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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与 20世纪 40年代

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

张　士　伟

[摘　要] 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最早是从经济层面开始的。在中国解决白银危机的过程

中 ,经历了国际合作解决路线与美国单独协商等阶段。在这个过程当中 ,中国最终进行了币制

改革并在实质上将法币盯紧美元 ,形成了中美特殊经济关系 。而随着远东和国际形势的发展 ,

中美特殊关系逐渐由经济走向政治 、军事层面 。

[ 关键 词 ] 中美特殊关系;经济;白银问题

[中图分类号]K26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8)04-0463-05

所谓中美特殊关系 ,是指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与美国在经济 、政治 、外交和军事方面形成的超出一般国家关系的

全面同盟关系。这种特殊关系最早是从经济层面开始形成的。目前 , 国内学术界对中美特殊关系的论述提及不多 ,尤其

是站在中国的角度 ,从经济层面进行系统分析的论著尚不多见 ,而进行这样的研究分析显然有利于我们更准确地了解中

美特殊关系的形成过程。

一 、中国金融危机与向英美借款的失败(1934.11-1935.1)

20 世纪 30 年代 , 世界经济在遭遇大萧条以后 ,衰退严重 ,中国金融经济形势也愈发艰难 ,并且出现了白银严重走私

的情况。作为中国市场流通的货币来源 ,大量的白银出口和走私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经济 , 与此同时 ,日本侵略威胁的加

剧以及洪水等灾害使中国的情形更加危险。而此时 ,远东国际经济关系在中国的表现是 ,英国对华投资和贷款额在产业

部门上仍居首位 ,日本以微小的差距次之 , 美国势力渐渐崛起;在中国对外贸易上 , 则是美日两国胜过英国[ 1](第 2-9

页)。总体上 , 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和英国在华利益及美国传统门户开放政策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三者的矛盾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金融政策改革。中国的特殊局势决定了其无力单独解决国内金融危机 , 而必须取得国际上的支

持。

为应对危机 , 1933年 4 月 , 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废两改元” ;1934 年 10 月 , 对出口白银征收出口税和平衡税 , 抑

制白银出口。同时 ,为了保障通货和弥补国际收支 , 1934 年底 , 中国提出要求向英 、美借款。

11 月和 12 月 , 中国向英国提出白银信贷和借款 , 数额为 2 000 万英镑[ 2](第 68 页)。并为此拟定 , 如果得到美国的

支持 ,将银收购价降低并予以稳定 , 则将利用这笔信贷稳定汇率 , 使其提高到与国外白银平价的水平[ 3](第 457-458 页)。

对此 ,英国政府组织了一个部际中国委员会来研究中国问题 ,其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 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笔贷款能否加

强英国在中国和远东的地位 ,以及中国加入英镑集团的问题。因此 , 从一开始英国就确定了其对华经援的基调 , 即将中

国拉入英镑体系 ,保障英国在华权益及其在远东的影响力。 12 月 19 日 ,该委员会得出结论:中国的银本位在任何时候

都可能会垮掉。而如果南京政府放弃白银的话 ,它可能选择英镑汇兑本位 、黄金或美元本位 、按新平价的银本位制 、或是

不兑换的纸币本位。委员会成员们怀疑纸币本位或按新平价的银本位制在中国是否可行。讨论的焦点在中国采取英镑

汇兑本位的可能性[ 2](第 69 页)。毫无疑问 , 如果中国愿意选择英镑本位 , 则英国会给中国的计划以实际支持。由于中

国的政策需要得到美国的支持 ,因此 , 英国的愿望也要得到美国的支持才能实现。于是 , 英国决定等待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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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0 日 ,孔祥熙照会美国政府 ,希望美国能给予中国一笔币制改革的贷款[ 4](第 9 页);当月下旬 ,中国又提出 , 希

