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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败降经济原因初探

申 康 林

在战争与经济的关系 中
,

经济起着决定性的作
一

用 , 它直接决定常战争的进程

和结局
。

日本也不能例外
,

其战败是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的
;
综合国力 的相 对低下

是 日本战败的根本原因
;
原料 ; 能源不足是 日本 战败的最直接钓原因

;
动员形态和

行政机制的不完备是 日本战败的重要原 因
。

如果说一
、

二 两个 因素是 日本战败的

硬件的话
,

那 么第三个 因素则是 日本战败 的
、

软件
。

正 由于 日本经济在各个方面都

不尽如人意
,
其最

.

终的败局便不难理解 了
。

以

在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中
,

经济是第一位的
。

它既是战争的根本原因又是战争的基础
。

战争实际上是表现为
“

暴力
”

的经济较量
。

正如列宁所指出
: “

战争是铁面无情的
,

它斩钉截铁提出向题
,

或是灭亡
,

或是在经济上也

赶上先进国家、
。

毛泽东指出
: “

战争不仅是军事的政治的竞赛
,

还是经济的竞赛
’ ,。 。

经济的这种作用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中表现得尤为显著
。

参战国为了能在这场规模庞大且旷 日持久的战争中声得胜利
,

最大限度地调动

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投入到战争中去
。

日本为了夺取海外资源供应地
、

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
,

悍然发动了侵华

战争和太平洋战争
。

但同其称霸野心相比
,

其经济力量十分有限
,

从而注定了它的侵略迷梦必将破产
`

一
、

综合国力的相对低下是 日本战败的根本原因

与日本的国力相比
,

它所发动的战争无论是从规模上
,

还是从持久性上讲
,

都远远超出了其承受限度
。

日

本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
,

其经济存在着明显的弱点
:

其一是工业化程度不高
。

到 1 93 7年 日本发动全面侵

华战争时
,

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仍不足百年
,

工农业总产值之比仅为 4 , 1
,

在 9 09 0 万人 口中仍有一半从事农

业生产④ 。

其二是工业结构相对落后
。

长期以来
,

日本为了缩小与西方国家的差距
,

重点发展投资少
、

见效快
、

劳

动密集型的
、

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
。

重工业从 19 世纪末刚刚起步
,

并且重点是发展以兵器工业为中心的产

业
.

尽省到
.

30 年代中期
,

重工业产值超过轻工业
,

但就其总体水平来讲
,

仍不完善
,

存在很大的片面性
,

尤其是

作为现代工业基础的钢铁业和石油业更显不足
。

19 3 6年
,

日本主要工业部门的国际地位是
:

钢船第 3 位
、

钢块

第 6 位
、

铣铁第 7 位
、

电力第 6 位
、

汽车第 8 位
、

石油第 7位。 ,

不仅落后于英美法德等国
,

某些部门还落后于瑞

典
、

娜威和加拿大
。

至于轻金属
、

化学合成等新兴工业
,

对日本来讲
,

则几乎是一个陌生的领域
。

其三是严重依

赖海外
。

日本是一个资源奇缺的岛国
,

国内市场不发达
,

从而使日本经济成为典型的加工贸易型经济
。

它的主

要工业原料和嫉料大部分
、

甚至全部依赖进口
,

主要食粮的 1 0一 20 %也要进口⑧ ,

重要的设备
、

材料也有相当一

部分依赖海外
,
1 93 6年就有 46 % 的工作机械是舶来品。 ,

进 口汽车 23 00 0 台
,

为国产汽车的 4
.

6 倍。 .

由于种种原因的制约
,

使日本经济具有不可克服的脆弱性
,

从而限制了练合国力提高
,

无法适应现代长期

战争的要求
。

于是
,

日本统治集团便异想天开地寄希望于出奇制胜
,

速战速决
,

幻想再取得一次 日俄战争式的

胜利、叫嚣 3 个月拿下中国
,

6 个月击败美国
。

但是
,

事与愿违
,

战争反而向长期化
、

持久化方向发展
.

