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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 1950年代早期，英国

对其冷战盟友日本展现了相当消极的态度。相比于

美日两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紧密合作，英日两

国在经贸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对抗态势。从英联邦国

家联合抵制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到英国工商界要

求政府抵制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扩张，都足见冷战

早期两国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冲突。然而，自 1950
年代中期以来，英日两国之间也出现了寻求外交合

作、减少冲突的动向。这一期间，两国不仅在东南亚

地区经济发展、技术输出以及遏制本地共产主义运

动等方向上开展合作，同时也在对美外交上密切协

调，并最终促使美国在对华禁运问题上妥协。①可以

说，英国与日本在战后的外交互动中，存在着一个明

显的从对抗到合作的转化过程。

对于英日两国在1950年代早期由对抗到合作的

转化，目前英美及日本学界主要从两国在东南亚安

全问题上的合作以及两国逐渐解决由双边贸易不平

衡问题导致的英镑危机入手来进行研究。对于前

者，现有研究往往将英日合作归因于两国在对抗共

产主义扩张上的共同利益。如部分学者论证了英国

为了维护本国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的影响力，

而选择与日本合作，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对美外交斡

旋，从而打消了其对重新武装日本的疑虑。②对于后

者的研究，学界则着眼于英日两国在 1950-1953年
间，由于日本通过对东南亚英镑圈的贸易，积累了大

量英镑外汇而导致的英镑支付危机。此类研究主要

从金融关系角度出发，阐述日本如何在美国的支持

下，最终迫使英国妥协，签订相对有利于自身的英镑

支付协议。③然而，这两类研究或是专注于研究英日

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或是阐释西方阵营内部的多

边外交，而并未详细考察两国外交决策过程中阵营

外国家所施加的影响。在这些因素中，中国作为亚

洲地区的重要地缘政治实体，尤其值得关注。新中

国通过抗美援朝战争提升的国际威望，通过万隆会

议在东南亚地区取得的外交突破，以及对东南亚地

区广大华侨的吸引力，都对英日两国这一时期的外

交互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基于以上观察，本文将对1950年代早期，英日外

交中的中国因素进行考察，并试图还原这一时期英

日外交中两国各自的决策过程。通过对英日美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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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解密的外交档案的分析，本文将阐明在

1950年代早期，中国因素在英日关系中对双方决

策产生的影响，以及两国的决策者如何通过对华

政策上的协调，来帮助两国扩展合作空间，并最终

走向合作。

本文将在第一部分探讨英日两国在东南亚经

贸利益上的冲突以及这一时期两国的外交交锋。第

二部分则主要分析英国在 1952年麦克唐纳德访日

后，对日外交转向缓和这一决策背后的各种因素，包

括英国对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上升的担忧，以

及防止日本在对华问题上选择中立化的考量。同

时，本文也试图指出，英日两国的合作中既存在对华

遏制战略的考虑，也存在对华贸易上的共同利益。

第三部分将详述英日两国在对华贸易上的默契和在

具体事务上的合作，以及两国在挑战美国对华贸易

封锁上的外交协调。本文希望通过揭示中国作为非

西方阵营国家，在冷战早期英日关系中所扮演的多

元角色，展现亚洲冷战中，不同阵营间在意识形态对

抗之外既合作又对抗的复杂图景。

一、英日两国在东南亚贸易问题上的对抗(1947-
1952)

