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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湾光复以后，闽台两省各方面的交流得到恢复，双方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

的发展阶段。从 1945 年抗战胜利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这短短的四年间，闽台关

系呈现出良好的互动局面，在人员往来、经济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了一定

的发展，对两省的生产建设和社会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本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历史研究方法和文献分析方法，对台湾光复初

期的闽台关系进行系统和全面的考察，并分析这一时期闽台关系的特点，从而对

其作出历史评价。 

本文分为七个部分： 

前言，说明研究的缘起及意义，回顾和评介前人的学术成果，介绍本文运用

的史料和研究方法。 

第一章，回顾台湾光复以前的闽台关系，理清闽台关系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线

索。 

第二章，考察台湾光复初期闽台人事关系，论述福建为台湾培养和输送大批

行政干部、教师和各方面专业人才的情形。 

第三章，考察台湾光复初期闽台经济贸易关系，论述在交通、邮电和汇兑恢

复的基础上，两省在经济考察、商业贸易、物资交换、技术合作、生产建设等方

面的交流与互动。 

第四章，考察台湾光复初期闽台文化教育关系，论述台湾学生就读福建和福

建学生赴台求学，福建师生赴台参观、考察、实习、讲学以及闽台在新闻、文学、

艺术、体育等诸多方面密切交流的情形。 

第五章，考察台湾光复初期闽台其他方面的关系，论述部分闽台团体在这一

时期的活动情况，闽台各界相互救助，以及台湾各界赈济福建灾民的情形。 

结语，总结和归纳全文，分析台湾光复初期闽台关系的几个特点，并论述其

对两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后，指出本文的局限性和不足。 

 

关键词：台湾光复；闽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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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aiwan's recovery, the intercourses and cooperations between Fujian and 

Taiwan had been revived in all aspects, bilateral relation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victory of anti-Japanese war in October 1945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P.R. China in October 1949, Fujian-Taiwan relations presented a 

favorable interactive situation during the initial four years, which were manifested in 

personnel exchanges, economy and trade, culture, education in all directions. Bilateral 

relations had played a positive role on two provinces’ productions, construc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s of social and economy. 

  This paper takes the method of textual analysis and historical analytical method 

under the guide of Materialism, studies Fujian-Taiwan relations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Taiwan's recovery systemically and comprehensively. In conclusion, 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a comment on Fujian-Taiwan relations with analysis of its 

characteristic during that period. 

This paper consists of seven parts: 

Preface covers the incentive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literature review,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research method. 

  Chapter One reviews the history of Fujian-Taiwan relations before Taiwan's 

recovery, unfolds the historical skeleton of these relations. 

  Chapter Two reviews personnel relations between Fujian and Taiwan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Taiwan's recovery, which tries to illustrate that Fujian trained and 

provided lots of important officials, teachers and professionals of various aspects for 

Taiwan. 

  Chapter Three review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of this topic. It illustrates the 

development of sending economical inspection group mutually, commercial trade, and 

commodity exchanges, technical collaboration and production exchanges between 

two provinces, which based on the revival of transportation, posts, 

telecommunications and remittance  

  Chapter Four studies on culture and education relations between Fujian and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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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Taiwan's recovery. It bewrites that Taiwan students  

studied in Fujian and Fujian Students studied in Taiwan, Fujia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t one time went to visit, practise and give lectures in Taiwan, which also introduces 

the intercourse and cooperation in news ,literature, art and sports between two 

provinces.  

  Chapter Five studies on other relations related to the topic. It introduces the activity 

of civic groups during the period, and also illustrates aiding and relieving mutually 

between Fujian and Taiwan. 

  Conclusion sums up this paper. It analyses the characteristic of Fujian-Taiwan 

relations during that period, and illustrates that how these relations influenced two 

provinces’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end, it points out the limitations 

and shortcomings of this paper.  

