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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杜魯門總統與中華民國之關係 

李敏智 ∗ 、施浚龍 ∗∗ 

摘要 

杜魯門是美國第 33 任總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繼任羅

斯福之後，成為同盟國的領袖。1945 年 7 月，杜魯門於波茨坦

會議中，主張支持中國東北的大連港於二次大戰結束後，應作為

自由港，以彌補羅斯福在雅爾達會議中，為了得到蘇聯能參與對

日作戰的承諾，而答應將大連港於戰後給予蘇聯。國共內戰期

間，杜魯門派遣馬歇爾來到中國，試圖調解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

的紛爭，可惜未能成功，於是發表了《中美關係白皮書》，將國

共調停失敗的原因，歸咎於國民黨政府，嚴重地打擊了國民政府

的士氣，不久蔣介石便退守到台灣了。 

1950 年，韓戰突然爆發，杜魯門深恐再度引發第三次世界

大戰，因此，命令第七艦隊即日起巡邏台灣海峽，使得國民政府

得以在台灣繼續生存，造成今日海峽兩岸及南北韓的現況。 

關鍵詞：杜魯門、中美關係白皮書、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畫 

ㄧ、前言 

杜魯門(Harry S. Truman)是美國第 33 任總統；也是美國近六十年來唯

一沒上過大學，出身農夫的總統，可是他却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繼羅

斯福之後，成為同盟國的領袖；更在第二次大戰結束後，努力維持美國的

經濟不致於蕭條；更能將前任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期望能成

立一個世界性的組織，來維持世界和平的夢想，予以實現，於是有了聯合

國，此一國際性的組織誕生；他努力促使西歐各國於二次世界大戰後，避

免走上東歐諸國的後塵，被蘇聯所赤化；他於韓戰中，將此危機處理得宜，

避免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因此美國歷史學家們評定杜魯門是美國歷任總

統中最傑出的總統之ㄧ 1。杜魯門在他的自傳中提到：「雖然我不是美國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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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總統之ㄧ，可是我已經盡力去做了。」 

杜魯門與中華民國之關係，較具關鍵性的時刻是在國共內戰時，其所

發表的《中美關係白皮書》（The China White paper） 2，此份文件ㄧ公布，

嚴重地打擊到國民政府的戰鬥士氣，不久國民政府便退守至台灣來，而正

當台灣處於風雨飄搖之際，韓戰突然爆發，杜魯門却又命令第七艦隊來台

灣海峽巡邏，這其中的演變，將是本文所要探討的重點之所在。 

二、杜魯門的生平 

1884 年 5 月 8 日，杜魯門出生於密蘇里州的ㄧ個農夫家。根據杜魯門

的自傳中表示，他在 13、14 歲時，就已經把當地公共圖書館裏的藏書全

部讀完了。針對此一說法，我們無法證明其真實性如何，但卻由此可以肯

定的是，杜魯門很喜歡閱讀 3。1917 年，他參與了第一次世界大戰。1934

年，他當選了密蘇里州的聯邦參議員，在擔任參議員的期間，他主持了ㄧ

個委員會，認真調查處理當時因二次大戰期間而獲得暴利的案件，估計為

國家節省了至少ㄧ百五十億的公帑，一時之間聲名遠播 4。因此在 1944 年

時，華府記者所做的一份民意調查中顯示，全國人民認為對國家最有貢獻

的政治人物，除了羅斯福總統之外，就是杜魯門參議員 5。 

1944 年，杜魯門成為羅斯福競選連任的副總統人選。1945 年 1 月 20

日，羅斯福與杜魯門順利當選並宣誓就任總統與副總統，然而此時羅斯福

的健康情形已大不如前了。1945 年 2 月 4 日，羅斯福不顧個人健康問題，

仍遠赴雅爾達，與英國首相邱吉爾及蘇聯元首史達林舉行二次大戰期間的

最後一次高峰會議，並簽訂了「雅爾達條約」 6。1945 年 4 月 12 日，羅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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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去世，杜魯門繼任美國第 33 任總統，並召開第一次內閣會議。 

三、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杜魯門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美國研製原子彈成功，為了早日尋求二次大戰

