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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前及現在之上海棉紡織業

馮叔淵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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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前及現在之上海棉紡織業

前言

我國棉紡織主業僅有五十年之權虎，較之主業先進國基礎街求穩固。然以擁有六多數

人民需要之我國而言，好自經營，前途無限希望‘'環境雖殊，總當努力奮|詞。至卡年前雖

因世界不鼓氣之影響，頗受打擊，制以政府之提倡，金融家及技術家之合作，顯已獲得良

好之實績。民國二-t-四、五年以遠，棉紡織業已漸曼蘇復景象，其時益以改良棉產之結果

，產量大增，品質優良，各紗廠待廉價原料之供給，均獲合理豐裕之利潤，金國關工之紗

鐘，已達三百高校，正從事復典及擴充準備，不幸「入一三 J 戰事陡起，靈受嚴厲之打擊

。而中國紗蔽之開設，向為採用外棉及機件取給之便利與交通之發遼闊係，多集中於;這商

大埠，尤以上海地區為棉紡織業之總樞紐，妥特將戰事前後土梅棉紡織業之概魂，總j凍如

後:

一戰前及現在棉紡織拳之設備

港市婦紡織概在「入→三 J 戰事蘭共有六卡五家，華商三十一家，日商三十家，及英

商回家 1 計有紗綻二，六六七，一五六仗， ~華裔佔百分之四一﹒七八， 8商佔百分之四九

.九三，莫爾佔百分之八.三0' 線旋四五一，六八O梭，布機三0' 。五八台，有售商佔

百分之二九﹒一二，自商佔百分之五七﹒玉0' 英商佔百分之十三﹒三八 o rj\.--三 J 事

變以遷，除均處碰界之各廠無任何損壞外，港市四郊之紗蔽，丕變殊多，這前年十二月八

日太平洋戰爭發生，上海日軍當局對華中各地英美等國企業，于以梭收，英商怡和，楊樹

浦，公益及綸品回家紗嫩，則委花在華1 日本紡織間業會經營，金部停工，華商會掛英美商

牌子之各戚，初亦由日商管理，制後恨讓中日接本條約之精神，給續申請發遷，及至令年

三月底，華商紗薇卡入家(其中三家停主，一家才乏獨)共計紗綻五五九，王一八杖，布機

三，九七九台，解除軍管理華廠三十家，計有紗綻九三六，→四六役，布拉接六，九八六台

(內有七家停王) ，日商紗廠除日華→、二、八、三家地處浦東及吳淤遭戰事損壞外其餘

...... -~， ，又家(包括我事後 i仗買振華紗/蔽)共有紗混一，一 0玉，三六四枚，布機一六，六七

醉了E台，英裔回家，紗綻二 0七 '000枚，布機三，六八六台，均在停主之中，茲將戰事

前後上海各棉紡織蔽之原有設備，列比較表如次:

戰前及現在上海棉紡織蔽之談備比艘表(表-)

紡機 現 在比較增(+)
(三i→三年三lJ) 滅(一)

華廠 •, ---一間，間。八 五五九，五→入

解除軍管揖華罵?叫\ 入三六，一四六

合/趴:;九一笑一間，四0八 一，三九五，六六四 (斗)三心，三五六
(一)之二六'0四八

們訊午一位六 二O七 '000 (一)一間，三三六

帥一- 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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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計 立，六六七，…五六 二，七0人 '0二入 (十)四0' 入七二

織機 現 在 比較增(+)
戰 前 三十三年王丹 織(一)

