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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所谓“军票”,即“军用手票”的简称 ,最初叫做“军用切符”,

是日本政府为进行对外战争而发行 ,由日军在所占领地区为征发军用物资而

强制流通使用的一种代用货币 ,曾首先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使用。

此后凡是出国作战 ,日军均在所占领的地区使用“军票”。

日本军票 50 年的历史沿革无可辩驳地表明 :日本军国主义企图依靠军

事力量推行政治经济扩张 ,以军票为手段建立日元为中心的区域性金融体

系 ,进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军票是其对外进行侵略、掠夺当地资源和民众

财富的方式手段之一。

关键词 　日本军票 　经济扩张 　掠夺

所谓“军票”①,即“军用手票”的简称 ,最初叫做“军用切符”,

是日本政府为进行对外战争而发行 ,由日军在所占领地区为征发

军用物资而强制流通使用的一种代用货币 ,曾首先在中日甲午战

争和日俄战争中使用。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日军出兵中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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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江海学刊》2001 年第 6 期。



东省的青岛 ,开始改用“军用手票”的名称。① 此后凡是日军出国

作战 ,均在军中和所占领的地区使用“军票”,如 1922 年侵入苏联

的西伯利亚 ,1931 年侵入中国东北 ,1937 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

1941 年挑起太平洋战争。② 由于日军把战火烧到哪里 ,“军票”也

就随着其侵略势力的扩张流通使用到那里 ,所以“军票”的发行完

全是政府行为 ,其应用沿革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近代以来日本

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史。

关于军票的性质、特点和功能 ,多年来日本学者已有不少研究

成果 ,但也有不同看法。如 :有贺长雄持“票证”说 ,认为军票并非

货币 ,只是一种征发票证 ,即占领军在当地对于所征发的物资和劳

力给付的依据或凭证。③ 曾任日本陆军主计中将的森武夫持“军

用货币”说 ,认为“军票是特殊的货币代用券”,是日军在占领区所

使用的各种流通货币之一。④ 而津下刚则主张军票只是“日本政

府在满洲占领地区发行的纸币”⑤,突出了军票使用范围的限定

性 ,但也指出了军票发行的政府背景。除野信道则强调“作为具有

交换媒介物机能的军票带有通货的性质 ,其价值通过对物的购买

力和对其它通货的交换比率而表示出来”⑥,从金融货币学的角度

着重指出了军票作为代用通货的基本性质。但无论如何 ,他们谁

也没有否认军票作为代用通货在日军占领区流通使用的基本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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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明治大正财政史》,经济往来社 1958 年版 ,第 20 卷 ,第 7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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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功能 ,因而也就无法否认日军通过军票的流通使用 ,变相掠夺被

占领地区资源和人民财富 ,对外进行军事和经济侵略的事实。

抗日战争时期 ,日军为了从经济上打击中国抗日力量和掠夺

中国资源 ,曾在所占领地区大量发行军票 ,以排挤原国民党政府所

发行之法币的流通和使用。今村忠雄指出 :“在华中地区日军所使

用的军票 ,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法币的替代通货而发行的。即使是

作为征发证券 ,也不能成为说它不是通货的理由。就军票的功能

而言 ,必须彻底表明其通货性。”① 清水善俊也认为“支那事变军

票的特征乃至本质首先是由于支那事变长期化的原因而作为一般

通货发展的”,他列举了军票所具有的 3 大功能 :流通手段或价值

的媒介手段 ;价值尺度 ;财富或价值的储藏手段。以及 3 大特点 :

发行、流通和回收的统制管理 ;与日元等值 ;依靠军事力量强制流

通使用。② 证明日本的军票完全具备了一般货币所具有的基本功

能和属性 ,虽然还是没有使用“侵略”的字眼 ,但实际上承认了军票

作为代用货币的功能和侵略手段的性质。日本学者虽然承认军票

在日军占领地区作为替代通货的基本功能和事实 ,但大多只是从

金融制度、货币政策的角度进行分析论证 ,大都回避了日本的军票

作为经济侵略手段辅助军事侵略的本质特征 ,因而也未明确提出

通过使用军票 ,日军掠夺了多少受害国的财富 ,给被占领区人民带

来了多大的损害。战后 ,日本政府曾对本国和亚洲各国民间的部

分军票进行过有偿回收 ,以这样一种处理方式解决军票问题本身

就说明军票的发行使用是日本官方的行为 ,是日本军国主义有计

划地对外进行军事和经济侵略的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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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日本军票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7 月 ,中日两国军队在陆地进行