望美国接受白银永久固定收购价不超过 50美分 , 但美国如果不能将银价固定下来 , 则中国将考虑把白银以最高价出售

换进黄金 ,并逐渐把通货转移到外币汇兑本位上[ 5](第 126-127 页)。电报中没有说明中国将把通货转移到何种外币汇

兑本位上 ,显示了中国在通货改革上保留有选择性。但此时美国国务院主导着对华政策 , 其出发点即是避免触怒日本 ,

因此 ,其答复中国说 , 鉴于《白银收购法案》为国会立法强制实施 , 美国政府无权与任何国家或地区就修改法律达成正式

或非正式的协议[ 6](第 529 页)。实际上是以外交辞令拒绝了中国的建议 ,对中国的危机表现得无动于衷。

由于美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英国感到独力难支。在这种情况下 ,英国外交部明确反对中国的借款建议 , 同时说明 ,

除非美国能够修改它的白银政策 ,中国的货币问题不会消除。1 月 17 日 ,中国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 ,拒绝了中国的贷

款建议 ,并决定对中国的诸多金融问题不予最终答复[ 2](第 74页)。由此 ,英国实际上是关上了贷款支持中国的大门 , 并

开始走上以国际合作方式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

尽管英美拒绝伸出援手 ,但还是刺激了日本敏感的神经。其出笼两国合作言论 , 妄图取代英美的地位。 1935 年 1

月 ,日本外相广田发表外交政策演说 , 伪装亲善;当月下旬 , 驻华公使有吉明携“中日提携”的方案来南京 , 其中有一条 , 中

国如需借款 ,日本可以考虑。此外 , 日本还准备在上海设立两万万元的信用制度[ 7](第 275页)。这显然是针对中国向英

美借款一事的反应 ,实际上则是要把中国经济完全纳入日本的羽翼之下 ,以合作之名行侵略之实。

二 、英国主导解决中国问题路线的破产(1935.2-1935.10)

中国没有屈服日本的要求。在借款无望的情况下 , 1935 年2 月 5 日 ,中国提出可以提供美国需要的全部白银;同时 ,

将全国通货在短期内由银本位变为与美元联系的新通货。为此 , 将需要 1 亿美元的借款或长期基金 ,以及一笔同数的备

用贷款 ,总数为 2 亿美元[ 5](第 134 页)。中国的初衷是在取得美国合作的基础上 ,稳定金融 , 保证通货改革的进行。 17

日 ,孔祥熙再次提及日本的威胁 , 指日本“愿出巨款以应付危机。日本所谓经济合作 ,实际上是实行经济控制” 。日方感

到“西方国家决不会有效地援助中国 , 中国是不得不转向日本的” [ 7](第 252 页)。中国实际上并没有倒向日本的方案 , 之

所以如此还是希望藉此促使西方国家转变态度。然而 , 美国国务院仍然没有改变想法 , 但却提出了一个建议 , 即中国将

计划中的想法同时向对中国财政问题 、特别是对中国币制改革表现极大兴趣的几个外国政府提出 , 美国则准备与这些政

府一起同中国合作 ,来探索共同给予中国所需援助的可能性[ 5](第 539 页)。这就提出了国际合作解决中国问题的路线。

不独是美国 ,英国也有类似的看法。 3 月 1 日 , 美驻英专员艾瑟顿拜会英国外交部参赞克雷吉。克雷吉言 , 英国已

经提出由英 、日 、美 、法和中国共同讨论远东尤其是中国经济事务的建议。他还认为 ,如果今后白银不超过目前的价格水

平 ,且这次国际会议能提供给中国某种形式的贷款 ,那么远东的局势将会缓解。他还强调 ,英美两国在远东的行动要取

得日本的谅解与支持才会有效[ 6](第 544 页)。日本外务省大臣广田在同英国驻日大使克利佛的谈话中表示日本乐于改

善中日关系 ,高兴看到(在中国)有利益关系的列强尤其是英国和美国向中国提供贷款以缓解中国的经济形势[ 6](第 546

页)。由于这需要财政部的合作 , 美国国务院对此持保留态度 ,其在答复英国时 ,用了“期望帮助”的字眼[ 6](第 546 页),

这表明美国不希望被理解成无论如何其都会提供财政支持。 其对华政策仍然谨慎。随后的一段时期 , 英国实际上主导

了两国对华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 , 3 月 18 日 , 中国表示欢迎英国的行动 ,并说明有意参加在各国政府间展开的讨论[ 7](第 253 页)。在

