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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勢力擴張 大事年表 補充：國共關係演變 蘇聯占領中國東北 補充：雅爾達協定 

 

蔣
中
正
因
此
下
令
新
四
軍
北
調
黃
河
流
域
，
再
以
其
抗
命
移
防
為
由
，
派
遣
國
軍
圍
殲
之
，
是
為
新
四
軍
事
件
。 

 
 

違
法
擴
軍
、
兩
面
襲
擊
日
軍
與
國
軍
，
其
中
新
四
軍
即
在
長
江
中
下
游
造
成
嚴
重
問
題
。 

 

國
共
合
作
抗
日
，
共
軍
表
面
上
接
受
國
軍
整
編
為
八
路
軍
、
新
四
軍
，
但
實
際
上
卻
是
屢
屢
抗
命
、
私
自
發
展
、 

４
國
共
合
作
下
的
衝
突
：
新
四
軍
四
件 

 

Ｅ
意
義
：
「
以
農
村
包
圍
城
市
」
的
革
命
路
線
是
共
產
主
義
運
動
史
上
的
一
大
創
舉
，
具
開
創
意
義 

 
 

 
 

 

結
果
反
而
激
起
強
烈
的
民
族
意
識
，
也
是
中
共
得
以
迅
速
獲
得
農
民
支
持
的
重
要
原
因
。 

 
 

 
 

日
軍
不
堪
其
擾
，
乃
對
村
莊
發
動
三
光
政
策
：
殺
光
、
燒
光
、
搶
光
，  

 
 

 

但
當
國
軍
主
力
退
出
華
北
戰
場
後
，
八
路
軍
繼
續
於
華
北
施
行
游
擊
戰
，  

 

Ｄ
獲
得
農
民
支
持
的
原
因
：
抗
戰
初
期
，
八
路
軍
活
躍
於
華
北
戰
場
，
尚
稱
與
國
軍
一
致
抗
日
，  

 

（
３
）
山
區
游
擊
戰
術
：
以
快
速
移
動
、
匿
蹤
、
蠶
食
消
耗
等
策
略
，
讓
圍
剿
的
政
府
軍
屢
嚐
敗
績 

 

（
２
）
立
基
農
村
：
共
軍
在
糧
食
、
兵
源
、
後
勤
人
力
上
皆
無
匱
乏
之
虞 

 

（
１
）
偏
遠
山
區
建
立
基
地
：
政
府
軍
疲
於
奔
命
，
卻
無
法
徹
底
清
剿 

 

Ｃ
方
式
：
中
共
藉
此
在
偏
僻
農
村
發
展
茁
壯
，
國
民
政
府
始
終
無
法
根
除 

 
 

 
 

 

一
樣
可
以
形
成
強
大
的
力
量 

 

Ｂ
改
變
：
毛
澤
東
認
為
中
國
的
無
產
階
級
革
命
不
一
定
要
以
城
市
工
人
為
主
力
，
只
要
喚
醒
農
民
的
階
級
意
識
， 

 
 

 
 

 

發
展
出
「
以
農
村
包
圍
城
市
」
的
革
命
路
線 

 
 

Ａ
背
景
：
一
九
二
七
年
共
產
黨
遭
「
清
黨
」
打
擊
，
被
迫
將
武
裝
部
隊
撤
往
湖
南
、
江
西
、
湖
北
的
偏
遠
山
區 

３
「
以
農
村
包
圍
城
市
」
革
命
路
線
：
偏
僻
農
村
建
立
武
裝
游
擊
隊
，
利
用
農
存
的
糧
食
、
兵
源
、
後
勤
人
力 

２
一
九
二
一
年
中
國
共
產
黨
成
立
，
自
一
九
二
七
年
起
積
極
發
動
武
裝
暴
動
事
件 
 

 

推
動
全
球
共
產
主
義
運
動 

↓ 

中
國
、
朝
鮮
半
島
、
印
度
支
那
等
共
產
黨
成
立 

１
一
九
一
七
年
俄
國
大
革
命
後
，
一
九
一
九
年
俄
國
共
產
黨
主
導
的
共
產
國
際
（
第
三
國
際
） 

 
 

 

是
中
國
近
五
分
之
一
的
人
口
。 

 
 

據
估
計
，
當
時
「
解
放
區
」
內
總
人
口
數
約
達
一
億
，  

 

中
共
將
其
控
制
的
農
村
根
據
地
稱
作
「
解
放
區
」
。 

 
 

↓
戰
爭
末
期
其
控
制
區
人
口
已
達
一
億
人 

４
對
日
作
戰
期
間
：
中
共
勢
力
迅
速
擴
大 

 
 

蔣
中
正
停
止
軍
事
剿
共
，
此
事
件
稱
「
西
安
事
變
」。 

 
 

