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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煥堯  

 

 

明代中國領土的面積為三百五十三萬平方公里，到了清代極盛時期的版圖則暴增

為一千三百萬平方公里1，後來清末因為列強侵略，歷次的割地賠款讓中國損失了相當

多的領土，傳到民國的時候面積就只剩下一千一百四十萬平方公里。至於現在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公布於國際間的領土面積則只剩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2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從清末民初到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中國的版圖共減少了一百八

十萬平方公里，這中間所以會造成如此巨大的領土變化，關鍵就在於二次大戰末期外

蒙古這個地區的喪失。比較起來，滿清的疆域雖然從極盛時期到清末總共喪失了一百

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它還是經歷過鴉片戰爭以後許多次不平等條約的衝擊，才

在列強的威迫下喪失如許的領土。 

然而國民政府卻於二次大戰結束前、在未經戰爭壓力的情況下，一口氣就放棄了

外蒙這塊廣達一百八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滿清政府與國民政府兩者在領土喪失程度

的對比上，孰優孰劣一目了然。滿清方面至少還經過了多次的掙扎與努力才喪失了一

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國民政府卻是在一次十分拙劣的外交談判中就把佔中國

面積將近七分之一的外蒙古一舉放棄掉。3 

                                                 
 黃煥堯，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講師。 

1 佩森〈古代面積最大的十個超級帝國〉，《新三才》http://www.newsancai.com/index.php/big5/history/119-place/31425-
2010-12-06-00-54-15.html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http://www.gov.cn/guoqing/ 
3 1945 年 8 月 14 日，中華民國政府與蘇聯政府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同意允許將依公正之公民投

票結果，決定是否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料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

七編，戰後中國（一）》，台北：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 年，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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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是連美國人都對這一次國民政府在外交上的失策大感驚訝、跳腳不已。因為

當時美國雖然已經在之前的雅爾達密約的談判過程中，為了誘使蘇聯參與對日本的作

戰，曾允許蘇聯從中國這邊取得某些政治利益或特權，包括逼迫中國承認蘇聯實質控

制外蒙古的現狀等等，但是那也只是要中國認可蘇聯控制外蒙的事實而已，結果沒想

到中國在當時的對蘇談判上竟然是要五毛、給一塊，居然允許外蒙可以透過公民投票(

實際上全為蘇聯所操縱)變成一個獨立國家，然後完全脫離中國。美國人甚至還為了此

次的外交談判的結果嚴正質問了中國政府何以要做如此巨大的不必要讓步。中國這次

的對蘇外交簡直是辦得荒腔走板、損失慘重。 

因此我們現在的台灣歷史教科書中，在談論及近代中國歷史時還常指責滿清政府

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但是兩相對照它與國民政府在這一方面的作為，事實上滿清並

沒有那麼糟糕-----反倒是後者應該汗顏，這是我們在充分了解過往的歷史真相與事實後

，應該給予滿清政府的一個公道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