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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国动力燃料问题再研究
———以桐油车研制为中心的考察

赵 国 壮1,徐 岚2

(西南大学1.历史文化学院;2.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市400715)

摘 要: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是个贫油国家,汽油的需求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全面抗日战争爆发

后,中国动力燃料问题立即凸显出来。国民政府在采取外国进口、发掘新油矿、制造汽油替代品等措施保障汽

油供给的同时,也转换解决路径制造新型汽车以适应中国现有的普通油料。中国汽车制造公司积极响应国民

政府号召,在德制柴油汽车的基础上,着手研制桐油车、桐油引擎及其零部件。1940年2月,中国汽车制造公

司研制桐油引擎成功,同年11月起开始批量生产桐油车。桐油车、桐油引擎及其零部件供给国民政府军政部

交通司各战区交通处、财政部、盐务总局、资委会、运务处、重庆市公共汽车管理处等军事交通机关使用。不可

否认,在原料匮乏、借贷经营等因素影响下,桐油车在战时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甚至远无法与使用酒精的汽

车相比较。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桐油车研制及使用,一改之前一直强调的“燃料—汽车”思路为“汽车—燃料”

路径,既在前方国防抗战及后方交通运输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也在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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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战争之间关系的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议题,颇值得深究。现代战争是发动机的战争,
因此也就是汽油的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汽油供给极度匮乏,动力燃料问题极为突出,严重影

响前方国防抗战及后方交通运输的顺利进行。关于战时中国动力燃料问题,以往学界已有较多论

述,其主要成果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1)借助国外援助解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易货借款、
滇缅公路等方面;(2)借助石油国产化路径解决,主要涉及资源委员会研究、甘肃玉门石油开采及战

时汽油问题研究;(3)借助生产动力酒精、裂炼桐油、煤油等石油替代品来解决,主要侧重于以后方

酒精业为主的战时替代性燃料研究方面①。然而,为国内外学界所忽视的是战时中国曾努力研制

新动力汽车,试图改变燃料适用汽车的传统思路,创制汽车适用燃料的新研发路径,其中,桐油车就

是其代表车型之一,该车使用的动力燃料既非传统燃料石油,亦非新近兴起的酒精等替代品燃料,
而是直接使用普通植物油料———桐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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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试制汽车,不过,遗憾的是各地制造汽车活动均以制造几个样车

而告终,而真正开启中国汽车制造业新时代的是1936年成立的中国汽车制造公司。由该公司研制

的桐油车,从1940年起开始批量生产,尽管产量有限,但是它既在战时公路交通运输中发挥了一定

的作用,也在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过,学界对于国民政府以研制新

型汽车以解决抗战动力燃料问题,尚未有专门研究①。有鉴于此,本文利用重庆市档案馆未刊档案

及相关期刊文献资料,以桐油车研制为中心,再考察中国战时动力燃料问题,希冀有助推动汽车工

业兴起、液体燃料问题、桐油业发展等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深入。

一、“石油———现代战争的血液”:战时中国汽油供应问题凸显

“石油———现代战争的血液”[1],“现代战争是发动机的战争,因而也便是汽油的战争”[2]。法国

名将福煦曾声称“少一点汽油须多牺牲一滴血”,欧战后,欧洲各国“莫不战战兢兢于汽油之自给”,
均着力开采油矿及研制汽油替代品[3]。英国既从事于油页岩蒸馏工业,又积极提倡煤之低温蒸馏

与煤之加氢变油,再着力推行木炭汽车与压缩煤气汽车;德国专门利用褐煤为原料生产汽油,又利

用煤气厂中的副产物苯生产汽油,再强迫国民将酒精加入汽油中混合使用,于1935年实现汽车燃

料自给[4]。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是个贫油国家,国内汽油自给率只占所需的0.2%[5]241,汽油的需求

多依赖于进口。有鉴于欧美各国高度重视汽油及其替代品的发展,以及其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及现

