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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40年代末，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成千上万的苏联专家来到这片陌生的国土，他们胸怀革命的
理想，本着国际主义精神，把知识、经验和技术传授给中国，并与中国人民一道挥洒汗水，为新中国
政权的稳定、经济的恢复和工业化基础的建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然而，1960年7月，苏联政府一纸命令，所有的苏联专家突然撤退回国，给中国人民及其建设事业留下
了众多困难和无限遗憾。
　  本书是中国第一部专门研究苏联顾问和专家在华历史的学术性著作。
为了再现这段真实的历史，作者参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和档案文献，走访了当年聘请苏联专家的一些单
位和有关人员。
在充分使用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的基础上，对苏联专家来华的基本状况、中苏双方在专家问题上的政
策方针、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条件和环境、苏联专家的作用和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和论述，使
读者能够对这段人所共知但又语焉不详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和真实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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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志华，1950年4月出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冷战史、苏联史。
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已出版的学术专著有《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4年）、《斯大林与铁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并主编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和《中苏关系史纲》（
新华出版社2007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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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关于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后期还有周恩来）访苏的情况及其结果，目前披露的中俄
双方的档案文献已经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录也有不少见诸书刊。
据此，学者们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基本上搞清了这段历史的发展脉络，并提出许多很有见地的
看法。
笔者以为，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处理1945年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斯大林与毛泽东持有根本不同的
立场和主张，尽管他们一直没有明言——甚至在毛泽东起程前的一再追问下，斯大林都不愿意明确表
态。
毛泽东希望废除1945年条约而代之以新条约，斯大林则宁愿维持原有条约。
这个矛盾在毛泽东来到莫斯科以后是无论如何不能再回避了。
双方交锋和较量的结果是斯大林作出了让步——他同意让周恩来到莫斯科来谈判和签订一个新条约。
然而，在签订一个什么样的新条约这个实质问题上，莫斯科精心设计的一系列条约草案，却是要保
留1945年条约的基本内容，以维护苏联的既得利益。
经过双方的艰苦谈判，斯大林再次作出让步，特别是在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和大连的协定上，基
本采纳了中国提出的方案。
斯大林之所以一再作出让步，归根结底是因为在亚洲外交的牌局中，莫斯科手里的底牌只有一张，那
就是必须使其东方邻居中国采取与苏联结盟的立场，至少也要奉行亲苏的政策，否则不足以保证苏联
东线的安全。
而在斯大林看来，毛泽东手中至少有三张牌，北京既可以倒向莫斯科，也可以采取中间道路，甚至可
能被迫与美国拉上关系。
尽管从内心讲，中共也知道必须依赖苏共的支持和帮助，但是，毛泽东能够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表
示要屈服于莫斯科压力的情况下，坚持己见，力挽狂澜，除了他的性格使然，恐怕也是看清了斯大林
的心思。
总之，斯大林无论如何是不能让毛泽东败兴而归的。
从总体上讲，中苏最高领导人会谈的结果对双方都是可以接受的。
中国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在亚洲的安全和战略利益得到了保证，而中共的新政权
也在苏联的庇护和援助下有了保障。
正是在个意义上可以认为，中苏同盟的确立，导致了冷战从欧洲扩展到亚洲。
理由很简单，如果说在1947—1948年，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集团对抗为标志的冷战，仅仅表现
为美苏在欧洲的政治和军事对峙，那么此时，由于中国加入了苏联集团，社会主义阵营在欧亚大陆连
成一片，美苏两大集团对抗在东方的缓冲地带已不复存在，冲突的前线已经推至太平洋的亚洲大陆沿
岸。
从国家主权和利益上讲，除了外蒙古问题，毛泽东通过这次艰苦的谈判，得到了他所能够要求的一切
。
有关中长铁路、旅顺港和大连的协定，基本上是按照中方的意愿签订的。
然而，这是出乎斯大林的意料和违背斯大林的意志的。
