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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 不平等条约的废除   

    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盟国之一，忠实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长期抗击并牵制了日本陆军兵力的主要部分，有力地支持了

美、英、苏各盟国在亚洲、欧洲及其他战场的作战。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得到全世界进步人士的确认。中国人民用自己的长期

奋战、流血牺牲争得了民族的声誉和国家的大国地位。  

    自1842年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强加于中国的许多不平等条约，攫取了种种特权，使中国沦为一个半殖民

地国家。中国人民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中国的抗日战争，既是为反抗日本侵略，也是为争取民族的彻底解放，因

此，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各国的在华特权，成为中国各抗日党派和全国人民的一项基本要求。  

    1941年4月，中国向美国政府提出缔结中美平等条约， 废除现有条约束缚的问题。经过磋商，两国于5月下旬以换文的形式达成协议。 

中方表示“忠实遵守国际信约”，“信仰且赞同贸易机会均等”等原则，美方承诺“在和平状态恢复的时候，能和中国政府以有步骤谈判

和订立协定的程序，迅速地做到取消一切有特殊性质的权利。”随后，英国亦于7月初与中国政府互换照会， 表示等“远东之和平恢复

时，英国政府愿与中国政府商讨取消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并根据平等互惠原则，修改条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在华租界和特权已被日本全部夺取。由于英、美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和大西洋，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对日作战

的力量明显不足，因此迫切希望加强中国战场对日军的牵制。同时，中国人民在四年多的时间里独力抵抗日本的侵略，显示了中华民族的

伟大力量，成为远东地区对日作战的主力。世界人民包括英、美两国人民高度赞扬中国抗战，要求放弃在华特权，给中国以平等的地位。

在多方面因素的推动下，美、英两国在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问题上采取了积极行动。  

    1942年10月9日，美、英将两国的决定正式通知中国政府。次日， 两国分别发表声明，宣布将与中国政府谈判，缔结一项条约，“立时

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10月24日和30日，中国政府先后接到美国和英国的新约草案，随即开始了与两国的谈判。  

    1943年1月9日，日本与汪伪政权签订《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等协定》。日本的这一行动不过是一出掩人耳目的丑剧，仍不免使

英、美感到被动和尴尬。在此情况下，1月11日，美、 英两国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与中国签订了关于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及处理有关问题

的条约，以及换文和附件。其主要内容有：(1) 废除英、美在华的领事裁判权，两国人民在中国领土内，应依照国际公法和国际惯例，受

中国政府管辖；(2)废除1901年签订的《辛丑和约》，交还北平使馆界， 撤销在北宁路的驻兵权；(3)交还天津、广州的英租界和上海、厦

门的公共租界；(4)撤销租界内的特别法庭；(5)废除英、美两国在中国各口岸使用外籍引水员的特权；(6)英国放弃由英国人担任中国海关

总税务司的特权；(7)废除英、美军舰在中国水域内行驶的特权；(8)废除英、美两国商船在中国沿海贸易和内河航行特权；(9)此次新约未

涉及的其他影响中国主权的问题，由中国与英、美政府会商，依照国际公法准则和近代国际惯例予以解决；(10)中国与英、美两国在战争

结束后，至迟6 个月内举行谈判，签订一项友好通商航海设领条约。同日，中国外长宋子文向英国递交照会，声明中国政府对收回九龙租

借地“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在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后约4年间，中国相继与比利时、挪威、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

牙等国签订了相关条约，旧的不平等条约体系至此不复存在，剩下九龙租借地、香港、澳门尚未解决。  

    中美、中英新约的签订，基本上废除了束缚中华民族长达百年之久的各项不平等条约，中国的国际地位法律上不再低人一等。这是中国

坚持抗战所取得的一项成果。这一胜利的取得，从根本上说，是中华民族空前觉醒和长期奋斗的结果。新约的签订与不平等条约的废除，

自然不等于根本改变中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实际状况，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已在实际上取得与各同盟国的平等地位，真正的平等地位还