代国防交通的重大意义,中国各方面已开始关注汽油自给问题,并做出了相应的努力。20世纪30
年代,关于汽油问题及其替代品的讨论、试验报告等文章广见于报刊之中。其中,又以北平(北京)
的地质调查所的沁园燃料化学研究室(1938年迁入重庆动力油料厂)及南京的中央工业试验所的

努力最为突出。1935年7月19日,中央工业试验所的顾毓珍应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邀请在南京

中央广播无线电台作了《汽油代替品问题》的演讲,他指出:“现今每年进口3000万加仑(约200万

担)之汽油,价值达2000万元以上,诚然是极大的漏卮。可是金钱的外溢,尚是小事,一旦外战发

生,港口封锁,汽油来源,完全断绝,若不想补救办法,则不论其为汽车也,飞机也、军舰也,潜水艇

也,均将绝对停顿,等于博物馆中之陈列品矣。”同时,他考虑中国实际情况,提出了木炭(木柴或

煤)、酒精、植物油等三种最为可行的替代品[4],并认为第一种办法技术要求较高,第二种经济成本

较大,第三种最为适宜,即“以生产无穷之植物油,制成汽油,实为最有价值之代用品”,在工业试验

所内采取钙肥皂法、液体分解法、气体分解法等手段从植物油中提取汽油,得到了粗油,但是,该粗

油可否炼成汽油,还需进一步试验[6]。另外,据李尔康报告,中央工业试验所对其他各种汽油代替

品均进行试验。比如:征集中国国内页岩,施行试验,“此种广大面积,丰富产量之页岩,任其废置,
诚实可惜! 如能施行开采,从事制造,则中国严重之汽油问题,当可解决泰半矣”[7]。

全面抗战爆发后,沿海及中南大部分地区相继沦陷,导致以铁路及航运为主的交通运输体系瘫

痪,国防及大后方的运输任务主要由公路上的汽车来承担,“过去我国运输中心之铁道、航运,大率

被敌军占领,今日后方军运、民运全赖公路维持”[8]。资源委员会在西南各省1939-1941年国防建

设计划中指出,“液体燃料问题,为目前切要问题……现在国内尚无大量石油发现,目前制造汽油,
尚不可能。资源委员会已设有植物油提炼轻油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目前救急办法,只有多

制酒精以作代用品”[9]606。但是,酒精限于燃料和原料而不能大量制造。
“一滴汽油一滴血”。战时,汽车动力燃料供应严重不足,直接影响抗战大局及大后方的社会经

济建设。1940年,英法应日本要求关闭滇缅公路,石油输入问题骤然紧张起来。“中国当局因西南

① 在近代汽车工业研究方面,仅有中国汽车工业史编审委员会编辑的《中国汽车工业史》(1901-1990)》(北京:人民交通出版

社,1996年),关晓武的《国民政府时期的汽车制造与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等论著简单提及了中国汽车制造公司

筹建情况。



国际通路最近被阻塞,自后仰给于苏联油类之供给者,将较前殷切,故重庆方面,已备就骆驼5万

头,准备负责运输苏联汽油至自由中国,继续抗战。”[1]1941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目前汽油来

源极感困难,后方用汽油自应极力节省,以供战时需要,提出了“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号,严禁滥用

汽车(包括以汽车运送家属躲避空袭或举行婚礼等情事),违者军法处置;广西省新运会为制止滥用

汽车,在茶楼、戏院等娱乐场所,张贴大字报“坐汽车来戏院观戏或上馆子吃东西者乃亡国奴”[10]。
国民政府虽在玉门等地加紧石油勘探工作,然而产量很少不说,且路途遥远,远不及前线军用所急

需,是故,国民政府出台了大规模炼制植物油及生产酒精作为汽油替代品的液体燃料政策[11]。例

如,明令全面实施“酒精代汽油”办法,国防及民用各单位则“纷纷采用酒精为汽车燃料”[8]。
由此可见,保障汽油供给是战时前方抗战及后方交通运输的头等大事,汽油不足问题俨然成为

