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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经过漫长 的抗 日岁 月 ， 经历了这样一场决定 国家和 民族命运 的生死搏斗 ， 中 国人民付出 了

极其惨痛的代价 ， 却也受到 以往难 以相 比的深刻教育 。 比较
一

下抗 日 战争前与 抗战胜利 时 ， 就

会看到 ： 中国 的状况特别是人心 的趋向发生 了 巨大变化 。 这个变化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 只 有置

于 中华民族走 向复兴前后相续的 过程 中 ， 作为
一

个特定 阶段去考察 ， 才 能真正得到理解 。 民族

自 觉 的提高 ， 使人们思想境界变得大大开 阔 ， 超越过去仅仅局限于个人和 家庭小 圈子的 狭隘眼

光 ， 更多地关心国家和 民族的命运 ， 成为鼓舞人们万众
一心 、 自 觉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奋斗 的推动力量 。 民主观念 日益深入人心 ， 深刻改变了 众多人 的生活态度 。 他们抛弃 以前逆来

顺受 、 安于现状的消极心态 ， 不再满足于对旧社会秩序作枝节 的改 良 ， 而是期待着建立
一

个真

正 由人 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和新 国家 。 许多原来在政治上处于中 间状态的人 ， 对国 民党 当局强

烈失望 ， 转而对以往还 比较生疏甚至抱有若干怀疑 的 中 国共产党越来越 寄以信任和期望 。 抗 日

战争结束时 ， 在大多数 中 国人眼 中 ， 共产党和 国 民党 已成为 中 国 的两大政党 ， 而且越来越多的

人同情 、 支持共产党 。 这对抗战胜利后 中 国政治局势的发展 ， 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

当然 ， 不能对这种变化作过分 的估计 ， 政治上处于 中间状态 的人
一

时依然很多 ， 但风 向标

已显然朝前面所说的这个方 向转动 ， 出现 了抗战 以前不 曾 有过也难以 想象 的新格局 ， 并且继续

沿着这个方向大步迈进 。 抗 日 战争的胜利 ， 是一百多年来 中 国人 民反对外来侵略者第
一次取得

完全胜利 的民族解放战争 。 抗 日 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 了 巨大贡献 ， 受到 国际社会的 肯

定和尊重 。 抗 日 战争不只是军事行动 。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报告 中指 出 ：

“

这个战争促进中 国人民

的觉悟和 团结 的程度 ， 是近百年来 中国人 民的
一

切伟大 的斗争没有一次 比得上 的 。

”① 这是一个

分量极重的论断 。 有 些事 情 ， 例如 战 争的胜利 ， 当 时就给人 留 下极为强烈 的 印象 ； 有些 事情 ，

例如对
“

人民 的觉悟和 团结
”

的 意义 ， 到 以后会看得更 清楚 。 相 隔七十年后再 回头来看 ， 我们

对七大这个重大论断的深远含义会有新 的更深切 的体会 。

中 国抗战推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

武 汉大 学 中 国边界 与 海洋研 究 院 教授 胡 德坤

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胜利来之不易 ，
是 中国 和其他反法西斯 国家团结

一

致 ，
用鲜血和生命换

来 的 。 中 国是世界反法西斯 四大 国之一 ， 以 巨大 的民族牺牲 ， 通过抗击 日 本法西斯 ， 推动了第

二次世界大战走向胜利 的历史进程 ， 为战争胜利作 出 了 杰出贡献 ， 并在战后 国 际秩序的 重建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中 国是世界上最早起来反抗法西斯侵略的 国家 ， 也是最先举起反法西斯战争大旗 的 国家 ，

① 《 毛泽东选集 》 第 ３ 卷 ， 北京 ： 人民 出版社 ， １ ９ ９１ 年 ， 第 １ ０ ３ 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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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 中国人 民抗 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开辟 了世界上第
一

个反法西斯战场 。
１ ９ ３ １ 年 ， 日 本侵略者发动九

一

八事变后 ， 中 国人民开始 了

保家卫国的抗 日 战争 。
１ ９ ３ ７ 年 ７ 月 ７ 日 ， 日本法西斯发动七七事变 ，

开始全面侵华战 争 。 国共

实现了第二次合作 ， 团结全 国人 民共同抗战 ， 使 日 本不得不将陆军主力和部分海 军兵力投入中

国战场 。 在敌强我弱 的情况下 ， 中 国采取持久战战略 ， 并迅速形成 了两个抗 日 战场 ， 即 国 民党

的正面战场和 中 国共产党的敌后战场 ， 两个战 场互相配合 ， 实施持久抗战 。 美国 总统罗 斯福高

度赞扬说 ：

“

我们没有忘记 ， 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 的
”

