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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外交政策的演进及对中蒙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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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蒙古国外交政策自 1990 年以来逐步调整，最终提出“永久中立”政策。本文重点梳理蒙古国对外政策的演进

过程及提出“永久中立”政策的背景、目的，并就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从安全、战略及经济角度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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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蒙古的外交政策的演进 

蒙古自 1921 年独立以来，如何巩固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地位是蒙古外交活动的重中之重。

二战以后，蒙古的独立状态逐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但仍然没能摆脱苏联的控制。直到 1990 年东

欧剧变、苏联解体，蒙古才真正走上独立自主发展的轨道。随后，基于选择“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致使 70 年受控于苏联的深刻历史教训，蒙古重新制定了其对外政策。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 1994 年

通过的《蒙古国对外政策构想》规定，蒙古奉行开放、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强调“同俄罗斯和中国

建立友好关系是蒙古对外政策的首要方向”，主张同中俄“均衡交往，发展广泛的睦邻合作”。1990

年，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奥其尔巴特访华。蒙古领导人上任后的第一次出访就选择了中国，

表明蒙古国外交政策的实质性变化。在新的历史时期，蒙古放弃了只重视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

家交往的政策，同时重视发展同美日德等西方发达国家、亚太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友

好关系与合作，体现了蒙古国奉行“不结盟、多支点”外交政策的实质。2011 年通过的新《对外政

策构想》基本保留原有基础，并根据新形势进行了补充。将“开放、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拓展为“爱

好和平、开放、独立、多支点的外交政策”，强调对外政策的统一性和连续性。明确对外政策首要

任务是发展同俄、中两大邻国友好关系，并将“第三邻国”政策正式列入《构想》之中。所谓的“第

三邻国”政策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一次“创新”。“第三邻国”灵感源于游牧民族的传统智慧，蒙

古人在草原上炊事时总是以三块石头作为支点生火做饭，也就是几何学中“最少三个点才能决定一

个平面”的浅显道理。所以，蒙古认为必须加入第三方才能支撑蒙古国外交的均衡状态，确保蒙古

国的安全环境。这样，蒙古一方面积极推进与中俄两大邻国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拓展与美、日、

韩、印等国的“第三邻国”外交，也将上合组织、北约、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作为“第三邻国”

外交推进重点，试图在平衡中俄两大邻国关系的同时，借助多边外交制衡中俄。[1] 

蒙古国的这些政策变化也促使各大国抓住时机努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中、俄、美、日重视和

加强与蒙古的关系，既与蒙古国“多支点”外交政策的成功实施有关，也与新世纪蒙古国在东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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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格局中战略价值提升有关，反映了各有关国家的利益与安全关切。与此同时，在全球一体化及

资源日益枯竭的形势下，蒙古国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在全球地缘政治及战略中

的地位日益提高，许多北约成员国如美国、加拿大、德国及北约伙伴国如澳大利亚、韩国在蒙古国

的利益存在日益扩大，这为北约国家扩大与蒙古国的军事安全合作确立了经济基础，蒙古也成为北

约、欧安会等国际组织青睐的对象。 

正是在这样的内外环境下，2015 年的 9 月 7 日，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又提出成为“永

久中立国”的想法。随后，9 月 29 日，额勒贝格道尔吉总统在第 70 届联合国大会上演讲时宣布，

蒙古国将实行“永久中立政策”，并呼吁国际社会各方予以认可和支持。 

二、 蒙古国外交政策演进的因素分析 

  从冷战时期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推出的“不结盟、多支点”外交政策，

再到为制衡中俄两大邻国提出“第三邻国”外交政策，可以说蒙古国的对外政策一步步走向成熟，

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现在蒙古又借鉴历史上瑞士、土库曼斯坦等几个中立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成

功经验，着眼于未来可能面临的国际压力，提出“永久中立国”政策，这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

其“不结盟、多支点”外交政策的延续。蒙古国不断小幅调整其外交政策，并提出“永久中立国”

政策，目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确保蒙古国自身的国家安全。蒙古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他与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为

邻。蒙古国的国家安全是通过其外交与军事政策加以保障的。所以，蒙古对其周边的安全形势十分

关注。随着东北亚局势的复杂化，未来在该地区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断上升。蒙古总统额勒贝格道

尔吉在 2016 年 2 月的国家电视台的专访中解释蒙古国永久中政策时指出：所谓永久中立就是在战时

不介入战事，不加入军事同盟，而在平时贯彻执行和平外交政策。[2]如果蒙古国的永久中立国地位

被国际社会承认，蒙古就不会成为大国的“棋子”，避免受制于人，就不会花费更多的精力在保障

自身安全问题上，可以更好地利用多边资源为自己谋求更大的政治、外交利益，并集中精力发展经

济。  

  第二，避免重蹈历史覆辙。历史上，外蒙古曾被清朝统治二百多年。1921 年独立后又受制于苏

联。基于这样的历史教训，蒙古力争真正成为一个掌握自己命运的国家。实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并

