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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债与清末民初的中国

如匕 会 元

所谓外债是指近代外国资本 (帝国 )主义向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高利放款
,

它是资本输出的一种形式
,

在经济上反映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 系
。

那 么
,

经济上 的这种关系是 否就是外债 的全部内容呢 ?本文拟就外债

与近代大变革时期的清末民初中国的关系
,

进一步探索外债的本质及其与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关系
。

一 外债剥削加剧了社会危机
,

催化了辛亥革命

资本主义国家处心积虑地向中国谋求放债剥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第一次鸦片战争
。

当时
,

英 国就企图村

诱清政府把 2
,

10 0万元的
“
赔款

”

变成债款①
。

这是外国资本主义企图对中国进行放债剥削的一 次试探
。

资本

主义各国向中国放债
,

正式开始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
,

1 8 5 3一 1 8 5 4 年
,

上海洋商第一次借给大买办 出身的苏

松太道吴键彰总额达十二万两以上 的外债
,

供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 之用②
。

从那时起到辛亥革命时期
,

确实

查明的清政府外债共有1 50 余次
,

外债总额为 1
,
2 4 9

,
7 48

,

42 1两③
。

甲午战争前
,

清政府共举债 43 次
,

总额为库平银 45
,

9 2 2
,

968 两
。

其中
,

主要是用于镇压人民起义的军

费开支有20
,

5 7 8
,

827 两
,

占同期外债总额的约 45 %④
,

可见
,

这时的外债主要是起着维系清政府反动统治

的作用
。

但总的看来
,

这个阶段中
,

资本主义各国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以商品输入为 主
,

因此
,

作为资本输出的

“
外债

,
在清政府财政收入中并不占十分重要的地位

。

除 1 8 85年
,

由于中法战争的原 因
,

外债在清政府岁 收总

额中占 1 7
.

6 3% 外
,

其他年份均在 5% 以下
。

在 1 8 8 5一 1 8 9 4年间
,

外债本利的支付平均只占财政总支 出的4
.

3%

左右⑤
,

外债的本息偿付对于清政府尚未成为沉重的负担
。

甲午战 争后
,

清王朝象一只行将被波涛汹涌 的大海吞没的破船离总崩溃 已指 日可待 了
。

为了苟延 残喘
.

清政府一面 变本加厉横征暴敛
,

一面 出卖主权举借外债
。

这一 时期又正值主要资本主义 国家陆续完成向帝国

主义阶段的过渡
,

它们纷纷展开对中国债权的争夺
。

因此
,

这一时期清政府的外债债台高筑
,

外债总额较申

午战争前增加近三十倍
,

达到 了 1
,
203

,
8 2 5

,
4 5 2两③

。

速度之快
、

数额 之大可谓惊人 ! 这一阶段清政府外债

主要有这样几方面的特点
:

第一
、

帝国主义将 自清政府掠去 的大批战争赔款转化为外债
。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

惨败后
,

要在三年内对 日赔款二亿三千万两
。

巨额的赔款 (相当于清政府两年多的财政总收入 ) 是处在经济

衰微
、

财政崩溃情况下 的清政府所无法拿出来的
,

从而走上借外债还赔款的道路
,

用于对 日赔款的三次外债

总额就达 30 9
,

36 7
,

549 两⑦
。

这虽 然保证 了对日赔款的按期偿付
,

却使清政府在财政上背上沉重的外债负

担
。

义和团运动时期
,

八国联军入而干涉
。

以慈禧为首 的清统治者
,

不惜
“
量中华之物力

,

结与国之欢心
” ,

向洋主子赔款四亿五千万两
,

于是 又有了
“
庚子 赔款

,
转化而来的外债

。

这种由战争赔款转化而来的外债
,

在

这一时期清政府外债总额中古绝大部份
,

仅对 日赔款和庚子赔款转化的两项外债就占外债总额的64 %左右
。

这说明
,

帝国主义各国并没有 从 口袋里掏出什么
,

清政府却背上了沉重的外债负担
。

第二
、

帝国主 义 通 过

外债攫取 了神种不平等的特权
。

如俄法借款规定
,

中国不能偿还借款时
,

由俄国
“
垫付

冲 ,

俄国为清政府担保
,

这就将 中国置于俄国的
“
保护

”
之下

。

通过这次借款
,

沙俄还取得了参与中国海关行政管理
、

道胜银行参与收

存
、

保管中国海关税收的特权
。

英国通过英德续借款攫得在借款偿还期内 ( 1 89 8一 1 9 4 3) 担任中国海关总税

务司一职 ; 清政府保证不将英国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抵押
、

租借或割让给他国
,
不得变更偿还办法等项 特

权
.