在 1940年代后期至 1950年代前期，日本国民经

济在美国扶持下逐渐恢复，日本产业界对出口市场

的需求随之成为英日两国之间最突出的矛盾。1947
年以来，日本对英属东南亚地区的出口逐年上升，挤

占了英国本土制造业的市场份额。以英国引以为傲

的棉纺织业为例，1950年至 1954年，日本就取代英

国，成为香港、印尼、马来亚、缅甸等市场棉纺织品最

大的进口来源。④更让英国方面焦虑的是，日本的经

济扩张背后有来自美国的全力支持。如美国国家安

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在 1950年通

过的政策文件显示，这一时期，美国方面对使东南亚

“成为日本最主要的贸易对象”并借此抵抗社会主义

阵营在该地区的渗透有着浓厚的兴趣。⑤英国政商

两界内部也对美日在东南亚地区的协调有所认识。

早在 1950年，英国棉业委员会(Cotton Board)访日代

表团就在发往英国贸易部的秘密备忘录中，指出日

本的棉业在东南亚的快速扩张，主要是由于美国“出

于对遏制共产主义极其强烈的愿望”。在英国产业

领袖们看来，美国计划用日本生产的廉价产品大量

供给地区国家，从而防止其因为较低的生活水平而

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温床。⑥美国对日本蚕食英国

市场的纵容自然引发了英方的不满和外交反制。

如 1951年 7月，美日两国代表组成了联合调查团，

前往包括英国殖民地在内的东南亚地区，调查东南

亚对日本经济可能的促进作用。由于事先没有与英

国通气，英国外交部就该调查团向驻日盟军总部提

出了正式抗议，而时任香港总督葛量洪 (Alexander
Grantham)更是直接拒绝该调查团中的日本代表进入

香港。⑦

然而，尽管英国方面对于日美两国觊觎英国在

亚洲的经济利益感到不满，但英国国力的下降使它

在抵抗日本经济扩张的问题上显得无能为力。这一

看法在英国驻东南亚殖民地的官员中非常普遍。

1951年 11月，英国驻东南亚高级专员马尔科姆·麦

克唐纳德(Malcom MacDonald)组织东南亚各英国殖

民地官员在其位于新加坡的官邸中进行了会晤。⑧

与会的殖民地官员达成共识，认定虽然日本在东南

亚的经济扩张受到美国支持，但英国由于在恢复本

国经济以及维护英国在其他地区的利益等问题上需

要美国的帮助，故而无法通过对美交涉来迫使美方

放弃扶持日本的方针。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这一

地区的经济活动将持续对英国利益造成重大损

害。⑨换言之，英国殖民地官员悲观地认为，为了维

护自身在亚洲对抗共产主义阵营的地缘利益，美国

将会牺牲盟友英国在其亚洲殖民地的经济利益，而

英国甚至难以做出有效的抗议。

同时，日方的活动也加重了英方的不安。对于

坚持对美追随政策的吉田茂内阁而言，只要美国对

日本的经济扩张表示支持，日本就可以在这一问题

上无所顾忌地向英方展现更加强硬的态度。⑩1952
年11月，吉田茂在其对日本国会的施政演讲中，公开

宣称将扩展日本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作为内阁的优

先目标。吉田还含蓄地抨击了英国对日本的不合作

态度，表示“为了共同发展世界经济，日本期待其他

国家与我国积极的合作。而这种合作必须建立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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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与互惠的原则之上”。日本的这种态度，不仅使

得英国方面产生不满，也让与英国关系深厚的东南

亚国家对日本的经济扩张政策心怀疑虑。1952年英

国驻东南亚各地的使领馆和高级专员发往本国的报

告就常常提及本地区国家如缅甸、印尼、马来亚联邦

等，对日本具有侵略性的经济活动抱有戒心和反

感。这种情绪也为英国采取外交手段，限制日本在

东南亚的扩张提供了重要基础。

为了限制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英国一

方面创立英联邦内部的合作框架，如专注于技术和

经济合作的科伦坡计划(Colombo Plan)，另一方面也

积极利用其在英联邦中的影响力，对日本加入各类

经济合作组织的外交努力进行抵制。早在 1951年
11月，时任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 (Anthony
Eden)就在其发给麦克唐纳德的电报中，指出由于

