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afé速递】张士伟：抗战、布雷顿森林谈判与中国大国地位问题 

核心提示：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是指二战后以美

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国大国地位是美国授予的吗？它在国际经济领域是

如何落实的？中国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有何贡献？在 GeoScience Cafe

第 240期学术交流活动中，张士伟老师基于中美多地一手档案资料呈现和澄清了

二战期间中国对于国际货币问题的态度、中美金融谈判及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的交

锋等图景。 

主持：王葭泐  摄影：陈必武、程露翎  摄像：黄文哲 文字：王葭泐、张

士伟 

>>>人物名片 

张士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

界史、20 世纪国际关系史等。发表专业论文 10 余篇，多篇论文被《人大报刊

复印资料》等转载。出版译著《布雷顿森林被遗忘的基石》、专著《美国与世界

经济秩序的变革（1916-1955）》。 

>>>报告现场 

2019 年 11 月 29 日晚上 7 点，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张士伟老师做客

GeoScience Café 第 240 期学术交流活动。张士伟老师结合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

以及中美多地的一手档案资料，还原了二战期间中国对于国际货币问题的态

度、中美金融谈判及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的交锋等历史图景，深入阐述了抗战、

布雷顿森林谈判与中国大国地位问题。 



 

图 1   张士伟老师作精彩报告 

张士伟老师首先谈了自己对于科学研究的认识。遥感是一门科学，它指非

接触的，远距离的探测技术，而历史研究同样如此，不过维度由空间变成时

间，它通过文献或实物资料将过去发生的事情，以一种客观的、非常具有说服

力的方式完整地呈现到大家面前。今天的报告即是严格地基于中美多地一手档

案资料所还原的历史事实。 

 

一、中国如何参与到战后秩序的规划中来 

为什么在大战进行的时候就要规划战后世界？张士伟老师介绍说这其实是

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一站战后，通过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协约

国建立起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但是它不仅没有消除各大国之间的矛盾，

还埋下了更大冲突的种子。仅仅 20 年之后，就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当

二战开始后不久，1939 年美国就启动了战后规划工作，意图在打造一个持久和

平并繁荣的战后世界。这次盟国不仅要赢得战争，更要赢得和平，对于全球经

济体系的规划，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内容。 

1943 年 2 月 1 日，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先生收到美方送来的怀特计划，方

才知晓美国已经出台有关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方案。美国怀特计划的核心内容

是按照存款原则建立国际稳定基金组织，基金组织总额至少为 50亿美元，并且

它将负责确定各国的货币汇率。基金组织由一个理事会负责管理日常事务，其

重要事务则由会员国投票决定，会员国基本投票权取决于其配额大小。会员国



有义务维持汇率稳定，并放弃针对外汇交易的一切限制。该方案实际上是为了

确定美元的霸权地位，由美国一手操纵和控制基金组织，从而获得国际金融领

域的统治权。 

此时的中国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机遇方面，1943 年初，中国已经具有

四大国之一的名号，并且刚与美国和英国废除了不平等条约，1840 年以来遭受

西方国家压迫与侵略的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挑战则是中国处于抗战艰难的相

持阶段，国力虚弱。在此背景下，中国还是毅然决然地参与到了战后世界秩序

的规划之中。 

 

二、中国各界对美国怀特计划的反应 

与大众一般了解的不同，尽管中国面临着种种艰难处境。但中国各界对于

怀特计划反响热烈，政府部门、经济学界和学术界进行了诸多的讨论与互动。 

图 2   蒋介石在书房接见外交部长宋子文先生 

 

