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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１９５０年至２００９年，中越陆地边界的划定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间，虽然中越两国的政治关系和各

自的边界认知是影响边界划定的直接因素，但国际因素也对中越陆地边界的划定产生了重要影响。实际

上，国际因素在一些特定历史时期内对中越边界局势的左右超过了两国政治友谊的影响，其中超级大国

的远东政策是影响中越边界问题发展走向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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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３日，１１１６号和１１１７号界碑的揭
幕，标志着为期１０年的中越陆地边界全线勘界立碑

工作的全面完成，也是中越①双方自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０

日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陆

地边界条约》以来取得的重大外交成果，具有十分

深远的意义。历史上，中越陆地边界问题十分复杂，

中越两国对边界的确定亦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

程。到目前为止，在中越边界的研究上，中国学术

界多是以中国视角对该问题进行探析，极少从国际

关系的视角对影响中越陆地划界的因素进行系统研

究。在世界呈多极化发展的今天，国家边界交涉中

除了当事国双边因素外，国际多边因素逐渐发挥着

越来越大的影响。就中越边界问题而言，对两国划

界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国际因素进行分析，不仅能够

立体地呈现中越陆地划界的经过，而且对当代中国

解决边界问题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

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８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越南民
主共和国予以承认，成为首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

的国家。１９７５年之前，中越两国政府保持着 “同

志加兄弟”的友谊。关于中越陆地边界问题，

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５８年间，两党换文中对此作了明确规
定，即两国政府应遵循中法界约划定的中越陆地边

界线，以当下实际管辖范围为基础，采取维持现状

的政策。中越两国在陆地边界问题上作出该项决

议，是与当时两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分不开的。

对中国而言，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面临的国际形势十分严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

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世界进入冷战时期。中华人民

共和国作为新生的政权，与苏联、蒙古、东欧等社

会主义国家结成同盟，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

营展开对抗。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４年，麦卡锡主义在美
国甚嚣尘上，受其影响，美国对中国等新生的共产

党国家实行遏制政策，先后成立日美韩台联盟、东

南亚条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等国际组织，对中国

进行政治围堵和经济封锁。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
鲜战争爆发，美国加入朝鲜战事，企图以朝鲜半岛

为基础，实现对中国的战略威慑。在这种国际形势

下，中国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国家安全，打破西方资

本主义势力的经济遏制政策，而对于晚清、民国时

期所遗留的与周边国家的划界问题，中国政府采取

了 “不承认主义”和 “暂时维持现状”的办法［１］。

然而，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言，该项办法只是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所采取的

“权宜之计”［１］，随着形势的发展是要发生改变的。

１９５５年１１月，中缅黄果园边界发生冲突事件，使
中共中央认识到中国与周边国家边界问题的解决应

逐渐提上日程。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６０年，中缅两国政府
通过对话、磋商，于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１日在北京签订
了新的中缅边界条约。中缅边界的划定成为中国与

周边邻国解决边界问题的典范。此后，中国先后同

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签订了边界条约①，一

些历史遗留问题也得到了顺利解决。

中缅边界的成功划定为中越边界问题的解决提

供了范例。然而，由于战争和国际政治博弈的影

响，中越陆地边界的划定受到阻碍。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法国殖民者重返东南亚，妄图恢复其殖民统

治。１９５４年，越南取得抗法斗争的胜利。同年 ７
月的日内瓦会议中，法国被迫承认越南独立，其在

东南亚地区的殖民统治瓦解。然而，此时的越南分

为南北两个政权，国家未实现统一。１９５５年，南
越成立 “越南共和国”，获得美国的支持，为南北

越统一增加了阻力。１９６１年，美国介入越南战争，
直接参与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行动，美、越之

间遂展开了长达１２年的战争。１９７３年，受世界民
族独立运动和国内反战舆论的影响，美国与越南签

订 《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同

年３月撤兵。１９７６年，越南南北宣布统一。因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７５年，越南一
直处于战争动荡和政治分裂之中，国家独立和民族