“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扩张将会深远地削弱英国的

贸易利益”，英国已经决定搁置日本加入科伦坡计划

的请求。从 1951年到 1954年，日本方面数次提出

加入科伦坡计划，均被英国与澳大利亚以强硬态度

否决。同时，英国也积极与英联邦国家进行外交

协调，持续干扰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的申请。从

1948年开始，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的提案就一直遭

到英联邦国家的否决。这与同样作为第二次世界

大战战败国的联邦德国形成了鲜明对比。早在

1951年，联邦德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申请就获得通

过，而日本则直到 1958年才在美国的外交斡旋下得

以加入。自然，英国牵头的外交围堵使日本官员

们感到十分失望。在日方看来，日本在东南亚国

家受到的冷落，并非源于地区国家缺乏增强与日

本经济联系的愿望，而是源于英国刻意为其制造

的“外交难题”。日本外务省官员在对东南亚地区

局势的评估中，就认为英国“对于任何在东南亚地区

的竞争——尤其是来自日本与西德的——极为敏

感”。日本如果要继续发展与东南亚地区的经贸关

系，就必须“解决这些国家与英国之间的关系所导致

的政治问题”。可以说，由于激烈的经贸摩擦，英日

双方内部都存在将对方视为地区政治中主要对手的

声音。

二、中国影响力的上升与英日在对华遏制问题

上的探索(1952-1954)
这一时期，尽管英日两国内部都有视对方为对

手的论调，但两国官员中也存在着试图协调两国利

益的声音，英国决策层内部并未在对日政策上取得

一致。相比于外交部和贸易部的官员，部分英国驻

亚洲的高级外交官，如麦克唐纳德以及驻日大使艾

斯勒·德宁(Esler Dening)，倾向于对日本保持更加温

和的立场。早在 1951年，麦克唐纳德就建议英国政

府重新评估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活动及其对英国国

家利益的影响。在麦克唐纳德看来，由于日本工业

生产成本逐渐提高，日本产业界对英国的威胁不过

是“无法证实的幻想”。麦克唐纳德的意见遭到了

英国外交部内包括艾登和亚洲部门顾问查尔斯·约

翰斯顿(Charles Johnston)在内的强硬派的激烈反驳，

英国政府内部关于对日外交的争论却并未在1951年
结束。而麦克唐纳德于 1952年 6月对日本的访问，

更成了日后英国政府内部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审

议，逐渐在外交上尝试缓和关系并进行合作的重要

节点。

作为英国政府内部长期管理殖民地事务的官

员，麦克唐纳德本人对于日本在东南亚的野心和其

快速增长的经济实力有着清醒认识。自 1950年起，

他就一直试图与艾登领导下的英国外交部沟通，寻

求英日两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缓和乃至合作。同时，

作为英国本土政府派驻东南亚的最高代表，麦克唐

纳德也十分了解英属殖民地内华侨群体举足轻重的

经济地位，并对中国利用该群体影响英国殖民利益

的可能性抱有警戒态度。麦克唐纳德对华侨群体

的担忧，也与新中国因抗美援朝战争而在海外华人

群体中影响力逐步上升有着直接关系。随着中国在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表现以及日内瓦会议上获得的关

于中南半岛的外交胜利，东南亚华侨群体对新中国

的认同感也不断增强。从1952年开始，英国在东南

亚以及香港的情报机构就本地华商与中国之间不断

升温的贸易关系撰写了大量报告。英国官员认为，

由于新中国在英国殖民地中的影响力逐渐压过蒋介

石当局，本地华人将会主动地为中国在本地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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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治活动提供便利。如表1所示，新中国与东南亚

