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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抗战期间 ,法国与中国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交涉经历了

维希政府、自由法国和法国临时政府三个阶段。1940 年 6 月巴黎沦陷后成

立的法国维希政府在废约问题上基本上追随日本 ,一步步倒向汪伪政府一

边 ,以致重庆国民政府于 1943 年 8 月 1 日单方面宣布废止中法不平等条约 ,

并与维希政府断交。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和法国临时政府主要受英美等

国对中国废约态度的影响 ,一方面表示愿意与中国签订平等新约 ,同时也不

愿轻易放弃在华特权 ,将废约问题与争取重庆国民政府对它的承认以及法国

重返印度支那联系在一起 ,最大限度地维护其在远东的利益。但在西方主要

国家与中国政府签订平等新约之后 ,以及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法国在

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上实际上并不占主动地位 ,已没有太多的与中国政府进

行讨价还价的筹码。在 1946 年签订的中法新约中 ,法国政府试图保留其在

华特权的要求均被中国政府所拒绝 ,在越南问题上中法两国政府分别达到了

各自的目标。

关键词 　维希政府 　自由法国 　法国临时政府 　废约

抗战时期随着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战争胜利以及中国进入列强

的行列 ,英、美率先于 1943 年初与中国签订平等新约 ,其他列强也

相继与我国订立旨在废止治外法权和有关特权的条约 ,束缚中华

民族一百余年的不平等条约体制宣告瓦解。作为第一批与中国订

立不平等条约的国家之一 ,法国亦不能将自己排除在这一时代潮

流之外。但法国的情况与别国有所不同 ,在二战爆发不久 ,法国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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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崩溃 ,国土分裂 ,合法政权与各种抵抗组织同时并存 ,在对华政

策上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特点 ,这一特点在废约问题上表现尤为突

出。本文试就维希政府、自由法国和法国临时政府对废约的态度

做一探讨 ,希望对废除不平等条约史和中法关系史的研究有所裨

益。

一 　维希政府 :废约与倒向汪伪政权

1940 年 6 月巴黎沦陷后成立的法国维希政府 ,虽然表面上还

维持独立状态 ,但实际上其内政和外交都不能完全自主 ,受德国人

的控制。因此 ,抗战时期维希政府的远东政策与沦陷之前的法国

政府不同 ,它很大程度受制于德、日两个轴心国的意向 ,对废除中

法不平等条约也表现出与英美等国不同的政策。

在废除中法不平等条约交涉过程中 ,维希政府面临的主要问

题是如何对待和处理与中国国内两个不同政权 ———蒋介石为代表

的重庆国民政府和汪伪傀儡政府的关系。1942 年 10 月 10 日 ,

英、美两国为鼓励中国积极抗战 ,发表废约声明 ,蒋介石政府就此

正式通知法国驻华使馆 ,希望维希政府作出同样的表态。对此 ,维

希政府起初力图采取模糊政策 ,为维护其在沦陷区和国统区的利

益 ,既不愿在这个问题上与英美采取同一立场 ,得罪日本和汪伪政

权 ,也不愿正式承认汪伪政府 ,与蒋介石的重庆政府断交。因此 ,

维希政府对蒋介石政府的要求采取敷衍的态度 ,在 18 日的答复中

称法国政府打算在形势许可的情况下从积极的意义来研究治外法

权问题。另一方面 ,为避免引起日本的误解 ,24 日维希政府又训

令法国驻日大使 ,向日本政府表示法国政府目前将不会考虑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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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要求①。

然而 ,维希政府的模糊政策没有维持多久 ,便在日本的影响之

下 ,完全倒向汪伪政府一边。抗战爆发后 ,日本为排挤英、美等同

盟国的在华势力 ,同时也为欺骗中国人民 ,假惺惺地支持汪伪政府

的废约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特别是中途岛战役惨败之后 ,日

本为稳定中国战局 ,更是不断敦促轴心国和中立国承认汪伪政府

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并要求它们与汪伪谈判放弃在华治外法

权。1943 年 1 月 9 日 ,日本与汪伪签订协定 ,规定将北平使馆界

之一切行政权与所有公共及日本租界早日交还伪组织 ,日本人民

所享受之治外法权 ,则予取消。同月 14 日 ,意大利政府亦发表同

样的声明。在日本的压力之下 ,当时掌握维希政府实权的外长皮

埃尔·赖伐尔 ( Pierre Laval) 和具体负责对华政策的法国驻华大使

高思默 (Cosme) 很快作出倒向汪伪政府一边的选择。他们认为 ,

鉴于局势的变化 ,法国在废除治外法权问题上再保持沉默是不明

智的 ,在日伪统治区 ,如果汪伪政权在日本的支持下采取主动 ,单

方面废止中法间的不平等条约 ,或在租界制造麻烦 ,法国将无能为

力 ,或者只好接受严厉的条件 ,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 ,“我们将被迫

在没有讨论放弃的条件和为这一屈辱的妥协取得任何好处的情况

下失去我们的权利”。②基于这一认识 ,1942 年 11 月 12 日维希政

府训令法国驻沪代表就废除中法不平等条约问题与南京汪伪政府

进行正式接触。次年 1 月 10 日 ,维希政府通知日本政府正式转告

汪伪政府 ,法国在治外法权问题上将会作出有利于它的决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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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Cosme , Ambassadeur de France en Chine au Département (Vichy) , Pékin , 16 janvier

1943 , Archives du Ministère FranÔais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法国外交部档案室 ,

以下简称 AMAE) , Guerre 1939 - 1945 Vichy , Etat franÔais , V. 64.

Fabienne Mercier , Vichy Face àChiang Kai - Shek , Editions L’Harmattan , Paris ,

1995 , P. 191.



