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苏关于旅顺港问题的档案资料辑录

    1956年 2月苏共 20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之后，我们这里

也有人跟着对斯大林进行了批判，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关于苏联和中

国共同使用旅顺港作为海军基地的问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言论是这

样的：

    “有一个叫斯大林的人，他夺走了旅顺港并把新疆和满洲变成了

半殖民地，而且还建立了四个合营公司。这一切都是他干的好事。”

    “在谈判时，按照斯大林的提议，他们试图让中长铁路归苏联独

家拥有，……中国向苏联提供旅顺港海军基地”。

    “现在我们很高兴中长铁路和旅顺港归还了中国，合营公司也不

复存在。”

    那么，斯大林是不是“夺走了旅顺港”？斯大林有没有“提议中

国向苏联提供旅顺港海军基地”？又究竟是谁提出要让苏军在协定期

满的“1952年底不撤出旅顺港”，不将旅顺港“归还”中国的呢？

    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我们辑录了与此有关的苏联解密档案资料，

供大家一阅，并且像斯大林常说的一样，说上一句：

    “请你们自己判断吧！”

【1949年 2月 4日】

    毛泽东说蒋介石签订的旅顺港条约具有爱国主义性质

    如果认为中国应从俄国人那里收回旅顺是不懂得政治



关于民族问题和对外关系问题

——毛泽东与米高扬会谈纪要（摘录）

（1949年 2月 4日）

    ……

    毛泽东说，在与民主党派领导人会谈的时候，他们向这些人士解

释了他们对废除蒋介石卖国条约的考虑。他们（中国共产党人）要求

废除的不是蒋介石签订的所有条约，因为其中有些条约具有爱国主义

性质。例如：

    1，关于废除外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的条约。

    2，废除所谓的八国列强条约。

    3，关于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苏中条约。

    ……

    我（米高扬）问毛泽东，在会谈中他提到的苏中条约的爱国主义

性质的根据是什么。毛泽东笑着说，这个条约不是我签的，而是蒋介

石签的。毛泽东说，我向他们解释说，苏联到旅顺港的目的是保卫自

己，保卫中国，反对日本法西斯，因为中国太弱，没有苏联的援助就

不能保卫自己，苏联不是作为帝国主义的势力，而是作为维护共同利

益的社会主义力量来到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

    在回答为什么共产党反对美国在青岛的海军基地，而保护苏联在

旅顺的基地时，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是为了压迫，而驻扎武

装力量在旅顺港的苏联是为了反对日本法西斯。等中国将来强大了，

能自己保卫自己免遭日本威胁的时候，苏联自己也就不需要旅顺基地

了。此时，毛泽东说，有一位中国妇女——国民党立法院委员声明，

如果共产党能为中国从俄国人那里收回旅顺港，那将是一项伟大的事

业。毛泽东说，这个妇女不懂得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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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2月 6日】

    苏联政府认为旅顺港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可立即撤军

    中共五大书记坦称惊奇一致提出苏军不能撤离旅顺

关于苏中条约和新政府的结构等问题

——毛泽东与米高扬会谈纪要（摘录）

（1949年 2月 6日）

    ……

    （米高扬：）关于苏中条约问题，我说，我们认为苏中关于旅顺

地区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缔结条约的目的在于阻止国民党勾结日本、

美国反对苏联和中国的解放运动。这个条约，我说，在某种意义上说

对中国的解放运动是很有利的，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国内形

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我继续说，苏联政府决定废除这个条约，

一旦对日和约签署，马上就从旅顺撤出自己的军队。如果中国共产党

认为应立即撤军的话，苏联愿意这样做。关于中国东北铁路条约，我

们不认为是不平等条约，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靠俄国的资金建成的。

可能，我说，这个条约没有完全体现平等的原则。我们愿意讨论这个

问题，同中国同志同志般地解决这个问题。

    把这个条约看作是不平等条约的评价使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非

常意外，使他们坦称惊奇。



    之后，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现在，不能从

辽东撤军，不能撤离旅顺基地，我们这样只会帮助美国。毛泽东说，

苏联从辽东撤军这件事，他们将保守秘密，只有当他们粉碎了政治上

的反对派，动员人民去没收国外资本的时候，只有在苏联的援助下，

“我们可以管理自己”的时候，才会去重新研究这个条约。中国人民，

毛泽东说，感谢苏联签订了这个条约。当我们壮大以后，“你们可以

离开中国”，那时我们签订一个类似苏波条约的苏中互助条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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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共赞成让苏联的海军基地继续在旅顺港存在

