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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水抗战损失之二: 

  

应山抗战期间社会财产损失 

  

  

抗战前应山地区商铺林立，人声鼎沸，因日军的疯狂掠夺和破坏，使经济基础受到严重摧残，

社会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昔日的鄂北商业中心区破败不堪，工业停滞，农业减产，生意萧条，经济

实力和市场地位直线下降。日军对应山经济的破坏涉及到各个领域，折算为1937年7月的价值共计

125477万元。其损失是毁灭性的，有些至今无法恢复和挽回，特别是对应山文物古迹的掠夺和破坏

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  

1、工业损失 

1948年《应山抗战史料》记载，应山县工业损失632000万元。以1947年12月全国物价指数增长

倍数102897.10计算，折算为1937年7月的价值为61420元。（《应山抗战史料—应山县抗战期间工

商事业公管民营事业损失统计表》，湖北省档案馆，LS3-5-5530，1948年5月，第42页。） 

2、商业损失 

1948年《应山抗战史料》记载，应山县商业损失1264000万元。以1947年12月全国物价指数增

长倍数102897.10计算，折算为1937年7月的价值为122841元。（《应山抗战史料—应山县抗战期间

工商事业公管民营事业损失统计表》，湖北省档案馆，LS3-5-5530，1948年5月，第42页。） 

3、农业损失 

1948年5月，《应山抗战史料》第46页和《广水文史资料》中记载：日军在应山用公私土地作

军营、汽车路、飞机场共7000亩；构筑工事时，挖毁农田、塘堰2000多亩。参照《抗战课题调研中

的宁波地区实物折算及说明》中认定1937年7月征用土地价值为4.7元/亩的标准，可折算1937年7月

应山抗战期间9000亩土地损失为42300元。 

4、林业损失 

《广水文史资料》第三辑《日军在应山暴行》中记载，日军侵占应山期间，为修建飞机场、营

房、据点，日伪军大肆砍伐森林。1941年日军在孝子店设立森林公司，专事砍伐和收集木材，致使

孝子店、中华山、郝店、寿山等地的森林毁坏殆尽，毁坏的森林面积达52万亩之多（130株/亩）。

1940年冬，伪绥靖军十一师驻广水，师长李宝琏指使其部下将广水四周纵横40余里山区树木砍伐殆

尽。根据《抗战课题调研中的宁波地区实物折算及说明》认定的每株树木1937年7月价值16.7元来

计算，仅1941年日军毁林损失达112892万元。 

5、交通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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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公路损失有这方面的档案记载，但没有具体损失数额，有数可查的仅车子和桥梁这两

项。如下表③：
 

  

  

以1946年6月全国物价指数增长倍数4106.96计算，折算为1937年7月的价值6087元。 

6、邮政损失 

《应山抗战史料》第45页、46页记载，1938年6月日军炸毁电报局房屋20余间，电话机40部。

以《抗战课题调研中的宁波地区实物折算及说明》认定的1937年7月每间房屋100元、每部电话8元

为依据来计算，1937年7月邮政实际房屋损失2000元，电话损失320元，共计损失2320元。 

7、财政损失 

(1)湖北省档案馆LS3-1-812，1937年至1939年《抗战两年来财税损失统计表》如下： 

  

  

