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援华贷款问题

李 嘉 谷

《 历史档案 》 杂志1 9 9 1年第1期刊载孔庆泰同志 《 太平 洋 战

争爆发前苏联对华军事援助述略 》 一文
,
关于抗 日战争时期苏联

援华贷款数的结论是
:
苏联自 1 9 3 7一 1 9 4 2年之对华借款计共 8笔

,

借款总额为 55
,
63 8

.

58 万美元
,
并说 :

_ “ 按历次中苏依约订 立 的

购货契约规定
,
苏联按中国每次购货价值总额收取 2肠组织费

, 因

此
, 1 9 3 7一 1 9 4 2年间

,
苏联援华军火之总价 值 为 5 4

,
5 2 5

.

5 6 4 万

美元
。 ” 这就是说

,
苏联的这 8笔贷款已全部用完

。

由于该 文 引

述了大量档案资料
,
其结论易被认为是可信的

,
并已有研究者在

论文中引用
。

但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
。

那末
,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

苏联援华贷款究竟有多少 ? 是否都已动用 ? 我认为弄 清 这 个 间

题
,
不再造成棍乱

,
这对中国杭日战争史的深入研究无疑是必要

的
。

必须对 “ 述略” 一文列举的 8笔苏联援华借款一一分析研究
,

辨别其真伪
。

“ 述略 ” 一文所列的苏联第一笔对华易货借款
, 日期为 1 9 3 8

年 3月 1日 ,
数额为 5 , 0 0 0万美元

。

“ 述略” 一文所列的苏联第二笔对华易货借款
, 日期为 1 9 3 8

年 7月 l 日 ,
数额为 5 , 0 0 0万美元

。

以上两笔苏联易货借款是有条约根据的
,
即两个 《 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关于使用五千万美元贷款



之协定 》 ① 。 “

协定
”
规定 : 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政府的贷款 “ 供向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购买工业品及设备之用” ,
实际上购

买的是中国抗 日战争所急需的飞机
、

大炮等军火物资
,
年息 3肠

,

分 5年偿还
,
第一笔自1 9 3 8年 10 月 31 日起偿还 ( “ 述略” 一文写作

1 9 3 9年 3月 1日起偿还 )
,
每年偿还 1 0 0 0万美元

,
同时交付已使用贷

款之利息
。

因第一次贷款中方已提前动用
,
故利息自1 9 3 7年 1 0月

31 日起计算
。

第二笔借款自1 9 4 0年 7月 1日起偿还
。

中国偿还贷款

的物资为苏联所需要的茶
、

皮
、

兽 毛
、

丝 绸
、

棉 花
、

桐 油
、

药

材
、

锑
、

锡
、

锌
、

镍
、

钨
、

紫铜等十三种
,
其中矿产品为苏联需

要的军事战略物资
。 “ 协定 ” 还规定 : 因中国政府之请求

,
苏联

政府同意将苏联供给的物资负责运至中国境内之 目的地
,
中国政

府负担从边境交货站运至中国境内目的地的运输费用
,
而中国政

府只负责将偿还动用贷款的农矿产品运至苏联边境
。

“ 述略” 一文列举的第三笔苏联对华借 款 说 : “ 1 9 3 9 年 3

月
, 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长孙科在莫斯科与苏方签订 一 笔 5 ,

00 0万

美金的借款合约
,
合约规定 : 苏联将应交中国 各 货 于 1 9 4 0年 一

1 9 4 1年初期内运抵中国 ; 中国政府自1 9 4 2年 7月起于十年内还 清

此笔借款 ; 其利息与偿还原则与 1 9 3 8年 3月 l 月借款条 约 规 定 相

同
,
则向为世人所不知

。 ”
( 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 其根据是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资源委员会档案二八 ( 2 ) 3 89 案卷内的

1 9 4 4年 4月 2 8日 “ 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巴固林来 会 谈 话 记 录” 一

