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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的方针政策， 以激起民

族资本家的进步性和建设性 。

随后的 6 月 25 日， 毛泽东、党

中央又致电华东局并转上海市

委，将由北平返沪的黄炎培、盛

丕华、 包达三等民主人士聘为

上海市人民政府顾问， 中心目

标就是要对上海资本家进行政

治动员，促进其恢复企业生产。

7 月，杰出实业家、民主建国会

创建人之一胡厥文还在中共中

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支持下 ，

创办了上海工商界夏令学习

会。 12 月，在上海商界拥有重

要影响力的盛丕华被任命为上

海市第一任党外副市长， 这对

工商业者而言无疑也是一个积

极信号。

从中央到上海的重视和动

员， 对民营企业恢复生产确实

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以近代

民族工业的代表性行业纺纱业

为例，1920 年代初上海的纱锭

总数一度约占全国 4 成， 到抗

战前这一比例更是上升到超过

5 成， 而民营纺织企业则占据

了上海纱锭总量的绝大部分 。

纺纱业的恢复对上海经济的稳

定和发展至关重要。 根据新华

社的报道， 截至 6 月 22 日，全

市 54 家民营纱厂复工开动纱

锭 1006980 枚， 超过解放前夕

开动的数目， 约占可运转纱锭

1392000 枚的 80%。 每日约出

纱 1930 余件，比解放前每日约

增产 40 件，其中申新九厂每枚

纱锭 20 小时的产量也由 5 月

24 日的 0.62 磅增至 6 月 22 日

的 0.65 磅 （《上海五十四家私

营纱厂复工》，《新华社电讯稿》

1949 年新 401 期）。 年底，全市

各主要工业行业民营企业的开

工率已由刚解放时的 25%上升

到 61.7%，其中钢铁 、棉纺 、染

织、毛纺 、冶炼 、机器制造等行

业开工率均超过 80%。 民营经

济的恢复为上海经济发展注

入了动力，1949 年上海工业总

产 值 中 民 营 经 济 占 比 达 到

83.1%?当代上海研究所 、上海

市地方史志学会 ：附录 “上海

解 放 初 期 大 事 记 （1949—

1952）”， 《当代上海研究论丛

（第 1 辑 ）》， 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 2005 年版］。

上海民营工商业和民营

经济的恢复发展 ，又使得企业

联合的需求日渐强烈 。 8 月 5

日 ，有 600 多名代表与会的上

海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进入最后一天 ，盛丕华在会

上提出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

建议 ，会上审议通过了 “请组

织工商联合会 ”提案 ，该提案

由姜鉴秋 、王志莘 、项叔翔 、严

谔声 、刘靖基 、杨立人等共同

提议 ， 连署人包括包达三 、陈

叔通、徐永祚等 24 人 。 这在 5

月 27 日市工业会和市商会联

合组织成立 “上海市商会 、工

业会临时工作联合小组委员

会 ”的基础上 ，又往前迈进了

一步 ，并且工业的重要性也被

提到商业之前。8 月 7 日，周恩

来总理在上海市委所发关于

准备成立工商业团体电报上

批示 ： “以成立工商业联合会

为好。 公营企业主持人员也要

参加 ，但不要占多数 ，以利团

结并教育私人工商业家。 ”（参

见王昌范《1949:上海工商业团

体组建的台前幕后 》， 《世纪 》

2009 年第 6 期）今日全国工商

业联合会的源头渊薮可追溯

到这里 ，这也彰显了上海在当

时全国工商业中的地位。

8 月 9 日， 中共中央作出

《关于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指

示》 指出：“工商业联合会重心

应是私营企业， 工业较商业比

重应逐渐增加， 公营企业主持

人之参加， 在各地亦应随各地

工商业联合会之发展逐次增

加， 以便不占多数而能起推动

其进步的作用。”同月 26 日，上

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成

立， 陈毅市长在讲话中指出筹

备会“联合了公私营企业，完全

是遵照公私兼顾的政策， 希望

从筹备会到正式成立联合会 ，

都能多代表私营企业的困难和

意见 ”，希望工商业联合会 “今

后多代表市民利益， 大胆向政

府提供积极性的建议， 共同解

决当前的困难 ”（《上海市工商

业联合会昨日举行成立大会》，

《商报》1949 年 8 月 28 日）。 随

后， 工商联筹备会先后接管了

上海市商会和上海市工业会 ，

成为上海工商业界新的领导核

心。 1953 年中华全国工商业联

合会成立， 首任主席陈叔通即

有上海工商金融经历， 其在首

届联合会代表大会所作开幕词

《为实行国家总路线、正确地发

挥私营工商业的积极作用而奋

斗》，与陈毅在筹备会上的讲话

若合符节。

全国支援上海与上

海支援全国

上海从来都是全国的上

海，没有全国的支持，解放初上

海的经济局势不可能恢复稳定

和发展， 同时上海在经济恢复

和发展之后也反哺服务于全国

大局和整体战略。 1949 年 7 月

22 日—8 月 15 日，新任中央财