这样
,

日本

国力的局限性便立即暴露出来
,

捉襟见肘
,

日见不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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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力不足的情况下
,

日本却面临两线作战的考验
。

一方面在中国战场上遭到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
,

陷于

队境而不能自拔 ; 另一方面在太平洋广大的海域上与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展开了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
、

空前规
,

模的海空战
。

反法西斯盟国联合对日作战
,

无论人力
、

物力
、

财力上
,

都远远胜于 日本
。

仅以美日对比
,

便可见双

方力量对比之悬殊
。
1 9引 年 日美两国主要工业部门生产的比例是

:

煤炭 1
:
g

,

石油 1
:
528

,

铁矿石 1
:
7刁

,

铣铁

` : ` 2 ,

钢块 ’ 门 “ ,

主要物资生产的综合比例是人
:

7 “ ,

综合国力之毕为
` , · `“ 。 。

到 `” 劝4 年两国主要物资生产

的比例拉大为 1 : 1 8
,

国力之比达 1
一

, 艺2孙
。

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
,

日本的侵略举动只能是 自取灭亡
。

在两线作战的情况下
,

日本的国力 日渐枯竭
。

战争期间
,

日本兵力动员最高达 71 9 万人。 ,

军费开支最高时

达 7 50
.

52 亿 日元
,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91% 以上 。 ,

政府负债额最多达 1 7 7 6
.

96 亿日元。 .

国民经济实际上处于

崩没的边缘
。

为了应付庞大的战争需要
、
只有进脚步压缩民需

·

在国民生产总值中
,

消费者支出所占的半例
,

由
194 。年的 盯%下降到 1 9 4 ; 年的 38 % 。

。

1 9 41 年一 1 94 5 年
.

视 10
`

士幼织名卜司被拍
“
盲接经营

”

或
“ l荀接岌营

”
的

军工企业就多达 50 余家` 为解决熟练工人的不足
,

大批学生
、

妇女
、

战俘被征召从事生产
,

战争期间仅征用 10

岁以上学生最多时就达 300 万人
。

由于粮食短缺
,

厚生省在 1 9 4 1年规定
,

从事一般工作的青年男子
,

每日热量

摄入 2 400 大卡
,

政府可以保证供应的食物
。

1 9 4 2 年
,

这一标准下降到 2 00。大卡
,
1 9 d 5 年下降到 1 7 9 3大卡

,

远

远低于人体需要的最低量 2 1 6 0 大卡。 。

尽管日本政府采取重点产业政策
,

保证船舶
、

飞机
、

轻金属
、

煤炭
、

钢铁

等五大产业
,

但基础产业在 1 94 3 年还是不可避免地剧烈下跌
,

兵器工业在 1 9 44 年底至 1 9朽 年初也全面衰退
。

工业生产指数 (以 1 93 5 年一 1 9 3 7 年为 1 0 0 )从 1 9 4 1 年的 1 69
.

1
’

下降到 1 9 d弓年的 5 6
.

2
,

农业生产指数又以 1 95 5

年一 1 93 5年为 1 00) 从 19 牡 年的 1 06
·

9 下降到 1 94 4 年的 8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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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要继续战争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

二
、

原料
、

能源不足是 日本战时生产不振的最大制约力

·

在任何时候
,

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的条件帮助
`

暴力
,

取得胜利
,

没有它们
,

慕力就术成真苏慕力
`

。 ” 。

白

本是一个资源奇缺的岛国
,

它的主要工业原料
、

燃料大部分乃 至全部都仰赖进 口
,

这一点形成了日本经济的致

命弱点
。

以 1 9 3 7 年为例
,

日本主要工业资源的海外依存度是
:

石油 82 %
,

煤炭 10 %
,

铁矿石 89 %
,

铣铁
`

10 %
,

纸

浆 68 %
,

糖 88 %
,

盐 75 %
,

铝矾土
、

菱镌矿
、

棉花
、

羊毛
、
生橡胶

、

磷矿石则是 100 %。 仅从钢铁生产的情况就可

以着出日本在资源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脆弱性
。
1 9 3 7 年日本钢材生产为 50 。万吨

