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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目前仅有几篇涉及丁佶学术研究活动的成果，集中于对丁佶在会计学领域所获成绩进行探讨。管静的 《〈会计

杂志〉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３年）、宋丽智的 《近代会计思想的西学东渐研究———以 〈会计杂志〉

为中心的考察》（刊载于 《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６期）以 《会计杂志》为研究重心，对该刊所载丁佶的论文也

有涉猎，肯定了他对中国学界了解西方近代会计制度的意义。

丁佶教授与近代云南经济问题研究

马俊林

（云南师范大学 历史与行政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要：丁佶从云南工业化问题入手的研究，将近代云南经济问题带入了中国工业化研究的范畴。在研究

方法上，丁佶重视经济文献的搜集、整理、运用，积极为云南地方的现实经济问题寻求解决途径。在研

究主题上，丁佶将云南地方经济问题研究带入了全国性的经济热点问题讨论当中，提升了其在学术领域

的意义和地位。正是以丁佶为代表的一代学人在地方性问题与全国性问题之间搭建的学术桥梁使得近代

云南经济问题研究在近代中国经济学研究领域获得独立价值，成为其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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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佶是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 “南开经济学人”

群体中的重要成员，也是西南联大经济系的骨干之

一，由于英年早逝，学术影响力未彰，学界对其研

究很少。①西南联大时期，丁佶着重研究近代云南

经济问题，为将近代云南经济问题研究带入近代中

国经济学界的视野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文拟对全面

抗战爆发后丁佶围绕近代云南经济问题所进行的学

术活动做一梳理，分析其在近代云南经济问题这一

专门学术方向上所做的探索，揭示其学术活动的历

史价值和意义。

一、丁佶生平及主要学术成果

丁佶 （１９０５—１９４０年），福建闽侯人，１９２０年
以福建省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进入清华学校学习；



１９３１年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回国，次年入职
南开大学；此后除１９３７年在军事委员会农业调查
委员会短暂工作三个月外，始终在南开大学任教治

学。卢沟桥事变后，丁佶辗转长沙、蒙自、昆明，

随校授课。１９３８年５月２日，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
商学系主席，成了商学系的中坚力量。其对内则主

持商学系工作，对外则先后承担多项研究工作，“今

日评论出版，则由先生负责经理，北平图书馆与西

南联大合办之 《中日战争史料征集委员会》，有关

经济资料之搜求编纂，先生亦多参与负责。二十八

年兼任西南经济建设研究所昆明办事处主任，今年

一月中国西南实业分会云南分会，敦请先生编辑

《云南实业通讯》月刊，经济学术界共同组织之云

南经济问题讨论会，会员达七十二人，会务皆由先

生领导主持。”［１］而 《大公报》介绍丁佶生平称，

“氏自抵昆以来，对于西南 （尤其云南）经济 （尤

其工业）问题，潜心探讨，饶具心得，故最近复从

事编纂 《云南经济 》一书，讵秩未成，而齑志以

殁。”［２］因丁佶于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４日在昆明溺水身亡，
其学术计划未能完成，殊为可惜，但丁佶积极融入

以南开经济研究所、西南实业协会为代表的多个研

究机构，主持、参与多项学术活动，有学者认为，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的一些学者如方显廷、
丁佶和何廉已经做出了好的开端。”［３］在这一时期的