綁
架
軟
禁
蔣
中
正
，
要
求
停
止
內
戰
，
共
同
抗
日 

３
一
九
三
六
年
十
二
月
：
張
學
良
發
動
兵
諫
，  

 
 

↓ 

共
軍
跋
涉
至
陝
西
延
安
，
其
稱
為
長
征 

２
一
九
三
四
年
：
圍
剿
江
西
及
湖
北
的
共
軍 

 

１
一
九
三
○
年
：
國
軍
發
動
大
規
模
追
剿
行
動 

轉
機
：
二
○
○
五
年
，
國
共
兩
黨
領
袖
會
面 

第
二
次
決
裂
：
一
九
四
六
年
，
國
共
內
戰
↓
兩
岸
分
治 

第
二
次
合
作
：
一
九
三
六
年
，
西
安
事
變
，
聯
合
抗
日 

第
一
次
決
裂
：
一
九
二
七
年
，
蔣
中
正
‧
清
黨
↓
剿
共
↓
長
征 

 

↓
改
組
國
民
黨
、
成
立
黃
埔
軍
校 

第
一
次
合
作
：
一
九
二
三
年
，
孫
文
「
聯
俄
容
共
」 

 
 

↓
共
產
勢
力
在
亞
洲
迅
速
擴
張 

３
蘇
聯
在
二
次
大
戰
結
束
前
占
有
東
北
亞
大
片
土
地 

２
美
、
蘇
兩
國
以
北
緯
三
十
八
度
線
為
界
劃
分
占
領
範
圍 

 
 

↓
占
領
滿
洲
國
及
朝
鮮
半
島 

１
一
九
四
五
年
八
月
八
日
：
蘇
聯
依
照
雅
爾
達
協
定
對
日
宣
戰 

 
 

三
個
月
內
對
日
宣
戰
，
美
國
將
要
求
中
國
承
認
外
蒙
古
獨
立
的
現
狀
，
並
讓
出
東
北
的
多
項
權
益
給
予
蘇
聯
。 

 
以
及
蘇
聯
對
日
宣
戰
問
題
。
會
上
羅
斯
福
未
徵
詢
中
國
同
意
即
答
應
史
達
林
，
只
要
蘇
聯
願
意
在
歐
戰
結
束
後 

一
九
四
五
年
二
月
，
美
、
英
、
蘇
三
國
領
袖
於
蘇
聯
雅
爾
達
集
會
，
討
論
戰
後
歐
洲
勢
力
劃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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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戰爭 

前期 地圖 後期 

 
 

 
 

Ｃ
共
產
黨
：
抗
議
美
方
偏
袒
國
民
黨 

 
 

 
 

Ｂ
美
國
：
認
為
國
民
黨
無
法
用
軍
事
手
段
解
決
，
得
靠
政
治
方
式
處
理
兩
黨
紛
爭 

 

原
因
：
Ａ
國
民
黨
：
爭
取
美
國
支
持
軍
事
解
決
中
共 

３
美
國
為
了
調
和
糾
紛
，
派
馬
歇
爾
使
華 

↓ 

最
終
協
商
破
裂 

  

↓
Ａ
要
求
日
軍
堅
守
陣
地
，
只
對
國
府
投
降
、
Ｂ
請
求
美
軍
運
輸
兵
力
，
協
助
接
收
淪
陷
區 

２
國
軍
劣
勢
：
政
府
遠
在
西
南
，
喪
失
日
本
受
降
主
動
權 

 
 

 
 

 
 

Ｂ
中
共
利
用
抗
戰
壯
大
，
在
華
北
農
村
實
力
堅
強
↓
要
求
日
本
向
中
共
投
降 

１
中
共
優
勢
：
Ａ
蘇
聯
依
據
《
雅
爾
達
協
定
》
占
領
滿
洲
國
↓
扶
植
中
共
進
入
東
北
發
展 

●
補
充
：
國
共
衝
突
再
起
： 

 
 

感
到
不
安
，
故
派
遣
馬
歇
爾
來
華
，
調
停
國
共
衝
突
。 

２
美
國
出
面
調
停
：
美
國
希
望
戰
後
中
國
可
成
為
穩
定
東
亞
區
域
安
全
的
基
石
，
因
此
對
於
中
國
陷
入
內
戰
陰
霾
，  

 

↓
國
軍
與
共
軍
在
東
北
及
華
北
爆
發
內
戰 

↓
美
國
派
馬
歇
爾
到
中
國
調
停 

↓
無
成
效 

１
過
程
：
蘇
聯
讓
中
共
軍
隊
進
入
東
北
↓
共
軍
獲
得
日
軍
遺
留
武
器
彈
藥 

↓
一
九
四
六
年
三
月
蘇
聯
分
批
撤
軍 

 

 