,

其中铁矿石的 84 %
、

废铁的

55 %是进口 的
,

炼钢用煤主要从华北输入
。

生产特殊钢
,

要从英国
、

加拿大
、

西里伯斯
、

新喀里多尼亚等地进 口

镍
,

从菲律宾进口铬
,

从印度输入锰
,

从中国
、

南美
、

泰国输人韶、从缅甸输入钻
,

从美国
、

秘鲁输入钥。 。

这种状

况在和平时期弓足以使人优心忡忡
,

而在战争时期
,

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
,

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

首先
,

日本从海外输入能力下降和他国的经济封锁影响日本的资源输入
。

到中日战争时期
,

日本的外贸大

体上是对日元位集团 ( 日本
、

满洲
,

台湾和朝鲜 )出超
,

对第三国贸易每年都有巨额赤字
。

由于外汇不足
,

影响了

爪要战略物资的输入
,

如 193 7一 19 38 年推矿石输入由
4 31

·

3 万吨下降到 321
“ 2 万吨伽原油输入由 2 03冬 1万

桶下降到 1 8」0
.

4万桶@ 。
19 3巳年的物资动员计划不得不削减二成。 。

此后
,

尽管 日本致力于
“

输出的振兴伙
,

但

输入规模一直未能超过 1 937 年的水平

“
,

此间
,

英美等国代日本的输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尤其是美国
,

成为日本石油
、

废钢铁等的主要供应

者
。

但随着口本南进政策的确立
,

与英美的对立也日益尖锐化
、

明朗化
。

英美的对日政策逐渐由绥靖转为制裁
。

士9 3 9 年 7 月
,

美国宣布废除日美通商条约
, 9 月宣布禁止对 日出 口废钢铁

。
1 941 年 6月

,

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

对 日实行经济制裁
, 8 月对 日全面禁运石油

。

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
,

日本对第三国贸易完全中断
,

通过正常贸易

手段获取原料
、

燃料的途径完全被堵死
。

其次
,

海上运输力量不足
,

限制了资砰输入
。

日本的主要资源不仅依赖海外供给
,

还要经由设长的海上运

输线才能运抵本土
,

海上运输线的状况直接影响着资源的输入
。

因此
,

日本必须建立二支庞大的商船队
,

并保

证海上运输线的畅通
。

截止 1 93 7 年
,

日本商船总注册吨位为 刁47
.

5万吨
,

号称世界第三
,

仅次于英美
、
但也只能

满足 60 %的海运要求
,

剩余的 拍%海运要依靠外国商船⑧ 。
, 一

:
-

:’
随若战争的扩大与升级

,

外国船只纷纷抽调回国
,

而战争又对海上运输提出更大的要求
、 尤其是太平洋战

争爆发后旧 本的海运情况骤然吃紧
,

而盟国对 日海上航线的袭击
,

更使海运每况愈下
,

进而制约子资源的输
.l ]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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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4 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
,

按 日本的基于战场主动的设想
,

开战第一年船舶损失为 80 万吨
,

第二年为 向

分吨
,

第三年为 加 万吨。 ,

而实际上 194 1年 i2 月一 194 2 年
t

12 月就损失了 1。;
.

2 万吨。 。

尤其是美国的对 日无

限制潜艇战
,

更是日本所始料不及的
。

战争期间
.

美国潜艇共击沉百本 5 00 吨以上的商船 1 ?JJ 3 艘 (另肴石5 艘米

核实是否击沉 )
,

共击沉日本商船总注册吨位为 5 32 0 0 9 ) 吨⑧ 。

整个战争期间
,

日本商船共沉没 86 )
.

