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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 要 中缅边界谈判 是在两个新独立 的社会制度不 同的 国家 间进行的 也是在 中国 面临 国 际环境极其严峻的形

势 下展开的 。 从 年缅甸首先提 出 边界 问题到 年 月 《 中缅边界条约》 签订 中缅之间的边界谈判经历三个阶段 。

中缅边界 谈判 的成功一是因为两 国都有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 和决心 ， 二是 中国 在边界谈判 中较好地照顾到 了缅甸 的

利益 。 作 为中 国与邻国解决边界 问题的范例 ， 中缅边界谈判 的成功带动 了一批邻 国与中 国友好解决边界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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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 自 独立 以来 一直非常关注与中 国的边界问题 希望从英 国继承下 来的边界能得到 中 国 的

承认 。 在英 国殖 民侵略扩张背景下形成的中缅边界 既有历史遗 留 的未定界 ， 也有令 中 国蒙受重大

损失的 巳定界 。 因此 中 国政府对 中缅边界问题始终持谨慎态度 。 国 民政府在 年就巳 拒绝继

续根据 年中英边界协定接受南畹指定区 （ 即勐卯三角地 ） 的
一

千卢 比年租金 并通知缅甸政府

要取消南畹指定区 的
“

永租
”

。

⑴
年 月 国 民政府立法院的

一

份报告也呼吁解决 中 缅边界 问

题 。 但 当时国民政府忙于内 战 ， 根本无暇与缅甸 进行边界谈判 。 因此新 中国成立时 ， 中缅边界仍

存在三段悬而未 决的问题 ： 即北段尖髙山 以北 的未定界问题 、 中段勐卯 三角 地的
“

永租
”

问题和南段
“

年线
”

问题 。 本文立足我国外交部相关解密档 案 在分析 中缅边界谈判背景 的基础上
， 重点

阐述中 缅边界的谈判 历程 并就中缅边界彻底解决的意义和影响 进行论述 。

半个多世纪以来
，
中缅边界谈判

一直被看作是 中 国与邻国解决边界问题的
“

范例
”

而倍受推崇 。

要真正理解 中缅边界谈判在边界谈判史上的重要地位 必须对 中缅边界谈判背景有深人了解 。

首先 ， 中 缅边界谈判是在两个新 独立 的且社会制 度不同 的国家间进行 的 。 缅甸与 中 国同 为新

独 立的民族国家 新中 国 成立后 ， 缅甸于 年 月 日 即与我 国正式建交 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

中最先与 中 国建交的国家之一

。 早在 年 中缅文化代表团就进行 了互访 年两国分别成立

了 中缅友好协会和缅中 友好协会 并在随后几年 里举行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 ， 大大增进了 两国友

好关系和文化交流 。 年 月 日 和 月 日 ， 中缅两国 先后在仰光和北京签订贸易协定与

缅甸大米 同 中 国 出 口 商品 换货议定书 。 年 月
， 中缅两 国 总理发表联合声明 ， 共同倡导 和平

① 中 华人 民共和国 外交部解密档案 《緬 甸总理 兄努报告 巾缅边 界谈判经过》 ， 年 月 口 ， 档号 — —

。

② 引 自 ： ， 注

释

③ 陈炎 ： 《 中缅两 国人 民的 友谊和文化夂流》 ， 《 世界知识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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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处五项原则 。 同 年 月 吴努总理访华期 间 ，
双方达 成在两 国适 当 城市互设总领事馆 ；