。
①

１ ９３ ９ 年 ９ 月 １ 日 ， 德 国法西斯进攻波兰 。 英 法对德宣战 ， 二 战全 面爆发 。 此时 ， 中 国从

１ ９ ３ ７ 年全面抗战 以来 ， 孤军抗战长达两年多之久 ， 波兰战争的爆发终于使 中 国看到 了结束孤军

奋战 的希望 ， 但英法宣而不战 ， 使 中 国大为失望 。
１ ９４０ 年 ５

—

６ 月 ， 德国进攻法国 ， 英法军 队遭

到惨败 ， 导致法国投降 ， 英国 困守英伦三 岛 ， 以英法为主体的受害 国未能组织有效抵抗 ， 更未

能形成欧洲反法西斯战场 ，
这给 中 国抗 战带来了严重的 负 面影响 ， 处境更加艰难 。 罗 斯福 曾 坦

言 ， 多年来中 国
“

为反对侵略而孤军奋战
”

。

？１ ９４ １ 年 ６ 月 ２ ２ 日 ， 苏德战争爆发 。 苏联军民在

极端不利 的情况下 ， 奋起反击 ， 经过三个多 月 激战 ， ＿创德军
， 终于稳定 了 战线 ， 阻止了德军

的快速推进 ， 才真正开辟了 欧洲反法 西斯战场 。 即 是说 ， 直 到 中 国开辟亚洲战场近 四年之际 ，

第二个反法西斯战场
——

苏德 战场才得 以 开辟 ， 终于使 中 国结束 了在世界上孤军奋战 的 局面 。

由 于苏联全力抗德 ， 无暇东顾 ， 实际上 中 国仍在独 自 抗击着 日本法西斯 ， 承受的压力并未减轻 。

同年 １ ２ 月 ７ 日 ， 日 本偷袭珍珠港 ， 太平洋战争爆发 ， 终于结束了 中 国在东方长达四年孤军奋战

的局面 。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 ， 由 于 日 本军 队采取突然袭击 ， 美英等国损失惨重 ， 使中 国 战场

的处境更加艰难 。 在这一时期 内 ， 日 本急欲利用太平洋战场的胜利解决中 国 问题 ， 加紧 了在 中

国战场的军事行动 ， 尤其是 １ ９ ４ １ 年至 １ ９ ４２ 年 ， 在华 日军将作战重点指 向 中 共领导 的敌后战 场 ，

使敌后抗 日根据地进人最困难时期 。 直到 １ ９ ４ ３ 年 ， 美军在太平洋战场转人反攻 ， 中 国战场 的压

力才有所减缓 ？ 中 国 的抗战得到罗斯福的高度评价 ，
１ ９ ４２ 年 ２ 月 ２ ３ 日 ， 他在

“

炉边谈话
”

中 指

出 ， 中国
“

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 ， 顶住 了 日 本 的进攻 ， 歼灭 了几十万 日 本军人 ， 消耗 了大量的

日本军需 。 我们必须帮助 中 国进行现在 的卓越抵抗和 以后必然到来 的反攻
——

因 为 这是最后打

败 日 本的一个重要因素
”

。
③

中 国 抗战不仅是为 中 国而战 ， 也是为所有遭受法西斯侵略的 国家而战 ， 世界支援 了 中 国 ，

中国也支援了世界 。 中 国 的持久抗战有力 制约 了 日 本北进战略 、 南进 战略等世界战略的 展开 ，

有效地支援了苏美英盟 国 的反法西斯战争 。

中 国抗战挫败了 日本的北进政策 。 如果 日 本实施 北进政策 ， 进攻苏联远东地 区 ， 苏联将面

临德国和 日本的夹击 。 正如斯大林对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崔可夫所言 ：

“

我们驻华全体人员 的任

务就是要紧紧束缚 日本侵略者的手脚 。 只有 当 日 本侵 略者的手脚被捆住 的时候 ， 我们才能在德

国侵略者
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

”