南开经济研究所，丁佶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甚

至可以说是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缔造者之一。

笔者以 “丁佶”为关键词在 “晚清民国期刊

全文数据库”检索显示，丁佶先后公开发表的文

章达３７篇之多，其中１４篇为书评和参考资料简
介，１９篇为经济时评与专业论文，刊载于 《云南

实业通讯》的 《云南经济文献》属于研究成果目

录整理，有４篇。又检索 “中国近代报纸全文数

据库”，发现另外近１５篇文章，以介绍中国人寿
保险业的为多。将两个数据库检索所得合并，则丁

佶在９年中先后公开发表的文章不下５０篇。此外，
丁佶的著作有西方会计学名著 《巴希欧里 “计算

与记录要论”》（译著）、《近年中国棉纺织业之发

展》《中国之煤矿业》《汉译会计学名词》，① 参与

执笔方显廷主编的 《中国经济研究》第六编金融部

分的 “中国人寿保险事业”。另，丁佶的学生贾朴

君在悼文中称，“本年 （１９４０年）南开经济研究所

英文版 《经济社会季刊》复刊，先生所写之 《抗战

中之中国新兴工业》一文为中外读者所称道。 《云

南的公路运输》一文资料整理甫告完毕， 《抗战前

中国的工业》则尚在进行中，哀痛中一点慰藉的是先

生的英文巨著———抗战以来中国之交通与运输———费

时半年，于一礼拜前已告完成。”［１］结合 《南开校

友》中的介绍，“今春该所英文 《南开社会经济季

刊》复刊，氏撰有 《抗战时期之中国交通》一文，

临难前数日，每日均工作至深夜，文成，该所研究

主任兼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氏为之握手道

贺。”［４］可知，丁佶已完成英文论文 《抗战时期之中

国交通》和 《抗战中之中国新兴工业》，而 《云南

的公路运输》和 《抗战前中国的工业》都正在进行

中。对丁佶学术成果的梳理可知其成果丰硕。

对丁佶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发现，其学术

活动大体可分为在天津和在昆明两个阶段。在天津

时期，初入南开大学时，他主要从事西方会计学问

题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逐

渐转向中国工业化问题研究②，而这正是同时期南

开经济研究所主导的一个热点经济学研究领域。到

昆明后，他主要围绕着近代云南工业化问题展开研

究，是他把中国工业化问题与云南地方实际相结合

的学术探索。

二、丁佶与 《云南实业通讯》

抗战中后期，为统筹、促进西南的实业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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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丁佶 《巴希欧里 “计算与记录要论”汉译》（上、下）（刊载于 《计政学报》１９３６年第２卷第１期、第２期）、
《近年中国纺织业之发展》（刊载于 《南开社会经济季刊》１９３６年７月刊）、《中国之煤矿业》（英文）（分两篇先后刊载于
《南开社会经济季刊》１９３７年１月和７月刊），这几种成果均系著作，但采用了当时较为通行的以刊代书的发表方式。

参见丁佶这个阶段的主要成果：丁佶 《技术合作》（刊载于 《政治经济学报》１９３４年第３卷第１期），《工业标
准与产业合理化》（刊载于 《工业标准与度量衡》１９３６年第５期），《胶皮轮大车与公路利用》（刊载于 《农报》１９３６
年第３１期），《东方之工业化 （书评）》（刊载于 《政治经济学报》１９３６年第４卷第２期），《一个农业国的战时经济》
（刊载于 《农本》１９３９年第２２期），《上海之工业化》（刊载于 《政治经济学报》１９３７年第３卷第１期）。



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９日 “西南实业协会”总会在重庆成立，
其会员多系当时名重一时的实业家、金融银行家、学

者和官员，堪称抗战中后期中国经济领域的中坚力

量。总会之外，多地设立分会。为促进西南实业协会

内部的经济信息交流，协会于１９４０年元旦发行协会
刊物 《西南实业通讯》。云南的经济建设问题当然是

西南乃至中国整个经济建设问题的一部分，而担任云

南富滇新银行行长和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缪

云台是西南实业协会的执行理事，也是云南分会主

席，所以，云南于１９４０年１月出版发行 《云南实业通
讯》杂志。《发刊词》中指出，“各地域经济消息的

沟通与经济事业的联系，极为重要。这亦是本刊所负

的使命。”［５］为该刊确立了办刊宗旨及内容导向。该刊

系月刊，总共发行一卷八期。第八期刊载 《本刊启

事》中郑重告知，“本刊因编辑人丁佶先生不幸于十

月四日辞世，致本期出版稍延时日，敬祈读者鉴谅为

幸。”可知第八期之印刷出版应在１０月４日之后。事
实上，《云南实业通讯》因丁佶先生罹难而就此停刊。

《云南实业通讯》主要刊登有关云南实业经济

的统计数据和资料，以及有关云南经济的研究论文。

该刊第六期刊登 《本刊启事》声明，“本刊欢迎读

者投寄关于云南经济之论文及云南实业之消息”表

明，该刊是以刊载有关云南的实业信息和研究文章

为主。综合来看，该刊内容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大类是云南经济信息，主要分为云南经济

统计摘要、统计数据和实业信息三种。“云南经济

统计摘要”介绍云南面积、人口、人口密度、行

政区划等一般信息，提供农业、工业、矿业、贸

易、交通等综合统计数据。其中，“云南经济统计”

