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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建坦赞铁路决策问题上的中美非外交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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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美非三方在援建坦赞铁路决策问题上有过复杂的外交博弈。坦赞两国希望美国等西方国 家 援

建坦赞铁路，曾试图借重中国以获取美国的支持。美国非但不应允帮助两国修建坦赞铁路，还极力阻挠中

国施以援手。中国则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做 好 了 独 自 援 建 坦 赞 铁 路 的 有 关 准 备，最 终 冲 破 美 国 的 阻 力，

赢得了坦赞两国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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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援建的坦赞铁路至今仍横亘在东、南非

洲那片广袤无垠的大地上。数十年来，国内外有

关坦赞铁路的研究已取得较多成果，然而鲜有论

著专文探讨涉事各方围绕坦赞铁路建设问题而展

开的较量。① 本 文 以 中 土 公 司 档 案 馆、铁 道 部 档

案馆、外交部档案馆等馆藏档案资料为依据，探

究在 援 建 坦 赞 铁 路 决 策 时 期 （１９６５年２月 至

１９６７年９月）中 方、美 方 及 以 坦 赞 为 代 表 的 非

方所进行的外交博弈。在中坦建交５０周年及坦

赞铁路运营通车４０周年之际，本文既是对中非

关系发展史上这一重大事件的回顾，也是对 “冷
战”与 “文革”交织时期中非合作的追忆。

　　一、坦赞两国借重中国以争取美援

坦赞铁路的修筑计划发轫于英国殖民统治时

期。１９世 纪 末 至２０世 纪６０年 代 初，英 国 殖 民

当局虽然屡有修筑坦赞铁路的计划，但是都无果

而终。坦赞两国先 后 于１９６１年１２月 和１９６４年

１０月获得 独 立。赞 比 亚 独 立 伊 始，坦 赞 两 国 领

导人即已共商铁路建设问题，“赞比亚独立不到

１个月，我的兄弟卡翁达总统就宣布了我们两国

政府坚定的决策：这条铁路一定要建成。”② 与旧

有铁路不同，“坦赞铁路是一条自由铁路，一条

加强非洲团结和独立的铁路……它的目的不是为

任何帝国主义势力服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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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独立的坦赞两国在铁路建设上面临许多难

