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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美国援华租借物资
未用于抗日物资问题研究

赵先明
,

郊 梅

(西昌学院 成教学院
,

四川 西昌 6 15 0 13)

【摘 要】 二 战时期
,

美国租借物资援华初 旨意在 自保
,

稳住中国坚持抗 日
,

然而美国援华租

借物资并没有完全用于抗 日
,

有的被 中饱私囊
,

有 的被 囤而不用或用 以反共
,

有的则 由于管理 不

善
、

抢运不及而丢失浪费了
,

这些行为其性质为
“

误国之罪远在汉奸
、

奸商之上
。

【关键词】 二战 ; 美国 ; 租借物资 ; 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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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至今人类规模最大的
、

伤亡

最惨重的世界规模的战争
,

战争中美国为了自保
,

同

时客观上也有利于反对法西斯侵略者
,

于 1 941 年 3月

制订了援助反法西斯国家的《租借法案 》
,

中国是反

法西斯侵略的国家
,

整个二战期间美国供给中国政

府租借物资共 8
.

25 亿美元
”̀ 。

意在抗 日
。

但这些租借

物资有的并没有用于抗 日
,

问题的性质是十分严重

的
。

兹此
,

笔者略作探讨
。

一
、

中饱私囊的美国租借物资

二战时期
,

国统区贪污腐化严重
,

以宋子文为首

大肆贪污
、

盗窃美国租借物资
,

中饱私囊
。

宋子文控

制西南运输处
, 2̀〕 在美国成立环球贸易公司和中国

国防自卫供给公司
〔3〕
等机构或单位

,

伙同其弟宋子

良与部分美国上层人士
,

利用盗卖
、

偷偷转移等方

式
,

在美国租借物资上大作文章
,

大发其财
。

西南运输处
,

1937 年 10 月成立于广州
,

1 941 年底

撤消
。

它是抗战时期我国规模最大的运输机构
。

从

19 39 年 2月到 1941 年 12 月
,

该 处共运人外援 物资

2 2 15 6 9吨
。

其中 19 4 1年运人物资 13 2 19 3吨
,

而该年
“

3

月以后
,

美国租借法案援华物资中汽油等燃料
,

就占

运人物资的 l乃以上
。 ”

团该处主任宋子良是在中国

掌握租借物资的负责人
。

该处有六百辆汽车运送租

借物资
,

但奇怪得很
: 即物资一到中国

,

不出两小时

就
“

出现在黑市上出售
” ,

或者
“

失踪
” ,

或者
“

仓库失

火
” ,

极少到达 目的地
。

一度成为
“

盛传的丑闻
。 ”

一

查结果
, “

有人破坏
。 ”

可宋子良的
“

私人仓库
”

却膨胀

起来
。

真是奇怪 ! 阎

194 0年6月
,

宋子文到美 国后
,

他开办环球贸易

公司
,

组织中国自卫供给公司
,

雇用中国人和网络美

国人
, “

用租借的办法做生意圈
” ,

大发横财
。

19 43 年 1

月 9 日
,

美国联邦调查局有份备忘录
: “

租借法案物资

抉迄今 已统一分配给中国的约五亿美元
” , “

其中很

大一部分最终将转人宋家
。 ”

办法是偷偷转移
。

当时

驻美大使是胡适
,

因对此举有疑而被召回国
。

也有察

觉者
,

暗中写报告到重庆
。

说
:

一艘装载由租借法案

提供的六十辆新式美国坦克和其他价值昂贵的战争

物资的货船沉没了
。

而事实上没有制造过这些坦克
,

该船也从未离开
“

西海岸
” 。

t7] 宋子文用这种办法盗

取了巨额的租借物资款项
, “

超过宋家其他成员认为

适当的程度
” 。 〔别这引起 了宋氏家族宋蔼龄

、

宋美龄

的不满
。

甚至蒋介石
“

也急于要把令人眼红的外援文

件包从子文手中夺过来
” 。

这场的斗争
,

结果导致
“

重

庆摔杯事件 (蒋一气之下将茶杯砸在宋子文的身

上 )
” 。

卿事后
,

宋子文利用外交职权
,

发给其弟宋子

良
“

特别外交官护照
” ,

派其速往美国
,

担任首席采办

官员和全部美国租借物资运往中国前的代办
。

两兄

弟继续联手
,

盗骗租借物资等款项
。

于是他们更富

了
,

宋子文成了当时
“

世界最富的人
” 。 〔101

上梁不正下梁歪
。

国民党将士
、

普通官员以至奸

商
,

竞相发国难财
。

一些管理人员
,

利用职权
,

假造名

册
,

私领租借物资运输款
,

如当时国库署的梁科

长
。 〔川国民党军

“

控制着同敌 占区的走私贸易
” 。

〔121

各条战线上都有人同敌人公开来往
, “

军人偷卖弹药

和武器
” ; 〔il3 司令官们通过无人区经营买卖

,

把美国

收稿 日期
:
2 005一 0 3一 09

作者简介
:
赵先明 ( 19 6 4一 )