    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表示将取消这一不平等条约

米高扬致苏共中央主席团报告：

回顾 1949年 1-2月的中国之行（摘录）

（1960年 9月 22日）

    ……

    四、关于旅顺口。毛泽东说，一位女资产阶级活动家找到他，提

出了一个问题，说革命政府在中国掌权之后，对苏联来说再继续保留

旅顺口的海军基地已无意义，对中国来说收回这个基地则是一件大事。

    毛泽东说，他认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正确的。这位妇女不懂政



治。中国有共产党，苏联也有，但这并不排除而是完全可以让苏联的

基地继续在旅顺存在。因此，他们（中国共产党人）赞成继续保留这

个基地。美帝国主义待在中国是为了压迫，而苏联留在旅顺是为了保

护中国防御日本军国主义。当中国真正强大起来能防御日本侵略时，

苏联就无须保留旅顺基地了。

    （米高扬：）我中央和斯大林对此有另外的立场。如果中国政府

是共产党的政府，则苏联在那里不需要有基地。我向中国同志陈述了

这一立场。斯大林收到我关于中方对这一问题立场的汇报后，于 194

9年 2月 5日致电毛泽东：

    “随着中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形势会发生根本变化。苏联政府

已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而且美军从日本撤走，即取消这一不

平等条约。然而，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苏军立即从旅顺地区撤走为宜，

苏联将准备满足中共这一愿望。”

    毛泽东坚持自己的意见，但看得出，他有自己的策略考虑，只是

没有明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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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12月 16日】

    斯大林提出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

    毛泽东主张不必修改条约不必匆忙由旅顺撤军

关于中苏条约及撤军、贷款、援助等问题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记录（摘录）

（1949年 12月 16日）

    ……

　　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解决。需要弄清的是：是否有

必要宣布保留现有的 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或者宣布将进

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进行相应的修改。

　　众所周知，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这个条约的，该协议

规定了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问

题等等）。这就意味着，上述条约的缔结应该说是得到美国和英国同

意的。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

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

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要寻

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

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

的苏联军队。根据中方的要求，可以做这样的修改。

    至于中长铁路，在此情况下，考虑中方的愿望，可以在形式上保

留，而实际上修改协议的有关条款。

    但是，如果中国同志不满意这个设想，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

    毛泽东同志：中长铁路和旅顺的现有状况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

中国还不足以单独地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此外，中长铁路是培养

中国铁路干部和工业干部的学校。

    斯大林同志：撤军并不意味着苏联拒绝援助中国，如果中国需要

这种援助的话。问题在于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在别国的领土尤其是友

好国家的领土上驻军，是完全不合适的。这样一来，任何人都可以说，

如果苏军可以驻扎在中国领土上，那为什么，例如英国人能不能驻军



香港，美国人能不能驻军东京呢？

    如果双方一致同意苏军撤出旅顺，那在国际上我们将博得好评。

同时，苏军的撤出也给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

方面以重大的帮助。所有人都将看到，蒋介石做不到的事，共产党人

做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尊重民族资产阶级。

    条约保障了苏联驻军旅顺的权利，但是，苏联可以不使用这个权

利和应中国政府的请求撤军。但如果这样做不合适，那么，驻旅顺的

军队可以留下2年、5年或 10年，就看对中国如何做有利。别让人们

以为我们想从中国逃跑。我们也可以把军队留下20年。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

雅尔塔协议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这

个问题必须考虑周到。但是，现在已经清楚的是眼下不必修改条约，

正如不必匆忙由旅顺撤军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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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 1月 22日】