得到中国的欢迎和日本表面的同意之后 ,英国开始了它的行动。 但不久之后却发现困难重重。 3 月 28 日 ,日本驻华公

使拜会中国行政院长兼外长汪精卫 ,直言不愿看到中国向外国借款 ,对英国态度尤其猜疑[ 8](第 12页)。而在日本 ,广田

的谈话似乎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 ,且遭到军部的极力反对①。军部在日本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很快就对英国的行动

产生了作用。 4月 3 日 , 斋藤再次表示 ,日本已经告诉伦敦 , 他们必须认真研究对中国联合贷款的计划 , 不是一次 ,而是

要四 、五次[ 2](第 88 页)。这实际上是已经改变原来欢迎国际合作解决中国问题的立场。日本的不合作基本上断绝了英

国可以继续活动的余地 ,国际合作的方式被暂时搁置起来。

中国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英国主导的国际合作路线的脆弱性 , 不再把希望寄托在国际路线上 ,转而寻求其它的救国路

线。3 月 27 日 ,在裴克拜会孔祥熙时 , 孔既没有提及美国的白银收购政策 , 也没有提及国际联合援助中国问题 , 而是满

怀希望地详尽地说明了他的 1 亿法币的发行计划 , 其将以中 、中 、交三行的债券价值为基础[ 6](第 565-566 页)。但中国

依然需要英美的帮助。 4月 29 日 ,孔祥熙建议英国尽早在上海召开有中国人参加的专家会议[ 5](第 163-164 页)。英国

遂派出其第一流的财政专家李滋-罗斯爵士访华。李滋-罗斯自 1932 年起即任英国政府首席经济顾问 , 其来华后便着力

促成中国新货币与英镑发生联系。 10 月 2 日 ,孔祥熙 、宋子文把拟在一个月后实施的币改方案全盘告诉了李滋-罗斯 , 得

到了他的赞同。在关键的法币与哪国货币发生联系的问题上 ,李滋-罗斯建议南京应将其新货币按 1∶6(英镑兑中国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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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汇率相联系 ,并向国民政府建议发行成色为 0.500 的银辅币 , 而这正是英国银币的成色[ 6](第 626 页)。 其欲将中国新

货币与英镑建立联系的想法不言而喻。此外 , 他还提出 ,英国将帮助中国在上海筹集 1 000 万英镑的借款[2](第 131 页)。

谨慎的英国财政部要求这必须得到日本的合作。很快 , 基于此前相似的原因 ,英国人的计划并没有实行下去的可能。中

国开始加速国内金融改革 ,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有效的帮助。而在此间 ,美国的态度显得尤为关键。

三 、中美特殊经济关系的形成(1935.11-1936.5)

中国币制改革中关键的一环是要求美国购买中国的白银, 以有充足的外汇基金来发行法币。 1935年底 ,美财政部主导

了对华经济政策的实施。 11月 1 日 ,孔祥熙致电施肇基 ,请其转告美财长:“中国极盼美国政府对中国出售白银一事做出答

复……英国代表团赞成在上海发行债票 ,由英国银行和其他对此有兴趣者参加 ,已取得谅解 ,债票可在伦敦发行。 ……如

此次借款成功 ,这就意味着新币将与英镑发生联系 , 否则 ,新币与其他外币或黄金发生联系将不受任何约束” [ 4](第 20 页)。

中国给了美国选择的机会 ,而摩根索极为理解中国的意图 ,反应迅速 , 第二天向中国提出了购银的五项条件:(1)美国同意

向中国购买 1亿盎斯船上交货的白银;(2)全部所得应完全用作稳定中国通货之用;(3)中国成立由三名专家组成的平准委

员会 , 其中两名是美国人;(4)出售白银所得之基金应存放于一家美国银行;(5)中国元在兑换时应以美元为参照[ 6](第 632-

633 页)。不难看出 ,协议内容突出了美国的意图 ,其力排英国、日本, 欲通过确立美元与法币的联系来主导中国金融的心理

昭然若揭。而中国金融改革计划对美国已无秘密可言。

中国接受了第一 、二和四条 , 认为第三条和第五条殊难接受。但是 ,摩根索极力要求中国将新币与美元联系。为此 ,

甚至提出了有关第五条的新方案 ,即“由中国政府确定中国元与美元的固定比率 , 它的通货应可兑换若干格来因(Grain)