,

男
,

副教授
,

主要从事邓 小平的思想
、

中美问题研究
。



第 1期 赵先明
,

邱 梅
:

二战时期美国援华租借物资未用 于抗 日物资问题研究

的租借物资出售 给 日本人
〔143 或

“

换 取 日本 的消 费

品
” `周

。

昆明等地的黑市上
,

从药品到半吨卡车
,

还

有汽油
、

汽车零件等
,

几乎
“

应有尽有
” 。 ` l6J 有些地方

军 阀
“

骗取美国武器
” ,

欲另立山头
。 `173 更有甚者汤恩

伯利用美国租借物资军用卡车帮其装载
“

购买走私

的 日本消费品
”

到内地
“

黑市上出售
” ,

他曾用
“

美 国

租借法案物资与 日本直接交易
。 ”

可 1944 年 日本发动
“

一号作战
”

攻势时
,

他却调用包括美国租借物资军

用卡车 6以)辆
,

携家带眷与走私财富从前线
“

逃之夭

夭
” 。

阴还有因交通不便
、

管理不善
,

不少人渔 目混

珠
,

从中谋利 (后面将详述 )
。

滇缅路保山重镇因接收

缅境大量来资
,

成为发国难财者
“

必争之地
” 。 〔创

足见
,

国统区内贪 占租借物资腐化坠落之甚
。

有

当事人称
“

绝大多数美援
,

都落人国民党政府手 中
,

… …或流人国民党官员的腰包
” 。 〔溯这引起了美国上

层的警觉和中外有识之士的气愤
,

因此国民党蒋介

石之流始终未能进人军火物资分配委员会
。

宋庆龄

欲去美会见罗斯福
,

阻止这种
“

公开挪用租借法案款

项的行为
” ,

并
“

希望美国政府制定出某种办法
,

核查

物资基金的分配情况
,

和对环球贸易公司进行调

查
” 。

lt2 〕“驼峰
”

飞行员知道
“

运送给地面部队的物资

… 被弄到黑市上倒卖
” , “

中国人
`

并不打仗 ” ,
〔̀ 真相

后
,

不愿再冒生命危险去运输 ;作为美 国供给中国政

府租借物资高级调度人史迪威见
“

战场上士兵得不

到武器给养
” ,

严厉
“

指责这些物资被宫吏贪污而中

饱私囊
”

的行为
。 工刘

原因之一
, “

竟是蒋对这些部队指挥官是否忠于他有

怀疑… … 中断了对他们的供应 !
” 〔27] 蒋介石囤存的美

国租借物资
,

直到 19 4 9年 l月他辞去国民政府总统时

还有剩余
。 `洲

抗 日不积反共凶
。

抗战期间
,

194 0年
、

194 1年
、

194 3年国民党蒋介石曾发动 了三次大规模反共高

潮
。

其训练最好
、

装备最好的胡宗南等部 5 0万大军不

去前线抗 日而得美国租借援助在陕北 围困共军
`洲

。

19 4 5年 6月6 日
,

陈诚表示
“

将使用美国武器打内战
” ;

七月下旬
,

国民党军队向淳化斧台山发动大规模军

事进攻
,

中共严厉谴责美国扶蒋反共行为
,

以大量事

实揭露
“

国民党正在使用美国武器打内战
” 〔划

。

1945

年 (抗战胜利前 )美国租借援华物资达 5
.

5亿美元巨
,

日本投降后美对华租借援助 7亿多
`31 〕 ,

其主要是
“

用

于装备国民党军队
,

帮助国民党军队占领各大城市

交通干线与战略要地
” `32j

,

公开扶蒋反共
。

三
、

管理不善
、

抢运不及而丢失浪费的美

国租借物资

二
、

囤而不用或用以反共的美国租借物资

二战期间
,

美国租借援华
,

旨在美国出钱出枪
,

中国出人出力
,

以有效地打击 日本法西斯侵略军
。

岂

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则奉行的是
“

消极抗

日
、

积极反共
”

方针
。

对于美国租借物资则积极争取

或巧妙骗得
,

除中饱私囊外则囤而不用或用以反共
。

4 0年代初
,

抗 日打得正紧
,

西昌航空站把飞机藏

起来不用 以抗 日
。 (247 19 4 2年第一次缅甸战役 中国民

党精锐师第五军有九辆坦克
,

蒋介石吝惜地一辆一

辆地调动
,

破坏了作为坦克部队所应起到的打击敌

人的作用
。

甚者该军司令杜幸明在缅战东吁前线上

干脆把它们藏起来
,

不用来打击 日寇
。

该战场英国人

亚 历山大将军 遗憾地告诉 杜
: “

那 要它们有什 么

用 ?
’ ,

(25 〕1 9科年日军发动
“

一号作战
”