Ｄ
社
會
人
心
動
盪
不
安
：
戰
後
復
員
進
度
緩
慢
↓
經
濟
衰
敗
、
民
生
凋
敝
↓
學
生
上
街
示
威
抗
議 

 

Ｃ
政
府
貪
污
腐
化
：
戰
爭
結
束
↓
政
府
接
收
淪
陷
區
，
官
員
藉
機
巧
取
豪
奪(

劫
收)

↓
民
心
思
變
↓
重
挫
士
氣 

 

Ｂ
財
政
經
濟
崩
壞
：
財
政
支
出
增
加
↓
浮
發
紙
鈔
↓
法
幣
貶
值
↓
物
價
飛
騰
、
通
膨
嚴
重
↓
財
政
崩
潰 

 
Ａ
輕
忽
對
手
（
中
共
以
農
村
包
圍
城
市
） 

４
總
結
：
國
共
內
戰
勝
負
關
鍵 

 

中
國
共
產
黨
宣
布
建
立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將
北
平
改
名
為
北
京 

３
結
果
：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月
一
日 

 
 

 

北
京
、
天
津
的
國
軍
遭
共
軍
包
圍
↓
國
軍
開
城
投
降
，
共
軍
全
面
控
制
華
北 

 

Ｃ
平
津
會
戰
（
平
津
戰
役
）
：（
一
九
四
八
年
十
二
月
到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 

 
 

五
十
萬
國
軍
遭
殲
滅
，
長
江
以
北
淪
陷
↓
共
軍
渡
過
長
江
，
三
個
月
後
南
京
淪
陷 

 

Ｂ
徐
蚌
會
戰
（
淮
海
戰
役
）
：（
一
九
四
八
年
十
一
月
到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 

 
 

遼
瀋
戰
役
後
，
中
國
人
民
解
放
軍
首
次
在
兵
力
數
量
方
面
超
越
中
華
民
國
國
軍
。 

 
 

損
耗
國
軍
在
東
北
投
入
的
近
百
萬
人
力
↓
成
為
日
後
華
北
全
面
潰
敗
遠
因 

 

Ａ
遼
西
會
戰
（
遼
瀋
戰
役
）
：（
一
九
四
八
年
九
月
到
十
一
月
） 

●
補
充
：
三
大
戰
役 

 

↓
駐
守
北
平
、
天
津
的
六
十
萬
國
軍
稍
後
投
降 

 

↓
長
江
以
北
完
全
被
共
軍
占
領 

２
過
程
：
超
過
一
百
萬
的
國
軍
部
隊
在
國
共
戰
爭
中
潰
敗 

１
時
間
：
一
九
四
八
年
年
底
到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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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時代：階級鬥爭與社會主義改造 

土地改革 

和鎮壓反革命 
消滅私營經濟 大躍進 文化大革命 

３
實
施
鎮
壓
反
革
命
運
動
（
百
花
齊
放
、
大
鳴
大
放
） 

２
以
群
眾
運
動
方
式
鬥
爭
地
主
，
重
新
分
配
土
地 

 
 

的
對
象
，
並
且
鼓
勵
中
、
下
農
激
烈
鬥
爭
，
如
舉
辦
人
民
公
審
、
暴
力
革
命
等
，
造
成
百
萬
地
主
喪
生
。 

 

中
共
以
階
級
鬥
爭
思
維
，
將
農
民
劃
分
為
貧
農
、
佃
農
、
中
農
、
富
農
與
地
主
，
富
農
與
地
主
則
是
被
鬥
爭 

１
一
九
五
○
年
率
先
在
農
村
推
動
土
地
改
革 

Ｂ
方
式
：
以
群
眾
動
員
方
式
，
用
告
密
、
檢
舉
、
開
群
眾
大
會
批
判
等
手
段
，
對
犯
錯
者
進
行
攻
擊
和
羞
辱
。 

 
 

 
 

（
反
對
行
賄
、
反
對
偷
稅
漏
稅
、
反
對
盜
騙
國
家
財
產
、
反
對
偷
工
減
料
、
反
對
盜
竊
經
濟
情
報
） 

Ａ
對
象
：
對
官
員
的
三
反
運
動
（
反
貪
污
、
反
浪
費
、
反
官
僚
主
義
）、
對
私
營
企
業
家
的
五
反
運
動 

●
補
充
：
三
反
五
反
運
動(

時
間
：
一
九
五
一
到
一
九
五
二
年) 

３
企
業
入
股
領
息 

 
 

 
 

 
 

 
 

４
中
國
正
式
邁
向
社
會
主
義 

１
手
動
消
滅
城
市
工
商
業
資
本
家 

 
 

２
企
業
店
鋪
進
行
公
私
合
營
，
將
企
業
交
由
政
府
接
管 

 
 