开辟两国

间的航空线 、恢复两国间 的公路交通并缔结两国 间的 邮电协定 以 及商品换货 等协议 。 年

月 ， 两国在仰光签订了 中缅民用航空运输协定 ， 年 月 正式通航 。

。

年 宋庆龄副 委员 长 、

周恩来总理
、 贺 龙副总理访问 缅甸 以及吴 巴瑞总理 、 吴 努 主席等访 问 中 国 。 当年 月 日 至

日
，
中缅两国还在云南省德宏 州潞西市芒市 镇举行 两 国总 理和副 总理亲 自 参 加 的边 民联欢大会 。

中缅之间的边界谈判正是在这种友好关系 与 日 俱增的背景下展开 的 。

其次 ， 中缅边界谈判在 中 国处在国 际环境极为恶劣 的形势下展幵 。 新 中 国成立时 冷战格局已

经形成 ， 美国拒绝承认新生的社会主义中 国 ， 还在国际上阻饶一些国家同 新中 国建立外交关系并 支

持台湾当 局窃据 中 国在联合国 的合法席 位 。 朝鲜战争的爆发和 中 国援朝 抗美使中美关 系完全对

立
， 为了孤立 、封锁和扼杀新中 国 美国扶植 日 本 并纠结多 国拼凑所谓东南亚集体防 务组织 制 造

和策划针对亚洲 国家特别是中 国的扩军备战 。 与 此同时 ， 中国 的周边邻国 大多是刚 刚取得独立的

民族主义国家 ， 对中 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充满了疑虑和不信任 ， 特别是与 中 国存在历史遗留 的

边界问题的 国家
， 往往怀疑中 国对其有 领土野心 。 年底 缅甸总理吴 努访问 中 国时曾 说

“

中

国 好比大象 缅甸好比羔羊 ， 大象会不会发怒 无疑会使羔羊提心 吊 胆 。

”

吴努 的这
一观点在当 时无

疑反映了 周边一些小国 的心声 。 中缅边界谈判期 间 ， 中 国 的周边关系发生的新变化也使中 国遭受

了 额外的压力 。 从 年夏天开始 ， 中苏之间 在 涉及 国 家利益的许多 问题上发生冲 突 ， 中苏关系

开始恶化 ， 中 国 的对外政策也逐渐从联苏反美转向反帝反修
“

两个拳头打人
”

； 年中印 在边界

问题上 的争端 日 益凸显 中 印边界冲突事件的发生使 中 国 的周 边安全形势更加严峻 。 在这种背景

下 ， 中 国与缅甸进行的边界谈判不单纯是要解决与邻国 的边界问题
， 更要考虑突破美 国对华封锁和

包围 、 安定四邻 ， 打开外交局面 争取和 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等问题 。

再次 ， 中缅边界正式谈判是在黄果园事件发生后举行的 。 年 中国 军队为 追击败退到缅甸

的 国 民党李弥部队越过了
“

年线
”

， 并在 当地驻扎下来 。 同时 ， 缅甸 军队也在南北两段未定界

上抢先占据有争议的地方。 年 月 日 ， 中缅双方的边 防部队在南段未定界的黄果园 附近

巡逻时由 于误会而发生 了
一

次武装冲突 。 中缅边境局势
一

下子紧张了 起来 。 年 月
， 在缅甸

非常有影 响力 的亲美 的 《 民族报 》 披露 了这
一事件 并开辟专栏 ， 呼吁公众注意所谓 中 国

“

侵略
”

的

事实和长期悬而未决的中缅边境问题 。 美 国借黄果园事件大做文章 ， 极力 渲染 中 国对外进行
“

扩

张
”

