有72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支前民工和干部，也将热血和生命奉献给了上海。
英烈们在上海战役中的英勇业绩和献身精神，是人民心中永远的丰碑。
由于他们和无数革命先辈们的浴血奋战并想方设法加以保护，上海这座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工商都市
终于比较完整地回到了人民手中，开始了人民自己管理大上海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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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利用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和相关文献资料编辑的反映上海市解放前后真实历史情况的大型档
案文献汇编，内容包括解放前夕上海市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的概况；人民解放军政治攻势
、战役战斗等军事斗争情况；上海市解放后的接管政策、接管过程、各界反映；接管上海市后的政权
建设、城市建设、恢复和发展生产等方面的情况。
     本书主题鲜明，材料翔实，记述客观，信息量大，不仅适用于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学者，而且适合普
通读者阅读，是一部具有思想性、史料性、可读性的精品读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以档案反映上
海市解放这一重大史实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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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此，如何筹办民食？
如何防止游资囤积？
如何适当的确定粮价？
为应注意的问题之一。
第二，工业生产问题：上海是一个拥有1200多家工厂的城市，其生产成品远销国内各地（如棉纱、面
粉），有的且能大量出口（如内衣、丝织品、搪瓷制品）。
但内中以轻工业占极大的比重。
全市42万余产业工人中，纺织业拥有23万8千人，卷烟业拥有4万余人，二者即占全部工人之百分之七
十弱。
另外，机器工业约3万余人，其制出成品大部分与纺织有关，化学工业中漂白粉、硫化元等的制造，
亦以纺织业为其销路。
故解决上海主要轻工业的生产问题（尤其是纺织），亦即大体解决了上海工业的生产问题。
这种以轻工业为主的情况，其方便处是它们所需的原料均来自农村，而我们则已解放了不少供给上海
这种原料的农村（自然有的不足供应）。
其困难处即这些原料的出产地，均是离上海很远的地方，必须掌握大量运送它们的交通工具。
维持上海工业生产动力供应的燃料问题，其情况亦如是。
　　煤——估计上海每月需煤18万吨，过去的重要来源为开滦、华东（贾汪）、淮南及台湾四矿，湘
鄂诸煤矿亦供应少量。
内中华东、淮南及开滦三矿供应上海18万吨用煤毫无问题，问题在运输。
估计以华东、淮南煤炭每月10万吨沿津浦运京、沪，每月需30吨车皮330余个，以开滦煤炭每月14万吨
自海上南运需5千吨以上的专轮十一二艘（以每月运两三次计算）。
　　棉花——上海纱厂纱锭如全部开工，月约需棉花663，100市担，1948年每月原棉消耗量为623，650
担。
在大批棉产区早被我军解放，国民党政府运输工具不足，棉农拒绝低价出售及国内棉花基本不足等情
况下，目前国民党政府主要以外棉（内中又以美棉为主）维持上海纱厂开工，而将1948年国棉的抢购
集中于陕西、河南、湖北、苏北及浦东五个地区。
这五地区1948年的棉产量，据伪农林部及纺联会估计为5，934，000担，内中除去农民自用百分之三十
外，计可收购410余万担。
国民党政府虽拟在该五区抢购258万担，但实际上决购不出100余万担，故有300万担左右可由我们掌握
，以之供应上海、江苏、湖北诸纱厂，可维持3个月的开工。
不过上海棉纺业以纺细纱为主，需要长纤维棉花，国内仅陕西、河南诸地可以供给一部分，过去均需
仰给外棉，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烟草——上海月需烟叶16，330市担，战前由河南、山东供给，其中以青州及许昌供给最多。
　　另上海月需小麦2，047，926市担（以全部开工计算，现仅开工三分之一，战前除在江苏及津浦沿
线采购外，另由国外补足），大豆206，087担（过去由东北供给），菜子[籽]、花生、芝麻等95，726
担（山东供给），用以维持面粉及榨油工业的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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