份
,
内第三点记录说 “ 孙院长前在俄国时

, 于 1 9 3 9年 3月与俄国

签订一借款合约
,

借款总额美金费 $ 5 0 , 0 00 ,
00 0 ,

系以货易货
,
还

款期限定为十年
,
自 1 9 4 2年 7月起还

。

俄国应交我方货 物 于 1 9 4 0

年及 1 9 4 1年初全部运华
。

此事甫经商定
,
适欧战开始

,
俄国政府

及我国使馆播迁
,

文件分散
, 上 年 B ` k lu 栩 ( 巴 固 林 ) 返 俄

,

始将此事理清
,
彼方为催我方还款 起 见

,
曾于 本 年 4月 21 日 由

① 见 《 中苏关系文件集 》 1 95 9年莫斯 科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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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 k lu in 致 函孙院长请其协助
,
孙院长当于同 日转函孔副院长说

明此事
。

B a k ul in 曾为此事与 〔行政院对外易货委员会〕 周主任

秘书 〔象贤 ) 晤面
,

但尚未渴孔 (副院长〕
。

如上述借款果须还本

付息
,

除利息不计外
,
本金自1 9 4 2一 1 9 4 3年度起

,
连 1 9 4 3一 1 9 4 4

年共须还美金 1 , 0 0 0 , 0 0 0元
,
由本会与贸委会平分

,
本会应 任

U S霉5 0 0 , 0 0 0元
。

彼方盼我能以钨砂付给
,
如有秘

、

饵亦盼并交 ;
”

(原文如此
。

2 0年偿还
, 1 0 0万应为 1 0 0 0万 , 5 0万应为 5 0 0万 ) 该

文作者说
: “

可见孙科与中国有关机关是确认该笔借款的
。 ”

上述谈话记录中有 : “ 孙院长当于同 日转函孔副院长说明此

事
。 ” 孙科怎么说明的

,
这份谈话记录中未说

, 因为 巴 固 林 此

时 “ 尚未渴孔 (副院长〕 ” 。

这不是一笔单独的借款
,
看来是一个使用苏联第三次 1

.

5 亿

美元易货贷款
、

当时双方未曾正式签字的供货合同
。
1 9 3 9年 6月 13

日在莫斯科中苏双方签订的 《 关于使用一亿五千万美元贷款之条

约 》 第三条规定 : “ 为使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给予

中国民国政府之贷款
,
双方政府任命 : 中华民国政府任命孙科为

全权代表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任命阿那斯塔斯

·

伊凡诺

维奇
·

米高扬为全权代表
。

上述人员全权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政府给予中华民国政府贷款之账目中
,
根据本条约之一般

规定
,
签订不 同品种工业品及设备供应之特别合同

。 ” ①苏联为

满足中国抗日战争军火物资的急需
,
常常在尚未正式签订借款条

约的情况下
,
允先商订供货合同

。

根据这一供货合同
,
苏联 向中

国发运了中国抗战急需的军火物资
,
并于 1 9 4 4年 l月送交中方 货

单及认偿债务书各一份
。

1 9 4 4年 10 月 25 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对外

易货委员会关于偿还苏联贷款的一份文件内称 : “ 中苏易货偿债

工作
,
起源于 中苏信用借款协定

。

查中苏信用借款
,
前后共计三

次 : 第一次美金五千万元
,
第二次美金五千万元

,
第三次美金一

① 见 王铁崖编
: 《 中外 旧 约章汇编 》

第三册
,

第 1 1 36 页
.



万五千万元
。

借款协定虽如此签订
,
但我国实际动用数额

,
计第

七批以 前
,
共 为 美 金 1 2 2 , 5 3 1 , 7 4 9元

,
本年一月间苏联又送来

第八
、

九两批我国动用借款之货单及认偿债务书各一份
,
计美金

5 0
,
6 4 4 , 0 6 1

.

36 元
。

( 着重点为本文作者所加 ) 该两批物 资
, 正

由我方核查中
,
不久可望签字 o,, 并说

,
因 “ 该项 货 款 合 同

,

当

时双方未曾正式签署
,
故迄未开始偿还

。 ” 苏方要求补行签字手

续① 。
1 9 4 5年 g月 28 日经济部关于苏联驻华商务代 表送交中苏第三

次借款项下两批援华物资的帐单致行政院呈文称 : “ 查关于 中苏

信用借款事
,

根据中苏所订第三次借款条约
,

苏方曾于一九四 O 年

至四二年间连交我国货物两批
,
总值 美 金 5 0

,

64 4 ,
061

.

