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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钨砂借款 旬由来合约》由

尽

内容提要 中美《华锡借款合约》签订之后,中 国政府又向美国提出了经援要求。

美国政府在动用
“
美国稳定基金

”(ASF)支 持法币、以
“
俄中美三角贸易

”
方式援华、沿

例签订
“
货物信用借款

”
合约等三种方案面前 ,徘 徊了五个月。美国政府虑及当时国内

外的政治环境 ,拒 绝了国民政府的第一方案。美国的第二方案,也 因苏联的否定而流

产。最后 ,因 1940年 9月 22日 日本入侵越南北方 ,美 国急忙决定再次贷款给中国,使
“
货物信用借款

”
性质的中美《钨砂借款合约》得以签订。

关锃词 中美《钨砂借款合约》 “
美国稳定基金

” “
俄中美三角贸易

” 蒋介石

宋子文 罗斯福 摩根索

I940年 10月 22日 ,中美双方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钨砂借款合约》(·下称《合约》)。 这是自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来 ,中美签订的第三份借款合约。

19dO年 4月 20日 《华锡借款合约》签字之后不久 ,中国国民政府又烽火告急。蒋介石出面请

求罗斯福帮助中国对付日本的军事侵略和
“
经济战争

”
。他又特派宋子文为全权代表赴美洽谈。中

美几经谈判 ,为时数月 ,《合约》才得以签订 ,中 国的其它要求"均暂被搁置。一份以中国钨砂作抵

付的借款合约 ,何以费时如此之久?美国最后决定这笔贷款又何以
“
匆匆

”?本文拟考证《合约》诞

生的曲折过程及
“
戏剧性

”
的结果 ,以 求尽量弄清史实。

一、蒋介石求罗斯福以美元稳定法币未果

1940年 5月 14日 ,蒋介石致电罗斯福 ,通 报日本
“
不宣而战之战争已演为经济战争

”
,它使

屮国
“
物价上涨 ,汇价跌落

”
;深望美国

“
贷我现款 ,以 维持敝国币制

”[2I。 5月 15日 ,蒋介石在重庆

接见了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 (N。 T· JohFlson)。 在谈话中蒋介石要求美国
“
假中国以援助

”
,谓 日

本速灭中国的妄想破产后
“
9I转而从事经济战

”
,中 国

“
欲抵制日本之经济威胁 ,与夫减轻一般国

民因物价陡涨而蒙之苦痛 ,其最利之武器 ,即 中国经济机构之稳定
”
;而中国

“
欲争取最后之胜

利
”
,有赖于军事者三分 ,经济因素约占七分。

“
有鉴于此 ,亟盼美国能予吾人以财政之援助 ,使法

币得维持一稳固之基础
”
。蒋介石还说 :“ 时至今日,能援助中国继续抗战⋯⋯只美国而已。

”
为及

时获得美国援助 ,蒋介石许下诺言 :“ 中日战争结束之后 ,中国之善后工作 ,与资源之开发 ,实予外

人投资以极大之机会也。
”「3〕

达文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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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兼行政院长的蒋介石已道明了中国当时的经济困境 ,看清了经济在战争中的作用 ,点破了

中美双方长远的利害关系 ,言之切切。彼时中国的经济确处于深深的困境之中。

日本法西斯于 1937年 7月 7日 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以来 ,它既疯狂占领中国领土 ,又大肆

