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承世代友好的和平理念

———纪念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签署 １５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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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 年 ７ 月ꎬ 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访华ꎬ 两国领导人共同商定ꎬ 双方将签署

以中俄 “世代友好ꎬ 永不为敌” 为主导思想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ꎮ 此后ꎬ 中方

向俄方提交了条约草案ꎮ 经过互换工作文本ꎬ 双方很快就条约的主要内容达成一

致ꎮ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ꎬ 江泽民主席访俄ꎬ 两国正式签署了为期 ２０ 年的 «中俄睦邻友

好合作条约»ꎮ 这个重要条约ꎬ 我们一般都称之为 “大条约”ꎮ

中俄为什么要签 “大条约”

众所周知ꎬ 新中国成立初期ꎬ 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时ꎬ 双方签订过为期 ３０
年的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ꎮ 应该承认ꎬ 这一条约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ꎬ
基本符合当时国际形势的特征和两国各自的根本利益ꎮ 该条约对打破帝国主义对

我国的封锁与围堵ꎬ 维护和巩固新中国的独立、 主权、 领土完整以及促进我国经

济建设ꎬ 曾发挥过积极作用ꎮ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双方国内情况的变化ꎬ 中苏

两国关系经历了从友好结盟到关系恶化ꎬ 以至兵戎相见、 互为仇敌的跌宕起伏过

程ꎮ 这个条约最终未能保证两国关系正常发展ꎬ 结果名存实亡ꎮ 按照条约的规

定ꎬ 在 １９８０ 年期满前一年ꎬ 中方决定条约到期后不延长ꎬ 同时建议就解决两国

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中苏双方都调整了政策ꎬ 表示愿意改善双方关系ꎮ 在共同

努力下ꎬ 经过艰难磋商ꎬ 两国关系逐渐走向缓和、 改善ꎮ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ꎬ 中苏两国

领导人在北京举行高级会晤ꎮ 邓小平同志宣布: 结束过去ꎬ 开辟未来ꎬ 实现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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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正常化ꎮ 从此ꎬ 中苏之间终于结束了近 ４０ 年要么结盟、 要么对抗的不正常

状态ꎬ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正常关系ꎮ 这是新形势下的不结

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国、 睦邻友好的新型国家关系ꎮ 尽管国际形势和国内局

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ꎬ 但双方确定的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不仅经受住了种种考验

和冲击ꎬ 而且成为后来新型中俄睦邻友好关系的坚实根基ꎮ
苏联解体后ꎬ 双方顺利实现了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历史性转换ꎬ 共同致

力于发展超越意识形态的正常睦邻友好合作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ꎬ 俄罗斯副外长库纳

泽来访ꎬ 就叶利钦总统访华的有关问题进行磋商ꎮ 双方着重就高访的政治文件交

换意见ꎮ 俄方强调此访的重要意义ꎬ 提出要签署一个两国关系条约ꎮ 中方表示ꎬ
现在我们不搞条约了ꎬ 一般都发表联合公报ꎮ 俄方称ꎬ 中苏之间已有两个联合公

报ꎬ 而且 “公报” 这个词在俄文中只是新闻消息稿的意思ꎮ 故此ꎬ 俄方又提出

搞 “联合宣言”ꎬ 认为这样比较庄重ꎮ 中方没有接受ꎮ 为了表示诚意ꎬ 中方提出

文件可叫 “联合声明”ꎬ 俄方还是坚持 “联合宣言” 的名称ꎬ 只好留待以后

再议ꎮ
在相互交换高访政治文件草案之后ꎬ 俄罗斯外交部主管局局长拉佐夫率先遣

组来北京商谈文本ꎮ 应对方要求ꎬ 会谈在俄罗斯驻华使馆举行ꎮ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苏

联解体时ꎬ 我和拉佐夫磋商从中苏关系过渡到中俄关系的文件草案ꎬ 就是在中国

驻俄罗斯使馆举行的ꎬ 也算是按照对等轮流原则ꎮ 鉴于双方在文件名称上有分

歧ꎬ 我建议先谈正文ꎬ 并以中方草案为基础ꎬ 俄方同意ꎮ 谈了两个小时ꎬ 除个别

地方外ꎬ 我们就文件的内容基本达成一致ꎮ 双方商定ꎬ 下次再谈留下的 “尾
巴”ꎬ 并希望找到一个相互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ꎮ 我们的授权很明确ꎬ 只搞 “联
合声明”ꎬ 所以必须坚持ꎮ 但对方也不妥协ꎬ 非 “联合宣言” 不可ꎮ 绞尽了脑

