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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缘政治看蒙古对外关系走向

杨云安  
（东莞理工学院，广东 东莞 523000）

摘  要：蒙古处在中俄两大强国之间，国土完全被两国包围。冷战结束以来，蒙古在发展与中俄关系同时，也十分注重与
美国等国家关系。地理的阻隔并没有影响蒙古外交开展。从地缘视角，蒙古对外政策走向影响中俄关系，也难以摆脱中俄的影响。

关键词：蒙古；地缘政治；俄罗斯；中国

蒙古国位于亚洲大陆内部，国土完全被被中国、俄罗斯
包围其中，东、南、西部与中国接壤，北部同俄罗斯接壤。
该国国土主要是山地和高原，还有部分草原地带，面积 156.6
万平方公里，人口有 320 万（截止到 2019 年），其中 45%
人口居住在乌兰巴托。

1. 蒙古地缘
蒙古与中国存在悠久的的渊源。20 世纪以前，蒙古当时

还属于清朝疆域范围。沙俄当局在推进东方领土扩张计划时
意识到了蒙古对其巨大的地缘威胁，这也为后来支持蒙古独
立脱离中国埋下了伏笔。1910 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一部
分外蒙古王公在苏联支持下宣布独立，后来虽然又取消，但
是随着苏联全面介入蒙古，蒙古已经事实上成为苏联的卫星
国，最终于 1946 年在苏联策划下宣布独立。蒙古独立后一直
依附苏联，获得苏联的各类援助，在冷战期间一度是中苏对
抗的前线。1990 年苏联解体后，蒙古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
进行了去社会主义化改革，但是由于经济结构长期依赖畜牧
业，发展步伐缓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蒙古开始重
视发展与中国关系，双方关系恢复正常。

蒙古最重要的地缘价值就是其位于中俄腹地区域。蒙古
被中俄两大国完全包围，位于中俄两国心腹地带，这使其战
略地位十分重要，可对中俄心腹地带形成巨大压力。从地理
上看，中蒙边境区域涵盖中国东北、华北到西北区域，能够
辐射东北地区粮食、钢铁、煤炭石油等工业和能源设施，华
北地区首都北京、天津等统治中心地带，西北地区的酒泉、
太原等航空航天基地及地区中心城市。此外，蒙古也与新疆
接壤。中蒙边界长达 4673 公里，蒙古较平坦的高原地形在军
事上具有居高临下的优势，这在冷兵器时代尤其明显。对于
俄罗斯来说，蒙古国土深入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腹地地区，该
地区是俄罗斯重要的重工业和军工业基地，也是俄罗斯远东
地区与俄西部陆路交通的战略枢纽，俄罗斯在亚洲的国土几
乎与蒙古国土形成平齐状。双方边境线长达 3485 公里，北出
可切断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大通道、威胁赤塔、伊尔库茨克、
新西伯利亚工业区。[1]

蒙古的对外政策受地缘环境条件影响十分明显。蒙古独
立以后，事实上减轻了两国的国防安全压力。上世纪沙俄策
动蒙古独立的初衷就是害怕中国威胁其亚洲统治腹地，这却
使中国失去了大片的国土。尽管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分不
开，但是大部分民众对此是不满的。

冷战结束后，蒙古放弃结盟外交政策，选择等距离外交，
奉行中立的外交政策，不结盟、不树敌。蒙古与各国特别是
中国、俄罗斯两大邻国处理好关系，保持大体均衡的距离，
同时也积极发展与其他国家外交，特别是发达国家如美国、

日本、欧盟等。各方对蒙古的等距离外交都较为满意，这有
助于维护本地区安全与稳定，减轻各方的安全压力。

2. 蒙古与大国关系的发展
冷战的结局是促使蒙古调整对外政策的根本愿意。苏联

在冷战中失败并迅速解体，蒙古失去了可靠的同盟国，俄罗
斯无力继续为蒙古继续提供各种援助和保障，蒙古迅速调整
自身政治体制和外交政策。蒙古在政治外交方面进行较大挑
战。包括政治上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民主制和总统制，
改国名为“蒙古国”。1994 年，蒙古宣布在外交上奉行开放的、
不结盟的、多支点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同中国、俄罗斯“均
衡交往，发展广泛的睦邻合作”。同时重视发展同美、日、
欧盟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友好关系与合作。[2]2000
年蒙古议会通过 “施政纲领”规定，奉行独立、开放、多支
点的外交政策。蒙古在冷战中依附苏联，虽然获得了国家安
全保障，但是深受苏联影响，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缓慢，人
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苏联解体后，蒙古只能从其他国家
寻求援助：“在前苏联经济援助停止以后，蒙古国不得不寻
求其他援助。生活迫使我们实行民主制度，为了让美国、日本、
韩国或国际机构援助我们，我们必须要改革。”[3]

中俄两国都是蒙古重要的邻国。蒙古希望与保持与两国
的相等距离，不参与中俄之间的博弈。这种等距离外交政策
原则是蒙古安全政策的基石。蒙古吸取冷战时期的结盟教训，
尽力避免与任何一个邻近国家发生矛盾从而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冷战时期，蒙古夹在中苏对抗之间，付出了较大代价。苏
联解体后，两国关系一度冷却，经贸关系、投资等都大幅下
降，外国对蒙投资中历来位居第一的传统地位也被中国取代。[4]

