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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次访苏的背景
毛泽东自1947年开始，就主动提出出访苏联，直至1949年12月

才得以实现。在首次访苏时，无一不透露出当时中国和苏联地位上
的差别，这和当时的国际大背景、两国国力、两国领导人紧密相
关。

在首次访苏时，美苏之间已由同盟开始走向冷战；中国共产党
当时也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准备向苏联靠拢。作为当时唯
一能够和美国相抗衡的国家，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已拥有的至高
地位；而新中国刚刚成立，百业待兴，国家还面临着许多经济社会
上的困难。斯大林作为最大社会主义国家领袖，他当时拥有极高的
声望，资历远在毛泽东之上。

二、首次访苏过程中不平等的表现
（一）前奏：一波三折，行程被一推再推
早在1947年年初，中共中央便向苏共提出毛泽东访问的要求，

遭到了斯大林以担心解放战争战事为由的婉拒。其后直至1949年年
初，中共又数次表明毛泽东访苏的愿望，分别又以“毛泽东等人的
出行安全会影响事态进程”1“苏共高层领导全部要去‘收粮’”2

“敌人会污蔑中国共产党不独立，而是依附于莫斯科的”3“解放战
争正在紧要关头，‘统帅不宜离开自己的岗位太远了’”4为理由，
总共五次婉拒毛泽东访苏。

（二）莫斯科遇冷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率中共代表抵达莫斯科。对于当时的

气氛被后人描述不一，有倾向于简单热情，有倾向于冷淡，笔者倾
向于后者。第一，斯大林和外长维辛斯基皆未到场。据中共中央调
查部给苏共中央的通报，国内很多人对斯大林没有亲自到车站迎接

毛泽东表示惊讶和不满，因为在世界大战初期斯大林曾到火车站迎
接日本外相。5第二，毛邀请前来欢迎的人们到车厢就座，并品尝摆
满一桌子的中国特产，但是政治委员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以这不符
合礼仪为由而断然拒绝了。6这显得对毛泽东的不尊重。第三，以毛
泽东患感冒和天气寒冷为由，宣布欢迎仪式从简，只请毛检阅一下
仪仗队，如愿发表讲话，可以把发言稿交给新闻界。7

16日的当晚以及2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进行了先后两次会谈，
但都没有实质上的进展。毛泽东几年后自己对苏联大使尤金称，在
第二次会谈后，形势进一步紧张。“以后斯大林不愿同我进行任何
会见。从我方曾两次试图向他的住处打电话，但我得到的回答：斯
大林不在家，并建议我同米高扬会面，这使我感到羞辱”。8因此，
毛泽东决定什么也不干，“在别墅里睡大觉”。

（三）转折与突破
如上文描述在第二次会谈后，双方僵持不下。一直到1950年1月

1日，罗申拜会毛泽东，毛泽东提出缩短访问时间，即不接见客人，
也不发表公开讲话。除此之外，并透露了一则消息：中国政府有意
与缅甸、印度、英国建立外交关系。

而此时，印度继缅甸之后于12月30日承认了新中国。而缅甸、
印度原属英国的势力范围，反映出英美两国在对华政策还是有差异
的。同时，苏媒体在斯大林庆典后无毛泽东在苏的相关报道，英通
讯社放风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猜
忌。

除此之外还有美国因素。这就是斯大林通过情报渠道得知，
1949年12月30日华盛顿在一份定为“绝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
中确定要改变美国队东亚的政策。9从这份文件中可以看出，美国行
政当局不准备保卫台湾，并要从中国的内战中撤离出来，这肯定会
加强毛泽东的地位。斯大林认识到，如果一旦失去中国这个盟友，
苏联受到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在三衡量下，斯大林决定让步。

基于以上原因斯大林让步，在经中苏方商定1950年1月2日，毛
泽东出席了塔斯社记者招待会，公开声明他来莫斯科的首先目的是
要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苏联《真理报》和中国《人民日
报》同时发表了《塔斯社记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访问
记》的全文。1950年1月22日，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第三次会谈。

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内容中存在的不
平等性

1950年2月14日，周恩来和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中
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一系列补充协定。即使在苏联让步的条
件下，在相关的条约的最终内容中，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中苏同盟
之间的不平等性。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意味着中苏结成了为期30年的军事
政治同盟，此条约体现出来的平等互利是值得肯定的，双方在互相
尊重主权完整和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加强经济合作和文化联系。

《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问题、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宣布苏

从毛泽东首次访苏看中苏同盟的不平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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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49年12月，毛泽东开始了首次访问苏联之旅。期间取得的最大成果为苏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建

立起中苏的同盟关系。但就此次访问的过程和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协定的内容来看，中苏之间的这种同盟关系是不平等的。也正是这种