以英镑为主要外汇储备国家间的贸易，在 1950年代

取得了长足发展。这种发展与这些地区爱国华商积

极向新中国靠拢的趋势是分不开的。这一时期，侨

商从包括华润公司在内的渠道进口国货，同时在地

区市场上作为代理商大量承销中国商品。同时，侨

商网络也成为了新中国重要的商业情报来源。美

国外交行动协调委员会于1957年发布的对东南亚华

侨政策指导文件显示，东南亚华侨商人在中国对东

南亚地区的“贸易攻势”中起到了重要的中间渠道作

用。在这种情况下，麦克唐纳德为日本对抗中国影

响力，维护英国殖民利益的作用进行辩护也就不难

理解了。在他看来，如果英国从实力角度出发，不能

阻止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扩张，那么就应该积

极利用该国的经济实力为英国在本地区的殖民利益

服务。具体而言，一个繁荣发展的日本，将会为英国

在亚洲的殖民地提供便宜的消费品，从而提高当地

的生活水平，防止中国通过经贸活动进一步加深影

响力。这一论调不仅在部分英国殖民地高级官员

中获得了拥趸，也在日后对外交部与殖民部中的部

分对华强硬派中产生了影响，让后者认识到日本可

能为英国的东南亚殖民地体系提供利益，从而为英

国的外交转向提供了基础。

然而，当麦克唐纳德于 1952年 5月向本国和日

本政府两方通报其于6月底访问日本的计划时，双方

政府都对这次访问做出了对抗大于妥协的评估。英

国殖民部在发给麦克唐纳德的电报中，就指出他们

希望麦克唐纳德告诫日方“学会如何进行国际合

作”。日本方面也表现出了类似的悲观态度。在外

务省为首相吉田茂准备的会谈资料中，英日关系就

被定义为“由于两国在亚洲地区的利益冲突而充满

对立与竞争的关系”。然而，与本国强硬派的悲观

态度相反，麦克唐纳德与吉田茂本人都未将本次访

问视为展示强硬态度的角斗场。当麦克唐纳德于

1952年 6月底正式访问日本时，他就惊讶地发现日

本政府并未试图以此为契机在正式会谈场合向英方

就贸易摩擦表达看法。相反，吉田茂政府仅仅安排

日本企业界代表在非正式的招待会上要求英方减少

对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经济活动的限制。这与日本

政府在 1950至 1951年间展现出的咄咄逼人的态度

形成了鲜明反差。面对日方淡化两国经贸冲突的做

法，麦克唐纳德也投桃报李，在与日本企业界代表的

会晤中释放了善意。面对日本商界代表的提议，他

表示理解日本与东南亚的贸易对双方“所具有的绝

对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在结束访问的新闻发布会

上，他甚至直接表达了个人对日本企业扩展在东南

亚经济活动的欢迎。麦克唐纳德的这一表态也受

到了日本媒体的追捧，并被视为英国可能将于近期

转变态度的一个信号。

吉田政府一方面淡化两国在东南亚问题上的经

贸摩擦，另一方面也积极寻求两国在地区外交上的

协调，试图通过政治合作来淡化两国在经贸利益上

的冲突。在这种背景下，吉田政府选择将对华政策

作为与麦克唐纳德谈判中最为核心的话题。在外务

省为首相吉田茂与外相冈崎胜男准备的两份会谈文

件中，日方就将重心放在了解英国决策层对华的态

表1 中国与东南亚部分国家(地区)贸易额统计(1952-1958) 单位：100万美元

1952年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1956年
1957年
1958年

中国香港

236.3
244.5
189.5
213.5
205.5
219.6
271.8

印度尼西亚

1.9
2.1
3.5
16.7
42.9
53.3
85.2

缅甸

0
3.2
2.2
37.3
37.3
21.6
19.6

马来亚/新加坡

39.4
36.1
34.9
42.0
50.9
76.4
102.0

资料来源：赤谷源一“共産圏諸国の低開発諸国に対する経済進出”、“外務省調査月報”二號、1960年5月號、135-1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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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及日本是否可能与英国合作，从而遏制中国在