華廠 入，七五個 萃，九七九

解除軍管耀華廠 六，九λ六

計 入，七五四 一0' 九六五 (+)立，之一一

日兩 一七，二入--..... -..j六，六七五 (一)六Oil

英商 凹 '0之一 旦，六入六 (一)芸芸五

合 計 =0' 。五八 =~，古之六 (+)一'之六λ

謎:戰項基前數字，根攘民國二十六年2月前華商鈔廠聯合會調查七月出版之「中

國紗廠一覽表 J 0 現在數字，依照民國三十三年2月份金城，通戚，誠字聯

合調查所調宣 o

依上若是觀之，華商設備比戰前增加，而日英商均見識少，新乃於戰事商移後﹒內地妙、

激為安全便利卦，頗有搬移來嗨，另設新廠生產，是以紗鍵布機都見增加，終實際運轉則

大兒減少，詳見下節運轉狀三紀中。

戰事後主、海地區之新設紡織廠共有十一家，六都均係內地吾吾搬灌港開設，二十七年設

立者有三家，二十入年六家，二十九年三十年各一家，計有最多、綻三五六，閻王三枚，布機

立，九三三白，其組織與設儲概宛如下決:

戰後新投機紡織廠概魂表(聚之)

設備

廠名地 址閑工年丹資 本代表人 /一--、一一-\
備 能

是紗，6鍵00
布機

合聲延平路之七年四月 五0萬榮一心 161 前申新三三廠

榮聾大面臨之七年五月 五0篇主義榮初鉤，是00 句。既機定器係貨張潤之

信和1 英干山路 之七年八月 -， 000萬周吳伯志俊笠 鉤， 120 253 前青島義:新

安適哈姆路之八年一月 五。呼晶 { 劉郭王益靜建英齋幕 。30_00υ° 一 機王廠器係助建前勢六成

保聲越平路三入年二月 一00萬唐晏海時，120 372 前農豐廠

著野生棋榔路三入年三月 入0萬李迪先 23 ， 096 一 怡和舊機

德豎起平路三入年五月 一00禹王秉臣詣，000 132 蘭民主主廠

中紡延平路之八年六月 一六0萬王啟宇鉤，900 1 ， 186 前接恭，寶典

民勤馬自路立人年十二月 一00萬 鄒病心態曜美 詣，200 113

昌典勞勃生路之九年六月
唐君遠齋

280 前麗新廠去。0萬屠靜 14，瀉。

公永 /J、沙渡路 三三十年十一月 七00肉唐星海 1哇，256

~ 計 236, 452 2 , 922

間一... 2 岫-一



二運轉狀為

增(+)
比較

減(一)

(一) 入六皂，七O二

(…) 八四五，因一三

(一) 之之一，二三六

(一)一，九三 0' 豈宜。

增(+)
比較

廠(一)

--‘- ---一·_L-.....…•-... 7 ~ζ三/、

一，一O玉，問。八

一，豆豆一，間一二

上海戰事前，各棉紡織廠運轉錢數第二，六五人， 0五六枚，布機三九，七0六台，

及至令年三月份實際運轉銓數為七三七，七O六枚，比戰前被少→，九三0' 三五O校之

五?布機亦減少三0' 九九七台，楷冀商在「八-=J 戰軍後至*平洋戰學爆發龍之時期

內(民國二十七年七月至三十一年十一月底〉因環境特殊，閑工率九四﹒三入持幾與戰前

相縛，然於「一二﹒入j 後，悉遭日軍管理，直至目前止，始終在停工狀態中，現將戰事

前後各廠之實際運轉狀♂2頁。表如下:

戰前及現在各商棉紡織廠運轉狀有比較表(表三)

紡機現在

戰 前 (三十二年三月)

一，一0豆豆，間。八 一三丸，三五八

一一三，四閏八

三四-- ，七O六

閏八六 '000

華廠

解除軍管理箏廠

計

日商

英兩

合計 立，六而入 '0:5.六 七三七，七O六

織機現在

戰 前 (三十三年三丹)