掠夺中国财物。日寇的
“
以战养战

”
,即蒋介石所说的

“
经济战

”
,使 中国蒙受了巨大经济损失。日

本侵略者在敌占区建立伪银行 ,发行伪钞 [‘],掠夺工矿 ,走私敌货 ,盗窃资源。尤有甚者 ,日 寇利用

其在敌占区所劫掠的法币,疯狂套汇 ,更捣乱了中国的金融市场 ;加之国人中的投机商推涛作浪 ,

乘机套汇 ,中国外汇的需要量超过了供应量。法币的对外购买力与对内购买力 ,与 日下降。

1938年 3月 法币 1元可兑换英币 ⒒ 便士 ,到 1940年 4月 两者比率为 1:4。 根据中英两国

于 1939年 3月 10日 签订的《设立中国国币平准汇兑基金合同》,华商银行与英商银行各出 500

万英镑 ,以 作为
“
中国法币汇兑基金

”
,但到 1939年 6月 底 ,1000万英镑的基金已大辛涓耗 ,其 中

80%为 日寇套购而去 ,从 19∞ 年 5月 2日 以后 ,英中平准汇兑基金的支持不复存在[s]。
中国的法

币与金融岌岌可危。蒋氏以
“
汇价跌落

”
形容。

蒋介石所说的
“
物价上涨

”
,以 重庆为例即可窥视占1937年 7月 ,重庆日用必需品平均物价指

数为 100,19硅 0年 5月 为娅9.5,物 价上扬几达 5倍 L6彐 。国民政府税入又大减 ,发行公债″ 亿元亦

不足以平衡预算。赤字经年累月,内 债外债债台高筑。物价飞涨 ,人心浮动 ,抗战士气太受影响。

汇价跌落 ,外汇奇缺 ,抗 日急需的物资军备相形见绌。经济堪虞 ,请求外人输血已是下策。

早在 1938年 9月 ,陈光甫奉命赴美谈判桐油借款问题 ,已尽述中国
“
财政困难

”E7彐 。中国要求

美国动用它的
“
平准基金

”
助华 ,美方于 1939年 1月 加以拒绝

"η
。1939年 7月 28日 蒋介石电令驻

美大使胡适、谈判代表陈光甫 ,要他们
“
研究美国有无不经国会而径由政府或金融界积极增援我

外汇基金之办法 ,并请即为相机活动 ,多方策进 ,如有眉目,并盼电告
”[9J。 同年 9月 28日 ,陈半甫

向孔祥熙(1938.1,⒈—△ 939。 n。 zs。 任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长)报告 ,“ 美政府对于维持币制实

无兴趣
’’Ll“ 。此后 ,中国驻美代表继续η目机活动 ,多方策进

”
。时至 1940年 5月 13日 ,胡适向孔

祥熙(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长)报告说 :“关于平衡基金办法 ,目 前实无可能。
’’L11」 由此才有蒋介

石亲自出面告急的电报。

美国对中国的经济状况可谓了如指掌。如何处置中国的紧急呼吁 ,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却自

有主张。

1940年 厶月 23日 美国财政部开会 ,该部经济研究司司长哈里 ·怀特 (II· White)提出 ,“ 今

天是否花几分钟谈谈中国的平准基金贷款问题
”
。财政部长摩根索毫无兴趣 ,王顾左右而言他 :

“
弗利在哪儿?”

[lzD在 4月 30日 上午财政部的会上 ,怀特又一次谈到中国贷款问题。摩根索出言

颇为难听 :“我不愿与他们做生意。我只同陈光甫谈生意 ,因 为他遵守诺言 ,其余的人都是一伙骗

子⋯⋯对一个连财政部长和政党头子是骗子的国家 ,我不能拿美国的钱去冒险 ,去稳定它的金

融。
”
摩根索还称 ,如果他这样做 ,就犹如

“
把钱扔到波特马克 (Potomac)河里

”
;“ 以我的职责 ,动

用平准金去帮助它 ,绝不可能
”
。在这次会上 ,摩根索对美国人阿瑟 ·杨格 (ArthtIr· Yong,蒋介

石的顾问)颇有微词 ,对他的说项不以为然。摩根索进而攻击美国国务院
“
亚洲问题专家

”
项白克

(Hombeck),说 他出尔反尔,昔 日反华亲日.而今突然变为
“
援华派

”E1钔 。5月 10日 ,怀特就中国

经济状况向摩根索呈送了一份报告 ,指出中国
“
法币汇率暴跌

”
,“ 1937年 7月 战争爆发时 ,中 国 1

元兑换 29美分⋯⋯而在 1940年 5月 3日 ,1元仅兑换 砝。5美分 ,最近三天 1元仅兑换 lⅡ 5美

分
”

;“支持外汇交易的
‘
中英平准基金’业已告罄

”
;而

“
中国的外汇资金无疑由世界财政中心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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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
”
;⋯⋯。摩根索读后弃之一旁E14]。 在 5月 16日 上午财政部的会议上,横向信息办公室(IOC)的

柯其朗(H· M· CochrarL)报 告说 ,“ 昨晚收到一份来自中国的电报,中国执意要求我们提供一些

稳定基金
”E1曰 。摩根索听而不语。稍后怀特再次提出可否为中国财政收支平衡做一些事情 ,“就如

我们在荷兰、挪威所做过的那样
”。庠根索还是闭口不言、

6月 1日 ,罗斯福将蒋介石于 5月 1硅 日发给他的那份电报 ,和 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呈送的