36 元
,
并

于 1 9 4 4年 1月间向我方提出详细帐单 两 份
,
请 为 签认

。

经前对外

易货委员会奉孔前副院长之命
,
商请何总长召集 各 物 资接 收 机

关
,
对于所接物资

,
逐项查对

,
截至一九四四年十月为止

,
共查明

货物总值美金四九
,
九四六

, 七八 0
.

二九元
,
所 未能查明者

,

仅美金六九七
,
二八一 O 七元

,
约 占全 数 百 分 之一

.

四
。

经

由前对外易货委员会陈报委员长蒋
。

奉谕 : 苏方所提帐单
,
准予

照签
。

当经该会与苏方商定
,
该项帐单由立法院孙院长代表我国

政府
,
与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委员长米高扬代表苏联政府

,

共同签认
。

经孙院长先行签字后
,
该件即由前苏联商务代表巴固

林携带回国
,
由米高扬委员长签字

。

现该件业经全部签署竣事
。

由苏联商务代表史俩耶夫随带来华
,
交到本部

。

经查此项帐单
,

及中苏两方之正式文件
,
自须妥为保存

。 ” ②

从以上资料
,
可 以看出

, “ 述略 ” 一文所说的第三笔苏联借

款并不是一次单独的借款
,
而是动用苏联第三次 1

.

5亿美元 援 华

易货贷款的一个订货合同
。

这里说一下苏联 1
.

5亿美元援华易货贷款的签订 曾有过 的 曲

折
,
是有意义的

。

从中可 以看出
,
这笔数目巨大的易货贷款来之

① 见 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 (二 ) 10 4 0 2
.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
.

② 国 民政府行政院档案
.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



不易
,
并在往来函电中指 明

,
这是苏联的第三次借款

。

1 9 3 9年 5月 14 日立法院长孙科 自莫斯科报告蒋介石说
,
与斯

大林
、

莫洛托夫
、

伏罗希洛夫会商结果
, “ 三次借款美金一万五

千万美金
,
允即照办

, 日内签约
。 ” ①但 5月 16 日孙科又致电蒋

介石说 : “ 本 日下午应伏帅约会
,
续商供给飞机

、

兵器
,
结果园

满
, 正拟电报告

,
忽于下午九时接外交部电话传莫洛托夫约于九

时三十分在琳宫会谈
,
当即趋渴

。

承莫洛托夫恳切相告云
,
前夜

会商苏联政府应允中国政府请速援助事
,
今日外交团均已哄传

,

实于苏联不便
。

苏联政府决定将此次交涉暂停
,
并请贵方 即酌为

否认
,
所传不确

, 以图息译
。

科答以在莫月余
,
从未 与 外 人 接

近
,
此事宣泄

,
甚为诧异

。 ” “ 现除在此间向外否 认 外
,
请 我

政府对于外人如有同样探访
,
亦声明否认

, 以期息 琢
,
徐 图 补

救
。 ” ②对此

,
蒋介石十分着急

,
即电告时在巴黎的驻苏大使杨

杰速回莫斯科
,
说 : “ 请兄速回莫斯科

,
顷接哲生铣电第三次借

购条件本已完全商妥
,
而前途突然宣告停顿缓议

,
究为何因 ? 此

事重大
,
请兄速回俄探明真相

,
继续完成

。 ” ⑧ 5月 24 日蒋 介 石

并亲自致电斯大林说 : “ 今闻莫洛托夫先生对商定条件
,
忽告停

止
,
据称为外交团探悉

,
未便即时实行

,
为贵国立场 故 不得 不

尔
。

中所深知
,
并深信阁下仗义扶弱

,
决不因此区区关系

,
有所

犹豫
,
而于 中国抗御侵略之革命圣战

, 必能援助到底也
。

惟最近

战事 日激
,
武器消耗甚大

,
全国官兵急盼贵国之接济

,
如大早之

望云霓
,
实有迫不及待之势

,
务请阁下照前所允者

,
提早拨运

,

②

③

见秦孝仪主 编
: 《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 初编一一对 日抗战时期

》
第三编

《 战时

外交 》 (二 )
, 19 81 年台北出版

,

第 51 3一 51 4页
.