题：一是工程项目浩大，两国缺少修筑铁路所必

需的资金和技术；二是历史遗留问题较多，两国

的既有铁路分属东非与南非两个铁路系统，并且

轨距难以统一；三是涉及国家分歧较大，坦赞两

国之间以及两国与肯尼亚、乌干达之间难以达成

共识。虽然存在着上述困难，但是赞比亚这个内

陆国家坚持认为拥有一条北向出海口的铁路运输

线十分重要。赞比亚修筑铁路的计划得到了坦桑

尼亚的坚定支持。此时，南罗得西亚 （今津巴布

韦）可能于１９６５年 “片面独立”被视为是对赞

比亚经济、政治的严重威胁，因而也成为坦赞两

国加速建造坦赞铁路的重要推动力。
在寻找坦赞铁路授援国问题上，坦赞两国均

希望选择美英等西方国家而非中国，原因之一是

“当时，我们了解西方，不了解中国。西 方 是 非

常富的；而中国，同我们一样，是一个发展中的

第三世界国家”①。在１９６５年１月以前，坦赞两

国曾向英、美、德、世界银行等多个国家或组织

请求援 建 坦 赞 铁 路，但 均 被 拒 绝。［１］８９以 两 国 向

美国求援 为 例，１９６４年８月，坦 桑 尼 亚 总 统 尼

雷尔约见美国驻坦大使，“提出希望美国帮助坦

桑尼亚解决乡村安置计划以及帮助其修建一条连

接北罗得西亚 （即独立后的赞比亚）的铁路。”②

据尼雷尔回忆，美国大使的回复是：“从坦桑尼

亚通往赞比亚的铁路穿过桑给巴尔。用意是如果

我不帮助他把中国、民主德国，特别是中国从桑

给巴尔 驱 逐 出 去，就 没 有 铁 路。”③ 同 年１２月，
“赞比亚提出需要一条铁路，世界银行目前正在

坦赞两国境内进行勘察，我们将根据它的调研情

况做出决定。”④ 结果不了了之。
无奈之下，坦赞两国决计借重中国来获取美

英等国的 援 助。１９６５年２月，在 美 坦 关 系 跌 入

低谷期 时，尼 雷 尔 率 代 表 团 访 问 中 国。访 问 期

间，中坦双方签署了多项经济技术协定，其中就

包括修建坦赞铁路 的 《原 则 协 定》。根 据 该 项 协

定，中国原则上同意帮助坦赞两国修建铁路，但

是要求对拟修建的铁路线路事先进行考察。尼雷

尔事后回忆说：“１９６５年我到了中国，但是我没

有放弃要求西方国家帮助我们修建这条铁路。在

我到中国去的时候，我们仍然在努力，仍然继续

要求西方帮助……我仍然在想，是否能从西方国

家得 到 援 助，因 为 它 们 比 较 富。”⑤ “我 必 须 承

认，羞愧的是我们当时仍然还有点怀疑。我们又

继续乞求西方帮助我们修建这条铁路，但使我们

大失所望。”⑥

尼雷尔访华回国后，赞比亚尚不敢贸然接受

中方的援助，此时美英等国出于排挤中国的目的

对援建坦赞铁路变得很积极。在此情况下，尼雷

尔开始动 摇 并 尝 试 撤 销 同 中 方 达 成 的 《原 则 协

定》。１９６５年５月，尼雷尔在召见中国驻坦大使

何英时说：“我请你转告中国领导人……如西方

真愿意帮助修铁路，即可考虑让他们来修。那么

中国可以把拟帮助坦修路的钱节省下来，将来在

其他方面帮助坦建设。但我们也还担心西方是否

采取拖延策略，为此，我们仍希望中国勘察组按

期来坦，到那时西方国家态度将更趋明朗，我也

可以从而做出最后判断。”⑦ ６月初，当周恩来回

访坦桑尼亚时，尼雷尔说：“我们知道中国是个

大国，但经济并不发达，人民生活也不富裕，如

有可能，坦赞铁路还是由富裕的西方国家来援助

吧，我将努力寻求这种可能性。”［２］４０

坦赞两国在 “努力寻求”方面的作法是：高

调以中国愿意提供援助为筹码，逼迫美英等国援

建坦赞铁路，此即常说的 “打中国牌”。１９６５年

５月，尼雷尔电告美国政府：“周恩来总理将于６
月４日访问达累斯萨拉姆，届时中方将许诺帮助

坦桑尼亚修建辖境的铁路。”“卡翁达不希望接受

中国提供的铁路援助，但是两国正面临着国内压

力以及授援国缺乏方面的问题，我们希望美国等

西方国家能够在５月３１日之前向我们做出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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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赞铁 路 的 承 诺，以 便 我 们 到 时 拒 绝 北 京 的 提

议。”① 同年９月，赞 比 亚 同 时 向 美、英、中 等

五个国家发出照会，用意仍是争取西方国家的援

助。对此，我驻赞使馆工作人员认为：

坦桑修建此路的资金与技术力量已 有 着 落，
而赞一味向往西方，至今杳无音信。因此它不得

不摆出向中国求援的姿态，向西方讨价还价，希

望西方为赞承担修建铁路的目的。如我国同意援

助，西方也可能故做援助姿态，进行破坏，使这

条路成为悬念，永久修不成。如果我拒 绝 援 助，
赞则可向国内交待。②

尼雷尔还在１９６５年６月召开 的 英 联 邦 国 家

大会上进行施压，宣称 “已同意接受中国提供的

铁路援助”，“中国正着手考察工作，它将在考察

后决定 是 否 正 式 援 建 坦 桑 尼 亚 境 内 的 铁 路”。③

结果，坦 赞 两 国 虽 然 在 美 国 的 斡 旋 下 赢 得 了

１０００万美元 的 铁 路 考 察 资 金，但 是 美 英 等 国 仍

不愿援建坦赞铁路。多次碰壁后，尼雷尔逐渐认

识到“西方不想修建这条铁路，它们也不要中国人

来修”［３］２５６。尼雷尔对美国尤为不满，曾多次抱怨

道：“我们的铁路只要花美国在越南的七天开支就

修建好了。”［３］２５４随着西方态度的暧昧、拖沓，中坦

两国接触的增多以及中坦关系的不断发展，尼雷

尔逐渐将建设坦赞铁路的希望寄托于中国。
与此同时，赞比亚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却迟迟