華嫩 人，悶。三 入六九

解除軍管理華廠 六四。

計 八，四0二 --- ，五O九(一)六，入九三-

H 商 一七'之八三 七，三，00 (一)一0' OJ\.=
英商 間 '0之一 (一)個 '0二一

合計 三}L '七O六 入，七O九(一)之0' 九九七

誼:戰事的數字，校讓民國三十六年2月前華商紗廠聯合會調查七月出版[中國

紗廠一覽表Jo現在數宇依照民關三十三年三月份全城，通成誠字聯合辦瓷所

調查事日商係估計數。

三生產狀功

土海華商棉紡織廠於戰事繭，因放府當局積樞之提倡獎勵，體金融界之協助，以及廉

價原料之獲得等惰，生產狀羽頗倍，平均每月可產紗線間宜，一六七件，，布呈一七 '0

00恆，六有復興之景象O 然「入…=Jlil鼓聲一起，上海甘當其銜，遭受星電箭之浩劫。叫民

國二十~年華商各月平均產紗指數，僅四三﹒間，布一六-0 (以二十五年第華期)衡戰

前減少殊犬。二十八年商梅內銷暢旺，本暐閩積之風亦熾，求多於供，生產隨增。每年各

月平均生產指數紗自四之﹒ m晉升至六人﹒立，布自一六 -0進至二λ ﹒旱，日英商更形

興礙，已退職稱生涯之水準。但~.次年秋季，做戰告急，航運阻斷，船隻缺乏，外棉來源

自『圍 3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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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絕，外商被迫減工，華南存棉尚墊，美堪維持 O 個「十三八J 後，華南有國情英美籍名

義而遣軍營，原料亦星陸乏，致三十一年各月平均生產指數直瀉，紗琵僅九﹒一，布產祇

八﹒七，誠屬最{丘之記錄。目前雖賴配給原料， m數量甚飯， f華麗苟延殘喘﹒而已。若不豆豆

謀良善措置，則棉業前途求許樂觀。茲將最近七年上海中外棉紡織業紗布生產指數以及戰

事前後各商生產狀羽分列三表於下，聊供參考也。

(A)土海中外棉紡織業紗布生產指數表(表四)

其商

戶圓圓-人~

紗布

100.仆 1 也0.0

65.0 65.0

。4.1 143.9

88.8 128.7

111.9 121. .3

100.2 82.仆

兩.

商 總指數 華商 H 背

時 »11 ，-斗-， ~、，.-...λ一(
期 紗布紗布紗布

民國二十五年 100.0 lCO.O 100.0 100.0 100.0 100.0

二十六年 65.0 65.0 65.0 65.0 65.0 65.0

二十七年 45.4 48.6 42.4 16.0 43.6 50.1

二十八年 82.3 86.9 68.2 28.3 91.8 100.8

二十九年 78.6 78.2 73.9 48.0 79.2 83.5

三十年 55.1 4V.6 65.0 47.3 43.8 47.5

三十一年 24.8 30.4 9.1 8.7 38.1 39.6

說:某期:民國二十五年，土例數字係各月平均數。

日商紗布生產指數，自三十年十月起係估計數C

( B)戰前及現在符月平均生產數量比較表(表頁)

現在 比較
-jgi r成 蘭 州!﹒三年三月份) 增(+)裁減(一)

，-.】人-、戶』人.L-， ，-....λ-一、

紗線(件) 布(疋) 紗線(件) 布(疋) 紗線/件) 布(疋)