月 22 日 ,高思默根据法国外长赖伐尔的指示 ,离京赴沪 ,以便与汪

伪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举行会晤。2 月 23 日 ,维希政府在事先

与日本商量并征得同意后公开发表废约声明 ,称 :“为了加强与中

国的友谊 ,法国决定放弃在中国的司法特权 ,并放弃它在北京使馆

区、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以及上海、天津、汉口和广州法租界的行

政管理权。法国政府在考虑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后 ,决定尽早实

施这一决定 ,并将它立刻公诸于众。”①在这一废约声明中 ,维希政

府虽然为避免过于刺激重庆政府 ,故意不声明将放弃的治外法权

和租界归还中国哪一个政府②,但鉴于法国所归还的租界都在日

伪统治区内 ,因此这一废约声明正如日本人所说的那样 ,实际上是

对南京汪伪政府的承认。③对此 ,南京的汪伪政府也表示欢迎。

不但如此 ,维希政府在发表废约声明之前对重庆国民政府还

做出另一个很不友好的举动。在磋商起草废约声明过程中 ,日本

政府藉口废约声明发表后蒋介石将会对越南和广州湾采取报复行

动 ,提出根据日法签订的共同防御越南议定书的规定 ,应允许日本

立刻派军队进驻广州湾 ,以加强广州湾的防卫。2 月 16 日 ,日本

驻法大使米塔尼 (M. Mitani)向法国外交部递交照会 ,转达了日本

政府的这一要求。维希政府居然一口应承 ,当日即照复日本大使 ,

表示法国政府意识到单靠驻扎在广州湾的部队不足以保卫该地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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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BULL ETIN DE RENSEINEMEN TS N°186 , 24 mars 1943 , AMAE , Guerre 1939 -

1945 Londres - Alger , N°69.

按 :维希政府的这一做法事先由法国驻华大使高思默与外长赖伐尔商定 ,见 Laval ,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 àCosme , Vichy , 19 janvier 1943 , AMAE , Guerre

1939 - 1945 Vichy , Etat franÔais , V. 64.

TEXTE DE LA DECLARATION FRANCAIS FAITE A VICHY , Le 23 février

1943 , AMAE , Guerre 1939 - 1945 Londres - Alger , N°69.



制外来攻击 ,因此愿意“接受帝国政府为此向它提供的协助”。①2

月 17 日 ,日军进占广州湾。维希政府的这一行动使得重庆国民政

府经过越南的最后一道军需供给线面临遭受日军切断的威胁。对

此 ,重庆国民政府很快就作出强烈的反应 ,在维希政府发表废约声

明的次日即照会维希政府 ,宣布废止中法广州湾租借条约。②

3 月 29 日 ,鉴于日本已与汪伪政权签署协议 ,将于 3 月 30 日

放弃其对租界的管理权 ,维希政府进一步与汪伪政府以换文方式

先就法国放弃对北京使馆区的管理权问题达成协议 ,仿照日本做

法 ,也宣布自 3 月 30 日起放弃它在北京使馆区所拥有的管理

权。③4 月 10 日 ,又宣布放弃对厦门公共租界的管理权。5 月 18

日 ,在南京与汪伪政权签订关于归还天津、汉口、广州法租界的协

定 ,规定法国在天津、汉口、广州法租界区内所行施的行政管理权

将于 1943 年 6 月 5 日归还中国 ;租界内的各道路、桥梁、码头、管

道系统等公共工程将无偿移交中国当局 ;法国当局在最短期限内

将管理租界所需的档案、文献移交给中国当局。同时 ,协定为法国

继续保留了一些特权 ,规定中国政府应承认并尊重法国政府和侨

民在法租界所置的土地和不动产的权利 ,并将为此采取必要的措

施 ;在 1943 年 2 月 23 日法国政府声明放弃在华租界以前 ,由法国

市政当局批准的合同 ,特别是关于公共工程如水、电、公共交通等

合同 ,中国当局要根据约定的条件予以充分的尊重 ;法国侨民在上

述区域内的地位仍按照现存条约所作的规定 ,他们继续享受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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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Salade àTsu Min - yi , Nankin , le 29 mars 1943 , AMAE , Guerre 1939 - 1945

Vichy , Asie , V. 139.

照会全文见林泉编 :《抗战期间废除不平等条约史料》,台北 ,正中书局 1983 年版 ,

第 648 页。

Réponse du gouvernement franÔais , de Laval àMitani , Ambassadeur du Japon en

France , 16 février 1943 , AMAE , Guerre 1939 - 1945 Vichy , Asie , V. 30.



所享受的有关住处、行动自由等特权 ,当警察移交中方管理 ,治外

法权最终废除时 ,如果必要的话 ,法国驻天津和汉口的领事可以聘

用一些法国警察以确保执行领事的命令和法院的判决 ;此外 ,中国

当局还要保证维持租界内现存的法国或中法文化机构的运转 ,并

继续支付某些由法国租界当局补贴的机构。①

在与汪伪政权接触过程中 ,维希政府虽然考虑到其在越南的

利益 ,不愿与重庆政府断交 ,有意淡化与汪伪政权谈判的官方色

彩 ,驻华大使高思默一直没有亲自出面 ,有关放弃北京使馆区管理

权的谈判由法国驻南京领事萨拉特 ( Salade) 和汪伪“外交部长”褚

民谊商谈 ,归还天津、汉口和广州法租界的谈判则由法国驻华使馆

参赞鲍思颂 (M. de Boissézon) 负责 ,辩称协定的签订并不意味着

承认南京政府 ,“治外法权和租界的放弃是对整个中国而言的 ,只

不过与地方当局协调解决”。②但维希政府配合日本的意图 ,将租

界归还汪伪政权 ,在当时不但提高了汪伪政权的声誉 ,并且实际上

也等于承认了汪伪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政府 ,违背了重庆国民政府

向各国提出的南京汪伪组织为日本军事占领区的傀儡 ,该傀儡组

织与各国签订的任何协定均为无效的声明。因此 ,在维希政府与

汪伪政权签订协定的次日 ,重庆国民政府即向维希驻华代办彭固

尔 (Boncour)递交一份措词强硬的照会 ,声明维希政府的行为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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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France Politique , Situation Diplomatique , Chine et Indochine , juillet 1943 , Guerre

1939 - 1945 , Londres - Alger , N0. 1352 , P. 34. 另见 Note sur les Négociations du

Gouvernement de Vichy avec le Gouvernement de Nankin pour l’abolition de l’

exterritorialitéet la restitution des concessions franÔaises de Chine , J . C. Fin juin

1943 , AMAE , Asie - Océanie 1944 - 1955 , Chine , V. 317.

ACCORD SUR LA RETROCESSION DES CONCESSIONS FRANCAISES DE

TIEN - TSIN , HAN KEOU et CAN TON , signéàNankin le 18 mai 1945 , AMAE ,

Guerre 1939 - 1945 , Londres - Alger , N°69.