因此，从个人角度看，毛泽东的固执和强硬态度显然不会使斯大林感到满意——他碰到了一个比南斯
拉夫的铁托更加难以对付的合作者。
正是在中苏利益冲突的背景下，斯大林提出了所谓“补充协定”的问题，同时，苏方在具体的经济援
助谈判中，也显得斤斤计较起来。
一个新的关于苏联专家费用支付条件的协议草案，就是在这个时候由莫斯科提出来的。
一、关于苏联专家来华工作条件的谈判当确定要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以后，1950年1月5日，苏联外
交部、交通部等机构便组织了专门委员会，负责起草有关的条约和各种协议草案。
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1月22日，莫洛托夫、米高扬、维辛斯基将各专门委员会起草的12个草案呈报斯
大林，其中就包括“关于在中国机关、团体和企业工作的苏联专家的费用支付条件的协议”和苏联部
长会议“关于派遣苏联专家和教师组到中国工作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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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共（布）中央立即批准了这些草案。
遗憾的是，目前研究者还没有看到上述协议和决议的最初文本。
不过，在与周恩来的谈判中，苏方的基本意图和要求是看得很清楚的，即他们改变了斯大林曾经许诺
的条件——苏联专家只拿与中国专家同等的薪金，其余部分由苏联政府补贴。
对于斯大林1949年8月提出的优惠条件，中共领导人十分感激和赞赏。
刘少奇曾经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作报告时特别提到这一点：现在苏联已经派了两百多位专
家到中国特别是到东北来服务，我曾经问过他们在中国服务的条件，他们说：斯大林应中国共产之请
派遣他们到中国来服务，指示他们：要把他们所有的一切知识和技能告诉中国人，什么时候中国人能
够学会，能够没有困难地管理他们的工厂和企业，而不需要他们在中国服务的时候，他们就回苏联去
。
他们来到中国，由中国分配他们的工作，在他们被分配到各工厂、各企业和各经济机关去的时候，他
们在各工厂、企业和机关的中国负责人领导之下工作，他们只做顾问。
他们的薪资，只领取和中国同等工程师一样的薪资，而不是如英国美国工程师一样，领取很高的薪资
。
他们在中国的这些工作条件，是过去外国工程师从来没有过的，只有苏联的专家才自动提出这些条件
。
苏联与中国的商业，现已开始进行，苏联所提出的通商条件，也是完全友谊的和克己的，是其他资本
主义国家所不能有的。
这就是苏联人民国际主义精神的一些具体表现。
同时，考虑到这些专家在国内的实际生活水平，中共领导人也注意在待遇上特别照顾他们。
1949年9月24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致电中共中央，指出：据说苏联专家在其国内的工
资是我们技术人员最高工资的五六倍，但他们声明必须和中国同等专家的工资一样。
因此，我们正在筹设特别商店，用实物配给的办法予以补助。
9月29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回复陈云和薄一波：关于苏联专家的临时薪资，暂定最高标准为2500斤小
米，在最高标准以下各级苏联专家的具体薪资数额，请与科瓦廖夫同志商量决定。
除这种薪资规定外，仍须适当规定食堂饭食价格并设特别商店。
关于设立特别商店及特别商店的货物价格和食堂饭食价格之规定等事，均请事先与科瓦廖夫同志商量
办理。
战争时期，由于各解放区分别发行币值不同的货币，加上物价不稳，因此，中共的财政预决算和干部
供给标准均以小米斤数计算，这种情况在新政府成立后还延续了一段时间。
当时，中国政府的各部部长的待遇是每人每月2800斤小米，而随刘少奇来华的专家，除个别人是副部
级外，多数人都是司局级干部，如此计算，中国领导人确定的给苏联专家的实际薪金标准，已经不是
与中国技术专家，而是与中共高级干部同等了。
此外，特价食堂和商店，也不是一般技术人员可以享受的待遇。
然而，周恩来到了莫斯科以后才知道，苏方又提出了新的完全不同的条件。
1950年1月30日，苏联部长会议做出的决议，规定了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的工资和条件。
在2月11日与维辛斯基和米高扬谈判时，周恩来表示，他对关于支付专家费用的协议草案第4条的含义
不理解，该条款规定，中国政府应该每月支付给每个专家2000-4000卢布的补偿金。
苏方解释说，这笔钱将用作对专家以前工作的企业的补偿，并且是通过苏联政府支付的。
周恩来又婉转地提出，“如果规定用美元支付，那么中国政府就不得不支付一大笔钱，而如果以实物
结算，对中国政府来说就要容易些。
”米高扬回答说，协议草案规定可以用实物，也可以用黄金、美元和英镑来支付。
周恩来再问，这个协议是否包括了军事专家和教师等所有各类专家。
维辛斯基作了肯定的答复。
周恩来还提出，希望在协议中写明：“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出差期限是2—3年”。
苏方对此解释说，协议草案中指明专家在中国的期限是1年，但还有一个可以延长期限的补充条款。
最后，周恩来答应将把中方对这一草案的修改意见通知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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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次谈判的对话中，可以了解到苏方新协议草案的大概内容：第一，斯大林与刘少奇会谈时曾许诺
，中国政府只需支付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薪金，而且其标准与中国同等人员的工资水平一致，现在则
需要额外支付一笔相当数额的补偿金；第二，这项费用的支付，不仅是针对经济技术专家的，而且也
包括军事顾问和教师在内，即中国政府应该为所有来华的专家和顾问支付一笔额外的费用；第三，这
笔补偿费用可以用外汇或实物支付；第四，专家来华工作期限一般为1年，必要时可以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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