45 1 167 317 ,000 2 , 258 26 ,200

3,162 16 ， 00。

45 ,167 317 , 000 5 , 420 42 , 200 (一 )39 ， 747 (一) 274 ,800

27 , 515 1 , 068 , 30J 13 , 008 27仆， 000 (一)時， 847 (一)了綴，則一

3 , 186 37 , 600 一一 一一(一) 3 , 180_.-{~-=- ) 37 ,600

75 ， 86月 1 ， 422 ， 900 19 ,088 312 ,200 (一 )5府， 780 (一 )1 ， 110 ， 70仆

})II

叫:;除軍管幕布在各 主L
111

H 商

英商

總計

回原料之生產估計

我國棉產向無精確定統計，自民國八年起，華商紗廠聯合會以本身關係之深切，邊開

始注意辦理棉產統計，其數字之來源，係搜集各集散地行莊報告之當年棉花上﹒府及土崩當

地存棉精形，參以土崩之消費數量，設編而戚，如是記錄凡十三年。這民國三十年始有

「中華梢業統計會」之設立，俾專職辦理棉產估計，該會仍隸屬紗廠勝合會 O 當時之調查

方法，僅派員作實地調查，此法雖汞能盡善，但以人力財力所限，禾能循序改進，照此法

估計，發表，行之叉六年，其數字以辦關報告消費統計時各地運輸記錄相對照，差撥符合。

~4 一一



民國三十三年相業就韌!會之中央棉it{改進所會舉辦椒產調壺，辦法與統計會時間，放其結

果亦近{跤，椎僅一次而停住。至二十六年棉統會重籌經費辦瑰棉估，與棉業統計會協作，

決定樹產估計移歸中央棉產改進所辦理，調查方法亦加改善，除派真實地調查外(郎棉農

概魂調查) ，增加一， I 農村棉產調望這報告 J (部徵聘各地人士自七丹至十二月每月佑報

居住地之棉產) ，立， r輯:花生長情形報告J (郎委託各地農產機關自五月至十二月每半

月填報棉作概列) ，及三川ω棉花市場調蒼報告 J (委託棉花行號於翠午十一丹填報綿布

狀列) ，三種輔助工作，俾得相互參諱，以冀準碟，甫辦路年郎遭「入一三j 戰事之打擊

而頓停，良可惋惜。鋼後華北棉產故由[華北棉產改進會J 繼繪辦理。華中有 f 華中桶直是

改進會J 之設立，但以各地區國時周動說後，交通!現寒，調查不易，不奢華花各地情形變

動範囡較小，侖可使和棉f古工作也 O 茲將事變前後:芝棉產情1位，依懷各方所載，編列如後

，聊供參考:

一，戰箭之棉產概有

我國於戰事繭，接棉業統啦!委員會中央棉產改進所調查報告，共有棉田面積五九，三至

一六，三四四敵，皮棉產額一之事七~=，五九三扭，廢四面替玉，三三七間，九九凡軌，

以消北省鑄最多，棉田佔:2.2主持，皮棉仿立一 ·0玉?品，江蘇次之，棉田仿一九﹒

九三?忌，皮綿仿一入. -三三9屆世江西最少，棉田樣仿o· 一六佑，皮棉僅佔o· 一入?忌，

現將各省椒目前積及皮檔產額列後:

二十六年棉建統計表(去六〉

椒田面積 皮棉產額
百分比

(敵) t=1 Yr JrL.! (扭)