④ 日 本要进攻苏联 ， 必须先打中 国 ， 但 中 日 战争

① 《罗 斯福选集 》
， 关在汉译 ， 北京 ： 商务印 书馆 ，

１ ９８ ２ 年 ， 第 ３６ １ 页 。

② 《罗 斯福选集 》 ， 第 ４ ４４ 页 。

③ 《罗 斯福选集 》
， 第 ３ ４８ 页 。

④ 崔可夫 ：
《 在华使命 》 ， 万成才译 ， 北京 ：

新华 出版社 ，
１ ９８０ 年 ， 第 ３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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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爆发后 ， 由于 中 国 的顽强抗击 ， 日 本不得不将陆军 主力投人中 国战场 ， 将用于对 苏作 战 的

兵力投入对华作战 ， 从而难以将北进政策提上 日 程 。
１ ９ ４ １ 年 ６ 月 ， 苏德战争爆发 ， 苏联全力应

对德 国的进攻 ， 为 日本提供了北进的最佳 时机 。 日 本外 相松 冈洋右力 主北进 ， 配合德国 夹击苏

联 ， 但参谋总长杉 山元反驳说 ，

“

现在 ， 日 本将重兵用于 中国 ，
（北进 ） 实际上不可能 。

”

① 此后 ，

日本 当局声称 ，

“

如果苏德战争进展对帝国极为有利时 ， 则行使武力解决北方问题 。

”

？ 但这种机

会始终没有出现 ， 从而使苏联避免了东西两线作战 ， 得 以集中 力量抗击德 国法西斯 。

中国抗战牵制 了 日 本的南进战略 。 南进是 日 本世界战略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 其主要 对手是

美英等国 ， 目 标是夺取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 ， 但直到 １ ９ ３ ９ 年德波战争爆发 ， 日 本无力将南

进战略提上 日 程
。 究其原因 ， 中 国抗战是 日本南进 的最大后顾之忧 。

１ ９ ４０ 年 ５
—

６ 月 ， 德 国 以迅

雷不及掩耳之势击败英法联军 ， 继而法 国投降 ， 英 国岌岌可危 ， 为 日 本提供 了南进 的最佳时机 ，

日本 当局深感这是
“

千载
一

遇
”

的 良机 。
７ 月 ２ ７ 日 ， 日 本大本营 、 政府联席会议在 《适应世界

形势的时局处理要 纲 》 中指 出 ， 当 前 的 目标是
“

在促进 中 国事变迅速解决的 同 时 ， 捕捉 良机 ，

解决南方问题
”

。
③ 这一文件标志着 日 本南进战略的确立 ， 但却迟迟不能实施 ， 其最大的牵制仍

是中 国的抗战 。
④ 可见 ， 中国战场的牵带〗使 日 本一再延缓南进战略的实施 ， 从而为美英等 国贏得

了宝贵的备战时间 。

太平洋战争期间 ， 中 国抗战给了美 国强有力的支持 。 １ ９ ４２ 年 ２
—

３ 月 ， 日 本大本营就如何防

止美军以澳洲为基地发动反攻问题展开 了激烈争论 。 海军认为 ， 只 有攻 占澳大利亚 ， 才能阻止

美军反攻 。 陆军却认为 ， 进攻澳大利亚需要 １ ２ 个师团 ，

⑤ 要从 中 国抽调大量兵力 ， 这是不现实

的 。 于是 ， 日本被迫放弃了进攻澳大利亚 的企图 ， 从而使美军充分利用澳大利亚作为稳 固 的后

方基地展开反击作 战 。
１ ９ ４ 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日本御前会议通过 《今后应采取的 战争指 导大纲 》

，

决定放弃
一些地域 ， 退守

“

绝对防御圈
”

，
主要原 因之一是陆军兵力不 足 。 日 本外相重 光葵指

出 ，

“

在 目 前的战局下 ， 要使战 争的形势 向有利于帝国方面转化 ， 解决 中 国 问题很重要… …假如

中 国 问题趋向解决 ， 帝 国的处境将会大大改善
”

。
？ 由于 中 国战场 的牵制 ， 美军得以顺利地在太

平洋战场展开反攻作战 。

可见 ， 中 国的抗战牵制了 日 本世界战略的展开 ， 有力 地支援了苏美英 等国的反法西斯战争 ，

加速了法西斯轴心集团 的崩溃 ， 加快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步伐 。

中国抗战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 的建立 ， 在战后 国 际新秩序的 构建 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