解放是越共的首要任务。在此背景下，越南一方面

并无过多的精力关注中越边界问题，一方面在抵抗

侵略的过程中又严重依赖中国援助。而中国基于自

身的战略考量，需要稳定的边界环境来保障国内经

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因此，在边界问题上，双方均

采取 “维持现状”的政策。

二

１９７５年至 １９９１年，是中越两国因边界问题
（包括海上划界问题）而关系恶化的时期。从１９７５
年开始，中越边界问题集中爆发，并随着南北越统

一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成立有愈演愈烈之势。

边界争端使中越 “同志加兄弟”的友谊不再，两

国国家关系也由友好转为对立。这种状况的出现，

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除了

越南在边界政策上陷入自我矛盾的困境外，国际上

大国政治博弈是两国关系变化的关键因素。首先，

越南的边界政策的矛盾性决定了中越划界的曲折

性。越共在对待中越陆地边界划分问题的认知上，

虽然有１９５７、１９５８年的两党换文作为尊重１８８７年
《中法界约》中边界相关规定的依据，但是，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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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其中，１９６３年３月２日，中国和巴基斯坦在北京签署的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关于中国新疆

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



中国 “侵占”越南领土的意见一直没有消弭。

１９４５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即对中方所持的
中越陆地边界已勘定的立场表示异议，认为 “当

时清朝政府向法国 ‘施加压力’，使法国把越南一

些地方 ‘割让给清朝’， ‘使越南人民受到损

失’”［２］，中越之间１３４７ｋｍ的边界线是 “帝国主

义强加给越南政府和越南人民的”， “使越南丧失

了大片的国家领土”［３］３３８－３３９，要求中越需重新划定

边界。然而当时越南共产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刚刚

成立，尚无力处理边界问题。１９４５年９月抗法战
争爆发，越共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急需得到中国共产

党的支持，边界问题暂且搁置，并一直持续到

１９７５年。
其次，冷战时期的大国博弈也对中越国家关系

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波及两国边界的划定。１９５４
年，旨在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

开，达成了印支地区的和平协议，法国的殖民统治

遭到失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越南取得奠边府大

捷，遂谋求南北越的统一和东南亚问题的通盘解

决。为避免美国干预，中国基于两大阵营对抗因

素，“主张划界停战，保住现有成果，凭借越南党

和胡志明的威望完全可以通过普选实现和平统

一”［４］，即建议南北越以北纬 １７度线划线而治。
越南虽对中国 “长期埋伏，积蓄力量”［５］的长期斗

争策略表示同意，但中越两党关系却产生了裂痕，

越共中央甚至有人认为 “中国害怕卷入战争，直

接与美国对抗”①［５］。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越南又卷入
了抗美战争，十分依赖中国援助，在此背景下，越

共未将两国矛盾表面化。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中期，苏联对越南
较少关注。１９６０年后，苏中关系恶化，两国在意
识形态上展开大论战。中苏论战时期，越南充当了

调解人的角色，对于促成中苏和谈有积极作用。然

而，随着中苏关系破裂，中方对越南的调解态度开

始不满，１９６３年，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
曾公开点名批评越南说： “……胡志明动动摇摇，

这位同志历来右倾……这次中苏两党论战，越南是

既转播我们的，也转播苏联的。”②［６］此后，中国在

援越方面开始注入排苏因素，引起越南的不满。但

是，此时的苏联为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在对越援助

上采取 “脱手”政策，这使得越南在对战略物资

的获取上依然严重依赖中国。１９６４年，苏联开始
加强对越南的重视。从１９６５年开始，苏联对越援
助突然增加，这使得越南在政治上逐渐偏离中国。

同时，中国对苏联过境运向越南的物资进行掣肘，

激起了北越的反对［４］，在政治上与中国愈行愈远。

１９６９年胡志明逝世，为越南与苏联结盟铺平了道
路［７］，加速了越南向苏联倾斜。该世纪７０年代以
后，中国与美国国家关系的改善，被越南人斥为中

国出卖越南的新证据。［６］

中越两国的矛盾在１９７５年集中显现出来。随
着南北越统一的完成，在苏联全球霸权主义战略的

影响下，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也极度膨胀③。为实

现其建立印度支那联邦构想，越南不惜破坏中越友

谊，挑起边界争端，企图阻止中国对其在东南亚霸

权主义的干涉。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７８年间，中越陆地边
界冲突从每年的 １００多次增至每年 １０００多
次④［８］１９４。１９７４至 １９７９年，越南在中国边境制造
挑衅事件共３５３５起，其中，“一九七四年一百二十
一起；一九七五年四百三十九起；一九七六年九百

