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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根據當今國際法的劃分戰爭賠償包括國家間的戰爭賠償和民間個人受害賠償兩個部分。本

文主要探討的是國民政府的對日戰爭索賠中國家間的戰爭賠償部分。關於國民政府的對日戰爭

索賠，史學界進行了大量研究，但主要集中於探討國民政府最終放棄對日戰爭索賠的原因，而

對於國民政府對日戰爭索賠的主要成果「先期拆遷賠償」的研究則比較薄弱。本文通過對「先

期拆遷賠償」出臺、實施及其夭折全過程的考察，以及圍繞這一過程相關問題的研究，著重對

以下兩個問題作了探討：一、國民政府為進行對日戰爭索賠做了哪些努力，其「先期拆遷賠償」

是如何進行的，獲得的成果對國民政府戰後經濟恢復起了怎樣的作用？二、國民政府在對日索

賠問題上有過怎樣的考慮，索賠的實施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約？國民政府最終放棄對日戰爭索賠

原因何在？對於前述問題，本文通過大量史實的考證，首先肯定國民政府為實現對日戰爭索賠

是作出大量努力的，如調查抗戰損失、制定索賠方案、設置索賠機構，以及「先期拆遷賠償」

的實現等，其成果不僅對國民政府戰後經濟恢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對新中國成立後的重工業

建設也具有一定的奠定作用。至於國民政府放棄對日戰爭索賠的原因，本書也從戰後美國對日

政策的轉變、國民政府遷臺後國際上的不利處境，以及日臺條約談判中日本政府的故意打壓等

諸多方面作了透視和評析，認為國民政府的對日戰爭索賠問題是受制於多方因素的，國民黨政

府最終從國際人道主義及國際法角度放棄對日本的戰爭索賠要求，順應了二戰後國際社會戰爭

賠償理念的轉變趨勢，「以德報怨」從理念上看並無大錯。然而，「以德報怨」的目的是為中日

兩國永久和平奠定基礎，倘僅僅將此視作一項經濟問題，而沒有相應要求日方對戰爭罪行作出

深刻反省，就偏離了放棄對日戰爭賠償的本意，不僅由此錯過了通過放棄對日索賠從根本上使

兩國關係得到改善的極好機遇，還給嗣後日本右翼勢力拒不承擔戰爭責任提供了「話把」，這是

值得我們深刻反思的歷史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