用
斗
大
頭
條
寫
上
誇
張
數
字
，
刺
激
各
省
領
導
的
競
爭
心
態
，
導
致
大
躍
進
變
成
了
大
饑
荒
。 

●
補
充
：
黨
報
中
的
浮
誇
風│

│

《
人
民
日
報
》
在
大
躍
進
定
調
人
有
多
大
膽
，
地
有
多
大
產
， 

５
各
公
社
誇
大
產
量
，
收
成
被
徵
收
換
取
外
匯
↓
飢
荒 

 

公
是
指
「
人
民
公
社
比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社
更
加
社
會
主
義
化
，
更
加
集
體
化
。
」 

 

大
是
指
公
社
規
模
大
，
便
於
進
行
大
規
模
綜
合
生
產
建
設 

●
補
充
：
一
大
二
公 

 

Ｃ
禁
止
社
員
藏
糧
、
煮
飯 

 

Ｄ
符
合
「
一
大
二
公
」
的
理
想 

 

Ａ
農
民
不
再
保
留
收
成 

 
 

Ｂ
吃
飯
由
公
共
食
堂
負
責 

４
將
農
村
改
造
成
人
民
公
社 

 

Ｃ
濫
伐
樹
木
、
亂
蓋
煉
鋼
爐
↓
煉
出
一
堆
廢
鐵
、
下
田
沒
農
具
、
煮
飯
沒
鍋
子
、
造
成
生
態
浩
劫 

 

Ａ
以
為
激
勵
工
農
，
生
產
效
率
就
能
倍
增 

 
 

 

Ｂ
大
肆
徵
收
民
間
鐵
製
農
具
、
炊
具 

３
全
民
進
行
大
煉
鋼
： 

 
 

三
者
合
稱
「
三
面
紅
旗
」
，
是
大
躍
進
期
間
中
共
經
濟
政
策
的
最
高
指
導
原
則
。 

 
 

 

（「
總
路
線
」
是
一
段
口
號
，
全
文
為
「
鼓
足
幹
勁
，
力
爭
上
游
，
多
快
好
省
地
建
設
社
會
主
義
」
） 

 

「
大
躍
進
」
和
「
人
民
公
社
」
，
加
上
「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總
路
線
」
， 

●
補
充
：
三
面
紅
旗 

 

指
蘇
聯
計
畫
以
十
五
年
時
間
在
經
濟
上
超
越
美
國
，
而
中
共
則
打
算
在
相
同
時
間
內
趕
上
或
超
越
英
國
。 

●
補
充
：
超
英
趕
美 

２
一
九
五
七
年
提
出
「
超
英
趕
美
」
主
張 

１
目
標
：
追
求
經
濟
成
長
，
實
踐
共
產
主
義 

 

逼
迫
承
認
、
寫
自
白
書
，
不
少
人
被
紅
衛
兵
打
死
，
或
自
殺
。
但
造
反
有
理
下
，
紅
衛
兵
不
用
負
任
何
責
任 

 
 

 

直
接
公
審
反
革
命
分
子
。
這
群
被
鬥
爭
者
，
多
是
學
者
、
地
方
紳
望
等
無
辜
人
士
，
卻
被
紅
衛
兵
用
私
刑 

 

紅
衛
兵
藉
口
搜
查
反
革
命
分
子
、
蒐
集
反
革
命
證
據
，
四
處
翻
箱
倒
櫃
，
甚
至
開
起
人
民
法
院
（
鬥
鬼
臺
）
， 

●
補
充
：
熱
情
「
過
度
」
的
紅
衛
兵 

 

「
打
倒
走
資
本
主
義
道
路
的
當
權
派(

走
資
派)

」
、「
革
命
無
罪
，
造
反
有
理
」
等
。 

 
 

對
主
政
者
不
滿
，
被
毛
澤
東
「
革
命
不
是
請
客
吃
飯
」
的
一
席
話
所
鼓
動
，
紛
紛
起
身
革
命
，
呼
喊 

●
補
充
：
紅
衛
兵│

│

不
是
軍
人
，
是
一
群
高
中
、
大
學
生
組
成
的
團
體
，
年
輕
人
多
半
對
時
政
失
望
、 

 
 

收
錄
毛
澤
東
言
論
，
且
為
了
方
便
攜
帶
，
利
於
大
眾
傳
播
，
特
別
印
製
成
小
書
。 

 

原
稱
為
《
毛
主
席
語
錄
》，
為
中
共
官
方
編
輯
、
發
行
，
全
書
分
階
級
鬥
爭
、
反
帝
國
主
義
等
專
題
，  

●
補
充
：《
毛
語
錄
》（
又
稱
小
紅
書
、
紅
寶
書
） 

 