了国际法 ,“所有法国依照中法间不平等条约取得之租界 ,北平使

馆界、上海公共租界、厦门公共租界行政权 ,领事裁判权及其他特

权 ,已因法国政府之非法行为 ,归于消灭 ,中国政府不再受其拘

束”。①

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抗议 ,维希政府因奉行亲日政策并没有予

以重视 ,相反于 7 月 22 日复与南京汪伪政府签订《关于交收上海

法国专管租界行政权协定》,宣布于 7 月 30 日将上海法租界移交

汪伪组织接管。同一天 ,又以换文形式就法国放弃对上海公共租

界的管理权问题与汪伪组织达成协议 ,规定法国政府根据 1943 年

2 月 23 日的声明 ,放弃对上海公共租界的管理权 ,这一放弃于

1943 年 7 月 31 日生效。同时 ,与 5 月 18 日与汪伪政权签订的关

于归还天津、汉口、广州法租界的协定一样 ,维希政府在归还上海

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协定和协议中 ,始终也以 1943 年 1 月日本与

汪伪组织签订的协定为蓝本 ,继续为法国保留了诸多的特权和利

益 :如法国政府和人民在租界内的产权原封不动的得到承认 ,法国

租界当局于 1943 年 2 月 23 日之前签订的有关水、电、公共交通等

公共设施的租让合同继续得到尊重 ,法国侨民在租界的地位仍然

按照现行的条约规定维持不变 ,不但继续享受目前所享受的诸如

居住、职业活动、活动自由等优惠 ,而且当警察移交给中国管理以

及治外法权根据 1943 年 2 月 23 日的声明而被取消时 ,法国驻沪

总领事必要时可以使用几个法国警察以便确保领事传令 (ordon2
nances)和司法判决的执行 ;法国侨民在法租界永久租用的土地所

征收的地产税也将维持目前的税率不变 ,直至治外法权所导致的

免税制度为新的规定所取代为止 ;法国租界当局的所有债务则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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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外交部致法国驻华代办照会 ,1943 年 5 月 19 日 ,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 ,中国第二

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第二编 ,外交 ,第 644 页。



汪伪政府承担 ,原由法国租界当局资助的机构和文化组织也将继

续存在 ,并由汪伪政府继续予以补贴 ,等等。①维希代表鲍思颂与

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之间就有关文化事业、公共设施、法国人的

继续聘用等事项达成秘密换文多达 16 种。②7 月 30 日 ,汪伪傀儡

政府正式接收上海法租界 ,将租界区域改称第八区公署 ,陈公博兼

公署主任。

鉴于维希政府甘为日本附庸 ,不顾重庆国民政府的一再劝告 ,

完全倒向汪伪政权一边 ,重庆国民政府最后采取果断措施 ,于

1943 年 8 月 1 日正式发布声明 ,强烈谴责维希政府自成立以来对

中国采取的一系列不友好举动 ,宣布与维希政府断绝外交关系 ,并

重申法国根据不平等条约所取得之权利一概消灭。声明指出 :“查

自法国政府迁都维希以后 ,中国政府为保持中法两国传统友谊及

维护两国间彼此利益起见 ,对之始终予以尊重 ,并继续维持正常关

系 ,法国在华一切正当利益亦无一不继续获得保护。无如维琪政

府对于中国之不友谊行动 ,层出不穷 ,有加无已 ,其较著者则与日

寇订立越南军事及经济协定 ,资其利用 ,使为袭我之根据地 ;今年

二月间 ,又许日寇侵占广州湾并与之签订协定 ;至关于放弃在华治

外法权及交还租界 ,亦不依照合法手续与中国政府订立条约 ,近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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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Lettres secrètes envoyées par le Conseiller d’Ambassade de France au Ministre des Af2
faires Etrangères du Gouvernement Chinois ; Traduction des lettres secrètes envoyées

par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du Gouvernement Chinois au Conseiller de l’

Ambassade de France , Asie - Océanie 1944 - 1955 , Chine , V. 316.

有关归还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协定和协议的条文详见 CLAUSES ACCES2
SOIRES àl’Accord concernant la renonciation par la France àses droits administratifs

sur la Concession franÔaise de Changhai , Nankin , le 22 juillet 1943 , Asie - Océanie

1944 - 1955 , Chine , V. 316. R. de Boisséson , Conseiller de l’Ambassade de France

àM. le Dr. Tsu Min Yee ,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 Nankin , le 22 juillet

1943 , Asie - Océanie 1944 - 1955 , Chine , V. 316.



变本加厉 ,反而与南京傀儡组织一再签订协定 ,对于中国政府迭次

声明该傀儡组织与任何国家签订任何协定均为无效一节 ,加以漠

视。中国政府对于维琪政府此种行为不能再予容忍 ,兹特郑重宣

告自即日起中国与法国维琪政府之外交关系 ,即行断绝 ,除前已先

后声明法国根据不平等条约在华取得之各项特权及租界与租借

地 ,已因法国自身之非法行动归于消灭外 ,今后中国政府对于法国

人民 ,仍当一本两国向来友好之精神及国际公法之普通原则 ,继续

予以保护。”① 同日 ,重庆国民政府还宣布接管滇越铁路。这样 ,

法国维希政府与中国的废约交涉因其奉行亲日政策 ,最后由重庆

国民政府单方面宣布废止。

二 　自由法国 :废约与争取中国对自由法国的承认

1940 年 6 月以后的法国 ,除了以贝当元帅 ( Pétain) 为首的维

希政府统治下的法国外 ,还存在“另一个法国”,这就是戴高乐领导

的抵抗德国的自由法国。因此 ,考察战时法国对于废除不平等条

约的态度 ,除了维希政府之外 ,也离不开对自由法国的探讨。

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于 1940 年 6 月 18 日在伦敦宣告成立

之日起 ,便以推翻德国对法国的占领、争取民族独立为旗帜。因

此 ,在废除中法不平等条约问题上 ,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一开始

就与英美等国保持一致立场 ,选择蒋介石领导的重庆国民政府为

谈判对象。但由于法国当时存在多个抵抗组织 ,戴高乐领导的自

由法国在很长时期里都没有被其他国家 ———包括重庆国民政府 ,

承认为法国的合法政府。因此 ,在有关废除中法不平等条约交涉

的过程中 ,自由法国始终将废约与争取中国对自由法国的承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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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央日报》,1943 年 8 月 1 日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八月一日) 。



及如何最大限度地维护法国在远东的权益联系在一起。

为扩大自身的影响 ,1941 年 5 月自由法国派遣爱司加拉上校

(Commandant J . Escarra)前来中国 ,与重庆国民政府接触 ,希望后

者承认自由法国。基于对自由法国抵抗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以及法

国维希政府对重庆政府采取不友好政策 ,1942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

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与自由法国驻中国代表爱司加拉上

校以秘密换文方式就中国与自由法国之间的关系达成谅解 ,中国

以国民党名义承认 1941 年 9 月在伦敦成立的自由法国的领导机

构 ———法兰西民族委员会 (ComitéNational FranÔais , 简称 C. N.