着重点为本文作者所加
.

(以 下引文出诸此书者
,

概称
《 战时外交 》 ( 二 ) 〕

.

见 《 战时外交 》 ( 二 )
,

第51 4一 51 5页
.

蒋委 员长自重庆致 驻苏大使杨杰嘱探明苏联暂停第三 次借 款交涉 之真相 电
,

19 3 9年 5月 1 9日
。

见 《 战时外交 》 ( 二 )
,

第51 5页
.

着重点为本文作者所

加
,

哲生即孙科
。



以济眉急
。 ” ① 5月 2 5日 ,

孙科电告蒋介石探明原因说 : “ 连 日

密 向外交团探听
,
查英

、

法
、

美使馆均毫无所闻
, 巴 黎

、

伦 敦

各大报
,
十四 日以来亦未见登载任何消息

,
或因法访员偶向外交

探间
,
情报司长系新手

,
致张皇报告

,
有此误会

,
因 恐 宣 传 于

外
,
对英苏交涉或受影响

,
暂将停顿

,
似无他意

,
对 我 态 度 应

无改变
,

已托卢大使向莫洛托夫解说
。 ” ②这样

,

苏联第三次对华

易货贷款条约才于 1 9 3 9年 6月 13 日正式签字
。

没有迹象表明在此之

前的同年 3月
,

还有一笔 5
,

00 0万美元的借款
。

无论是孙科或蒋介石
,

均在上述函电中指明
, 1 9 3 9年 6月 13 日签订的 1

.

5亿 美 元 易 货贷

款为苏联的第三次援华易货贷款
。

因此
, “ 述略” 一 文 所 说 的

这笔 5。。。万美元的单独借款是不存在的
,

显然是使用苏联第三次
1

.

5亿美元易货贷款的一个合同
,

不能单独列为苏联的一次借款
。

“ 述略 ” 一文所列的第四笔苏联借款
,
即 1 9 3 9年 6月 13 日 孙

科与苏联对外贸易委员会委员长在莫斯科鉴订的 《 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关于使用一亿五千万美元贷款

之条约 》 ,
这自然是有条约文件根据的 ⑧ 。

但无论是当时的中国

官方文件
,
或是后来的中国官方文件

,
均将这次苏联借款称之谓

苏联对华的第三次借款
,
指出这一点

,
我认为是重 要 的

。

上 述

1 9 4 4年 1 0月 25 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对外易货委员会的文件并明确

指出
,
中国抗 日战争时期苏联的对华借款前后共计三次 : 第一次

美金 5 0 0 0万美元
,
第二次美金 5 0 0 0万元

,
第三次美金 1

.

5亿 元
。

这次苏联 1
.

5亿美元对华易货贷款
,
同前两次易货贷款 基 本

相同 ,
年息仍 3肠 ,

自1 9 3 9年 7月 l 日起按实际使用贷款数计 算
,

自1 9 4 2年 7月 1日起
,
在 1 0年内

,
每年以同等数目 即 1

, 5 0 0万美元

偿还本金
。

中国偿还贷款的商品货单同前基本相同
,
仅以树脂代

替前单之桐油与药材
,
共 12 种

。

① 《 战时外交 , ( 二 ) 第 5 1 6页
.

② 见 《 战时外文
》

(二 ) 第 5 16 一 51 7页
.

⑧ 见王铁崖 编
: 《 中外 旧约章汇编 》 第三册

,

第 1 1 35一 1 1 38 页
。



因此
, “ 述略” 一文往下列举的四笔借款是不存在的

。

为了

进一步弄清事实
,
还需详细分析

, 以说明造成错误的原因
。 “ 述

略” 一文先列举了三笔借款 ( 我们暂且称之为第五
、

六
、

七笔借

款 )
,
说 : “ 另据载 : 1 9 4 0年

、
1 9 4 2年苏联对华还有三笔易货借

款
,
借款额分别为 15

,

00 。万美元
, 5

,
000 万 美 元

,
和 6 38

.