黄金或白银(由持有人选择),而这些金或银按照兑换时美国通货对他们的价值计算 ,应与按照中国元与美元的比率折成

的中国元等值” 。鉴于中国的形势 , 新币在全国范围内刚刚推行 , 外商对新币可兑换任何外币的安排也感到满意 ,为了确

保社会各界对新币的信心 ,中国提出 , 第五条是无法做到的。如果美国最终不能接受中国的条件 , 中国只有选择去公开

市场抛售白银 ,这就对两国都不利[ 5](第 243-247 页)。尽管这个时候 ,摩根索仍然声称中国元与美元联系是最重要的一

点 ,但这已经只是向中国施压的手段 , 实际上 ,美国的政策已经开始发生改变。

根据摩根索日记中的记录 , 6 日 ,其即与罗斯福商议 , 认为以某种形式的备忘录的形式声明法币和美元的关系的做

法也是可以接受的。而国务院却认为 ,将美元与法币挂钩是不明智的 , 因为一旦中国经济形势恶化 ,美国势必要承受损

失。国务院的这种观点甚至得到了一些摩根索同僚的支持 ,他们认为 ,美国的强硬态度更可能将中国推向英国甚至日本

的怀抱。最终 ,经过与罗斯福协商和交流 , 摩根索最终决定 , 从中国所有欲出售的白银中购买 5 000 万盎司[ 9](第 212-

216 页)。美国以实际行动介入到中国的事务当中 , 中美经济联系开始得到加强。

这显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截止到 11 月 15 日 ,中国全部的外汇基金只有 3 000 万美元[ 5](第 248 页), 向美国出

售更多的白银成为中国迫切要求的事情。截止到 1935 年底 , 美国只购买白银 6 900万盎司[ 8](第 220 页), 远远不能满足

中国的要求。为此 , 1936年 4 月初 , 两国展开谈判 ,原则是协调履行美国 1934年所通过的《白银收购法案》和保障中国新

货币政策的实施 ,焦点则在于美国能否提供一笔贷款 、银币的使用以及法币和美元挂钩问题上。获取一笔外国贷款稳定

通货是中国的愿望 ,但此次却没有列入美方的谈判议程 。摩根索坚持美国收购中国的白银就是给中国外汇的支持 ,中国

并不需要一笔贷款。但在中国代表的坚持下 , 最后协议签定的时候 ,附带了秘密条款 , 即“只有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知

道 ,在以中国 5 000 万盎斯白银作为担保的前提下 ,美国将提供 2 000 万美元的`美元外汇' ”(以供中国使用)[ 9](第 226

页)。考虑到各方的反应 , 在双方的妥协下 ,没有使用“贷款”或“信贷”的术语。

在最关键的法币与美元挂钩问题上 ,尽管中国仍然宣称法币不与任何外币挂钩 , 但是却从事实上确定了与美元的联

系。在摩根索于 5 月 18 日发表的声明中 ,其提到, 美国将保证“其作为一种独立的货币体系 , 法币将继续维持其一贯的不

与其它任何外国货币单位相联系”的做法 ,但同时又提到 ,美国将向中国中央银行购买巨额白银 , 并提供美元外汇以稳定中

国通货[ 9](第 227页)。而此后中国的白银也将专供美国市场 , 实际上 ,中国新的金融体系此时能否运行下去 ,已经主要依

靠美国的行动。法币与美元的挂钩也只是缺少一个名义罢了。《中美白银协定》的签定标志着中美关系在经济金融上形成

了一种特殊关系。

四 、中美特殊关系由经济向政治 、军事方向的强化(1936.6-1940.11)

《中美白银协定》签字以后 ,直至抗战全面爆发 , 中国共向美国出售白银 138 203 787盎斯 , 共售得 62 164 705 美元[ 7]