关于蒋介石于 5月 15日 会见他的会议纪要,一并转给摩根索,未加任何批语。蒋介石的那封电报

本已拖了半月之久才转到摩根索手里。而到了 6月 13旧 ,时光又流逝了两周,美国政府对蒋介石

的呼吁仍不置可否。

心急火燎的蒋介石于 6月 14日 致函罗斯福,再次恳请
“
畀予援助

”
,并称

“
因余不能亲自承

教 ,特派宋子文先生为代表,前来华府晋谒
”

,“敬请阁下惠予亲切之洽谈
’’E【 6二 。

宋子文衔命于 6月 26日 抵达旧金山,7月 1日 在胡适陪同下拜会罗斯福。同日摩根萦以各

忘录形式向罗斯福报告,陈述了不同意以
“
平准基金

”
贷款给中国的理由。中国国民政府夸大了法

币的危急程度;中国单靠外币以稳定法币不可能成功 ,除非美国甘冒坠入无底洞的风险。摩根索

·甚至堵塞了美国进出口银行贷款给中国的可能性E17]。 7月 2日 ,罗斯福与宋子文共进午餐。美国

总统只表示
“
尽力叶目助,至于

“
币制及物资援助

”、
“
美国需要钨砂

”
等具体问题 ,要宋与

“
财政部详

商
’’Ll引 。

宋子文于 7月 11、 12日 各送了一份备忘录给美国政府 ,向美方提出了五项要求 ,期望给予

5000万美元的
“
现金支持

”E1叼 ,是其中之一。8月 11日 ,翘首企盼的蒋介石急电宋子文 ,要他转告

美方 :“莘弓若不在金融上从速援我救济 ,则中国内外情势实难久持。
”E2“ 宋子文求见摩根索。8月

15日 摩根索会见了宋子文 ,正式通知中方 :“ 在现行法律范围内,以
‘
美国平准基金’贷款直接援

助中国,那是冒险。”在会谈结束时
·
,“部长明确拒绝平准基金信贷顷叩。这是美国拖了整整三个月

的最后答复。

当时美国拒绝中国的
“
现金支持

”
请求 ,经济方面的理由很充分。中国的金融虽

“
不绝如缕

”
,

但未到崩溃极限,美国拖了几个月不见中国经济瘫痪即是明证 ;以 输血疗法稳定法币决非良策 ,

何况国民党中达官贵人发国难财者大有人在 ,摩根索视孔祥熙、宋子文 ,甚至蒋介石等人为骗子

也不无道理。动用
“
美国平准基金

”
援外,特别是援助事实上的交战国,确须经国会认可。这是政

治上的原因。值得一提的是,中美双方于 19狃 年 4月 1日 签订了《平准基金协定》,那是因为国际

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为了自身的战略利益 ,已顾不得考虑是否把美元扔到波特马克河

了,对于掌权者即使是骗子也在视线之外。

二、罗斯福设怒的迂回援华方案因苏联拒绝而告吹

罗斯福政府拒绝动用
“
平准基金”

援华 ,并不等于它漠视中国的所有请求。期望中国
“
拖住日

本人
”(罗斯福语),至少是美国在 19dO年的对华战略 ;务使中国变为

“
亲美的中国∵则是它的既定

方针。美国要中国
“
拖住日本人

”
的另一方案,已在酝酿之中。

在美国政府尚未正式拒绝
“
平准基金

”
贷款之前 ,罗斯福已考虑了一个迂回援华方案。据《摩

根索日记》,在 19硐 年 7月 9日 的午餐桌上,宋子文向摩根索谈了三件事。宋子文说 ,罗斯福总统

于 7月 2白 接见他时提到了
“
俄、中、美三方贷款

”
方案。而在此之前,罗斯福已与摩根索讨论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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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Ez2]。 所谓
“
三方贷款