 
Key words：Taiwan’s Recovery；Fujian-Taiwan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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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光复初期闽台关系研究（1945－1949） 

 1 

前  言 

一  研究的缘起及意义 

福建与台湾一衣带水，隔海相望，由于有着相近的地理和人文条件，自古以

来闽台两地的关系就特别密切，不可分割。在血缘上，台湾人大多数是福建移民

的后裔，闽台人民同根同缘，血脉相连；在经济上，福建移民为台湾的 发作出

了重要的贡献，闽台人民共建家园，在经济上有很强的互补性；在文化上，闽台

语言相通、习俗相同，宗教信仰一脉相承，闽台文化关系源远流长。 

1683 年，清政府统一了台湾，在此后的两百年间，台湾作为福建省辖下的地

方行政区域，与福建内地的政治关系、经贸往来、文教关系更加密切。1885 年，

台湾建省，福建在各方面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援和帮助。1895 年，甲午战败，台湾

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据时期，闽台之间虽然仍有交流，但由于受到种种限制，

双方关系无法得到正常的发展，尤其在抗战爆发后几乎宣告断绝。1945 年，日本

投降，抗战胜利，台湾光复，闽台交流才得以全面的恢复。短短四年间，闽台关

系呈现出多元的发展趋势，在人员往来、经济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了一定

的发展，对两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49 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

因，闽台关系又被迫中断。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随着祖国大陆改革 放的深入，福建和台湾的交流

也日益密切，两地人员往来频繁，经济贸易关系日趋密切，台商投资福建的规模

日趋扩大，双方在文化、教育、旅游等诸多方面也 展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

新时期的闽台关系得以蓬勃发展。 

长期以来，对闽台关系的研究一直受到海峡两岸学术界的重视，研究的时间

范围从远古时期直到当代，涉及闽台关系的方方面面，如政治、经济、文化、教

育、宗教和民俗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遗憾的是，对于台湾光复初

期
①
 闽台关系的研究较少，且多从其中的某一个方面进行论述，缺乏系统性和全

面性。 

基于以上的原因，本文尝试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从全局入手，对台湾光复

                                                        
① 本文中所指的台湾光复初期，指 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后，到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这四年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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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  

初期的闽台关系进行系统和全面的考察，并分析这一时期闽台关系的特点和对两

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而对其作出历史评价，试图弥补以往闽台关系史研究

中的不足。目前，海峡两岸关系处于重要时期，研究台湾光复初期的闽台关系，

以史为鉴，可以为构建新时期的两岸关系，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提供借鉴。所以，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  研究的回顾与述评 

对台湾光复初期闽台关系的研究，主要以论文为主，且研究者多为福建一带

的学者，而在台湾学术界，就笔者所见的文献而言，至今未见到对这一问题进行

过专门的研究。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林真利用福建省档案馆馆藏的有关档案资料，写成了

《抗战胜利后闽台交流的恢复和发展》，对台湾光复初期的闽台关系作了简要的回

顾，文中涉及人才交流、互派考察团、举办展览会、经济交流、科技文化交流等

方面，
①
 这是学术界第一次对这一时期闽台关系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此后，林

真在《台湾光复初期闽台经济关系初探》一文中，从经济考察、物资交流和生产

建设三个方面探讨了台湾光复初期福建与台湾之间的经济关系，并指出这一时期

的闽台经济关系具有时间短和互补性两个特点。
②
 1993 年，福建省档案馆、厦门

市档案馆编纂出版了《闽台关系档案资料》一书，
③
 该书汇集了档案资料共 500

多份，涉及从 1912 年至 1949 年，闽台两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

面的交往情况，其中收录了不少涉及台湾光复初期闽台关系的档案资料，为后来

的研究者提供了便利。 

近些年来，学术界对台湾光复初期闽台关系的研究重点转移到文化教育交流

上来。黄新宪的《抗战胜利后的闽台教育关系》一文，从福建为台湾培养和提供

师资、福建学生赴台湾就读、福建师生赴台湾参观、学习、考察和讲学以及台湾

学生赴福建就读等四个方面对台湾光复初期的闽台教育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

顾，并分析了两省教育关系发展较快的原因。
④
 史习培、俞歌春在《解放战争时

期闽台文化交流》一文中则回顾了台湾光复后三四年间闽台两省在教育、新闻广

                                                        
① 林真：《抗战胜利后闽台交流的恢复与发展》，《福建论坛》，1989 年第 5 期。 
② 林真：《台湾光复初期闽台经济关系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 年第 3 期。 
③ 福建省档案馆、厦门市档案馆编：《闽台关系档案资料》，鹭江出版社，1993 年版。 
④ 黄新宪：《抗战胜利后的闽台教育关系》，《教育评论》，1999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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