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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子震  

 

 
正如同 1946 年英國前首相邱吉爾「鐵幕（Iron Curtain）演說」、1947 年美國總統

杜魯門宣示的「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及開始付諸執行的「馬歇爾計畫」（

The Marshall Plan）以及 1948 年的柏林封鎖危機（Berlin Blockade）等所呈現的，美蘇

間對立日益嚴重，東西冷戰的局

勢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短

短數年間，已然成形。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東

亞地區亦於稍晚受到美蘇對立與

東西冷戰的波及影響。朝鮮半島

於戰後脫離日本的統治，以北緯

三十八度為界，南部歸美國管理

，北部歸蘇聯佔領。美蘇兩軍撤

退以後，1948 年，大韓民國（南

韓）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北韓）先後於 8、9 月各自成立政府相互對抗，朝鮮半島呈現南北分裂。 

在中國，於日本投降後，中國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間發生斷續不止的武裝衝突。

儘管美國居中調停，「國共內戰」（Chinese Civil War）於 1946 年中旬全面展開。最終

                                                 
 楊子震，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助理教授。 

柏林危機（1948 年 6 月 24 日-1949 年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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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國共產黨取得勝利。1949 年 1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正式建國，同年底，

由蔣介石率領的中國國民黨則敗逃至臺灣。政權甫建立，中共即於 1950 年 2 月與蘇聯

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Sino-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lliance and Mutual 

Assistance），以「日本帝國主義再起」、「以任何形式在侵略行為上與日本相勾結的國家

」作為共同的假想敵。 

為了遏止日本再次成為東亞

地區和平威脅的可能性，佔領日

本當初，由美國主導的盟軍總部

（ General Headquarter of the 

Super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簡稱 GHQ）係採積極推

動「非軍事化」「民主化」的方針

。但隨著冷戰的進展，遂改採積

極支援日本戰後重建與經濟復興

，欲讓日本作為亞洲的反共防波

堤。1948 年 12 月的 GHQ「經濟安定 9 原則」與 1949 年 2 月的道奇金融緊縮政策（

Dodge Line）皆為美國對日本佔領政策轉換的具體呈現。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韓）軍隊向大韓民國（南韓）發

動全面性攻擊，「韓戰」（Korean War）爆發。韓戰不僅促使朝鮮半島的南北分裂固定

化，更使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東亞局勢發生結構性的變化。 

韓戰爆發後，美國立即在聯合國安理會緊急會議提出控訴，通過決議譴責北韓為

破壞和平的侵略者，決定由聯合國給與軍事制裁。於是設置聯軍司令部，同時給與南

韓強力的軍事援助。派兵參與的國家雖多達十六國，大部分仍是美軍。同年 11 月，中

共以本國防衛為理由，以「人民義勇軍」的名義派兵參戰。而韓戰的爆發與中共的參

戰使美國於根本上改變對日本的佔領政策，由抑制完全變更為扶植。 

如此一來，韓戰對日本自然有著重大的影響。美軍總司令部設置在東京，日本成

為美國海空軍出擊與陸軍轉運補給的軍事基地。美軍亦漸次擴大向日本的工廠訂購大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949 年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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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軍需裝備。而日本的產業，與美軍的「特需」結合，強化其為軍需工廠承包的角色

。日本經濟獲得戰爭景氣的加持，當時的經濟不景氣為之消弭。總體經濟結構發生重

大的變化，尤其促使其國際收支達到平衡。韓戰轉變了日本的國際政治地位，亦成為

其經濟復甦的契機。 

在此國際情勢下，致力於早

日簽訂媾和條約的日本首相吉田

茂，力主以戰後復興為第一要務

，同時以貿易立國為主要國家發

展發向。在日本的國家安全保障

上，則依賴美國的防衛，盡可能

抑制國防費用。就吉田茂政權的

觀點而言，關於日本是否以及如

何重整軍備，並非基於國防的必

要性，而是為了因應美國的要求

，需以財政觀點加以研究的問題

。此「輕武裝」、「經濟外交」的

政策方針，日後被稱之為「吉田主義」（Yoshida Doctrine，又譯為「吉田路線」、「吉田

原則」等）。日後的《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簽訂即為此方針的具體呈現。爾後，「吉田

主義」逐漸成為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針。在此方針下，日本不但漸次完成了戰後復興，

日後更躍升為在國際社會佔有重要地位的經濟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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