(第 534 页)。但是 , 这种低层次的经济援助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中国的问题 ,如何利用经济上的特殊关系来谋求政治 、

军事上的紧密联系成为中国政府努力的一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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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7 月中国抗战全面爆发 ,日本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形势危急 。客观上 , 中国的命运开始得到美国更大程

度的关照和注意 ,罗斯福要求“将中国区别对待” , 命令内阁“为中国做些事情” 。 7 月 8 日 , 摩根索在办公室会见中国财

政部长和驻美大使 ,提出一项协议 , 即收购中国白银 6 200 万盎斯;提供不超过 5 000 万美元的短期垫款[ 10](第 610-611

页)。 7 月14日 ,又和中国中央银行订立协定, 收购5 000 万美元的中国法币。美国以此作为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

回应 , 保持中国在战争中的“强大” 。孔祥熙对此表示满意, 认为这标志着两国经济合作新的进展[11](第 77页)。

与美国的表现相反 ,中国在欧洲的求援处处受阻。1937 年 8 月初 , 英国原则上同意给予中国 2 000 万英镑的贷款 ,

但淞沪会战开始以后 ,贷款的事情就不得不推迟了。同样的 , 8 月 12 日 , 曾有报纸报道 , 法国各银行答应提供 2 亿法郎

(约合 800 万美元)作为巩固中国币制之用;捷克的斯哥达厂曾宣布借给中国 15亿克朗(约合 5 000 万美元), 部分地可以

购买军用物资 ,但这都因为中日间大规模的战事而取消[ 7](第 419-422页)。中国的目光只能聚焦于美国。

欧洲局势的发展使得美国更加关心对中国的支持与援助 , 而且 , 一贯谨慎的国务院的态度也开始缓和。第一次 , 摩

根索开始允许中国将售银所得用于稳定通货以外的目的[ 9](第 508 页)。 1938 年 7月 , 做为支持中国的一项手段 , 摩根索

宣布另购中国 5 000 万盎斯白银。这在表面上被界定为稳定货币的冒险 , 实际上是帮助中国购买他们所急需的战争原

料 ,给予战争中的中国以谨慎的支持。在经济的外衣下 ,美国开始了同中国实质上的政治 、军事联系的加强。但中国显

然看到了问题实质之所在 , 6 月 21日 , 孔祥熙谈到中国问题的紧急和日本侵略对所有民主国家的威胁。他分析说 ,美国

《中立法》到最后并不能保护美国免于法西斯侵害。进一步地 ,他相信 , 鉴于有 90%的美国民众同情中国 , 美国政府应该

增强其抵制日本的决心[ 9](第 508-509 页)。 7 月 26 日 , 在美国财长摩根索游历欧洲途经法国时 ,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与

其做了长谈 ,其间 , 摩根索谈到 ,虽然美国政府已经用比国际市场略高的价格来收购中国白银 ,但一定可以找到使中国得

到援助而又不让美国政府为难的办法[ 12](第 151-153页)。这就是承认 , 美国还没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来帮助抗战中的中