13 ，的52 ， 240 23.3后 2 ，676 ， 822 21.05

5 ， 57LJ 型的87 9.39 1 ，你30 ， 357 12.82

2 ， 287， 1吐 l 3.85 629,049 4.94

札462 ， f)11 10.89 1 , 357 ,522 10.68

哇， 825 ， 093 8.13 1 ,067 , 612 8.41

7 ， 94俗， 387 13.39 1 , 517 , 337 11.94

720,873 1.23 148 ，另77 1. 1.7

91 ,605 0.16 22 ,606 0.18

1, 973 ,000 3.34 514 , 953 4.05
1. 1 ， 82"3、， 775 19.93 2 ， 331 ， 01.后， 18.33

1 , 627 , 636 2.75 495 ,894 3.9Q

2 , 131 , 296 3.59 321 , 849 2.53

59 , 316 , 344 100.00 12 , 713 ,593 100.00
資料系源:中國棉產統計﹒

別
北
東
西
浦
西
北
背
西
徽
蘇
江
川
計

省
洞
山
山
洞
俠
湖
湖

r
江
安
江
湖
四

A
W

百分比

J

立，現在之棉產儲形

單變以還，因戰事之影響，抽回荒毒草頗多，鐘以食糧價昂，棉農大都改續續食，以應

環境，以是耕種之摘自面積減縮，原桶產量還亦低落，可見戰時棉花需要殷切，列入軍用品

-5 一一



'統制最先、限r質文嚴、移動不易，利益微簿，致減少農民之興趣，軒的自更少。復因鄉間

綿製品物價並不統擒，追隨各生活必需品逐漸犬漲，農民益以售綿不利，改為士紡土織，

一經力DT後，信自主紗土布，利益優厚，遂使民間存花，亦難輕易土布。看-此三靈因素，

此後棉花生產與上布情形，必有日見惡劣之處。為增加生產起見，去年五月底在」上海嘉興行

三省棉花增進會議，按鐘遂有蘇，潮，院三省棉管處之籌設 o _上海棉業管理處區辦事處於

周年九月底先告成立，著手管現及查驗主作，擬肉南匯及嘉定兩縣各設分辦事處，豆豆於蘇

北方面於+---月底設立蘇北棉~管理處，將蘇北劃分四推廣區(一)南通如象區(二〉海內啟，

東區(三)東台區(四)鹽城車需區，每一推廣區設棉種繁植場，試植中國，美國，印度等棉

種，並撥棉種百八十擔，以供蘇北四區育種，過如兩縣試植者為脫字棉，鹽車東三縣為金

字棉，最近復於京濃及蘇北三地改進區，擬就各境內擇地分設三個棉種示範場，以資繁植

優良棉種，冀增綿花之生產壘。

巷中棉產自前年有關當周從事講求增產以來，去年成績漸見轉好，江，潮，院，詣，

湖，學~.六省，三十年植棉糖、面積為一千五百三十五萬六于敵，估計三十一年總收養量為三

百九十入萬九于擔內以江蘇為第一，湖北居第二，江西最少，茲將三十年至三十-年間，

六省臂上海附近之棉花耕作面積及收護量分別刻表如下:

(壹) ，三十年至三十一年問六省棉花生產量表(表七)

(資料來海:土海經濟年鑑)

耕作面積

七，六五四于做

三三三于自久

九四三于自久

五四三于做

玉，王三八于做

閻王六于敲

一玉，三五六于敵

峽發數量

一，七三五于擔

--0。于健

三三四于擔

-00于擔

一，六三。于擔

二00干擔

三，九入九于擔

別
蘇
西
江
南
北
徽
計

省
江
江
湖
湖
湖
安
合

(貳)三十年聖三十一年間上海附近棉花生產表f表八)

(資料來源:土海經濟年鑑)

穫數量

三四四于擔

一二。于擔

一00于擔

七五于擔

二0人于擔

之六-干擔

五至于擔

收

4會

耕作面積

一 '000于敵

四~O于敵

四00于故

三00于敵

六九九于敵

八九三于飲

之。一于做

一-6 一一

一、通州、i棉

縣別

為‘過

海內

啟東

崇明

如祟

東台

鹽城



收穫數最

入九于扭

九七于扭

七七于拉
一九于拉

一入手扭

三00于扭

一。。于擔

七干擔

間。于擔

一，二--0于擔

耕作面積

三五三于敵

三六。于飲

之八五于自久

七。于做

七O于敵
一， ---三七于做

三七入于青先

二。于自久

)三。于敵

間，四三。于自久

1急需

泰興

清江

合計

二、太倉棉

縣別

常熟

太倉

嘉定

i玉陰

青浦

合計

三‘土海四郊及溺省鄰近各棉區

省別 耕作面積 收發數量

上海 三三一于敵 五六于扭
寶山 一七六于敵 四六于拉
川沙 一0四于敵 三。于扭
南匯 五七。于做 一六九于扭
奉質 問問三于敵 }三四于扭

給江 三00于敵 六三于拉
金山 玉。于敵 一七于拉
平湖 入。于做 三八于扭
海輔 之于敵 一于拉
海筒 八于做 三于海
杭州 二六于敵 八于擔
蕭山 七八于敵 六于擔
合計 , 一，九五八于做 五六。于擔
主.中械產改進會近已擬定一六規模增加今年華中原棉產量之計畫IJ '其目的不僅在增產