不肯接受 中 国 的 援 助，④ 然 而 到１９６６年８月 前

后，赞比亚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较大变化，不但

主动同中国驻赞使馆工作人员交往，而且还主动

问及坦 赞 铁 路 建 设 事 宜。据 我 驻 赞 使 馆 人 员 分

析，促使赞比亚变化的原因如下：

其一，南罗得西亚问题带来的国内外苦难不

断增加，赞英矛盾不断增长；其二，几个月来的

南罗问题使他尝到了苦头，英帝撒手让南罗的片

面独立合法化对赞比亚的软硬兼施政策，确使卡

翁达有些寒心；其三，在这种关键的时刻向我伸

手，表明它对经援的八项原则有进一步的认识，
而尼雷尔根据自己接受中国经援的体会从中对卡

翁达做些工作，也是可能的；当 然 卡、尼 之 间，
他们彼 此 都 有 不 少 困 难，更 多 的 相 互 利 用、依

靠，一年来的实践，我说到哪里，办到哪里，在

政治上 减 低 了 对 我 的 疑 虑，使 它 非 常 放 心；其

四，从它内部来说，两国关系有所发展，看来是

赞 统 治 集 团 内 部 争 论 的 结 果，激 进 派 占 了

上风。⑤

随着中赞两国交往的增多，尤其是卡曼加副

总统与卡翁达总统的先后访华，加上南部非洲政

治格局的变化，赞比亚在接受中国的经济援助方

面日渐消除了顾虑。最终，在冷漠的西方国家与

热情的中国之间，赞比亚选择了后者。

　　二、美国拒施援手并阻挠中国援建

美国拒绝援建坦赞铁路系出于多方 面 考 虑。
经济上，美国深知坦赞铁路耗资巨费，“需要数

年时间方能完工，预计总造价为３３００万 英 镑”，
这对当时每年要援助３０余个非洲国家的美国而

言自然 是 一 件 棘 手 之 事。［４］２１政 治 上，美 国 认 为

其 南 部 非 洲 政 策 的 主 要 任 务 是 维 护 区 域 和 平，
“维护南部非洲的和平要比修建坦赞铁路更能获

得非洲国家的好感。”⑥ 在１９６５年７月的一份文

件中，美国政府认为：“第一，这条铁路约需要

１０年或更长 的 时 间 方 能 建 成，那 时 南 罗 得 西 亚

的威胁可能早就不存在了，数百万美元的投资就

打了水漂；第二，赞比亚和南罗得西亚共用一条

铁路运输线，是它们彼此没有立即采取手段攻击

对方的重要原因；第三，中共可能并不具备修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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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铁路的经济实力。”① 可见，除经济、政治因