东南亚的影响力上。在吉田政府看来，既然英日两

国在经贸问题上的摩擦难以在短期内解决，那么通

过两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合作来改善英日关系，就成

为了最合理的选择。然而，麦克唐纳德却并未如吉

田茂所预想的那样，积极回应日本在对华问题上的

提议。在与冈田外相的电话会谈中，麦克唐纳德对

冈田提出的两国合作遏制中国问题的提案避而不

谈，并在 7月 10日与吉田茂的正式会谈中再一次重

申了这一点。在会谈过程中，吉田提议应当在东亚

建立一个以“伦敦、东京、华盛顿为轴心的安全联

盟”，而麦克唐纳德和德宁则告诫日方应当在中国问

题上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不应当低估中央人民

政府对达到自身战略目的的决心”。英方展现出的

冷淡态度使吉田无法在对华遏制问题上与英方取得

一致，不得不搁置提案。

那么，如果英日两国无法在对华外交上取得一

致，为何麦克唐纳德在访问后仍然向英国外交部提

出了容忍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扩张，并寻求缓和关

系的建议呢?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麦克唐纳德试

图遏制新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从

而防止其对英国殖民利益造成威胁。如前文所述，

麦克唐纳德对新中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在东南亚

殖民地以及海外华人群体中影响力上升的态势抱有

担忧。鉴于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有着重要的经济影响

力，英方并不乐见日本政府在对华问题上采取更加

中立化的态度。

英方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在 1950年代早期，

虽然吉田内阁采取了积极追随美国对华围堵的外交

政策，但民间乃至政府内部对于同中国展开经贸交

流的呼声一直存在。具体来说，当时日本产业界仍

然对来自中国的包括煤炭、大豆、铁矿石在内的工业

原料存在需求。在其盟国看来，日本对于中国原料

的需求是影响日本外交立场的潜在隐患。在美国国

家安全委员会的评估中，美国就认为必须“通过鼓励

日本发展与自由国家的贸易”来防止日本“重新依赖

来自中国与其他共产国家的原料和粮食”。然而，

来自日本产业界的需求也随着日本国内政治斗争的

激烈化，转化为了政商两界呼吁推进对华经济关系

的政治运动。在 1949年到 1952年间，有二十多个致

力于打破日中贸易壁垒的经济团体成立，包括以中

小企业为主的日中贸易振兴会和以大企业为主的日

中贸易协会。这一来自日本商界的对华贸易热潮

也给驻日英国外交官留下了深刻印象。英国驻日大

使德宁于 1952年指出，哪怕美国决策层已经认识到

日本对华贸易的危险，这种需求也很难被遏制：“当

对日和约生效后，日本将会尽其所能开展对华贸

易。即使美国不允许它公开地这么做，日本也一定

会秘密地进行。”同时，日本的半官方经济机构也积

极展开声援。时任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的藤山爱一

郎就在 1952年 3月的一场演讲中公开表达了对吉田

政府贸易政策的怀疑，认为吉田政府目前采取的“从

美元圈进口，向英镑圈出口”的外贸政策已然失败。

为了达成日本经济的真正“自立化”，政府必须对外

贸政策“采取系统性的、结构性的调整”。

在产业界之外，日本政界也存在对吉田内阁追

随美国、敌视中国的非独立外交政策的反对意见。

在国会中，日本共产党、日本社会党以及自由党中以

鸠山一郎为首的反吉田派尽管政见不一，却不约而

同地利用产业界对吉田内阁的不满向政府发难，使

得吉田茂不得不在 1952至 1954年间三次解散国会，

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政治动荡。同时，在日本国会

中，不同党派的议员也联合起来，在左派自由党议员

池田正之辅与社会党议员帆足计的倡议下，成立了

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仅在1953年，该联盟就通

过了两份要求政府拿出切实努力，改善对华贸易状

况的议案，并在吉田政府明确表示反对的情况下，仍

然派出代表前往北京参加国庆节活动。值得注意

的是，扩展对华贸易的意见不仅存在于国会中，也存

在于包括外务省以及通商产业省在内的具体执行政

府决策的官僚机构之中。以通商产业省为例，该部

门官僚就分裂为支持吉田对美追随政策的“外交派”

和反对吉田的“统制派”两个群体。对于后者而言，

为了重建日本独立的产业政策，就必须改变日本对

美国经济的捆绑，并借此让日本的原料来源多元

化。吉田茂本人对这种“经济民族主义”的论调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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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感，认为这会让日本在其盟友中的外交形象受到