，並在提高棉產棋譜章。該會又計劃攘犬直屬之棉田，並以適當之設備，供給予原棉之團體

，使之發展及改良棉產 O 該會擬自植梅七干三百敵，另以一為入于五百敵租予回戶耕愧，
此外再劃定十高高久，依照特種規定以棉種供給農人播種，如此計劃能告實現，至少省棉農
閻王十萬人可獲優良之棉撞。而武漢區域該會另行自植立于七百敵，五于自久租予個戶。關
於增加棉產事，今年另有一新改進辦法實行， r所謂集體植棉制 J '郎為組織農民團體，
大設在華中將構成此種閣體一于單位，以每一單位植田五百敵偽標準'該會當由此種團體
之介，以棉種或津貼輔助有戚需要之農民，土述之集體槌棉在令年三月底可告完成云。

草原斜之眾源與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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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獨棉花經多年京之努力增產，於戰事蘭總產最會達~T三百禹扭之最高記錄。依讓

海關冊載:民國二十一年以來，棉花入口數字逐年結退，至二十六年由入超轉變為自趣，

二十匕年竟有一，三六五于餘公扭之大量出口，蓋於事變後，日本大量搜購中國鵑花研致

。然二十八年起因糧食飛漲，棉農改種米麥以及戰區棉田荒蕪，棉產六滅，存棉又受交通

阻隔，連出艱難，各廠為權衡便利計，大都採用外棉，以是重趨入起，是年復有三百四十

七萬七于公扭之巨額外棉遜口，其中以印度棉居多，巴西棉次之，美棉與埃及棉更次之。

現將民國二十一年至三十年之進出口數字列表以明之:

民國二十一年至三十年全國棉花進出口數量比較表(表九)

單位:公扭

年 i分 進口 出口 也越〈寺)孰入超〈一)

民國廿一年 2 , 250 , 315 401.,275 (一) 1~849 ， 0的

'甘﹒三年 1, 206 , 703 437 ,645 (一) 769 ,058

甘三年 1 ,164,352 209 ,409 (一) 954 , 943

廿四年 548 ,662 314 ,919 (一) 233 ,743

甘五年 406 , 904 379, 174 (一) 27 , 730

廿六年 153, 186 381 ,869 (+) 228 ,683

甘七年 159, 641 1 ,365 , 670 (+) 1 ， 2肘，029

廿入年 2 , 477 , 328 92 , 484 (一) 2 , 384 , 844

甘九年 2 ,444 , 141 37 , 999 (一) 2, 406 ,142

三十年 1 ， 7嗨，643 177 , 226 (一) 1 ， 616 ，益17

三十年七月英美實施資金凍結後，印美棉之輸入中國，更趨困難，本桶亦因純種影響，

其產量及供給兩均削弱。至此，上海棉紡織業之原料恐慌，愈趨深刻。按戰前上海各商捕

紡織廠之每月平均銷棉量為三七二， 0七尺扭，現在減少至六八，七三四擔，街覺難似繪

持，茲將戰哥華前後各商紗廠每月銷用原棉數量列比較表如次:

戰前及現在上海棉紡織廠消用原棉數最比較表(單位梅)(表十)

現種 增(+)
戰 商ilj 比較

(三十三年三月) 誠(一)

華 商 . 一六二，六六四 丸，入三九

解除軍管理華獻 ]→'。六七

合 計 一六二，六六四 二0' 入九六 (一)一囚一，七六八

日 商 一九0' 九三九 四七，八三八 (一)一間三 '0九一

英商 一入，四入五 (一)一入，四八五

總 計 三七二， 0七八 六八，七三四 (一)三O三，三四四

起:土表戰前數字，依懷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前華商紗廠聯合會調查七月出版之「

中周紗廠一覽表 J '現在數字根攘三十三年三月金娥，通成，誠字聯合調查

辦調查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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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棉紗成本之比較

戰前市面平穩，物價低廉，於二十六年七月份，二十支棉紗統扯製造成本每件約需三

十六元八角一分，據最近中國紗廠聯合會閏月就夫家紗廠之調查結果，平均二十支紗製造

成本需三，七五六元七角一分之豆，稅戰前貴達一0三 00六倍(詳見附表十一)。此俏係

今年二月份之成本計算，者以目前(六月份)合算，管不止lIt數。茲就令H製造成本分析

玄之，~廠務業務費最大，佔閻王 O 四三佑，折舊費次之，佔一一。六四佑，物科文次乏

，佔九 O 八三，工資所佔九 O 七八佑，餘者為包裝，電力電燈，保險，修繕等等(詳請參

閱附表-I-一)