中蒙关系升温迅速。“中国已连续十年以上保持蒙古国最大
贸易伙伴国地位。截至 2017 年 7 月，中方对蒙非金融类直接
投资达到 41.1 亿美元，约占蒙吸引外资总额的 30％。”[5] 蒙
古经济结构较为单一，以矿产、煤炭、畜牧业为主，虽然和
俄罗斯互补性不强，但是仍然是蒙古第二大贸易伙伴。基于
历史上的同盟关系，蒙俄双方仍然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民
调显示，“蒙古人眼中最好的合作者，首先是俄，其次是美，
中国继日本之后排在第四位。”[6] 蒙俄关系的民间基础仍然
很牢固。

蒙古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也取得了巨大进步，双方合
作不断加深。美国早在 90 年代初就赋予蒙古永久最惠国待遇
地位，同时支持蒙古向民主化、市场经济方向改革。为此，“美
日等国每年向蒙古提供大量的低息贷款、政府开发援助以及
大量物资，用以帮助蒙古开发其落后的交通、通信、教育、
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美日等国牵头召开国际援蒙会议，向
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为蒙古募集贷款和援助款项，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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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蒙古经济社会开发。”[7] 美国国务卿、总统先后访问蒙古，
双方确立密切联系。同时，两国军事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不
少成果，包括提供美元贷款和物资技术援助，对蒙古的军事
体系如教育、训练、演习提供直接的指导和援助。截至 2004 
年底， 美国以各种名目向蒙古提供军事援助达 3000 万美元。[8]

双方还举行了多次军演。蒙古积极参加美国的军事行动，包
括在伊拉克、阿富汗的“维和任务”。蒙古国被美国称为“亚
洲各国实行民主的楷模”。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有专家认
为，就是为了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安插一个“特洛伊木马”。
美国希望蒙古能在中俄的包围中发挥特殊的作用。这种作用
只能是美国的一厢情愿，作为被中俄包围的一个国家，蒙古
在美国的外交棋盘上发挥的作用有限。

3. 蒙古对外关系走向
蒙古仍将是中俄两国博弈的平台。俄罗斯自建立近代国

家体制以来，扩张主义传统一直盛行，广阔的国土就是通过
不断扩展占领获得。苏联解体使其扩张势头被打断，但是这
种传统并未被肃清。20 世纪，沙俄支持当时还属于中国的蒙
古独立，最后将蒙古从中国分割独立出去。苏联全面介入蒙
古，在各个领域实际上控制了蒙古，蒙古完全成为苏联附庸。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度退出蒙古，但是随着中国力量进入
蒙古，俄罗斯也不断加强与蒙古关系。中蒙俄三国构成了一
个等腰三角，中俄两国都会在中俄关系基础上考虑与蒙古的
关系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服从中俄关系。蒙古也在中、俄之
间推行等距离，不会和任何一方走的太近，避免刺激另一方。
2011 年蒙古颁布的《蒙古国对外政策构想》提出，“与俄罗
斯联邦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向，
但是坚持均等交往、发展广泛的睦邻合作关系。同时照顾与
这两国间的历史传统和经济合作的特殊性。”[9] 综合来看，
蒙古在经贸领域和中国更密切，在政治、军事、文化领域和
俄罗斯更密切一些。

蒙古是中俄两国竞争的缓冲国，中俄关系也会影响蒙古
对外政策走向。蒙古在冷战时期加入苏联阵营成为中苏对抗
的马前卒，冷战后中俄关系正常化，蒙古也有机会能发展与
两国关系。蒙古的对外政策不同程度受到中俄关系变化影响。
现阶段的对外政策都要充分考虑中俄的态度，这是也是蒙古
不得不重视的问题。中俄都是世界大国，只要处理好彼此关系，
那么与蒙古的关系也会顺风顺水。

蒙古更加注重引入该地区外的第三种力量。蒙古自从
提出多支点外交政策后，与地区外国家特别是美国关系发
展十分密切。蒙古十分重视美国在外交中的作用，宣称美

国是第三邻国，把美国当做最重要的邻邦。与美国发展关
系既是契合蒙古外交政策的题中之义，也能平衡俄罗斯与
中国在蒙古的影响。蒙古不希望成为中俄的博弈的筹码，
引入美国是平衡中俄影响的好办法，也使得蒙古有了更多
的选择。其次，蒙古更看重美国雄厚的财政援助。美国希
望利用蒙古制约中、俄，对两国构成一定的安全压力，甚
至也能够从中制造事端。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却是蒙古
由于国土被中俄完全围住，对外交通完全被包围，这使蒙
古的地缘价值利用空间有限。此外，欧盟、北约等重要的
国际组织以及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是蒙古十分看重的外交资
源，这些组织和国家由于与中国、俄罗斯有不同的利害关系，
也会在发展与蒙古关系上有所侧重。

蒙古的对外关系仍然面临调整压力，不论是结盟政策，
还是目前奉行多支点策略，蒙古作为两个大国之间的小国，
弱国，是很难排除两国影响的。中俄两国关系的好坏基本就
决定了蒙古地缘环境的好与坏。蒙古的外交政策最大的考验
还是其外交政策的平衡能力，如何保持中俄之间的大平衡和
欧美日之间小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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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式、理念与机制均进行相关调整 [5]。在几十年的洗礼中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陶瓷制造大国。我国正处于互联网时代，

世界陶瓷产业格局将再一次转变。

3. 结语
总之，就目前我国陶瓷行业发展阶段分析，其处于快

速发展的阶段，但在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各方面的问题。

上文中笔者分析了陶瓷行业发展瓶颈、陶瓷行业未来发展

方位变革及发展趋势，相信未来陶瓷行业技术水平将不断

提高，创新出更为优质的产品，使高品质品牌可以占领市场，

让具有较高文化附加价值的产品可以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

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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