极大损害。然而，这一论调受到产业界巨头的支

持。这一群体也在1954年岸信介和鸠山一郎迫使吉

田下台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日本政府内部尤其是经济官僚集团在对华贸易

问题上的矛盾公开化，部分心思活络的日本商人也

开始借着这个机会，与部分通商产业省的官僚合作，

有限度地尝试对华贸易。如后文将提到的，这些举

动甚至获得了来自英国政府的默许乃至支持，并成

为日英两国在这一时期展开合作的另一突破口。可

以说，日本国内在对华政策上的不同声音，与这一时

期日本国内愈加剧烈的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使得

西方阵营内部决策层不约而同地做出了若吉田政府

倒台，日本将有可能在对华问题上采取中立化政策

的评估。

这一论调自然引起了英国方面的关切。1952年
6月，英国驻华临时代办蓝来讷(Lionel Lamb)就在其

发往英国外交部的电报中表达了担忧。在他看来，

日本在贸易问题上所遭遇的来自英国牵头的孤立，

以及在与欧洲诸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遭受的歧视性待

遇，将使其更加倾向于同中国达成妥协。同样，作

为英国政府内部对日友好的主要倡议者，麦克唐纳

德在访问东京时十分关注日本内部的这场政治风

波，并对吉田内阁是否能够承受来自政府与产业界

的联合施压感到怀疑。在 7月 15日结束与吉田的私

人宴会后，麦克唐纳德向德宁传达了由于政府未能

回应对华贸易的诉求而招致的大量批评，吉田茂个

人“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面临了极为巨大的压力”。

对于吉田茂的观察也成为麦克唐纳德最终向英国外

交部提出对日亲善建议的依据。在他看来，由于吉

田政府最终将迫于压力缓和对华关系，为了防止日

本对中国市场产生依赖，英国应当对日本在东南亚

的经济活动抱有更加开放的态度。“由于有着将日本

留在反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强烈需求”，麦克唐纳德在

其于 7月 26日发给艾登的电报中写道：“我国外交政

策的主要目标应该调整为与日本重新建立尽可能友

好和信赖的关系。”

麦克唐纳德、蓝来讷等人对日友好的论调确实

在英国政府内部获得了一定支持，但这种支持仍然

显得有些勉强。在英国外交部看来，一方面，英国缺

乏遏制日本在东南亚扩张经济的实力，另一方面，由

于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不断上升，英国必须

与日本和解，并共同遏制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

英国外交部通过内部讨论得到的结论，显示由于缺

乏美国的支持，英国无法对日本在东南亚的活动作

出限制。同时，出于对“共产主义阵营和平攻势的担

忧”，英国别无选择，只能对日本展现出一种“不温不

火，充满怀疑和担忧的友谊”。最终，尽管英国贸易

部表达了反对，丘吉尔内阁仍然接受外交部的建议，

放弃了对日本参与英国主导的地区经济合作框架的

抵制，从而缓和双方的关系。从1952年底开始，英国

不再积极反对日本参与包括科伦坡计划在内的地区

经济组织，并且表示只要日本能够获得科伦坡计划

中亚洲各国的支持，英国就会对日本的加盟秉持欢

迎的态度。尽管日方仍然对英国暧昧的态度有些

不满，但英国的态度转变在事实上消除了日本加入

科伦坡计划并借此扩大其在东南亚经济影响力的最

大阻力，日本成功地于 1954年渥太华会议上成为科

伦坡计划的正式成员国。

英国试图借日本对抗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做

法取得了部分成功。从 1950年代中后期开始，日本

双管齐下，通过贸易和技术援助不断加深对东南亚

的经济渗透，并于1957年岸信介上台后，试图联合地

区国家限制中国出口，从而打击中国在东南亚的经

济影响力。对于这一点，中国方面也不甘示弱，号

召东南亚华侨抵制日货，并通过有针对性限制商品

价格的做法打击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出口。在这

种情况下，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势头也随着两国关

系的恶化而遭到破坏，并于 1958年长崎国旗事件后

跌到最低谷，直到 1962年两国通过备忘录后贸易才

得到部分恢复。

三、英日在扩展对华贸易上的合作(1952-1957)
1950年代早期英国与日本的合作，除了与防止

日本缓和中日关系的考虑息息相关外，也与两国在

扩展对华贸易上的相似利益有关。同日本一样，英

国政商两界也存在对华贸易需求。早在 1952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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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英国方面就在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上与冀朝鼎

率领的中国代表团签订了贸易协定。根据该协定，

英国商人将在1952年结束前向中国出口包括工业设

备在内的价值 1000万英镑的货物。两国于 1954年
进一步加深了经贸往来，分别派出贸易代表团进行

互访。同时，由于香港和新加坡等地商人对于对华

贸易的依赖，以及香港本地大量专精于对华贸易的

洋行对港英政府的影响力，英国对于拓展对华贸易

以及提高香港在亚洲地区贸易中的地位，都抱有浓

厚的兴趣。

在这一背景下，英国政府对于日本通过香港与

中国内地进行贸易往往抱有一种谨慎而乐见其成的

态度。 1952年 1月，英国帝国化学公司 (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就向英国政府报告，该公司与中