F. ) ①,自由法国则同意在战争结束后考虑放弃法国在华特权问

题。1 月 22 日 ,爱司加拉在致吴铁城的密函中首次以法兰西民族

委员会的名义就废约问题表态 ,声明 :“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注意到

了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在 1940 年 7 月 18 日和 1941 年 6 月 11 日

在下院所作的声明 ,它们都表示英国政府准备在远东恢复和平时 ,

与中国政府商谈取消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并根据平等互惠的原则 ,

修改以前所订的条约。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亦注意到美国政府所作

的类似的声明。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保证一旦和平恢复 ,中法两国

政府得以处理英美声明所提出的问题时 ,就立即以与英美同样的

精神来研究它们。”②

需要指出的是 ,自由法国之所以在废约问题上采取谨慎态度 ,

等待英美之后解决中法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 ,这除了当时自由法

国还没有被国际社会承认为法国的合法政府这一原因之外 ,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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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Letter of Wu Te - chen to Commandant J . Escarra , Strictly Confidential , January 23 ,

1942 ;AMAE , Guerre 1939 - 1945 Londres - Alger , N°68 .

Télégramme du Commandant Escarra , 7 janvier 1942 , Guerre 1939 - 1945 Londres -

Alger N°68 .



个重要原因则是自由法国并不愿轻易放弃在华权益。在自由法国

内部讨论废约问题时 ,其外交专员马斯格里 ( R. Massigli) 就明确

表示 :在法国目前还没有能代表全国机构的情况下 ,民族委员会应

维持法国的权益不变 ,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将会影响我们同胞的利

益 ,因此 ,我们目前必须尽量避免在废除中法不平等条约问题上更

明确地表示我们的态度。①

1943 年 1 月 11 日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后 ,戴高乐领导的民族

委员会很快意识到随着德国、苏联、日本、意大利、英、美等国家相

继放弃在华的治外法权 ,法国也将不可避免地要面临这个问题 ,并

且 ,如果法国最后一个表态的话 ,这将对法国的利益和外交极为不

利 ,“恐怕到我们必须放弃我们的特权时再没有任何的价值 ,更谈

不上感谢我们 ,到那时人家要求我们作更大的牺牲”。②为了扭转

在这个问题上的被动局面 ,戴高乐领导的民族委员会改变此前的

谨慎态度 ,在蒋介石重庆国民政府尚无意承认自由法国为法国的

合法政府的情况下③,决定就废约问题主动与重庆政府举行谈判 ,

试图通过废约谈判达到以下两个目标 :第一通过放弃法国在华治

外法权换回中国对法国重返印度支那的支持和对越南领土完整的

承认 ;第二通过废约谈判促使重庆国民政府与维希政府断交 ,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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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按 :时任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在中英新约签订后所发表的声明中就没有任何承认自

由法国的倾向 ,在被问到是否与法国进行过谈判时 ,宋回答说 :“目前很难找到法国

政府 ,虽然中国政府从未停止承认维希政府 ,但是与其交流很难。”见 Note du Com2
missariat National aux Affaires Etrangères , Londres , le 14 janvier 1943 , Guerre 1939

- 1945 Londres - Alger , N°69.

Note du Commissariat National aux Affaires Etrangères , Londres , le 14 janvier 1943.

Guerre 1939 - 1945 Londres - Alger , N°69.

Télégramme àLibfrance Washington , 2/ 12/ 42. , Guerre 1939 - 1945 Londres - Al2
ger , N°69.



承认自由法国为法国的合法政府。①1943 年 4 月 ,法兰西民族委员

会即派遣顾亚发 (J . Coiffard) 作为法兰西民族委员会驻中国代表

前来重庆。顾氏来华的使命之一就是与重庆国民政府谈判有关法

国放弃在华特权问题。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外交专员马斯格里在给

顾亚发的训令中明确指出 :“您可以重新提出民族委员会已经向国

民党所作的原则保证 ,并且您让中国政府意识到 ,一旦中国政府承

认我们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英美已接受的基础上进行谈判。您必

须努力将放弃我们在华的治外法权与中国对法兰西帝国的完整

(如同 1940 年 6 月停战以前的法国) 的承认结合起来。”②换言之 ,

就是要把废约问题与中国对自由法国的正式承认和恢复战前法国

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联系起来。

1943 年 6 月 3 日 ,在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促

成下 ,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与吉罗德 ( Giraud) 将军③ 领导的北

非法国抵抗组织实行联合 ,在阿尔及尔宣告成立法兰西民族解放

委员会 ( Comitéf ranÔais de la Libération nationale ,简称 C. F. L .

N. ) ,宣布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法国的中央政权机关”,其任务是与

全体法国人一道 ,继续与盟国密切合作 ,为解放法国的全部领土和

盟国的领土而共同奋斗 ,“使法国重新恢复自由、伟大和在强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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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吉罗德将军为维希爱国派代表人物 ,他自逃出德国后 ,在法国呆了一段时间 ,又来

到北非 ,他深得美国人的支持。1943 年 1 月底在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

尔的担保下 ,他与戴高乐在卡萨布兰卡附近举行第一次会晤。是年 3 月 ,他与维希

断绝关系 ,宣布终止维希在北非行使的权力。

R. Massigli , Commissaire National aux Affaires Etrangères , àJ . Coiffard , Déléguéde

la France Combattante en Chine , le 13 avril 1943 , Guerre 1939 - 1945 Londres - Al2
ger N°69.

Ibid.



国中的传统地位”。① 6 月 11 日 ,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即命令其

驻华代表顾亚发致函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 ,

通知中国政府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业于 6 月 3 日成立 ,呈送该

会宣言一份 ,说明此后该会即代表法国中央权力机构 ,请吴转达蒋

介石、中国国民党及中国政府 ,希望中国政府“承认法兰西民族解

放委员会为一有力担荷法兰西作战努力之组织 ,同盟国之合作者

及保护法国权益唯一之受托人”。②然而 ,戴高乐领导的民族解放

委员会为维护法国在远东的利益 ,对 8 月 1 日重庆国民政府发表

的与维希政府断交、单方面宣布废除中法间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声

明 ,并没有表示欢迎 ,反而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维希政府依照协

定将租界移交汪伪组织系法国非法政府的行为 ,应属无效 ;依照国

际法 ,国际条约不能由缔约一方单方面宣布取消 ,因此在此之前 ,

法国仍享有条约规定的各种权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在致重庆国民

政府的抗议照会中明确表示 :“虽然我们希望逐步修改中法间的条

约 ,但是不能接受中国基于维希政府的法令而单方面宣布条约无

效 ,我们认为维希是非法的。”③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顾亚发也

为此专门约见重庆国民政府外交次长 ,转达法方立场 ,强调“民族

解放委员会不承认法国政府过去批准的条约无效 ,将保留法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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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Télégramme de Coiffard , le 9 aoËt 1943 , Guerre 1939 - 1945 Londres - Alger , N°

1356.