第三
、

帝国主义通过外债对中国进行高额榨取
.

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的外债
,

绝 大 多 数利 息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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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一挂 %
,

庚子赔款四亿五千万两转化成的外债
,

利息总额竟达五亿三千万两
。

外债的折扣约在83 一 97
.

5%
,

如英德续借款
,

折扣为 83 %
,

仅此一项
,

帝国主义垂手而得 1 9
,

17 2
,

05 2两
。

此外
,

帝国主义的每一笔外债

还要索取名 目繁多的
“
经理费

, 、 “
酬劳费

万 、 “
手续费

, 、 “
特别附加费

”
等等

。

庞大数额的外债
,

加上利 息
、

折扣及其他繁多的杂项
,

成为清政府财政的沉重负担
。

仅对 1 8 9 4一 1 9 0 1年

的八项借款⑧所付本息银数
,

1 8 9 9年约占清政府财政总 岁收额的25
.

9%和岁出额的 22
.

8%
,
1 9 0 5年约占总岁

入额的 41 %和岁出额的 31 %
。

辛丑条约前
,

清政府岁入总额约在 8
,
8 00 万两

,

岁出约在 10
,

10 0万两
,

已是入

不敷出
。

订约后
,

偿付庚子赔款每年又增两千万两的支出⑨
。

为了凑集巨额资金
,

偿付外债
,

清政府主要的

办法是向各省各关
“
摊派

”
。

仅对辛亥革命前八项外债的偿付每年摊于各省的总额就达 4
,
143

,

81 3两
,

摊于各

关的总额为 1
,

2 0 1
,
1 2 3两

。

各省在甲午战争前 已负担摊派 1
,

01 7万两
,

再加如此摊派
,

无异是竭泽而鱼
。

为 了

完成摊派
,

各省加征旧税
、

开办新捐
、

横征暴敛
。

以湖北为例
,

地丁潜粮
,

1 9 0 2年
“
加征

”

与
“
规复

,
两项地

丁每两实际加征二百文
,

潜粮每石加征二百八十文 , 盐课盐厘
,

1 8 9 4年加收筹晌加价
,

1 9 0 1年加收要 政 加

价
,

盐课每炉加 收钱一串
,

每斤四文 ; 烟税糖税
,

1 9 0 1年加倍征收 , 米谷捐
,

1 9 0 1年每米一石
,

落地过境抽

钱三十文
.

此外
, “
改办捐税

,

有
“
土布捐

冲 、 “
丝绸统捐

忿 、 “
石膏捐

, 、 “
新开捐

.
尚有

“
火车捐

, 、 “
学堂捐

甲、

`
房捐

, 、 “
铺捐

,
等等L

。

当时
,

各省捐税之重
、

加派之繁
,

已至
“
贱者灰粪有捐

,

物之至 纤至微者柴炭酱醋

有捐
,

下至一鸡一鸭一鱼一虾
,

凡肩挑背负
,

日用寻常饮食之物
,

莫不有捐
。 ”

@

人民生活本 已困苦不堪
,

再加上如此沉重的荷派
、

加征
,

使他们 (尤其是广大的农民 ) 走上了破产
、

失

业的境地
,

临到死亡的边缘
.

使本 已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
、

民族矛盾迅速激化起来
。

广大人民再也无法生活

下去了
,

他们掀起抗捐
、

抗税
、

抗粮斗争
,

举行一次又一次起义
。

1 9 1 0年前后
,

人民群众反抗清朝暴政的斗

争
,

不仅规模越来越大
,

而且遍及全国各地各阶层
。

据统计
,

1 9 0 9年
,

人民反抗斗争是一百三十多次
,

1 9 1 0

年骤增到二百九十多次@
.

