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介石向美国提出的反攻大陆 GT-5 计划破灭记 

 

张治宇 

2009 年 03 月 12 日 08:17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留言 论坛 网摘 手机点评  纠

错 

E-mail 推荐： 
提交

 

 
 

 

 

 

 

    

党史热点排行 

·老师评语里的毛泽东  

 

·关于华国锋名字的来历
·“周恩来没有上过大学”

吗？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最大共同点 

  

·"特工王"戴笠究竟是个什么

人？

·"大跃进"前周恩来的三次检

讨

·走向刑场的国民党将军 

 

 

·回忆当年清查钓鱼台王洪文住

地
·国民党师长张灵甫之死真相

·毛泽东巧断南北二乔人名官司   ·共和国脚步——1949 年档案 ·邓小平与对苏“葬礼外交”

党史频道 红色访谈 历史相册 人物长廊 历史珍闻 文博之窗 千秋评说 网友论史 

 

 

 

  蒋介石自 1949 年逃往台湾后，始终没有放弃反攻大陆的梦想，而他也知道，任何反攻大陆的

企图，都不能没有美国的支持。为此，蒋介石不失时机，不择手段，一次次向美国兜售各种形式

的反攻计划。约翰逊执政后，不断升级对越南的战争，蒋介石认为有机可乘，遂向美国提出了反

攻大陆的 GT-5 计划。 

 

  蒋介石向莱特和腊斯克发出试探 

 

  败退台湾后，蒋介石一直十分关注大陆的政治、经济动态，一有风吹草动，便在台湾掀起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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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大陆的浪潮。上世纪 60 年代初，由于大陆连续 3 年遭受自然灾害及“大跃进”和反右倾斗争的

失误，加之苏联“老大哥”的背信弃义和中印边境冲突，这一连串的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使国

民经济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对此，蒋介石仿佛看到了“光复大陆”的星星之火，再次萌发了他

那快要熄灭的梦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天助我也，光复大陆的时机到了！ 

 

  于是，蒋介石几次亲自出马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调集得力干将，布置制定了庞大周密的“旭

光作战计划”。为实现这一计划，台湾当局大量购进了新式武器。与此同时，蒋介石还迫不及待

地向美国发起舆论攻势，希望获得响应和支持，但美国政府出于各种原因，没有明确表态，这令

蒋介石十分不快。 

 

  肯尼迪总统遇刺后，约翰逊执政，蒋介石便又蠢蠢欲动。此时美国正发动侵越战争，蒋介石

想借助这场战争，把美国也拖入两岸冲突中来。为此，台湾不断向美国施压，要求新政府对“中

华民国的未来”表示支持。 

 

  1963 年 9 月，中法建交不久，蒋介石召见美国“驻台大使”莱特。他对莱特提出加强美蒋在

东亚包括越南合作的三种方案：第一，由美、台、南越、南韩四方缔结军事同盟；第二，由台湾

和南韩、南越缔结“三国军事同盟”，由美国提供海空军援助；第三，由台湾和南越、南韩分别

缔结双边同盟，而由美国提供同样的军事援助。蒋介石的上述提议可谓用心良苦，都通过将台湾

和越南绑在一起，促使美国支持他反攻大陆的图谋。 

 

  美国当然对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了如指掌，对台湾反攻大陆的军事能力也有清醒地评估。虽然

约翰逊政府视越南问题为美国亚太战略的当务之急，但他最关注的还是中国的介入程度。美国极

力想避免与中国在越南战场公开交战，也并不想因台海再起波浪而被拖了进去。所以约翰逊将美

国对台湾短期目标定为“确保台湾海峡局势平稳”，将中长期目标定为“在未来的十年中，使台

湾与中国大陆出现最大限度的分离”。 

 

  为使蒋介石接受美国的两岸政策，并对蒋进行“安抚”，国务卿腊斯克受约翰逊委派，于 1964



年 4 月访问了台湾。蒋介石却将腊斯克的访台视为说服美国支持他反攻大陆的良机。4 月 16 日，

他接见腊斯克并与之举行会谈。会谈中，蒋介石反复强调，中共政权已“内外交困”，目前正是

国民政府反攻大陆的最好时机，希望美国政府能从实际利益出发，支持台湾对大陆加强军事、经

济、政治和心理压力。与此同时，蒋介石向腊斯克递交了一份英文本的《美台协作对中共实施压

力》的计划书。蒋介石“创造性”地提出，反攻大陆的机会只能靠创造而不能靠等待。为了创造

机会，可以考虑在大陆的一些省份，如紧靠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甚至印度的西南省份先发动

