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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差别”政策是美国东亚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差别”政策从

加强到逐步废除的各个阶段中 ,日本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不可忽视。“中国差别”政策与

美国对日政策目标之间的冲突为“中国差别”政策最终的废除埋下了伏笔。日本还通过对华民

间贸易和广泛地利用“例外程序”从内部侵蚀了“中国差别”政策的基础 。在废除“中国差别”政

策的最后谈判过程中 ,日本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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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上台之后 ,对杜鲁门的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进行了修改 ,其主要特征是缓和对苏联 、东

欧国家的贸易管制 ,但在对华禁运上 ,仍然继承并在实际上加强了杜鲁门政府的“中国差别”政策。然

而 ,这一政策并没执行太长时间 ,由于遭到巴统各成员国的反对而于 1957年被废除 。本文所要讨论的

是艾森豪威尔时期“中国差别”政策废除过程中的日本因素 。笔者认为 ,日本在“中国差别”政策的废除

过程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其影响表现在三方面:首先 ,作为东亚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中国差别”

政策与美国对日政策之间存在一定矛盾 ,这为它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其次 ,在“中国差别”政策的执

行过程中 ,日本通过内部侵蚀的方式一点点削弱了“中国差别”政策的基础 。最后 ,在废除“中国差别”的

谈判过程中 ,日本以一种谨慎而又坚决的方式 ,与其它巴统成员国一起努力 ,最终导致了“中国差别”政

策的废除 。

一

从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保留并加强“中国差别”政策的那天起 ,有关这一政策的争论就从未停止。

争论的起源在于“中国差别”政策与美国对日政策目标之间的矛盾。

朝鲜战争停战之后 ,西欧国家强调 ,全面战争的危险已经减少 ,自由世界在与共产主义国家的竞争

中 ,应该把“经济发展优先作为长期战略” ,缓和东西方贸易管制 。与这一要求相应 ,1953年 5月 25日 ,

美国政策设计委员会提出了《经济防卫政策考察报告》,即 NSC152号报告 ,之后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了

NSC152 /1 、NSC152 /2 ,直至 1954年 6月 18日的 NCS152 /3号文件 , 标志着艾森豪威尔政府基本完成

了对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的调整 ,其基本特点就是缓和对苏联 、东欧国家的贸易管制 ,加强对共产主义

中国的贸易管制 。NSC152 /3号文件提出:第一 , “我们专注于对苏联战争潜力有重大意义的物资和设

备 ,不再要求管制那些次要战略物资” ;第二 , “新政策认为 ,我们面临着长期紧张而无战争的局面” ,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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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允许自由世界同苏联集团之间的非战略物资贸易 ,但是承认自由世界在非战略物资和基本原材料方

面依赖苏联市场和苏联资源的实际风险” ;第三 , “新政策要求维持现行对共产党中国和北朝鲜的管制水

平”①。

1954年 8月 ,巴统第一次大幅度调整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 。巴统贸易管制清单的总数从 474 种下

降到 252种 ,其中禁运物品的总数从 270种下降到 167种 。而“中国委员会”贸易管制物品仍然有 472

种之多。这样 ,巴统与“中国委员会”之间的贸易管制水平实际上差距是扩大了 。

为什么要继续保留“中国差别”  这是由艾森豪威尔上台以后的东亚政策决定的 。艾森豪威尔上台

以后 ,尽管在世界范围内 ,美国仍然把苏联视为心腹之患和竞争对手 ,但美国军事战略的重心却越来越

从准备对苏联的全面核战争转向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局部有限战争 ,认为对东亚非共产党国家而言 ,

“主要而且直接的威胁”不是来自苏联 ,而是来自“共产党中国的进攻态势和正在增长的军事力量”②。

1953年 11月 6日批准的 NSC166号中明确指出 ,在东亚地区中国是美国的最大敌人 ,美国必须使用政

治 、军事 、经济等各种手段向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 ,确保它在亚洲的目标得以实现。中共政权的崛起改