58 万

美元
。 ” 所根据者为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编 : 《 中国现代史统计

资料选编 》 ( 1 9 8 5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 第33 一 35 页由编者辑

录的 “ 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历年举借外债统计”
( 二 ) 南

京国民党政府时期 ( 1 9 3 7一 1 9 4 4年 )
,
其资料来源为李石涵编 :

《 从七七到八一五 》 一书 ( 东北书店 1 9 4 9年 4月 出版 ) 第 1 29 一

1 30 页的 “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举借外债一览表 ”
( 1 9 4 4年 年 底

截止
一

) ① 。

但必须指出
,

此表所列错误甚多
,

如该表所列中苏 第 一

次易货借款 5
, 0 00 万美元

,
利息为 6厘 75

,
显然错误

,
实 际 年 息

为 3厘
,
即 3肠

,

担保项下列仅 “ 茶叶” 一项也不完全 ,此表所列中

苏第二次易货借款 5
,
000 万美元

,

年代列入 1 9 3 9年
,

利息为 7厘
,
均

错误
,
而 “ 担保 ” 项下也仅写 “ 茶叶” 一项

。

“ 述略” 一文所列的苏联第五笔借款
,
也即该表 内所 列 的

“
中苏第三次易货借款” 15

, 0 00 万美元
,
年代列 入 1 9 4。 年

,
利

息
、

年限
、

担保均为空项
。

显然这是 1 9 3 9年 6月 13 日苏联的 第 三

次援华易货贷款
,
只是因为该表将此项借款年代错列为 1 9 4。年

,

而 “ 述略” 一文作者将其算为第五笔苏联借款
,
这是重复计算

。

“ 述略
” 一文所列的苏联第六笔对华借款

,
即该表所列的中

苏第四次易货借款 5 ,
000 万美元

,
年代为 1 9 4 0年

,
利息

,
年 限 也

均空项
, “ 担保” 项下也仅列 “ 茶叶” ,

实际上这是不存在的
,

因为苏联第三次 1
.

5亿美元的巨额借款刚签订不久
,
尚未用 完

,

不可能又给一次借款
。

如 “ 述略” 一文作者找到什么可靠资料的

① 李石涵则转录自 《 金 融知识 》 杂志第 3卷第 4期上刊载的陈友三
、

陈思德著
《 从战时财政说到战后债务的整理 》 一文中的附表二 : 中国战时外债一览表

(三十一年十二月止 )
.

据该文作者说
,

本表录自重庆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

出版的三十一年 下半年国内经济概况
,

第51 一52 页
。



确实根据
,
自然应当指明

。

“ 述略” 一文所列的苏联第七笔借款
, 即该表所列的中苏第

五次易货借款 6
,
3 85

, 800 美元 ① ,

年 代 列 入 1 9 4 2 年
,
利 息

、

年

很
、

担保均为空项
。

这同上一笔借款一样同样也是不存在的
。

这

可能是一笔茶砖合同欠交款
。

据行政院对外易货委员会主任秘书

周象贤 1 9 4 4年 1。月 25 日呈报 : “ 在易货偿债方面
,
迄今尚有两案

未能解决 : 一
,

为我方动用第八
、

九两批信用借款之签认案… …
。

二 , 为上年度茶砖合同欠交数值美金六百三十八万余 元 之 抵 补

案
,
前经我方提出先交新省羊毛皮十万关担后 ( 约值美金三百余

万元 ) 因我方内部 ( 贸易委员会中茶公司与新疆省政府 ) 意见略

有出入
,
致迄未签订合同

,
苏方对此颇有责难

,
刻已由财政部签

请委座核示
,
深望能早日解决

,
免碍中苏邦交

。

至于另以其他货

品抵补余额间题
,
须侠新省羊毛案决定后

,
苏方始允洽商

。

本会

为维护国家债信及增进中苏邦交
,
除对苏方善于周旋外

,

并随时

与国内各有关杉侧沟保持密切联系
,
互勉各尽职责

。 ” ②可见这是

偿还易货贷款的茶砖合同的欠交款
,
自然不是一次易货借款

。

上

述两笔借款不存在的另一理由是 : 1 9 3 9年 6月 13 日苏联的 1
.