战时动力燃料问题的核心问题之一。为解决此问题,国民政府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比如实施争取

外援、发掘新油矿、制造汽油替代品等措施来保障汽油供给,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转换思路,即转

换之前一直强调的“燃料—汽车”思路为“汽车—燃料”路径,制造新型汽车适应中国现有的普通油

料。中国汽车制造公司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号召,在德制柴油汽车的基础上,着手研制桐油车、桐油

引擎及其零部件。

二、从“燃料—汽车”到“汽车—燃料”路径转变:战时桐油车的研制

战前,豫湘秦黔各省参考欧洲各国研究汽油代替品所得之成绩,而作木炭代汽油之试验,于较

短时间内先后制成木炭代汽油炉式样多种[12],不过,此种方法仍循着“燃料—汽车”路径。战时,动
力燃料匮乏问题日益凸显,酒精、木炭、桐油等汽油替代品日益引起政府及社会重视。桐油因其产

量宏大,燃烧性能良好,成为新式油料机车制造者的首选油料替代品。桐油产量,向无精确统计,据
国民政府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于抗战初期调查,全国桐油产量为136.8万公担,其中四川省年产桐油

450000公担,占总数的32.9%,位列首位[13]第四卷p218如此庞大的桐油产量,如直接用作动力燃料,其
价值则极其可观。

1936年12月8日,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于南京国货银行举行成立大会,会上推举曾养甫、宋子

文、张静江、陈果夫、俞大维等19人为董事,曾养甫为董事长兼总经理。该公司为股份制有限公司,
主要股东为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经济部、交通部等,主管官署为实业部[14]14。

1937年2月,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在湖南株洲建立制造总厂,随后在上海、香港、桂林、重庆等处

建设分厂,主要机构为股东会、董事会、总公司、各制造厂、各办事处等,主要业务为制造柴油、桐油

汽车及零部件[15]。同年,该公司购买了德国朋驰(Benz,又称本茨)汽车厂柴油汽车的专利权,进而

更改其发动机、添加桐油特别装置,经过近一年的努力而初告成功。1938年春,国民政府行政院举

行京滇公路周览团,中国汽车制造公司特派试验人员总工程师张世纲携带植物油汽车参加,沿途使

用各该省就地出产的植物油,在贵州使用桐油时,该车成绩异常良好,火力宏大,为各种油类之冠,
但是,相关疑难问题也较突出,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有鉴于桐油产量庞大及桐油燃料火力宏大,乃组

织全公司技术人员着手研制桐油车[16]。
此次试用成绩虽未能圆满,然而桐油可以行驶汽车的事实,确已于次时定其基础。曾养甫认定

桐油行车为抗战交通之惟一出路,于是鼓励张世纲重加研究,并聘请理化专家多人助其试验。技术

团队包括张世纲(总工程师)、吴新炳(制造厂厂长,制造桶油汽车发动机)、胡嗣鸿(工程师,制造桶

油汽车汽缸翻沙)、朱清淮(工程师,制造桶油汽车喷射唧筒)、吴曾植(工程师,制造桶油汽车弹子

盘、活塞、活塞圈及完全用国产原料制造之蓄电池)等人[17]。研发团队首先是从化学方面入手,用
防止氧化药品材料及其他稀薄油类渗入桐油内,防止其干固,改正其黏度,但炭质太多,气缸容易损

坏,故此种尝试以失败而告终;其次,是从物理方面改革,在桐油箱内增加相当数量的外热,以减少

其黏度,并在停车、开车时换用柴油,使油管内无法结皮,但如此办法,增加机件颇多,且手续繁重,



管理困难,绝非一般司机所能胜任,故此种办法亦未能获得成功;最后,决定从桐油本身上所具性能

方面以求解决,彻底改造发动机[16]。
按照此方法,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制造出桐油新车,并由张世纲主持长期严格试验,成绩均较显

著。1940年2月,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制造成功第一辆桐油汽车[18]。同年5月8日,张世纲驾驶桐

