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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周石峰（1970 ～），湖南隆回人，歷史學博士，教授，貴州省高校學術帶頭人、貴州省史學會理

事和貴州儒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師從貴州師大吳雁南、張新民先生攻讀碩士學位，師從金普森

先生攻讀博士學位。在《中國經濟史研究》等雜誌發表學術論文 40 餘篇，在中央文獻出版社等

出版論著 2 種，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等項目 3 項，獲貴州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

和三等獎各一項。曾赴莫斯科大學、武漢大學和廈門大學等訪學和交流。

提    要

該研究以中日之間國力不均衡的歷史背景為審視基點，以民族情感與經濟理性的交互作用

為邏輯統攝，對 1908 至 1945 年歷次抵貨運動的歷史困境作了系統研究。

抵貨運動經濟效力有限、政治效果不著，面臨六重困境的制約。首為經濟困境。抵制日貨

給中國工商兩業以及民眾生活造成深刻影響，僅能有限抵制而無法全面抵制，注定可暫而不可

久。二是群體分歧和衝突。抵貨運動內部的群體差異性，極大地制約著抵貨運動的經濟效力，

往往成為日方外交抗議的口實，也是中國歷屆政府管控甚至取締抵貨運動的理由之一。三是地

域差異。各地抵制行動起訖時間不一，抵制力度大小不等。地域不均衡性為日貨轉移銷售渠道

提供契機，從整體上弱化或抵消了抵貨運動的經濟效力。四是崇洋風尚。民族主義是抵貨運動

賴以勃興和推進的思想資源，崇洋觀念則成為抵制運動經濟效力充分彰顯的觀念障礙。五是日

本朝野的強勢應對。日本民眾的強硬訴求，成為日本政府強硬施壓中國政府的社會基礎。日方

的反制構成中國政府限制和取締抵貨運動的強大外部壓力。最後是黨政力量與抵貨興衰之間的

歷史關聯。晚清以降各屆政府的社會控制能力雖然強弱有別，但至少可以主導抵貨運動的方向

和軌跡。絕大多數抵貨運動的興衰起伏，與政府態度密切相關。歷屆政府對待抵貨運動的立場

雖然不盡相同，但基本上經歷了從默許到打壓的變化過程。

要之，抵制日貨運動雖為中國民族主義運動史不可低估的一環，但顯係近代中國在經濟、

政治、外交、軍事等都無法抗衡日本強權之下的次憂選擇，既非救國利器，亦非強國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