7
·

万吨
,

此

外
,

尚有 93
; 7 万吨的船舟欣去航运力

。 。

按企画院的推定
,

战争继续到第三年以后
,

日本需要船舶 50 ,方吨
,

扣

吵损失与新建的差孤 白冰将拥有 5 2 5万吨的海送力
,

但实际上
, `” “ 年 日本的商船总吨位只有 ” , 0 万吨

,

其

中可供使用的又只有一半。 。

到战争结束时旧本商船仅余 70 万吨了
。

因制海权的丧失
, `

海上航线不稳
、
使商船

的航行周期大大延长
。

如菲律宾航线的往返周期
,
1 9 4乞年 10 月为 28 天

,
1 9刁3 年 3 月为 41

二
5天

,
1 9 4 2 ;

年
·

8一 9

月为 70
.

斤天 . 。

这样
,

有限的船舶在使用效率上又降低一半
。

航运不足
,

大天影响了资源输入
,

成为原料
、

燃料短缺的关键所在
。

主要原料
、

燃料在 1 9 4。年开始全面而夭

幅度的下降 , 如钢铁生产用原料就在 1 94 刁年减少 2 / 3
。

到 19 4 5年
, `

日本船舶根本无力担负原料输人的任务
: 日

本政府被迫采纳外务省建议
: “

放弃以铁矿石
、

煤炭
、

非铁金属为主的一贯方针
,

必须用最后的船舶最大限度地

输入盐
、

谷物和大豆场
,

完全丧失了继续战争的信心
。

· 一
.

再次
,

占领区工业水平的低下和占领区人民的抗战
,

制约了日本的资源掠夺
。

日本在战争期间曾古领 70 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

但是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广大占领区
,

清一色是农业国
,

自然资源绝大多数处于未开发的

原始状态
,

因而 日本不得不耗费大量人力
、

物力从事资源开发
。

仅在中国占领区
,

日本就先后制定
、

实施了
“

满

洲开发五年计划
” 、 ,’ 华北生产力扩充计划

”

等一系列开发计划
,

以掠夺煤
、

铁等地下资源和棉花
、

谷物等农业资

源
` .

如华北生产力扩充计划就计划从 1 9 3 9一 9] 4 1年将铁矿石产量由 1 4 1 0 万吨提高到 2 9 30 万吨。
。

资源开发

是项耗费时日的工程
,

加上力量不足
,

在开发过程中又大打折扣
,

所定 目标始终未能达到
。

…
拭’
另一方面

,

被占领国的人民顽强抵抗
,

也使 日本对资源的掠夺难以如愿
。

如中国占领区
,

广大沦陷区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壁清野
、

破坏设施
、

消极怠工等
,

都严重妨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计划
,

仅 1 9相 年

8= 抢月
,

八路军的百团大战就破坏了敌占区 9招 公里铁路
、

3 。。o 余公里公路
,

车站
、

桥梁
、

隧道 2 6 0 余处公 。

据

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纪录
: “
昭和 巧年 8 月 20 日夜

,

(八路军 )一齐对我交通线和生产地域 (主要是矿山 )实施

突然袭击
。

… …这次袭击是在我军完全没有预料的地方进行的
,

所以损失极大
,

需要很长时间和巨额经费才能

恢复
’ ,。 ,

仅井隆煤矿的被毁
,

就使日军蒙受 1亿 日元的损失。 。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
,

在 日本战时经济运营的过程中
,

资源问题一直未能很好解决
。

例如
,

按日本钢铁生产

的要求亨每年至少要输入 10 00 万吨铁矿石
,

但实际上最高年份也只有需要量的一半L 。 :

这样
,

费尽周折提高的

生产能力又因资源不足被大量闲置
。

如钢块生产能力从 1 93 7年的
.

67 0 万吨提高到 1 9利 年的 互36 0万吨
,

增长

了
卜

一倍多
,

而实际产量在
.

19 44 年只有 590 万吨
,

仅增长 10 万吨。 。

于是
,

出现了一方面开工率锐减
,

另 , 方面军

需严重不足的矛盾
。
1 9 J I年钢铁生产的开工率是

:

钢材 60 %
,

钢块 64 %
,

铣铁 73 %
,

但同年却存在 28
.