， 支持马尼拉条约国搞军事演习
， 制 造紧张空气 。 黄 果 园事件及其引 发的不利 于中缅友好关系

和 中 国形象的消极态势使中 国政府认识到 建 国伊始确定 的维持现状 的边界政策 已经不能适应形

势发展的需要 ， 中 国 必须修改此前作为权宜之计的边界政策 ， 中缅进行边界谈判 的时机已 经成熟 。

在上述背景下
， 中缅两国领导人从 年开始通过公文往来和友好互访 正式就边界问题进

行磋商和沟通 。 而中缅同为新独立的友好国 家和 中 国所面临 的 国 际环境造成 的严峻挑战 ， 不可避

免地影响到了 中 国对中缅边界谈判所持的立场和原则 ’
也影响到了 中缅边界谈判的进程。

中緬边界谈判的整个过程可 以大致分为 以 下几个阶段 ： 第
一

阶段是 中缅边界谈判 的提出和 原

则上达成一

致的时期 ，
时间跨度是从 年 月 周恩来访问缅甸至 年 丨 月 上旬吴努 主席访

华 。 年 月 周恩来第
一

次访问緬甸时 ，
吴努总理在双方最后

一

次会谈中 表示 了 希望能早 日 解

① 逸 《 中缅 两国 友谊 的进一步加强 》 ， 《 世界知识》 年第 期

② 徐军 《緬甸——我们 的亲密邻邦 》 ， 《 世界知识》 年第 期 。

③ 中华人 民共 和国外交部解 密档 案 《 周恩来 总理会 见缅甸 貼肀 大使 兄 拉 茂谈 话 纪要 》 ， 年 月 日 ， 档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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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边界问题的愿望 。 同年底吴努总理访华 双方第一次就边界问题全面而认真地交换了意见。 会

谈中 ， 双方的主要分歧是对未定界的认识 。 缅方认为只有北段是未定界 ，
而中 方则认为南北两段都

存在问题。 尽管存在不同认识 ， 会谈还是取得很大成效 。 月 日 ， 中缅发表联合公报 ， 明确指

出 要根据友好精神在适 当时机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解决两国边界问题 。 这是中缅两国首次公开表

示要解决两 国之间 的边界悬案 。

年黄果园事件的发生及其引 发的不利形势使中 国进
一

步认识到 ，
必须要加快中缅边界问

题 的解决步伐 。 从 年初开始
，
中缅两国政府就边界问题进行了频繁接触 。 緬甸多次致信 中 国

政府 要求中 国军队撤出
“

年线
”

。 年 月 ， 周恩来两次会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 就解决

中缅边界问题的具体方案指 出 ： 中 国承认南段 的 年线有 困难 但仍愿意考虑把 中 国军队撤离

年线 以西的地区
；
同时缅甸军队也应从片 马 、 岗 房 、 古浪这三个 同样 由 英国 文件承认是 中 国 的

地方撤走 。 双方军队撤走后 另
一

方的军队保证不进人撤出 的地区 。 年 月 底至 月 上旬

吴努访华 ， 周总理与吴努进行了 四次会谈 。 其间 周恩来向吴努提出
一揽子解决中 缅边界问题的 三

点原则性建议 ： 第一

， 英国 强加于 中 国的
“

年线
”

已成为事实 ， 应该作为双方全盘解决边界问题

的
一

部分而予以接受 中 国军队撤出
“

年线
”

以西地区 在边界问题取得最后协议 树立界桩以

前
，细甸军队不得进驻中 国军队所撤出的地区 第二

， 自 尖高 山至伊索拉希山 口 一段 ， 除片 马 、 岗房 、

古浪原则上应归还中 国之外 边界线应沿着恩梅开江和萨尔温江 怒江 之间的分水岭
；
自 伊索拉希

山 口 至印度边境 ， 中栖边界则遵循传统习惯线 ； 第三 双方同意取消 缅甸对勐卯三角 地的
“

永租
”

关

系 ， 由 两国政府就如何取消的问题进行协商 。 这些照顾到 了双方利益的公正建议赢得 了吴努的赞

赏 ， 他表示 ：

“

现在中 国是
一个强大的国家 ， 缅甸是一个弱小的 国家 ， 中 国能提 出这样合理的方案 我

非常满意 。

” ￡

至此 双方领导人对如何解决边界问题在原则上达成 了
一

致意见 这为 中缅 双方就具

体问题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奠定 了基础 。

第二阶段是中缅就具体问题进行反复谈判 的时期 ， 即从 年 月 吴 巴瑞致函周恩来 至

年 月 奈温总理 向 中 国提出 新的解决方案 。 年 月 日
， 缅甸总理吴巴瑞致函周 总理指出 ， 缅

甸应移交给中 国 的片马 、 岗 房和古浪的 面积为 平 方英里 ， 该信并附有一份表明英 国遗留下来的

缅甸 联邦的全部边界的地图 ， 希望得到 中 国政府承认 。 对此 周恩来在 月 底与 正在云南访问 的

缅甸总理吴努谈判 时指出 考虑到 当地人民和行政 的方便
， 归还中国 的片 马 、 岗房 、 古浪三地的面积

应比缅方所建议 的大
； 为照顾缅甸 的交通方便 中 国不准备收回勐卯三角地 ， 而希望以此交换

“

年线
”