栏先后提供了蒙自、思茅、腾冲三关每月进出口贸

易值、昆明外汇市场、昆明物价指数、云南各地每

月平均气温、昆明纱布价格、滇越铁路货物统计、

云南省各县棉花生产统计 （１９３９年）、世界锡产销
量存货及价格、伦敦锡价、云南七十县稻米产量、

云南五十二县小麦产量、昆明零售物价、云南省各

县森林面积统计、缅甸对华过境贸易等方面的信

息。“云南实业消息”栏则将与云南经济有关的消

息尽量枚举纳入，搜集广泛、信息全面。

第二大类是对云南主要经济行业的介绍或研究

专文。 《云南实业通讯》第一期刊载了缪云台的

《云南经济建设问题》一文，对云南经济做了概览

性的诊断，此为抛砖引玉。之后每期都刊登与云南

某一经济行业新发展有关的专文，先后刊载了 《一

年来之云南省木棉推广事业》《云南盐务状况》《云

南之茶叶》《云南糖厂计划》《云南蚕丝之过去与现

在》 《胶轮大车在云南》 《云南蚕业新村之设计》

《在滇制造酒精技计方面之商榷》《云南农田水利贷

款委员会水利工程之后顾与前瞻》 《“易村”的纸

坊———一个农村手工业的调查》 《云南的煤矿业》

《昆明建筑材料的调查》《云南林业概况》等。这些

文章均出自对本行业熟悉的专业人员，能准确介绍

相关行业的发展情况，提供行业信息。如 《一年来

之云南省木棉推广事业》的作者冯泽芳是棉学专家，

曾于１９３６年亲赴云南考察，１９４０年正在国民政府中
央农业实验所主持棉作系工作；写作 《云南盐务状

况》的曾仰丰长期任职盐务领域，对盐务情况颇为

熟悉； 《云南之茶叶》的作者郑鹤春系云南中茶公

司的创建者、总经理。所以，这些文章对较好地了

解云南不同行业发展现状的情况是很有帮助的。

第三大类是云南经济文献，即国内公开发表的

关于云南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目录，供学者和相关

人士查阅参考。“云南经济文献”由丁佶搜集提供，

共有４篇，分别刊载于 《云南实业通讯》第一卷第

一、第二、第三和第五期。文献来源既包括 《中央

日报》《民国日报》《云南日报》等主流报纸，也包

括 《云南棉讯》《云南工合》《中农所简讯》《云南

财政月刊》 《云南实业通讯》等行业简讯，还包括

《财政评论》《今日评论》《西南边疆》等有一定学

术特色的专刊，为读者了解云南经济和各行业发展

状况提供了信息检索和利用的便利。

丁佶亡故后，联大教授陈序经在悼文中忆及，

“此外每月出版一次的云南实业通讯，完全是由他

个人主编的，连了里面的大部分的材料，都是由他

自己找来。”［６］３４１丁佶独力承担了 《云南实业通讯》

的编辑工作，也是重要的作者，他与 《云南实业

通讯》的关系可谓休戚与共。

三、丁佶对近代云南工业化问题的研究

丁佶到西南联大后学术研究开始转向云南地方

经济问题领域，所关注的问题以工业化所关涉的方

面为主，先后发表了 《世界锡的产消与云南锡业》

《云南工业发展的必需条件》《西南铁路网》《滇缅

０９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２年２月



铁路：七十多年的期望》《滇越铁路的故事》等文。

对为什么云南难以实现工业化这一问题，丁佶

认为，首要的制约因素是云南的对外贸易不够发达，

而一个地方工业的发展是跟着商业的发展而来的；

其次是云南的市场在量上比较小，在质上比较低。

“一个人口较稀和人民主要职业是农业的市场自然不

容易维持一些种类和数量很多和用机器生产的工

厂。”“多数的工厂是要靠其他工业来维持扩充，同

时它亦帮助着维持和扩充其他的工业。所以工业发

展的作用是累积的，是有相互关系的。整个的现代

经济就是建在这繁杂的交叉关系上。”最后是受到

“捐税的影响”。［７］云南工业要发展，必须从上述三

个方面去解决问题，工业化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锡是云南最为重要的工业产品和出口物资，决

