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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国界东段界桩揭幕
中国军队开始在黑瞎子岛履行防务

新华社黑龙江抚远１０
月１４日电（记者 钱彤）中
俄双方１４日在黑瞎子岛举
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
俄罗斯联邦国界东段界桩
揭幕仪式”。中国外交部
大使赵希迪和俄罗斯外交
部一亚局副局长马雷舍夫
共同为中俄界桩揭幕。两
国外交、国防、公安等部门

及地方代表共同出席了仪
式。

同日，中国外交部和俄
罗斯外交部通过换文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
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
界线东段补充叙述议定书》
及其附件正式生效。两国边
防部队已开始按双方勘定
的国界线履行防务。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１４日
电（记者 林立平 李诗佳
徐松）外交部发言人秦刚

１４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中俄历史遗留边界问
题的解决是双方本着平等
协商精神、历经多年谈判
的结果，体现了中俄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和
特殊性。

秦刚在答记者问时说，
中俄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
的解决是双方以目前有关
中俄边界条约为基础，根据
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本着平
等协商的精神，历经多年谈

判的结果，体现了中俄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和
特殊性。中俄解决边界问题
是两国落实《中俄睦邻友好
合作条约》的具体步骤，体现
了双方世代友好的和平思
想。中俄边界将成为中俄两
国和两国人民和平、友好、合
作的纽带。

秦刚表示，中俄解决历
史遗留边界问题的经验表
明，和平对话、公平合理、平
等协商是解决复杂敏感问
题的正确和有效途径，它为
国际社会通过外交手段解
决类似问题树立了典范。

黑瞎子岛，又称抚远三角洲，因常有黑熊出没被俗称
为“黑瞎子岛”。由于地处中国最东端“金鸡”版图上鸡冠的
位置，扼守着黑龙江—乌苏里江通航咽喉、并紧邻俄罗斯
的哈巴罗夫斯克，因此该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黑瞎子岛整体面积是375平方公里，根据2004年签署
的《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塔拉巴罗夫岛(银龙岛)归中
国所有；大乌苏里斯基岛(黑瞎子岛)一分为二，靠近哈巴
的一部分归俄罗斯所有，靠近中国一侧的一半岛屿则归中
国所有。今日回归祖国的一半领土，相当于10个沈阳市沈
河区的面积。

黑瞎子岛的回归 ,这标
志中俄4300多公里的边境线
已全部勘定 ,但其回归之旅
并非坦途。

苏军强占黑瞎子岛

中俄两国的边界纠纷，
最早要追溯自清代。

1858年，沙俄政府强迫
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夺
去黑龙江以北约60万平方公
里。1860年，沙皇俄国藉武力
迫使清政府签定了中俄《北
京条约》。中国将黑龙江以
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
岛在内的大约120万平方公
里的国土割让给俄国。

真正造成黑瞎子岛领土
争端始于1929年。当时，中国
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因不满苏
联持续控制在清朝末年由沙
俄修筑的中国东清铁路（简称
中东铁路），将苏联职员遣送
回国，引起武装冲突。国民政
府对苏宣战，但中国战败。

1929年12月20日，在美
国的调停下，张学良与苏联
签署停战《伯力协定》，同意
恢复苏联在中东铁路的权
益，换取苏联军队撤出中国

东北。但苏军却一直强占黑
瞎子岛，不肯撤走。抗战胜利
后，中华民国政府和苏维埃
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
条约》，条约规定：“中苏两国
一致同意江面主权中苏各二
分之一。”

三次谈判僵持不下

中俄就黑瞎子岛的归属
问题，从1964年就开始了第
一次谈判，持续半年时间，但
谈判以失败告终。

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于
1969年10月在北京举行，但
随后中苏因争夺乌苏里江上
的珍宝岛爆发战争，谈判终
止，双方在边境陈兵数百万。
最终，中国成功击退苏军保
住珍宝岛。此后，苏联感到紧
张，于是往黑瞎子岛上移民，
争端朝着越来越不利于中国
方向发展。

一直到1986年7月，前苏
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
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
表讲话，为中苏关系带来了久
违的暖意。次年2月，中苏双方
开始第三次边界谈判。

1989年5月，原苏联共产

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
随后中苏关系全面回暖，长
期陷于停顿的边界谈判得以
重启。1991年5月，时任中国
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访俄，两
国领导人签署了《中俄国界
东段协定》。1994年，中俄两
国又签定了《中俄国界西段
协定》。

化干戈为玉帛

第四次边界问题谈判开
始于2001年7月的《中俄睦邻
友好合作条约》，当时的中俄
两国元首江泽民和叶利钦作
出政治决断，一定要解决黑
瞎子岛问题。经过多轮谈判，
双方最终达成共识，原则上
决定平分黑瞎子岛。

2004年10月，俄罗斯总
统普京访华，中国外交部长
李肇星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
夫代表中俄双方签定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
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
定》，该协定并已得到中国全
国人大常委会、俄罗斯杜马
全体会议和俄罗斯联邦委员
会全体会议批准。

2005年6月2日，中俄在

符拉迪沃斯托克互换《中华
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
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
定》批准书。当年6月，中俄勘
界工作启动。

2007年4月，俄军开始拆
除在黑瞎子岛设施。该年 9
月，中俄黑瞎子岛陆地勘界
基本完成。

同年11月，中国黑瞎子
岛界碑竖立。

2008年7月21日，中国外
长杨洁篪与到访的俄罗斯外
长拉夫罗夫，签署了中俄国
界东段两地补充续订议定书
附件。中国收回黑瞎子岛约
170多平方公里，而俄罗斯则
保留东半部分。

黑瞎子岛的潮落潮起见
证了中俄边界的纷争起伏，
也见证了中俄关系的变迁发
展。“黑瞎子岛模式”将为21
世纪的现代中国解决外交和
领土争端提供一种新思路：
即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通
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最大限
度地保护国家利益和领土完
整，同时对目前已经造成的
现实问题给予一定的承认。
（本报综合国际先驱导

报、新京报、央视等）

外交部：

边界问题的解决

体现高水平和特殊性

“半个黑瞎子岛”回归并非坦途

10月14日，中俄界桩揭幕仪式上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当日，中俄双方在黑瞎子岛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国界东段界桩揭幕仪式。两国边防部队已

开始按双方勘定的国界线履行防务。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