Coiffard , déléguédu ComitéFranÔais de la Libération Nationale en Chine , àTchong

King , àWu Te Chen , Secrétaire Général du ComitéCentral Exécutif du Kuomintang ,

Tchungking , le 11 juin 1943 , CADN (法国南特外交档案中心) ,Archives du Con2
sulat FranÔais àTchong King , Série B , N°19.

按 :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之初 ,由戴高乐和吉罗德共同担任主席。9 月 27

日经第二次改组 ,戴高乐成为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惟一主席 ,吉罗德则为军队

总司令。



(所有)权利”。① 民族解放委员会仍希望通过谈判修改中法间的

不平等条约 ,8 月 19 日 ,法解放委员会在阿尔及尔通过决议 ,声明

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一经中国政府承认 ,即考虑修改过去法国

在中国保存的特权。

8 月 26 日 ,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合法性部分得到国际社会的承

认。是日 ,盟国在魁北克会议上作出一个重大的外交决策 ,部分承

认戴高乐 - 吉罗德领导的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法国的合法政府 ,声

明表示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能够保护法国的利益 ,承认法

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愿意继续与盟军一起战斗与合作 ;但声明同

时指出对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承认并不等于承认它为法国或

法兰西帝国政府 ,法国人民在战后将自由选择其政府和官员。根

据魁北克会议精神 ,8 月 27 日重庆国民政府也发表类似的声明 ,

称“中国政府鉴于中法两国人民之传统友谊 ,且深愿法国早日获得

解放 ,对于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之成立 ,表示欢迎。法兰西民族

解放委员会表示决心继续与各盟国密切合作 ,共同作战 ,直至完全

克服一切敌人为止 ,中国政府甚为欣慰。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 ,

希望承认其为具有管理及保卫法国权益资格之团体 ,中国政府予

以同情 ,惟对于该委员会此项希望之可能实现程度 ,仍须视每一事

件之发生 ,保留分别加以考虑之权。在上列谅解之下 ,中国政府承

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有权管理归附该委员会之法国领土。此

宣言不得认为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法国政府或法兰西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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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 . Coiffard , Déléguédu ComitéFranÔais de la Libération Nationale àTchongking , à

Massigli , Commissaire aux Affaires Etrangères (àAlger ) , Tchongking , le 10 aoËt

1943 , Guerre 1939 - 1945 Londres - Alger , N°1356. 按 :在会谈中 ,重庆国民政府

外交次长对法方的意见反应冷淡 ,认为“其他列强已经放弃治外法权 ,法国迟早也

得追随他们”。



国政府。中国政府确信法国人民日后必能自由组织其政府”。①该

声明由中国驻伦敦大使递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驻伦敦代表。

在重庆国民政府做出这一声明之后 ,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也进

一步表达了尽快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的愿望 ,其驻华代表顾亚发于

9 月 5 日在对昆明报界作关于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对华政策的

书面谈话时指出 :“解放委员会之被承认 ,将使治外法权与‘不平

等’条约问题得以提出修正 ,一九四二年初 ,伦敦民族委员会曾对

中国正当要求表示同情 ,并宣称准备以美英同样精神考虑此问题。

继承法兰西民主与自由伟大传统之解放委员会 ,最近亦作同样表

示。关于此问题之研讨 ,由于中法两国并无任何利益冲突存在其

间 ,自易进行。法国之目的 ,仅在恢复其在世界上原有之地位 ,对

任何国家并无任何帝国主义阴谋。”②

总之 ,自由法国在废约问题上的态度与维希政府追随日本不

同 ,它主要受英美等国对中国废约态度的影响 ,但同时自由法国与

维希政府以及英美等国一样 ,也不愿轻易放弃在华特权 ,并将废约

问题与争取重庆国民政府对它的承认以及法国重返印度支那联系

在一起 ,最大限度地保留其在远东的利益。然而 ,在西方主要国家

与中国政府签订平等新约之后 ,以及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法

国在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上实际上并不占主动地位 ,已没有太多

的与中国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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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一九四三年九月五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驻华代表团团长顾亚发对昆明报界

书面谈话》,CADN , Tchongking , Série B , N°19.

Bulletin de renseignements N°627 , Guerre 1939 - 1945 Londres - Alger , N°1357 (缩

微胶卷) ;Lin Shihan , Secretaire Supérieur et Chef du Protocole , àM. Pierre Laurin ,

Déléguéadjoint du ComitéNational de la Libération FranÔaise , Chungking , le 7

septembre 1943. CADN , Fonds du Tchongking , Série B , N°19.



三 　法国临时政府 :废约与法国重返印度支那

1944 年 8 月 ,随着巴黎的解放以及戴高乐政府的成立 ,中法

两国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0 月 23 日 ,中国与其他盟国一

起正式承认法国临时政府。是日 ,中国政府致电中国驻法代表钱

泰 ,令他转告新任法国外长乔治·皮杜尔 ( Georges B IDAUL T) ,表

示 :“中国政府鉴于法国解放区的秩序已经恢复 ,在那里执政的当

局毫无异议地得到法国人民的支持 ,同时鉴于法国当局与盟国的

合作更加紧密 ,决定正式承认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为了使中

法外交关系正常化 ,中国政府打算任命中国驻法代表钱泰博士为

驻法大使。”同一天 ,中国政府将一份同样内容的照会交给自由法

国驻重庆代表团代办。①

法国临时政府在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之后 ,也立即将恢复与

中国的正常关系提到日程上来。11 月 ,临时政府任命原法兰西民

族解放委员会驻华代表团团长贝志高将军 ( Général Pechkoff)为驻

华大使 ,并下达新的训令 ,指示他除解决中法在越南的关系之外 ,

还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努力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其中在

政治方面训令着重强调要解决与中国政府商谈放弃治外法权和租

界的问题 ,指出 :“如果中方向我们提出这一要求 ,而您认为保持等

待的态度对于密切中法两国关系不利的话 ,那么您就不要拒绝在

不久后开始谈判。”②与此同时 ,法国有关部门即着手拟订中法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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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M. Bidault ,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 au Général Pechkoff , Ambassadeur de

France àTchoung King , Paris , 22 novembre 1944 ,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Ô
ais , 1944 , Tome II , PP. 309 - 311 , Paris , Imprime Nationale , 1996.