外交系统反应最快。实际上，中国刚看到怀特计划时是非常失望的，驻美

大使魏道明认为，如果按照美方计划构建战后秩序，那么中国前途暗淡。外交

部长宋子文先生在 3 月 6 日直接给蒋介石发送电报，称“欲明白中国利害如

何，必须组织金融专家详细研讨。”到 4 月 5 日，怀特计划被英国公布，在世界

范围内引起了热议，“举世治货币学者，均集中兴趣于此一课题之研讨”，中国



新闻界更是视其为热点。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的吴鼎昌认为由于中国经济落

后，无法以一己之力应付金融危机，因此美国计划对于中国来说是一大好机

会，中国应在国币币值与汇率等方面早做准备；外交部长宋子文先生随后发电

报称美国方案预定美国及与美合作各友邦可操纵主持国际平衡基金之中心组

织，而英国方案则企图使英帝国居于中心地位，面对两国欲主导战后世界的雄

心，中国参加国际基金，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更关系到战后国际地位问题；

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国桢先生称中国如拟参加国际会议，必须早日拿出自己的方

案；时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首任校长王世杰先生称配

额关系到成员国的权利和地位，对涉及中国利害的基本问题，应提出明确主

张，例如将来中国收复东四省、台湾等贸易，配额应一并计入，且要求对新兴

的开发中国家及工业已长成国家，作差别处理等等。 

1943 年 4 月 28 日，财政部召开专家会议进行商讨。最终，国民政府内部达

成一致意见。尽管将货币汇率的制定权交给战后国际货币组织会严重侵蚀中国

的主权，但中国必须参加，以维持国际合作并求得经济复兴和国家的发展。 

 

三、中国主动提出战后国际货币计划 

从一开始，中国是被动地对美国怀特计划做出反应，但很快就改变了这种

状态，开始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这一历史进程中，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拿出了中

国版的战后国际货币计划。1943 年 5 月 18 日，中国起草的战后国际货币计划

初稿问世，在宏大的目标之下，包装着中国的特殊需求。该方案的首要目标是

帮助受战争损害的国家复兴其货币体系，而不是像美国等发达工业国家战争结

束后直接实行固定汇率；其次是设定战后初期一段时间为过渡时期，期间可采

取必要措施，配合相应的国际援助来稳定汇率；最后关于会员国配额组成方

面，不应只考虑国民收入、对外贸易等对发达国家有利的因素，而应该增加对

经济不发达国家或落后国家有利的指标，比如应该考虑该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

要性、人口、土地面积及在未来世界的潜力等。1943 年 5 月 28 日，仅仅十天

之后，中国就拿出了第二稿的战后国际货币计划，第三稿在 6 月 2 日和 6 月 4

日通过，最终在 6 月 9 日中国拿出了正式版本的方案，在短短 20 余天的时间内

四易其稿，提出了代表经济落后国家利益的方案，不仅是效率很高，从历史的

长时段来看，方案还体现了中国政府与专家的远见卓识。 

 

五、中美金融谈判 

 中国很快选定并派出了对美交涉专家，主要成员有中国财政部次长郭秉

文、财政部驻美代表席德懋、国货银行总经理宋子良、财政部顾问李国钦和中

国银行副总经理贝祖诒等人。中美金融谈判形式多样，主要包括如下 2 种：



（1）由驻美代表向美国主要人士当面提出中国诉求。比较重要的包括：确定基

金配额的要素，应特别注意考虑中国的现状，例如要求将人口、领土面积以及

自然资源作为配额计算的附加因素；投票权的分配应基于经济力量和为战争胜

利所做出的牺牲，中国政府认为仅仅基于经济力量的投票权并不符合国际合作

的精神；设立战后过渡时期，以缓解汇率压力。 

图 3   对美谈判主要代表 

（2）中国以书面形式向美国全面提出诉求与疑难问题。1943 年 6 月 9 日，中

国代表在等待国内指示期间向怀特阐述了中国的观点，并要求美方针对中国关

心的一系列问题做出回答。在谈判之外，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特别

注意指示中国代表加强对美交涉，并保持耐心。1943 年 6 月 15 日，孔祥熙先

生给交涉代表发出多达 21 条的指示，并特意交代注意向美国专家解释并取得他

们的同意。7 月 14 日，孔祥熙又向代表们特别强调，按他的指示行事，方案是

针对中国的困境所做的最为合适的安排，要向美国财政部充分说明。这都凸显

出对美谈判的艰难，而无论是孔祥熙还是谈判代表，都表现出了超强的韧性。 

 