汁ꎬ 还是想不出好办法ꎮ 无奈之中ꎬ 我只好求助于俄文权威刘泽荣主编的 «俄汉

大辞典»ꎬ 想在文字翻译上寻找出路ꎬ 结果发现了 “新大陆”ꎮ 俄文 “宣言”
(декларация) 有两种解释: 一是宣言ꎻ 二是 (外交) 共同声明ꎮ 这可好办了ꎬ
既然 “декларация” 有 “共同声明” 的意思ꎬ 不妨同意俄文的表述ꎬ 而中文仍

保留 “联合声明” 的名称ꎬ 可以两全其美ꎮ 我向外交部欧亚司的俄文高翻咨询

请教后ꎬ 马上抱着大辞典ꎬ 去请示田曾佩副部长ꎮ 部领导同意用这种变通办法进

行技术处理ꎬ 同时指示ꎬ 一定要同对方讲清楚ꎬ 届时不能出半点问题ꎮ 对此ꎬ 俄

方也完全赞同ꎮ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ꎬ 我们还就具体操作细节达成 “君子协议”:
当叶利钦总统提到政治文件的名称时ꎬ 俄方翻译成中文 “联合声明”ꎻ 而中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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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讲到 “联合声明” 时ꎬ 中方翻译成俄文 “联合宣言”ꎮ 为了预祝成功ꎬ 俄方

请我们一起喝了香槟酒ꎮ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ꎬ 叶利钦总统再次访华ꎮ 这次访问的重要成果是将两国的 “建

设性伙伴关系” 进一步提高到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ꎮ 本来双方已经商定了两国

元首拟签署的 «中俄联合声明» 的文本ꎬ 但在访华的专机上ꎬ 叶利钦看了这个

文件ꎬ 觉得没有什么突破ꎬ 还不能真正反映两国关系今后的发展方向ꎬ 于是他亲

自将原来表述的 “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 互利合作和面向 ２１ 世纪的建设性

伙伴关系” 改为 “发展平等信任、 面向 ２１ 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ꎮ 其中最

关键的是 “战略协作” 这个词ꎬ 从而将未来的中俄关系定位为战略关系ꎮ 在当

时的背景下ꎬ 提战略伙伴关系还比较敏感ꎬ 俄方曾担心中方不一定会接受ꎮ 江泽

民主席同叶利钦总统见面时说: 你在飞机上修改声明稿ꎬ 我对你工作的认真和高

效表示赞赏ꎮ 我也在积极工作ꎬ 收到你的修改意见时我正在开会ꎬ 马上就表示

同意ꎮ
从 １９９２ 年双方重新承认 “相互视为友好国家”ꎬ 到 １９９４ 年确认两国已具有

“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ꎬ 直至 １９９６ 年宣布建立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ꎬ 两国

关系犹如 “芝麻开花节节高”ꎬ 不断登上新台阶ꎮ 在这样的背景下ꎬ 致力于经济

改革、 和平发展的中俄两国ꎬ 都需要良好稳定的周边环境ꎬ 都期望用法律形式固

定来之不易的睦邻关系ꎮ 可以说ꎬ 日臻成熟的互信合作和互为最大邻国的地缘政

治因素决定了必须确立长期健康稳定的条约关系ꎮ
从国际方面看ꎬ 进入新世纪后ꎬ 世界局势更加复杂多变ꎬ 大国关系面临新的

调整组合ꎮ 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密切战略协作ꎬ 加强相互理解、 相互支持ꎬ 共同应

对各种新挑战、 新威胁ꎬ 推动建立世界多极化格局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新

体系ꎬ 这也是中俄双方的共同战略诉求ꎮ 正是上述几方面的缘由ꎬ 促成中俄双方

下定政治决断ꎬ 采取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一重大的战略举措ꎮ

“大条约” 的基本原则和重要内容

在深入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ꎬ 中俄双方以条约法律形式ꎬ
全面概括了两国关系的主要原则、 精神和成果ꎮ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共计

２５ 条ꎬ 规定了两国今后在政治、 经济、 军事、 科技、 文化和国际事务中合作的

原则和方向ꎬ 强调不针对任何第三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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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关系的基本原则ꎬ 即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

内政、 平等互利、 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ꎬ 长期全面地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和平

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ꎮ 双方相互尊重对方根据本国的国情所选择的发展道

路ꎬ 加强政治、 军事等各领域的相互信任与战略协作ꎬ 在国家独立、 主权和领土

完整问题上相互支持ꎬ 确保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ꎮ 双方满意地指出ꎬ 相互没有

领土要求ꎬ 决心并积极致力于将两国边界建设成永久和平、 世代友好的边界ꎮ 缔

约双方遵循领土和国界不可侵犯的国际法原则ꎬ 严格遵守两国间的国界ꎬ 并继续

谈判解决剩余的边界问题ꎬ 在尚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ꎮ
关于经济合作ꎬ 缔约双方将在互利的基础上ꎬ 开展经贸、 军技、 科技、 能