八十六起；一九七七年七百五十二起；一九七八年

一千一百零八起；一九七九年 （到二月十六日）

一百二十九起”［２］。

越南在中国边界地区的不断挑衅，是与苏联的

支持分不开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苏联奉行全
球霸权扩张政策，在冷战中处于攻势，美国则趋于

守势。而越南一直所想达成的地区霸权与苏联全球

霸权主义互为表里，成为苏联在东南亚扩张势力的

２９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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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９年越南发布的 《三十年越中关系真相》第９页，２８页。见文后参考文献 ［５］。
《刘少奇关于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１９６３年２月２５日）。见文后参考文献 ［６］。
越南的地区霸权的思想，在１９５４年日内瓦会议时就开始略显，当时越南即主张印度支那问题通盘解决，建立

印度支那联邦。为取得中国的帮助，越南将柬埔寨、老挝两国是人民承认的合法政府的情况对中国做了隐瞒。虽然当

时越南的目的没有达成，但从此后越南与东南亚诸国关系来看，尤其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越南彻底倒向苏联后其地区霸
权主义逐渐付诸实施，便可知晓越南自日内瓦会议后一直没有放弃其称霸东南亚的想法。

《评越南当局拒绝谈判》，《人民日报》社论，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７日。见文后参考文献 ［８］。



助力。因此，苏联给予越南以极大的援助，这种援

助不仅体现在物资上，而且加深了两国在军事和意

识形态领域的合作。１９７８年１１月，苏、越签订带
有军事同盟性质的 《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越南在

苏联的庇护下更有恃无恐。在苏联的默许下，１９７８
年１２月２５日，越南对柬埔寨发动侵略战争，此举
严重违背了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受到中方的

强烈谴责。同时，越南政府不顾中方的多次严正警

告，“公然在中国的土地上埋设地雷，修筑工事，

任意开枪开炮，毁我村寨，杀我军民，抢我财务，

袭我火车，酿成严重流血事件”①［３］３４６。１９７９年 ２
月１７日至３月１６日，中国政府被迫发起了一场有
限度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争。

另一方面，中国的周边不稳定因素也是越南实

现大国沙文主义、挑起边界冲突的诱因之一。就中

国而言，自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所
涉及的每一场对外武装冲突均与边界有关。虽然中

国在历次战争中均获得胜利，但是相关边界问题并

没有完全解决，从而为中国的边界安全埋下了隐

患。１９６２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和１９６９年珍宝岛
事件后，中国北部和西部的边界地区安定不再。进

入此世纪７０年代，中国北有苏联，东有美国，西
有印度，仅南方的陆地边疆尚相对安全 （海上有

美国为包围中国而设计的 “岛链”）。倘若越南在

边界上向中国发起挑战，不仅可以使中国陷入周边

“合围”之中，而且与苏联遥相呼应，对中国形成

南北夹击之势，可 “利用苏联的全球霸权主义的

支持牵制中国来实现自己的地区霸权主义”［３］３３９。

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越南的失败，迫使越南

政府重新回到谈判桌上。但是越南 “一直拒绝承

担反对谋求霸权的义务，拒绝承担不向外国派驻军

队、已派驻在外国的军队必须撤回本国的义务”，

“甚至在实际行动上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都不遵

守”［３］３５２。然而，越南所奉行的地区霸权和扩张政

策是 “产生中越领土问题的根源”［９］。１９７９年至
１９８９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霸权主义达到高潮。
在此国际背景下，越南坚持亲苏外交方针，继续推

行侵略政策，中越双方围绕陆、海疆大小武装冲突

不断，边界谈判毫无进展。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

期，苏东政治动荡，苏联陷入分裂危机，无暇再兼

顾越南，越南的霸权政策受到打击，开始谋求与中

国和解。１９８９年１０月，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委托老
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凯山·丰威汉

向邓小平表达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愿望，邓小平对此

表示欢迎。但是直到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前夕，中越
关系有了真正转机之后，两国陆地边界谈判才有了

实质性的进展。

三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冷战格局开始出现瓦
解的迹象，这对中越关系的改善和中越陆地边界的

划定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苏联方面，长期与美国争霸和阿富汗战争导致

的国力耗损，激化了苏联的国内矛盾，从而走向解

体。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在阿富汗的
形势每况愈下，同时，国际社会对苏联的侵略行径