”(the three一 way loan),有时美国又称之为
“三角交易

”(three-∞ mered

deal)。 其设想是 :在五年之内美国从苏联购买锰矿、铬矿、汞、石棉、白金、墓石等价值 1至 2亿美

元的战略物资 ,美国支付美元 ;作 为条件之一,苏联应以信贷方式卖武器给中国;中国以钨砂或

其它物质抵押从美国获得贷款(为此 ,美国有关部门数次商讨。

19硐 年 7月 23日 晚 ,摩根索与国务院副国务卿威尔斯 (B· C· Welles)交换了意见。后者告

诉前者 ,“ 总统同意这事可再等一月或 10天”E2钔 。8月 15日 上午 ,项 白克到财政部会见摩根索、

怀特、柯奇朗。他转达了威尔斯的口信 :鉴于当前美俄外交关系和交涉情况 ,不宜举行任何涉及美

中俄三方贸易的谈判 ,因
“
俄国人可能产生误会 ,以为我们凭着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推动他们也与

中国靠近
”[2羽 。9月 19日 下午 ,财政部 6名高级官员就三角贸易问题进行了讨论。会上 ,摩根索介

绍了美国内阁议论此事的概况。据摩根索介绍,话题由国务卿赫尔(C· HulD引 起。赫尔说 ,“ 日

本准备长驱直入中国
”
,他打算做一些事 ,例如对输出碎铁、石油给日本一事 ,采取措施。摩根索则

说 ,如果真正要阻挡日本的脚步 ,总统在几个月前建议的
“
俄、中、我们三方贸易就很好 ,真正对日

本采取措施就该如此
”
。其他阁员同声问道 :“就在目前?”

“
对。例如 ,你从俄国买些锰 ,而俄国卖

一些武器给中国,中 国以钨砂或其它物品作抵押从我们这里获得贷款 ,以 支付俄国出售的款额。
”

内阁围绕这一话题谈论了约 30分钟。摩根索表态 :“如总统要我做这件事 ,我愿在琼斯(按 :J· H
·Jones时任商务部长、联邦贷款署署长)帮助下进行。

”
罗斯福最后拍板 :“ 亨利 ,我 认为你最好

抓住俄国人 ,动手会谈。
”E2田 赫尔、琼斯均表赞同。至此 ,三角贸易方案设想在美国政府高层求得

了共识。财政部的官员们自无异议。

第二步是美苏会谈:此中商谈有两次极为重要。第一次会谈由摩根萦、琼斯等人约见苏联驻

美大使乌曼斯基。谈判从 9月 ⒛ 日上午 11时 45分开始。摩根萦首先道开场白 :“琼斯先生和我

约请您来这儿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想法要与您讨论。大使先生可能知道 ,宋子文先生来美国已有

一些日子了。他是来谈贷款的。而且您可能了解 ,我 们美国贷款给中国 ,中 国不能用这笔钱购买

美国的武器。中国可从你们那里得到更多的帮助。
”
琼斯插话 ,说他曾对宋子文说过

'在

中国购买

武器一事上。苏联
“
是唯一能帮助你们的人。他们为此能做更多的事

”
。在会谈中摩根索提出了具

体方案 :美国从苏联购买一些战略物资 ,以 现金支付 ,而
“
你们将会找到办法去支援我们的中国朋

友。
”
乌曼斯基听后说了两点 :他与宋子文接触过几次 (内容未透露);他认为苏中、美中之间是很

友好的 ,“遗憾的是 ,我 们两国之间还没有这样的关系
”
。而摩根萦仍然强调

“
现今

”
存在三点连成

三角关系的可能 ,因 为
“
俄中(from Russh to Chirla)、美中是友好的

”
。乌曼斯基仍持已见 :“您说

的完全正确 ,但苏美关系是空白。
”E2田 这次会谈毫无结果。苏联大使要等待他的政府作出最后决

定。

第二次会谈于 9月 25日 下午 4点在财政部举行。美方人员有财政部的摩根索、怀特 ,国务院

的汉德森(Henderson)、 阿瑟顿(Atherton),以 及琼斯。苏方代表仍是乌曼斯基。在涉及正题之前 ,

双方说说笑笑 ,苏联大使带来的一瓶鱼子酱还引来一阵玩笑。气氛看似轻松。一接触实质性问题 ,

外交家的另一面就勿需掩饰了。苏联大使称 ,他
“
受权代表苏维埃政府作出如下答复

”
:(1)苏联愿

意向美国出售锰、石棉、白金、铬 ,但
“
苏维埃政府已最后决定 ,不把它供应给美国的那些战略原材 .