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不久的陈云

到上海调研工作并随后主持召

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华东、

华中 、华北 、东北 、西北五大解

放区财经负责人参加。 是次会

议明确了一个基调 ，即将上海

经济稳定下来 ，就可稳定全国

经济 ，并就上海与全国的关系

提出 “全国支援上海 ，上海支

援全国 ”的方针 。 毛泽东在听

了关于这次会议的汇报后也

表示 ，“我们必须维持上海 ，统

筹全局 ”?《毛泽东关于必须维

持上海 、统筹全局问题的电报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日 ）》，《党

的文献》2010 年第 1 期］。无论

是全国支援上海 ，还是上海支

援全国 ，离不开对于资源的统

一调度 ，由此统一全国财经工

作 ，即对财政收支 、金融管理

和重要物资的调度进行统一

成为此后中央财政经济委员

会的一个工作重点 。9 月 9 日

华东区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成

立 ， 即为这个财经统一过程

中的一步 ， 目的是便于调动

华东区的物资支援上海 ，并

使上海跟华东各省及其他各

大区之间的横向沟通联系更

顺畅 ， 这为后续进一步统一

全国财经做出了先期探索 。

财政方面 ，入城之初上海

市财政税务系统遵循的是接

管沈阳所形成的 “原封不动 、

先接后分 ”方针 ，对原国民政

府国税市税仍暂沿用旧制继

续征收 ， 只取消保卫团费 、保

安特捐等少量捐税和一些重

复征税 ，收税方案采行自报实

缴 、轻税重罚原则 ，给处于恢

复中的民营企业创造一定的

宽松经营条件。 随着上海工商

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生产的逐

渐恢复 ， 税收收入也逐渐改

善 ，到 8 月上海市政府已收支

相抵 ， 到 10 月上海即开始向

中央财政上缴巨额资金。 民营

经济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贡

献，1949 年底上海市工业企业

单位 20307 户， 其中国营 143

户 ， 公私合营 15 户 ， 私营

20149 户。 到 1950 年 ，上海的

税 收 总 额 已 占 全 国 税 收 的

22%，上缴中央财政占全市财

政收入比例达 85%?附录 “上

海 解 放 初 期 大 事 记 (1949?

1952）”， 《当代上海研究论丛

（第 1 辑 ）》］，在支援全国方面

做出了积极贡献。

金融方面， 人民币依靠国

家强制力逐渐成为市场唯一通

行的货币，货币发行权在中央，

而原来由民营金融业主导的利

率形成机制也逐渐转为由中国

人民银行主导。同时，原主宰全

国金融体系的所谓 “四行 、两

局 、一库 ”均由人民政府接管 ，

除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改组为

专业银行， 总管理处迁至北京

外， 其余均停业。 尽管政府对

上海民营金融行业加强了管

理和整顿 ，但后者在解放初金

融支持民营经济恢复发展方

面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

年 6 月至 12 月 ， 上海金融业

发放贷款近 3800 亿 元 人 民

币 ，其中民营金融业的放款比

重在 70%以上 ?《项叔翔在全

国金融业联席会议上的发言 》

（1950 年 8 月 1 日），上海市金

融业同业公会档案 S172-4-

5］。 在此支持下 ，三分之二的

民营纺织印染厂 ，7 成的民营

面粉厂 ，部分其他轻工业和各

类重工业工厂都得到了收购

产品或加工订货的扶助 ，一大

批民营企业得以恢复生产。

物资方面 ，为了应对物资

短缺和通货膨胀局面 ，上海市

政府采取了向市场大量抛售 、

向市民实行平价粮配售 、加强

商品交易市场管理等措施。 在

中央统一决策和全国支持下 ，

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从老解

放区调棉花 、从周边和产粮大

省调大米 、从北方调煤 ，依托

上海陆续成立的系列国营商

业机构加大对于市面上粮 、

纱 、布 、食油等的供应 ，单 10

月所抛售上述物资就回笼货

币 454 亿元 ，而其中 10 月 31

日抛售布匹达 17600 匹 ，占

当 日 市 场 总 成 交 量 比 重 达

98.91%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

习委员会编 《回忆城市接管 》

（下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558、559 页 ］。 全国

的统一调度支持 ， 为上海平

抑飞涨的物价提供了充足的

物资 “炮弹 ”，也为解放前原

料和燃料已趋于衰竭的上海

工业企业恢复生产补给了供

应 ， 上海很快便恢复工业总

产值全国第一的地位 ， 并在

对内贸易自由政策的支持下

复又成为华东地区的物资集

散中心 。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高

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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