(2)根据《应山抗战史料》记载，1938年10月24日应山沦陷后，财政粮政账目毁损，无依据可

查。国民党县政府移至山区浆溪店，大部分税收由日伪政权征收，国民党政府仅靠税源极少的山区

征税自收自支，也没有建账。比照1938年7月至1939年6月税收损失推算，8年至少损失税收187.83

万元。以1939年6月全国物价指数增长倍数1.93计算，折合成1937年7月价值为97.32万元。 

8、金融损失 

湖北省档案馆LS1-3764，《1938年7月至1939年6月湖北省银行财产损失报告单》反映，广水营

业用器具损失535124元，押租损失150000元。湖北省档案馆LS3-1-812-3,《抗战两年来湖北省银行

直接间接损失表》反映，营业用器具损失3000元。报表日期为1941年元月，以1941年1月全国物价

指数增长倍数8.33计算，折算为1937年7月价值为82608元。 

9、文化损失 

(1)1946年应山损失图书30000套，损失价值依据1946年1月《均县县立中学抗战损失表及迁址

类别 数量 价值（万元） 备  注 

车子 1000辆 1000 资料来源于《应山灾情

报告书》，湖北省档案

馆LS6-2-1279，1946

年，第5页 

桥梁 30座 1500 

合计 1030 2500 

类  别 

1938.7—1939.6 

应  收 实  收 损  失 

田  赋 62709   62709 

契  税 22630 2154 20476 

田亩捐 47709   47709 

土地清查收入 23854   23854 

地方田赋附加 43533 13060 30473 

地方契税附加 10000 3000 7000 

地方屠牙附加 10000 3200 6800 

地方公学产租课 5965 1800 4165 

地方杂项收入 45144 13544 31600 

合  计     234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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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学情况报告》（湖北省档案馆LS10-5-2108，该报告记载损失图书1713本计916081元，即单

价534元/本），按照1946年1月全国物价指数增长倍数2006.98计算，折算出1937年7月单价为0.27

元/本，那么30000套图书，每套仅按2本计算，折算出1937年7月损失至少为16200元。 

(2)日军对文物古迹的抢劫和破坏，《应山抗战史料》第46至47页、《广水文史资料》第128页

等档案和文史资料都有记载，但数目不详，只举例飞机轰炸和拆毁的有八角楼、忠烈祠、乡贤祠、

蔡氏祠等处，损失无法估算。 

10、教育损失 

1946年《应山灾情报告书》记载：日军造成儿童失学35760人，损毁校舍140间，损失4200万

元，毁坏桌椅100套，损失1120万元。数万儿童失学损失无法计算。校舍和桌椅损失共5320万元，

以1946年6月全国物价指数增长倍数4106.96计算，折算为1937年7月的损失价值为12954元。 

11、公共事业损失 

《应山抗战史料》第42页《应山县抗战期间工商民营事业损失统计表》中反映，公营事业损失

10000万元，民营事业损失790000万元，合计800000万元，以1947年12月全国物价指数增长倍数

102897.10计算，折算出1937年7月损失价值为77748元。 

12、人力资源损失 

折算为1937年7月的价值共计为139.73万元。 

(1)民工。当时应山县是日军司令部所在地，外出出兵作战多，修工事修路较多，又修建了两

个飞机场，使用劳役达850500人次，参照本省郧县1945年夫力单价200元/人计算（《郧县抗战史料

·附表一》湖北省档案馆LS3-5-5533，1947年11月），民夫工资为17010万元，以1945年1月全国统

一物价指数增长倍数910.20折算为1937年7月价值为186882元。 

(2)兵役。抗战期间，原应山县年均入伍人数59915人，其工资以1937年郧县雇农年工资20元

（《湖北省年鉴各县雇农待遇》第一回，湖北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印，1937年6月，襄樊市档案