料 ,与苏中贸易联系在一起 ,不建立这种联系
”
。(2)苏联打算通过正常途径 ,独立地与中国建立贸

易关系E27]。

苏联的
“
最后决定

”
使三角贸易方案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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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设计这一方案的动机 ,出 自帮助中国抗日,对此似不应怀疑。诚然 ,论者可以指责美国 :

为什么不满是中国从美国购买 7000万美元武器的要求?在 19硅 0年 8、 9月 ,要求罗斯福政府冲破

1939年 中立法的约束 ,不是现实主义的态度 ,罗斯福不可能为了中国而触怒国会 ,招惹一大帮孤

立主义分子 ;罗斯福的对外战略重点也不在中国 ;由 苏联运送武器到中国可避开 日本的封锁等

等 ,“迂回
”
援华方案盖由此而生。

美国的三角贸易方案有其天真的一面。摩根索反复强调的那点关系学理论 ,简言之就是
“
我

(美国)的朋友(户 国)的朋友(苏联)是我的朋友
”
这一形式逻辑。国际政治并非 1+1=2。 乌曼斯

基一说
“
苏美关系是空白

”
,三点就无法连成三角。然而美国高层毕竟不是天真之辈 ,他们自有谋

算。罗斯福自1933年承认苏联以来 ,一直想着、做着一件事,不视它为敌人、不使它变为自己的敌

人。即使 1939年 8月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 ,他也并未放弃这一战略。甚至在希特勒进攻

苏联的前夕 ,美国还忠告苏联 ,警惕德国确定无疑的突然袭击。争取苏联与它做点生意 ,借此又帮

助
“
中国朋友

”
,这是罗斯福对付最凶恶敌人希特勒的战略考虑之一。苏日在 1939年夏天诺门坎

一战的新仇 ,与 日俄战争、日本一度占领西伯利亚的旧恨,美国也并未忽视。利用苏日矛盾 ,以 对

付潜在敌人日本 ,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用现金购买苏联的物质 ,这对苏联很有诱惑力,苏联

缺少硬通货。在国际上 ,即 使只有微小希望的事 ,政治家和外交家都不会轻易放弃它。
“
抓住俄国

人 ,动手会谈
”
,就是一种尝试。       .

美国的希望终归变成了无望。苏联也有它自己的三角利害关系盘算。昨天才发生的几件事

仿佛还在眼前 :苏芬战争期间,美国制裁苏联、援助芬兰 ;19往0年 7月 10日 波罗的海三国同时
“
选出

”
的苏维埃政府宣布入盟苏联 ,美国随即冻结了该三国在美国的财产 ;·

·⋯、乌曼斯基说
“
苏

美关系是空白
”
,这已是外交家的技巧了。苏联想到了德国 ,不想开罪德国。今天 ,学者们仍对苏

德互不侵犯条约、两国瓜分波兰争论不休 ,但有一点却几乎没有异议 :苏联为了自己。既然为自

己,在希特勒横扫西欧大陆后正在狂轰烂炸英国之际 ,若英国战败谁能担保希特勒不掉转枪口向

东进攻苏联?它似乎出于不得已而敷衍德国 ,以 至它的一些举动令人惊讶。如 1940年 6月 14日

巴黎陷落 ,苏联外长竟打电报给德国外长表示祝贺。而在此时暗中支持英国与德国周旋的 ,正是

美国。苏联不愿过份与德国的敌人(英国)的朋友(美国)沾染。还有日本。苏联与日本确有新仇 ,

也有历史旧恨。而现实又告许它 ,为避免可能的东、西两线作战 ,苏联已于 1940年 7月 开始与中

国的仇敌日本 ,商谈
“
中立”