源、 运输、 核能、 金融、 航天航空、 信息技术及其他双方共同感兴趣领域的合

作ꎬ 促进两国边境和地方间经贸合作的发展ꎬ 并根据本国法律为此创造必要的良

好条件ꎮ
关于军事合作ꎬ 缔约双方根据现行的协定釆取措施ꎬ 加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

的信任和相互裁减军事力量ꎮ 双方不参加任何损害对方主权、 安全和领土完整的

联盟或集团ꎬ 不允许第三国利用其领土损害另一方的主权、 安全和领土完整ꎮ 如

出现缔约一方认为会威胁其安全利益的情况ꎬ 双方应立即进行接触和磋商ꎬ 消除

所出现的威胁ꎮ
关于国际领域的战略协作ꎬ 缔约双方主张严格遵守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

则ꎬ 规定在国与国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ꎬ 反对任何以武力施压或以

种种借口干涉主权国家的行为ꎬ 愿为加强国际和平、 稳定、 发展与合作进行积极

努力ꎮ 双方将大力促进加强两国周边地区的稳定ꎬ 在打击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和

极端主义方面进行积极合作ꎮ 双方共同致力于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ꎬ 将加强

在联合国的合作ꎬ 确保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主要责任ꎮ

“大条约” 的意义和战略价值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集中体现了两国在发展双边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广

泛合作的共同利益和目标ꎬ 是新世纪中俄关系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ꎮ 正是根据

这个条约的精神ꎬ 双方很快妥善解决了 ４０ 年都未谈拢、 最为复杂、 也最为敏感

的黑瞎子岛归属争议问题ꎬ 彻底消除了两国关系中历史遗留下来的一大隐患ꎮ
中俄友好条约摒弃了冷战时代国家关系不是结盟就是对抗的旧思维和旧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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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ꎬ 确定了以互信求安全、 互利求合作的新型国家关系模式ꎬ 为当今国际形势下

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树立了良好范例ꎮ 我国舆论高度评价中俄条约的 “划时代意

义”ꎬ 认为将两国人民 “世代友好ꎬ 永不为敌” 的和平思想用法律形式确定下

来ꎬ 这是两国历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ꎬ 标志双方关系进入一个崭新阶段ꎮ
俄罗斯国家杜马审议批准中俄条约时ꎬ 在出席会议的 ４０９ 名议员中有 ４０７ 人

投了赞成票ꎮ 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表示ꎬ 俄中条约在议会中以如此高票获得通

过ꎬ 这是 “绝无仅有的” (一般都在 ３００ 票左右)ꎮ 俄媒体积极评价条约的重要

意义ꎬ 指出近 ２０ 年来中国没有与其他国家签过如此重要的条约ꎬ 以法律形式固

定与这个伟大邻国的关系ꎬ 对俄来说极为重要ꎮ 俄主管副外长撰文称ꎬ 条约意义

远远超出双边关系范围ꎬ 它已开始在国际生活中引起 “建设性震动”ꎮ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指出ꎬ 中俄双方签订的只是友好条约ꎬ 而非结盟ꎮ 中俄之

间有很长的边界ꎬ 两国和平相处十分重要ꎮ 白宫发言人称ꎬ 中俄之间签约 “不代

表不利于美国利益”ꎮ
法国媒体评称ꎬ 中俄条约不会使两国回到过去共产国际时代的关系ꎬ 而是一

种对双方极为适时的接近ꎬ 以在国际舞台上占有分量ꎬ 试图建立 “世界平衡”ꎮ
日本媒体则认为ꎬ 条约填补了中俄关系的一个空白ꎬ 这是指导相互关系发展

的法律文件ꎬ 其重要性不仅仅是巩固双边关系ꎬ 而在于加强战略上的协调ꎬ 对美

进行牵制ꎬ 因此具有 “特殊意义”ꎮ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签署 １５ 年来ꎬ 两国各方面的关系实现了前所未有

的大发展ꎬ 一直在高水平上运行ꎬ 包括在涉及各自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相互宝贵支

持及能源合作领域的重大突破ꎮ 中俄关系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 最成熟的新型国

家关系ꎬ 双方都十分珍惜这一互利共赢的战略合作ꎮ 正如俄罗斯外长最近所说:
珠穆朗玛峰不会再长高了ꎬ 但俄中关系还会不断攀登新高峰ꎮ

在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访问期间ꎬ 双方隆重举办了纪念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签署 １５ 周年的庆祝活动ꎮ 完全可以预见ꎬ 中俄两国将

本着条约精神ꎬ 遵循 “平等信任、 相互支持、 共同繁荣、 面向未来” 的方针ꎬ
继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ꎬ 以造福于两国人民与世界的和平稳定ꎮ

(责任编辑　 李中海)

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