Tsien Tai au M. Georges BIDAUL T ,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 Paris , le 2

novembre 1944 , Asie - Océanie 1944 - 1955 , Chine , V. 207.



于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的条约草案 ,1945 年 2 月 16 日法国外长在

致殖民部长的信中指出 :“联合国关于国家主权和将国际关系建立

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必要性的现代观念 ,以及中国进入列强的行

列 ,导致中国与各国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签订旨在废止外国人在

华享有的治外法权和有关特权的条约。今日法国不能再对列强与

中华民国的条约关系中所出现的这一变化无动于衷了。在领土的

解放得以使我们与重庆政府的关系更加紧密的时刻 ,我们不能为

了自己的利益保存旧的条约体制 ,该体制的最后残余在列强同意

下已归消灭。为了履行对中国政府的诺言 ,本部正在准备中法条

约草案 ,以使法国对华政策与美、英一致。”①次日 ,戴高乐将军本

人在致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的信中也郑重向中方表示 :

“我特别重视您向法国大使保证的关于处理中法悬而未决的问题

的诚意。在我们方面 ,您也会看到同样的诚意。”② 1945 年 3 月

间 ,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与法国驻华大使贝志高就解决中法间遗

留问题一事进行换文。在换文中 ,法国政府表示极愿解决法中之

间一切悬案 ,并恢复和发展法国、越南与中国的经济关系。③

法国政府谈判的指导思想是一方面主张中法新约将忠实地以

1943 年 1 月 11 日签订的中英条约为蓝本 ,以方便与中国的谈判。

但实际上 ,法国政府又不想完全受中英新约的束缚 ,希望通过废约

谈判达到自己的目的 ,最大限度地维护法国在远东的利益。首先 ,

与自由法国时期一样 ,戴高乐政府始终将废约问题与法国重返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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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Direction Asie - Océanie , Note pour le Ministre , 30 mars 1945 , Asie - Océanie 1944

- 1955 , Chine , V. 207.

戴高乐著 ,北京编译社译 :《战争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4 年版 ,第 3 卷拯救

(1944 - 1946) ,第 399 页。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u Ministre des Colonies , le 16 février 1945. Asie

- Océanie 1944 - 1955 , Chine , V. 209.



度支那连在一起 ,在 11 月给驻华大使贝志高下达的训令中明确指

示 :“这一谈判必须以中法过去所订条约为指导 ,不平等条约的废

除必须以肯定那些确定中越边界的文件作为补偿。缔结的协定必

须规定 ,缔约双方承诺在远东和平恢复后签订协定 ,以便以相应的

方式了结法国从其即将放弃的特权中所获得的权益 ,并在互利的

基础上缔结领事条约 ,以及有关中国与法国及印支联邦贸易的商

约。”①在 1945 年 6 月 27 日下达的训令中又再次强调“我们的条

约的一个新特点主要在于承认划定中越边界的协定”。②除此之

外 ,法国政府还试图在中法新约中插入他们所关心的问题 ,为此他

们将中英新约附件的内容全部纳入中法条约的正文之中 ,而在附

件中则以互换照会的形式 ,提出诸如保护法国在华的文化机构和

组织 (包括学校、医院、慈善机构等) ,以及在华天主教问题 ,以免因

为最惠国待遇条款而被其他国家引用 ,将这些问题仅仅限于中法

两国之间的关系。

在谈判策略上 ,法国政府通过放弃广州湾租借地来推动中法

废约谈判。在 6 月 27 日的训令中 ,法国外长指示驻华大使贝志高

最好将归还广州湾租借地作为谈判的一个筹码 ,指出中英新约对

于归还九龙租借地没有做任何规定 ,但“如果在我们的条约里插入

一条关于把我们的租借地归还给中国的条款可以使整个谈判变得

容易的话 ,那么你就不要拒绝 ,殖民部已向我表示同意这一点”。③

7 月 11 日 ,法国外长乔治·皮杜尔专门就广州湾问题指示贝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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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Ibid.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àM. L’Ambassadeur de France àTchongking , 27

juin 1945 , Asie - Océanie 1944 - 1955 , Chine , V. 209.

M. Bidault ,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 au Général Pechkoff , Ambassadeur de

France àTchoung King , Paris , 22 novembre 1944 ,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Ô
ais , 1944 , Tome II , PP. 309 - 311 , Paris , Imprime Nationale , 1996.



尽快向中方表明 :法国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将广州湾租借地的行政

管理权正式归还中国 ,指出 :“我与殖民部长一致相信您可以根据

当地情况和我们与中国接近的愿望 ,很快解决这一敏感的问题。

它如能得到比较满意的解决的话 ,将确保我们未来谈判的成功。

外交部已与中国使馆就此达成协议 ,它答应致电重庆 ,作有利于我

们的解释。”①1945 年 8 月 18 日 ,中国政府接受法方建议 ,与法国

临时政府签订《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该约于同日生效 ,中国正

式收回广州湾租借地。

在广州湾问题解决后 ,法国政府遂于 8 月 23 日致函驻华大

使 ,令其告知中国政府 ,法国政府准备向中国呈递它所拟的中法关

于废除法国在华治外法权的条约草案。8 月 30 日 ,贝志高正式向

中国政府递交《中法关于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

约》草案。该草案共 12 条 ,大部分条款抄录自中英新约 ,但它也贯

彻了法方的意图 ,加入了一些新的内容。首先 ,该草案将教会与一

般的公司、社团等同起来 ,使其在中国得到合法的保护。在草案的

第一条第三款中 ,法方对“公司”一词作出新的解释 ,把中英新约同

一条款对公司定义为“依照本约所适用之各该方领土之法律而组

成之有限公司及其他公司、合伙及社团”改为“依照本约所适用之

各该方领土之法律而组成之工业、商业或金融公司 ,其中包括交通

和保险公司 ,以及世俗和宗教社团”。法方的这一修改是别有用

意 ,经过慎密考虑的 ,对此法国政府在 6 月 27 日寄给贝志高的训

令中作过充分的解释 ,指出 :“对于 1944 年 11 月 15 日亚大处的备

忘录所提的有关法国在华护教权问题 ,部里认为在条约草案里插

入一条关于保护法国传教士的条款是不合适的。这种条款肯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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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àL’Ambassadeur de France àTchongking , Paris ,

11 juillet 1945 , tel. Asie - Océanie 1944 - 1955 , Chine , V. 316 .