出
版
界
的
資
產
階
級
代
表
人
物
」，
使
得
在
文
革
期
間
這
五
「
界
」
成
了
文
革
重
點 

●
補
充
：
五
一
六
通
知│

│

毛
澤
東
在
「
通
知
」
說
到
要
「
徹
底
批
判
學
術
界
、
教
育
界
、
新
聞
界
、
文
藝
界
、 

４
許
多
黨
政
領
導
官
員
被
打
成
反
革
命
，
被
鬥
爭
致
死 

３
目
的
：
推
翻
劉
少
奇
、
鄧
小
平
為
首
的
當
權
派 

２
一
九
六
六
年
發
起
文
化
大
革
命
，
鼓
吹
學
生
組
成
紅
衛
兵 

 

鄧
小
平
所
領
導
的
部
隊
，
在
國
共
戰
爭
中
戰
績
卓
越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成
立
後
，
為
中
共
中
央
總
書
記
。 

●
補
充
：
劉
少
奇
在
中
共
黨
內
權
力
僅
次
於
毛
澤
東
，
一
九
五
九
年
後
擔
任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國
家
主
席
。 

 
 

處
心
積
慮
奪
回
黨
政
主
導
權
↓
聯
合
國
防
部
長
林
彪
，
重
回
槍
桿
子
出
政
權
的
老
路 

 
 

終
止
了
大
躍
進
時
期
的
理
想
主
義
浮
誇
風
，
走
向
實
用
主
義
的
務
實
改
革
，
但
卻
讓
毛
澤
東
甚
為
不
滿
，  

 
 

大
饑
荒
是
三
分
天
災
，
七
分
人
禍
，
並
與
鄧
小
平
聯
手
取
得
黨
國
領
導
權
，
推
出
廢
止
公
社
、
停
止
煉
鋼
，  

●
補
充
：
一
九
六
二
年
的
中
共
高
層
會
議
中
，
劉
少
奇
公
開
批
評
毛
澤
東
在
大
躍
進
時
期
的
政
策
，
認
為 

１
大
躍
進
失
敗
，
使
毛
澤
東
失
去
決
策
主
導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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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時代：改革開放來臨 

政治、經濟改革 六四天安門事件 1990 年代後的政治、經濟發展 

 
 

不
過
特
區
吸
納
大
量
人
口
與
資
源
，
不
只
拉
大
城
鄉
差
距
，
也
擴
大
沿
海
及
內
陸
區
域
發
展
差
距
。 

 

招
徠
外
資
、
港
資
和
僑
資
投
資
，
引
進
先
進
技
術
，
使
特
區
的
經
濟
迅
速
起
飛
，
並
帶
動
東
南
沿
海
發
展
。 

 

經
濟
特
區
提
供
廉
價
的
勞
工
、
土
地
、
基
礎
設
備
、
關
稅
減
免
等
措
施
，
類
似
臺
灣
加
工
出
口
區
的
作
法
，  

●
補
充
：
經
濟
特
區│

│

深
圳
經
驗 

 
 

（
３
）
改
革
國
營
企
業
體
制
：
企
業
自
負
盈
虧
、
減
輕
企
業
利
潤
上
繳
的
比
例 

 

 
 

（
２
）
建
立
經
濟
特
區
：
於
深
圳
、
珠
海
、
汕
頭
、
廈
門
試
驗
吸
引
外
國
企
業
投
資
、 

 
 

（
１
）
廢
除
人
民
公
社
制
度
：
允
許
農
民
經
營
副
業
、 

 

Ｂ
經
濟
開
放
：  

 

Ａ
政
治
保
守
：
堅
持
共
產
黨
領
導
、
抗
拒
政
治
改
革
、
元
老
干
政 

２
鄧
小
平
重
新
掌
權
：
務
實
的
經
濟
路
線
：
吸
引
外
資
、
促
進
經
濟
成
長
（
「
具
有
中
國
特
色
的
社
會
主
義
」） 

 
 

↓ 

在
文
革
期
間
被
打
倒
的
高
層
官
員
返
回
政
壇 

１
一
九
七
六
年
九
月
毛
澤
東
病
逝 

↓ 

「
四
人
幫
」
被
捕 

↓ 

文
化
大
革
命
結
束 

 

Ｃ
事
件
後
，
江
澤
民
被
指
定
為
新
任
總
書
記 

 

Ｂ
六
月
四
日
凌
晨
在
北
京
天
安
門
廣
場
進
行
血
腥
鎮
壓 

 

Ａ
鄧
小
平
最
終
採
取
強
硬
的
態
度 

４
結
果
： 

 
 

軍
隊
在
天
安
門
廣
場
逮
捕
、
驅
趕
抗
議
分
子
，
死
亡
人
數
不
明 

 

Ｅ
六
月
四
日
事
件
結
束
：  

 

Ｄ
六
月
三
日
鄧
小
平
下
令
軍
事
鎮
壓
，
開
始
武
力
清
場
（
坦
克
人
） 

 