划归緬甸的班洪和班老两个部落居住的 区域 。 中 国也乐意放弃根据 年协定参加经营炉

房矿产企业 的权利 。 吴努对此表示这同他此前对解决方案 的理解有出 入
， 他要求周恩来对吴 巴瑞

月 日 的来信给予正式答复 。

年 月 日
，周 总理对吴巴瑞的来信作 了 正式答 复 。 复文有三张 附图 ， 分别画 出 了 伊索

拉希以西的传统习惯线 、 中 国提议应移交的片马 、 岗房和古浪的面积以 及中 国 提议与勐卯三角 地交

换的班洪 、班老部落在
“

年线
”

以西的地区 。 周 恩来对 中国政府解决中 缅边界问题 的各项具体

意见进行了 说明 。 第一 北段伊索拉希和尖高 山 之间的边界线 ， 除片马 、 岗房 、 古浪三地应归还 中国

夕卜 原则上 同意 以怒江
、 瑞丽江

、 太平江为
一

方和恩梅开江为另
一

方的分水岭划界 ；从伊索拉希山 口

到底富山 口
， 则 以附图

一标明的传统习惯线 为界 ；
片 马 、 古浪 、 岗 房三处 的面积 中 国提出 如附图二

① 姚仲明 等 周恩来总理解决中緬边 界问题的光辉业绩》 ， 见裴坚 章主编 《研 究周恩来——外交思想 与实践》 ， 世 界知识 出

版社 年版 第 贞 。

② 金冲及 主编 （周恩 来传 》 ， 中 央 文献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

③ 金冲及 主编 〈 周恩来传 》 第 页 。

④ 《 缅甸总理吴努报 告中缅边界谈判经过 》 档号

⑤ 金 冲及 主编 （ 周恩来传 》 第 页 。

⑥ 《 缅甸总理炅努报 告中缅边界谈判经过 》 捫 号 丨

—

。

⑦ 《缅甸总理吴努报告中缅边界谈判经过》 档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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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的具体建议 （ 约 平方英里 ） ； 第二 中 国 同意在瓦邦的边界应沿
“

年线
”

划定 ，并加以 调

整 使附图三标 明 的班洪 、班老部落在
“

年线
”

以西的 区域 平方英里 ） 得以移交给 中 国 。 第

三 如果緬甸 同意这些调整 则中 国准备把勐卯 三角 地永久地移交给缅甸 。 周恩来还强调 ， 这些方

案应被当作
一

个整体方案来看待 。 即缅甸不能接受其 中一部分意见而不接受其他意见 。 如果边

界 问题达成协定 ，
中 国将放弃根据 年中英换文的规定而享有 的经营炉房矿产的权利 。

然而 缅甸坚持吴巴瑞 月 日 信 中所提的意见 既不同意增加应归 还片马三地的面积 ，
也不

同意以班洪 、班老在
“

年线
”

以西的区域与勐卯三角地交换 。 当年 月
， 吴巴瑞总理和吴叫迎

副总理在访华期 间与周恩来就边界问题进行的非正式讨论中表示 他们 的印象是
“

如果缅甸 同意放

弃片 马 、 岗房 、 古浪 中 国 是会把南畹指定 区割 让给缅甸 的 ， 同时边界问题便可完全解决了
”

。 他们

认为中 国 以南畹指定区交换班洪 、 班老 ， 是提出 了 新的问题 。 周 恩来指出 ： 第一

， 中 国从未 同意放

弃南畹指定区 以交换片马 、 岗房 、 古浪 因 为这些地方都是属于 中 国 的 缅甸政府承认中 国政府对这

两个区域的要求有其法律基础 第二 归还 中 国 的片 马 、 岗房和古 浪的面积 可以通 过协商解决 ； 第

三 中 国提议以南 畹指定区交换
“

年线
”

