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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越南对华政策及其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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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冷战后越南对华政策内容可以概括为平衡、尊重、团结及制衡。在不同的时期，这四
种策略的结合方式不一。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美国、印度、东盟及其国内反帝国主义者和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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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历史和地缘原因，越南对中国的发展极为

敏感。长时间处于中国古代封建统治之下，越南因

而把中国视作假想敌；作为地处中国同东南亚要塞

的国家，越南直接与中国接壤。两国关系正常化以

来，越南成为中国学界研究东盟地区的热点国家之

一。然而，学界对越南的对华政策① 较少专门研究。

本文试图就冷战后越南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及演化

轨迹进行论说。

一、越南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

冷战后越南对华政策内容可概括为“平衡”、“尊
重”、“团结”和“制衡”。

（一）平衡

越南的“平衡外交”是一种多方面、全方位的外

交政策，该政策避免以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为依据，

追求全面发展与它国的平等关系，并尽量与各国保

持相对等距离的外交思维。革新开放后，越南“平衡

外交”的核心是大国平衡外交。面对来自中国这一

强大邻国的“威胁”，越南积极发展与世界上主要大

国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的全面平衡关系，并尽量维

持大国力量在越南的整体平衡。②

平衡外交是越南外交的基本政策。胡志明国家

政治学院的国际关系教科书中，把对国际力量分析

列为研究国 际 关 系 六 大 分 析 方 法 之 一。③ 在 一 些 越

南外交决策者的著作中，平衡外交处于显著的地位。

前外交部长阮基石在其著作中详细介绍了世界主要

国际力量的平 衡、结 盟、大 国 关 系 等。④ 前 总 理 武 文

杰在一篇文章中暗示平衡仍然是越南外交政策的默

认战略。⑤ 在任 职 期 间，武 文 杰 经 常 提 醒 政 府 官 员，

说越南处于“龙”和“虎”包围的地区，国家的落后是

国家安全的最大的威胁。⑥

（二）尊重

越南在历史上曾长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附

属国，中越是一种不对称的关系，所以越南在处理对

华关系时，尊 重 的 政 策 居 主 要 地 位。⑦ 在 现 代，越 南

的政治精英依然采用传统的尊重政策来处理对华关

系。越南人常说，在军事上抵制中国，而在外交上应

尊重中国，这体现了越南对华关系的双重特征。前

越共总书记黎可漂的私人秘书说：“越南采取尊重中

国的外交政策，是因为我们同一个大国相比邻，不能

长期同中国处于紧张状态。”⑧

（三）团结

冷战期间，团结是越南外交的主要策 略。在 同

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越南把“第三世界”作为自己团

结的对象。⑨“第 三 世 界”的 支 持 是 越 南 取 得 战 争 胜

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冷战结束后，面对西方的和平

演变策略，越南同样希望得到社会主义力量的支持。

越共首席理论家阮德平曾在一次中越会议上强调：
“社会主义力量的根本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

结。”⑩ 中国作为 世 界 上 的 社 会 主 义 大 国，将 仍 然 是

越南反对西方和平演变时首选的团结对象。
（四）制衡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国家间的经贸往来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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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这种趋势造就了国家外交的敏感性，经济制

衡应运而生。经济发展在维护国家安全当中的地位

不断上升。这也反映到越南的对华政策上：除了采

取同大国进 行 军 事 合 作 平 衡 中 国 力 量 的 传 统 做 法

外，亦希望在 经 贸、资 源 等 方 面 积 极 寻 求 利 益 共 同

点，同时发展与中国有“纠葛”的“朋友”的合作关系，
抑制中国的“崛起”，制衡中国。

武文杰在１９９５年８月８日给政治局的信中曾

强调：“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就是来自全球利益的多

样性和多极 化。”瑏瑡 他 认 为 越 南 在 谋 求 国 际 地 位 时，
不应盲目依赖某个大国，而应广交朋友，密切与友好

国家的关系，为竞争对手制造新“麻烦”来制衡他们。
此种观点在越南具有代表性。

二、越南对华政策的演进

冷战后，越南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并不是简单使

用上述某一项政策，而是综合运用。在不同时期因

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其对华政策的侧重点略有不同。
（一）保卫 社 会 主 义 时 期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尊

