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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廣東梅縣素為嚴重缺糧地區，民國以來多依賴海外洋米、周邊國米的接濟。

全面抗戰爆發後，日軍攻佔廣州、汕頭、香港等地，封鎖了洋米輸粵的交通要道。

洋米輸入受阻，鄰省實行糧禁政策，省內糧食流通不暢，導致梅縣糧情緊張。為

了保障軍糧民食的供給，省政府積極實行戰時糧食管理政策，增加生產、節約消

費、促進糧食的流通與調濟，還通過商會、行業公會等地方組織推動基層的儲政

建設。但廣東省戰時糧政的推行並沒有消弭愈演愈烈的糧食危機，隨著中央新糧

政的出臺，優先滿足了軍糧、公糧的供應，民食日益艱難；加之日偽的物資掠奪、

災荒年的糧食歉收、國米購運的艱難，導致梅縣每屆青黃不接便爆發糧荒與饑荒，

甚至引發搶米事件，劇烈衝擊了地方社會秩序。而國民政府無力展開有效的備荒

與救荒工作，緊急賑濟事務只能轉由地方組織承擔，表明其正在喪失對內的社會

控制力與政治統治力。籠罩在戰爭環境與糧食危機的雙重陰影之下，部分商、民、

兵、匪、公務人員參與非法走私，進一步加劇了廣東抗戰局面的複雜性。雖然國

民政府極力遏止梅縣的糧食走私，但直到抗戰勝利，中日雙方的糧食爭奪戰都未

曾停止。國民政府戰時糧政應對饑荒和走私的脆弱性和無力性，揭露了國民政府

政治機制的內在缺陷，導致其難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全民積極抗戰。戰時廣東梅

縣的糧食問題與國家的抗戰和民眾的生存息息相關，為觀察戰時國民政府與地方

社會的互動關係、中日雙方的物資爭奪提供了一個微觀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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