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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矿产资源在中国抗战时期的作用 
卜逸茹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234） 

摘要：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德国、苏联和美国先后对华进行了一系列援助，而这些援助多以中国稀有的矿产资源作为交换，
可以说，稀有矿产资源在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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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从 1931 年 9 月 18 日九一八事变开始，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中国人民历经 14 年抗战。
在此期间，中国主要得到了德国、苏联和美国的援助，并与这些国
家签订了许多易货偿债的合同。中国用以偿债的产品主要是钨、锡、
锑、汞等稀有矿产资源。各国的援助无疑有利于中国抗战的胜利，
但是这些援助也是以中国稀有的矿产资源来作为交换而取得的。因
此，我们也应该看到稀有矿产资源在抗战中起到的不可或缺的作
用。 

一、德国对中国的援助 
1.德国对华援助的原因 
在 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实施对国民经济的军事化政策，

即优先发展军事工业，这个政策使得德国的军事工业得到迅速发
展。然而，发展军事工业需要军事原料的供应和支持，一方面，德
国国内战略物资缺乏，因此德国需要大量进口钨、锑、锡等战略物
资；另一方面，德国在一战期间战败所导致的赔款耗费了德国大量
的外汇储备，因此德国希望能通过易货方式来满足自身对于战略物
资的需求。当时的中国军事工业十分落后，用以战争的军事力量也
相对薄弱。但中国拥有丰富的稀有矿产资源，这使得中德易货贸易
成为可能。 

2.德国对华援助的过程及易货协定 
1934 年 8 月 23 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

与德国商人汉斯·克兰秘密签订了《中国农产品与德国工业品互换
实施合同》。该合同主要是藉中国的农矿原料来交换德国工业品及
其他各种成品，且该合同第六条指出，关于原料开采工作方面需要
的设备，若中国国内不能置办的，汉斯·克兰愿意供给中国政府，
中国方面依旧用农矿原料进行偿还。①10 月，汉斯·克兰提交了德
国所需的物品清单，经过协商后，确定主要为钨、锑、锡、锌、棉
花等农矿原料。②合同中涉及到的物品重要是中国稀有矿产资源，
由此也可看出中国的稀有矿产资源在合同中充当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基于这个合同，至 1935 年 12 月，南京国民政府向德国订购的
各项械弹总价格已经超过了一亿马克。③南京政府主要订购了坦克
车、高射炮、炮弹、枪弹、钢盔等军火军备，这些武器明显是抗日
战争所需。这种军火贸易一直持续到中德正式断交为止，其对于中
国的抗战是大有裨益的。 

1936 年 4 月 8 日，中德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德信用贷款合同》，
这个合同相当于将此前南京国民政府与汉斯·克兰签订的合同提升
为两国政府之间的合同。德国向中国政府提供 1 亿马克的货物信用
借款，中国仍然以农矿原料作为抵偿。④章百家先生认为，在德国
政府看来，这只是一笔生意而不牵扯政治立场。⑤德国政府之所以
与中国政府签订合同不是为了援华抗日，而是为了获取中国的钨、
锑、锡等稀有矿产资源，从而满足本国军事发展的需要。因此，仅
仅是建立在商业贸易关系之上的这种合作，不具备十分牢固的稳定
性，这也为日后中德关系的破裂埋下了隐患。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华民族进入了全面抗战阶段。这也导致中
国需要购买更多的军火军备。中国政府对这种情况早有预料，在全
面战争爆发前夕，南京政府便派出代表团出访西方国家，以寻求国
际支援。以孔祥熙为首的代表团在 1937 年 6 月抵达柏林，遍访德
国各部门负责官员，努力争取他们同意继续与中国进行易货贸易，
向中国供应军火。在德国亲华派人物的帮助下，德国同意与中国继
续合作。⑥代表团访问德国期间，孔祥熙向德国订购了各类军火武
器，这批武器及时赶上了淞沪会战，可以说这批武器在对日作战中
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⑦同时，有 70 名左右的德国军事顾问参与
指挥了这次战役，一些西方国家和日本也把这场战争称作是“德国
战争”。⑧这种说法并不为过，因为在淞沪会战中担任主攻任务的是
国民党军队第 87 和 88 师，而他们正是由德国军事顾问指导和训练

