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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珍档/

! ! ! !由于建委会广设短波电
台，在不断扩大的经营中将无
线电报报费压低于有线电报报
费，所以很快占据了市场很大
份额，直接影响了各大城市电
报局经营有线电报的收入，造
成各大局几乎难以维持的局
面。如上海电报局原来平均每
月有 !"万元的电报费收入，还
可将赢余贴补不敷开支的小
局，可短波电台强占市场后，该
局每月报费收入骤减一半左
右，连运行都很困难。同时，建
委会不惜以高出电报局报务员
!倍的薪酬，吸引电报局报务
员进入短波电台工作，造成电
报局内报务员人心思散，直接
影响了电报局的正常通信。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华全

国电政同人公益会愤然而起，
呼吁各地电报局派出代表到
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各地电
报局派出的代表在南京组成
了全国电政职工代表团，于
!#$#年 $月内多次向国民政
府请愿，连续发表三次宣言，
要求统一电政，收回建委会无
线电管理权。同时，各地电报

局职工也向当地国民党党政
机关请愿，迫使国民政府不得
不重新考虑由哪个单位来掌
管无线电管理权更合适。恰巧
这之前，张静江已出任浙江省
省长。王伯群便趁热打铁，再次
通过其妹夫何应钦的关系，由
何应钦竭力疏通国民党立法
院院长孙科，再度提案提交立
法会议，以微弱的多数通过后，
送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年 %月 !&日，国民
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
二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决议：
建委会所管之无线电移交交
通部管理。'月，交通部无线电
报话管理处接收了建委会无
线电管理处及所属在全国各
地的无线电台；#月，交通部无
线电报话管理处改组为交通部
无线电管理局，负责管理全国的
无线电台，由温毓庆任局长，局
址就设于原建委会无线电管理
处所在的上海民国路 (%(号。

这场争夺全国无线电管
理权的大战，持续了一年多时
间，最后以交通部赢得全国无
线电管理权而告终。

上世纪20年代，无线电短波通信方式在中国刚
刚兴起。国民党内部为争夺全国无线电管理权展开了
一场针锋相对的大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新建立
的建设委员会和交通部间的争权夺利达到白热化程
度。上海成为各方抢占的战略重地和交战的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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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无线短波电台投资少、见效快、通信方便，比
起电报、电话等更有利于军事通信，所以在 !#$%

年北伐战争打响后，为各方军队所利用。因为战争
有线电报线路遭到大规模破坏，国民政府交通部
财力不济，未能及时大修，加之对新兴的无线电通
信不予重视，致使全国多处，包括上海的一些商民
深感通信不便。掌管军用电台的国民党军事委员
会交通处处长李范一既受过中国传统的旧式教
育，!)岁便成为中国科举考试最后一科的秀才，
又受过西方教育的熏陶，留学美国，先学经济，后
学无线电技术，北伐开始时回国任职。他认为无线
电通信只供军用是极大的浪费，极力主张并推动
“军转民”，在大力发展国民党军用短波电台的同
时，提倡利用短波电台收发商报，发展无线电民用
事业，有些史书上称他为中国无线电事业创始人
之一。所以，国民党军队在乘机发展无线短波电台
的同时，利用电台空暇之时迎合商民所需收发商
报。北伐军进入上海后，军用短波电台不但向商民
开放，而且开始在上海的旅行社内附设电报代收
处公开经营，如在南市蓬莱路近半坊芹圃设置短
波电台的电报收发处。这也是上海最早使用的公
众无线电短波通信。
交通处深知上海在全国地位的重要，上海时

为崛起的东方大都市，把建设新兴的无线电通信
的重点放于上海，可扩大国内外影响，还可树立自
身形象，而且经济收益要远胜于在其他城市，所以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交通处在上海发展无线
电通信已具有一定规模，拥有短波无线电台、吴淞
无线电报局和无线电机制造厂等。到 !#$&年底，
上海的无线短波电台收发商报的通达地区已发展
到昆明、广州、厦门、福州、杭州、九江、武昌、汉口、
洛阳、太原、郑州等 !)处及上海附近海面上的中
外商轮；并扩大到青岛，由青岛天文台无线电台转
发天津和北平两地，从而初步构筑起以上海为中
心的中国无线电短波通信网络。为吸引民众使用
无线电通信，并能和交通部所属的电报局经营的
有线电报竞争，交通处又在上海等地广为宣传兼
受收发商报，还压低通信资费，对往来的电报参照
电报局有线电报的价格减半收费，所以深受商民
欢迎，生意日趋见好。
然而，这对国民政府交通部却是当头一棒，因

为交通处不但超出管理军用电台职权范围，侵犯
了交通部对中国电政，包括无线电通信的管理权，
而且用低价招揽用户，抢夺了电报局的生意，使本
已财力匮乏的交通部雪上加霜。为此，交通部部长
王伯群相当恼火，提出抗议，可无济于事，因为交
通处隶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管辖，交通部无权干
涉。王伯群无奈求助他的妹夫，即向国民党军事委
员会常务委员何应钦告状，要求交通处停止收发
商报。舅老爷的忙不能不帮，况且军用电台收发商
报确实越权，为此何应钦下令交通处停止收发商
报。面对顶头上司的命令，以李范一为首的交通处
一批人虽说心底不从，但又不能不执行，结果只得
忍痛割爱，停止收发商报。可他们并不甘心失败，
这也为随后他们投身、撺掇新建立的建设委员会
与交通部争夺全国无线电管理权埋下了伏笔。
交通部在争斗中已认识到无线电通信的重要