油燃料新车(发动机系自行制造),从桂林厂出发,到重庆参加表演。该车由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桂林

厂出发,载货两吨有半,行程1200公里,完全使用桐油,机器方面沿途概未发生丝毫障碍,速度每

小时最高达50公里,平均速度为35公里,由贵阳至海棠溪,仅须15小时,爬山越岭,比较汽车似觉

稍缓,但能力颇好,各个山坡均得畅行无阻。与使用柴油时完全相同,桐油每市担合15加仑,桂林市

价为国币100元,每加仑约6.6元;重庆市价为国币158元,每加仑为10.55元,在平地每加仑可行24
公里,此次桂渝途中消耗油量平均每加仑18.3公里,所有桐油概系在市内油店购买,并非精炼者[16]。

中国汽车制造公司自制桐油车在重庆的试行成绩得到重庆各界嘉许。1940年7月,陈德褀、
吴汉平致函朱水良,“查公司自制桐油汽车利用国产桐油为燃料,来源充裕,用油经济,现正大量制造

应市,此次在渝表演,成绩优良,甚得各界赞许,所有公司运输队及各分厂运输车辆暨各分厂发电用引

擎自应一律改用桐油,以实践自我宣传而资节省”[19]。同年8月,中国汽车制造公司计划年产桐油引

擎2000部,所需原料呈请国民政府在美国借款项下拨借200万美元购买,将来以成品作价归还[20]。
桐油车研究事项亦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高度关注。1942年4月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运输

统制局运务总处为辅助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发展桐油汽车运输事业起见,该运务总处处长龚学遂与

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张世纲签订桐油车合作规约。同年8月24日,蒋介石在甘肃建设展览会上接见

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工程师张世纲,令其“迅将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制造出力人员及今后有关桐油汽

车发展实业之需要列表说明”[21]。

1943年,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桐油车参加“渝筑长途行驶比赛会”获奖,交通部曾养甫部长签发

交通部公路总局奖状(特字第001号),称:“查前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于1942年11月举行煤汽

车渝筑长途行驶比赛会时,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所制造之桐油车,曾参加比赛,表演成绩尚属优良,发
给奖状,以示奖励。”[22]同年11月22日,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向国民政府经济部申请“五五式”桐油

发动机10年专利[23]。
从1938年确定创制桐油车到1943年获准桐油发动机专利,中国汽车制造公司用了五年时间,

成功研制了直接使用植物油料的机动车型,开辟了“汽车—燃料”新路径来解决战时中国动力燃料

匮乏问题,该路径虽然无法比肩于争取外援、发掘新油矿、制造汽油替代品等路径,但是,它在战时

国防交通运输中仍旧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三、“执戈卫国之战士”:桐油车在战时国防交通运输中的作用及地位

战时,中国向苏联、美国、英国等国家的易货借款,所借款项多用于购买兵工、交通器材以及动

力油料等。桐油车研制成功,并经过多次试车,其性价比较其他动力燃料汽车为优。这不仅是中国

汽车工业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里程碑事件,而且它在战时倚重于公路交通运输的背景下体现

了自身的价值。

1941年,中国汽车制造公司综合报告桐油汽车各项优点,共计20项。部分优点极具说服力。
如桐油产量丰富一项,“按近来海关之汽油入口统计,每年总额为3000万至4000万加仑,复据财

政部贸易委员会全国桐油产量之估计,每年确占200万市担以上,约为3000万加仑之谱,若就汽

油汽车与桶油汽车行使里程及消耗油量计,则3000万加仑之桐油实等于5000万加仑之汽油,应
较每年汽油进口数量总额为多,故足敷我全国公私大小汽车之应用而有余”。再如桐油价廉一项,
“若以100公里之同距离之行车油料费用计算,则桐油汽车为26.5元,汽油则为375元,柴油220
元,植物油为168元,酒精为516元,木炭为90元,白煤为40元。由此而论,可知桐油汽车在一般