月万吨钢

铁需求缺月。 。

尤其是经中途岛
、

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以后
,

这一情况变得更加严峻
。

日本的资源输入从 】9昭年

开始锐减
,
1 9拍 年一 1 9月月年

,

煤炭由 70 1
.

1 万吨下跌到 2 6 3
.

5万吨
,

铁矿石由 60 7
.

3 万吨下降到 2」
.

.3 5 万吨
,

废钢铁由 210 万吨下降到 2
.

1 万吨
,

铅从 10 万吨下降到 1
.

8 万吨
,

橡胶从 8
.

75 万吨下降到 3
.

15 万吨。 。

到

玲朽 年初
,

日本大部分工业部门停工待料
,

陷于瘫痪之中
。

日本已经被
“
原料

”

紧紧地卡住脖子
,

不战自溃
。

三
、

经济动员形态和行政机制的不完备限制了 日本有限经济力盘的发挥

卜 . 介

所谓国民经济总动员
,

是指国民经济各部门适应战争需要
,

由平时体制转入战时体制
,

以保
.

障战争为中

心
,

进行整个经济的改组
,

重点是急剧扩大军工生产
,

保障武装力量对作战物资
、

生活用品的需要
。

在战争的刺

激下
,

国民经济在一定时期会有较快增长
,

但这种增长却为战争所消耗
,

不是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扩大再生

产
. ’

因此
,

这种增长是虚假的
,

是破坏性地发挥经济的潜力
。

战争时间越长
,

战争对经济的破坏程度就越深:

白本在战时经济动员方面
,

有许多自相矛盾和混乱之处
,

从而制约了其经济力量的发挥
。

首先
,

过久的战争动员使日本经济实力过早衰竭
。

日本所采取的动员形态
,

是类似于德国的临战或初战的

动员补充型
。 `

厚在 1 9 1 8年 白本就颁布了
“

军需工业动员法
” ,

从法律上肯定了战争动员
。 “
九一八

”

事变以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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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了经济的局部动员
。

中日战争爆发后
,

国会通过了
“

临时资金调整法
” 、 “

输出入品等临时措置法
”
和

“ `

军需

工业动员法
’

适用法
” ,

开始了对经济的全面动员
。

随后
,

一系列有关法律
、

法令纷纷出笼
,

并在 1 93 8年 月月颁布

了作为战争动员基本法的
“
国民总动员法

” 。

这样
,

日本便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参战国中动员时间最妹的一

个国家
。

这种动员形态
,

固然可以在战争初期先声夺人
,

但它也使经济潜力过早衰竭
。

因为
,

长期的国民经济军

事化
,

国民经济难以协调
、

稳定地发展
,

而且过早的动员使生产能力在平时就达到了几近极限的高度
,

战时就

难以有较大的增长
。

如 19 40 年 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是 398 亿日元
,

19 41 年为 40 3 亿日元
,
19 刁2 年为 40 6 亿日

元⑥ ,

连续三年徘徊
,

这在战争上升时期是少见的
。

以 19 4 0 年国民生产总值指数为 10 0
,
1 9 44 年日本指数是

1 2刁,

而采取临战或初战全面动员型美国的指数却高达 」“ 。 。

两种不同的动员形态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

正是由子日本采取了这种动员形态
,

使其经济潜力过早
、

过久地释放
,

而缺乏对潜力的培植
。

这种动员形

态虽然可以在战争初期势如破竹
、

攻城掠地
,

但一旦战争呈现白热化的持久战趋势
,

便制约了经济力量的进一

步提高
。

于是战场上的暂时优势便因缺少坚固的经济基础而转瞬即失
。

】 · ` ·

其次
,

日本的战争动员的规模
、

程度大大超过经济的承受限度
。

平为前提的
,

它和战争的规模成正比
,

而和经济实力的大小成反比
。

战争动员的规模和程度
,

是以经济发展水

相对于其侵略野心和所面临的战争要求
,

日本的经济力量显然是不足的
,

从而使其动员深度远远超出其承受力
。

19 仍
、
1 9 4 2 和 1 9 4 4 年军事支出额对国

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是 17 %
、

30 .5 纬亿日元和 50
.