进行了严厉谴责。在军事、政治双重压力下，苏联

被迫同意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苏联在阿富汗的失

败，标志着其全球霸权战略的失败。１９８５年，戈
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开始推行改革。

但是，其倡导无保留的 “自由”和 “民主”的改

革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离心的理论基础。１９８７年，
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三个加盟共和国爆发

群众示威游行，拉开脱苏序幕。１９８９年三国民族

分离主义者开展民族独立活动。１９９０年，立陶宛

率先通过国家独立法，改名立陶宛共和国，宣布脱

离苏联独立。立陶宛的独立引发了加盟共和国脱离

苏联的多米诺骨牌效应，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１年１２月

２５日前，共有１５个加盟共和国脱离苏维埃联盟。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 ２５日，苏联正式解体。与此同时，

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纷纷丧失政

权，国家根本制度由社会主义变更为资本主义。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

解，国际共运陷入低潮。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苏

联自顾不暇，无力切实履行 《苏越友好合作条约》

中对越的全部义务。越南失去苏联支持后，其

“印度支那联邦”的计划遭到东南亚各国反对，侵

３９第５期　　　　　　　崔瀚鹏，王振刚：影响中越陆地划界的国际因素浅析 （１９５０年—２００９年）

①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７日中国政府发表的声明。



略行径暴露无遗。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越南为了改
变四面受敌的现状，开始考虑与中国和解。１９８９
年，越南同意当年全部撤出侵入柬埔寨的军队，中

越关系开始出现好转。１９９０年，中越实现 “成都

会晤”。１９９１年，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和越南政府
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率领代表团正式访问中国。这

次访问期间，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徐敦信和越南外交

部副部长武宽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 《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关于处理

两国边境事务的临时协定》。这不仅是对１９５７年、
１９５８年间的两党换文相关内容进行再度声明，而
且是 “中越两国政府之间关于解决双边陆地边界

问题的外交谈判”［３］４７２正式恢复。

中国方面，改革开放的施行，使中国的经济逐

渐走出计划经济的窠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

社会经济发展中越来越显示出活力。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高度

中央集权体制的僵化，致使社会经济长期低迷，政

治上官僚作风严重，极大地滞碍了国家正常的发

展。苏东各国社会经济状况和中国相比形成鲜明的

对比。为了摆脱联合国制裁，改变空前孤立的国际

环境，１９８６年越南开始学习中国，进行 “革新开

放”。越南的社会经济改革标志着其在经济上开始

趋向中国，为此后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埋下伏笔。

美、中国家关系方面，虽然１９７９年与中国建
交，然而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并没有完全消弭。在

国家关系上，两国关系呈现出在斗争中求发展的态

势。１９８９年，美国借口中国国内政治风波，对中
国实施经济封锁，从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２年，美国与中
国断绝公开的对话往来。１９９６年，台海危机爆发，
美国公然干涉中国内政；１９９９年，美国悍然轰炸
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在此一系列事件中，中国并

没有陷入被动局面，反而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

展现出越来越强劲的发展势头。在历次挫败美国反

华行动中，中国表达了国家崛起不可阻挡的信念。

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和日益强大的国力，加快

了中越陆地边界谈判的速度。１９９２年１０月至１９９３
年２月，中越双方开启 “专家级”外交谈判；

１９９３年８月 ２４日，谈判规格升级为 “政府级”，

开启第三次副部长级外交谈判。１９９３年 １０月 １９
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与越南外交部副部长在越南

河内正式签署 《关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

社会主义共和国边界领土问题的基本原则协议》

（以下称 《基本原则协议》），“为两国最终解决边

界领土问题，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１０］。１９９４
年以后，中越两国根据 《基本原则协议》的相关

规定，双方成立陆地边界联合工作组，具体负责边

界勘察事务。至１９９５年５月，联合工作组举行五
轮会谈，取得一定进展。经多次协商后，１９９７年
两国达成共识，计划于２０００年签署两国陆地边界
条约，中国也本着 “大局为重、求同存异、先易

后难、只争朝夕、友好协商、公平解决”［１１］的精神

加快了谈判进程。１９９９年２月，中越两国发表联
合声明，确定在１９９９年内签署陆地边界条约，《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陆地边界条