汽车中,实可称为价廉物美者也。”[24]“愿国人尽力提倡我特有之唯一国宝———桐油汽车———以达

到自给自足之目的焉。”[25]“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制造之桐油汽车发动机,无须将桐油经过精制、提
炼、裂化等等麻烦手续,系直接使用纯粹生桐油作为燃料,而消耗数量尚比较汽油能节省一半之多,
如同为载重三吨之车辆,汽油者每加仑汽油仅可行10公里,桐油者每加仑桐油可行20公里。”[26]

1941年7月19日,桐油汽车(车身除外),包括32*6十层车胎6只,备用轮胎1只,在香港的

售价共计为2500美元(折合法币4万余元);桐油引擎全部计1187.5美元,而在昆明市场上的道

奇、福特汽车则需要7万多余元法币,桐油汽车几乎比其便宜一半。[27]1941年7月28日,国民政府

交通部路政司司长杨承训致函祝贺中国汽车制造公司,称“贵公司抗战以来埋头苦干柴油及桐油引

擎制造,均告成功,各种配件亦能自制,挽回国家利益,增强后方运输,厥功至伟,无任欣佩,专复申

谢,并祝贵公司技术及营业日进无疆。”[28]9月19日,《中华汽车周刊》(由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于1941
年8月25日创刊,为战时中国研究公路运输效率及汽车驾驶学术之唯一刊物)刊登题为“桐油汽车

发动机制造成功———中国汽车制造公司空前之贡献”广告,欢迎各界采购,称“桐油发动机经数载之

试验现已完全制造成功,自问世以来,经由贸易委员会、中央工业试验所及川康盐务局等各机关派

员试车,均认为成绩优异,为抗战中最大之贡献,从此汽车燃料可以完全自给,无虞断绝,节省外汇,
增高抗战力量。”[29]

战时后方主要依靠公路运输,货车进口数量大增。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奉命筹设,专门制造汽车

及其零部件,为国内唯一制造汽车的国防交通工业。“凡军事交通机关,如军政部交通司各战区交

通处、财政部、盐务总局、资委会、运务处、本市(重庆)公共汽车管理处等皆由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供

应其所需器材。太平洋战后,外航中断,本公司之出品,尤感供不应求。”[30]

桐油汽车及桐油引擎主要面向军工、政府部门及企业公司销售。1941年8月,中国汽车制造

有限公司重庆办事处(学田湾25号)应军政部兵工署第十三厂要求,做了一个报价表:3部“55”式
四气缸55H.P.桐油汽车发动机及其应用附件(上件可于签约付完后两个月在香港交货),单价为

1400美元;3部30KVA220volt单向交流发电机连电表石板底座在内(上件可于签约付完后两个半

月在桂林交货),单价为法币40000元[31]。1941年11月,西南公路运输局保山下关一带兵工物资

亟待抢运,该局车辆虽多,但汽油、酒精均感困难,该局陈地公局长商请张世纲总经理租用中国汽车

制造公司昆明零件库桐油车参与抢运物资,张世纲委托昆明办事处陈金祥主任与兵工署接洽[32]。

1942年6月,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根据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的商定办法,拨付12辆桐

油车供该局使用[33]。1944年3月14日,经济部工矿调整处预订桐油引擎发电机设备一套,订货4
个月后交货,先付货款80%,交货后付清余款[34]。同年4月8日,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华西分厂致

函,称“工矿调整处订机委员会订购本厂桐油引擎发电设备(不连发电机)15套,每套定价72万元

整”。[35]8月19日,重庆缆车公司致函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材料库,购买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出品之55
至56匹狄(火)塞桐油引擎一副。1945年2月23日,经济部生产局工矿调整处材料库向中国汽车

