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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在珍宝岛战斗中的博弈
高  娜

（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80）

1969 年中苏边界摩擦不断，最终爆发

了震惊世界的珍宝岛事件。它给中苏两国

乃至世界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珍宝岛战

斗是中苏矛盾在地区的具体表现，是苏联

推行大国沙文主义，破坏边界现状，武力

解决边界争端的必然结果。

一、珍宝岛战斗概述

（一）珍宝岛地理位置

珍宝岛位于黑龙江虎林县境内，坐落

于中俄交界的乌苏里江主航道中间线中方

一侧，由于其位于我国最东端，故人们常

称珍宝岛为“东方第一岛”。岛长 2300 米，

宽 500 米。涨水时，此岛被水隔离，距我

岸 100 米，距俄岸 300 米。枯水期，沙滩

裸露，与我岸接壤。岛所在江段盛产江鱼，

我岸有些老渔民住岸捕鱼，故得名“翁岛”。

人们见岛形似“元宝”，又叫“珍宝岛”。

珍宝岛一直以来是我国神圣的领土。1964

年中苏边界谈判时，苏方出示的地图把边

界线画到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中国岸边，

把珍宝岛划归苏联所有。从此中苏两国在

珍宝岛地区开始出现一系列摩擦。

（二）珍宝岛事件原因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中国

就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苏联结

成同盟。究竟什么原因使原本友好的两个

国家反目成仇，最后兵戎相见呢？主要从

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1. 历史遗留问题。沙俄通过强权掠夺

了中国 150 多万平方公里领土。1920 年 9

月，苏俄政府在“第二次对华宣言”中明

确宣布：“以前俄国政府历次同中国订立

的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

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俄国租界”。[1]1926

年中苏双方举行会谈，商议重新划分边界。

由于苏联对华政策的不断变化，再加上中

国时局动荡，双方在边界问题上一直未能

达成协议。中苏边界问题由此长期悬而不

决。这就在新时期、新形势下给苏联制造

了借口，成为中苏双方武装冲突的导火线。

2. 意 识 形 态 出 现 分 化。 建 国 初 期，

中苏关系融洽，双方渡过了一段蜜月期。

1956 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公开否

定斯大林一切的功绩，给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中苏双方围绕苏共

20 大对斯大林的评价、“和平过渡”和对

美政策等问题产生分歧，赫鲁晓夫开始一

系列干涉中国主权和内政的行动，把中苏

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在

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

企图压服和控制中国。          

 3. 苏联全球战略的制定和大国沙文主

义的抬头。二战使苏联认识到军事实力对

于一个国家的战略意义，鉴于冷战期间与

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苏联历届领导人都注

重发展军事产业，逐渐形成了强大的军事

机器。1958 年 4 月，苏联提出要与中国建

立由苏联控制的“长波电台”，同年 7 月，

又提出要与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并提

出要使用中国的港口，这分明是向中国要

求租借权，进而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随

着中苏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苏联进行

了多次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

4. 苏联军队在边境上的频繁挑衅。勃

列日涅夫为了达到侵略中国的目的，上台

后就不断授意在中苏边境地区制造事端。

据不完全统计，从 1964 年 10 月 15 日至

1969 年 3 月 15 日， 苏 联 挑 起 边 境 事 件

4189 起之多。在不断升级的中苏边界争端

中，珍宝岛地区是双方争夺的焦点。苏方

自恃军事力量强大，不断在珍宝岛地区向

中国军队进行挑衅。此外，苏军还多次打

伤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战士，并在报

刊上扬言，若中国军队再敢上珍宝岛巡逻，

就使用武力解决的办法。  

以上历史事实表明，珍宝岛事件绝不

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中苏矛盾在边界

地区的具体表现，是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

义，破坏边界现状，武力解决边界争端的

必然结果。

 二、中苏在珍宝岛地区的战略博弈

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地区的战略博弈，

到底谁是最大的赢家，还是都是输家？本

章将对这一问题进行辨析。

（一）中苏外交关系的演变

从 50 年代起，中苏关系经历了急剧性

地变化，从蜜月期的兄弟关系直接跌到了

兵戎相见的仇敌关系，这其中必然经历中

苏两国一系列的调整和博弈。

1.50 年代的中苏关系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一边

倒”政策是中国对苏联外交的首要原则，在

这项原则指导下建立的中苏同盟是整个 50

年代中国外交的基石。中国在政治、经济、

技术等方面依靠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为中国

的建设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和物质基

础。尽管中苏边境在 50 年代处于平静状态，

但历史上的中俄不平等条约及两国边界问题

还悬而未决，边界争端的始因依旧存在，这

就在两国关系中埋下了边界冲突的隐患。

2.60 年代的中苏关系

从 60 年代起中苏两国共产党在意识形

态上发生分歧，中国共产党在对斯大林的

评价及和平过渡、和平共处等问题上与苏

共发生分歧，对赫鲁晓夫和苏共处理波匈

事件中的“老子党”及大国主义作风表示

不满。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

方针政策及对外战略的方针政策发生了全

面和根本的分歧，也直接造成了中苏在国

家利益上的严重对立。随着中苏两党矛盾

逐渐激化，中苏边界冲突逐步升级，以致

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最终演化为珍宝岛

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3. 中苏在珍宝岛战斗中的战略调整

七里沁岛流血事件后，中方加强了在

中苏边界东段的边防警戒，边防部队严格

遵守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

有节的原则，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

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

中国边防军在苏联挑起的一系列时段中只

是做出有限的反应，始终采取了忍让和克

制的态度。直到 1969 年 1 月 25 日，军区

才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斗争的方案。

中国在自卫反击战中取得了胜利，改善了

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

珍宝岛事件表明中国不怕苏联的军事威

胁，不允许苏联对中国实行侵略政策，这就

使苏联看到与中国发生战争的不利前景，迫

使苏联采取措施结束边界冲突的局面。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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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府 1969 年 3 月 29 日就中苏边界问

