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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联体国家与中国建立新型安全合作关系的历史回顾 

  郑羽 来源：《国际资料信息》2001 年第12期 

 

  苏联解体使原来苏联的疆域上出现了15个新兴国家 其中12 个为独联体国家, 使与中国有共同陆路边界的国家由12个增加到15个, 

也使相关国家面临新的安全环境。1991 年12月以来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开始探索建立一种新型安全

系模式—合作安全关系。这一过程主要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有关国家在边境地区各自裁减军事力量并在边境地区建立相互信任

二是有关国家在长期悬而未决的边界划分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一)中国与相邻独联体国家在共同边境地区裁减军备和建立相互信任。在中国与相邻的独联体国家建立新型边境安全关系和边境裁

过程中, 中俄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和安全领域的相互信任关系的建立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而中苏之间关于在边境地区建立相互信任和裁减军事力量的共同努力, 为独联体成立后中俄两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取得长足进展打下了

良好基础。1995年5月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同时, 两国领导人还就将中苏边境地区军事力量裁减到与两国正常睦邻关系相适应的最低水平问题

达成了协议, 两国的外交和军事专家小组于1989年11月就此问题开始了谈判工作。 

  1990年4月, 中国国务院总理应邀访问莫斯科, 两国领导人会晤期间签署了《关于中苏边境地区相 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

的指导原则》。 

  独联体建立后, 1992年9月8日,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4 国全权代表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签署协议, 

在与中国举行的关于在边境地区裁军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谈判中组成联合代表团。 

  中国与俄罗斯两国政治关系的顺利发展为边境地区裁军和建立相互信任奠定了基础。 

  1992 年12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华期间,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 强调:“ 两国所有的

问题将以和平方式解决, 相互不以任何形式, 包括不利用同对方接壤的第三国领土、领水、领空, 不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 并为此建立

相互对话机制。” 这既是对以往历史经验的总结, 也是两国新型军事安全关系的核心原则。同时双方还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

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问题的谅解备忘录》, 进一步推动双方(包括独联体其他 3国)在此领域的谈判进程。 

  与此同时, 中俄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其他问题上的合作关系也迅速发展。1992年8月末中国国防部长秦基伟访问莫斯科, 双方探讨了

国军事技术交流及在更广泛的领域加强合作与交流的问题, 正式建立了两军之间的联系。1993年6月和8月, 中国国家军委副主席和总参

分别访问莫斯科, 进一步探讨了双方在军事技术和军转民领域的合作。 

  1993年6月, 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访问北京, 双方签署了两国国防部合作协议, 确立了国防部长定期会晤机制。1994年6 月, 中

国防部长迟浩田访问俄罗斯, 双方签署了《中俄两国政府预防危险军事活动协定》.1994年9 月江泽民主席访问莫斯科, 这是中国国家元首

在俄罗斯独立后首次访俄, 两国首脑签署了《关于不将本国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 这一举措虽然从军事技术角度来说是象征性

的, 但却反映了两国的关系水平和在军事安全领域内的相互信任的提高。中俄两国在上述领域合作与交流机制的发展, 为两国在边境裁

域的合作建立了巩固的政治基础和足够的相互信任。 

  经过共22轮的谈判和磋商, 中国与相邻( 个独联体国家在边境地区加强信任和裁军问题等一系列细节问题上终于达成一致。1996年

26日, 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上海签署了《中国同俄、哈、吉、塔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

协定》。 该协定共16 款, 主要内容为: 1.双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 不进行威胁另一方及损害边境地区安宁与稳定的任何

军事活动。2.双方交换部署在边界线各自一侧 10公里地理区域内的陆军、空军、防空军航空兵、边防部队人员数量和武器装备、军事技

基本种类数量的资料。3. 双方不进行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 限制实兵演习的规模、范围和次数, 在边界线各自一侧10公里的区域内, 除

