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大家族”



“四大家族”是指旧中国以蒋介石为首的封建买办统治集团，即蒋介石、宋
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四大家族，是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抗战
开始以后，四大家族利用战争时期的新情况，极力加强官僚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
中的垄断地位，大发国难财，使官僚资本迅速膨胀。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迅速膨胀和垄断地位的加强，是依靠政治特权和经济掠
夺来实现的。它掠夺的对象不只有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有民族资
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四大家族掠夺全国人民、膨胀官僚资本主要通过以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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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公债。1938年至1944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行内债18种，有的按法币和关金计算，有的
按英镑、美元计算。总计法币1.5192亿万元，关金1千万单位，英镑2千万，美元2.1亿。此外还有谷麦粮
食债券。除1937年的救国公债在民间“劝募”外，其余都不公开发行，而以总预约券的方式向银行抵押，
再由银行垫款给国民政府。银行则利用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发行不兑现的钞票。官僚资本既发了公债
财，又发了法币财。

（2）增加捐税。由于工业商业发达的沿江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关税、盐税、统税三税收入大为减少，
国民政府便通过扩大征税范围和增加税率的办法，来弥补减少的税收。国民政府将统税扩大为货物税，形
成几乎无物不税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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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0月开征食盐附加税，开始每斤征3元，到1945年1月增至60元。由于通货膨胀，从1941年下半
年起，实行田赋征实，按田赋的正税和附加税的税额，每元折征稻谷2市斗，1942年增至4市斗。从1942年起
普遍实行粮食随赋征购，征购价格远低于市价，而且多数不付现款，只付粮食库券或法币储蓄券。1943年普
遍实行粮食征借，既不付利息，还本也只是空话。从1941年到1945年6月国民政府通过“三征”，共实收稻
谷和小麦2.4亿多石。这是对广大农民最直接、最厉害的掠夺。

（3）通货膨胀。抗战开始后4个月，国民政府决定用增发纸币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法币发行额，据官
方公布的数字，1937年底为16亿元，1945年底为10319亿元。8年中增加了738倍。实际上还不止此数。滥
发钞票的结果，使四大家族的财富迅速集中，而广大人民则越来越贫困。



（4）外汇管制和买卖黄金。国民政府从1938年3月起实行外汇管制。从此官价外汇垄断，黑市交易随
之而起。伴随法币的贬值，官价与黑市之间的差额越来越大。抗战期间，外汇中美元与法币的兑换率一直是
1:20，而黑市1943年12月为1:85.4，1944年12月为1:542.2。四大家族利用特权，以官价买进大量外汇和
黄金，以黑市价格抛出，转手之间，牟取暴利。

（5）实行专卖制。1941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专卖事业管理局。从次年初开始，先后对食盐、糖、卷
烟、火柴、茶叶、酒等6类物品实行专卖。这一制度，使国民政府收入大增。增收数额，1942年为47800万
元，1943年为174700万元，1944年为18亿元左右。这一制度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国民党官员和有关
机构乘机营私舞弊，套取专卖品转投黑市，从中牟取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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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统购统销。1937年9月，在国民政府之下成立贸易委员会，该会下设复兴公司、富华公司、中国茶叶
公司三大公司，对国统区的丝、茶、桐油、猪鬃等主要出口物资，实行统购统销。钨、锑、锡、汞等主要出口矿
产品，则由资源委员会统购统销。1942年2月成立物资局，对棉纱实行统购。在统购统销政策下，国民政府实行
低价强购，利用买卖之间的差价获取重利。以桐油为例，1942年收购价比内销市场价每担差100元，1943年差
1100元。

总之，国民政府用种种手段对人民实行公开的掠夺，使官僚资本在抗战期间迅速膨胀起来。四大家族官僚资
本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在抗战前即已开始，抗战中不但金融垄断更为加强，而且将垄断扩展到工商业的各个部门。

资料来源：根据百度百科相关资料整理.http://baike.baidu.com/view/158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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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官僚资本主义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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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客观作用之下产生的，它分为官僚资本主义与民族资本主义。其
中官僚资本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革命的对象。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并非因为它是资本主义，而是因
为这种资本主义与国家政权结合，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密切联系，因而具有极强的垄断性、买办性和
封建性，代表着一种极为反动的、落后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本案例可以看出，四
大家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劳动人民的最大剥削者，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极大障碍。正是由于官
僚资本残酷剥削所激起的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是中国革命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官僚资本主义也是民
主革命的对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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