重”＋“团结”
上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苏东剧变使世界

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越南国内自由主义思潮泛

起，并导致“陈春柏事件”的发生。在这样的国内外

背景下，越 共 领 导 人 有 意 同 意 识 形 态 相 似 的 中 国

结盟。
越南向中国伸出“橄榄枝”，主动向中国示好并

在外交上表现出尊重，除意识形态因素外，越南国内

经济及其国际地位变化也是原因之一。首先，经互

会国家对越南直接经济援助越来越少，双方贸易往

来要求以硬通货结算，这对长期依赖经互会的越南

经济是沉重的打击。其次，入侵柬埔寨的历史导致

东盟及西欧国家对越南心存疑虑，使越南在国际舞

台上的孤立地位难以改变。越南对外开放之路困难

重重，越共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华关系。这一时期，越
南的对华政策主要表现为在尊重中国的基础上，团

结中国保卫越南社会主义。
（二）重返 地 区 事 务 时 期 （１９９１－１９９８年）：“制

衡”＋“平衡”＋“团结”
随着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中越关系的坚冰

被打破，越南同东盟关系好转。前总理武文杰对印

尼、泰国和新加坡这三个主要东盟国家的访问，开启

了越南同邻国交往的新篇章。１９９２年３月，越共理

论刊物《共 产 主 义》刊 发 外 交 部 副 部 长 丁 儒 廉 题 为

“越南在亚太地区的趋势”一文，认为越南应该把发

展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作为外交战略的首选。越

南将成为亚太地区和平、独立和发达国家的值得信

赖的伙伴。瑏瑢 这预示着越南将重新定位其地缘政治。

１９９２年７月，越 共 七 届 三 中 全 会 通 过 多 元 化、多 边

化外交方针 的 决 定。瑏瑣 强 调 越 南 已 经 处 于 地 缘 政 治

的转折点，应把发展同地区合作和大国关系作为外

交政策的优先 目 标。瑏瑤 是 月，越 南 加 入 巴 厘 协 定，成

为 东 盟 的 观 察 员。１９９８年１月，越 南 正 式 成 为

ＡＰＥＣ的成员国。这标志着越南成功重返地区事务

当中。
对于越南来说，参与地区合作意味着对中国制

衡的可能。越南外交部的一名官员就此说：“中越两

国的关系将会在更大的联系紧密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网络中共存。任何想侵犯越南主权的国家也将侵犯

其他国家的利益。”瑏瑥

越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周边关系，通

过了保卫祖 国 安 全 的 政 策 决 议，瑏瑦 认 为 越 南 应 同 其

他意识形态保持距离。把同越南建交的国家按照亲

疏进行排位：中国、古巴、朝鲜、老挝和柬埔寨是越南

最亲密的朋友，而美国是越南最大的敌人；排在第二

位的是印度及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东南亚其他国

家列为第三位；上述以外的国家排在第四位。
（三）面向未来时期（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尊重”＋

“团结”＋“平衡”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 新 任 越 共 总 书 记 黎 可 漂 上 台 后，
越南对华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越发表了稳

定双边关系的“十六字方针”：长期共存、面向未来、
睦邻友好、全 面 合 作。瑏瑧 在 黎 可 漂 倡 议 下，中 越 双 方

同意定期举 行 关 于 意 识 形 态 的 讨 论 会 议。在２０００
年的首次会议上，越南首席理论家阮德平建议中国

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总的来说，黎可漂时

代越南制衡中国政策的地位有所下降，认为从长远

来看，资本主义国家才是对手，因而倾向于同中国发

展双边关系。

２００１年４月 越 共 九 大 上，农 德 孟 当 选 为 总 书

记，并未改变越南的对华政策。是年底，农德孟访问

中国并发表中越联合声明，试图促进中越关系重返

胡志明时代的“同志加兄弟”。
越南民族主义者则试图通过加强同其他大国的

关系来 平 衡 中 国。２００１年，同 美 国 签 订 的 贸 易 协

定，为越南融入世界经济打开了方便之门。同年与

俄罗斯也缔结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四）积极融入全球时期（２００３年至今）：“平衡”