了成欢会战 ,在海上进行了丰岛海战。10 月 ,日军越过鸭绿江侵

入中国领土占领辽东地区 ,并准备进一步进攻长城以南的中国华

北地区 ,侵华日军也从 5 个师团增加到 7 个师团。① 在扩大侵略

的同时 ,如何支付庞大的军事费用成为日本政府不能不考虑的问

题。由于中、朝、日三国通货制度和货币计量单位不一样 ,日军需

要从国内带来大量银两以在当地支付战争费用。为防止国内金银

外流导致通货膨胀和财政困难 ,为支付战争费用和准备扩大对华

侵略 ,日本政府采取了发行代用货币 ———军票 ———的办法。1894

年 11 月 17 日 ,大藏大臣向内阁会议提出《关于军用切符及征发证

票制度的方案》,要求发行“军用切符”,作为在日军占领地区流通

的货币。日本内阁会议当天即通过了关于《军用切符发行及征发

证票使用办法之件》的决议。根据内阁决议 ,大藏省令印刷局印制

面值 1000 万两的“军用切符”,其中的 270 万两于 1895 年 3 月交

付侵华日军使用。② 可见 ,日本政府发行军票的基本动机 ,就是为

了扩大对外侵略 ,而且首先是用于对中国的侵略。

“军用切符”的样式与日本 1872 年发行的“新纸币”大体形似 :

纵长幅面 ,两侧印有黑色的龙凤图形 ,中间写有“大日本帝国政府”

的字样 ,但并无“军用切符”字样的明确表示。为与日本国内使用

的“新货币”相区别 ,军票上面没有红色的“明治通宝”4 个字 ,背面

则用中文写有“此券为便于支出军费而发给 ,俟事完之后 ,每壹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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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日 ]《明治大正财政史》,经济往来社 1958 年版 ,第 20 卷 ,第 672 页。

[日 ]防卫厅战史部 :《战史丛书·陆军军战备》,朝云新闻社 1979 年版 ,第 31 页。



准兑换现银日元壹元四拾钱”,货币单位采用清朝计量银货所使用

的“两”、“钱”和“分”。最初只发行了壹两、五两、拾两三种票面价

值的军票 ,后来又追加发行了五钱和贰钱五分两种小额券 ,其背面

均写有 :每五钱准大日本帝国货币七拾钱和每贰钱五分准大日本

帝国货币叁拾五钱。① 当时日本 1 元银币的重量为 261956 克 ,其

中纯银 241260 克 ,而中国北京的官库平松江银的纯银重量为

3713125 克 ,两者比率为 113842 ②,正好与 1 两军票兑换 114 元日

元相近。日本军票之所以采用这样的货币单位、兑换比率和中文

的兑换说明 ,是为了使当地居民易于识别和接受 ,但也恰恰证明发

行日本军票是准备在扩大对华侵略之后 ,于中国华北地区流通使

用的。由于 1895 年 4 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结束 ,所

以余额军票未能再继续印制和交付使用。据日方资料 ,甲午战争

期间日军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过程中所支付的军费概算总额为

5000 万日元左右 ,而当时日本银行储备金仅为 908812 万日元 ,即

战争费用超过银行储备金的一半以上③,因此发行军票对于日本

军国主义在进行侵略战争的同时 ,防止银货外流 ,支持政府财政 ,

稳定金融局势 ,确实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二 　日俄战争时期的日本军票

由于有了中日甲午战争的经验 ,所以当日俄关系紧张、战争趋

势日益明显之际 ,日本政府就开始准备发行军票。日本政府认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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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是个强大的对手 ,要作好与之进行大规模长期作战的准备 ,将

会有巨额的财政支出 ,举借外债不可避免 ,因此必须保证国内的金

银储备 ,防止金银外流。于是 1904 年 1 月 23 日 ,大藏大臣曾祢我

提出《军用切符使用办法》的议案 ,建议当日俄战争爆发时再次发

行军票。在对俄宣战的前一天 (2 月 6 日) ,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

此项议案。此次发行军票的目的和原因与中日甲午战争完全一

样 ,但值得注意的是 ,议案规定军票流通使用的区域包括“清韩两

国”,军票背面的兑换说明也有中、朝两种文字。这就充分说明 ,日

本军国主义在准备侵略战争之际 ,就已经把并不参战的朝鲜和中

国划入了预定的作战地区。①

为进行日俄战争而发行的军票与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所使用的

军票基本形制一样 ,不同的只是在正面上部明确写有“军用手票”