的，并且他们的武器也十分精良，可以说是国民党军队中的精锐力
量。 

1938 年 2 月，希特勒改组政府，大多数的亲华派官员离职。在
日本的压力下，德国开始疏远中国。在这种形式之下，蒋介石做出
了尽可能多买些德国军火的打算。在他的指令下，孔令侃在香港对
德订购了一批急需的作战武器，主要有步枪、重机关枪、自来得手
枪、迫击炮和战车防御炮等。3 月 1 日和 2 日，蒋介石命令驻德商
务专员谭伯羽从德国再购买一批军火。这批军火主要有迫击炮、驳
壳手枪和 Hochkiss(哈乞开斯)1.32 公分单管高射炮等。⑨这批价值超
过 3 000 万马克的军火武器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从德国轮运至香
港，这些军火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4 月, 
戈林下令禁止向中国出口武器, 德国外交部向中方交涉召回所有在
华军事顾问。6 月下旬, 为迫使顾问们尽快离开中国，德方发出极
其严厉的指示：凡不遵从者，“即认为公然叛国，国内当即予以取
销国籍及没收财产处分”⑩。7 月 5 日，德国军事顾问团离华返德。
此时，中国和德国的合作已经岌岌可危。8 月，由于德国经济部门
的需要，部分亲华派提出绕过希特勒来进行对华合作。德国经济部
长冯克派佛德来华，10 月 4 日，孔祥熙与佛德碰面，双方达成了一
份协议。这份协议中提到，德国向中国提供 1 亿马克的贷款，中国
可以从德国订购 2000 万马克的货物。与此同时，中国需要向德国
提供 7000 万马克的原料，且一半是钨、锑、锡等稀有矿产资源。⑲

这也再次体现了中国稀有矿产资源在维系中德合作中发挥的重大
作用。 

1940 年 9 月 27 日，德意日三国外交代表在柏林签署《德意日
三国同盟条约》，成立了世界法西斯军事集团。在此背景下，中德
关系难以维系。1941 年 7 月 1 日，纳粹德国政府正式承认靠日本扶
持的汪伪政府。次日，国民政府公开宣布与德国断交，德国军火输
入中国也至此彻底结束。 

3.德国援助对中国抗战的影响 
德国对华输入军火和派遣顾问的做法，给处在对日作战中的中

国军队提供了更优良的武器装备，同时受到指导和训练的中国军队
有了更强的作战能力，在抗日战争初期发挥了一定作用。与此同时，
更值得注意的是，德国与中国的合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中国稀
有的矿产资源，从这个层面来说，中国稀有矿产资源在中德合作中
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因此，可以说中国稀有矿产资源在中国对
日作战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二、苏联对中国的援助 
1.苏联对华援助的原因 
苏联援助中国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一方面，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个法西斯战争策源地逐渐形成，从
地理位置来看，苏联东面是野心勃勃的日本，西面是军事实力强劲
的德国,苏联从东、西两线同时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援助
中国来牵制日本，就可以避免两线作战，以便应对更加可怕的德国
可能发动的侵苏战争。斯大林在崔可夫来华前对他说，“崔可夫同
志，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
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 我们才能在德
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⑲由此可以看
出，苏联援助中国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国军民在中国战场上拖住日
本，以避免日苏战争；另一方面，当时的苏联是一个锑、锡、钨等
矿产资源十分贫乏的国家，这些物资的供应长期依赖于帝国主义垄
断集团控制的国际市场。而中国有着十分丰富的稀有矿产资源，通
过与中国进行易货贸易，苏联就能够获得其需要的稀有矿产品的长
期稳定供应。 

2.苏联对华援助的措施及合作 
1937 年 8 月 21 日，南京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签订《中苏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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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条约》，条约签订后，苏联开始对中国提供各种援助。1938 年
3 月 1 日，中国和苏联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使用 5000 万美元贷款
之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包括：苏联向中国提供 5000 万美元的贷
款，供中国购买苏联生产的各种工业产品和机械设备，并由苏联运
到中国指定的地点。贷款年息三分，本金和利息在五年内还清。中
国用农产品和矿产品各一半来偿还贷款。用来偿还债务的货物包括
茶叶、皮革、动物毛、锑、锡、锌、镍、钨、丝绸、棉花、桐油、
药材和红铜。⑲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稀有矿产资源在协定中的充当
的重要地位。1938 年 5 月，苏联的德拉特文将军接替德国人，担任
中国军队的军事总顾问。6 月，27 名苏联军事顾问抵达中国，援助
中国进行抗日战争。1938 年 7 月 1 日，苏联向中国贷款 5000 万美
元。1939 年 6 月 13 日，苏联又向中国提供 1.5 亿美元的信用贷款，
并且将还款的期限延长为 10 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仍然使用农
产品和矿产品来偿还债务。⑲通过这些协议，苏联向中国提供了急
需的火炮、飞机、坦克和其他军火武器、以及各类军用品，有效地
帮助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从 1941 年起，中苏关系开始趋于冷淡。1941 年 4 月 13 日，苏
联在看清日本无意“北上”进攻自己后，便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
立条约》。6 月 22 日，希特勒德国大规模进犯苏联，此时的苏联已
经自顾不暇。9 月底至 10 月初，在苏联军事顾问崔可夫的建议下，
八路军和国民党军联合作战，击退了日军渡过黄河意欲控制陇海路
以及郑州、洛阳的进攻。⑲1942 年 2 月下旬，崔可夫奉命回苏。此
时，中美已经结盟。中国开始接受来自美国的援助。 