趕快結束，杜魯門決定使用原子彈，因為依據陸軍參謀長馬歇爾的分析報

告指出，如果不使用原子彈的話，就必須以軍事佔領日本領土，如此才有

可能逼迫日本投降，倘若必需這樣做的話，勢必將會犧牲 50 萬以上的美

國軍人生命，才可以達成此任務，杜魯門權衡利害得失，最後決定向日本

投擲原子彈 7。 

杜魯門為求慎重起見，又徵求英國首相邱吉爾的意見，邱吉爾毫不猶

豫地回答杜魯門，只要能使戰爭提早結束，任何武器都可以使用。美國訂

定原子彈轟炸的目標，依序為廣島、小倉、新瀉、長崎 8。 

1945 年 8 月 6 日，第一顆原子彈在廣島爆炸，由於日本仍然拒絕投降；

8 月 9 日美國又在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1945 年 8 月 10 日，日本終於向

同盟國宣佈無條件投降 9。 

二次大戰結束後兩年，1947 年 3 月，杜魯門提出「杜魯門主義」的政

策，要求國會支持他援助自由國家抵抗外來的侵略。國會通過並提撥經費

來援助土耳其及希臘，使其免於落入蘇聯共產黨的手中 10。 

1947 年 6 月，國務卿馬歇爾又提出「馬歇爾計畫」，延伸了「杜魯門

主義」到歐洲。經由國會批准後，美國便以大量的金錢、物資及技術支援

歐洲，更協助歐洲各國間的相互幫助，各國之間的關稅相對減少，使得整

個西歐成為一個整體，其結果便是除了東歐的八個蘇聯附庸國之外，其餘

的歐洲國家皆與美國密切合作，共有 16 個國家組成「經濟合作總署」。這

期間，美國一共捐助歐洲高達一百二十億美元，使得歐洲的經濟終於站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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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刊》，11:6=122，民 85.06，頁 32-44。 

8 戴萬欽，＜舊金山和約與中日和約談判：杜魯門政府的利益與角色(下)＞，《美歐
月刊》，11:7=123， 民 85.07，頁 103-107。 

9 王文慶，＜杜魯門[Harry S. Truman](一八八四至一九七二)＞，《中外雜誌》，
58:1=341，民 84.07，頁 139-141。 

10 劉快樂譯，＜杜魯門(Harry S. Truman)總統一生-續-＞，《國家論壇》，6:3，民
62.03，頁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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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步 11。 

1949 年，杜魯門又協助西歐各國成立北大西洋公約組織，將西歐國家

的軍事力量，與美國及加拿大在歐洲的駐軍納入統一指揮系統，使得西歐

的安全防禦有了一個確切的保障。如果沒有經濟合作總署及北大西洋公約

組織的成立，或許西歐國家會走上東歐各國的後塵，而淪為蘇聯的附庸

國，這是我們很難去評斷的。 

四、杜魯門的對華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45 年 7 月，杜魯門已繼任美國總統，並與邱

吉爾和史達林於波茨坦舉行高峰會議。會議中杜魯門支持於二次大戰結束

後，中國東北的大連港應闢為自由港，以彌補羅斯福在雅爾達會議中為了

希望蘇聯能參與對日宣戰，而答應將大連港於二次大戰後給予蘇聯，此時

杜魯門對華政策是正面的 12。 

1945 年，國共內戰期間，杜魯門指派馬歇爾，以總統特使的身份來華

繼續調停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紛爭。出發前，杜魯門、國務卿伯恩斯

(James. Byrnes)及馬歇爾共同討論，其美國政策是支持國民政府的。然而於

1947 年，馬歇爾在中國調停國共糾紛，其結果是完全失敗的。馬歇爾將失

敗的原因歸究於蔣介石的不合作，才會造成今日之局面 13。 

1948 年是美國總統的選舉年，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是尋求連任的杜魯

門，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是紐約州長杜威(Tomas E. Dewey)。所有的民意調

查結果，皆顯示出杜威將會贏得這次的勝利。此時的中國，國民黨蔣介石

的軍隊正被共產黨打得節節敗退，蔣介石急需美國的大量軍援，方可扭轉

劣勢，蔣介石聽取分析報告，因此決定支持杜威，可是選舉結果却是由杜

魯門當選美國總統。 

1948年 8 月 5 日，由杜魯門及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所擬定的《中

                                                 
11 周寶明、吳友諒、彭錦珍、劉秋苓、韓敬富，＜北大西洋公約組織研究＞，《復

興崗論文集》，16，民 83.06，頁 227-230。 
12 伍碧雯，＜論波茨坦宣言中「政治原則」對戰後英、美、法、蘇分區佔領德國政

治發展之影響＞，《史學研究》，9，民 79.10， 頁 98-102。 
13 劉傳暘撰，《杜魯門政府與中國：一九四七年--一九四九年》，碩士論文，臺北市：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民 89，頁 18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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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關係白皮書》(The China White Paper)，是一份發表對國共內戰及中國問