9肠。 ,

同期政府财政收入为 39
.

8 亿日元
、

52
.

6 亿 日元和 82
.

4

亿日元。 ,

而政府军费开支却高达 57
.

23 亿 日元
、
187 亿日元和 7 50

.

52 亿 日元。 。

从动员的广义内涵讲旧本的动员形态又是一种片面的
、

破坏性的动员
。

日本统治集团虽然认识到
“

战时

诸产业
,

首先是满足军需
,

其次与国民一般需求相适应
”

的必要。 。

但在实际过程中
,

实行的却是压制非军需部

门
,

全力保证军需要求的方针
。

中日战争爆发后
,

日本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
、

法令
,

从各个方面限制与战争

直接联系不大的部门
,

国民生活和非军需生产立即开始了持续且剧烈的下降
。

19刁4年 日本的个人消费支出比

19 3 7年下降了 39 %
,

而同期德国也仅下降 16
.

9% L 。

从日本赖以立国的纺织业情况来看
,
19`刁年与 19 37 年相

比纺织机仅存 30 %
,

工人仅有 26 %
,

纺织物仅有 1 7% 。 。

为解决军需生产不足
,

政府强令纺织业向军需生产领

域
“

转向
, ,

以保证所谓五大重点产业
。

这种片面过度的动员
,

作为权宜之计
,

的确可以破坏国民经济各部门的

协调与平衡
,

而且因基础部门的相对落后
.

进而制约了兵器的生产
,

导致军事上节节败退
。

再次
,

日本的经济动员是非效率的
。

它的非效率性首先表现在其政策的混乱上
。

对战时经济动员的重要

性
,

日本军国主义者早 已认识到
.

,

但无论是中日战争
,

还是太平洋战争
,

日本都异想天开地认为将是一场短期

战
,

因而块少长期动员的思想准备
,

战时经济政策因此缺少系统性
、

全面性
,

而是被战局牵着走
,

对政策作被动

的调整
。

只是到
`

1 9 J3 年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以后
,

才考虑提高全体生产水平的问题
,

但为时已晚
。

尽管日本战争

动员比其他国家早得多
,

但动员的高峰却较其他国家晚
。

它的物力动员
、

财力动员的高峰是 1 94 3 年
,

较苏联
、

德

国为晚
,

而它的人力动员
、

军工生产的高峰直到 1 9 4 5 年方才出现
,

在各国中是最晚的。 。

日本战争动员的非效率性还表现在各部门之间的权力争斗职责不明
。

日本战时经济活动一直缺少一元化

的领导和计划
, “

中日事变爆发以后
,

历时五年
,

一直没有战时生产横的组织
.

… …因此
,

命令屡屡重复、
。

商工

省
、

农林省
、

铁道省
、

递信省在各自的领域各行其事
。

各部门之间互相争权夺利
,

推楼责任
。

陆军省
、

海军省也直

接掌握大量工厂
,

动辄以武力相要挟
,

干预其他部门
。

战时设立的企画院仅仅是作为内阁的咨询机构提出没有

多大意义的
“

物资动员计划
” ,

而没有执行权
。

部门间的职责不明
,

相互争斗
,

产生了不必要的拖延
、

浪费
。

这种

斗争尤以陆海军之间的矛盾为突出
,

双方互不相让
,

以争高低
。

甚至陆军在战时也白手起家
,

搞起了技术要求

很高的潜艇建造。 。

陆海军为了飞机生产
“

经常发生纠纷
,

最终不能得出满意的结果” 。 ,

据东条内阁 19 4 3 年第

二次行政调查
,

当时年飞机生产量为 80 00 至 1 0 0 0。架
,

而实际上每年生产 5 3 0 00 架是可能的
。

由于双方的争

斗
, 一

飞机厂分配的铝仅有 55 %用于飞机制造
,

剩余的 朽%大部分成为边角料。 。

为解决权力之争
,
1 9 4 3 年 3 月国会通过

“

战时行政特别法
” ,

赋予首相以统管战时经济的大权
,

并在 11 月

改组中央机构
,

成立军需省
、

农商省
、

运输通信省
,

分别对军需
、

民需和运输通信实行一元化的领导
.