的字样 ,并注明“明治三十七年发行”。券面表示的货币单位从“银

两”改为“银元”,是为了与日本已采用的金本位制相适应。券种有

拾钱、贰拾钱、伍拾钱、壹元、伍元、拾元 6 种。② 发行额度最初定

为 1 亿日元 ,后由于日军投入兵力多达 14 个师团 ,作战区域和侵

占地区不断扩大 ,军事费用不断增长 ,所以到 1905 年 8 月 1 日 ,总

计发行各种面值的军票达 114841 亿日元。③ 因此 ,军票发行量的

多少与日军对外侵略战争的规模大小、地域广狭、时间长短等要素

成正比。

另外 ,随着日本政府允许本国银行介入军票的兑换和回收业

务 ,所以军票又成为日本垄断财团对外进行经济扩张的有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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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日 ]《明治大正财政史》,经济往来社 1958 年版 ,第 20 卷 ,第 6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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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效手段之一。如 :日俄战争之前 ,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在中国

辽东只有牛庄一个支店 ,而随着战争的进行和日军占领地区的扩

大 ,该行迅速扩充支店网 ,并作为日本银行的国外代理店处理包括

军票在内的国库业务。1905 年 12 月日本政府发布命令 ,正式准

许该行作为“满洲地方的金融中枢机构”,经营军票业务和发行有

价证券。此后该行逐步接手了尚未被政府回收的 152513 万日元

的军票业务 ,以本行发行的有价证券兑换回收军票 ,并趁机大举扩

充对华金融业务 ,先后发行了“圆银券”、“英洋券”、“小洋券”、“银

两券”等多种银行券 ,并且在天津、上海分别开设支店①,不断扩大

和加深对中国各地的金融渗透和经济扩张。横滨银行也因此而成

为列强在中国的著名大银行之一。

三 　日军侵占青岛时的日本军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日军以对德宣战为名 ,于 1914 年 8 月

侵占中国山东的青岛。为在当地支付军事费用 ,日本内阁于 9 月

3 日通过《临时派遣部队资金支办程序》,规定军票与其它通货和

有价证券一样 ,可以用于支付各种军事方面的支出。② 为占领青

岛而发行之新军票的形制与日俄战争时期的几乎完全一样 ,券种

有十钱、二十钱、五十钱、一圆、五圆、十圆等六种面值 ,只是在券面

加印了表示票面价值的英文 ,以便利居住在青岛的欧美居民使用 ,

但背面的兑换说明去掉了朝文③,大概是因为山东地区的朝鲜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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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如东北地区那样多的缘故。而日本政府规定以前发行又回收

的军票也可以再次使用 ,既是为满足对朝鲜族人支付的需要 ,也如

日本学者所解释的那样 :“这是因为预定军票使用地区与日俄战争

时一样 ,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且仅仅过去了 10 年。”① 由

于日本用于占领的军队仅一个师团 ,所以军票的发行总额也比前

一次为少 ,仅 118112 万日元 ,其中由国库保管 885 万日元 ,交付占

领军使用的仅 208 万日元。1915 年 3 月以后 ,日军在所占地区的

军政费用和军人、军属的俸给 ,已全部用军票支付。②

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已于 1914 年 2 月制定了《国币条例》,以

“圆”(纯银量为库平银六钱四分八厘) 为基准货币单位 ,法定货币

有银币四种、镍币一种、铜币五种 ,但由于军阀混战、各自为政 ,国

币尚未能普及流行于全国。山东省使用的通货还是以银钱为主 ,

主要有 :胶州平足银、芝罘漕平足纹银、济南钱平足宝银 ,同时流通

的还有墨西哥银币、日本圆银、美圆银币 ,以及中国的九八规元和

袁大头等。③ 但由于日本军票有政府和军事占领当局的背景 ,得

以依靠军事力量和占领当局的特殊权力而强制流通使用 ,所以逐

渐排挤了其他多种货币 ,成为山东地区内主要的流通货币。

1915 年 2 月 ,日本政府决定仍以横滨正金银行发行的银行券

回收军票 ,允许该行青岛事务所发行 500 万日元的银行券④,此后

该行的银行券替代军票流通于山东地区。可见 ,日本军国主义利

用军票对中国进行侵略的过程实际上是三步曲 :先发动战争实行

军事占领 ;然后借助军事力量强制推行军票 ;待军票排挤掉地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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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通货 ,最后用日本银行的银行券代替军票 ;以控制当地金融市