以 西的班洪 、班老两个部落的辖区 第 四 ，
最北端的传

统习 惯线 ， 除独龙江流域外 ， 大体应沿分水岭予以勘察和确定 但在一定地方 ， 为照顾分水岭以北 居

民 的生产和生活需要 ， 边界可能离开分水岭 。 第五 为确定传统习 惯线 应成立
一

个边界委员会 对

伊索拉希山 口 至印度边境的 中缅边界进行勘察 并逐步解决应交还中 国的片 马 、 岗房和古浪地区 的

问题以及南畹指定区交换班洪 、 班老在
“

年线
”

以西辖区 的问题 。

年 月 ， 缅甸 内 阁外交小组委员会对上述方案讨论后 ， 要求吴拉茂继续在北京促请中 国政

府无条件接受分水岭原则和 吴巴瑞此前所提的片 马三寨的面积 ， 并 向 中国政府提议 如果 中 国难以

无条件放弃南畹指定区给缅甸 则继续现存的
“

永租的安排
”

。 月 日 ， 周 恩来在致吴努的信 中

对此作了 回 应 ， 除坚持在 与吴巴瑞和吴 叫迎讨论中 的立场外 ， 还希望缅甸 重新考虑 中 国政府提出 的

废除
“

永租
”

的具体办法 。 由 于随后不久缅甸发生政变 ， 中缅之间的谈判被暂时搁置 直到 年

月 奈温总理才向 中 国提出 了新的方案 。 第
一

， 除独龙江流域外 在伊索拉希至印度 边境之间 的 边

界应无任何保 留地 以分水岭为 界 ； 第二
， 应交还中 国 的片 马三地的 面积为 平方英里

； 第 三
，
以 南

畹指定区交换班洪 、班老在
“

年线
”

以西的 区域 约为 平方英里 ） 。 除因移交班洪 、 班老区 域

给中 国所需作的调整外
“

丨 丨 年线
”

应由 双方予以接受
；
第四 ， 中 国应放弃根据 年换文参加

经营炉 房矿产企业的权利 。 奈温方案最大 的亮点在于 ， 缅甸方 面确认 以 南畹指定 地区交换
“

年线
”

以 西的班洪 、班老 ， 这就使中缅双方的主 张更接近 了
一步 。 但在最北段 的传统习 惯线和片马

三地的面积问题上 缅甸仍坚持此前的立场 故 中 国政府对该方案并没有很快予 以答复 。

第三阶段是 中缅边 界谈判 的完成期 ， 即从 年 月 周恩 来答复奈温总理的新方案起至

年 月 中缅边界条约签订 。 年 月 和 月 ， 中 印边界先后发生的冲 突事件 引发了西方

国家和媒体对所谓中 国
“

侵略
”

的恶毒攻击 ， 为 了尽可能消除周边小 国 的疑虑 ， 以事实证明 中 国的 和

平诚意 中 国政府加快了 解决中 缅边界问题的步伐 。 月 日 ， 中 国政府对奈温的提案作 了答复 建

议双方以 中 国政府 年 月 日 和缅甸政府 年 月 日 的方案为进
一

步协商的基础 ， 由

两国政府委派代表团进行讨论。 这一答复打破了 中 缅两国在边界谈判 中 的僵局 。 月 日 ， 奈温

复函周恩来时指 出 ， 他所提的方案是缅甸可能做到 的最大限度的折 中方案 ，
比缅甸此前的任何方案

都要更进
一

步 因此他主张不把问题交 由 两国 代表团协商 而希望能亲赴北京与 中 国领导人讨论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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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问题 。 中 国对此积极 回应 月 日 ， 周恩来致函奈 温 ， 正式邀请他于 年 月 间 来华访

问 ，

“

就如何解决两国边界问题进行原则性的商谈 ，
以 推动双方对于边界问题的具体讨论和解决 。

” ②

年 月 日
， 奈温总理率团访华 。 为促成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 ， 周总理在 月 日 与奈