变了“远东力量结构” ,而美国远东政策的主要问题是要应付这种已经改变了的力量结构 ,美国的政策是

通过“发展非共产主义的亚洲国家的政治 、经济 、军事力量” ,通过“削弱或至少是阻碍中共力量在中国的

增长” ,通过“破坏中苏关系”来“削弱共产党中国的相对实力地位”
③
。之所以保持“中国差别”政策 ,是

因为“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管制 ,不仅要阻碍其战争潜力本身的发展 ,而且还要阻碍其现代化 ,对欧洲苏

联集团的贸易管制 ,则只是要阻碍其在欧洲战争潜力的增长”④。

因此 ,可以说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中国威胁观”和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东亚遏制战略的确立是美国

保留“中国差别”政策的最重要的原因。然而 ,尽管“中国差别”政策被保留下来并在实际上得以加强 ,美

国政府内部关于这个问题却始终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而矛盾的核心就在于关于中日贸易对于日

本经济恢复与发展的重要性的不同认识上。

出于对中日贸易在日本经济恢复过程中重要性的考虑 ,我们可以看到 ,艾森豪威尔本人在对华禁运

问题上的看法是极其复杂的。战前日本对外出口的 18 %,进口的 25%是在对华贸易中实现的 ,如果日

本取消对华贸易控制(不包括对战略物资的控制),中日双边贸易在两三年内即可达到 4—6亿美元的水

平 ,这对于改善日本的外汇短缺 ,产品出口等方面的好处是十分明显的。而艾森豪威尔总统本人虽然具

有强烈的反共意识 ,但他并不认为美国的贸易禁运是对付中国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在他眼里 ,即使中国

的经济有所发展 ,但短时期内并不能造成对美国的真正威胁 ,而贸易禁运的真正受害者是日本 ,美国也

会为此付出代价 。因此 ,艾森豪威尔总统赞同对华贸易禁运必须限制在最重要的战略物资范围内的观

点 ,认为缓和对华禁运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必须的 。如果美国亚洲政策的长期目标是“削弱中苏同盟” ,

“贸易在实现这个目标方面可能是很有用的工具。”这“将有助于减轻共产党中国对苏联的依赖和日本对

我们国库的依赖”⑤。1953年 4月 8日的 NSC125 /4文件表明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中日贸易的支持态

度:“除非从满洲里和北中国获得市场和原材料 ,否则日本的经济没有前途” 。即使在目前对华实施完全

禁运的状况下 ,中日之间适量的贸易也是应该被允许的
⑥
。1954年艾森豪威尔的态度变得更加支持 ,他

不仅使用了“允许” ,还使用了“鼓励”的字眼 ,他甚至认为任何“试图永远堵塞贸易自然流向的努力 ,都将

归于失败”[ 1]
(第 581 页)。

可是 ,以杜勒斯为首的禁运强硬派却担心如果日本过分依赖中国市场 ,会使它对西方产生离心力。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 ,日本同亚洲大陆的传统联系 ,在影响日本的发展方向方面仍然有着巨

大的力量 ,日本严重的经济问题在决定其国际联盟方面仍然是关键因素。日本对华贸易如发展到一定

规模 ,可能会影响到美国政治与战略目标的实现。1955年 1月 10日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发给美国驻

日大使馆一份政策性电报中指出:“自从共产党贸易的政策服务于政治性地诱导以造成自由世界分裂的

目的以来 ,日本希望把它同中国的贸易恢复到战前水平是一种错觉 ,日本依靠中国作为其原材料的主要

来源的做法也是危险的。依靠与共产党中国发展贸易的前景也会大大影响日本与韩国 、台湾 ,可能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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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and Abolition of “The China Differ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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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a differential” is an integ rated part of Am erican East A sia containm ent

st rateg y. This essay w ill discuss how and w hy these important changes occurred f rom rese rv ation to

elimination of “ the China dif ferential” in Eisenhow er era. The ro ots of defeat a re par tly f rom the

conf lict betw een “ the China differential” with American Japanese policy . Japan played a very special

role during this proce ss , w hich also ref lected Japan’ s m ost skillfully executed fo reign st rategy .

Key words:“ the China dif fe rential” ;Eisenhow er era;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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