国 ,但却决心做到。

9月 22 日 ,摩根索表示其愿意为中国做任何事情 ,并且准备再购买 2 000 万盎司中国白银 ,同时 , 其建议中国在美国

组织一家公司 ,以处理售银所得 , 并购买任何他们需要的东西 , 可能的话 ,还能从美国获得贷款。罗斯福支持这个想法 ,

他表示 ,不管欧洲的局势出现怎样的动荡 , 美国都乐于给中国一笔信贷[ 9](第 511-512 页)。此时 , 欧洲的苏台德危机使

美国更加体会到唇亡齿寒的危机感 ,美国财政部将加强中国的力量放在第一位 , 12 月 15 日 , 美国进出口银行给予中国

2 500万美元贷款 ,这是抗战爆发以后 , 中国从美国所获得的第一笔贷款。很明显 , 这是一笔政治借款。 1940 年 9 月下

旬 ,轴心三国同盟宣告成立 , 远东局势异常危急。盟约成立次日 , 美国即宣布 2500 万美元贷华。在美国《租借法案》通过

以前 ,中国一共获得此类信用贷款 1.2 亿美元 , 中国以此购买美国农业和工业产品 , 以及支付各种服务。而偿还则是通

过售美战略矿物或桐油等实物物资。

连年的战争使得法币的汇价连连下跌 , 7 月 , 用于稳定法币币值的 1 000 万英镑中英平准基金尚存 200万英镑[ 5](第

458 页),根本就不能再发挥稳定法币汇价的作用。法国败降以后 , 英国竭力自保 , 因此 , 从美国寻求平准贷款的支持变

得刻不容缓。而欧洲形势的恶化也使美国正视中国的要求。 11 月 28 日 ,罗斯福命令摩根索在 24 小时之内为中国提供

5 000 万美元的平准贷款 ,并另外提供 5 000 万美元以供中国在美国购买军事物资[ 13](第 363 页)。至此 ,法币的价值保

障可以说是在相当程度上完全依赖于美国的行动 , 中美经济关系形成了更紧密的联盟 ,直接加强了两国政治 、军事关系。

可以说 , 1940 年底中美关系的发展已处于走向特殊关系的前夜 ,从美国单纯地收购白银到贷款给中国 , 从专用于稳

定法币币值到允许购买战略物资 ,再到提供专门的法币平准基金 ,在自身经济金融政策对美国前所未有的公开化和透明

化基础上 ,中国进一步加深了对美国的依赖和联系。美国给予中国的贷款显然是建立于自己对安全局势的考虑之上 , 但

在客观上也加强了中国的力量 ,有利于中国抗战的进行。另一方面 , 美国也借此在远东地区打下了一个楔子 , 既相对于

英镑区 ,又相对于日本的侵略行为 , 美国都宣告了其在远东地区的存在。这是美国自提出其“门户开放”政策以来 ,第一

次在远东地区不顾日本的反对而在实际行动上有所作为 , 并且取得了一个成功的开始。如果将后来的对日战争考虑进

来 ,那么 ,摩根索则是以其“不入虎穴 , 焉得虎子” [ 9](第 219 页)的干劲和前瞻性眼光为美国在远东地区先赢一棋 ,美国在

远东的战略利益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证 ,并直接影响了此后其远东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中美经济联系的加强 ,同时推动了政治和军事关系的加强。中国在经济金融上倒向美国是中美特殊关系形成的第

一步 ,而经济关系所带来的政治 、军事强化使得战时中国与美国关系越走越近 , 最终形成了全面特殊关系。中美经济走

向特殊关系是中国为挽救国内经济危机 ,抵抗潜在的日本大规模的侵略过程中所做出的选择 ,是当时历史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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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　时任日本外务省次官的重光葵的话或许可以解释这种奇怪的现象。 他认为 , 在理论和实际上 , 中国的问题 , 只能靠

英国的谅解与斡旋 ,除此之外 , 其它国家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任务的。但军部方面完全排除和英美的妥协 , 要求不

仅“满洲国” ,而且中国问题本身都脱离外务省 , 由军部独自处理。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 , 政府对其抱负不仅没有实

施 ,反而采取了得过且过的消极态度 , 致使日本政府在外交上朝令夕改。详见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 ,北京:解放

军出版社 198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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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U.S.Special Relationship in 1940s:
Economical Cooperation &Formation

Zhang Shiwei

(Schoo l o f History , Wuhan Univer sity , Wuhan 430072 , Hubei , China)

Abstract:The Sino-U .S.special relationship began from economic aspect at fi rst .T o so lve the

silver crisis , China had to nego tiate wi th the international countries such as UK , Japan , and then

Uni ted States lonely .U ltimately , as a result , China innovated the currency system , and bound the

Chine se Do llar(Fa Bi)with the U .S.Do llar actually , so the Sino-U .S.economic special relationship

w as formed first.Fo llowing wi th the development o f the far-east and the w orld situa tion , the Sino-U.

S.special rela tionship extent f rom the economic to military and po li tical aspects.

Key words:Sino-U .S.special relationship;economy ;the silver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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