温总理的会谈中调整 了此前坚持的对传统习 惯线先勘察再确定分水岭原则 的立场 ，
建议

“

在北段未

定界 ， 除片马 、 古浪 、 岗房地区和独龙江流域外 可按分水岭定界 ， 然后对这一段边界进行勘察 ， 并且

竖立界桩 。

”

中国所作的进
一

步努力 和中缅之间的坦率会谈取得 了 良好的结果 ， 年 月 日 ，

中缅双方签订了 边界协定 ，
满足 了缅甸所坚持的从伊索拉希山 口 至底富 山 口 的边界 ， 除绕过独龙江

流域者外 ，应沿着分水岭的主张 ；
且遵循 了缅甸提出 的先确定以分水岭为 界再对传统线进行勘察的

要求 。 协定同时规定应交还 中 国的 片 马三地 的面积 ， 由 边 界联合委 员会商谈确定 ； 缅甸 以 班洪 、 班

老部落在 年线 以西的辖区交换勐卯三角地 其具体面积则参照 中缅分别在 年 月 日

和 年 月 日 用地图标明的建议 ， 建议中 互相一致 的地区 划 归 中 国 ； 有 出 人的 地区则 由 联合

委员 会派员实地查明该地区是否属 于班洪部落管辖 ，
以便确定该地区是否移交中国 。 协定签订后 ，

中缅双方又就未尽事宜作了进
一

步的交涉 年 月 日
， 《 中缅边界条约》 签订 。 根据条约 ，

緬甸向 中 国移交的 片马三地面积约 平方英里
； 划归中 国的

“

年线
”

以西的 班洪 、 班老部落辖

区 面积为 平方英里 比奈温方案中 的提议面积增加 了 平方英里 。 尽管这一面积仍小于 中 国

最初所主张的 平方英里 但对缅甸来说也是
一

个重大的 让步 ，
因为

“

班老矿藏丰富 ， 而南 畹三角

地没有什么出产 ， 由 于珊邦的孟密至八莫的公路快要完工
， 即使把三角地交回 中 国 ， 也不会影 响珊

邦和克钦邦之间的交通。

”

缅甸作出 这
一

让步 ， 很可能是出 于对中 国在片 马三地面积上态度宽容的

回报 。 吴努曾说 ，

“

中 国在同意接受片古 岗近 平方英里的 面积问 题上
‘

表现出 很大的谅解

在中缅边界谈判的最后阶段 中 国 为 了推动 中缅边界彻底解决作 了最大的 努力 。

从 年夏缅甸 首先向中 国提 出解决边界问 题的要求 到 年 月 中缅边界条约正式签

订 中缅双方为彻底解决这一复杂问题 前后历时 年 大致经历 了三个 阶段的交 涉和谈判 最终使

这
一

问题获得了 圆 满的解决 ， 从而揭开了 中缅关系友 好发展的新篇章 。

中 缅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首先是因 为这两 个国家都有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 诚意和决心 ， 坚持

友好协商的立场 。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宣布准备与邻邦解决边界问题时就明确指出 ：

“

至于我们如

何 同邻国来确定边界 那只能用和平方法 不容许有别的方法 。

”

同中 国一样 缅甸也始终坚持和坚

信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 吴努在 年 月 日 向 报界发表的一篇谈话中 表示 ， 他相信中 缅之间

的边界问题是可 以 和平解决的 。 月 日 ， 吴努又对 《 民族报》 记者说 他十分相信 中 緬边界问题
“

是
一

个能够处理 的问题 是
一

个能够同 中 国 以 友好精神来解决的问题
”

没有必要把它提交联合国

或者邀请其他亚洲国家作为观察员前往缅中边境 。 他认为 面对面的会谈可能找出公正和平 的解决

办法 。 正是中缅双方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和决心 ， 为 问题的最终彻底解决奠定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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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林》