条约:果然它们于 19狃 年 4月 13日 签订了
“
中立条约

”
,文 内还标上

“
友好

”
字样。当时国际上的一些动态 ,苏联亦并不耳聋眼瞎。1940年 7月 27日 ,日 本制订了

“
强

化与德意政治联合
”
的方针 ;9月 9日 德国特使在东京与日本外相密谋军事同盟条约;9月 18日

德国外长到达罗马活动墨索里尼加入三国军事同盟条约;9月 19日 ,日 本御前会议决定缔结三

国军事同盟条约。在此背景下 ,苏联若公开与美国一道帮助中国对付日本 ,就意味着它既得罪了

日本又招惹了德国。这是引火烧身与隔岸观火之间的选择。美苏谈判的结局 ,就 只能是那样了。

美苏谈判之前 ,阿瑟顿已作出判断 :“我估计他(苏联大使)的政府不同意这样的安排 ,阻碍将是苏

德协议、德日协议。我认为俄国若受我们安排的约束 ,将置它于困难境地 ,且将使它与东京的关系

变坏 。
”E2臼 恰是这苏——德—— 日三角利害关系 ,苏联在中——美——苏三角贸易方案面前却步

了。

各国相互间关系的错综复杂 ,可见-斑。任何国家都会首先顾及 自己的利益和安危 ,期求他

人会舍身相救无异竹篮盛水。三角贸易方案胎死腹中,是值得深思的史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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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钨 砂 借 款 合 约 》的 签 订