制造公司定制桐油车配件一批,总价8313500元[36]。
归纳言之,战时桐油车的使用,既缓解了动力燃料匮乏的压力,又弥补汽车进口的不足,时称其

在国防交通运输上的作用“不亚于执戈武士”。“若一律改用桐油汽车,燃料不需外来,即可就地购

用,无运输之烦,国内所余桐油,仍可用桐油汽车运至国外销售,换取外汇,以之专购军火原料,复可

用原车运输而入,则抗战之收获,当不止此。故我桐油汽车之发明,适在我神圣抗战之大时代中,而
得于役于斯盛,其功绩当不亚于执戈卫国之战士也”。[37]1943年10月,国民政府经济部在汇编“抗
战六年来我国工业技术之进步”资料时亦肯定“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制造桐油汽车,以八百个大气压

力,压桐油入燃烧室燃烧,成绩甚佳。”[38]230

四、“双重压力”:战时桐油车在生产及使用上的局限

战时,在原料匮乏、借贷经营双重因素影响下,桐油车在战时国防、交通运输中的作用极为有



限。1944年10月22日,四川省金堂县人吴乐仙向张世纲问了几个颇有意思的问题:“1.制造之原

理与酒精汽车异同之然;2.其车之机件系贵厂出品抑或改用外来之器材;3.除桐油外其他植物油

(如菜籽油落花生等)可否代用,其燃烧力如何;4.何时始得普遍供用,售价若干,将来在交通线上

可否夺取酒精汽车之地位。”[39]同年11月3日,张世纲回函对上述问题予以解答,在强调桐油车优

点的同时,也指出其发展困境所在,“是项桐油汽车现正在敝公司华西分厂积极制造,发动机以原料

困难,一时出品不多,约于明年夏季起始可大量增产,现在暂时无整部车辆出售,惟桐油发动机已可

供售。目前每部定价为国币10万元,将来大量出品制装成车后,因便利经济,用途及需要自必远较

酒精车为广。”[40]

归纳起来,战时桐油车发展受制原因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受战争影响,原材料无法

满足生产需要。中国汽车制造公司的桐油车是以德国朋驰汽车厂柴油汽车为蓝本,通过加入使用

桐油的特别装置来改良发动机而制成的,不过,除了发动机以外,其余的机件完全与朋驰柴油汽车

相同。因原材料购买困难,该公司一度呈请国民政府将公私柴油汽车一律改装为桐油车。与此同

时,该公司又试验汽油汽车改制桐油车。尽管经过该公司工程人员的不懈努力,部分之前只有德国

工厂生产的精密机件(喷油帮浦、弹子盘)亦可生产,但是,生产原料匮乏的窘境一直存在。比如,

1940年2月,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制造成功第一辆桐油汽车;11月起,每月桐油车的生产规模为50~
60辆;1941年4月起,增加到每月120辆,但因原料缺乏,并不能大量生产[18]。1941年12月8日,
香港为日军占领,中国汽车制造公司香港分厂被占,生产一度受挫。“惟此次香港沦陷,本厂工作机

器备受损失,以至重要机器未克抢出,目前如须大量制造,势非请军座指拨原料巨款不可。”[41]

原材料不济直接导致不能按时交货,严重影响中国汽车制造公司的正常营销活动,形成了恶性

循环。例如,1944年3月,工矿调整处与中国汽车制造公司签订订制桐油引擎15部合约,约定同

年7月25日开始交货,在两个月内,即同年9月底以前交清。但是,一年以后,中国汽车制造公司

迟迟不能交货,以致于1945年6月11日,战时生产局订机专案第9次会议决议再次要求中国汽车

制造公司将“该项桐油引擎15部应如数照交”[42]。又过一年,即1946年3月2日,中国汽车制造公

司还再交涉该批桐油引擎的交货事宜,它致函战时生产局工业器材总库,“查承前工矿调整处与

1944年3月底签订合约,向敝公司订制桐油引擎15部一案,除已交货1部外,其余14部,因于湘桂

战时在抢运途中损失,无法续交,业经商得生产局同意,改以其他器材抵交,并经派员与贵库商洽,
已蒙俯允,即以弹簧、钢丝及紫铜管等交货,结抵。”[43]1946年3月26日,战时生产局财务处拟具处