方在香港的商业代表进行了接触，计划直接代理或

是在金融方面参与中日之间由中方出口煤炭与工业

用盐换取日本化学品和肥料的贸易。英国政府内

部对这一报告看法不一，包括殖民部、贸易部及财政

部在内的政府机构都表示了支持，而英国驻华盛顿

和东京的使馆则出于对美国反应的担忧表示了反

对。最终，英国政府内部达成一个折中方案。1952
年2月，英国外交部门向帝国化学公司转达了其最终

决定，不支持该公司作为中方代理人直接参与中日

间的贸易，但并不反对其为任何中日间达成的贸易

协定提供包括金融在内的一切服务。同时，英国政

府也对这一决定严格保密，并不会向华盛顿方面透

露任何与交易相关的信息。同时，英国政府内部也

通过政策协调为英国公司参与中日民间贸易提供支

持。譬如 1952年，英国财政部就通过备忘录指示香

港方面绕过对华禁运的规定，为中日之间以英镑结

算的棉纺品贸易提供信用证方面的便利。

与此同时，随着日本经济官僚集团内部在对华

贸易问题上的矛盾公开化，许多受到大财阀支持的

贸易公司，也开始与政府内部的反吉田派官僚合作

推进对华贸易。这种贸易本身也受到了英国当局的

默许乃至支持。中日两国在1950年代经由香港完成

的第一笔民间易货贸易，就生动诠释了英日两方在

对华贸易上的默契。在这一贸易中，日本启明交易

会社和香港的英资银行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启明交

易会社的前身为战前由三菱等旧财阀出资设立的开

滦煤炭贩卖株式会社，在战后因与旧财阀的关系而

被盟军占领当局取缔。但在1946年，该公司又以独

立的民间贸易公司的名义重建，并仍与日本政商界

保持着紧密联系——公司重建后的首任社长菅波称

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担任日本商工省的高级官

僚，公司本身也主要依赖包括日本制铁、日本钢管、

东京瓦斯、大阪瓦斯、三菱化学五家与日本旧财阀有

着直接继承关系的工业巨头的注资。因此，该公司

在香港与中国的接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政商两

界高层的共识。

当香川峻一郎于 1952年 1月秘密飞往香港与

中方代表接触时，他首先与香港总督办公厅以及在

香港长期进行对华贸易的英国天祥洋行 (House of
Dodswell)洽谈。根据香港总督葛量洪的报告，香川

希望把香港作为中日贸易的转运港，并要求利用香

港银行为可能达成的交易提供金融服务。虽然港英

政府方面由于担忧美国在对华禁运上的态度，并未

批准香港作为转运港的请求，但却给予了英国公司

和银行为中日交易提供金融服务的许可。随后，香

川与中国在香港的贸易代表进行了接触，并获得前

往北京进行进一步洽谈的邀请。当香川一行4人飞

往北京时，他们受到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冀

朝鼎的接待，双方就可能进行的贸易进行了商

谈。通过长达半年的交涉，启明交易会社最终与

中方达成协议。仅在 1953年，中国就将向日本出口

价值 700万英镑的煤炭，以换取日本出口的纺织设

备和采矿机械。这一贸易由中国银行在香港的分

行与汇丰银行共同提供金融服务。同时，该协议

还包含一个秘密条款，即日方将通过外交斡旋，向

中方提供被美国列为禁运物资的镀锌钢板，以向中

方换取额外的煤炭配额。这一交易最终于 1955年
通过日本通产省对美斡旋得以成立。可以说，启明

交易会社之所以能够在中日英三方参与的贸易中

扮演穿针引线的角色，并最终达成对华贸易，与这一

时期英日两国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存在的默契是分不

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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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英国方面主动向日本对华贸易提供的便