定着近代云南工业化的发展水平和规模。丁佶撰文

对世界锡的生产、冶炼、消费，美国作为最大锡消

费市场的情况、欧洲各国锡的供给情况、怎样发展

云南锡业、中国是否应该参加国际锡统制等问题做

了系统精简的研究，其重点在于为云南锡业的发展

谋出路。［８］他提出，“要发展云南的锡业，目前只有

靠扩充国外市场的销售”。针对中国是否应该参加国

际锡统制委员会的问题，丁佶认为，“云南现在每年

产锡只八九千吨，同时我们为求中国产业的发展，

对外贸易的顺利，我们要在将来的二三年内把云南

锡产增加到一万吨，所以若是我们参加国际锡统制，

恐怕他们决定中国的标准吨数的时候，只给我们以

每年一万吨之额”，这反而制约了我国锡业的发展。

作为现代交通工具的铁路在工业化发展中起着

助推器的作用，铁路自身也是现代工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丁佶对滇越铁路、拟议中的滇缅铁路都做了

研究，并希望能建成西南铁路网。他在 《西南铁

路网》一文中指出，“要想以西南做目前建国的中

心地……若是没有铁路交通，是不容易很迅速的、

很普遍的达到和进行。”［９］他从城市化、沿线矿藏

的开发、电力发展、工业发展、对外贸易等五个方

面综合阐述了将来西南铁路网的完成对于西南经济

的影响。他还认为，西南铁路网的完成就是西南各

省已经开始工业化的开始。

围绕着云南工业化问题，丁佶的研究既关注云

南工业化必须具备的条件及其所关涉的具体问题，

有宏观的思考，又留意到细节性要素在经济贸易发

展变迁中的作用，充分注意到影响经济问题的多元

化复杂要素。其视野不囿于云南一地、一个方面的

问题，如他尤其重视锡与国际市场的对接，呼吁成

立专门的锡业研究机关，系统、全面地研究制约我

国锡业发展的各种国内外因素，认为中国能生产出

合乎国际市场标准、成本能和其他生产者竞争的锡

才是唯一的发展之道。

四、区域研究与整体研究间的学术桥梁

丁佶上述学术活动是中国近代经济问题研究活

动的组成部分。《云南实业通讯》是西南实业协会

云南分会会刊，而位于重庆的西南实业协会具有全

国性协会的地位和意义。通过围绕 《云南实业通

讯》的编辑组稿活动，丁佶与全国性研究机构建

立了较为紧密的学术联系。陈序经回忆，丁佶到昆

明后的两年多时间内，是昆明经济问题讨论会的主

持人。该会每三周在南开经济研究所聚餐与讨论一

次，讨论的是各种经济问题，每次请一人主讲其专

长，然后加以讨论。丁佶先生除了请主讲人与预备

便餐以至于办理各种杂务外，自己还把每次主讲人

所讲的大意记录下来。［６］３４１这有助于推动云南经济

学界与全国学术界间的互动。

丁佶本人对云南工业化问题的探讨，在内容上

而言是中国近代工业化问题的组成部分，将云南经

济问题纳入了全国性经济问题的研究范畴，在整个

近代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丁佶对云

南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吸收了同辈学者的思想观点，

发展出云南地方经济问题研究的新领域、新课题，

其研究路径亦深受南开经济学人的影响。首先，丁

佶重视数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运用，这与南开

经济研究所注重数据搜集和实地调查的整体学风相

契合。丁佶曾提到，“至于云南，我们还没看到一

个专门记载云南经济材料的定期刊物。研究云南经

济的人搜集材料大部分须靠实地调查和向政府及其

他机关或私人直接询问。”［１０］所以，丁佶非常重视

经济资料的搜集整理。其次，丁佶重视研究服务于

经济和社会的实用性，他关于云南工业化相关问题

的研究，实际是在为云南经济发展找出路，为深入

推进云南工业化服务，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适

用性。
（下转第１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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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丁佶围绕近代云南经济问题研究所
开展的学术活动，不仅为学界和企业界提供了相关

文献资料，而且以云南地方的工业化问题入手，使

之融入了中国工业化问题的研究范畴，为云南经济

问题研究在中国近代经济学研究领域获得独立价

值，成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做出了贡献。云

南经济问题研究在近代中国经济学研究体系中地位

的提升，与包括丁佶在内的一代学人在云南地方经

济问题研究与全国性学术话题之间所架设的学术桥

梁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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