六、中国方案有多少被接受了？ 

国民政府美籍顾问阿瑟·杨格称，美方除了发出一封简单的感谢信以外，

完全忽略了中国方案。然而通过研读档案资料，却发现这并非事实。按照美国

财政部长摩根索的说法，美国细致研究并非常赞赏中国技术专家准备的关于货

币复兴和稳定的备忘录，针对有关“特别考虑中国及类似处境国家需求”的愿

望，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据此修订了美国方案。在黄金缴纳和初始汇率设

置方面，区分那些被敌国完全或部分占领的国家。孔祥熙亦曾就对美交涉成果

向蒋介石报告，这里摘录在最为重要的配额与汇率问题上取得的成就：（1）关



于配额，美国原方案规定以各国黄金外汇之存量、国民所得及国际收支之差额

等为标准，我国经济力量贫弱，在此数方面皆处于不利地位。美方同意另在总

配额中划出 1/10 为额外分配之用，我国摊额约可自 3.5 亿美元增加至 6 亿美

元，在基金中之地位将列为前四名，以与我国际政治地位相配合；（2）关于汇

率，美方力主固定汇率，但我国战后金融有待整理，应有一过渡时期，以为准

备。结果美方同意在战后过渡时期内，先订一试行汇率，以为运用之准绳。在

战后三年内，如会员国货币比值显不足以维持其国际收支平衡，则得提请变更

其汇率。这些都是中国急需，亦是对经济落后国家有利的改动。考虑到这些修

正大多是与身在华盛顿的中国专家会谈后形成，那么中国对美交涉，虽然艰

困，但仍然取得了重要成绩。 

在中美交涉中，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个案，即中美关于中国配额 6 亿美元数

额之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配额越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越大，因

此，在总配额确定的情况下，各国都想要更大的配额，于是为各国确定配额是

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中国的出发点为维护大国地位以及战后重建的需要，心

理预期配额为不低于 6 亿美元，且配额应该处于第四位，位列美国、英国（含

殖民地）以及苏联之后，但美国却一改之前的做法，将中国配额降为 4.5 亿美

元，两国之间遂产生了持续的冲突。这一冲突就像一面镜子，清晰地反映出中

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和下降与中国抗战之间的关系，而美国态度的转变不仅反映

了它对中国抗战地位态度的变化，也反映出，在战后秩序中，中国地位呈现出

弱势的一面。

 

图 4   同学们认真听取报告 

 