中国以钨砂作抵押向美国借款 ,早在 1938年 9月 就已提出
(29彐

。中美《桐油借款合约》、《华锡

借款合约》签订之后 9中 国的钨在美国人面前更加闪闪耀眼。1940年 5月 29日 上午 ,美国财政部

讨论了从中国购买钨砂的问题。此时距《华锡借款合约》签字仅过 39天 ,距蒋介石的告急电也才

过去两周。摩根索在会上表态 :“ 那就告诉他们 ,我 们准备从中国购买 1万吨。
”E3°〕这一信息传到

了重庆。7月 8日 ,宋子文电呈蒋介石 |“对美借款渐有头绪 ,钨砂为主要抵押品丬3】彐。7月 11日 、

12日 ,美国收到了宋子文致送的各忘录 ,内 中涉及以钨砂作抵押借款的方案。7月 15日 ,美国财

政部拟就了一份题为《致总统备忘录 :关于财政援华可能性的初步报告》。次日,摩根索呈交罗斯

福。报告内有一段称 :“按照宋先生提出的紧急日程安排(附件 D),中 国至少能供应价值 5000万

美元的钨、锑、锡。
”E3幻 只因本文所述第一、第二两个问题此时尚在议中,美方-时未能就此事作

出最后决定。

望眼欲穿的蒋介石于 8月 11日 电饬宋子文 ,要他再向美国告急。8月 15日 上午宋子文应约

到财政部会谈。会谈前美方就定下调子 :“剩下的唯一机会是中国从进出口银行获得贷款。
”E3"这

次会谈虽触及中国已提出的所有要求
E3‘],留

给宋子文的曙光是 ,摩根索建议他找琼斯谈谈 ,从进

出口镏行借钱 ,以钨砂抵押。

光阴一去又是-个多月。9月 23日 下午 3点 (中 国时间9月 24日 上午 4点 ),怀特在财政部

会上通报了贷款问题 :“今天上午进出口银行执行局开了会 ,琼斯希望我同意就一笔不超过 2500

万美元的贷款 ,与 中国谈判。
”“

好。
”
这是摩根索爽快的回答。此前 ,助理国务卿贝尔 (A· A·

Berle)也 说 ,国务院的人
“
关心此事

”
。下午 5点 ,琼斯约见宋子文 ,告诉宋 :他打算给中国一笔

zO00万 美元的贷款 ,以 钨抵付。琼斯对宋留了一手 :美方内定贷款 2500万 美元 ,以 一旦宣布此

数 ,中 国
“
惊喜

”r3田 。宋子文非但无喜 ,失望有佘。当天宋子文电呈蒋介石 ,报告这一信息 ,称
“
收获

仅此 ,杯水车薪 ,诚恐无裨大局 ,深用惶悚
”[3洌 。9月 26日 ,蒋介石复电,苦涩表态 :“ 却之不恭∵,

“
自当承受

”E3饲 。同一天 (美国东部时间 9月 25日 )宋子文代表中国中央银行接受美国 2500万美

元的贷款。10月 17日 ,宋子文和琼斯接见记者 ,披露美国已决定对华贷款E3:]。 10月 18日 ,蒋介

石在重庆接见美驻华大使 ,谓
“
两周前贵国贷我美金 2500万 ,至深感谢

”「391。 10月 22日 9中美双

方共 5名代表在《钨砂借款合约》上签了字。

《合约》正文共四条 ,一式四份。第一条规定 ,美 国进出口银行于 1940年 12月 31日 前 ,借给

中国中央银行 2500万美元。第二条为讠中央银行元条件担保偿付 ,五年内本息还清 ,年息 4厘 ,每

半年付息一次。第三条规定 ,中国政府负责按《钨砂合同》将出售钨砂的效益 ,保证指拨并转付给

美国进出口银行。第四条对中方限制极为明显 ,“双方承认并同意 ,中国在美国订购货品 ,如 照

1939年 中立法案经美大总统指定为军械、军火或军用品者 (纯粹商用 飞机除外),不得动用本约

贷款支付
”E‘ G2。

还规定中国应在美国境内采购原料或成品;应由美国注册的船只装运 ,除非美田

放弃装运权。

《合约》附件两份。附件甲为同日签订的《钨砂合同》。此合同由卖方中国政府机构资源委员

会代表吴志翔 ,与买方美国注册的金属准备公司(the Metals R∞crve Company,a subsidiary of

the RFC)总 经理韩德生签字。宋子文和中央银行代表李干签字核认。《合同》规定 ,在五年之内资



】28 珥坩时牡荣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笫
^铒

朗

罩胃嚣∷∶焦l查I∶F∷∶t∶J:∶∶∶∶∶∶【Fl∶∶∶帚:∶∶r。
·
∶∶∶∶∶∷

严哏;∶套凳≈紧窭r苷饣营鸷窑塞挈莪z砂借森药亮击宀方宋子文、李钰^

志蚜∴∶相美方进出口银行总经理皮尔逊分别签字。这份致金属准备公司的文件 ,业经该公司总经
∶理韩猕生∷盔字认可。《凭函》主要内容两点:中央银行向进出口银行出具 2500万美元的期票 ,“ 以

为镦务之凭证△金启准备公司应支付的钨砂货价 ,“在必需范围内,经指定为该项期票应付本息

之保证
'「

。l]。 ∷

∷∷真是ˉ份天衣无缝的合约 !

’
∷ 然而历史地评说这份《合约》,它的互利性是客观存在的。美国用美元、实际上以其物资换得

了它薷要的宝贵战略物资,中国形式上是债务者、实际上它是用钨砂换取急需的抗日物资;中美

两国逋过订立这份合约,为共同修筑抗击法西斯的堡垒,增添了一块友谊之砖。

四、美国作出贷款决定的最终原因

前文已经提及 ,美国是 19钔 年 9月 23日 决定贷款给中国的。此时距苏联否拒三角贸易方案

还有两天。美国早在 5月 29日 就有贷款意向,何以选定 9月 23日 ?

最直接的导因为 9月 22日 、23日 国际上发生的大事。9月 22日 下午 3时 (河内时间),法国

贝当政府代表与日本西原少将签订了《印度支那军事协定》,法 国总督德古将军同意日军使用越

南的三个空军基地,允许日军驻越、假道越南侵华等等。日本法西斯的最后通牒本限定法方在 9

月 22日 犰 时前答复 ,侵华军队华南司令官安藤中将不顾协定已经签订 ,狡言不闻,迫不及待地

于当地时间 22时 (美国东部时间 9月 21日 10时 )派兵经广西东兴县入侵越南同登。9月 23日

(东京时间)日 本
“
帝国大本营

”
宣称 ,“ 日本于今日开入越南

”E‘ 2]。
之后日本继续入侵越南 。国际

反响强烈。在日本侵入越南之后约 48小 时 ,美国作出贷款决定 ,并通知中国,反映十分敏快。摩

根萦在 9月 23日 的日记中写道 :“琼斯说 ,昨晚 9点赫尔在电话上告诉他 ,要他对中国贷款。(按 :

此时距日本入侵越南仅 31小时)琼斯说 ,赫尔鉴于印度支那发生的事情 ,非常着急 ,要 他在当晚

就宣布给中国贷款。
”
摩根索甚至认为 ,这-决定太迟了。

“
我个人的观点是 ,给 日本施加压力的时

间应在它进入印度支那之前 ,而不是在它进入印度支那之后。我认为太迟了。我想 ,日 本人和其

他独裁者正在讥笑我们。
”E‘ 3]美 国两位重要阁员的心境跃然纸上。很显然 ,急于宣布贷款给中国 ,

是美国借中国
“
拖住日本人

”
的措施之一。宋子文观察到了这一点。他在 9月 26日 呈送蒋介石的

电报中说 :“越南发生战争 ,总统以借款中国表示抗日态度之一种。
”E刂乇《合约》签订的其它原因1

就不赘述了。

国际政治 ,实质上是国际间总体利害关系的艺术性或技巧性运用。国际间经济利害关系是它

的内涵之一 ,因而往往受它的约束。有时国际间的经济利害关系或其它利害关系又影响总体利害

关系改变方向。

中美两国在上次世界大战期间各自所处地位 ,各 自的社会制度 ,各 自的国力都不同 ,由 于双

方有着共同的利益 ,相互支持过 ,共同战斗过。这已是历史。历史一去不复返。某些历史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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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再现 ,则不是不可能的。