要靠中国人民的努力来争取。                           

  1943年8月，美、英两国首脑在魁北克举行会议时， 赫尔国务卿就建议尽早就建立一个国际组织的问题拟定一份宣言草案。经美 、

英首脑认可， 该文件分送给斯大林和即将由美返华的宋子文。斯大林同意举行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为首脑会议做准备。10月，美、

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除军事问题外，该会议讨论了美国提出的关于在战后建立国际组织以维持世界和平的设想，并接受了

上述赫尔的建议。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反对中国成为宣言签字国，理由是中国在欧洲问题上没有影响力，而且会造成日本对苏挑衅的借

口。赫尔坚持让中国成为宣言的签字国，他对莫洛托夫说：把中国排除出四国宣言是不可思议的。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在战争中已作为四大

国之一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如果将在战争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大国排除在外，则对联合国家的统一性将产生极为有害的心理效应。不让中国

共同签署宣言，无论是在政治是还是在军事上，完全可能在太平洋地区产生极恶劣的反应。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美国政府将被迫采取种种

调整措施，以保持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的稳定。这实际上是暗示美国将会把其他地区的兵力和资源转向太平洋地区。这对苏联对

德作战和在远东的得益都将是不利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支持美国主张。苏联最终只得同意。  

    10月29日，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受权与美、英、苏三国外长一起签署了四大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宣言宣称，四国政府一致认

为，“有必要保证由战争迅速而有秩序地过渡到和平并建设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要在尽快可行的日期，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



织，以便代表国际社会采取共同行动。蒋介石感谢美国的支持，他在11月3 日给罗斯福的电报中说：这一宣言构成对未来世界一项史无前

例之贡献。中国以参加会商此项宣言为荣。  

    四大国宣言的发表，是从《联合国家宣言》发表以来再一次从外交形式上确认了中国的四大国之一的地位，使中国可以与美、英、苏各

国共同讨论对日作战和战后世界问题。宣言的签署和发表是大战期间的一个重大事件，为尔后建立联合国开辟了道路。  

    11月23日至26日，美、中、英三国会议在开罗举行。这是抗战期间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参加的唯一一次盟国首脑会议。三国首脑和参谋

长在正式会议中着重讨论的是军事问题，政治问题主要由蒋介石与罗斯福在两次谈话中商讨。谈话内容广泛，涉及战争中和战后远东地区

的多种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一) 关于中国的国际地位。罗斯福表示，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他一直认为中国应作为四大国之一参加

此后的国际机构。(二)关于战后日本天皇的地位。罗斯福说，“美国国内舆论要求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要求废除天皇制”。蒋介石

认为日本军阀必须根本铲除，至于日本国体如何，应尊重其国民的自由意志。(三)关于战争赔偿。蒋提议战后日本以实物如机器、战舰、

商船、火车头等运华，作为赔偿的一部分，罗斯福表示同意。(四)关于领土问题。双方一致认为东北四省、台湾、澎湖战后均应归还中

国。(五)关于中国国共关系。罗斯福建议，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国共两党就应该建立一个联合政府。蒋表示同意邀请共产党参加国民

政府，条件是美国要能保证，苏联答应尊重中国东北的边界。不过事实很快证明，蒋的同意罗斯福此项建议，完全是一种搪塞。会后蒋在

任何情况下，都回避触及此事。(六)关于中苏关系。罗斯福希望中苏之间能改善关系。蒋介石表示战后可向苏联作出一些让步，包括大连

成为国际共管的自由港，向苏联开放，但要求苏联能支持国民党，不能支持共产党。  

    1943年12月1日，《开罗宣言》发表。中、美、 英三国把四大国宣言的战争目标具体化，即坚持对日作战，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宣

言》宣布：“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

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在中国抗战打败日本之后，将不

仅恢复卢沟桥事变以来所丧失的土地，而且将恢复“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强占的东北领土，收复因甲午战争失败而被日本夺去的台湾全

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这是多年来中国人民一直为之牺牲奋斗、梦寐以求的目标。在以往的国际会议上，中国每每处于任人摆

布、宰割的地位，不但对国际事务没有发言权，自已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难以维护。在开罗会议上，中国却可以就战争之中和战后亚太地

区的广泛问题表示意见，并受到尊重，这是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又一伟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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