九、中国的大国地位是美国授予的吗？ 

过去针对中国的大国地位，有相当多的看法认为系美国授予，但这一观点

值得商榷，有很多材料可以对此提出质疑。如美国政府不同部门的人士在不同

时间都有相对客观的评价，美国国务院政治顾问霍恩贝克称，中国在抗战中所

付出之牺牲，博得世界尊敬；财政部长摩根索曾代表美国政府称，当美国还在

备战时，是中国稳住了东亚的局势；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师怀特在上书美国

总统罗斯福的文件中称，对于中国人民在抵抗日本侵略时所进行的英勇战斗，

表示深深的钦佩。 

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无论是法国还是印度，都想取代中国而成为第四大

国。客观地说，与这两个国家相比，中国并无经济优势。法国长期被认为是盟

国经济中排行第三的大国，印度自恃为亚洲第一贸易大国，不仅态度坚决，且

得到英国的明确支持。然而法国在二战初期就早早投降于德国，印度并没有在



其国土上进行反法西斯的战争。中国自 1931 年起即坚持抗战，这一点与法国和

印度完全不同。由此，中国在经济领域获得四强地位是坚持抗战的结果。 

 中国的大国地位因坚持抗战而生，然而最终只获得 5.5 亿美元的配额，并没

有达到 6 亿美元的预期目标，这与美国对于中国抗战的认识紧密相关。布雷顿

森林会议期间，美军在太平洋轰炸了日本的新基地，中国战场的军事重要性急

剧下降。美国认为中国抗战“不力”，加重了中国在布雷顿森林的谈判难度，从

而使得近在咫尺的 6 亿美元变得遥不可及。法国代表团让·莫西教授称配额大

小与各国资源及其需要并无多大关系，可谓一针见血。从根本上说，这是大战

后期美国在战后构想中弱化中国战略地位的结果。在战后秩序框架中，美国对

中国信心不足，只愿维持中国名义上的四大国地位，不愿在实际支持中国重建

及中国发展本国的努力上涉及过多。 

 

图 5   推荐书籍 

 

>>>互动交流 

提问人一：您好，请问德国和日本，作为战败国，并没有参与到布雷顿谈判

之中，那么后续又是怎么加入的？  

张士伟老师：盟国对于战后世界秩序的规划意在谋得世界持久和平与经济

繁荣，因此当时就给战败国预留了位置。战后，战败国经过和平改造与去军事

化，成立了新的政府后，先后加入了国际货币组织与世界银行。 

 



图 6   回答现场提问 

提问人二：老师您好，我想问的是，美国担心中国的崛起和发展，那么美国

不担心日本等国的发展和崛起吗？  

张士伟老师：日本战败后，遭到美军的占领与改造，通过了和平宪法，至

今美军在日本仍有巨大的基地。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军事力量不可能对美国

构成威胁。从战后历史来看，日本单纯的经济增长与发展，于美国而言并非全

是坏事。而一旦美国感受到威胁，会利用美元霸权或其他经济手段削弱其发展

势头，将之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这对美国来说是可控的。 



 

图 7   观众提问 

提问人三：张老师您好，读历史和研究历史的过程中，会发现很多历史事件

并不能随着自己内心的倾向和感觉进行发展，会有些许无奈的感觉。在遇到这种

情况的时候，是怎么保持一种劲头去研究的呢？ 

张士伟老师：研究历史最重要的功能是更好的认识我们自己，我们的民族

和我们的国家。历史不止是荣耀，更多的是苦难、挣扎与焕新。正是在这些伟

大而又艰困的历程中，迸发出了很多具有闪光点和正能量的人物及事迹。当你

们面对挫折和困难，遇到无法逾越的问题的时候，想想我们刚才讲述的大战后

期所发生的中美金融谈判，中国谈判代表面对美方时的那些苦闷、紧张与无

力，最终因为坚持而结出硕果，从而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营造出一个更为宽松的

国际环境。我们常常想到这些，这些在历史上颇有力量的存在，其实可以给自

己的生活、学习乃至人生观带来很多启发和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些就像一个

坚固的柱石一样，有力地帮助我们确定一种信念，战胜困惑与无助，走向更好

的明天。 



 

图 8   张士伟老师（左二）与 Geoscience Café 团队成员合影留念 

 

GeoScience Café 以“谈笑间成就梦想”为目标，于每周五晚 7:00 在实验室四

楼休闲厅，邀请 1-4 位嘉宾，为大家带来学术报告或经验分享。报告内容包括摄

影测量与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导航与定位服务等研究方向，听众可在报告结束

后向嘉宾提问、与嘉宾交流探讨，同时每学期还会举办 2 期人文类讲座和 2 场导

师信息分享会。每期报告会根据嘉宾意愿在 B 站开设直播，使不能来到现场的听

众同步参与。报告 PPT 和视频会在征得嘉宾同意的情况下在 qq 群和 B 站上发

布。 

更多精彩内容（讲座预告、讲座回顾、报告 PPT、报告视频）敬请通过以下

方式获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