清政府的横征暴敛
,

也窒息着民族资产阶级的生存
,

引起民族资产阶级的不满与

反抗
。

他们中间有些人直 接投入当时的革命运动
。

湖南禹之漠就是其中一个突斑的代表
,

他积极参加反清活

动
,

为革命献出了生命L
。

这些反抗斗争汇合在一起
,

有力地呼应着包括武昌起义在内的资产阶级革 命 派

领导的历次起义
,

摇撼着清王朝的统治基础
,

终于使清政府在 1 9 1 2年结束它二百余年的封建统治
。

如上所述
,

虽然不能说外债是辛亥革命的直接原因
,

但十分清楚的是
,

外债加剧了清末的社会危机
,

从

一个方面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准备了条件
,
从这个角度看

,

外债起了催化辛亥革命的作用
。

二 资产阶级革命派举借外债的思想和行动

辛亥革命发生以后
,

百废待兴
、

百端待举
、

需费浩繁
,

革命政权在经济上和财政上遇到了极大困难
。

尤

其是在南京临时政府诞生之后
,

各地要款电报频至
,

军民
“
嗽傲待哺

,

且有哗溃之虞
刀 ,

时任陆军总长的黄兴

为此
“

寝食俱废
”
以至于吐血

。

一次
,

孙中山批给安徽都督孙毓摘响费二十万
,

到财政部取款时
,

财政部
“
金

库仅存十洋
。 ,

O 在此情况下
,

临时政府
,

努力多方设法解决经济和财政 困难
。

办法之一是没收前清贪官赃款
。

如
“
上海道刘藉专制暴政聚敛甚肥

,

以道署公款涵私存放
” ,

共计十六万两
。

辛亥革命发生后
,

他将这笔款项

书交由比国领事
,

代行收贮
,

L
,

企图伺机据为 己有
。

孙中山曾令对此
“
迅 即查明办理

, ,

企图通过
“
文明交涉

” ,

向比领事收回该道存款票据
,

追回现款
, “

陆续汇解财政部
。 , L办法之二是发行内债

。
1 9 1 2年 1 月

,

临时政

府发行中华民国八厘公债
。

此项公债发行额为一亿元
,

以国家所收钱粮作抵
,

在实行免厘加税后
,

则 以所加

之税作抵
.

为了推出公债券
,

临时政府哀告劳劳
。

甚至派遣汤寿潜前往南洋向华侨劝募公债L ; 财政部发给

各部队之军偏也搭以公债券三成分发L
,

临时政府接管川路股款也是照数给予公债券L
,

但是
,

此种公债定

殉者有限
,

只得 7
,

37 1
,

巧。元L
.

资产阶级革命振曾经寄最大希望的筹款办法则是举借外债
。

我们首先看一

下孙中山先生利用外债的思想
.

孙中山先生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所遇到的经济和财政困难
,

充满了乐观主义态

度
,

他是
“

携带革命精神
,

@ 面对这种困难的
.

同时
,

他也脚踏实地的努力为革命筹措经费
,
1 9 n 年 7 月

,

他

在美国旧金山发起成立美洲洪门筹晌局
.

到中华民国成立时
,

孙中山先生自世界各地为革命筹集到的 资金

总额有一百四十万元
.

主张举借外债是孙中山的一贯思想
.

1 9 1 1年 12 月
,

他在归国途中经新加坡时
,

就曾向

人表示
: “
此次直返上海

,

解释借洋债之有万利
,

而无一 害
。

中国今 日非五万万不能建设裕如
。 ,

@ 他指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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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经费困难
,

建设经费难于筹措
,

不借外债不足 以应付
。

他向人民
“

解释借洋债之有万利
,

而无一害
, ”
所

强调的就是必须举借外债为我所用的思想
。

但是
,

这种外债是 以
“
一不失主权

,

二不用抵押
,

三利息甚轻
,

0

为条件的
。

可见
,

孙中山的举借外债
、

利用外资的思想与清政府的外债具有本质的不 同
,

是无法 同 日 而语

的
。

孙中山利用外债
、

引用外资的思想对于处在内外反动势力封锁
、

压迫下的革命政权克服经济和财 政 上

的困难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在孙中山的这一 思想指导下
,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
,

进行了举借外债的活动
,

主要的几笔外债借款是苏

路借款
、

招商局借款
、

道胜银行借款
、

汉冶萍借款
。

苏路借款
。

由江苏铁路公司与日本大仓洋行订立借款合同
,

承借 日金三百万元
,

以公司产业担保
,

年息

八厘
。

其中的二百五十 万元转借给南京临时政府
,

由临时政府财政部长与苏路公司签订合同
,

以两淮 已抵从

前赔款借款外之盐课盐厘作抵
。

其余的五十万元
,

借给江苏省政府
,

以江苏原有藩库存典 款 项 的本 利 作

抵⑧
。

招商局借款
。

1 9 1 2年 1 月下旬
,

南京临时政府在征得股东会议的同意后
, “
暂借招商局抵押银一千万两

备用
每

L
,

即以招商局产作抵
,

与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及 日清公司商订
,

借款一千万 日元L
。

道胜银行借款
.

