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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跨国公司与口岸社会：广州美孚、德士古石油公司研究（1900-1952）》阐述的是晚清、民国时
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美国石油公司在广州的活动，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个政治环境的问
题，包括不同时期美国的政治气候和中国的政治气候。
作者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他在结语中旗帜鲜明地分析了两个问题：美国在华石油公司与中国
国家主权；美国在华石油公司与美国政府。
作者指出：在中国争取主权独立和美国政府奉行对外扩张的背景下，美国石油公司历经从进入到退出
广州的整个过程。
美国石油公司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在经营上取得成功，但这些是以中国主权不独立前提下，中国石油市
场被垄断、石油工业发展迟缓和重大经济事务受制于人等为代价而换取的，这一局面直至中国主权取
得完整独立才得以最终解决。
作者的结论是：主权独立和发展民族工业，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摆脱外来控制、实现自主
发展的主要途径。
这样的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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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煤油贩卖业营业税的推行加大了各地煤油零售代理商的销售成本，进而严重阻碍了三公司的市场
倾销。
为此，美孚、亚细亚和德士古三家的香港公司迅速派人会同广州分公司与区芳浦进行交涉，但未取得
任何效果。
美孚香港公司办公室随即向美国国务院建议，要求对广东出口到美国的产品进行报复性制裁，以向广
东当局施压。
美国国务院远东司要求美国驻华公使詹森考虑这一建议的可行性。
但当消息传到中国后，却遭到美国驻广州总领事巴兰坦的坚决反对。
他认为这样将会在中国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
而此时美孚香港公司经理舒尔茨（Schuhz）也认为应该冷静考虑，不宜鲁莽行事。
由于美方内部举棋不定，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决定将该建议暂行搁置。
②但与此同时，广州华商方面在得知要征收煤油贩卖业营业税后，立即派人秘密会见区芳浦，表示支
持政府的措施，并进而提出维护政府税收和保护土制煤油厂商的办法，即华商照条例缴纳煤油贩卖业
营业税，但政府要按土制煤油数目补贴每对国币1.5元的津贴金，即所征煤油贩卖业营业税的50％。
这个办法最后为陈济棠所接受，该办法既能增加税收，又能保护土制煤油行业的生存。
一时之间，三公司的降价不仅打击不了土制煤油，而且土制煤油的产量还不断增长。
甚至原十九路军领导人还拨出巨款给原广东省主席陈铭枢的旧部邓瑞人，让其设厂炼油，以致在当时
还形成相当声势。
1934年2月18日《广州民国日报》报道，土制煤油在广东已具有相当基础，“该业深得政府维护，贸易
更呈稳固。
近日土炼煤油受原料油渣（按：指柴油）及硫酸等跌价之赐，颇能图利，每罐市价常在三元五六之间
，销路颇好。
查油渣市价值每吨六十余元港币，比前跌过半，诚该业发展之好机会”①。
在此情况下，三公司决定暂停销售，以抵制煤油贩卖业营业税的推行。
②　　就在暂停销售之时，三公司得知土制煤油厂商与陈济棠之间达成的协议，于是又公开表示愿意
缴纳煤油贩卖业营业税，但要求政府取消对土制煤油厂商百分之五十的津贴金。
就在三公司提出要求时，广东的政治、军事局面突然发生变化，陈济棠对外商三公司又有了新的考虑
。
因为1933年底以反蒋为目的的福建事变最终失败，而1934年江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又撤
出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原先统一两广的主要顾虑得以消除，他即开始改变过去对两广缓和、容忍的政策
，要求取消早先设立的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结束两广半独立状态，实现全国统一。
陈济棠已意识到蒋介石下一步将会全力对付广东，以解决全国统一问题。
③为此他急需通过各种方法来迅速筹措资金，充实广东地方实力。
所以当三公司提出要求后，陈济棠随即表示，政府目前急需款项，如果三公司能够预交500万元港币的
煤油贩卖业营业税款的话，那么政府可以取消补贴土制煤油厂商的津贴金。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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