＋“尊重”＋“制衡”

２００３年３月，美 军 入 侵 伊 拉 克，这 使 越 南 对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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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战略评估不得不做改变。很多高层领导人在战

前认为美国不会单方面发动战争。但实际上其他大

国的反应没有越南预期的强烈，萨达姆下台也比它

预想的快。《共产主义》的作者们开始认为：“从长远

来看，世界是处于多极化当中，但是不得不承认，此

刻的世界是由美国主导的准单级的世界。”瑏瑨

２００３年７月，越 共 中 央 委 员 会 通 过 了“新 形 势

下保卫祖国战略”。实用主义成为越南外交政策的

基本策略：不再以意识形态为标准，而以他国对待越

南的态度来判断友敌，以确定是采取合作还是斗争

的策略。同年，越南分别同日本和印度建立了可靠

的伙伴关系和战略深度的合作关系。
越南和美国密切往来，并不意味着它会牺牲同

其他国家的交往投向美国。越南安排了同主要大国

一系列的高层访问。总理潘文凯２００５年第一次访

问美国后，越共总书记农德孟和国家主席陈德良先

后访问法国和中国。由此可见，越南在借用大国平

衡中国的同时，对中国依然保持尊重。

２００８年 以 来，在 中 越 南 海 问 题 的 争 议 当 中，越

南引入美国、印度、东盟有关国家，意图平衡在南海

的力量，牵制中国，谋求更多的利益。
三、影响越南对华政策的主要因素

（一）国内两大阵营的力量

越南对华政策在不同程度上折射出国内反帝国

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两股力量的对比。在面对美国

等西方敌对势力借助越南人权、民族等问题进行“和
平演变”时，反帝国主义者在捍卫社会主义事业上表

现出忧心忡忡，倾向于尊重和团结中国，巩固社会主

义政权。民族主义者则认为，经济上落后于周边地

区是目前越南的最大危险，主张优先发展经济，倾向

于用平衡和制衡的策略处理对华关系，把中国拖入

复杂的多边利益中，阻止中国的“崛起”。
（二）不得不面对的中国因素

中越关 系 是 国 际 关 系 中 的 一 种 特 殊 关 系。首

先，两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最大

的共同点。在处理各种问题时，从高层到地方都要

考虑 到 这 一 点。第 二，两 国 关 系 历 史 悠 久，情 感 复

杂。两国关系中，很有可能再现百年来曾经出现过

的不愉快事件。第三，两国间存在的领土争端，是双

边关系中最难以解决的问题。第四，两国之间的关

系属于大国与小国的关系，这种不平衡关系对制定

和落实政策的思维产生愈益重要的影响。中国不可

阻挡地越来越强大，虽然越南也在发展，但两国之间

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越南对中国是“既爱又恨，

既希望又害怕”。瑏瑩

从意识形态层面考虑，越共希望社会主义的中

国强大，依托其抵御西方的“和平演变”；从发展经济

层面讲，中国有着巨大的消费市场，越南在传统优势

产业上可积极挺近。但是，两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
因而在市场份额问题上存在不可避免的竞争，由此

又不希望中国强大。一方面，面对具有相似意识形

态和巨大消费市场的中国，越南方面采取团结和尊

重的政策；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制造业的逐渐转移，
越南希冀在全球贸易中获得更多利益，制衡中国。

（三）无处不在的美国因素

美国是越南处理对华关系时绕不开的因素。同

美国建立密切的外交关系会增强越南的国际地位，
加快其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美国也是越南国家现