理意见,“再函中国汽车公司送货”,并“应行补交自领取定金之日起至交货之日止之定金利息,方称

公允”[44]。至此,该批桐油引擎交货事宜才告一个段落。
其二,制造资金匮乏,多依赖于借贷经营。1936年秋,中国汽车制造公司计划筹集资金600万

元,同年12月底公司成立时,仅有中国银行交付的150万元,不得已,公司的运营资金多依赖于预

支运费、银行借贷等方式来融通。1941年底,日本占领香港,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损失严重,资金支

出日益捉襟见肘。“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在国内尚存有制造完成之桐油汽车发动机112部,因港厂损

失,公司经济据拮,资金周转不灵,无力装配成车,以资利用,……请局(运统局)内特别协助,预借军

费国币300万元,卡车车胎700副,即可在最短时间内装成桐油汽车112辆,在川滇东路担任公物

运输。”[26]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运务总处为辅助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发展桐油汽车运输事业,
于1942年4月7日订立了合作规约(共七条),即运输统制局运务总处提供资金,由中国汽车制造

公司整理桐油车112辆担任运输交通局大部分物资任务。合作规约签订以后,中国汽车制造公司

收到运务总处拨借的第一笔资金100万元,利用这笔资金,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改装成了12桐油汽

车,于1942年6月先行给贵阳公商汽车管制站,担任金城江至贵阳一段运输交通司物资任务。到

1943年7月时,“其余100辆,因向西南运输处接收之报废地盘,均已残破不堪,只有数十辆尚可改



装,亦照约继续整理,惟依照合约第三条之规定,应由运务总处拨借之32*6内外车胎700套,从未

照行,以致搁置,未能报到行驶。”[45]至于12辆桐油车,改装费用(引擎及配件、轮胎、工料等费)共
计480余万元,于1942年6月5日到贵阳公商汽车管制站报到后,一直担任该站的公物运输任务,
但是该站却提出该桐油车违约装运商资,而拒付运费。1943年6月8日,张世纲致电重庆运输统

制局,要求该局饬照贵阳站按照合约支付运费,并请该局“按第三条规定,续拨借200万元,以为整

理其余百辆车”[46]。在反复呼吁无果后,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于10月19日致函军事委员会运输会

议秘书处,废止二者之间的合作规约[47]。

1943年5月,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因扩充设备、积极筹制桐油引擎,而向国民政府经济部工矿调

整处申请借款1000万元;随后,工矿调整处转呈四联总处;同年9月8日,四联总处准借500万元,
指令中国银行重庆分行贷放,但因办理手续复杂,直到1944年2月才可使用该笔款项,因此时物价

相对半年前已增长很多,贷款额仅及预算半数,500万元仅够置一部分国产机器,不得已,中国汽车

制造公司又向工矿调整委员会商借400万元。不过,资金问题仍未解决,“最大困难问题仍在应付

各项继续投资之及时筹措,经重加估计,完成全部自制特种设备及向国内外添购必需之机器及精密

试验仪器样板等需款1400万元,建筑厂房及装备内部等共需款近1000万元,购置一部分必需原

料如生铁、焦煤、各种尺寸圆钢等最少需款1000万元,全盘共需3400万元之巨。”除了上述借款

900万元及自筹500万元以外,不敷之数达2000万元,因此1944年2月22日,中国汽车制造公司

再次向工矿调整处呈请按照原案再借款550万元[48]。

1944年,战争形势迫使中国汽车制造公司考虑搬迁桂林分厂。公司为了扩大制造能力,计划

将桂林分厂迁于重庆,为此,1944年7月10日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向交通银行商讨抵押贷款,“当此

积极扩充之际,所需周转资金亦随之而增,现拟以现有成品及原料向贵行抵押息借国币3000万

元,作为扩充制造周转资金之用,订约一年,俟明春桐油引擎恢复出品后,当以营业收入优先分期

摊还”[49]。
总之,从技术层面而言,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在战时特殊条件下克服了技术层面上的种种困难成