5亿美

元的易货贷款都未用完 ( 本文下面将叙述此事 )
,
不可能再给新

借款
,
而 1 9 4 2年苏德战争已经爆发

,
苏联的 1

.

5亿美元对华 借 款

都己停止动用
,
更不会有新的借款

。
同时

,
当时中国国民党政府

的首脑及有关部门的官员在有关函电中均未见提及上 述 两 笔 贷

款
,
相反

,
中国国民党政府官员在有关函电中均称

,
抗 日战争时

期苏联的对华借款只有本文前面所述的三笔
。

“ 述略” 一文所列的苏联第八笔借款
,
说 : “ 若黄美真

、

郝

盛潮主编之 《 中华民国史事件人物录 》 所云鲍格莫洛夫在 《 中苏

互不侵犯条约 》 签订后不久
`又和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

、

经济部

① 在 《 金融知识 》 杂志第 3卷第 4期陈友三
,

陈思德所写 文章 中附表二并没有
.

第五 次
.

字样
,

仅为
:

三 十一年中苏易货借款 6
,

38 5
, 8 。。美元

.

② 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 ( 二 ) 1 0 40 2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贸易委员会代表签订了苏联对华五千万美元的信用借款
’

确有所
-

据而又未与前述一
、

二两次对华借款重复
,
则苏联 自1 9 37 一 1 9 4 2

年之对华借款计共 8笔
,

借款总 额 为“ , 4 38
.

58 万 美 元
。 ” “

述

略
”
所说的这一笔 5 , 0 00 万美元借款 ①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

。

从中苏双方的档案资料看
,
中国抗 日战争时期的苏联对华借

款都是由中国代表在莫斯科签定的
,
并且明确指出苏联的第一次

借款日期是 1 9 3 8年 3月 l 日 ,
第二次借款是 1 9 3 8年 7月 i 日 ( 见 1 9 3 8

年 8月 2日驻苏大使杨杰致蒋中正电 ) ②。

自然
,
这两笔借款当时未

正式签字
,
有过一点小曲折

,
蒋介石为此曾一再催间 ; 7 月 10 日

蒋介石致电驻苏大使杨杰说 : “ 俄货合同为何延迟至 今 尚未 签
订

,
俄方究有诚意否 ? 此间待用甚急

,
请立催订运

,
不可再缓

,

兄须待订约完结再赴法
。 ” ⑧当杨杰说

,
第一

、

二次借款条约草
-

案
,
苏方已审查完毕

,
请求暂离莫斯科赴法时

,
蒋介石则批示 :

“ 须待签字后运货 日期确定时
,
再行赴 法 为 要

。 ” ④ 7月 25 日

蒋介石又致电杨杰间 : “
有否订约 ?为何如此迟延 ?请详复

。 ” ⑥

实际上是因为杨杰未奉到签订这两次借款的全权证 书
,
虚 惊 了

一场
。

至 8月 12 日这两笔借款才同时正式签字
。

在此之前
,
苏 联

只是同意借给中国 5 0。。万美元信用贷款
,
最早还在卢沟桥事变前

夕 ⑥ ,
但一直未签订借款条约

,
直到 1 9 3 8年 3月成立苏联第 一 次

对华易货贷款
。

因此
,
苏联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自1 9 3 8年至 1 9 3 9年先后只有

三次易货贷款支援中国 ( 也即为
“ 述略 ” 一文所列的第一

、

二
、

四笔借款 )
,
总数达 2

.

5亿美元
。

而这 2
.

5亿美元贷款是否都已动

见王美真
、

郝盛潮 主编
: 《 中华 民国史事件人物录 》 19 8 7年上海人

民出版社出版第 80 9页
“

鲍格莫洛夫
’

条 目
.

《 战时外交 》
(二 ) 第 5 0 0一 5 0 1页

.

《 战时外交 》
(二 ) 第4 98 页

。

《 战时外交 》 (二 ) 第 4” 页
。

《 战时外文 》 (二 )第 5 00 页
.