素外，美国对中国因素的预估也是其拒施援手的

重要原因。②

受冷战思维、国家利益等诸 多 因 素 的 影 响，
美国从一开始就对中国在南部非洲的各种援助持

有敌意。早在１９６４年４月，美国 驻 坦 外 交 官 员

就呼吁 “政府将援助资金投放到坦桑尼亚的若干

重要工 程 领 域 以 阻 挡 中 国 的 渗 透”③，并 建 议

“通过两种办法来延迟中共的进入：一是使美国

援助资金数额最大化；二是向已获独立的非洲国

家强调 自 立 的 重 要 性，提 醒 其 警 惕 中 共 的 危

险。”④１９６５年１月，美 国 驻 坦 外 交 官 员 声 称：
“在援助方面，我们需要加大对非洲的资助力度，
就坦桑尼亚现有的形势而言，撤销既有的援助项

目，召回美方工作人员，只会极大削弱美国的影

响，从而增强中国在坦桑尼亚的影响。”⑤

当获知中国可能出资援建坦赞铁路后，美国

对中国 的 敌 意 更 甚。为 了 阻 挠 中 国 援 建 坦 赞 铁

路，美国一方面密切关注中、坦、赞三国的交涉

情况，另一方面则采取了多种手段进行阻挠与破

坏。１９６５年３月，在 尼 雷 尔 访 华 回 国 不 久，美

国政府强调应该对中国插手坦赞铁路一事 “提早

做好准备”，因为 “就短期而言，在限制苏联或

中国乐于在坦桑尼亚投资以及干涉南部非洲事务

方面，我们无计可施。”⑥

同年５月，在周恩来即将访坦之际，美国政

府认为，中国存在着接手坦赞铁路的动机，拟采

取如下应对策略：一是根据有关原则继续拒绝援

建坦赞铁路；二是采用 “分而治之”的策略，放

手坦桑尼亚，拖住赞比亚；三是向坦赞两国许诺

将组织有关 西 方 国 家 接 手 援 建 坦 赞 铁 路 事 宜。⑦

周恩来访坦结束后，美国便火速组织专家对中坦

关系进行研究、评估，其研究报告认为： “随着

中共影响力的增大，尤其是它可能同意援建坦赞

铁路，使得尼雷尔对中国的好感日增”，“在尼雷

尔政府软弱、无效的领导下，激进的亲共分子将

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坦桑尼亚将为西方国家带来

更多的困难与麻烦。”报告预言：“中坦的蜜月期

将会再持续一年左右……然而，假如中共施加压

力过大或操之过急的话，它们的友好关系便会戛

然而止，因为尼雷尔可能并不热衷这份友谊，何

况他还受到外部的压力；另一方面，假如中共继

续谨慎行事并且说服尼雷尔它愿意提供更多的援

助，如许诺援建坦赞铁路的话，那么，它们的蜜

月期可能会再延长一段时间。”⑧

９月１３日，当 获 知 中 国 铁 路 考 察 组 已 抵 达

坦桑尼亚后，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备忘录里这样写

道： “我 们 仍 将 尽 力 阻 止 中 国，并 且 通 过 让 英、
加出资考察铁路以及美国出资考察公路的办法来

赢得时间。主动权暂时还掌握在我们手中，但问

题是我们最终是否应该予以援建。”⑨ 一周后，美

国外交人员高兴地告知约翰逊总统：“加拿大政

府已经同意支付半数的考察资金，英国政府将投

入另一半资金。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效地阻止中

共在非洲的企图。另一可喜的消息是，坦赞两国

均表示同意接受我们对那条与坦赞铁路大致平行

的大北公路的建设。”⑩ 然而，英加两国虽然在美

国的怂恿下许诺对坦赞铁路进行考察，但是它们

都声明它们的考察并不意味着接手援建。英加考

察组经过９个月的考察，总结写出了 《英加考察

报告》。该报告虽然从经济角度肯定了修建坦赞

铁路的意义，但是却认为坦赞铁路工程巨大、耗

资巨费。结果，无论是英加两国，还是其他国家

都不愿出资兴建。
大北公路的整修也未能起到替代坦赞铁路的

作 用。１９６６年４月，在 美 国 的 斡 旋 下，整 修 大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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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的计划启动。据估算，修筑大北公路所需的

全部费用约为９１００万美元，美国拟援助 总 造 价

１６％的 份 额，世 界 银 行 与 其 他 捐 赠 机 构 约 出

４６％，坦赞两国出资３８％。① 美国出资的目的在

于排挤掉坦赞铁路，“假如我们能够在１年或１８
个月的时间里建成大北公路的话，赞比亚将会有

好几年的时间来体验大北公路的运能，这样它就

会考虑是否会在亏欠中国５亿美元的情况下继续

修建 坦 赞 铁 路。”②事 后，尼 雷 尔 对 此 曾 直 言：
“我认为这是他们的一个圈套，是用来代替坦赞

铁路的圈套……对我来说，连公路也是中国的公

路，因为正是对这条铁路的争论，我才有了铁路

和公路，一个是直接从中国得来的，另一个是间

接从中国得来的，这就是真实的背景。”③

“文革”开始后，美国更加不失时机 地 攻 击

中国及其援外能力，声称：“中国是个落后的国

家，它缺乏修建坦赞铁路的能力，随着 ‘文革’
内乱的爆发，坦赞铁路的修建工作更加遥遥无期

了。”［５］２０７有些美国人甚至提议应鼓励中国人去非

洲修建 铁 路，为 的 是 让 它 尝 试 失 败 的 滋 味。［４］７８

美英等国的报纸多以 “中国的红卫兵来非洲了”
为标 题，将 中 国 人 视 为 “黄 祸”或 “红 色 威

胁”。［６］１０２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政府认识到将不

可能阻止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因为 “中共在坦赞

两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并不仅限于他们愿意资助坦

赞铁路，并且如果北平拒绝援建坦赞铁路也不意

味着他们停止其他手段来增强影响力。”④。

１９６７年９月，中、坦、赞 三 国 《关 于 修 建

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的签订标志着美

国阻挠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最终失败。美国将自

己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中国的 “决心”，同时认为：
“总的说来，我们成功地遏制了共产主义在非洲