中 国是最早倡导和推动建立反法西斯联盟 的 国家 。 七七事变爆发后 ， 中 国急盼建立 国际反法西

斯统
一

战线 ，
以共同抗击 日本 。

１ ９ ３ ８ 年 ３ 月 ２９ 日 至 ４ 月 １ 日 ， 国 民党 临时全 国代表大会通过

《抗战建国纲领 》
， 明确规定 ： 联合一切 反对 日 本帝国 主义侵略之势力 ， 制止 日 本侵 略 ， 树立并

① 服部卓 四郎 ： 《大東亜戦争全史 》 ，
東京 ： 原書房 ，

１ ９８ ２ 年 ， 第 ８２ 頁 。

② 実松譲 ： 《現代史資料 ３ ５
？ 太平洋戦争 ２》

，
東京 ： 美鈴書房 ，

１ ９ ７ ８ 年
，
第 １ ２１ 頁 。

③ 外務省 ： 《 日 本外交年表及 主要文書 》 下冊 ，
東京 ： 原書房 ，

１ ９ ７８ 年 ， 第 ４３ ６ 頁 。

④ 暦史学研究会 ： 《太平洋戦争史 ４
． 太平洋戦争 １

》 ，
東京 ： 青木書店

，

１ ９ ７ ２ 年 ， 第 １ １ ７ 頁 。

⑤ 服部卓 四郎 ： 《大東亜戦争 全史》 ，
第 ２ ９２ 頁 。

⑥ 防衛庁 防衛研究所戦史室 ： 《戦史叢書 ６６
？ 大本営 陸軍部 ６

》 ，
東京 ： 朝雲新聞社 ，

１ ９ ７３ 年
， 第 ４

ＣＨ 頁 ；

《戦史叢書 ６７ ？ 大本営陸軍部 ７
》 ，
東京 ： 朝 雲新聞社 ，

１ ９７ ３ 年 ， 第 ５４ ５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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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 中 国人 民抗 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 。

① 这表明 国民政府确立 了结盟抗 日 的外交方针 。 按照这一方针 ， 中 国积极

寻求 同美英法苏等大 国 的合作 。 但除苏联外 ， 美英法等 国仍对 日 本采取不 同程度 的绥靖政 策 。

１ ９３ 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 ， 英 日签订 《有 田
一

克莱琪协定 》 ， 英 国实际上承认 了 日 本侵略中 国 的现状 。

协定
一

发表 ， 立即遭到 国共两党和全中 国人 民的强 烈谴责 。
７ 月 ２ ５ 日 ， 延安 《新 中华报 》 发表

社论 ， 严正警告英 国政府 ：

“

你们的妥协政策 ， 只 是 自 掘坟墓 。

”

７ 月 ２ ８ 日 ， 蒋介石致 电 《伦敦

新闻 纪事报 》 ， 指 出 ： 中 国不是捷克 ， 中 国为独立生存而 自 立奋斗 ， 任何牺牲 ， 在所不辞 ，

“

任

何协定如不得 中国政府之承诺 ， 无论在法律上 、 在事实上均丝毫不能生效 。

”

？７ 月 ２ ９ 日 ， 中共

中央发出反对东方慕尼黑 阴谋 的指示 。

③ １ ９４ ０ 年 ７ 月 １ ７ 日 ， 英国与 日 本签署关于关闭滇緬公路

三个月 的协定 ， 这是对中 国抗战 的极大伤害 。 国 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 明 ， 认为英国
“

此种举动 ，

不独极不友谊 ， 且属违法
”

， 英 国屈服于 日本的要求 ，

“

实 已违反 国际公法之原则
”

。
④ 在 中 国抗

议之下 ， 三个月 后 ， 英国宣布恢复滇缅公路通车 。

１ ９ ４ １ 年 ４ 月 ， 美 日 开始非正式谈判 ， 日 本希望美 国承认其对 中 国 的侵略现状 ， 减轻乃至取

消 美国对 日 的经济压力 。 对于美 日 间 的会谈 ， 国共两党保持 了高度警惕 。
１ ９ ４ １ 年 ５ 月 ２ ５ 日 ， 毛

泽东在 《揭破远东慕尼黑 的阴谋 》 中指出 ：

“

日 美妥协 ， 牺牲 中国 ， 造成反共 、 反苏局 面的东方

慕尼黑 的新阴谋
……我们必须揭穿它 ， 反对它 。

”⑤ ８ 月 下旬 ， 美 日 谈判 的消 息披露之后 ，
国 民

政府表示严重关切 。
？ 中国的强烈反对 ， 是美 日谈判未果的重要原 因 。

中 国在抵制西方大国绥靖政策的 同时 ， 仍在积极寻求同美英法苏等 国 的合作 。 １ ９ ４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 德意 日 签订 同盟条约 ， 中 国政府不失 时机地展开 了外交攻势 ， 推动 中美英结盟来对抗 日