中 国从 自 身面临的 国际国 内形势出 发 在中缅边界谈判中较好地照顾到 了 緬甸 的利益 也是中

缅边界问题能够顺利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 。 中 缅边界谈判时 中 国不仅 面临 着迫切的建设任务 ，
而

且在国际上受美 国的封锁和包围 谈判期间 中苏关系和中 印关 系的恶化 进
一

步加剧 了 中 国外交上

的困难 。 为了 打开外交局面 争取国际形势与周边安全形势的 和缓 ， 中 国在与 缅甸 的边界谈判 中 始

终秉持宽宏大量 ， 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 对缅甸作 了
一

些让步 。 如在 中缅边界北段传统习 惯线的

确定方式上 ， 中国最初是主张先进行实地勘察再确定分水岭原则
；
在应交还中 国 的片 马 三地的 面积

问题上
， 中 国最早主张应 归还的面积为 平方英里

， 但在随后 的具体谈判 中 ， 中 国从促进中缅友

谊和亚非国家团结的利益出发 为推动边界问题的彻底解决 在这两个问题上大部分满足了 缅甸的

要求 。 吴努在 年 月 的 国会演讲 中 ，

“

对中 国政府所采取的友好态度表示欣赏
”

。 缅甸 苏敏上

校在中 国组织的庆祝中缅签订友好条约和边界问题协定的大会上也指出 ，

“

边界问题的签订表明 了

中国对我们缅甸是非常宽宏大量的 也表现了对我们缅甸 的体谅 。

”

这也证明 中缅边界谈判能够取

得积极成果 是与 中 国对缅甸 的 宽宏大量和体谅让步分不开的 。

中缅边界谈判长久以来被作为解决边界问题的
“

典范
”

， 至少有 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

一是中缅

边界谈判检验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 。 中缅边界谈判是中 国与邻国进行的第一次边界

谈判 ， 谈判 中所遵循的友好协商 、 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方法在实践中得到 了检验 ， 中缅边界条约的

最终签订充分证明 ， 即使是像边界争端这样复杂的问题 ，
即便是社会制 度和大小强弱 不同 的 国 家之

间 ，都是可 以通过和平的外交途径来解决它们之 间 的争端的 。 二是 中缅边界谈判过程 中确立 了我

国对过去旧的边界条约和历史资料的态度 ， 即对旧 中 国过去同 外国所签订的边界 条约 要按照 一般

国际惯例予以承认和尊重 如果要修改或调整 ，
必须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进行友 好协商 。 在边界历

史资料和地图的运用上 ， 要把可以作为法理依据的 历史 资料 同由 于情况变化而 只有参考价值的 历

史 资料加 以区别 还要注意本国 与对方已 经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根本变化 。 正确客观地对待旧

的边界条约和历史资料 ， 对 中 国与周边其他国家解决边界问题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

中缅边界条约的顺利 签订 全面彻底地解决了 中缅两国之间历史遗留 的边界问题 ， 这不仅使中

缅边境的居民能够得到安宁 ，
而且也有利于 中缅两国 人民 的和 平建设 和友好关系 的进

一

步发展 。

中缅举行边界谈判时 西方国家在国际上大肆宣传 中国不会与 小小的缅甸解决边界问题 不会与 缅

甸签订边界条约 ， 因此 中缅边界条约 的 签订是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 在一定程度上打击 了帝 国主

义对中国 的封锁和包围 。 特别是在中印边境发生 冲突 的背景下 中 国作为
一

个社会主义大国 ， 在与

周边小国解决边界问题时 始终奉行平等协商
、
互谅互 让的原则 展示 了 自 己 的和平诚意 和对其所

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遵守 。 在 中缅边界问 题顺利解决的带动下 周边 国家同 中 国 发展友好

关系 的愿望随之上升 先后同 中国提出 了解决边界 问题的要求 。 中 国政府抓住时机 运用解决 中缅

边界的成功经验又顺利地同尼泊尔 、蒙古 、 巴基斯坦和 阿富汗等国 解决了边界问题 ， 这不仅有助于

改善我国 的周边外交关系和安全形势 ，
而且大大增强 了我国 的外交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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