三、美国对中国的援助 
1.美国援助中国的原因 
美国是钨、锑、锡等矿产品生产严重短缺的国家。据统计，从

1913 年到 1937 年的 25 年内，美国钨砂年均产量为 1600 吨，约占
世界总产量的 10%，但其年均消费量为 4520 吨，占世界总产量的
30%。换句话说，美国每年需要进口钨砂占其实际需求量的三分之
二。1935 年，美国锑的消费量占世界总产量的 46%，但其产量尚且
不能满足其消费量的 5%，其余全部依赖进口。1915 年至 1937 年，
美国进口锑制品 234600 公吨，占同期世界总产量的 38%。1936 年
至 1940 年，美国平均每年消耗纯锡 82507 吨，但其锡产量微不足道，
对锡的需求几乎完全依赖进口。⑲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美国难以
保持中立的立场，于是开始加大本国的军事储备。通过与中国签订
的合同，美国能够获得自身所需的战略资源，即中国的稀有矿产资
源。加之 1941 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的爆发，使得美国愿意援助
中国的抗日战争。 

2.中美四次易物借款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美国给国民政府提供了四次借款，借

款金额如表。 

 借 期 
债 额※

（1,000） 
利率 担保品 清偿还期 

中美桐油
借款 

1939 年 2 月 8
日 

25,000 美
元 

4% 桐油 1942 年 

中美华锡
借款 

1940 年 4 月 20
日 

20,000 美
元 

4% 锡 1947 年 

中美钨砂
借款 

1940 年 10 月 22
日 

25,000 美
元 

4% 钨砂 1945 年 

中美金属
借款 

1941 年 2 月 4
日 

50,000 美
元 

4% 
钨砂、锑、

锡 
1947 年 

资料来源：《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 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
—史实与评价》第 286 页 

从上表可知，四次借款共计 1 亿 2000 万美元，且几乎全部都
以中国稀有矿产资源作为偿还。 

3.美国借款的影响 
国民政府使用这些借款购买了大量的兵工器材、机器设备、运

输工具等抗日物资，增强了中国的抗日实力。与此同时，美国对中
国的支持，也加强了国民政府进行抗日的决心和信心，有利于中国
的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 

四、资源委员会在抗战时期的作用 
1935 年，为了保证易货偿债合同的实现，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

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组成为资源委员会。国民政府在《抗战建国纲领》
中，将矿产资源开发列为经济建设的首位，并确定矿产资源开发的
两个战略目标：一是努力开发和增加石油、钢铁、煤焦、铜、锌等

与国防有关的矿产，实现自给自足；二是尽量开采、冶炼钨、锑、
锡、汞等出口矿产品，用于易货贸易和偿债。⑲资源委员会凭借开
采大量稀有矿产资源，不仅偿还了借款债务，还有盈余部分。为了
支持抗战，国民政府同意把资源委员会的盈余转化为进行工业建设
的资金来源。由此，资源委员会通过自身盈余而进行的工业建设得
到了快速发展。⑲这些工业建设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如中央机
器制造厂生产的机枪零件和发射筒；中央无线电器材厂生产的收发
报机、军用电话机、航空通讯设备等；甘肃油矿局、四川油矿探勘
处生产的汽油、柴油、天然气等；各酒精厂生产的动力酒精等直接
输送到前线。有些产品则为兵工生产提供了能源、设备和原材料，
如电力、煤、钢铁、机械设备、有色金属、油料、硫等产品。为了
满足战时交通运输的需要，资源委员会还为交通部等部门提供了钢
轨等物资，同时为各铁路、公路提供了大量的燃料。⑲资源委员会
对内支持抗战，对外偿还借款，这些活动都是通过对中国稀有矿产
资源的开发才得以实现的。这也再次凸显出稀有矿产资源对中国抗
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推动作用。 

五、结论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不同时间段上，国民政府主要得到了德国、

苏联和美国的援助并与他们开展了合作。这些合同都涉及到了用中
国的稀有矿产资源来进行交换的举措。同时，依靠资源委员会开采
矿产资源所得的盈余而发展起来的工业建设， 也为中国的抗日战
争提供了大批军事物资。这些无疑对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
总体来说，中国稀有矿产资源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不可或缺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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