    斯大林：旅顺口协定在签订对日和约后失效

    毛泽东：我们想写在新条约里的正是这一点

关于签订新约及中长铁路、旅顺、大连等问题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记录（摘录）

（1950年 1月 22日）



    ……

    斯大林：现在转到中长铁路协定上。您对这个问题有何建议？

    毛泽东：也许可以把在法律上保留中长铁路协定有效的原则作为

基础，旅顺口协定也这样办，而实际上做一些修改。

    斯大林：就是说，您同意宣布在法律上保留现有协定，但实际上

进行适当的修改。

    毛泽东：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双方的利益，既要考虑到中国的利益，

也要考虑到苏联的利益。

    斯大林：对的。我们认为，旅顺口条约是不平等的。

    毛泽东：但是，改变这个协定要牵扯到雅尔塔会议的决定？！

    斯大林：是的，要牵扯到——那就见它的鬼吧！既然我们已选择

了修改条约的立场，那么就要走到底。当然，这对我们会有些不便，

我们不得不同美国人作斗争了。但是，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些了。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是担心，这会给苏联带来不良的后

果。

    斯大林：大家知道，我们是在对日战争时期签订的现有条约。我

们不知道蒋介石会被推翻。我们的出发点是，我国军队驻旅顺将对苏

联和中国民主事业有利。

    毛泽东：这个问题是清楚的。

    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是否认为可以接受这样的方案：宣

布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港协定依然有效，此后俄军撒出旅顺。或

者可以提出另一种方案，宣布保留现有协定，而实际上从旅顺撤军。

哪一种方案更合适，就采纳哪一种方案。我们同意任何一种方案。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需要考虑考虑。我们同意斯大林同志的意见。

我们认为，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口协定应继续有效，签订对日

和约后失效，苏军撤走。但是，希望在旅顺我们进行军事合作，我们

也可以训练自己的海军。



    ……

    斯大林：就是说，旅顺口协定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依然有效。签

订和约以后现协定失效，俄国撤走自己的军队，我可以把说过的意思

这样归纳吧？

    毛泽东：核心就是这样，而且我们想写在新条约里的正是这一点。

    ……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2卷第265页

《苏联解密档案选-毛泽东著作》

第143-145页

【1950年 2月 14日】

    苏联同意苏军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自旅顺口撤退

    中国同意一旦遭到侵略双方可共同使用旅顺基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摘录）

（1950年 2月 14日）

    ……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

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

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

五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



    在苏军撤退及移交上述设备前的时期，中苏两国政府派出同等数

目的军事代表组织中苏联合的军事委员会，双方按期轮流担任主席，

管理旅顺口地区的军事事宜；其具体办法由中苏联合的军事委员会于

本协定生效后三个月内议定，并于双方政府批准后实施之。该地区的

民事行政，应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在苏军撤退前，旅顺口

地区的苏军驻扎范围，照现存的界线不变。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

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因而被卷入军事行动时，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及苏联政府同意，中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

顺口海军根据地，以利共同对侵略者作战。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周恩来（签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安·扬·维辛斯基（签字） 

新编《斯大林全集》档案附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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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 3月 28日】

    毛泽东要求：请苏联政府让苏军留在旅顺

                  并在1952年底不撤出旅顺港

通告中国国防和经济建设等问题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摘录）

（1952年 3月 28日）

    ……

    一、旅顺港海军基地问题。由于非法的美日和平条约特别是美日



安全条约的缔结，我们认为中国政府有理由也有必要请苏联政府让苏

军留在旅顺港地区，并在 1952年底不撤出旅顺港。如果您同意，那

我们就委派代表准备于今年 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就此问题进行谈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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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 4月 2日】

    斯大林答复：苏军尽快撤退完全地符合您的愿望

                  这种违约应合理地给外界提出论据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摘录）：

关于苏军撤出旅顺和修建中蒙铁路问题

（1952年 4月 2日）

    ……

    第一，迄今为止，我们认为，苏军尽快撤退出旅顺港完全符合您

的愿望。正因为如此，在 1950年根据您的愿望缔结条约时已做出决

定：即使不缔结对日全面和平条约，苏军也不迟于 1952年撤出旅顺

港。

    您 3月 28日电报提出的问题完全不同了。您现在抛开条约而认

为苏军应不定期或在 1952年以后留在旅顺港，说是因为日美缔结和

平条约而使情况发生了变化。

    如果您坚持这一点，则我们同意满足您的要求。但这里必须注意，



这种违约应合理地给外界提出论据，以免得出印象，认为是苏联做出

这样的决定来束缚您。

    可能需要缔结新的旅顺港条约。

    关于这一切，应当同您或您的代表团进行谈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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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 9月 15日】