常规战争，这样的行动，既十分有效，也不会给美国带来任何风险。 

 

  然而，腊斯克委婉地挡回了蒋介石这一“创造性”的提议。他认为，如果没有其他国家，尤

其是美国的全力支持，台湾方面在军事上是决不可能在大陆站住脚的。而一旦美国介入，就不可

能不动用军队，甚至动用核武器，赫鲁晓夫也不会袖手旁观了。这样，整个北半球将难免再次陷

入战争之中。 

 

  台湾的这些动作引起了大陆的高度警惕：军事上，中央军委下令全军进行紧急备战；外交上，

中央政府进行了不懈努力，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就与美国大使卡伯特在华沙举行会谈，警告了美国。

卡伯特当场表示：“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决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如果蒋

介石硬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后来，肯尼迪也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国民

党军如果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那等于自杀。” 

蒋经国访美提出 G T-5 计划 
 
  尽管美国政府不同意台湾的反攻大陆计划，但蒋介石仍不愿就此罢手。1965 年 9 月，

他派“国防部长”蒋经国前往美国，向约翰逊政府再一次提出了美蒋协同反攻大陆的计划。这

个计划正式名称为《共同利益问题》，代号是“大火炬 5 号”，英文是 Great Torch Five，简称

GT-5 计划。该计划的核心内容是，国民党军队拟在美国海军和空军的掩护下，登陆广东、

广西、云南、贵州、四川五省，切断中共援助越南对抗美国的补给线，以收釜底抽薪之效，

让美国在越南战场由被动变主动。 
 
  9 月 22 日，蒋经国前往五角大楼拜会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正式递交了 GT-5 号计

划，希望美国方面提出“咨询意见”。麦克纳马拉看完这个计划后，正告蒋经国：“实施这样

的行动，是离不开美国的地面部队和核武器支持的！” 
 
  为打消美方疑虑，蒋经国立即强调：“台湾方面将把战争限定为纯粹的内战，并由国民

党军队承担全部作战任务；美国方面所要做的只是用舰艇运送国民党军队渡海登陆，在登陆



前由美国海空军承担护航任务，以保证国民党军队免受大陆海空军的袭击；美军护航时，不

需要采取任何直接攻击中共海空军和大陆军事目标的行动，除护航外，不需要出动任何军队，

更不需要动用核武器。”为了能够说服麦克纳马拉，蒋经国反复强调了实施这一计划的战略

意义：“第一，当前越南的局势表明，中共已将东南亚作为其‘战略扩张’的主要方向；第二，

一旦国民党军队在西南五省展开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大批中共精锐部队就会被牵制在台湾

海峡和华南沿海，进而无法进入北越对美作战；第三，在地理位置上，西南五省是越南与中

国大陆之间的天然屏障，一旦夺取西南五省，就可以将中共与北越隔离开来，使中共无法再

向北越输送武器装备和战略物资，进而促使越南战场的形势朝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 
 
  然而，麦克纳马拉仍担心，唯恐美军重蹈 1961 年在古巴“猪湾事件”的覆辙。对此，蒋

经国解释道：“美国在猪湾的登陆行动之所以受挫，一是组织不力，二是由于古巴国内反共

政权已经瓦解，不可能提供有力的援助。而 GT-5 计划一旦实施，将不存在这两方面的问题。”
他还慷慨地表示：“为了维护‘自由世界’在亚洲的利益，国民党军队将随时听候美国的调遣。” 
 
  次日，约翰逊在白宫接见了蒋经国一行。接见前，蒋经国先与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

的官员邦迪会谈。蒋经国分析了美国与中共冲突的严峻形势主张美蒋应密切合作，对中共的

动向进行深入研究，并采取共同的对策，而双方合作的关键是如何有效地使用“在台湾的中

国人的力量”。但是，邦迪的反应却相当冷淡：“我不认为与中共的全面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的政策是，既要遏制中共，又要避免与中共进行全面战争……” 
 