攻势
,

国民党战

场危机 四伏
,

然除出现了汤恩伯等逃跑之丑事外
,

蒋

介石在贵州贮存的
“

五万吨武器弹药
,

包括 5田1新的

野战炮及炮弹
”

根本
“

未予动用
”

困
。

结果惨败
。

究其

二战期 间
,

在美国开始供给中国政府租借物资

到 19 4 2年 日本侵缅犯滇前
,

滇缅公路乃为中国对外

唯一的国际运输线
,

交通运输之艰难 已显见
。

再之
,

交通不便
,

公路管理不善
,

人
、

车
、

货难于疏通
,

日军

进犯迫近
,

使滇缅公路沿线
、

沿途站点
,

因抢运不及

以致丢失或 自行破毁
,

终致浪费
,

史记达数万吨美国

租借物资
。

在滇缅公路上常见
“

几百辆卡车因汽油耗尽而

躺在公路上
” ; 因公路管理机构林立

,

过往车辆需办

手续繁琐
,

无数车辆等着办手续
, “

有的甚至要等上

两周
” ,

且还得要向官员交了
“

税
”

后才放行
,

这就使

大量的人力物力也浪费
。 “

滇缅公路一个月的运输量

为 3万吨
,

但实际上只能勉勉强强地运输 6千 吨货

物
” 。 【33 〕

19 4 1年 5月 2 日
,

据说 日军要向中国进犯
,

存于碗

叮
、

遮放
、

芒市物资约万余吨
,

为免资敌而 自行焚

毁
。 `34) 19 4 2年 2月

,

缅甸仰光被 日军 占领
,

未抢运出

的数万吨物资 (含 130 多公里滇缅铁路轨料 )圈 〔36] 损

失殆尽 ;4 月下旬
,

日军沿萨尔温江侵人缅甸措 卜
,

占领腊戌
,

中国存于碗叮
、

遮放
、

芒市三地 的器材 4

万余吨
,

油料 3 万余吨
,

共 7 万余吨
,

于 5 月 2 日至

4 日亦 自动毁损 ; 5 月 4 日晨 日军又打到龙陵
,

为防

敌东进
,

中国部队不得不又将龙陵数座木桥和通惠

桥炸毁
,

然桥西的大量
“

车辆和仓库储存物资
,

全部

损失
,

日军搬不走的便纵火焚烧
。 ” 〔州这些 日军掠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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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
,

在 19 4 3 年
、

19 4 4 年的缅北战役瓦劳本一役中 .0 4% ; 1945 年 (抗战结束前 )
,

4%强圃
。

所有这些物资

不少还被美国特殊部队
“

抢劫者
”

缴获
。

〔38j 占美国租借物资全额总百分比为2%弱
。

l(4 〕这点援助

1 944 年 4 月
,

日本在华 中
、

华东发动
“

一号作 本就是微弱的
,

如上述所言
,

显然其对于
“

中国抗战

战
”

攻势
,

因中国政府军
“

不能也不肯进行任何象样 的实际作用
”

同
“

表面数字
”

相比就更加微弱了
。 `42j

的抵抗
” 。

在攻势进人破坏阶段时
, “

左近的美国人便 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曾怒诉豪门利用权势
、

贪污询

把飞越驼峰好不容易运来的宝贵物资炸掉了
” 。 `期 私

、

囤积腐化
、

大发国难财等不法行径
。

他指出
“

其

历史有训
:
战争中丢失浪费物资是并不奇怪的

,

误国之罪远在汉奸
、

奸商之上圈
。 ”

试想
,

大敌当前
,

但若因管理不善
、

处理不当而被敌占用和造成人为 而国民政府以宋子文等为首的则大势贪污
、

大发国

的丢失浪费
,

则当事人理应承担历史责任
。

难财
,

或以蒋介石为首占用美国租借物资拥军反共
,

综述
: 二战中美国供给中国政府租借物资

,

旨在 或因管理不善
、

处理不当而丢失浪费等等行为又何

为了减少 自己的人员伤亡而自保
,

稳住中国坚持抗 尚不是呢 ?更为严重的是抗战后期
,

美国利用租借物

日
。

从 1941 年 4 月到 1945 年抗战结束
,

美国每年供 资
“

扶蒋反共
” ,

存在
“

拖延抗战胜利的危险
”

网
,

其罪

给中国政府的租借物资与其总支出的年百分比为
: 更当指出 !

1 94 1年
,

1
.

7% ; 19 4 2年
,

1
.

5% : 194 3年
,

0
.

4 % ; 1 944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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