见孙 科著
: 《 中苏关系 》 ,

1 94 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

第 15 一 16 页
.

①③⑤②⑥④



用了呢 ? 第一
、

二两笔易货贷款
,

一

总计 1亿美元
,
共分五批动用

,

至 1 9 3 9年 g月 1日已全部用完 ①
。

而第三次苏联易货借款自1 9 3 9年 9

月 1 日至 1 9 4 2年间
,
实际动用四批

,
总计 动 用 7 3 , 1 7 5 , 8 1 0

.

3 6美

元 ② 。

以后 由于苏联战争爆发
,

苏联的对华第三次易货 贷 款 的使

用便中断
。
因此实际动用苏联借 款共 计 1 7 3

,

17 5 ,
8 1 0

.

36 美 元
,

除此之外
,
抗日战争时期

,
苏联未向 中 国 提 供 过 贷 款

。

苏 联

历史学家的著作
,
如 1 9 5 8年莫斯科出版的贾不才 著 《 苏 中关 系

史 》 与 1 9 80年莫斯科出版的杜宾斯基 著 《 1 9 3 7一 1 9 4 5年 中 日战

争时期的苏中关系 》 也都说
,
中国抗 日战争时期苏联 同 中 国 签

一

订的易货贷款协定只有 3个
,
总数 2

.

5亿美元
。 19 6 5年莫斯科出版

的博罗金著 《 抗 日战争期间苏联对中国人民的援助 ( 1 9 3 7一 1 9 4 1

年 )
》 一书说

,
苏联中断了第三易货援华贷款的支付 ( 见该书第

1 57 页 )
。

苏联著名历史学家斯拉德科夫斯基著 《 苏中经济关系

史》
( 19 57 年莫斯科出版 ) 一书并具体记述

: 苏联的第三次援华贷

款只动用了一半
,
计 7 317

.

6万美元 ( 见该书第 2 65 页 )
。

苏联政府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向中国提供的易货贷款
,
名为

向苏联购买工业品及设备之用
,

实是用来向苏联购买飞机
、

大炮等

军火物资的
。

在抗 日战争初期
,

美英等国对英国采取绥靖主义政策

的情况下
,
苏联的援助无疑是对中国抗 日 战 争 的 一 个 极 大支

持
。 1 9 4 4年孙科说 : “ 外援方面

,
自一九三七年七

.

七以 后 ,
直

至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以前
,
整整四年间

,
我们作战所需物资

, ,

大部分独赖苏联的援助
。

苏联 同时更在革命精神和人类道义上寄

与我们以无限的同情和鼓舞
。 ” ⑧

除用易货贷款供给军火物资外
,
苏联政府是否还提供过军火

物资援助呢 ? 回答是肯定的
。

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
,
苏联最初援

华的军火物资帐单甲
、

乙
、

丙三份 ( 截止 1 9 3 8年 3月 14 日 )
,

甲单为

① 国 民政府行政院档案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

② 国 民政府行政 院档案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

③ 孙科
: 《 我们 的唯一路线 》 ,

见 1 94 4年 7月出版 的 《 苏中文化 》 月刊
.



1亿零 6万元
,

按当时华币与美元的比价 3
.

3货币元折合 1美元计
,

贝止

为 3 ,
0 32

.

12 万美元
,

乙单二十师兵器 2
,

76 5万元
,

折合 8 37
.

88 万 美

元 ,
丙单为各兵器附件

、

汽油及运输费 3
,

26 0万元
,

折合 9 87
.

88 万

美元
。

除甲单以已成立的苏联第一次对华借款抵偿外
,
其余苏方

要求中方支付现金
。

因中国当时外汇短缺
,
不可能支付现金

, 后

经协商
,

苏方表示 : 丙单之款须悉付现金
, 乙单则付 一 部 分 现

金
,

余 以矿产品
、

农产 品及信用借款抵偿 ① 。

但蒋 介 石 的 态度

是 : “
决无现款可汇

,
如此则苏俄无异与我有意为难也

。 ” ②后

蒋介石致电斯大林
、

伏罗希洛夫说 : “ 上次垫借之款
,
未能如期

清还
,
实深歉愧

,
但请谅解

。
我国实无外汇现金可资拨付 , 苟 稍

有可能
,

不待贵方催询
,
早应全偿

。 ” 并告知
, “ 中国已决定提

出国币三千二百万元 ③尽速购足同额之货物抵运
。

如此
,

庶不致
-

影 响外汇
,

而经济得以维持
,

战事亦可顺利进行
。

贵国当能谅解

中国此种措置之苦衷而予 以同意也
。

.