防部队以外, .双方布部署新的战斗部队。4.相互通报边境100公里纵深地区的重要军事活动情况, 相互邀请观察实兵演习。5.采取措施

危险军事活动。6.加强双方边境地区军事力量和边防部队之间的友好交往。7.该协定无限期有效。 



  经各签署国最高立法机关批准后, 该协定于1998 年5 月7日生效。1997年4 月24日, 中国与上述( 国在莫斯科签署了《中国同俄、哈、

吉、塔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 以及关于协定适用范围议定书、关于裁减程序议定书、关于交换资料议定书、关于

和核查议定书等( 个附件。该协定除了再次重申《中国同俄哈吉塔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外, 还

双方裁减和限制部署在边界线两侧各100公里纵深地区内的陆军、空军、防空军航空兵的人员和作战坦克、装甲作战车、火炮、战术导弹发

射架、作战飞机、战斗直升机等主要种类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数量, 确定其最高限额, 规定了在边界线两侧各100公里纵深区域内的边

部队人员(13.4万人)及其主要种类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装备数量的最高限额, 确定了武装部队人员和军事技术装备的裁减方式及其期限

年), 并交换有关资料和进行相互监督等。协定有效期至2020年12月 31日, 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 

  根据协定, 在规定的两年内, 在中俄东段边界和中国与哈、吉、塔共同边界两侧规定的各100公里区域内, 独联体4国将“ 裁减人员

万(其中俄罗斯12万)、坦克3900辆、装甲车5 800辆、大炮(4500门、作战飞机290 架、直升机434架。” 由于《裁军协定》规定在边界

100公里范围内每一方保留的武装部队的最高限额为13.4万人, “ 根据这些数字推算, 在7500公里的边界线上, 100公里以内的边境地区

平方公里只有17-18名军人。换句话说, 如果这些军人分成三班, 且只担负守卫边界线的任务, 那么每个边防军人就得分管200米长的边

线” 。1998 年12 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第( 届联合国大会上又宣布苏联将单方面裁军50万人以后, 到1990 年底, 这一裁军计划基本完成

其中在中苏东段边界所处的远东地区裁减了12个师共20 多万人。.双方在军事安全领域达到的这种透明度是非军事联盟国家关系中前所未有

的, 双方通过以上两个协定的达成, 开创了冷战结束后处理国家间安全问题和地区安全的全新模式和全新理念。 

  可以认为, 由于中国与俄罗斯等独联体( 国睦邻友好和相互信任关系的建立, 双方边界地区的现存武装力量在军事上只具象征性意

如果中国与独联体国家关系长期保持目前水平, 它的主要功能将只在于防止其他一些非传统安全因素破坏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定。 

  (二)中国与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绝大部分边界分歧得到解决。虽然冷战年代中苏关系的破裂并非双方在边界问题上分歧的结果, 但

在边界划分问题上的分歧使相互间的矛盾更具对抗性, 并导致了1969年 3月在边界东段珍宝岛地区、1969年8月在边界西段铁列克提地区

接的军事冲突。新中国建立后, 中国与原苏联之间进行的边界谈判共经历了3 个阶段, 即1964 年2-8月的第一阶段, 1969年10月一1978

月的第二阶段,1987年2月一1991年5 月的第三阶段。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 由于苏联政府放弃了一些显然不合理的要求, 使两国的边界

工作在东段地区开始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1986年7月28日, 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发表讲话, 提出苏中两国东段国界可以按照两国界河的主航道中心线来划分。这与勃列

日涅夫时期认为苏中两国国界线在中国河岸的立场有了很大的变化, 为新一轮谈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政府立即对此作出反应。1986 

年9月, 中国外长吴学谦与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会晤, 双方商定1987 年2月在莫斯科恢复边界谈判。经过两年多

的磋商, 中苏双方就东段边界走向达成了原则协议。1991年5 月, 江泽民主席访问莫斯科期间, 双方外交部长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