场 ,进行金融渗透和经济侵略。

四 　日军出兵西伯利亚时的日本军票

1917 年 8 月 ,为颠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国际帝国主义联合

出兵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日本政府也不甘落后 ,决定出兵西伯

利亚。陆军省制定的出兵计划是 :国内日军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

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 ,然后沿西伯利亚铁路向北进攻到哈巴罗夫

斯克再继续西进 ,同时侵占中国东北南部的日军也要向北出动 ,越

过中苏边境后再继续向北、向西进攻。① 为筹措此次军事行动的

费用 ,8 月 7 日的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了《西伯利亚及北满洲出征部

队军事资金支办程序》,再次“依照前例”发行军票。并且规定 :在

西伯利亚使用军票支付军事费用 ,在北满洲尽量使用朝鲜银行券 ,

如朝鲜银行券流通困难或印制不及则使用军票。② 这次发行的军

票也有十钱、二十钱、五十钱、一圆、五圆、十圆等六种面值 ,券面右

侧印有用俄文表示的券面价值 ,左侧的俄文意为“日本帝国政府”。

但值得注意的是 ,票券反面的兑换说明仍保留中文而不用俄文 ,这

恐怕不仅仅是日本学者所认为的“考虑不充分”。③ 很可能是因为

日军在对俄军事行动中 ,仍将主要从中国东北征发各种军用物资 ,

日本军票也将大量使用于这一地区 ,所以才沿用了以前军票上的

中文兑换说明。这次军票发行总额为 3000 万日元 ,其中国库保管

1857 万日元 ,日军携带 1143 万日元 ,另外还使用朝鲜银行券 2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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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日元 ,总计近 6000 万日元。之所以需要这么大数额的军票 ,是

因为日军出动了 7 个师团、近 10 万人的庞大兵力 ,而且侵占西伯

利亚地区长达 4 年零 5 个月的缘故。①

当时西伯利亚地区的货币制度较为混乱 ,市场上流通的货币

既有沙俄政府的金本位制 (金币四种、银币七种、铜币六种) 货币 ,

也有二月革命后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

发行的纸币 ,另外还有地方割据政权发行的各种代用货币和有价

证券 ,在同一地区多种货币并行的混乱情形不仅造成了通货膨胀 ,

而且使日本军票在当地的流通极为困难。② 为此 ,日本政府、占领

军和银行方面经过协商共同决定 :积极推进军票、朝鲜银行券、日

本银行券与俄国卢布的交流 ;向商家提供低利贷款 ,促进以日元本

位为基础的日本商品的销售 ;免除基于军票和朝鲜银行券的汇款

和兑换的手续费。据朝鲜银行驻哈尔滨特派员的报告 ,到 1919 年

1 月 ,日本军票和朝鲜银行券已经在当地顺利而广泛地流通使用

了。③ 由此可知 ,日本政府之所以积极发行军票 ,除了为在占领地

区支付军事费用的直接目的外 ,还有着推进日本商品销售、占领当

地市场、扩大日本经济势力等具有长远性及战略意义的经济意图。

而日本金融垄断财团也是依靠军事力量、跟随日军前进才得以向

海外扩张经济势力的。如 :日军出兵前 ,朝鲜银行仅在符拉迪沃斯

托克有一个松田营业部 ,业务量十分有限。日军出兵后 ,松田营业

部改名为蒲盐支店 ,跟随日军的进攻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共开设

了六个事务所 ,在日军占领区内进行着大量的存款、借款、汇款、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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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 —42 页。