约》（下称 《中越陆地边界条约》）终于在１９９９年
１２月３０日签署完成。《中越陆地边界条约》具体
叙述了中越陆地边界的全线走向，在１３４７ｋｍ的边
界线上划分６２个界点，每一处界点都有详细的标
注。《中越陆地边界条约》的签署完成，标志着中

越两国陆地边界存在的问题已全部解决。

进入２１世纪，世界格局有了新的变化。“９·
１１”事件后，恐怖主义成为冷战后威胁世界安全
的新因素开始被广泛关注。美国作为恐怖袭击的受

害国，直接主导并参与了阿富汗打击塔利班的行

动。然而，在反恐军事活动中，由于国力的下降，

美国独木难支，国际合作成为世界反恐行动的主要

形式。在维护世界和平安全的过程中，中国由于长

期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发展的国策逐渐被

各国认可，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不断上升。中国国

力增强和经济繁荣，带动了周边各国的发展。越南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实行革新开放国策以来，以华为
师，结合国家实际情况，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国

际地位也有所提高。在边界问题上，基于中国－东
盟进出口贸易规模日益扩大，两国关于签署勘界议

定书的意愿也更加明确。２０００年４月和７月，根
据１９９９年签署的 《中越陆地边界条约》第八条规

定，中越双方政府分别通过了批准该条约的决议。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至 ２００９年 １１月，是中越两国边界
的＂勘定＂时期，本着对等原则，中越双方在陆
地边界地区进行了为期９年的实地勘察及树立界桩
的工作。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８日，中越两国在北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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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

国陆地边界勘界议定书》（以下简称 《中越陆地边

界勘界议定书》），至此，中越两国陆地边界全线

勘定。

四、结语

中越陆地边界的划定，以１９５７年两党换文达
成共识至２００９年勘界议定书签署为止，整整经历
了５２年。在此期间，虽然中越两国的政治关系和
各自的边界认知是影响边界划定的直接因素，但是

国际间的风云变幻也给两国边界划定带来了极大的

影响，甚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一方面，国际因素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对中越边

界局势的左右超过了两国政治友谊的影响。据统

计，１９５０年至 １９７５年间，中国派出援越部队 ３２
万余人，专家顾问２万多人，援助金额达２００亿美
元，多是无偿援助或无息贷款形式。在援助过程

中，中方人员伤５０００人，亡１１００人［８］１８９，付出了

巨大的代价。然而，在苏联的政治诱惑下，越南逐

渐离华靠苏。越南国家统一后，为配合苏联全球霸

权主义，公然通过反华宣传、军事入侵等方式在中

国边境制造事端。自此，中越两国陆地边界和平友

好不再。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
解体，中越关系趋于缓和；９０年代，中越边界谈
判才有了实质性进展。

另一方面，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其远东政策是

影响中越边界问题发展走向的重要国际因素。冷战

时期，美国对亚太地区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锁、包围

策略，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此时，中越两

国国家关系良好，边界环境也相对安定。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美国调整对华政策，中美关系正常
化被越南指为中国背信弃义的实证，并成为越南侵

略中国边界的借口①。冷战结束后， “一超多强”

的世界格局形成。受冷战思维的影响，美国对华除

和平发展外依然保留遏制政策。然而，中国国力的

提高和美国历次挑衅的失败，使中国国际地位不断

上升，这也深刻影响了中越边界谈判进程。中越两

国在２０世纪最后一个月签订了 《中越陆地边界条

约》，并在２００９年通过 《中越陆地边界勘界议定

书》，使两国陆地边界线最终划定。

目前，中国有１４个陆上邻国，累计边界线超
过２万千米．中国也是世界上陆上邻国最多、陆地
边界最长、边界问题最复杂的国家之一。随着世界

多极化发展，国家间双边事务的处理越来越受到国

际因素的制约。就目前中国边界而言，陆地方面中

印边界及受印度影响的中不边界尚未确定，海疆更

面临与南海、东海等海上邻国的划界以及领土争

端。因此，以中越陆地边界问题为鉴，重视国际因

素在边界划定中的影响，对解决当今中国存在的边

界争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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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美关系正常化，为越南提供了反对 “中国霸权主义”“保卫国家领土”而侵占中国边界的借口，从此无视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更加肆无忌惮地在印支半岛推行地区霸权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