1 9 1 2年 2 月下旬
,

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拟借道胜银行款一百五十万镑
,

一年期
、

五厘

息
、

九七扣
。

毋庸抵押
,

由下次大宗借款内扣还
。

汉冶萍公司借款
。

汉冶萍煤铁公司原为盛宣怀产业之一部分
,

清朝大官僚弈 助
、

载询
、

载涛等也有很多

股份
。

这样的一个公司理应由民国政府没收与接管
。

1 9 1 1年底盛宣怀逃亡日本后
,

他一面表示对南京临时政

府筹款
“
义不容辞

”

L
,

一面又按 日本的意 图
,

策划将汉冶萍公司
“

华日合办
。 刀 1 9 1 2年 1 月 26 日和 29 日

,

南京

临时政府和盛宣怀分别在南京和神户同日本三井
、

正金财阀签订两个性质相 同的中 日合办汉冶萍公司草约
。

南京临时政府的章约中规定
,

汉冶萍
`
公 司股本为 日金三千万元并由中日合资办理

, , “
股本中 日各半

, 。 “
除

公司 现存由书 本借入日金一千万元外
,

公司 尚须续借 日金五百万元
, , 再

“
由公司借政府五百万元

,

应付现金

若干
,

其余作为政府向三井购买军装之需
。 ” L

从 以上儿次举借外债的活动
,

我们能看出这样三点
:

一
、

南京临时政府举借外债 的债权国主要是 日本
,

但这决不能理解为 日本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支持和 同情
。

恰恰相反
,

在日本 口称
“
中立

冲
的 同时

,

实则是在窥伺

时机
,

企图宰割中国
。

它力图在华北
、

内蒙
、

东北等地保持帝制
,

建立亲 日政权
。

而 日本政府之所以又 同意

和默许它的民间企业
、

公司 向南京临时政府间接贷放款项
,

无非是有着乘机将自己的侵略势力扩展到 长 江

流域和中国南方这样一种投机心理
,

而
“

毫无援助南京政府之意
,

L
。

二
、

所进行的几笔借款很不理想
,

有的

根本没有谈成
。

如招商局借款
,

日本的意图是想通过借款完全控制招商局
,

进而在长江流域与英国相抗衡
.

日本的这一活动
,

引起日
、

英间的争斗
,

也遭到德
、

美 的反对
。

南 京临时政府内部对这笔借款也有很大的意见

分歧
,

有的认为以招商局作抵是把中国航运业出卖给 日本
。

在这种情况下
,

招商局债款并没有兑现
。

再如汉

冶萍借款
,

当这次借款 的消息传出后
,

全国哗然
,

斥
“
盛贼将汉冶萍与 日本

”

L
,

孙中山也很快发觉 了日本吞

并汉冶萍煤铁公司的阴谋和盛宣怀图保私产的圈套
,

两次向参议院提 出咨文
,

坚决废除合办借款草约
。

道胜

银行借款也因为沙俄有 以
“
赋税 之所入

,

备为付息及偿本之用
冲
@ 的要求

,

最后 也成为泡影
。

三
、

尽管南京临

时政府作出了种种努力
,

并对
“

外债
,
寄予了很大 的希望

,

孙中山在辞去大总统职务时仍对举借外债
、

利用外

资有过这样的设 想 ; “
将条约修正

,

将治外法权收回
。

中国有主权
,

则无论何国之债皆可借
,

即外人之投资

亦所不禁
。 ,

L但南京临时政府还是不能从帝 国主义那里搞到借款
,

仅谈成的一
、

二笔
,

也是为数甚微
。

如孙

中山未回国前
,

黄兴为筹建临时政府
,

通过私人交涉仅从 日本三井洋行借到 日金三十万元
。 .