的扩张。在中共出资援建铁路这一问题上，我们

所做的还不够，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共因援

建铁路而产生的政治影响力会不断减弱。”⑤

　　三、中国积极主动冲破美国 阻 挠 与 坦

赞协商援建

在援建坦赞铁路问题上，无论是决策还是后

来的施 工 兴 建，中 国 政 府 一 直 持 积 极 主 动 的 态

度，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出于反帝、反修的

需要；加入联合国、筹备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

现实考虑；发展中坦、中赞关系的诉求。⑥ 在这

场外交博弈中，由于中美关系尚处于隔绝状态，
因此中美之间并无直接交锋，但中国政府的积极

态度有利于冲破美国的阻挠。中方不但做好了独

自援建的有关准备，而且与坦赞两国积极协商，
促成援建协定的达成。

首先，在１９６５年２月 尼 雷 尔 访 华 前，中 国

即已做出援建坦赞铁路的初步决策。中国最早是

从坦桑尼亚工商部长巴布那里获知有关情况的。
在尼雷尔访华前夕，巴布率坦桑尼亚政府贸易代

表团先期来华，并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双方

代表会谈时，巴布说：“总统非常希望修建坦桑

尼亚－赞比亚铁路，可能会提出要求中国帮助修

建。”［７］３１－３２巴布的一 席 话 拉 开 了 中 国 援 建 坦 赞 铁

路的序幕。⑦

周恩来、陈毅等中国领导人十分重视。他们

一方面要求何英尽快将坦赞铁路的修筑背景、西

方国家的态度等情况写成报告，另一方面则组织

人员商讨坦赞铁路援建事宜。为 “有利于中央和

主席做 出 决 策”［８］３７，周 恩 来 与 陈 毅 两 位 总 理 重

点抓了三件事：一是了解情况，充分调研；二是

举行高层会谈，认真研讨报告；三是集 思 广 益，
统一思想与认识。针对有关问题与意见，周恩来

分析指出：第一，从支援非洲人民的解 放 事 业，
特别是支援南部非洲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种

族主义的斗争来说，这条连接坦桑尼亚和赞比亚

的铁路必须修建。第二，至于由谁来修，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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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也可以是其他国家。如果中国同 意 修 建，
肯定会引起西方一些国家的恐慌，为了维护它们