性，也知道上海地位的重要，于 !#$&年 !!月特地
将所属的无线电管理处从汉口迁设于上海电报局
内，把发展中国无线
电事业的中心同
样放在了上海。
随后，于 !#$'年
!月首先在上海
小沙渡路（今西
康路）&&号设立
第一电台，呼号
*+,，专与南
京、青岛、福州
通报。

! ! ! ! !#$'年初，南京国民政府为实现孙中山
的实业救国计划，成立规划全国建设事业的
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建委会”），张静江任
主席（后改为“委员长”）。对交通部耿耿于怀
的原交通处一批人见时机到来，便开始活动。

张静江出身富豪，国民党“四大元老”之
一。早年为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慷慨捐资；民
国成立后，他又帮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
华民国政府渡过经济难关。他和蒋介石的私
交也甚笃。在蒋未发迹前，他利用一切机会把
蒋推荐给孙中山，蒋介石的黄埔军校校长要
职也是他向孙中山举荐的。孙中山逝世后，又
是他在蒋遭到国民党内派系的攻击下全力支
持蒋，并推荐蒋为北伐军总司令，使蒋介石逐
步巩固了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蒋尊称他为“导
师”。对于这样一位在国民党内德高望重的人
物，李范一等人决定争取其支持，以其为靠山
重整旗鼓，发展民用无线电短波通信，和交通
部一决雌雄。
李范一找到张静江，历数在中国兴办无

线电短波通信的种种好处。建委会刚成立，张
静江正想干一番事业，听说此事利国利民、发
展前景美好，兴致勃发，甚至愿意取出私款先
垫付筹办。建委会决策定夺后，把建立短波电
台、发展中国无线电事业的中心也首定于上
海。鉴于交通部正在上海建立短波无线电台，
为排除其干扰、更有利于自己统一建设、管理
全国无线电事业，建委会由张静江出面，运用
和蒋介石的私人关系，争取到 !#$'年 %月国
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作出的决议：“全国无线
电台由建设委员会积极筹建，所有各处已设
之电台，应暂变该会管理，以利进行。”有了尚
方宝剑，建委会迅速于 &月在南京韩家巷成
立无线电管理处，由李范一任处长；后来又把
整个处迁设到上海民国路（今人民路）(%(
号，准备筹办、管理、发展全国无线电事业，轰
轰烈烈大干一番。
交通部不甘示弱，于 !#$'年 '月初召开

全国性的交通会议，商量对策。会议认为无线
电报是交通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应由交通
部统筹规划，行政系统不容分割，指责建委会
的组织条例中并无建设无线电报的条文，而
且其擅自减价竞争，破坏了电政的统一，并拟
定了无线电报应由交通部统一管理的提案，
呈送国民政府行政院。可行政院对该提案并
不重视，甚至在随后 !!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
议第 !%(次常委会上通过由审查委员会对交
通部职权修正，取消了交通部管理无线电的
职权。随后，张静江又出面施加压力，促使行
政院对交通部下达了“将该部无线电管理处
及所属各电台一律划归建设委员会管理”的
命令。

交通部不服，但又不能抗命，就以有
线电和无线电须相辅而行，且有线电在
北伐战争中受损严重，须借巨款修复，
以及官军报费欠费太多和边远地
区入不敷出，须藉无线电调剂
等原因进行搪塞；并把无线
电管理处改名为无线电报
话管理处，上书诓称交通部
无命令中的无线电管理处；同

时指责建委会减价竞争，影响了交通部收
入和部属 !"""多个电报局 !""""多名电信
员工的生计等等。行政院本无意激化和交
通部的矛盾，见此也不再追究，敷衍了事。
但交通部毕竟失去了对全国无线电事业的
管理权。建委会初战告捷，李范一等人总算
如愿以偿。

! ! ! !交通部在与建委会争斗
后虽处劣势，但并不认输，尤其
是不甘心将上海这块风水宝
地拱手相让，所以于 !#$'年
#月又在上海新闸路 !($号设
立第二电台，呼号 *+,$，与宜
昌通报。甚至从 !#$#年初开
始加快在沪建台步伐：!月，同
样在新闸路 !($号设立第三
电台，呼号为 *+,)，与长沙、
重庆、万县、宜昌通报；)月，在
外滩 '号设立第四电台，呼号
为 *+-，与西贡、辽宁通报；(
月，在广东街 !"号设立第五
电台，呼号为 *+,(，与广州、
重庆通报。另外，还在国内其
他城市设立短波电台。

建委会获得全国无线电
管理权后，迅速接管了国民党
军事委员会在上海的短波电
台和北伐军总司令部移交的
吴淞无线电报局，并将该局电
台的长波电路改用为短波电
路，加快技术设备上的更新。
同时，大力新建短波电台，从
!#$'年到 !#$#年，先后在上
海的南市蓬莱路近半坊芹圃、

宝山路联珠里、汉口路《申报》
馆、民国路（今人民路）等处设
立了 '个短波无线电台。
上海，俨然成为了交通部

和建委会激烈竞争业务的主
战场。双方还利用上海的舆论
工具，互相攻击、诋毁。!#$#

年 !月下旬，建委会无线电管
理处在上海报纸上刊登了占
四分之一版面的大幅广告，公
开宣布由其主管无线电事业
的 &点根据；翌日交通部无线
电报话管理处在上海报纸上
刊登了占二分之一版面的更
大篇幅的广告，声明该处主办
无线电报、电话的五点法律依
据，并宣称命令不能变更法
律，不能作为法律，措辞尖锐，
直接攻击国民党最高当局的
处理不当。这两幅针锋相对的
广告，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张
静江恼羞成怒，在国民党中央
政治会议上提案弹劾交通部，
甚至在行政院会议上与王伯
群当面发生冲突，扬言要抓交
通部无线电报话管理处处长，
吓得该处长辞职另谋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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