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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美台经济关系概论》

内容概要

　　《战后美台经济关系概论》则专门从50年来美国和台湾的经济关系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角度，
分析美国在50年来对台湾经济发展变化的重大作用。这里所说的美台经济关系，指的是美国同台湾之
间，在50年来建立起来的投资关系、贸易关系和其他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必然左右着美台的政治
关系。　　台湾经济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来说，50年来是在变化的。大体说来，在50年代，虽存在着广
大的自耕农小生产私有制和很微弱的小业主和资本主义私有企业，但在国民经济中，“公（官）营”
经济占垄断和统治地位；60年代和70年代，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了“公营”和民营
企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80年代以后，“公营”企业成为推动经济自由化和国际化的严重阻力，台
湾当局开始提出“公营”企业民营化。“公营”企业民营化虽然进展缓慢，但却已成为一种趋势。台
湾经济走上资本主义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态。这就与美国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相一致，只是发
展程度有所差别而已。这也正是美国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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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形势一、台湾内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投资环境不断恶化二、中小企业向海外转移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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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战后的中美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战场上出现的一个尖锐问题就是由谁来
接管日军占领区。因为抗日战争结束得如此迅速，是国　民党政府所始料未及的。在抗战中，在一线
与日军作战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国民党非精锐部队。由于蒋介石的主力部
队大部集结在西南和西北，距离前线很远，无法　接受日伪军投降。1945年8月11日，国民党政府命令
中国共产党军队原地待命，由日伪军维持治安，等候国民党政府派兵出面接受日军的投降。8月12日，
麦克阿瑟以远东盟军司令的名义，下令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本军队，只能受降于国民党军队，不
得向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缴械。此类命令自然为中国共产党拒　绝，中国共产党命令所属其各武装力
量向一切敌占区的交通要道　展开进攻，迫使敌军投降，收复了大片国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
采取了公开支持蒋介石，帮助其夺取抗战胜利果实的政 策。　　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虽在抗战结
束前就已拟定，然而由于受到一系列客观因素的制约，在战后初期还不能不顾一切地奉行全力支持国
民党打内战以消灭中国共产党武装的政策。从自身　最大的战略利益出发，美国此时希望看到的是中
国地区能在蒋介石统治下出现相对稳定，而不是继续“乱”下去。美国的政策是对蒋介石既予以扶植
和支持，又对其可能影响美国利益的行动加 以限制。如美国对国民党施压，在1945年6月，当国民党
同苏联政府谈判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时，迫使国民党同意以　出让东北权益和事实承认外蒙
独立的条件，换取前苏联关于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承诺。在日本投降后，催促国民党进行某种改革和
对共产党作出一些让步，实现国共两党和谈。国共虽然进行了40余天的和谈，并签署了“双十协定”
，但协定只是延缓了全面内战的爆发。原定11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由于蒋介石在谈判后不久即向华
北、东北调兵，进犯解放区，政协会议无法如期召开。　　赫尔利因调停失败而辞职。杜鲁门随后任
命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出使中国，继续调停国共冲突。但是，蒋介石已经拥有了足够武器装备继续内
战，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继其在华北和东北战场的一时胜利，于10月悍然将战火北扩至张家口，11
月15日单方面召开“国大”，国共和谈被国民党一手破坏了。马歇尔的调停彻底失败。　　从1947年
下半年开始，美国在中国国共关系问题上，剥去了“中立”外衣，实施扶蒋反共政策。1947年10月，
美国国务院重新审定了对华政策。美国近期在华目标确定为“阻止中国完全为共产党的控制”。同
年lO月27日，美国与国民党签订了一个协议，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名义，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2.7
亿美元的援助。11月，要求国会拨款3亿美元援助蒋介石。1948年2月18日，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正式提
出援华法案，所建议的援助款项为5.7亿美元，比马歇尔原来提出的多2.7亿美元。4月2日，国会通过
《1948年援外法》，次日由总统签署立法。该法有关援华部分，也单独称作《援华法》，划拨的款项
为4.63亿美元，为期一年，后减少为4亿美元。根据《援华法》的精神，美国和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7
月3日签订了《中美关系经济援助之协定》，又于8月5日签署了设立“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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