功研制桐油车,这是中国汽车工业发展上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桐油车试行成绩优良,一度得到

国家和社会的认可,但是,在原材料匮乏、借贷经营等双重因素作用下,其产制、营销情况极其不良,
不仅无法实现批量生产,即使是签约的订单亦无法完成。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一直处于原材料匮乏、
资金不足的“亚健康状态”,是故,其生产的桐油车在战时国防交通运输中的作用也就极为有限了。

五、结论:“燃料—汽车”路径的价值所在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动力燃料问题立即凸显出来,国民政府在采取“国外进口”、“发掘新

油矿”、“制造汽油替代品”等措施保障汽油供给的同时,也转换解决路径制造新型汽车适应中国现

有的普通植物油料。
相对于前三者而言,“桐油车研制”一途的贡献极为有限。不可否认,战事促使桐油车研制工作

快速向前推进,但是,战事带来的原材料短缺和融资困难又制约了其规模化生产的努力。在战事紧

张之时,“燃料为战争胜败之因素,提炼植物油代替汽油,系刻不容缓之工作,在一滴汽油一滴血之

现阶段,确为最后胜利之枢纽”,故而,价格较高的植物汽油有一定的市场,“植物汽油之价格,或竟

较矿物汽油为高,然为救济目前之汽油恐慌及节省外汇起见,乃非此不可,须知少购进一滴汽油,即
少流出一分外汇,保存国家一分原气。”[50]抗战胜利后,除了“国外进口”一途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外,
“发掘新油矿”、“制造汽油替代品”与“桐油车研制”等三种途径均暂时淡出了历史舞台。以动力酒

精、裂炼桐油为主的汽油替代品生产急剧萎缩,其中最大原因在于这些替代品价格远高于国外进口

汽油的价格,故而其市场前景颇为堪忧。与此同时,国内石油开采工作也因政局动荡而陷入停产僵

局。酒精车、植物油料车、木炭车等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黄金时代也随着战争结束而日益式微,甚至



告于终结。
可以肯定,这并非因为战后酒精、桐油的产量远低于战时或战前,那么其原因何在呢? 其最合

理的解释莫过于这些产品既没有国家意志的干预,也没有市场的迫切需求,这种可再生、新型能源

的命运也就戛然而止了。从战时桐油车研制及生产历程来看,在公路交通运输地位隆盛、动力燃料

问题凸显的情况下,桐油车以自身的比较优势在国家积极干预下应运而生,它一开始走的道路就是

政府扶持发展的道路,也可以称为“战略性工业化”①发展道路。这虽然又回到后发外缘型国家工

业化发展道路话题的讨论上,不过,战时桐油车的研制确有一些值得思考的地方。
从长时段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尽管抗战时期以新能源汽车解决抗战动力燃料匮乏问题这一路

径未能走通,但是,研制新能源车的这一思路提出可贵,桐油车研制可敬,退出历史舞台可惜。分

析、梳理其未能批量生产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反思抗战中的深层次困境(如人才、技术、基
础工业等方面的制约)。另外,颇值得注意的是战时就在国民政府资助研制桐油车的同时,国家层

面上还在一直努力试图从桐油中提炼轻油。对此,国民政府经济部给出的解释是既为了解决战时

动力油料的缺乏,同时也为了救济桐油业。但是,桐油车燃用的桐油是不需精炼的,和其他植物油

料一样是借助普通手段压榨出来的。是故,不难发现国民政府在如何利用产量丰厚的桐油是有双

重考虑的,不过,桐油炼制轻油和桐油车研制同时并行,亦可透露出政府层面上对桐油车发展前景

的不乐观心态。总之,无论是战前,还是战时、战后,从中国桐油产量如此庞大、中国市场上汽车需

求如此畅旺等情况来看,以桐油、酒精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理应有较为广阔的发展前景。但遗憾的

是,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国民政府均未尽力去扶持这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其昙花一现的命

运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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