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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8 月份，外交部
副部长傅莹率团，在不丹
首都廷布与不丹代表团进
行第二十轮边界会谈。傅
莹表示，中不边界谈判举
行 28 年来取得了重要进
展，两国边境地区保持和
平与安宁。

傅莹还在不丹历史最
久、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
纸《昆色尔》上发表署名文
章，表示两国边界争议面
积不大，双方要本着互谅
互让的精神，加快谈判进
程，早日找到公平合理、
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
法。文中特别提到“中不
两国友好不会伤及任何
其他国家”。

两国关系
虽未建交但保

持友好交往

不丹，喜马拉雅山南
麓的内陆国家，面积 38394
平方公里，与我国海南省
陆地面积相仿，其东、北、
西三面和中国接壤，南面
与印度接壤。中不边界长
约 600 公里，从未正式划

定。不丹民众在生活习俗
上 与 中 国 的 藏 民 相 似 。
该 国 立 藏 传 佛 教（噶 举
派）为国教。

中国和不丹迄今未能
建交，但一直保持友好交
往。外交部公开资料显
示，1971 年，不丹投票赞
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
合法席位。1974 年，不丹
邀请我驻印度使馆临时
代办出席第四世国王的
加冕典礼。1979 年起，两
国领导人每年均互致国
庆贺电。

云南省社科院南亚所
不丹问题专家杨思灵说，
在清朝时，不丹和中国的
边界的形式很灵活，并未
有明确的划界。“在新中
国成立初期，不丹在一些
争议地区设哨所，背后实
际是印度的军力在进行
支撑。”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亚
太研究所研究员刘建也
表示，在过去，中不边界
问题和中印边界问 题 一
起谈判。 1959 年周恩来
总理致函印度尼赫鲁总
理，表达了中国希望单独
与不丹进行领土谈判的
愿望。

领土争议
两国 28 年举

行20轮边界会谈

中国和不丹真正开始
单独领土谈判是在 1984
年，此后两国轮流在北京
和不丹首都廷布举行边界
问题会谈，至今已经持续
28年。

在 28年的中不领土谈
判中，中不两国一共进行
了20轮的谈判。

中国与不丹的争议领
土并不大。2004年出版的
由中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
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边界事务 条 约 集 —— 中
不卷》指出，中不边界从
未以条约或协 定 正 式 划
定，但两国间存在着一条
传统习惯线，边境地区基
本稳定。目前，双方争议
区总面积约 1200 多平方
公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
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
员、西南边疆与海疆研究
室主任孙宏年援引 2004
年出版的《列国志——不

丹》一书介绍称，对于有争
议的领土，中不两国前 4
轮边界会谈达成了指导性
意见，此后双方进入实质
性谈判阶段，并对边界地
区进行了实地勘察，绘制
了边界地图。

1986 年以后，两国边
界地区形势基本缓和，牧
民放牧和民间边贸恢复正
常。1989 年，不丹第 68 次
国民议会通过了部分段落
的划界方案，计划在 1991
年底基本完成划界。

“但是，由于不丹国内
对解决边界问题存在着不
同看法，又受到外界因素
影响，不丹政府在划界问
题上的态度发生变化，放
慢划界的步伐，中不边界
问题也就拖到今天。”孙宏
年表示。

但 为 保 持 边 境 地 区
稳 定 ，1998 年 12 月 中 不
两国签订了《关于在中不
边境地区保持和平与安
宁的协定》。

协 定 写 明 ，双 方 同
意，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
之 前 ，保 持 边 境 地 区 的
和 平 与 安 宁 ，维 护 1959
年 3 月 以 前 的 边 界 现
状。该协定是 两 国 第 一

个 政 府 间 协 定 ，对 维 护
两国边境地区稳定具有
重要意义。

外部影响
不丹无法回避

“印度因素”

对于中国和不丹的交
往，近日，印度也有很多反
应。《印度时报》网站上部
分网民甚至表示“要策划
政变兼并不丹”和“要像上
世纪70年代对付锡金一样
来‘处理’不丹”。

《印度时报》登文猜测
称，不丹希望得到中国的
支持，在联合国安理会中
获得 2013-2014 年度的非
常任理事国席位，中国可
能为此要求不丹减少对
印度的依赖。