廿支棉紗製造成本比較表(表十一)

26年 7 對月各 成3項2本成年百本2 分月對比各總
32年 2 月各項成

項 自 26年7 月 項成本總 32年2月 本較26年 7 月各

戚本百分比 項成本增加倍數

f1r 計 $ 36.81 100.00% $ 3 ,756.71 100.00% $ 102.06

工 資 10_19 27.68 , , 367.33 9.78 , , 36.05
電力電燈 4.49 12.19" 204.40 5.44 , , 45.52

燃 料 0.24 0.65" 72.70 1.9哇， , 302 ,90
物 料 1.27 3.4.5" 369.13 9.83" 290.65
包 裝 1.62 4.41 , , 277 , 98 7.40 , , 171 ,59
修 繕 0.28 0.76 , , 151.67 4.04 , , 541.67
保 險 。.42 1.14" 169.05 4.50" 402.50
廠務業務費 4.14 11.24" 1 , 707.03 45.43" 412.33
折舊費 437.42 11.64 , ,

罪。 .息 14.16 38.48 , ,

七
紗布于官價之變遷

上海市場，戰前巴基平穩景象，紗廠業待廉價原料之供給，生產成本低廉，能獲合理

之利潤，當時十支棉紗布價)七六元，二十支三五四元，十二磅細布九元六角，十六磅粗

布十元九角，產銷、均衡，帝面說穩。然「八一三」喊聲遠起，社會徑濟漸趨動盪狀態 O 三十

七年三月中旬，我國為安定商業計，實施統啦!外匯政策，棉領受匯兌緊縮刺激上升 O 制後

英美匯劇跌，當時囡囡棉來諒受妞，廠家花號紛紛採辦外桶，原料成本驟高，而內地及南

、洋需要不絕，一般富裕渚競買物資，猶其觸目於棉貨，以其品臼顯明，交易便利，致間業

復乘機拉鍵，紗布價格突飛猛晉，市民被謠詠所惑，對於法幣信必不墜，內地游資，復逃

遊集j盾，成作投機國暴利，搜國之風，愈演愈烈，因此紗布退創新高價格不已。如以物價

指數與外匯下降率比較，民國二十九年後，上梅物價上漲率，較匯價F降率為述。(詳見

的表一)。及至三十一年六月初新套法幣交替之際，以二對一影響，布償一度平定，制以

，投機國積之風甚熾'紗布漲勢復騁。以是有關當局為抑平物價救濟民生起見，在是年十

一一- 9 一一-



j喇喇糊糊!
一月秒，有J次佈告紗布最高限價，於十三月一日起施行 G 按國統稅率變更關係 9 所有紗布

限價，復予優正，自本年一月十--B;起實施， (二次限價，皆有詳表佈告從略) 0 然i浪借

貸之能否購得崗是間題，而今年六月上旬十支紗黑市價格已漲至一八，五00元，二十支

二0' 五00元，十二磅細布六一0話，十六磅組布七五0元，視戰前梅紗昂入0至一五

0倍，棉布升六七十倍(參閱附表三)且亦難符實質，羽黑布飛騰之勢街在續進，放上海

物價統制之;匪易，由此可見一斑。

附表(一)

時期

民國:二十五年

曳國二十八年

民國二十九年

民國三十年一月

匯價指數與物價指數比較表(表十三)