当时的中国政府明知这笔贷款
“
杯水车薪 ,不能济急

”
,然

“
女口我斤斤于数 目之多少 ,时机一

失 ,易生变化 ,且恐引起反感
”E° 5二

,唯有
“
自当承受

”
。彼时国难 当头的弱国还能对他人说什么 :俱

往矣 ,当 看今朝 。

注释 :

El]宋子文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美国以“
平准金”

稳定中国币制 ,从美国购买 7000万 美元的武器,美国协助

改善滇缅路、开辟滇缅空中航线 ,以钨砂作抵货款等项要求。材料来源见E19]

E2I3彐 E7I8]E9I10△ 11I16I18IzOI29I31I36△ 37I39I狃 I45彐《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稿一 对

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 ),1981年 9月 裕台公司中华印刷厂印刷 ,第 270— 271页 ;272页 ;237页 ;247

页,253— 254页 :254页 ;270页 ;274页 ,94页 ,277页 ;237-238页 ;278页 ;280页页;102页 ;281页 ;281页。

Ed△ 5彐匚6△38△ 42X新华日报》l阢0年 6月 7日 第四版 ,9月 10日 第四版 ,10月 19日 第三版 ,9月 24日 第

二版。

E12彐 E13彐 E14]E15]E17]E19]E21]E22]E23]E24]E25彐 E26彐 E27彐 E28彐 E30]匚 32彐 E33]E34]E35彐 E43彐 Morgehth° u

¤ary(Chi】la)volum I,DA CAPO Press。 New York。 1974,p,120;pp。 133-134,波特马克河流经美 国首都华盛

顿;p.141;p。 150;pp。 174-176,pp。 177— 181,p。 192;pd76;p。 182;pp。 191-192;pp。 208— zO9;pp。 228—

229; p.227; p。 166; pp。 177-ˉ 178; pp。 191-ˉ 192, p。 219; p。 225。

ROlEdl彐文中所有涉及《合约》、《凭函》的直接和间接引语 ,均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 ,王铁崖主编 1962

年三联书店第 l版 ,1982年 8月 北京第 2次印刷 ,第 1164— 1173页 。另 :文中多次提到的美国平准 金(AmeⅡ can

stabiⅡ zaton Fund),也 有
“
平衡金

”
之译。它是根据 19弘 年 1月 30日 美国国会通过的黄金储备法 (Gold Reserve

Act)而设置的。按照该法 ,以 zO亿美元建立
“
外汇稳定金

”(Exchange stabilizaton Fund),其 目的用以稳定美元
(to staul忆 e the d。 llar)。 由于 1933年 4月 19日 美国官方宣布放弃金本位 ,一时引起美元兑换外币下跌 ,为 防止

继续滑坡 ,EsF是 措施之一。此 EsF为财政部掌握。故摩根索不肯轻易
“
援助

”
他国。从意义上而言 ,staulizad° n

Fund译为
“
稳定金

”
较妥。文内从俗。

·学术动态 ·

四川期刊首次好稿评选揭晓

我刊三文获奖

6月 21日 至 25日 ,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四川省期刊协会在成

都市召开了全省期刊好稿评选会议 ,评选刊协会员单位 1993年优秀稿件。l40多 家期刊社参加了这次评选活

动。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省刊协会长陈焕仁 ,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方国宏等出席了会议。省刊协副会长兼秘书

长侯克强、副会长陶健主持了评选工作。我刊所发李大明《(离骚〉称
“
经

”日寸间新论》获一等奖 ,杨泉明《论廉政法

制化》和杨天宏《二十世纪初基督教传教事业的发展变化与非基督教运动的发展》获二等奖。以上三文的责任编

辑黄琳、王永政和李大明获编辑奖。(魏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