因此
,

虽然南京

临时政府把举借外债作为筹款的主要途径
,

但实际上它并 没有能从举借外债中找到解决经济与财政困 难 的

出路
。

事实证明
,

资产阶级革命派 从帝 国主义那里乞求借款
、

举借外债的企图只不过是对帝国主义各 国 的

缥缈幻想
。

三 外债是帝国主义干涉破坏辛亥革命的一个手段

辛亥革命爆发后
,

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利益各不相同
,

因此它们之间在如何破坏和干涉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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荞体主张上
,

存在着分歧
.

但是
,

他们仇视革命的态度却是完全一致的
。

日俄认为辛亥革命
“

对日
、

俄两国

的特殊利益
,

实是一场很大的危险
。

迄今为止
,

日
、

俄两国所获得的特殊利益
,

全系取自现存的满清朝廷
。 刀

⑧

日俄的看法反映了当时帝国主义各国的普遍情绪
。

帝国主义各国把这次革命
“

看作一次内乱
, ,

外交上采取了

“
不与叛党发生任何外交关系

”
的虚伪中立政策

。

军事上
,

帝国主义国家炫耀武力
,

实行恫吓
,

积极准备直接

武装干涉
,

在汉 口
,

武昌起义后
,

有 日本从国内派遣的五百名兵士②
,

有德国派遣的炮舰和河道炮
,

汉 口领

事团甚至正式会议谋划武装干涉起义问题
,

在南京
,

美
、

英
、

德
、

日等国停泊在南京 的军舰派兵入城
,

在南

京被革命军攻克后
,

英 国驻中国水师统帅宣称准备实行军事干涉
。

在上海
,

起义发生 当天
,

帝国主义者便以

“

侨民义勇队
冲
的名义侵占了沪宁路车站

,

而且
“

英国和 日本 已达成用 日本兵干涉中国的军事协定
, , “

三个 日

本师团准备在接到通知后 24 小时 内出动
” L

。

到 19 1 1年 n 月中旬
,

帝国主义在中国内河停泊的军舰已达 51 艘
,

兵力配备近两万人
,

在中国许多城市也增加了兵力
,

与此同时
,

帝国主义各国还以外债为工具破坏干涉辛亥革命
,

妄图扼杀新生的南京临时政府
。

具体表现

在以下三点
:

二
:

第一
、

以偿还旧有外债本息为借口
,

全部扣留海关税收
。

按惯例
, :

.

中国海关税收是存入中国国家银行
,

_

由各 口岸 的海关监督予 以支拨的
。

武昌起义后
,

革命派 和南京临时政府一再声明
: “
革命以前

,

满政府所借

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
,

民国亦承认偿还 之责
, ,

L表明愿意承继清政府履行对帝国主义各国的偿债义务
,

并

力图取得新的外债
。

但是
,

帝国主义各国却唯恐处于革命势力控制区域内的海关所征收的税款
“
听革党之意

办理
, 、 “

将该款等支付军费
,

或以应他种之急用
, 冲

L首先采取了扣留 中国关税的步嵘
。

1 9 1 1年 n 月 20 日
,

汇

丰银行为首的帝国主义银行以
“
海关税

刀

是外债担保作为借 口
,

组成
“
海关联合委员会

, ,

直接插手控制中国海

关关税
。

在辛亥革命前后一年 间
,

帝国主义劫夺了 中国海关税收约在三百万镑以上L
。

处于革命势力范围内

的海关税收本应是革命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
,

却被帝国主义所劫夺
,

造成一方面是南京临时政府严重的财政

经济危机
,

另一方面却是大批海关悦收源源不断地流入帝 国主义腰包的局面 (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实际上由帝