土溺法幣匯率. Ja注定匯率為百分芝匯價指數 上街批發物價指數

一間，三七六 -00-0 ~OO-OO

六， 0→二 二三三九﹒一

三，入一三 三七七 -0

三，三七八 四三五﹒五

六月 三，三五O 四四三﹒三

{三 '~:E.六二 閻王五﹒五

十一月 1.6三 '0000 ，6七→入﹒八 一六五九﹒七。

民國三f一年七月 ~ A 三八九五﹒九四
1/\三三六八-0九

龍:英匯公定率，三十年七月美國凜結資金起至太平洋戰事發生為止，釘住於對

其三便士三二分玉，何其時黑匯率已降於公定率之下，其後且繼續于降，上

表十一月黑匯價二使士，自P該月十五日市價，有r/\印郎黑市價及其指數。

附表(三)

一-~，、.一。

四七五﹒丸。

六O九 -00

入六0- 七。

戰

戰前及現在主要紗布市價比較表(表:卜三)

三十三年六月
現在
一十一日嘿，布

一八，五00元

之士) ，玉。0元

比較倍數

-0玉 -0

入0- 七

十支 一七六元
棉紗

二十支 三五四元

十二磅細布九元六角
線布
十六磅純布十元九魚

一
兀
一
兀

00
)
五

六
七

六三﹒五

六八﹒八

入對外棉類貿易

跨國三十四年我國政府實施新貨幣政策後，輸入洋貨國關金價格提高，售價隨昂，利

於國貨輪的，國外貿易漸由入超轉為自超，助長國貨工業良多。然上海戰事起後，貿易大

選挫折，二十八年起復由出超轉趨入超，棉花輸入尤覺驚人，攘海關月報刊載，是年進口

外棉竟達三百八十三萬餘擔之五。考其激增原因，一受戰寧及糧食昂貴之影響，棉產減少

，三則內地存花阻滯，三為上海棉製品銷場廣遍，剩盆殊厚，需要外棉孔殷'亨 i致大量輪

運來華，以是外棉進口年有三百萬扭左右之大量數字 σ 「一三，人 J 後，海運組斷，外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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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始告絕跡，而紗布及廢花之出口隨亦停頓。茲將民國立?七年到三十年十一月丘，四

年間之上海楠類進出口貨量列統計表於下，聊供參考。

近四年來上海棉類進出口貨量統計表(表:十四)

種 串串 棉 棉 廢棉花 綿

類

紗頭胎飛，廢Z，E(時

花想
r圓、、 ,-\

籽芒期 紗件) 布疋) , 技
、~

-出口 194 ，084 67 ,684 135 ,017 2<峙， 654

十 i進口叫 750 … 且3
主? 的或超(+) (一 )48 ， 726 (刊的， 934 (一 )145 ， 626 (+ )206 ,621

入超(一)

{出 a 102 , 298 60 ,889 2 ,639 , 076 332 ,740

十進口 3， ~32 624 912 ~65 ， 152 119

人(+) (一
2(, 3+93) , 924年 出入或超超 3.)730.828 (+)的，977 (+ )332 , 621

(一)

i、 出 日 3ρ6.3。疇A的υ 7仇。 υ511 2 ,546 ,873 214 ,256 8 , 850
.一-

十進口 3 ， 80巧， 798 169 96 ,588 775

(十) (一) (+ )車 間入或超超 3 , 769, 458 (+)70 , 042 2, 450 , 285 (+ )213 ,481 (+ J 8 , 850
(一)

-i出口… m 3 ,429 ,422 199 , 032 170 , 094

十進口 2，550 ， 517 190 14 ,974 159

入出或超超(+) (一) (+4)
年 2 ， 261 ,813 (+)83.605 3 , 414 ,448 (十 )198 ， 873 (+ )170 ,094

(一)

給 τPEA冊

海察上述各節情形，近年來土海棉紡織業，因時局之動盪r. '頗顯祝隍景象，尤以原料

來源之枯滯，益使生產艱難，成本高昂，經營自屬困苦，雖然港市經濟，已由自由轉變統

制，凡各業產銷，均有蒐買及配給之機構組織，統盤籌劃可以期解放當前之生產困難問題

偎在過渡時期之障礙孔多，匪有精密之計畫。，迅遠嚴厲之施行，寶雞冀其消滅黑市，早納

正軌耳。

草於民國三十三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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