利，吉田内阁同样也意识到了与英国进行协调，从而

在对华贸易上获得进展的可能。1954年初，吉田茂

迫于国内政界与商界的巨大压力，开始尝试在对华

政策上采取更加灵活的立场，以挽救摇摇欲坠的政

权。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吉田采取了先英后美的外

交策略。1954年 10月，吉田在 11月访美前先对英国

进行了访问。在与丘吉尔和艾登的会谈中，吉田反

复建议日英两国应该在外交上进行协调，并联合向

美方施压以换取其在对华禁运问题上的让步。艾

登尽管因担心美方反应并未附和吉田的提议，但仍

然指示英国驻美使馆向美方“委婉地”表达英国希望

放松对华禁运的愿望。然而，当吉田试图与美方就

对华禁运问题进行沟通时，美方态度却因西方阵营

在朝鲜和越南问题上的失利而愈发坚决。在日方提

交给美方的会谈文件中，日方向美方表达了“在不打

破现有禁运体系的情况下，日本希望扩大与中国关

于非战略物资的贸易，并获得美方谅解”的愿望。

然而，在吉田与艾森豪威尔及杜勒斯进行的三次会

谈中，美方不仅没有对日方要求作出回应，反而再次

向日方强调“自由世界”国家“必须以坚定的态度联

合起来，防止被共产主义国家各个击破”。杜勒斯

甚至在日方准备的美日联合声明草稿中，强行删去

了日本希望放松对华禁运、扩展对华贸易的部

分。在结束这次访问后不久，吉田就黯然下台，将

政权交给了其反对者鸠山一郎。

日英两国在对华贸易上的外交协调并未随着吉

田茂下台而终止。鸠山一郎在接手政权后，就提出

了与共产主义阵营缓和、让日本成为“东西之窗”的

外交理念。在他的授意下，日方不顾美国反对，派

遣由时任经济审议厅长官高碕达之助率领的代表团

参加万隆会议，并与周恩来、廖承志进行了两次秘密

会谈。随着中日关系在鸠山任内逐步升温，两国进

行了包括农业技术在内的各种经济技术合作，并通

过日中两国第三次民间贸易协定大大增加了贸易往

来。与此同时，英日两国也展开了紧密的外交协

调。英国艾登内阁与日本鸠山内阁在对华禁运问题

上紧密协调，以不再遵从所谓“中国委员会”(CHIN⁃

COM)的禁运清单为筹码，促使美国艾森豪威尔政权

为维持对共产主义阵营的禁运，于 1954年至 1956年
间逐渐缩小对华禁运的范围。1957年，两国又以英

国牵头、日本跟随的方式，同时宣布不再严格遵守巴

黎统筹委员会 (COCOM)框架下所谓的“中国清单”

(China Differential)，并开始向中国出口允许向其他社

会主义阵营国家出口的各种物资。英日的态度迫使

美国不得不于同年8月追认两国的做法，从而独自一

国坚持对华的严格禁运。也标志着英日两国在外

交上的协调达到了 1950年代的最高峰。进入 1960
年代后，英日双方尽管在印度尼西亚局势上发生了

新的争执，但仍然通过两国间定期协议会议等渠道

保持了密切沟通，并将两国关系总体维持在一个稳

定的框架内。

结论

通过1950年代早期英日两国从对抗走向部分合

作的过程，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国因素对两国外

交决策的重要影响。英日双方都在双边外交的决策

过程中，将对华关系作为两国外交关系发展中的重

要因素。对于英国而言，由于东南亚存在庞大的华

侨群体，英方时时感受到中国对其殖民利益的威

胁。随着中国通过“一五”计划取得经济发展，并在

抗美援朝战争中获得胜利，这种威胁变得更加紧迫，

以致让部分决策者为遏制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而

放弃与日本在经贸问题上的斗争，转而对日本在该

地区攫取经济影响力的活动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

对于日本而言，中国也成为其对英国外交的重要筹

码。吉田政府试图通过协调对华立场，转移英方对

英日两国在东南亚经贸利益冲突的关注。同时，英

日两国对对华贸易的考虑，也为两国部分政商界人

士在具体经贸事务上展开合作，以及通过外交协调

挑战美国对华禁运提供了基础。

中国在英日两国外交决策的过程中，不仅仅作

为假想敌出现，同时也通过对华贸易这一议题，为两

国提供了在共同的经济利益上展开合作的契机。这

一共同利益最终驱使英日两国在1950年代通过私下

的默契与合作，共同推进对华贸易，并在这一过程中

满足本国产业团体的商业利益。同时，由于美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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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贸易上的强硬态度，英日两国在扩展对华贸易

上采取了较为谨慎的做法，并不直接通过政府推进

项目，而是通过与政府有着紧密联系的贸易公司来

投石问路，从而逐步推进自身的外交战略。这也为

我们研究冷战时期外交决策过程提供了新的思路，

即通过政府支持的民间活动，来还原各国政府制定

的外交战略。可以说，通过研究民间与官方的密切

互动，学界将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冷战中，国家

出于竞争的目的，对本国各种资源的动员和利用，进

而思考冷战在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军事斗争之外所

呈现的广阔图景。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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