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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件展品 

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致信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的陈叔通，告知自己迫切期望回国参加建
设，但遭美国政府阻挠，请求祖国帮助早日回国。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

举行。周恩来总理指示王炳南大使以钱学
森给陈叔通的信为依据，与美方进行交涉
和斗争，并迫使美方同意钱学森离美。 

左起李汇川、林平、王炳南、约翰逊。 

1955年8月4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局致信钱
学森，宣布取消1950年8月23日对他的禁
令，通知其可以离开美国。 



中美日内瓦会谈的缘起 

• 新中国成立后，少数
在华美侨因为触犯中
国法律而被扣押。朝
鲜战争期间，一些美
国军事人员因为入侵
中国领海、领空而被
捕。在当时拒不承认
新中国的情况下，争
取被关押的在华美侨
能够早日回国成为美
国政府的难题。 

• 1954年3月24日，在
指责中国“抓捕并扣
留美国人为罪犯”等
行为的同时，艾森豪
威尔总统指示国务卿
杜勒斯积极采取实际
行动来解决问题。  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 



中美日内瓦会谈的缘起 

•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援引多种法律和法规禁止中国留学生返回大
陆，而新中国急需以钱学森为代表的旅美科技人员回国参加国防建设。在
朝鲜战争停战后，美国和中国都有通过谈判使本国侨民得以顺利归国的需
求，而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为中美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接触机会。 

 

 

 

 

 

 

在日内瓦会议期
间，美方在5月
19日通过英方与
中方进行接触。
周恩来获悉后决
定不拒绝接触。 

图为1954年4月
26日周恩来总理
率领中国代表团
步入日内瓦会议
会场。 



承上启下的中美日内瓦领事级会谈 

• 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期间郑重
表示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对
此，美方也表露出改善双边关系的意愿。 

• 5月19日，周恩来在会见前来斡旋的印度常驻联
合国代表梅农时指出，对“要求回国的中国留
学生和其他中国侨民，美国应不加限制，让他
们有自由回来”。 

• 中国政府在5月24日决定将4名美国飞行员驱逐
出境。美方获悉后于5月30日在日内瓦会谈中对
此表示欢迎，同时希望其他美侨也能尽快回国。
美方还根据5月14日的国内指示声明：所有针对
想回大陆的中国留学生的禁令已经被撤销，除
了两个不再想离开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美国政府一再禁止家属探望在华美侨的行为引发了部分美国民众的不满，
而第一批美军战俘的获释使美国民众更加关注其余在华美侨的命运。当时
大多数美国民众希望政府在平民回国问题上继续与中方做交易。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期间 



艾森豪威尔最终同意放钱学森离境 

• 面对日益加重的国内政治压力，
1955年6月10日艾森豪威尔与
杜勒斯在华盛顿做了一次重要
的谈话。杜勒斯想把仍被关押
的美国飞行员与中国侨民问题
区分开来，认为美国没有义务
必须送还中国留学生。艾森豪
威尔则认为：当那些中国留学
生来到美国时，他们默认自己
将被允许返回祖国。我们应该
让所有的中国留学生回去。杜
勒斯指出：国防部认为有两个
中国留学生不一定适合放回中
国大陆，因为他们掌握了高度
机密的信息。艾森豪威尔认为
这不应该成为障碍，觉得他们
掌握的信息可能没有美国政府
认为的那么有价值。杜勒斯最
后表示将进一步研究这件事。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 



钱学森的求援信与中美大使级会谈 
• 1955年6月，钱学森夫妇偶然得到

一本1955年5月号的《中国画报》
英文版。画报中有他们熟悉的陈
叔通和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五一
节游行队伍的照片及说明。 

• 钱学森一直在关注中美日内瓦会
谈的消息，从报纸上得知中美有
交换被扣侨民的可能，而美方表
示已经释放了所有希望回国的中
国留学生。于是，他在6月15日给
陈叔通写了一封求援信，说明自
己回国受阻的真相。 

• 中美双方在7月25日发表了中美两
国同意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
的新闻公告。  

左为1955年5月号《中国画报》截图 



钱学森的求援信与中美大使级会谈 

• 虽然钱学森的求援信可以用来
驳斥美方声称早已不再限制在
美华侨回国和钱学森已经不想
离开美国的谎言，但是在中方
公布钱学森的求援信前，钱学
森已经获准离美。因为十一名
美国飞行员抵达香港的日期和
钱学森获准离美的日期是同一
天，所以美方通知钱学森可以
回国是对中方释放这批飞行员
的积极回应。 

• 几十年后，约翰逊在接受采访
时承认钱学森的离开的确是一
场交易的一部分。他指出，钱
学森和其他在美国的中国科学
家是用来交换美国在华滞留人
员的“关键筹码”。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周恩来曾评价说：
“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
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
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
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
的，有价值的。” 

       左三为林平，时任外交部美澳司专员、副
司长 。左二为李汇川，时任外交部苏联东
欧司副司长、代司长 



结  论 

• 在中美日内瓦会谈中，钱学森既是中方设
法营救回国的首要目标，也是美方在后期
用来换回被俘飞行员的关键筹码。影响美
国政府是否同意钱学森离境的因素首先是
他是否对美国的国防安全构成潜在的巨大
威胁，其次是中国政府是否愿意为交换钱
学森付出足够的筹码。在关于平民回国问
题的谈判中，中美双方逐渐形成了一种等
价交换的默契。 

• 中美在日内瓦会谈中关于平民回国问题的
外交博弈实质上是对中国留美科技人才的
争夺。在谈判过程中，中美领导人都在不
断地权衡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最终，美
国领导人认为解救被俘的飞行员所带来的
国内政治收益大于释放钱学森所产生的国
防安全风险，而中国领导人为了获得解救
钱学森带来的国防安全收益，甘冒国内政
治风险而提前释放被俘的美国飞行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