本 ， 促使英 国主动提 出 愿意 与 中 国进行军事合作 ， 美 国采取 了一些积极措施支持 中 国 的抗 战 。

１ ２ 月 １ ５ 日 ， 罗斯福颁布法令 ， 允许美国飞行人员 离职到 中国作战 。
１ ９ ４ １ 年 ６ 月 上旬 ， 两批总计

１ ０ ０余人的美国志愿空军人员启 程赴华 ， 组织美 国志愿航空队 ， 开始参加运输和对 日作战 。

１ ９４１ 年 １ ２ 月 ７ 日 ， 太平洋战争爆发 ， 次 日 上午 ， 蒋介石召集 中 国国 民党 中央常务委员举行

特别会议 ， 决定 ： （
一

） 对 日 正式宣战 。 （二 ） 太平洋反侵略各国应 即成立正式同盟 ， 由 美国领

导 。 （三 ） 要求英美苏与 中 国
一致实行对德意 日宣战 。 下午 ， 蒋介石又分别召 见美 国驻华大使高

思 、 英国驻华大使卡尔 、 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 ， 建议中美英苏等成立 以美 国为领导的 军事 同盟 ，

并缔结不单独媾和之条约 。
⑦ １ ２ 月 ９ 日 ， 蒋介石致电罗斯福 、 丘吉尔 、 斯大林 ， 建议在重庆召集

① 彭 明 主编 ：
《 中 国现代史资料选辑 》 ， 北 京 ： 中 国人民大学 出 版社 ， １ ９ ８９ 年 ， 第 ５ 册 （ １ ９３ ７

—

１ ９？
） 上 ，

第 １ ５ ９ 页 。

② 《蒋委员长 自 重庆致电伦敦新 闻纪 事报发表对于英 日 东 京谈 判之感想及对英 国之期望 电 》 （ １ ９ ３９ 年 ７ 月

２ ８ 日 ） ， 秦孝仪主编 ： 《 中 华 民 国重 要史料初 编
——

对 日 抗 战时期 》 第三 编 《战 时外交 》 （二 ） ， 台北 ：

“

中 国 国 民党 中央委员会
”

党史委员会编 印 ，
１ ９８ １ 年 ， 第 １ ０２

—

１ ０ ３ 页
，

③ 复旦大学历史 系 中 国近代 史教研组编 ： 《 中 国近代对外关 系史 资料选辑 （ １ ８４０
—

１ ９４ ９ ） 》
，
上海 ： 上 海

人 民 出版社 ，
１ ９７ ７ 年 ， 下卷第二分册 ， 第 １ ３ １

—

１ ３ ３ 页 。

④ 复旦大学历史 系 中 国 近代史教研组 编 ： 《 中 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 （ １ ８ ４０
—

１ ９４ ９ ） 》 ， 下 卷第二分

册 ， 第 １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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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５ 页 。

⑤ 《毛泽东选集 》 第 ３ 卷 ， 北京 ： 人民 出版社 ， １ ９ ９ １ 年 ， 第 ８０ ４ 页 。

⑥ 《蒋委 员长 自 重庆致驻美大使胡适嘱转告赫尔 国务卿在 日本侵华军 队撤退 问题未得根本解决之前美对 曰

经济封锁不可放松 电 》 （ １ ９ ４ １ 年 １ １ 月 ２ ４ 日 ） ， 秦孝仪主编 ： 《中 华 民 国 重要 史 料 初编
——

对 日 抗战

时期 》 第三 编 《 战时 外 交 》 （

一

） ， 台 北 ：

“

中 国 国 民党 中央 委员会
”

党史 委员会编 印 ，
１ ９ ８１ 年 ， 第

１ ４ ９页 。

⑦ 古屋奎二 ： 《蒋 总统秘录 》
，

“

中央
”

日报译 ， 台北 ：

“

中央
”

日报社 ，
１ ９ ７ ７ 年 ， 第 １ ２ 册 ， 第 １ ９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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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军事会议 ， 协调各国作战 。 美 国 国务院认为蒋介石 的建议
“

从理论上讲是非常正确的
”

。 罗

斯福复电蒋介石表示 ，

“

立即发 动步骤 ， 准备一致行动 以御共 同敌人 ， 应视为异常重要之举 。

”

他建议英中荷苏美在重庆举行联合军事会议 ，

“

交换情报 ， 并讨论在东亚战 区最有效之陆 、 海军

行动 ， 以击败 日 本及其同盟 国 。

”① 丘吉尔也向蒋介石表示 ，

“

我们
一

向是朋友 ， 而现在 ， 我们面

对
一

个共同 的敌人 。

”