在非洲的传统利益和影响，它们有可能被迫接受

承建任务。第三，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必须

是真心实意地同意帮助修建，而不是哗众取宠、
捞取政治好处的空头支票。第四，如果不是一下

子，而是分为几年，比如６年、８年、１０年，这

样每年分担的数目就相应减少了。如果我们只援

建坦桑尼亚境内的铁路，赞比亚境内的铁路由别

的国家援建，每年分担的数目就更少。［８］３６－４３在周

恩来的推动下，中国在尼雷尔访华前便做好了援

建坦赞铁路的初步决策。①

其次，当坦赞两国犹豫不决时，周恩来等中

国领导 人 理 解 其 苦 衷 并 耐 心 做 说 服 工 作。１９６５
年２月１６日，尼雷尔一行抵达上海，１８日转抵

北京，受到隆重接待。当日下午，在北京钓鱼台

接待厅，刘少奇、周恩来同尼雷尔进行了第一次

正式会谈。刘少奇在会谈中说：“帝国主义不干

的事情，我们干，我们一定帮助你们修！”“许多

帝国主 义 国 家 反 对，就 说 明 这 条 铁 路 是 很 重 要

的。”② １９日下午，毛泽 东 在 人 民 大 会 堂 会 见 尼

雷尔时说：“我们不想打你们的主意，你们也不

想打我们的主意，我们不是谁要剥削谁，我们是

互相帮助。我们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

是不 怀 好 心 的，那 要 提 防。”③ 这 样，毛 泽 东 以

比较委婉的方式既批评了英美等国，也默许了对

坦赞铁路的援建。

１９６５年６月，周 恩 来 对 坦 桑 尼 亚 的 回 访 使

得中坦两 国 在 坦 赞 铁 路 建 设 进 程 上 又 前 进 了 一

步。在周恩来访问坦桑尼亚期间，当尼雷尔提议

由美英等西方国家修建坦赞铁路时，周恩来恳切

地表示：西方国家果真能修，中国乐观其成。如

果它们提出苛刻条件，总统阁下可以用中国援建

的条件同它们斗争。如果它们只喊不修，中国照

修。如果它们中途停修，中国接着修。为配合总

统 的 斗 争，中 国 将 尽 快 派 出 考 察 组 赴 坦

考察。［２］４０

１９６６年８月，赞 比 亚 副 总 统 卡 曼 加 访 问 中

国。１９日，在 同 卡 曼 加 谈 及 坦 赞 铁 路 问 题 时，

周恩来说：“我们已向尼雷尔总统表示愿意承担

修建这条铁路，我们提供无息长期贷款；同时我

们也给尼雷尔总统以机动权，如果西方国家要来

修建，也可以让它们来试试……修建你们国家的

那段也会遇到西方国家的干涉，那我们也采取同

样的策略：它们愿意修建，可以让它们修，它们

怠工消磨时间或是由于其他原因修不起来，我们

接着修。”周恩来最后表示，我们的任何 援 助 和

贷款，都没有特权和政治条件。如果说现在不是

修建铁路的实际阶段，也就是说还不便于由我们

修建铁路，则等于通过阁下，送给总统 一 张 牌。

卡翁达总统可以在外交上同西方国家斗争时用这

张牌。如果能促使西方国家尽快把铁路修起来，

这对你们有好处。［９］２００－２０３

１９６７年６月，卡翁达总统受邀访华。２３日，

在同卡翁达会谈时，周恩来表示，我们考虑铁路

时，是把坦桑尼亚与赞比亚一起考虑 的，不 然，

那不是半途而废吗？只要两国总统下决心，我们

愿意承担投资，并且将详细的计算设备和运输设

备从海 上 运 去。２４日，在 同 卡 翁 达 会 谈 时，毛

泽东说：“将来非洲国家都独立了，把帝国主义

赶走了，就可以发展铁路了……你们修建这条铁

路只有一千七百公里，投资也只有一亿英镑，没

有什么了不起嘛。”④

最后，帮 助 坦 赞 两 国 排 忧 解 难，积 极 促 成

中、坦、赞三国铁路修筑协定的达成。卡翁达访

华回国后，坦赞两国于当年８月委派了政府代表

团前来北京商讨坦赞铁路建设事宜。主要有两大

难题阻碍着会谈的进行。其一是坦桑尼亚政府代

表团突然提出变更坦赞铁路的起点，这一变更将

使得坦赞铁路的线路长度增加近４００公里。对于

坦桑尼亚政府代表提出的问题， “我进行婉拒，

并表示，将来再 进 行 考 虑 和 研 究。”⑤ ９月２日，

坦桑尼亚政府代表再次要求中国考虑修建自基达

杜至达累斯萨拉姆的铁路，对此，李先 念 表 示，

我将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并将此问题立即报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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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来总理。① 最终，中国政府做出了让步。
其二是对 《英 加 考 察 报 告》的 理 解 出 现 分

歧。坦赞两国政府代表认为 《英加考察报告》已

较好地完 成 了 对 拟 建 坦 赞 铁 路 的 考 察 与 勘 测 设

计，希望中国能参照这部报告尽快组织施工。中

国政府代表认为该报告不是勘测设计报告而是考

察报告，坚持要对线路进行重新勘测设计。在周

恩来、李先念两位总理的关怀下，中国政府一方

面向坦赞两国政府代表说明 《英加考察报告》不

同于勘测设计报告，无法作为施工依据，另一方

面，中国政府许诺，中国将派出最好的勘测设计

队伍赴坦赞两国进行实地勘测，将尽快完成设计

任务并组织施工。②

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修筑坦赞铁路的协定

顺利达成。１９６７年９月５日，中、坦、赞 三 国

政府代表在北京签署了 《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

比亚铁路的协定》，其中规定：中国同意在适当

时候将考虑帮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修建从基达杜

到达累斯萨拉姆铁路；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将分三

大步骤进行。［１０］２

结　语

在围绕援建坦赞铁路的决策问题而进行的外

交博弈中，非方即坦赞两国是最大的赢家，它们

成功地 赢 得 了 中 国 的 援 助，拥 有 了 一 条 长 达

１８６０余公 里 的 铁 路 和 一 条 几 乎 同 长 度 的 公 路。
美国虽然在延迟坦赞铁路的修筑时间、变更坦赞

铁路的线路走向以及离间东、南非国家与中国关

系等方面有过进展，但是它终究没有阻挡住中国

对坦赞铁路的援建。值得一提的是，美国阻挠与

破坏并没有因铁路修筑协定的签订而结束，而是

延续到坦赞铁路建设期间以及铁路建成通车后，
甚或说直到今天。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中国冲

破重重阻力，积极主动地援建坦赞铁路，不但有

利于在外交上打破美苏等国对我国的包围，而且

对发展中非友好合作关系意义重大。坦赞铁路的

政治使命已经完成，其经济价值却未能得到充分

利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盘活坦 赞 铁 路、
增加新的运量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坦赞铁路

的未来仍然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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