遭到中国人的反对 ,他们会因此认为我们企图保留他们希望消失

的那些特权。另外 ,我们条约里所作的有关保护所有在华法国人

的规定也会使之变得多余。至于法国天主教会及其财产 ,在本草

案第一条第三款提到宗教组织 ,目的就是为了把教会放在法国社

团这一总框架里边 ,以此确保第五、六、九条 (第六款) 和第十条所

提的对他们的保护。在您与中国外交部谈判过程中 ,外交部可能

反对这一点 ,您要坚持上面所说的宗教组织 ,您可以说这是 1944

年 11 月 15 日的备忘录最后几页提到的。出于总的政治考虑 ,部

里认为现在不宜与梵蒂冈谈论在华天主教会问题 ,您应把这个问

题放在中法关系的框架内。如果您的努力不能获得满意的话 ,请

告诉我。我会考虑把这个敏感问题留到稍后 ,通过附加的互换照

会形式加以解决。”①

其次 ,该草案提出新的侨居体制取代治外法权下的旧体制 ,以

确保在华法国人的权益得到充分的保护。在草案的第六条法方增

加了两个条款 ,其第二款规定 :缔约双方在各该方之领土内 ,应根

据国际公法原则对待对方人民之生命财产。双方人民之生命、财

产及权益将得到所在领土之当局和法律的最完整、最持久的保护。

他们具有取得、拥有和转让各种根据该国法律条例所获得的动产

和不动产权利 ;他们可以通过出售、交换、赠予、遗嘱规定或其他任

何方式处置这些财产 ,以及根据法律或生前及遗嘱规定拥有这些

财产。他们的财产不能被征用或以临时的使用私有化。如果是出

于法律承认的公用事业的原因必须征用的话 ,那就事先给以公平

的补偿。第三款规定 :在缔约各方之领土内 ,缔约此方或彼方的公

司得到承认。它们的设立、资格及进行诉讼的权利将根据国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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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办理。这些公司可以设在缔约此方或彼方的领土上 ,并在那里

从事本国人民和公司可以从事的各种工商活动。它们可以在那里

自由从事它们的业务 ,但必须遵守公共秩序 ,在这方面与本国类似

的公司享受同等的权利。这些公司具有获得、拥有及转让各种符

合本国法律条例的动产和公司运作所必需的不动产的权利。并相

互了解 ,在这种情况下 ,不动产的获得不是公司本身的目的。①虽

然条款规定中法两国彼此保护本国侨民的利益 ,但在当时主要是

为保护法国侨民服务的。

其三 ,该草案还试图保持中法间一些未被新约废止的条约的

有效性 ,特别是对划定中越边界的协定给予认可。草案的第八条

第三款规定 :缔约双方同意 ,本约未予废止的中法间过去的条约、

协定及专约依然有效 ,特别是 1887 年 6 月 26 日和 1895 年 6 月 20

日在北京签订的有关中越边界的专约。②

此外 ,该草案还力图保持法国文化在中国的影响 ,在草案的附

件中提出一个有关彼此保护两国文化机构和开展留学教育的换

文。换文规定 ,中国政府承认法国在华的现存的或将要设立的学

校、医疗及慈善机构 ,这些机构受中国法律的管辖 ,同时它们可以

保留它们的合法权利 ,在组织和运作方面将根据它们的成立法规

或有关章程进行 ;在不妨害 (为了公益事业)征用法的前提下 ,它们

具有拥有和处置动产和不动产的权利 ;在不妨碍中国现行法律的

·54·

抗战时期法国对于废除中法不平等条约的态度

①

② Ibid. La Direction d’Asie - Océanie : Note pour le Sécretaire Général , Paris , le 16

novembre 1945 , Asie - Océanie 1944 - 1955 , Chine , V. 316.

Projet de Traitéfranco - chinois de renonciation àl’exterritorialitéen Chine et aux

droits y relatifs , annexs du Minute du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àL’Ambas2
sadeur de France àTchongking , le 27 juin 1945 ; Asie - Océanie 1944 - 1955 , Chine ,

V. 209.



情况下 ,它们享有雇佣人员的自由 ,不管这些雇佣人员是中国人或

外国人 ;同样 ,法国宗教机构的活动自由也将继续得到保证 ,只要

它们不损害公共秩序和社会风俗。①作为回报 ,在法国所有领土上

现存或将要建立的中国同类机构将得到同样的优惠。在开展有关

中法留学教育问题上 ,换文规定 ,享受助学金的中国留法学生的助

学金金额至少可以支付该生在法国学校和大学的学费、学习和生

活费用 ;享受助学金的学生名额和是否延续均由中法双方确定 ;法

国政府在经得中国政府同意后将陆续派遣各个领域的法国教授到

中国大学讲学 ,他们在中国的居留时间至少两年 ,他们的薪水由法

国政府负担。反之 ,在同样的条件下 ,中国政府也有权派遣中国教

授到法国大学讲学。②

对于法方的这一提案 ,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严格以中国与其

他国家已签订的新约为蓝本 ,于 10 月 30 日向法方提出对案 ,对法

方草案中对中英新约所作的修改和新增的内容除极个别地方外全

部予以拒绝。③鉴于中国当时国际地位的提高 ,特别是为了能在重

返印度支那问题上得到重庆国民政府的支持 ,法国政府很快就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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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法国外交部亚大处的意见①,接受中方的提案。11 月 20 日 ,法

国外长皮杜尔致电驻华大使贝志高 ,令其尽快按中方的提案签约 ,

指出 :“为了消除仍存在于我们与中国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 ,同时

也为了表明我们对已解放的中国领土的立场与其他列强保持一

致 ,我认为与中国政府缔约对我们很有利。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法

国 ,目前的政治形势也不利于对我们条约草案中的特殊之处进行

重新谈判 ,而且中国政府丝毫不会欢迎这样做。因此最好将有关

侨居问题和文化交流的条款暂时搁置 ,前者会使在越华人的地位

问题变得微妙 ,后者等季博 ( Guibaut) 到达中国后再进行处理 ,我

们已将最新的训令交给他。另外 ,对于越南边界的保证问题也不

再象我们拟订条约草案时那样重要了。如果我们坚持己见 ,也许

会使我们与中国的关系陷入僵局 ,这将与我们所追求的目标背道

而驰。至于教会财产问题 ,我们本来就应该放弃 ,我在别处已向您

解释过动机了 ,宜另外解决。所以 ,在目前的情况下 ,缔结一个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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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 :法国外交部亚太处在研究中国政府的提案后指出 :“重要的是尽快缔结条约。