题发表声明，表示愿意恢复 1964 年在北京

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但是，苏联在声称愿

意和中国进行边界谈判的同时，大量增加中

苏边界地区的军事力量，甚至决定采取更为

冒险的核讹诈与核威胁策略。

为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形势，中苏双

方从 1969 年 10 月 20 日到 1978 年 6 月，

进行了 15 轮边界谈判。但由于苏方一直坚

持自己的原有立场，边界谈判始终未能达

成任何协议。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

中苏两国边界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

突，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趋于缓和。

（二）中苏博弈中的美国因素

60 年代末，苏联经济高速发展，并加

大了对军备的投入，苏联凭借着其不断增

长的经济、军事实力，开始实行和美国争

夺世界霸权的政策。但此时美国深陷越战

的泥潭，巨大的战争负担及国内的反战运

动和民权运动浪潮交织在一起，使美国陷

入内政外交的困境，已无力保持全球扩张

的势头。美国要在冷战中重新取得优势地

位就必须要借助第三方力量。珍宝岛事件

的爆发让尼克松 - 基辛格政府看到了中美

接近、共同抵制苏联威胁的可能性和现实

性。因此 1969 年美国宣布放宽对华贸易和

旅行等方面的限制；主动在台湾问题上对

中国示好，并暗示从台湾撤军；宣布终止

对华贸易禁运等。这就使中美苏三国之间

因中苏之间的珍宝岛冲突而形成了一种前

所未有的极其微妙的特殊关系。事物是相

互联系的，珍宝岛事件虽没有直接导致中

美接近，但一定程度上给了中美缓和的契

机。可以看出，美国改善对华关系是出于

美苏争霸的需要，中国利用美苏矛盾，迫

使美国改变原来的反华立场，承认中华人

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

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中国在中苏博弈中的

胜利，也是中国外交战略的胜利。 

三、中苏关系发展的未来趋势

珍宝岛事件后，中苏一直处于敌对状

态，中苏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文化交流

等方面也受到很大影响。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由于苏联在美苏争霸中处于劣

势，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中苏关系开始

缓和。90 年代，苏联解体，其经济、军事

实力已大大削弱，国内社会也处于混乱的

状态，俄罗斯急需进行改革来扭转这种局

面。从地缘政治来讲，作为俄罗斯的邻国，

中俄双方在经贸、能源、科技、文化等方

面有很大的发展空间。2004 年 10 月 14 日，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

北京举行会谈后宣布，中俄两国间 4300 公

里边界线已全部确定。根据边界协议，珍

宝岛永远归于中国。

进入 21 世纪后，中俄关系继续稳步发

展。中俄关系将继续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和“三不”（不结盟、不对抗、不针

对第三国）、“三好”（好邻居、好伙伴、

好朋友）的基础之上。两国高层在互访机

制推动下，政治互信显著提高，中俄两国

进入一个实质性发展阶段。

由于国际和国内因素的影响，中俄之

间也存在许多问题。在中石油、天然气开发、

中俄贸易等问题上存在摩擦；“中国威胁论”

干扰俄高层的对华决策；两国关系呈现“官

方热、民间冷；政治热、经济冷；中央热、

地方冷”的态势等问题。这就需要中俄双

方共同努力、共同协作创造一个和平稳定

的周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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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

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专题研

讨班上的讲话，深刻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并就加强和改善党

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项工作的领导

提出了具体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目标，体现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的先进性本质，体现着党“科学执政”、“民

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理念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的实践使和谐社会

的理想逐步变为现实，由社会主义的低级

和谐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高级和谐 。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保持党的先

进性建设的重要一环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

设和先进性建设是密切联系的。党要团结

带领人民群众不断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的新局面，就必须不断提高党的执政

能力。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与保持党的先

进性是一致的。党的先进性是提高党的执

政能力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先进性又必

须体现在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上，在加强

执政能力建设的过程中增强党的先进性。

在党的十六大上，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

建设的任务，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提

高五大能力。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关

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党的

干部队伍是否优良，决定着党的执政能力

的高低和先进性的实现。

强调作风建设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基

本要求 2007 年 1 月胡锦涛总书记从新世

纪、新阶段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出发，

针对当前领导干部作风存在的问题，对新

时期党的干部作风建设的重要性、迫切性

做出了深刻论述，并从八个方面提出了具

体要求，作出了部署。这次讲话不但对提

高党风廉政建设水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而且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高

党的执政能力，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等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强调加强党的

作风建设，是保持党的先进性，推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重要保障。

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

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加强党的先进性

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一脉相承，同时加强党的

先进性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我们必

须紧紧围绕党的历史使命和中心任务，使党

的先进性建设不断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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