Ｃ
五
月
二
十
日
中
國
國
務
院
宣
布
戒
嚴 

 
 

民
眾
聚
集
天
安
門
廣
場
前
，
還
豎
立
象
徵
民
主
自
由
的
女
神
像 

 

Ｂ
五
月
十
七
日
民
眾
抗
爭
升
級
：  

 
 

人
們
藉
由
悼
念
批
評
時
政
，
被
視
為
六
四
的
導
火
線 

 

Ａ
四
月
十
五
日
胡
耀
邦
去
世
：  

３
事
件
：
全
國
性
的
學
生
運
動
，
以
政
治
民
主
化
為
訴
求 

２
時
間
：
一
九
八
九
年
春
天 

 
 

 
 

 

如
：
物
價
飛
漲
、
官
員
貪
污
等 

１
背
景
：
一
九
八
○
年
代
改
革
開
放
產
生
許
多
問
題
， 

 
 

Ｃ
擴
張
國
際
間
政
經
影
響
力 

 

Ｂ
經
營
與
美
、
歐
、
日
之
間
的
「
大
國
外
交
」 

 

Ａ
開
放
自
由
市
場
、
引
進
外
資 

２
接
班
的
江
澤
民
持
續
改
革
開
放
的
理
念
： 

 

↓ 

促
使
中
國
經
濟
長
期
高
速
成
長 

 

↓
鄧
小
平
出
面
強
調
經
濟
發
展
的
重
要
性 

１
六
四
事
件
後
，
經
濟
成
長
下
滑 

 

    

（
５
）
正
確
的
政
治
路
線
，
靠
正
確
的
組
織
路
線
來
保
證
（
６
）
堅
定
社
會
主
義
信
念 

 
 

 

（
３
）
抓
住
有
利
時
機
，
集
中
經
濟
建
設 

 
 

 
 

 

（
４
）
打
擊
各
種
犯
罪
活
動 

 
 

（
１
）
堅
持
一
個
中
心
、
兩
個
基
本
點 

 
 

 
 

 
 

（
２
）
加
快
改
革
開
放
，
大
膽
地
試
、
大
膽
地
闖 

 
 

 

《
在
武
昌
、
深
圳
、
珠
海
、
上
海
等
地
的
談
話
要
點
》
，
重
點
六
點
： 

 
Ｄ
鄧
小
平
在
南
巡
期
間
發
表
了
許
多
重
要
談
話
，
南
巡
結
束
後
，
期
間
的
談
話
整
理
為 

 
 

 
↓
保
八
保
衛
戰
：
成
長
率
維
持
８
％
到
９
％
、
維
持
就
業
率
、
避
免
引
發
社
會
問
題 

 
 

（
２
）
負
面
：
通
貨
膨
脹
、
貧
富
差
距
、
有
泡
沫
化
危
機 

 
 

（
１
）
正
面
：
經
濟
成
長
率
（
１
０
％
以
上
）
、
創
造
新
富
階
級
、
大
量
工
作
機
會 

 

Ｃ
效
果
：  

 
 

 

北
京
保
守
派
發
表
「
南
巡
講
話
」 

穩
定
經
濟
官
員
的
信
心
、
解
除
招
商
投
資
疑
慮 

 

Ｂ
南
巡
安
撫
：
一
九
九
二
年
一
、
二
月
期
間
，
鄧
小
平
南
巡
上
海
、
深
圳
、
珠
海
，
透
過
南
方
媒
體
向 

 
 

（
３
）
經
濟
考
驗
：
改
革
開
放
被
迫
緊
縮
、
鄧
小
平
擔
心
被
否
定 

 
 

（
２
）
外
交
不
穩
：
西
方
國
家
抨
擊
中
共
、
實
施
聯
合
經
濟
制
裁 

 
 

（
１
）
時
局
動
盪
：
趙
紫
陽
遭
罷
黜
，
江
澤
民
繼
任
總
書
記 

 

Ａ
背
景
：
天
安
門
事
件
後 

●
補
充
：
鄧
小
平│

│

南
巡
講
話 

 
 

抬
頭
，
改
革
開
放
政
策
一
度
緊
縮
，
使
得
經
濟
成
長
率
下
滑
。 

●
補
充
：
天
安
門
事
件
後
，
以
美
國
為
首
的
西
方
國
家
對
中
共
展
開
聯
合
經
濟
制
裁
，
加
上
中
共
黨
內
保
守
勢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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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戰 

朝鮮半島分裂 韓戰爆發 地圖 中國「抗美援朝」 戰火下的人民 

 
 

但
因
遭
控
選
舉
舞
弊
，
一
九
六
○
年
被
迫
下
臺
。 

 

一
九
四
八
年
李
承
晚
在
美
國
的
支
持
下
，
當
選
大
韓
民
國
第
一
任
總
統
，
之
後
也
當
選
第
二
、
三
任
總
統
，  