只要条约不签字 ,那就会给我们过去占领的领土的臣民带来不安和威胁 ,中国人可

能从中得益。侨居问题是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可能会使条约

的缔结拖得很久。最好在谈判刚开始就解决这一问题。关于文化交流问题 ,我们

原则上同意中方的意见 ,陆续确定具体的交流计划。这方面将由不久加入我们驻

华使馆的季博 ( Guibaut)先生负责。自从印度支那解放后 ,对其边界的保证已不再

显得与过去那样重要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从关于越南问题的谈判开始以来 ,

中国在那里所追求的利益更多的是在经济和精神方面而不在领土方面。我们甚至

可以得到对东京 ( Tonkin)北部边界的走向的保证 ,没有任何东西会阻止中国人赞

成这些领土的完全独立。相反 ,对法国来说 ,极为必要的是采取与其他列强相同的

态度 ,作为其与中国建立新关系的基础。我们新任驻华大使将在这一基础上制定

适合新形势的友好的、信任的对华政策。事实上 ,我们不应忽视 ,重庆政府同意不

再计较其因为维希政府的政策而单方面宣布取消我们的特权 ,实际上 ,它给予我们

的比其他列强多得多。”见 La Direction d’Asie - Océanie : Note pour le Sécretaire

Général , Paris , le 16 novembre 1945 , Asie - Océanie 1944 - 1955 , Chine , V. 316.



中英条约相同的中法条约被认为是符合我们对华政策的需要的 ,

我们还可以期望它促进您与中方关于越北的谈判 ,并为巩固中法

友谊开辟道路。因此 ,我请您告知中国政府 ,法国政府决定接受中

国的对案 ,条件是需对某些细节作必要的澄清和修改 ,我将在后面

的电报中告诉您这些细节。这是很大的让步 ,如何以合适的方式

突出此点 ,由您掌握。我希望您能毫不迟延地缔结条约 ,并授权您

签约 ,不用再向我请示 ,只要您的谈判对手同意。”①

但由于重庆国民政府坚持要把中法关于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

权及有关特权的条约的签订与中法有关越南的问题一并解决 ,条

约未能立刻签订 ,一直到双方就解决中法间所有遗留问题都达成

协议 ,才于 1946 年 2 月 28 日在重庆正式签订中法新约。因此 ,中

法新约的内容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有关法国放弃在华

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的条约 ,这一部分的内容与此前签订的中

美中英新约相仿 ,规定 :法国正式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及辛丑条约

给予的权利 ,并同意将北平使馆界 ,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 ,与上海、

天津、汉口及广州法租界 ,交还中国政府 ;法国放弃关于在华通商

口岸 ,在上海厦门公共租界及上海法租界内之特别法院 ,在华领馆

内各口岸雇佣外籍引水 ,法国军舰驶入我国领水 ,法国船舶在华经

营领水内沿海贸易 ,及内河航行 ,及要求在华邮政机关内任用法国

公民之一切权利。它结束了自 1844 年中法《黄埔条约》签订以来

的中法不平等关系 ,使中法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平等互惠和国际公

法的基础上。中法新约另一部分的内容则为中法关于中越关系的

协定、换文及其会议记录 ,它们是此前签订的中美和中英新约所没

有的。根据这些协定、换文和会议记录的规定 ,在越华人获得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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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所享有的各种权利 ,在法律和司法方面他们享有与法国人同

样的待遇 ,在财税方面享有与越南当地人民同样的权利 ;法国同意

将滇越铁路中国部分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移交中国 ,同意垫付中国

军队临时占领越南北部的一部分费用 ,并保证中国商品在海防至

昆明的铁路上自由过境 ,且为此在海防港保留一特定区域 ;作为回

报 ,中国政府支持法国重返印度支那 ,在 1946 年 3 月底之前从越

南北部撤军 ,交由法国接防。①总之 ,在越南问题上中法两国政府

分别达到了各自的目标。

中法新约签订之后 ,重庆国民政府将它看作外交上取得的一

个重大成果 ,于 3 月 26 日即予批准 ,并频频敦促法国政府尽快批

准、公布 ,以便澄清国内在这个问题上对政府的批评和攻击。②而

法国政府则利用重庆政府的这种心理 ,对批准新约采取拖延态度 ,

以此胁迫重庆方面履行条约附件中规定的有关中国从越南撤军的

承诺 ,表示“等中国政府真正履行它的有关撤出越南的义务后再批

准条约是合适的”。③4 月初 ,在越南的法国指挥官通告中国军队正

在从越北撤军的消息之后 ,法国政府才向重庆政府表示将尽快批

准和互换条约。4 月 8 日 ,法国外长致电驻华大使梅里蔼 (Meyri2
er) ,令他转告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 ,中法新约正在等待

法国国民议会的批准 ,同时提醒王注意法国对于目前中国对越南

的态度非常关注 ,要求王尽快让中国政府给中国驻河内当局发出

·94·

抗战时期法国对于废除中法不平等条约的态度

①

②

③ Télégramme de Meyrier , Ambassadeur de France en Chine , Tchongking , le 19 mars

1946 , AMAE , Asie - Océanie 1944 - 1955 , Chine , V. 317.

Télégrammes de Meyrier , Ambassadeur de France en Chine , Tchongking , le 19 mars

et le 2 avril 1946 , AMAE , Asie - Océanie 1944 - 1955 , Chine , V. 317.

中法新约的内容详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1962 年版 ,第 1362 - 1375 页 ; AMAE ,Asie - Océanie 1944 - 1955 , Chine , V.

208.



紧急训令 ,使之不加限制地执行接防协定。①由于法方的拖延 ,中

法新约一直延至 1946 年 5 月 17 日才被法国国民议会批准 ,6 月 8

日在南京交换批准书正式生效。至此 ,中法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交

涉经过多年的曲折 ,终告尘埃落定 ,画上句号。

(作者葛夫平 ,1965 年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刘兵)

·05·

《抗日战争研究》2003 年第 3 期

①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àAmbafrance Tchongking , Paris , le 8 avril 1946 ,

AMAE , Asie - Océanie 1944 - 1955 , Chine , V. 3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