    周恩来、维辛斯基：中苏两国外交部长互致照会

                        确认苏军延迟撤离旅顺基地

周恩来致维辛斯基照会：

请求苏军延迟撤离旅顺基地

（1952年 9月 15日）

尊敬的部长同志：

    自从日本拒绝签署全面和约以及美国和若干其他国家签署了单独

的协议之后，日本没有，看来也并不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签署

和约。这样，就给和平事业带来了危险，并为日本侵略者的卷土重来

创造了有利条件。

    有鉴于此，为了保障和平，同时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建议并请苏联政府同意，延长中苏关于旅顺港协定第二

款中规定的苏军撤出旅顺港的期限，共同利用中国旅顺港海军军事基



地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以及苏联与日本签署和约。

    如果苏联政府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上述建议，本照会与贵

方回复的照会将被视为 1950年 2月 14日协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

苏联关于旅顺港海军军事基地协定的组成部分，并自交换照会之日起

生效。

    请您，部长同志，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

周恩来          

1952年 9月 15日     

致莫斯科

苏联外交部长 A.Я.维辛斯基同志

维辛斯基回复周恩来照会：

苏联同意延迟从旅顺基地撤军

（1952年 9月 15日）

尊敬的总理和部长同志：

    我收到了您 9月 15日的照会。照会中谈到：“自从日本拒绝签

署全面和约以及美国和若干其他国家签署了单独的协议之后，日本没

有，看来也并不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签署和约。这样，就给和

平事业带来了危险．并为日本侵略者的卷土重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有鉴于此，为了保障和平，同时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议并请苏联政府同意，延长中苏关于旅顺港协定

第二款中规定的苏军撤出旅顺港的期限，共同利用中国旅顺港海军军

事基地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以及苏联与日本签署和约。”

    苏联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述建议表示赞同，并同意自交换

照会之日起，您的照会和本回复照会成为上述 1950年 2月 14日关于



旅顺港海军基地协定的组成部分。

    请您，总理和部长同志，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

A.维辛斯基          

1952年 9月 15日       

于莫斯科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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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 3月 31日】

    斯大林提议中国向苏联提供旅顺港海军基地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很高兴旅顺港归还了中国

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

——毛泽东与尤金谈话记录（摘录）

（1956年 3月 31日）

    ……

    （毛泽东：）在谈判时，按照斯大林的提议，他们试图让中长铁

路归苏联独家拥有，然而，结果通过了共同经营中长铁路的决定。此

外，中国向苏联提供旅顺港海军基地，在中国开设 4个合营公司。…

…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很高兴中长铁路和旅顺港归还了中国，合营



公司也不复存在。在谈话的这一部分毛泽东着重指出，赫鲁晓夫没有

参加这些谈判，布尔加宁也极少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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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 7月31日】

    毛泽东：有一个叫斯大林的人他夺走了旅顺港

    赫鲁晓夫：您曾认为这能遏制美国的侵略野心

关于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谈记录（摘录）

（1958年 7月31日）

    ……

    毛泽东：（针对“共同舰队”的问题）根据第五种方案，我们会

把旅顺港交给您，我们还有几个港口。

    赫鲁晓夫：您这是什么话，您把我们当成红色帝国主义者啦？

    毛泽东：问题不在于是红色还是白色帝国主义者。有一个叫斯大

林的人，他夺走了旅顺港并把新疆和满洲变成了半殖民地，而且还建

立了四个合营公司。这一切都是他干的好事。

    赫鲁晓夫：您是知道我的观点的。但在旅顺港这个问题上，我认

为斯大林当时的决定是对的。因为当时在中国还有蒋介石，而苏联军

队驻扎在旅顺港和满洲对你们是有利的。这起到了某种有益的作用。

但人民中国胜利之后，这种局面就应该结束了。我记得，1954 年我



们提出从旅顺港撤军时，您还对此举是否合适表示过担心，认为，有

苏联军队在此就能遏制美国的侵略野心。我们曾请您研究这个问题。

您答应考虑考虑。您考虑之后就同意了我们的请求。

    毛泽东：是的。

    赫鲁晓夫：您当时说，在你们的议会中提出此举（即中苏共同使

用旅顺港）对中国是否有利的问题的不是共产党人。您是说过吧？

    毛泽东：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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