不平等性为之后的中苏关系破裂买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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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效地对大学生反社会行为进行干预和控制的矫正工具。将家
庭作为一个矫正工具，运用家庭的力量来矫正大学生反社会行为，
应充分发挥家庭应有的各项功能，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矫
正。此项工作应注重以下两点：一是注重家庭的教育功能。教育子
女、帮助子女实现社会化，尤其是人格社会化。二是提升家庭的情
感功能。家庭成员间，特别是父母亲子关系。良好的情感表达和互
动是大学生人格社会化的重要影响因素，生活在感情淡薄，缺乏联
系的家庭中的大学生， 其身心必然要受到损害，还可能造成不良的
认知，偏离的价值观，最终导致反社会人格的出现。相反，如果家
庭成员间能亲密的、充满爱心与交流的生活在一起，就会引发一种
强有力的矫正力量，这种力量建立在血缘的基础上，是其他社会组
织所不具有的，非常适合矫正一个已经出现反社会行为的大学生，
使其重新回归家庭、融入社会。因此，家庭在对待有过反社会行为
的大学生时，不应将其拒之门来排斥他，而应主动接纳，为他们营
造和提供一个良好的家庭情感氛围，使其感受到家庭的关爱、温暖
和归属感。这样他们重新回归的机率就会大大增加，从而实现矫正
大学生反社会行为的目的。

3.3 从社会学角度
建立良好的人际交往圈，从人际交往中汲取良好的经验，学会

区分善恶是非，促进自己尽快成熟，认识自己错误，尽快改正。另
外建立良好的人际交往圈还可以预防反社会行为的发生。

实行目标激励。大学生反社会行为的产生与自身有远大理想和
奋斗目标是分不开的。因为理想目标可以提供人生前进的动力；可
以提高人生的精神境界；可以使个体集中精力排除干扰， 从而减少
反社会行为发生的机率。

加强行为规范约束，注意预防。对大学生刚加入某个组织或团
体之前就明确行为规范；在他们即将离开某个组织或团体时，密切

注意其行为动向；重大节假日的行为控制；网络监控，及时发现反
社会动向。大学生发社会行为应以预防为主，培养他们的个人素
质、道德素质和法律意识，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预防反社
会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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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不晚于1952年底以前将共同管理的中长铁路的一切权益和该铁路
所属的全部财产交给中国，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撤出并将那里的设备
也移交给中国。10大连当时没有规定苏军驻留期限，毛认为“中苏经
济合作的基地”，实际上50年底议定书，51年初归还。

不平等性突出表现在中长铁路问题上：中方从体现主权考虑，
要求中长铁路在过渡期内共同经营的股额比例重担占51%，苏方
49%，中长铁路局长由中方任正局长，苏方任副局长，苏方反对最后
股额对半，正副局长定期轮换制。“在移交前，中苏共同管理中国
长春铁路的现状不变。唯中苏双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如铁路局
长、理事会主席等职），自本协定生效后改为按期轮换制。”11在协
议的补充条款中：苏联军队和军用物资在远东出现战争威胁时可以
自由的沿中长铁路调运，但中国军队和军用物资却不能自由地沿苏
联境内的铁路调运。这是双方关于条约谈判中双方争论最激烈的争
论，也是极不平等的表现。

《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苏联从1950年开始
在5年之内以1%的利息向中国提供3亿元美元的贷款，中国则在10年
内以原材料、农副产品以及美元还清本息。12苏联给中国3亿美元的
贷款，其实比苏联给波兰的贷款还要少，约相当于日本投降后苏军
从东北拆迁回国设备价值的1/3，并且附加议定书宣布中国同意在近
10—12年内以每年商品周转协定的方式，把全部剩余的钨、锑、
铅、锡单独卖给苏联，也就是利用贷款来获得缺乏的重要战略金
属。按理说毛泽东接受一笔不足他原来期望十分之一的贷款，本是
一件丢面子的事，但对于百业待兴的新中国来说还是很重要。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规定“无论是在苏
联的中亚共和国和远东地区的领土上，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满
洲和新疆境内，都不给予外国人以租让权利，并不准许第三国的资
本或者其公民直接或间接形式所参加之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

其他的企业、机关、会社与团体的经营活动”。13 这是对中国内政
的严重干涉。周恩就曾激动的反驳，这是否也指那些住在东北的20
万不持中国护照的朝鲜人以及外来的蒙古人。斯大林回应，这只是
禁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进入东北活动。他的目的是要
保证苏联在俄罗斯传统利益区（新疆和满洲）拥有垄断的存在地
位，也是为了在经济上把外国竞争者排除在这一地区。中方让步，
斯大林才表示要把东北的敌伪财产和北京的苏联财产由中方接收，
这也集中的体现出中苏之间的不平等地位，苏方始终处于强势地
位。

以上条约当时并没有全部公布，这也从侧面佐证了《中苏友好
同盟互助条约》这一系列条约内容中的确存在不平等性。

四、总结
毛泽东首次访苏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

盟互助条约》基本达到其目的。但从毛泽东访问苏联的过程来看，
中苏之间地位差异和双方利益博弈导致了毛泽东在莫斯科的遇
“冷”，出于政治目的双方又有让步，最后通过努力最总签订了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其他协定。该合约极其协定的生
效，一方面巩固了新生的中国政权，加速了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
展；另一方面就其签订的内容来看，中苏同盟是不平等的同盟关
系。也正是这中不平等的同盟关系从侧面预示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
义必将导致中苏同盟的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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