” ④斯大林
、

伏罗希洛夫即

回电同意中国不 付 现 款
,
说 : “ 吾人完全理解中国金融财政之

困难情况
, … …因之吾人对武器之偿价

,
并不要求中国付给现金

及外币
。

然吾人愿得中国之商品
,
如茶

、

羊毛
、

生皮
,
锡

、

锑 等

等
。 ” ⑤因 此

,
苏 联 这 9 6 9

.

7万美元的军火物资援助
,
中国 是

以现货偿还的
,
未算入苏联的易货贷 款 之 中

。

苏 德 战 争 爆 发

后 ,
苏联仍然关心 中国的抗战

,
并供应中国抗战需要的汽油

,
中

国以苏联需要的现货交坎
, “ 纯属买卖性质

” ⑥ ,
显 然 数 量 不

大
。

① 《 战时外交 》 (二 )第 4 8 1一 4 82 页
.

② 《 战时外交 》 (二 )第4 93 页
.

③ 以当时 3
。 3元华币折合美金 1元计算

,

则 为 9 6 9
。
7万美 元

.

④ 1 9 38 年5月 5 日蒋介 石致斯大林
、

伏罗希洛夫 密电(杨杰转 )
.

见 《 国民档

案 》 1 0 85年第 1期第4 4一` 7页
.

⑤ 19 38年 5月 1 。日斯大林
、

伏罗希洛夫致蒋介石 电(杨杰转 )
.

见 《 民国档

案 》 1 0 8 5年第 1期第峨7页
。

⑥ 行政院对外易货委 员会关 于偿还苏联贷款的节略 ( 1 9 4 4年 1。月 25 日 )
.

国 民政府行政院档 案 (二 ) 1 0 4 0 2
.

( 中国第二 历史档案馆藏 )
.



1 9 3 7年 9月 71 日中国参谋次长杨杰在莫斯科商购军火 时
,
苏

方谈判代表炮兵委员拔也夫鉴于当时的国际环境
,
确 实 说 过 :

“ 关于签订条约事
,
我政府认为无此必要

,
所有敝国 已 允 诺 各

件
,
凡在口头上约定者均当实现 ” ①这便是后来苏方最初交中方

的甲
、

乙
、

丙三份帐单
。

但
“

述略
”
一 文 说

: “
1 9 3 8年 8月 n 日

签订条约后
,
伏罗希洛夫又对孙科

、

杨杰当面承诺 : 中 国 在苏

购买军火
,
可不受一

、

二
、

三次借款限制
。 ” 意即当时 苏 联 就 已

许可超出借款数
,
订购苏联的军火物资

。

但作者未注 明 出处
。 、

据查
,
当中苏第三次 1

.

5亿美元借款成立后
,
伏罗希洛米只 是 对

杨杰说 : “ 苏联助华始终一贯
,
过去如此

,
将来 亦 如 此

,
所 有

第一
、

二
、

三次借款
,
不必严予划分界线

。 ” 并说 : “ 助 华 程

度
,
只能以无伤国防为限

。 ” ②根本没有说可 以无限制供给中国

军火
。

历史研究所根据的是历史事实
,
因此对史料的辨正是十分必

要的
。

本文不妥之处
,
尚望指正

。

( 责任编辑
:

宋士堂 )

( 作者李嘉谷
, 1 9 3 6年生

,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 )

中国军事代表 团与苏联商谈援华抗 日械弹 记录稿 ( 1 9 3 7年 9月 9日一 10 月 4日 )
,

见 《 民国档案 》 1 9 8 7年第3期
.

《 战时外交 》
(二 )

,

第 5 17一 5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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