《印度电讯报》则在 6
月报道称，中国和不丹建
交的努力，似乎得到了印
度的默许。

“印度对不丹的影响
非常深。”杨思灵表示，印
度控制着不丹的 经 济 命
脉。他说：“不丹的货币与
印度货币挂钩；不丹石油

消费全部来自印度；不丹
生产的近九成的水电都由
印度控制，主要出口对象
也是印度。

同时，印度为不丹开
放 16 个 过 境 贸 易 口 岸 。
如果印度拒绝进口不丹的
水电，不丹经济将遭受灭
顶之灾。”

孙宏年研究员给出了
其他的例子：在军事上，上
世纪80年代以前不丹皇家
陆军的训练主要由印度负
责，不丹军人除在印军事
院校训练外，有的还被直
接编入印度陆军服役 1 年
到 3 年后才回国。在军队
的后勤保障方面，不丹陆
军军费全部由印度提供，
装备和军需也主要靠印度
支援。

杨思灵在编撰云南社
科院《南亚报告》蓝皮书不
丹部分时注意到，每年不
丹领导人外访，第一个访
问国家就是印度。

印度独立后，1949年 8
月与不丹签订《印不“永久
和平与友好”条约》，其中
第二条规定“不丹政府同
意对外关系以印度政府的
意见为指导”。据杨思灵
介绍，2007 年 2 月不丹同

印度签署经修订的《不印
友好条约》，虽然抹去了

“不丹外交接受印度指导”
的条款，但是规定不丹外
交必须不能损害印度的国
家利益。

孙宏年表示，在解决
与中国边界问题的过程
中 ，“ 印 度 因 素 ”是 不 丹
无法回避的因素。“印度
因 素 ”至 今 仍 在 某 种 程
度上影响着不丹的对外
关系。

关系展望
“中不建交只

是时间问题”

谈到中不边界谈判的
突破，刘建研究员认为，中
不双方表达“建交”意愿的
动向可算突破之一。两国
虽然未建交，但不丹一直
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在台湾、涉藏、人权等问题
上支持中方立场。目前，
中国已经成为不丹第三大
贸易伙伴。

本月 10 日，不丹第四
世国王旺楚克在会见外
交部副部长傅莹时表示，

只要两国关系继续沿着
既定轨道向前发展，不中
两国解决边界问题以及
实现正式建交的目标必
将早日实现。今年 6 月，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里约
热内卢会见不丹首相时表
示，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基础上，同不方建
立正式外交关系，早日划
定两国边界。

近年来，中不交往逐
渐 增 多 ，关 系 进 一 步 发
展。孙宏年认为，不丹与
中国在时机适合时双方
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是必
然趋势。

印 度 个 别 网 民 的 激
烈言辞，表明印度某些势
力企图继续延续 1947 年
前 英 帝 国 主义政策的意
愿 ，但 是 现 在 已 到 了 21
世纪，这种意愿只能一厢
情愿。

杨思灵也认为，中不
建交只是个时间问题。一
旦中不建交，南亚区域的
战略互信和中国与南亚区
域经济合作将得到提升，
同时也扫清了边界谈判的
一个阻碍因素。

采写/新京报记者 储信艳

中国不丹互表“建交”意愿背后
社科院专家认为，双方建交只是时间问题，并将为边界谈判扫清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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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38394平方公里
人口：695822 人(2010 年预测值)。不丹族约占
总人口的50%，尼泊尔族约占35%。不丹语“宗
卡”为官方语言。藏传佛教（噶举派）为国教，
尼泊尔族居民信奉印度教
首都：廷布
行政区划：全国划分为4个行政区、20个宗(县)

今
年8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率团赴不丹，与南亚国家不丹举行边界会谈，并会见不丹第
四世国王。此前的6月，温家宝总理在巴西会见了不丹首相。在这两个场合，中国不丹均公开
提到了“建交”。中国和不丹虽为友好的邻国，但因为某些外部因素，新中国成立以后，中不始
终未能建交。从1984年至今，中不两国进行了20轮的边界会谈。中国与南亚小国不丹在领土

上究竟有何争议，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博弈？两国的边界何时能够划定并且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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