代化所需人才培养的潜在教育来源。越南也意图通

过同美国合作来平衡、制衡中国。越南外交家陈光

基在接受媒 体 采 访 时 就 曾 说：“在 与 一 个 大 国 交 涉

时，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一是找另外一个大国与之

平衡，二是联合本地区的其他小国”。瑐瑠

对美国而言，从经济利益讲，拥 有８０００多 万 人

口的政治稳定的越南是美国商品出口的潜在市场。
从地缘政治上看，美国不希望崛起的中国在东盟及

亚太地区对其霸主地位造成威胁。虽然冷战已经结

束，但美国的冷战思维并没有完全消失，希望通过密

切接触使越南人民接受美国的“民主”，进而走向“美
国式”的发展道路。因此，越南一方面希望同中国在

意识形态上的合作抵制美国的“和平演变”，另一方

面又积极寻求和美国的合作来平衡、制衡中国。
（四）极力“东向”的印度因素

２００３年，越印双方提出建立战略合作伙伴的设

想，并签署《印越开展全面合作的联合宣言》，明确了

两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教等方面存在广泛的共

同利益。越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有着一定

的基础：首先，传统的友谊。两国人民在殖民地时期

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其次，相同的经历。越南和印度都与中国因领土纠

纷发生过战争。复次，共同的“朋 友”———美 国。随

着南海问题凸显，美国 战 略 “东 移”，三 方 在 琢 磨 如

何应 对 中 国 崛 起 时，关 系 将 会 拉 近。最 后，共 同 的

“威胁”。越南和印度担心崛起的中国进入南海和印

度洋。
在此基础上，两国一方面积极推进贸易合作，同

是新兴经济体，越印有很多扩大投资的空间；另一方

面，出于地缘政治、战略安全的考虑，越南支持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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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印度也支持越南竞

选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双方军事方面的合作也得

以开展。在对华政策上，印度是不可小觑的因素，越
南将利用其来对中国实行平衡和制衡。

（五）有所作为的东盟

东盟成立３０多年来，日益发展为该地 区 政 治、
经济、安全一体化的合作组织，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越南加入东盟，符合双方共同

的利益。其战略意义，一方面，东盟为越南积极开展

大国外交提供了平台。越南借助东盟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对外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另一方面，面对其

他地区和周边大国的崛起挑战，东盟也迫切希望通

过组织扩大来提高影响力，而越南是本地区和平与

稳定的重要力量。
面对中国的崛起，东盟国家心态复杂。经济上，

东盟与中国的贸易连年增长，东盟中较发达的国家

对华贸易的总额和顺差不断增大，新东盟成员国享

有中方给予的许多优惠。与中国关系的发展，提升

了东 盟 在 国 际 上 尤 其 是 东 亚 事 务 中 的 地 位 和 影

响。瑐瑡 但是部分成员国与中国存在敏感的地区争议，
和平解决南海问题还需一个过程，台海问题仍影响

双方之间的 关 系，在 经 贸 方 面 也 存 在 较 大 的 竞 争。
此外，成员国的华人政策、历史问题、文化隔阂以及

资源与环境问题，对东盟的对华政策都有不同程度

的影响。越南将会利用东盟来平衡中国。
综上所述，影响越南外交政策的外部因素来自

中国、美国，印度、东盟等。越南在处理对华关系时，
将会从美国、印度等大国寻求帮助，联合东盟的力量

来平衡、制衡中国。中国的态度也同样影响着越南

对华政策。
结论

冷战后，越南对华政策并不是被一种政策所指

导，也不是从一种政策简单地转向另一种政策，而是

由团结、尊重、平衡和制衡混合组成。
演进历史证实越南对华政策的显著变化。虽然

越南对华政策的组成部分是相同的，但没有一种政

策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其具体方式是国内外力量共

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力量主要包括：中国、美国、东

盟以及越南国内两大集团。越南的对华策略将继续

集平衡、尊重、制衡为一体，具体谁占显著地位则依

然会取决于中国、美国、印度、东盟因素及越南国内

两大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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