[日 ]防卫厅战史部 :《战史丛书·陆军军战备》,朝云新闻社 1979 年版 ,第 79 页。



换和代理国库业务。但随着日军逐步撤出西伯利亚 ,上述事务所

也一个接一个地关闭 ,到 1922 年 9 月又只剩下了一个蒲盐支

店。① 无庸讳言 ,日本政府发行军票与日本金融资本的扩张是相

辅相成、互为因果的。

五 　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军票

1937 年 7 月 7 日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

华战争。10 月 22 日 ,恰恰是在日军第十军准备在中国浙江省的

杭州湾登陆作战扩大对华侵略之际 ,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了《军用手

票发行要领》,与以往发行军票的内阁决议相比 ,该要领极为简单 ,

仅有三项条目 ,具体发行程序由大藏大臣训令《支那事变派遣部队

经费支办军用手票发行手续》作出规定 ,说明此次发行军票的目的

是“支那派遣军的军人、军属的俸给以外的支付”。② 此前 ,侵华日

军的北支那方面军支付军费所使用的货币是朝鲜银行券 ,上海派

遣军使用的是日本银行券 (正金银行发行) 。由于侵华战争不断扩

大 ,现地军费支出大幅度上升 ,而朝银券和日银券在日军占领区内

的流通并不顺利。所以日本政府故计重施 ,决定再次发行军票 ,并

在 1938 年 9 月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修改《军用手票发行要领》,将发

行军票的目的扩大为“一切军费的支付”。③ 10 月 ,日军第十一军

攻占武汉 ,第二十一军攻占广州 ,日本军票也随着日军占领地域的

扩大而流通使用于中国的长江中上游和华南地区。

抗日战争时期流通于日军占领区的军票有多种形制。最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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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甲号票同前几种军票的形制基本相似 ,只是为适应中国“废两

改元”的金融制度改革 ,把票面上的“金”、“银”改为“元”、“钱”。①

由于纸质粗劣、印制粗糙 ,所以按照大藏省理财局局长大野龙太的

意见 ,又发行了乙号票。② 乙号票是在日银券的基础上再版印制

的 ,去掉了“日本银行兑换券”的字样 ,加印了“大日本帝国政府军

用手票”的字样。但原来的字迹隐约可见 ,所以又发行了丙号票。

丙号票完全去除日银券的字样 ,用朱红色加深了“军用手票”的字

样。由于丙号票与日银券形制相似又同时流通 ,所以往往被人们

认为日银券等于军票 ,为此又发行了丁号票。丁号票一改以往各

种军票的纵长型为横长型 ,两侧印有龙、凤等瑞鸟、瑞兽的图样。③

1939 年 9 月 ,日本政府为使军票完全摆脱军队征发证券的形式 ,

作为一般货币成为华中、华南地区唯一的通货 ,又发行了戊号票。

戌号票的券面上去掉了“军用手票”的字样 ,保留了“大日本帝国政

府”的字样 ,以表示这是日本政府发行的一般货币。④ 1940 年 9

月 ,日军的侵略范围扩大到了印度支那 ,在侵华日军的南支那派遣

军的战斗序列下编成印度支那派遣军 ,为供应该军的军用资金 ,新

发行戌号军票。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军第二十三军侵占

香港和九龙半岛 ,在当地使用了丙号军票。⑤ 1943 年 ,日军为扶植

汪伪政权 ,使用汪伪政权发行的“中储券”支付军费 ,决定在占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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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银行调查局编 :《图录·日本的货币. 10》东洋经济新报社 1973 —1975 年卷头

图 ,第 132 —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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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军票的使用 (除香港和海南岛以外) 。

在侵华战争中日本政府所发行的军票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

券种繁多。甲号票有十钱、五十钱、壹圆、五圆、十圆五种 ;乙号票、

丙号票有壹圆、五圆、十圆、百圆四种 ;丁号票、戊号票有二厘五、壹

钱、五钱、十钱、五十钱、壹圆、五圆、十圆、百圆九种 ;戌号票有五十

钱、壹圆、五圆、十圆、百圆五种 ;一共是 6 种票号、23 个券种面

值。① 二是军票发行数额也特别巨大 ,总金额高达 710973 亿日

元。其中甲号票发行额 4381 万日元 ,乙号票发行额 5000 万日元 ,

丙号票发行额 118840 亿日元 ,丁号票发行额 110427 万日元 ,戊号

票发行额 219325 亿日元 ,戌号票发行额 3000 万日元。②

侵华日军之所以会使用种类如此之多、数额如此之巨的军票 ,

其基本原因 :一是中国地域广大 ,各地金融制度、货币流通情况不

一样 ,为使军票更易于被当地居民接受 ,所以需要有不同的券种 ;