馆）标准计算，价值为119.83万元，以1937年6月全国统一物价指数增长倍数0.99折算为1937年7月

的价值为121.04万元。 

13、其他项目社会财产损失：共计12305.5517万元（1937年7月的价值） 

(1)难民救济粮食。 

据《应山抗战史料》第56页、第75页记载：以工代赈这方面的数量较大，但因县城多次易手，

国民党县政府多次撤离，账册被毁或是遗失，有据可查的仅二次。一次是救济米228880吨，计

457760000斤，面粉388525吨，计777050000斤。参照《抗战课题调研中的宁波地区实物折算及说

明》，认定1937年7月大米单价0.062元/斤、面粉0.112元/斤的标准，那么大米损失价值为

28381120元，面粉损失价值为87029600元，合计折算为1937年7月难民救济粮食损失11541万元。 

(2)日军消耗粮食等物资损失 

日军到达应山县之初，凡属足以供其利用之物资，如粮食、柴草竹木、布棉衣饰、牛羊猪马、

鸡鸭畜类等皆抢劫一空，其损失不可计数。应山县作为鄂豫之交，平汉铁路和武汉外围军事之重

地，日军设师团部于此，其军需物资之大，可想而知。为保证各项物资的供给，日军在应山建立了

各种经济机构。凡日伪军事所需各项物资，均由伪县长责令所属区、乡、保甲长按户摊派，或按户

检查搜集，每次所需物资，非达到所示数字不止，否则加以私通中央军、新四军为名，立予酷刑致

死。7年间日军共消耗各类粮食88.88万市石，共计2575200万元；盐50万斤，总计20000万元；食

油、酱油20万斤，总计14000万元；鱼、鸡蛋、蔬菜等7年消耗共约为10000万元，合计消耗物资价

值2619200万元。以1946年6月全国物价指数增长倍数4106.96折算为1937年7月的价值是637.75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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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供国民政府军食用粮食 

1948年5月《应山抗战史料》第56页记载：供国民政府军用物资案卷全失，无从查考，仅就

1943年的数据作为依据。这一年，供粮四次，其中大米3次1928750斤，小麦一次450000斤。因小麦

与大米价格差距不大，均以《抗战课题调研中宁波地区实物折算说明》认定的1937年7月大米单价

0.062元/斤为标准，折算出1937年7月损失为147482.5元，由此推算抗战8年共损失117.986万元。 

(4)医疗卫生损失 

1946年《应山县灾情报告书》，（湖北省档案馆，LS6-2-1279，第3至6页）记载，损毁卫生院

器械200余件，损失3000万元；卫生器材10余箱，损失2800万元。损毁电疗器具2件，病床30乘，损

失60万元；房屋1栋，损失150万元，合计损失6010万元，以1946年6月全国物价指数增长倍数

4106.96折算出1937年7月损失为14634元。 

(5)拆毁军事设施 

1946年《应山灾情报告书》记载，日军拆毁国民党军队碉堡60多座，损失5600万元，以1946年

6月全国物价指数增长倍数4106.96折算出1937年7月损失为13635元。 

(6)迁移费、防空费、疏散费、建筑费等损失 

《湖北省第三区财产损失统计》（湖北省档案馆，LSA2.24-18，1946年2月）反映，还有以下

损失：建筑费7966万元，器具1127万元，医药用品30万元，迁移费412万元，防空设备费572万元，

疏散费47万元，其它197万元，合计10351万元，以1946年2月全国物价指数增长倍数2567.95折算出

1937年7月损失为40308元。 

(7)阵亡将士抚恤金 

抗战期间，应山县阵亡将士被收录入《中华民国忠烈壮士姓名录》（湖北省档案馆LSC2.15-

43，1947年12月）的军人死亡名单共174人。按照1945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制定的《陆海空伤亡官兵

恤金给与领发办法》的规定，士兵抚恤金人均2.5万元，共435万元，以1945年6月全国统一物价指

数增长倍数2222.02折算为1937年7月的价值为1958元。 

另外，日寇提高伪钞价值，掠夺地方物资。日伪在应山发行了大量的伪储蓄券票，压抑法

币，并以每元储券兑换法币5元、3元或2元。而他们又以法币购进本地物资高价转卖，以此，通过

提高伪钞价值，抑收法币，掠夺地方物资，破坏地方经济。同时，垄断市场经营。据民国政府1943

年12月份统计，日商从1939年起就陆续来应山，在县城、广水两地划定多条日本街，并设有金田、

瀛华、清水、昭和、东亚、三友等29家商业洋行，还有盐业专卖、国民饭店、森林公司、共和舞台

和12家慰安所，垄断了日伪统治区应山的贸易和金融，极尽剥削之能事，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使

本地的私营业主和民族商业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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