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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主联合政府与政治协商会议问题，是一项涉及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政治领域的重大课题，正受
到国内外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并在许多方面仍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
因此，立海选择从民主联合政府与政治协商会议的角度切入，对1944-1949年中国政治的发展演变进行
研究，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44-1949年，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民主联合政府与政治协商会议的具体内涵有着很大的变化
，前后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国共合作的联合政府构想与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中共领导的联
合政府实践与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
据此，立海的这本著作在篇章结构设计方面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主要围绕国共合作的联合政府构想与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展开，时间是自1944年下半年中共民
主联合政府主张提出，至1947年上半年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下篇主要围绕中共领导的联合政府实践与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展开，时间是自1947年下半年中共民主
联合政府主张的再次提出，至1949年下半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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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秦立海，1972年生，山东蒙阴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天津大学社会科学与外国语学院中国近现代史教
研室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与党建、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近年来，相继在《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党史研究与教学》、《历史教学》、《安徽史
学》、《百年潮》等期刊发表文章五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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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 国际背景下的国共和谈：美苏对华政策与国共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从内容上看，是抗战
胜利前夕国共联合政府谈判在战后新形势下的继续。
由于它发生在抗战胜利后的特殊历史时刻，并有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的直接参与，从而成为了战后中
国政治生活中的头号事件。
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庆谈判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具有深刻的国际背景，是一次典型的美苏对华政策
作用的产物。
　　一、雅尔塔协定与中苏条约　　中的美苏蒋之交易　　重庆谈判作为一次国际背景下的国共和谈
，早在抗战后期的雅尔塔会议和中苏谈判期间即已开始酝酿铺垫。
这就需要从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这一大的国际背景入手，对抗战胜利前后美苏对华政策与国共重庆
谈判的关系作一番梳理。
　　1．雅尔塔协定与美苏之交易　　众所周知，1945年2月，美苏英三国首脑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
尔背着中国政府，在雅尔塔秘密签署了以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代价，换取苏联在战胜德国后出
兵中国东北和朝鲜，消灭日本关东军的雅尔塔协定。
协定规定：“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
”其中，涉及中国的有关条件为：“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
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
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须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
根据斯大林元帅的提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
”“苏联本身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
本枷锁下解放之目的。
”　　显而易见，雅尔塔协定完全是美苏英（特别是美苏）从各自利益出发，为尽快结束第二次世界
大战和在战后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在事先未征得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拿中国主权和领土而进行的
一笔幕后交易，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远东慕尼黑协定”。
在这笔交易中，美国不但获得了苏联的对日作战承诺，而且初步确立了两国共同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对
华政策；苏联则不但攫取了中国的大量权益，而且取得了美国对其在远东势力范围的承认。
作为“四大盟国”之一的中国则成为了又一个任人宰割的亚洲“捷克”，被出卖了大量的领土和主权
。
二战结束后，美苏基本上就是按照雅尔塔协定来重新构建战后远东格局，包括协调两国对华政策，解
决国共内争问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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