定》。 该协定共10项条款, 主要内容为+ 确定了中苏边界东段除黑瞎子岛等两块争议地区以外的边界走向, 同意继续谈判解决尚未达成一

致地区的边界走向问题< 通航河流国界线沿主航道中心线走向、非通航河流国界线沿河流中心线 走向, 并依此划分岛屿归属< 双方各类

只, 包括军用船只, 可从乌苏里江经哈巴罗夫斯克城下至黑龙江无阻碍地航行< 中国船只可沿图们江下游通海往返航行< 成立联合勘界委

会负责实施勘界立标工作。1992年2月13日,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批准该协定, 同年2月25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该协定, 1992

月6日, 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访华期间双方互换了批准书, 协定从当日起生效。 

  1994 年9月江泽民主席访俄期间, 双方签署了《中俄国界西段协定》, 该协定在1995年10月17 日两国在互换两国最高立法机关的批准

书后开始生效。1997 年11月, 叶利钦总统第三次访华, 两国元首签署《中俄联合声明》宣布, “ 根据1991年5 月16 日协定进行的中俄

界东段勘界的所有问题业已解决, 中俄东段已勘定的边界（ 约4200公里）在两国（约55公里） 的勘界工作。双方将继续谈判公正合理地解

决遗留的边界间题, 以便将共同边界全部确定下来。” 1999年4月27 日, 中俄边界联合勘界委员会俄罗斯代表团宣布, 俄中联合勘界部

共绘制和完成了有关两国边界协定的175 张详尽地图及辅助文件, “ 双方已经沿东部4195公里长的边界（从蒙古至图们江） 及沿西部

里长的边界（从哈萨克斯坦至蒙古） , 立下2084个界标及界碑。” 待议地区的“ 座岛屿的命运将留待未来决定” 。1999年12月上旬

钦总统对北京进行非正式访问期间, 两国外长签署了《中俄关于中俄国界线东段的叙述议定书》和《中俄关于中俄国界线西段的叙述议

书》。 

  在中俄边界勘界工作进行之时,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边界谈判和划界工作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中国与这两国的边

判主要以1987-1991年间的中苏边界谈判为基础。当时, 中苏双方已经就中苏西部共同边界中的中哈和中吉段绝大部分边界走向达成了协议

并讨论了中塔地段的边界问题。1992 年9月8日, 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组成了联合边界谈判代表团, 共同开

了与中国方面的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共同边界总长约1770公里。1994年4月26 日, 李鹏总理在访问阿拉木图期间与哈总统签署了《中哈

协定》, 协定于1995年9月11日生效。协定确定了除双方未协商一致的两块争议地区以外的中哈边界走向, 同意继续谈判解决尚未达成一致

的地区的边界走向问题, 决定成立联合勘界委员会负责实施勘界工作。在关于两个争议地区的边界走向问题上, 中哈双方本着逐一谈判、逐

一签订协定的原则予以解决。1997年9月24 日, 两国签署了第一个《中哈国界补充协定》, 叙述了1994 年《中哈国界协定》没有包括的自



中哈国界第69界点至两国国界西南端终点汗腾格里峰全长约10公里的边界走向。 

  1998年7 月4日, 江泽民主席在出席于哈萨克斯坦首都举行的“ 上海五国” 第三次元首会议期间, 与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签署了第二

个《中哈国界补充协定》, 叙述了中哈边界上察汗鄂博和夏尔希里两块地区的中哈边界走向。该协定的签署标志着中哈边界问题全部解

1999年11月下旬, 纳扎尔巴耶夫访问北京, 双方签署了《中哈关于两国边界问题获得全面解决的联合公报》。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共同边界约1096 公里。1992年5月, 双方发表关于两国友好与合作关系的联合公报, 承认1087-1991年中苏边

谈判中关于中吉边界所取得的成果, 愿以此为基础就遗留问题继续谈判。吉边界谈判代表团参加了1992年9月成立的俄、哈、吉、塔4国

的联合边界谈判代表团的工作。1996 年7 月4 日, 作为中吉边界谈判的阶段性成果, 江泽民主席在首次访吉期间与阿卡耶夫总统签署了

《中吉国界协定》, 协定于1999年8 月26 日生效。协定规定了两国除一块争议地区外的边界走向, 规定成立联合勘界委员会实施勘界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