二是日军侵华的军事行动是逐步、分阶段进行 ,军事费用的增长和

对资金的需求也带有阶段性的特点 ,在不同的阶段需要发行不同

的军票以应付军事需求 ;三是日本政府对华实行“分而治之”的政

策 ,先后在中国扶植了华北、华中和南京几个伪政权 ,在不同的占

领区使用不同的军票 ,造成彼此不同的金融体系 ,既破坏了中国金

融秩序 ,也有利于日军在经济和金融上对伪政权的控制 ,是日军侵

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像日本研究者所说的 ,只是货币

的发行、印制、流通、票面等纯粹的金融或技术方面的问题。日本

政府发行军票之初 ,有考虑日本货币价值低落 ,防止银货外流 ,支

持政府财政 ,稳定金融局势 ,支付战争费用等因素。但军票一旦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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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起来 ,其排挤法币 ,破坏中国金融秩序 ,削弱中国抗战力量和经

济基础的作用日趋明显 ,所以日军使用包括武力在内的各种强制

手段维持军票的币值。中国学者认为 :“日本在最初发行军票的时

候 ,维护了日本人的利益 ;军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 ,既打击了蒋介

石政权的抗日经济基础 ,又笼络了汪伪势力 ;在有条件地废止军票

时 ,又把战争负担转嫁到中国人民身上。”① 当军票的“开路”使命

完成后 ,日本侵略者就在所占领地区成立银行 ,如东北地区的“满

洲银行”、华北地区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等 ,这些银行的正副总

裁和理事会成员都是日本人 ,通过发行货币、回收军票。1941 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本政府为对美国作战 ,更加感到伪政权在维

持占领区统治方面的重要作用 ,由于各种伪币的发行得以用于军

费支付 ,所以于 1943 年废止军票 (香港和海南岛除外) 。“日本垄

断资本家采取直接的财务诈骗手段 (印发毫无保障的纸币) ,掠夺

所占地区人民”,“大大促进了对所占地区的经济与工业的掠夺”。

日军侵占华中、华南后 ,也在当地建立了同样的财政金融体制。②

因此日本政府在侵华战争中发行的军票就更为充分地表现出其掠

夺和搜刮的目的 ,以及作为侵略手段的本质属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 ,日本的军票 (无论是日军或日本银行

持有的 ,还是处于流通过程中的 ,或是民众手中保有的) 一夜之间

都变成了毫无价值的废纸。因此对于被日军侵略的国家和人民来

说 ,因军票所受到的损害也是战争损害的一部分。由于发行军票

本身是一种国家行为 ,所以按照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 ,军票发行

国也应对这一部分战争损害给予赔偿。战后在美国旧金山签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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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和约第 14 条就日本对战争损害应承担的赔偿义务做出了明

确的规定。但日本学者认为 :中国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第 5 项已

宣布放弃对日赔偿请求权 ,因此免除了日本政府对中国政府和人

民由于侵华战争所受到的损害 ———其中也包括因军票而受到的损

害 ———作出赔偿的义务。① 日本政府显然也持同样立场 ,因而战

后未曾对因军票的流通使用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害给予任何赔

偿 ,至今仍拒绝对中国民间因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所受到

的各种损害做出赔偿。在进入 21 世纪的今日 ,应不应该对此做出

赔偿 ,怎样给予赔偿 ,仍是中日之间未能完全解决的战后处理问题

之一。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 ,这一问题仍未能妥善解决 ,于情于

理于法 ,都是不应该的。

六 　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日本军票

1941 年 ,日本军国主义积极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11 月 1

日 ,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决定了以 12 月上旬发动进攻为主要内容

的《帝国国策遂行要领》②,贺屋兴宣大藏大臣也发布了《南方外币

表示军用手票发行手续》的训令 ,此次军票发行目的仍是“为便于

提供军费的支付”,使用地区为“南方作战地域”。③ 这一事实再一

次无可否认地说明军票发行与日军扩大侵略之间相辅相成的密切

关系。由于所谓“南方地域”,包括印度支那、东南亚、印度和澳大

利亚等广大地区 ,当时流通美元、英镑、荷兰盾等各种货币 ,所以日

本同时发行了美元军票、英镑军票、荷兰盾军票和卢比军票 ,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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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在不同的军票券面上印有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 ,以及当地特