成为永久中立国，对于防范重蹈历史覆辙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中俄目前在蒙古国还是属于竞

争性协作关系，一方面无法接受美国和北约的势力楔入，另一方面又想加大自身影响。所以蒙古对

外政策的不断调整的考虑在于以政策和法律手段规避历史上曾经经历的“风险”。 

    第三，平衡大国关系，获取更大利益和发展空间。蒙古国的第三邻国政策虽然拓宽了蒙古国的

外交空间，但也引起中俄两大邻国的警惕与担忧，不利于蒙古与中俄两大邻国的关系发展。永久中

立国政策可以让中俄两大邻国打消蒙古可能被第三国利用，妨害两国安全的疑虑和担忧，更好与两

大邻国开展全方位的合作。另外，蒙古国在 1990 年以来，获得丰厚“外援”，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

要在一些国际问题上被要求选边站队，某种程度上讲，也就背上了一定的“外交包袱”。所以，蒙

古提出成为“永久中立国”，似乎可以在与各国的交往中多一层“挡箭牌”，得以超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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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提升蒙古国在维护地区安全中的作用。蒙古近年提出的东北亚安全机制得到了周边各国

的一致认可。实行永久中立的外交政策后，可以进一步提升蒙古国的国际公信力，使得蒙古能够在

协调朝日、日韩等地区纷争中发挥更大作用，从而提升国际形象和地位，有助于蒙古在地区协作中

获益。 

第五、吸引国际社会关注，创造更安全的投资环境。近年来，因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下跌和中国

经济放缓的影响，蒙古国经济陷入困境。增加外国投资，发展经济是蒙古国的当务之急。“永久中

立国”的招牌无疑将大大改善蒙古国的投资环境，可以吸引外资大胆放心进入蒙古国市场，对于提

振其经济大有好处。 

三、蒙古的对外政策演进对中蒙关系的影响  

中国与蒙古国建交 66 年以来，两国关系虽然经历过一些曲折，但是睦邻友好一直是主流。早在

1949 年 10 月 16 日中蒙两国就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1960 年签订《中蒙友好互助条约》，1962 年

签署了《中蒙边界条约》。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中蒙关系也进入低谷。中蒙

自 1989 年两国外长互访，实现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不断深化的政治进程和对外关系政策的调整为

两国关系的深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两国高层互访不断，取得了一系列合作成果。1994 年李鹏总理

访问蒙古，中蒙两国修订并重新签署了《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条约》，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打下坚

实基础。2003 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对蒙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蒙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

2011 年，蒙古国总理 S·巴特包勒德访华，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3 年，中蒙双方签署了《中

蒙战略伙伴关系中长期发展纲要》。2014 年 8月 21 至 22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蒙古国进行了

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与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进行了深入会谈，会后发表《中华人民共

和国和蒙古国关于建立和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把中蒙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并签署了 26 项合作协议，中蒙关系得到了空前的发展。2015 年 11月，蒙古国总统查·额勒贝

格道尔吉访问中国，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经济技术、食品安全、基础设施建设、航空、能源、金融

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并就深化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一致。 

随着两国政治关系的深入，中蒙经贸合作近年来稳步发展、势头良好，两国贸易额已经达到７

３亿美元，中国企业累计对蒙古国投资接近４０亿美元[1]，双方间一批大项目合作正在积极推进，

中国连续多年保持对蒙最大的经贸伙伴地位，经贸合作已经成为双边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

器”。 

总之，中蒙关系自 1990 年以来能够顺利发展，取得今天的成就，得益于两国外交政策的稳定和

连续性。现在蒙古国提出“永久中立政策”，也可以说是其“不结盟外交政策”的延续，对中国而

言近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但从长远来看，会产生一定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从国家安全角度而言，中蒙之间有着 4700 多公里的共同边界，中国会从蒙古这个北方邻居处

获得安全利益的“再保险”；如果蒙古国的永久中立国地位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类似冷战时期苏

联军队陈兵中蒙边界的情况就不会再发生。 

但从安全战略角度而言，从蒙古国自身诉求及与该地区各国的关系判断，蒙古会在东北亚外交

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对华影响取决于蒙古与这些国家的和国际组织的双向与多边互动，尤其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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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局势不稳定的时候。 

从经济发展角度而言，蒙古国在经济贸易合作中会借助“中立国”的地位和影响，与其它国家

开展更广泛的合作，其实就等于是“二次开放”，闻风而来的外资公司会有增多趋势，为蒙古经济

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这对中国的对外投资和“一带一路”倡议在蒙古的落地、“中蒙俄经济走

廊”建设既形成机遇，当然也会有一定的竞争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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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ngolia is an important neighbor of China in the north. The idea of "permanent neutrality" in foreign 

policy of Mongolia in September 2015.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background and purpose of Mongolia's 

"permanent neutrality" policy, and analyzes the possible impact o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curity, strategy 

and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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