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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蘇同盟、朝鮮戰爭與 
中共武力攻台的困境（上）

●沈志華

 編者按：由於篇幅關係，本刊將分兩期刊出文章，本期先刊出第一至二節。

摘要：本文依據國、共、美、蘇三國四方的文獻史料，分析1950年中共發動攻台

戰役未遂的真正原因。中共解放台灣的主要障礙是缺乏壓倒國民黨的海空軍實

力，而要在短期內解決建立海空軍問題，只能依靠蘇聯的援助。1949年初斯大林

確定了支持中共奪取政權，並將新中國納入蘇聯勢力範圍的亞洲戰略，對中共武

力攻台則採取了間接援助的方針。此時美國亞洲戰略的重點是努力避免中國與蘇

聯走到一起，並利用毛澤東滯留莫斯科的機會表明不干預中共攻佔台灣的政策。

另一方面，為了將中國拉入蘇聯陣營、防止中共接近美國和西方，以及保住蘇聯

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軍事基地，斯大林接受了毛澤東收回旅順、大連和中國長春

鐵路的要求，但同時停止對中共解放台灣的間接援助，並為金日成發動對南方的

戰爭開了綠燈。本文認為，《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後，美國即調整和改變了 

不干預中國內戰的政策，而朝鮮戰爭的爆發不過是為美國政策的轉變提供了「合法」

的藉口和機會。由此，解放台灣和沿海島嶼雖屬中國內政問題，但實際上已變成

了一種複雜、嚴重的國際鬥爭。

關鍵詞：中蘇同盟　朝鮮戰爭　解放台灣戰役　國共內戰　「一邊倒」

毛澤東晚年說過：他一生做了兩件事，一是把蔣介石趕到幾個海島上，

二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這兩件事都沒有完成，只能作為「遺產」交給下一代

人了1。言語中透露着遺憾和悲愴2。本文要討論的是第一件事，即毛澤東

在國共內戰末期未能解放台灣、實現統一大業的根本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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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學術論文 眾所周知，在國共內戰末期的1949年，中國共產黨籌劃了武力攻佔台灣

的戰役，然而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以後，中共擱置了解放台灣的計劃。

人們普遍認為，朝鮮戰爭爆發和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阻斷了中共發

動解放台灣戰役。早在90年代初就有中國學者指出，美國發動侵朝戰爭，並

以武力霸佔中國台灣，影響了中共對台灣的迅速解放3。進入二十一世紀，

不少中國學者仍然認為，朝鮮戰爭爆發招致美國插手台灣事務，全面捲入

中國內戰，從而導致海峽兩岸長期分裂4。很多美國學者也持有這種看法，

直到最近還有學者斷言，中國內戰結束後北京就打算立即吞併台灣，朝鮮

戰爭的爆發使這一計劃擱淺了5。朝鮮戰爭爆發是阻斷中共武力攻台直接

和表面的原因，這一點沒有疑問，但是否還有更深層、更複雜的原因？另

外，據文革風雲人物王力的回憶，毛澤東曾對他坦承，解放軍渡江後沒有抓

住時機攻佔台灣，錯失良機，犯了一個「歷史性的錯誤」6。據此，有研究者

認為毛澤東「大意失荊州」，「遺下無窮後患」7。這裏的問題是，即使王力

的回憶是真實無誤的，難道中共提前籌劃和發動解放台灣戰役就能取得成

功嗎？

筆者在本文中依據國、共、美、蘇三國四方的文獻史料，分析在冷戰初

期遠東地區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背景下，影響中共解放台灣的制約因素，以

及中共不得不放棄進行武力攻台的真正和根本的原因。

一　中共武力攻台的設想及制約條件

早在1948年國共大決戰前夕，蔣介石就開始將台灣納入內戰的考慮之中

了。他在6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今後對國際與中國共匪，皆應沿海岸線各

省市口岸為主要地區，不應再以抗戰時代之西北與西南為根據地，故江、

浙、閩、台當為剿匪與對國際戰爭為核心堡壘，應有整個通盤之計劃，當有以

急圖之。」8是年底，國民黨敗迹顯露，蔣介石便開始着手經營台灣。一方面

轉移大量黃金和銀元，有台灣學者統計，到1949年6月，國民政府已將黃金

276.5萬兩、銀幣2,346.9萬元運至台灣和廈門；另一方面調整軍政首長，派得

力親信執掌台灣大權，以陳誠取代魏道明為台灣省政府主席，以蔣經國取代

邱念台為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9。解放軍打過長江後的1949年6月7日， 

蔣介石手諭陳誠，限期一個月制定並實施台灣防務緊急措施，包括劃定台澎

（台灣、澎湖）海岸防衞區、籌備陸海空軍、修建永久防禦工事等bk。針對美

國擔心台灣「為共匪奪取，而入於俄國勢力範圍，使其南太平洋海島防線發生

缺口，亟謀由我交還美國管理」的情況，蔣介石在6月18日的日記中記載：

「對美應有堅決表示，余必死守台灣，確保領土，盡我國民天職，決不能交還

盟國。」bl1949年底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黨部遷至台北，因代總統李宗仁

「貿然出國就醫」，「懇請總裁〔蔣介石〕即日復行總統職權」。1950年3月1日，

蔣介石在台北宣布繼續行使總統職權，宣讀復行視事文告，並宣誓「務期掃除

共匪，光復大陸」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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