？ 在 中美英苏的共同努力下 ， １ ９ ４２ 年 １ 月 １ 日 ， 反法西斯国家在华盛顿发

表 《联合国家宣言 》 ， 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正式建立 ， 中国 多年的努力和愿望终于成为现实 ， 中 国

也被公认为世界反法西斯 四大 国之
一

。

中 国为联合国和其他重要 国际组织 的建立 ， 以及战后 国际新秩序 的建立 ， 作出 了重要贡献 。

１ ９４３ 年 １ ０ 月 ， 美英苏在莫斯科召 开了外长会议 ， 以美英苏中 四国名义发表 《关于普遍安全的 宣

言 》
。 德黑兰会议前 ， 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开罗 召开会议 ， 发表 的 《 开 罗 宣言 》 得到苏联同意与认

可 。
《开罗宣言 》 宣布三 国决心把战争进行到 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 ， 决定在打败 日 本后 ， 将被 日

本 霸 占 的东北 、 台湾 、 澎湖列 岛等归 还中 国等 ， 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
１ ９４５ 年 ７ 月 ， 美

英苏三国首脑在波茨坦会晤 ， 发表 由美英 中三 国签署 的 《波茨坦公告 》 ， 敦促 日 本无条件投 降 ，

后来苏联对 日 作战时也在公告上签字 。 在联合国创建 问题上 ， 中 国参加 了筹划 、 筹备到成立的

全过程 。
１ ９ ４４ 年 ８

—

１ ０ 月 ， 在美 国华盛顿郊 区敦 巴顿橡树园 召开 了 由 美英苏 中 四 国共 同邀请的

联合 国筹备会议 ， 勾画 出未来联合 国 的 蓝图 。 由美英苏中 四大 国共同邀请 ，
１ ９４ ５ 年 ４ 月 ２ ５ 日

，

在美国 旧金山举行联合 国制 宪大会 ， 美英苏 中 四 国代表团 团长轮流担任会议主席 ，
６ 月 ２ ６ 日 通

过联合国宪章 ，
１ ０ 月 ２４ 日联合国正式成立 ， 中 国 自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 中 国还参加 了 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 、 世界银行 、 关税及 贸易总协定的创立 ， 在世界经济新秩序 的构造 中发挥了 积

极作用 。

中 国在参加构建战后国 际秩序的过程 中 ， 十分关注殖 民 地的独立 ， 维护弱小 国家 的利益 。

战时 ， 中 国就全力支持周边国 家的抗 日 斗争 。 １ ９ ４２ 年 ， 中 国就 明确表示支持印度独立运动 ， 劝

说英印 当局承诺战后印度获得独立 。 在 １ ９４３ 年开罗会议上 ， 中 国就提出 应逐步清除殖民 主义 ，

使朝鲜 、 越南 、 泰国等亚洲 国家获得独立 ，
提议并坚持将朝鲜获得独立写人 《开罗 宣言 》 。

１ ９４４

年在敦巴顿橡树园联合 国筹备会议上 ， 中 国提议将
“

各 国应确立 国家平等与种族平等之原则
”

，

“
一切会员 国应尊重并维持彼此领土之完整及政治之独立

”

等写人联合 国宪章 ， 以维护弱小 国家

的 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 。
１ ９ ４５ 年在旧金山 召开的联合国制宪大会上 ， 针对非常任理事国 的选举 ，

中 国提出
“

要斟酌地域上的公勻分配
”

， 以有利 于弱小 国家担任非常任理事国 。 在托管制度上 ，

中 国据理力争 ， 将托管地最终获得
“

自 治或独立
”

写人宪章 ， 以保障殖 民地获得独立 ， 为战后

非殖民化提供 了 国 际法依据 。 战后殖民地 的独立 、 发 展中 国 家的兴起是 国际秩序 的重要 内 容 ，

中 国为此作出 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

① 《美 国 总统罗斯福 自 华盛顿致蒋委员 长 建议 由 委员 长在重庆召集联合军事 会议 电 》 （ １ ９４ １ 年 １ ２ 月 １ ６

曰 ） ， 秦孝 仪主编 ： 《 中华 民 国重要史料初编
——对 日 抗战时期 》 第三编 《 战时外交 》 （ 三 ）

， 台 北 ：

“

中

国 国 民党 中央委员会
”

党史委员会编 印 ，
１ ９ ８ １ 年 ， 第 ６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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