 

為
李
氏
朝
鮮
的
後
裔
，
一
九
○
四
年
留
學
美
國
，
曾
在
海
外
積
極
從
事
民
族
獨
立
運
動
。 

●
補
充
：
李
承
晚 

 

一
九
四
九
年
六
月
北
朝
鮮
勞
動
黨
與
南
朝
鮮
勞
動
黨
合
併
，
更
名
「
朝
鮮
勞
動
黨
」，
選
舉
金
日
成
為
委
員
長
。 

 
 

金
日
成
在
蘇
聯
的
支
持
下
，
為
北
朝
鮮
勞
動
黨
實
際
領
導
人
。 

 
 

之
後
獨
立
建
黨
稱
「
北
朝
鮮
共
產
黨
」，
並
在
統
合
其
他
共
黨
組
織
後
更
名
為
「
北
朝
鮮
勞
動
黨
」
。 

 

二
戰
結
束
後
，
蘇
聯
占
領
下
的
平
壤
成
立
獨
立
的
共
黨
組
織
，
起
先
自
稱
「
朝
鮮
共
產
黨
北
韓
分
局
」
，  

 

最
早
成
立
於
一
九
二
五
年
， 

但
一
九
二
八
年
在
日
本
殖
民
政
府
強
力
緝
捕
下
宣
布
解
散
。 

●
補
充
：
朝
鮮
共
產
黨 

 

Ｂ
南
韓
：
美
國
透
過
民
主
選
舉
制
定
憲
法
，
李
承
晚
擔
任
總
統
，
定
都
漢
城
，
成
立
大
韓
民
國
政
府 

 

Ａ
北
韓
：
蘇
聯
扶
植
領
袖
金
日
成
，
定
都
平
壤
，
建
立
朝
鮮
民
主
主
義
人
民
共
和
國 

●
時
間
：
一
九
四
八
年 

 
 

仁
川
、
漢
城(

首
爾)

淪
陷
後
，
攻
守
逆
轉
，
北
韓
不
僅
精
銳
兵
力
遭
到
殲
滅
，
甚
至
差
點
撤
退
至
中
國
東
北
。 

 
 

首
爾
的
海
港
城
市
仁
川
，
占
領
北
韓
人
民
軍
後
方
，
切
斷
他
們
的
補
給
線
。
北
韓
沒
料
到
美
軍
會
奇
襲
後
方
，  

 

韓
戰
初
期
，
南
韓
、
美
軍
屢
戰
屢
敗
，
差
點
丟
了
朝
鮮
半
島
。
此
時
總
指
揮
官
麥
克
阿
瑟
，
決
定
奇
襲
鄰
近 

●
補
充
：
仁
川
登
陸
扭
轉
戰
局 

 
 

↓ 

北
韓
潰
不
成
軍
聯
合
國
部
隊
趁
勢
反
攻
，
幾
乎
抵
達
中
韓
邊
界
鴨
綠
江
畔 

 
 

↓ 

九
月
聯
合
國
軍
總
司
令
麥
克
阿
瑟
於
仁
川
登
陸
，
截
斷
北
韓
補
給
線
與
退
路 

２
經
過
：
北
韓
二
個
月
便
幾
乎
攻
占
整
個
半
島 

↓ 

聯
合
國
派
兵
增
援 

 

１
時
間
：
一
九
五
○
年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
北
韓
突
然
出
兵
進
攻
南
韓 

 

 

 
戰
後
：
美
國
與
南
韓
、
中
華
民
國
簽
署
共
同
防
禦
條
約
↓
形
成
從
日
本
本
島
延
伸
到
菲
律
賓
的
第
一
島
鏈 

４
戰
時
：
美
國
、
菲
律
賓
、
日
本
簽
署
軍
事
共
同
防
禦
條
約 

 

Ｃ
戰
俘
分
批
遣
返
，
或
交
由
中
立
國
遣
返
委
員
會
處
理 

 

Ｂ
簽
署
後
兩
韓
十
二
小
時
內
停
止
敵
對
行
為
，
七
十
二
小
時
內
撤
出
非
軍
事
區 

 

Ａ
恢
復
北
緯
三
十
八
度
為
分
界
線
，
兩
側
劃
為
非
軍
事
區 

 
 

韓
戰
也
演
變
為
兩
韓
對
峙
。
直
到
一
九
五
三
年
七
月
，
兩
韓
簽
署
《
朝
鮮
停
戰
協
定
》： 

 

杜
魯
門
不
滿
麥
克
阿
瑟
極
欲
統
一
兩
韓
，
於
一
九
五
一
年
十
月
宣
布
撤
換
麥
克
阿
瑟
，  

●
補
充
：《
朝
鮮
停
戰
協
定
》 

 