有的名物风景 ,如 :椰子树、香蕉林、橡胶树、榕树、佛像、村落、水牛

等 ,以便易于为当地居民接受和尽快占领当地金融市场。① 因此

研究者们又称这批军票为“外币军票”。日军占领“南方地域”后 ,

继续依靠军事力量在当地实行“军前交易方式”,强制发行各种军

票。当地原流通货币失去了政治权力的保护和经济基础的支撑 ,

逐步为日本军票和各种银行券所排挤 ,占领地区的经济和金融基

本上为日元和军票所控制 ,使各国人民不得不按照日军规定的兑

换率用本国货币兑换军票 ,因被迫使用军票而蒙受了极大的经济

和物质的损失。

在军票和日本各种银行券取得压倒性优势的基础上 ,日本政

府于 1942 年 3 月设立了作为南方地域中央银行的“南方开发金

库”(简称“南发金库”) ,1943 年 3 月又正式发布《关于发行南方开

发金库券的文件》,大藏大臣下达《南方开发金库券发行要领》,规

定已发行的“外币军票”与新发行的“南发券”同等对待 ,未发行的

外币军票转由“南发金库”管理。②“南发金库”是一家日本政府全

额出资的特殊金融机构 ,在日军占领的南方地域各地设立支店。

其经营范围一方面受政府委托处理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和现地军

政会计的国库业务 ,对军票的使用流通进行管理 ;另一方面对民间

企业融资 ,经营外汇兑换 ,发行“南发券”。所以其性质和功能具有

两面性 :既是一般金融机构 ,经营普通金融业务 ;又是特殊的军政

机关 ,负责军票的发放、兑换和军事、军政、军用的会计管理。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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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发券”是无准备金、无限额、非兑换的恶意发行 ,而且总额高达

194187 亿日元 ①,所以对被占领地区人民的损害也特别巨大。结

果到 1944 年 ,在日军占领区内就导致了金融混乱、通货膨胀、物价

腾涨。

1941 年冬 ,日军侵占香港以后 ,即大量发行军票。在禁止其

他货币流通的同时 ,强迫香港市民以港币、外币、黄金、实物等兑换

军票。最初以 2 港元兑换 1 元军票 ,从 1942 年 7 月 24 日开始以 4

港元兑换 1 元军票。日军侵占香港 3 年零 8 个月 ,共发行军票 19

亿元。日本战败、日军撤出香港 ,并未从香港市民手中收回军票 ,

香港 3500 多户市民手中仍持有约 5 亿 4 千万元军票。香港市民

决心向日本讨还被侵略者掠夺的财产 ,为此组成了“香港索偿协

会”。1993 年 8 月 13 日 ,香港索偿协会代表持有军票的香港市

民 ,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 ,控告日本政府发行货币却未能履行兑换

现通货币的义务。到 1999 年 6 月 17 日 ,经过 28 次开庭聆讯 ,日

本东京地方法院做出了判决。判决书虽然承认日军在香港强制发

行军票 ,掠夺香港市民财富的罪行 ,但还是以日本没有“赔偿法”,

无法可依 ,而判香港索偿协会败诉。香港索偿协会上诉至东京高

等法院 ,高等法院维持地方法院的原判。香港索偿协会再上诉至

日本终审法院 ,并交纳印花税办理了上诉手续。日本终审法院于

2001 年 7 月受理后 ,一再拖延开庭日期 ,至今不开庭、不答复、不

解释、不退款。② 对于这样一个“发行货币不兑现的债务问题”,日

方百般推脱 ,不肯爽爽快快地承认义务、承担责任 ,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日本政府对于侵略战争的认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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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票 50 年的历史沿革无可辩驳地表明 :日本军国主义企

图依靠军事力量推行政治经济扩张 ,以军票为手段建立日元为中

心的区域性金融体系 ,进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军票是其对外进

行侵略的手段和方法之一。盟军打败日军重新占领南方地域后 ,

为打击日本军国主义 ,宣布日本政府或傀儡政权发行的一切货币

全部作废。亚洲各国人民因此而受到的巨大损失 ,当然应该由军

票的发行者 ———日本政府给予赔偿。

(作者林晓光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孙辉 ,武警森林指挥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刘 　兵)

《太阳旗下的罪恶 :
侵华日军江西细菌战揭秘》

　　2005 年 4 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吴永明著的《太

阳旗下的罪恶 :侵华日军江西细菌战揭秘》,2315 万字。

该书通过对江西玉山、上饶、广丰等地细菌战受害者的调

查 ,揭露了日本侵华时期其细菌战谋略的形成 ,在中国江

西的细菌作战。阐述了近年来民间对日诉讼的法律思

考 ,及对战争遗留问题与中日关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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