但长期形

成的矛盾并未因此消除
。

据 1 9刁峨年 7 月出任小矶国昭内阁军需大臣的藤原银次郎供认
: “

关于统一的必要性和

紧迫性
,

各大臣
、

尤其是陆海军大臣和我的意见尽管一致
,

但历来陆海军的竞争并未终止
·

一要达到现实的统

一是不可能的
,

小 这种斗争使日本有限的经济力量也难以尽数发挥
。

正当陆海军为飞机生产争执不下的时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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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场上
,

日军却由于航空力量不足
,

逐渐丧失制空权和制海权
,

进而导致整个战局的被动
。

日本的战时经济动员
,

概括起来
,

从动员的时间看
,

它是参战各国中动员时间最长的
,

对经济的破坏也是

最持久的 ,从动员程度上看
,

它远远超出了日本经济的承受限度 ,从动员内涵上讲
,

它是片面的 ,从动员的目的

上讲
,

它只注重当前战争的需要
,

只能弥补当前供给的不足
,

而无法提
.

供超出必需量的供给
,

它只追求经济的

战争潜力的发挥
,

而忽视了对战争潜力养成 ;从效率上讲
,

它又是非效率的
。

这种动员方式
,

虽然可使日本横行

一时
,

但也深深潜伏着经济崩溃的危机
。

一俊时机到来
,

便一发而不可收
。

此外
,

盟军对日本本土的轰炸也值得一提
,

玄是加速日本战时经济最后崩溃的因素之一
,

但它不是决定性

的因素之一
。

自 19 4 4年 6 月
,

美军 B 一 29 轰炸机开始轰炸日本
,

从 1洲 5 年 3 月一合月
,

又对 日本本土实施战略

轰炸
,

共向日本本土倾泄了 1 6 1 4 2 5 吨炸弹
,

致使主要工业区化为废墟
,

16 。 万户住宅被毁
,

一千数百万居民无

家可归。 :

但由于 日本采取了疏散措施
,

轰炸对主要工业设备的破坏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大
。

主要工业部门相对

于
:

1洲 l 年的受损程凌为
:

铣铁 39 %
、

煤炭 2%
、

铝 20 %
、

工作机械 18 %
、

汽车 30 肠。 。

美军的轰炸
,

貌似残酷
,

实

际不过是
“
打死老虎

”
而已

。
.

因为受原料不足的影响
.

, “

日本的军需生产在最初的战略亲炸之前… … 已处于绝望

状态… … 日本在 19“ 年第立季度已遥近灭亡的边缘
。

、 美军的战略轰炸
,

是因为对 日本实力判断不准
,

过高

地估价了日本继续战争的能力
。

它的作用在于从精神上瓦解敌人斗志
, “

说服
”
日本认清败局

.

至于投掷原子

弹
,

除开政治用心不提
,

对 日本的投降来讲
,

更是画蛇添足的一举
。

正因为以上种种因素的制约
,

它的投降从经济上讲尧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

; 。艰; 年 : 月出任总理大臣的

小矶国昭在了解到经济实情后
,

不无感慨道
: “

认识到物的国力如此这般的衰退
,

悔不该自己担任总理 、
。

·

1 9刁5

年 2 月
,

近卫文卜单独拜见
.

天皇
,

在奏章的开头便开宗明义地指出
: “

战败固然遗憾
,

但必将到来
。 ” 。 日本战败

早成定局
,

一旦它的最后挣扎被彻底粉碎后
,

便只能老老实来地在投降书上签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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