  蒋经国仍不死心，在与约翰逊会面时，他再次展开游说，认为台湾方面提出的 GT-5 计

划，既能有力地打击中共，又能避免美国与中共在越南迎头相碰，因而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然而，约翰逊对此建议不置可否，只是笼统地表示：“美国既不愿意与共产主义势力展开全

面战争，又不想抛弃南越，从越南全部撤走美国势力。”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予以否定 
 
  蒋经国离开美国后，麦克纳马拉将 GT-5 计划交付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尽快从军事战

略角度对这一计划进行评估。 
 
  1965 年 11 月 16 日，麦克纳马拉收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递交的编号为 JCSM-825-65 的

备忘录，该备忘录认为，GT-5 计划能否成功，将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第一，美国方面提

供有力的海空支持和后勤保障；第二，中国大陆出现大规模的“民众暴动”；第三，大陆军队

在国民党军队登陆后“大批投诚”加以响应。在目前的情势下，这三个因素都不现实。因此，

GT-5 计划一旦实施，根本不存在成功的可能。备忘录还强调，如果美国方面同意就这一计

划与台湾方面举行商谈，那将表明美国对这一计划的支持和鼓励，而美国在远东所面临的战

略态势，却要求美国不应该对台作任何形式的承诺。 
 
  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上述意见，美国政府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1964 年 12 月 6 日，美

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情报站站长”克莱恩向他的上司麦考恩局长递交了另外一份备忘录。该备

忘录力主重新审议 GT-5 计划，正视利用蒋军登陆华南地区牵制中共出兵越南行动的可行性。

备忘录声称，有关方面对 GT-5 计划不予考虑主要是担心会过度刺激中共，进而为中共出兵

越南提供口实。然而，事实上中共已派兵到了越南（主要是后勤保障部队）。美国当前从未

考虑到蒋介石军队对美国的在越军事行动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而事实上台湾所拥有的 50
多万地面部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并得到少而精的海空军支持，战斗力不可低估，同时



他们对中国大陆求战心切，并支持美国在亚洲的战略目标。因此，美国应该积极考虑利用这

支力量，打击中共军队，阻止中国增援越南战场。 
 
  该备忘录最后提出三点建议：第一，立即与台湾方面就国民党军队对华南实施登陆进行

磋商，制定联合行动方案；第二，可考虑先行接收 1 万国民党特种兵进入南越山区，参加美

军对越共的搜剿和追捕行动；第三，一旦中共军队与美国及老挝、泰国的友军直接交战，美

国应使用海空军支持国民党军袭击华南沿海，攻占西南五省，以切断中共与北越之间的交通

线。 
 
  就在美国政府内部出现不同意见的时候，台湾方面加大了说服美国支持 GT-5 计划的力

度。1965 年 12 月 19 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上将访问台湾，蒋介石亲自接见了

惠勒将军。在会谈以及其后共进晚餐期间，蒋介石喋喋不休地向惠勒将军鼓吹：只有反攻大

陆才是解决南越问题的“根本之道”。蒋介石一再要求惠勒将他的意见转达给约翰逊总统、腊

斯克国务卿和麦克纳马拉国防部长。惠勒将军礼貌地表示，他毫不怀疑蒋介石所说的是心里

话，并答应回国后定将其转告给约翰逊总统等人。期间，蒋经国也数度约见美国“驻台大使”
莱特，希望美国能够利用国民党这样的“盟军”。 
 
  尽管如此，反对 GT-5 计划的声音在美国政府最终还是占了上风。1966 年 1 月 25 日，

美国“驻台大使”莱特约见蒋经国，向他正式转达了美国政府不支持 GT-5 计划的立场。1 月

28 日，美国国务院向美国“驻台大使馆”发出电报，以书面形式正式拒绝了蒋介石反攻西南

五省的 GT-5 计划。对于美国政府的上述决定，蒋介石感到相当的恼怒，但也只能让 GT-5
计划束之高阁。后来，蒋介石获悉中国大陆已经拥有原子弹时，不得不哀叹：“完了，我们

反攻大陆已彻底没有希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