題立場的政治文件 14。內容中表示，中華民國在國共內戰中失敗的原因，

完全是國民黨政府本身的領導問題，與美國無關，因為美國已盡力了。《白

皮書》發表後，美國停止一切對華的軍事援助，可是此時美國也不承認中

共。1948 年 12 月，杜魯門連任總統成功，使得《中美關係白皮書》的政

策更加落實。《白皮書》的發表，嚴重地打擊了國民政府的戰鬥力與士氣，

不久國民政府便退守到台灣了 15(註十五)。 

1950 年 6 月 24 日，韓戰突然爆發，南韓總統李承晚請求杜魯門給予

支援，杜魯門命令麥克阿瑟迅速以海空方式軍援南韓，另一方面杜魯門也

將韓戰問題提交聯合國安理會來解決，會中決定通過組成聯合國軍隊來協

助南韓。此時，中華民國政府立即函電駐聯合國大使向聯合國秘書長表

示，中華民國可派遣 3 萬多名的軍隊開往韓國戰場，來支援韓戰，並要求

美國海空軍協助將其部隊運到南韓，針對台灣所提出之建議，美國國務卿

艾奇遜及軍事參謀將領皆反對蔣介石派軍隊支援韓戰，而杜魯門也深怕因

台灣軍隊的介入，會造成與中共軍隊正面衝突而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

險，因此杜魯門決定拒絕接受蔣介石軍隊的提議 16，蔣介石再接再厲，於

1950 年 7 月 4 日，再度命令駐日本的軍事代表拜會駐在東京的麥克阿瑟，

再次表達台灣願意出兵軍援南韓的態度，杜魯門不希望蔣介石的軍隊介

入，杜魯門深恐其所採取的行為偏向台灣，會被蘇聯代表拿來在聯合國安

理會議，作為攻擊美國的藉口，造成杜魯門政府的困擾 17，甚至會引發第

三次世界大戰，因此，此時的對華政策便有所改變了，其內容如下： 

(1)命令第七艦隊即日起在台灣海峽巡邏。 

(2)不准中共乘機侵犯台灣。 

                                                 
14 張淑雅，＜一九五○年代美國對臺決策模式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集刊》，40，民 92.06，頁 38-41。 
15 15、 莊榮輝，＜「失去中國」﹖簡介美國外交史家有關杜魯門政府對中國內

戰政策之論點＞，《近代中國》，138，民 89.08，頁 143-144。 
16 馬德五，<韓戰期間的杜魯門[Harry S. Truman]與麥克阿瑟[Douglas McArthur]>，
《歷史月刊》，第 101期，民 85.06， 頁 117。 

17 林正義、李明、胡春惠、張恕、戴安石，<韓戰四十週年--杜魯門、麥克阿瑟與

韓戰>，《歷史月刊》，第 28期，民 79.05，頁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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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不准台灣向中國大陸進攻。 

杜魯門此項對華政策，其真正目的是為了要維護美國在西太平洋的利

益，由於杜魯門下令第七艦隊巡邏台灣海峽，却也間接地保護了台灣，使

得國民政府得以在台灣繼續生存下去，海峽兩岸的關係延至今日 18。倘若

當時杜魯門對韓戰的策略是全力求勝，並支持蔣介石的軍隊援助南韓，現

今台灣、美國和中共之三角關係，將有所改變。 

五、結論  

綜觀杜魯門與中華民國的關係，是建立在國家利益之上。基本上杜魯

門仍是延續美國基本傳統的「重歐輕亞」政策，杜魯門對歐洲實施了「杜

魯門主義」和「馬歇爾計畫」，使得歐洲免於被共產黨赤化的可能性，然

而在亞洲，却不願軍援國民政府；在韓戰中，也不願對北韓採取致命性的

攻擊，更不准蔣介石軍隊支援南韓，其真正的目的是避免美國捲入海峽兩

岸的紛爭中，造成美國的傷亡和損害美國在西太平洋的利益。 

因此我們可以深切地了解到，美國與中華民國的關係是建構在國際關

係中的一環，如何利用國際情勢來創造出美國訂定相對有利於台灣的政

策，是今後我們所要努力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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