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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分析》旨在研究中国国家资本的演变状况。
始于中国封建国家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和对工商业的直接经营（这一部分可以视为国家资本前史），贯
穿整个近代和新中国国有企业，大体按历史的顺序，考察两千多年来中国国家资本的变化和特点，从
中探讨中国国情以及国家资本的地位、作用和演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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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但是，北洋政府时期除了铁路和江南造船厂这样少数的行业和企业有所发展外，国
家资本经济总体处于下滑状态。
此期虽然因政局动荡，军事冲突不断，各地军阀对军火生产都十分重视，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也在
投资军火生产，以致某些兵工厂有所发展和规模扩大。
但政局不稳，兵工厂又成为军阀战争中重点争夺和破坏的对象，增添了军工企业的不稳定性，工厂的
兴衰往往随着军阀战争的胜败而定。
山西的兵工厂与东三省的兵工厂有所发展，与阎锡山和张作霖在这两地较为稳定的统治有关，而四川
机器局、广州机器局则因战争饱受侵扰，损失惨重。
大多数官办军事工业的兴办并非建立在一般工业发展的基础上，而是依靠军阀的特权和统治，如汉阳
兵工厂能够得到政府的拨款与黎元洪的支持有关，河南巩县兵工厂的成立则是因为这里是袁世凯的老
家，与其酝酿称帝所作准备有关；江南造船厂能够发展与隶属海军部管辖后海军军费支绌，因而对外
招揽生意，实行商业化经营，同时由外国人主持管理，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遇有关。
没有这些因素支持的其他军工企业，则往往处于维持挣扎的境地。
 除军工企业外，这时期官办矿业企业虽成立不少，但办有成效的不多。
官办金融行业同样如此，其中典型者如中国银行总股本1912年至1914年均为官股占100％，此后逐渐减
少，1917年减少到40.71％，1922年减少到11.13％，到1923年后则只剩下2.53％。
交通银行成立时，股本500万元中由邮传部认购官股200万元，“即为最大股东”，此后同样逐渐减少
，到1928年南京政府公布交行条例时，交通银行总股本771.5万元中官股仅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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