国主义转交给了清政府 )
。

不难看出
,

清政府的外债在辛亥革命时成为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
、

破坏革命的

借口
。

第二
、

帝国主义直接以外债支持反动势力
。

帝国主义各国在武昌起义后所抱的
“
中立尹态度完全是虚伪的

欺编
。

就在南北对峙
、

革命与反革命殊死搏斗之时
,

帝国主义却向清政府提供
“
外债援助

. 。
1 9 n 年 1。月 13 日

,

即武昌起义后三天
,

清政府向日本驻华公使青木少将提出要求
,

要求
“
由日本火急购买炮弹约三十万发

、

枪弹

六千 四百万粒
、

步枪一万六千支
甲 ,

日方当即表示愿
“
予以充分援助

” ,

并迅速在功月 23 日与清政府陆军部签

定了购买武器的合同
,

总计价款日金二百七十三万二千六百四十元L
。

坤 12 年 2月 5 日
,

日本同清政府陆军

部签订
“
陆军部借贷

, ,

贷款一百二十四万余两
。

帝国主义各国还数次借款给请政府海军部
,

并以供给清政府

维持
“
行政

, 、 “
市面

,

的名义提供借款
,

作为镇压辛亥革命的军费L
。

在帝国主义认识到
“
满清皇朝的无力 已无庸置辩

,

恢复它的权威
,

并允许它在 旧制度下统治这个国家
即

“
是不切实际的

”

⑧以后
,

它们便转而在中国反动营垒内找寻代理人
,

窃夺革命战果
,

埋葬革命
。

它们找到了
“
拥有军事实力的袁世凯

,
为

“
理想人选

, ,

并期望通过衰世凯
“
在中国能保持一个政府

,

一个基本行政机构
,

一个庞大
、

丰富的市场
即

@
。

为了扶植袁世凯
、

为了
“
可能会诱使革命党接受合理 的条件

”

L
、

为了使袁世凯

和他的政府承认半殖民地中国的
“
现状

,
及不触动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

,

帝国主义各国
“ 以政治承认和外国借

款作为交换条件⑧
,
与袁世凯做着肮脏的交易

。

武昌起义后不久
,

英国
“
予料中国局势将 因皇朝地位的解 决

而很快定下来
,

伦敦的金融界 已经为它们予见的
“
在袁世凯之下的半共和式的独裁政权

, , “
准备 一 笔 大 借

款
,

⑧
。

为 了帮助袁世凯进行
“
武力统一

” ,

维护其反动统治
,

英
、

法
、

德
,

日
、

俄五国银行团于 1 9 13年 4 月

与袁世凯签定了
“
善后大借款

冲
合同

,

总额二千五百万英镑
,

折合白银二亿四千余万两
。

这是帝国主义向中国

反动政府举借的最大一笔外债
。

它彻底表明了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势力相结合
,

破坏辛亥革命
,

阻挠中国进

步的反动立场
。

第三
、

与大量贷款给清政府和袁世凯相反
,

帝国主义对南京临时政府实行经济封锁
、

拒绝贷款的政策
。

例如前面已 经提到的苏路借款
,

金额小到只有 日金三百万元
,

但也受到英国的阻挡
,

英使为此提出抗议
,

在

日本政府明确表示
:
一

、

此项借款
“
系大仓个人对于铁路公司之事

,

不涉 日本政府 ; 二
、

此项借款
“
毫无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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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府之意
,
之后

,

英使才
“
遂不复置议

,

L
。

帝国主义堵住南京临时政府举借外债筹款之路
,

企图陷革命

派于孤立无援之境地的用心
,

至此暴露无遗
。

起初
,

帝 国主义这样做还打着
“
中立

”
的旗号

,

在袁世凯受命组

阁后
,

它们看到
“
继续中立就意味着等到袁世凯崩溃

”

L
,

便赤裸裸地与袁世凯一起绞杀辛亥革命了
。

综上所述
,

清末
,

帝国主义的外债剥 削加重 了当时的社会 危机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
外债

”
对于必然爆发

的辛亥革命起到了催化剂作用
。

辛亥革命发生后
,

清王朝结束了它 的封建专制统治
;
南京临时政府被 中外反

动势力所扼杀
。

袁世凯却在帝国主义支持下
, “
成功地运用权术取得权力

,

迫使皇朝退让
” ,

欺骗
“
革命党妥

协
” , “

从某 几个列强方面
” “
得到他们在外交和财政上的支持

,

L
,

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

在这个反革命势

力取代革命势力 的历史一吩中
,

帝国主义的外债对袁世凯起到 了输血打气的作用
。

这无 可辩驳的证明了旧中

国的外债不仅是资本 (帝国 ) 主义进行资本输出的手段
,

也是外国资本 (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侵略
、

干涉
、

控制的重要工具之一
。

外债表现的不仅是帝 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剥削和掠夺的经济关系
,

而且也表现出帝国主

义对中国实行侵略和控制的政治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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