意
義
：
韓
戰
為
自
由
民
主
國
家
以
軍
事
手
段
遏
制
共
產
勢
力
在
東
亞
的
擴
張
，
故
被
視
為
冷
戰
在
東
亞
的
開
端
。 

３
一
九
五
三
年
七
月
停
戰 

 
 

 

混
入
大
量
前
國
民
黨
軍
隊
，
帶
有
整
肅
非
野
戰
軍
部
隊
的
目
的
。 

 
 

所
以
將
派
遣
軍
稱
為
人
民
志
願
軍
，
掩
飾
中
共
官
方
介
入
的
事
實
。
中
共
總
計
在
韓
戰
投
入
兩
百
萬
大
軍
，  

 

中
共
軍
隊
的
正
式
名
稱
為
人
民
解
放
軍
，
但
中
共
深
恐
派
軍
支
援
北
韓
，
引
起
歐
美
各
國
制
裁
，  

●
補
充
：
人
民
志
願
軍 

２
一
九
五
○
年
十
月
毛
澤
東
下
令
出
兵
：
自
稱
中
國
人
民
志
願
軍
↓
迅
速
占
漢
城
，
後
被
聯
合
國
軍
隊
反
攻
收
復 

１
視
聯
合
國
軍
隊
逼
近
中
國
邊
境
為
挑
釁 

 
 

８
０
％
的
朝
鮮
半
島
土
地
遭
受
戰
火
波
及 

２
影
響
範
圍
：  

 
 

全
朝
鮮
半
島
人
口
１
／
１
０
，
近
三
百
萬
人
喪
生
，
約
一
千
萬
人
家
庭
離
散 

１
喪
生
人
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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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戰 

法越戰爭  美國加入越戰 越戰對平民的傷害 

 

Ｃ
越
南
以
北
緯
十
七
度
暫
時
分
為
南
北
兩
區
域 

 

Ｂ
尊
重
越
南
、
寮
國
與
柬
埔
寨
三
國
的
獨
立
和
主
權 

 

Ａ
法
同
意
退
出
中
南
半
島 

 

主
要
議
題
為
解
決
韓
戰
的
後
續
問
題
以
及
中
南
半
島
的
軍
事
衝
突
。 

 

與
會
者
包
括
法
、
越
、
寮
、
柬
、
英
、
美
、
蘇
、
中
，  

３
日
內
瓦
協
定
：（
時
間
：
一
九
五
四
年
） 

 

Ｂ
一
九
五
四
年
，
奠
邊
府
決
戰
，
法
軍
大
敗
，
終
結
殖
民
統
治 

 

Ａ
一
九
四
六
年
，
法
軍
攻
占
河
內
，
越
盟
轉
入
農
村
進
行
游
擊
戰 

２
過
程
： 

●
補
充
：「
越
盟
」
號
召
越
南
人
民
組
成
聯
合
戰
線
，
以
達
成
反
法
、
反
日
，
及
追
求
國
家
獨
立
之
共
同
目
標
。 

 

Ｂ
胡
志
明
的
越
南
獨
立
同
盟
會
建
立
越
南
民
主
共
和
國 

 

Ａ
二
戰
後
，
法
國
企
圖
恢
復
殖
民
統
治 

１
背
景
： 

 

 
 Ｂ

鄰
近
國
家
先
後
建
立
傾
向
共
產
主
義
的
獨
裁
政
權 

 

Ａ
打
破
美
國
在
東
亞
的
圍
堵
計
畫 

４
影
響
： 

 

↓
一
九
七
五
年
共
軍
發
動
總
攻
勢
↓
南
越
崩
解 

３
一
九
七
三
年
：
美
國
決
定
撤
兵 

 

Ｂ
戰
爭
耗
損
美
國
國
力
，
國
內
示
威
抗
議
頻
傳 

 

Ａ
南
越
政
府
無
法
肅
清
隱
藏
在
鄉
間
的
共
軍 

２
一
九
六
一
年
：
開
始
大
量
派
兵
，
以
軍
機
轟
炸
北
越
領
土 

 
 

 

↓
此
後
美
國
直
接
涉
入
越
南
戰
場 

 
 

公
投
取
消
帝
制
，
改
名
越
南
共
和
國 

１
一
九
五
五
年
：
美
國
支
持
的
吳
廷
琰
當
選
總
統
， 

 

Ｂ
橙
劑
含
有
劇
毒
：
大
量
人
民
出
現
病
變
及
產
出
畸
形
胎 

 

Ａ
對
北
越
叢
林
投
放
大
量
落
葉
劑
，
俗
稱
橙
劑 

２
美
國
空
軍
為
了
消
滅
叢
林
中
的
越
共
軍
隊
： 

１
雙
方
軍
隊
經
常
誤
殺
平
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