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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泰两国是邻邦，有着友好交往的悠久历史。但二次大战后的冷战格局却将

中泰阻隔将近 30 年，直至 1975 年，中泰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49—1975 这

段时期中泰两国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中泰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

交往一直存在，我选取中泰政治关系作为研究重点，力图缕清这段时期中泰两国

政府间交往的情况，总结中泰关系发展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推动中泰两国

友好合作关系向更深入和广阔的方向发展大有益处。 

国外学者研究中泰关系的重点放在经济领域，且主要研究中国在泰国对外贸

易中的地位。国内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对中国与东盟关系的研究也逐渐多了

起来，但多数是把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而对中国与东盟中个别国家的双

边关系的研究相对要欠缺一些。本文选取 1949—1975 年中泰建交前的政治关系

发展作为切入点，以中国外交政策为主线，同时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开放档案作

为重要参考，分析每个历史时期中泰关系的发展情况及其经验教训，这是本文的

创新点所在。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阐述选题的目的和意义以及国内外这一领域研

究的现状；第一章回顾中泰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关系史；第二章着重从外交战略和

外交政策的理论角度阐述和分析影响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制定的因素，以及新中

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史；第三章以时间为界限，以中国外交政策为主线，总结每

个历史时期中泰两国的互动和交往情况，并分析每个时期的得失；结束语对中泰

关系曲折发展历史进行总结，得出经验教训，并对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和外交政策

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中国；泰国；政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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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ailand has a long history,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established between China and Thailand is the turning point. During 

1949-1975, China and Thailand has no diplomatic relations , however, Sino-Thai 

bilater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have been there. I selected the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ailand as a research focus, trying to summed 

up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ailand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experience and 

lessons.  promoting Sino-Thai friendly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o a more in-depth and broad direction of great benefit. 

In this paper, I selected years 1949-1975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ties as an entry poi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relations, China's foreign policy 

as the main line, at the same time to open the file archives of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analyse each historical period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ailand , and their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this is 

where the innovation of this article.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the first part of the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of topic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relationship of China and Thailand 

befor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 the third part focusing on foreign policy and 

diplomatic policy theory and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n the diplomatic strategy and 

foreign policy factor; the fourth as part of summed up in each historical period, the 

interactions and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analyze the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each period; the fifth part of twists and turns of Sino-Thai relations and 

summarized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draw lessons, and China's diplomacy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s own views. 

 

Key Words: China; Thailand; Politic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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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1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中泰两国是邻邦，友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二战后的冷战格局将中泰阻隔

近 30 年，直至 1975 年，中泰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泰建交是中泰关系发展史

上的又一重要转折点。建交 34 年来，两国在友好、平等、互利、互惠的基础上，

政治关系步步推进，经贸交流越做越大，进而使中泰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也得

到了稳步发展。1999 年 2 月中泰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泰王国关于二

十一世纪合作计划的联合声明》，为两国在 21 世纪“进一步拓展双方之间睦邻互

信的全方位合作关系”制订了应当遵循和实施的方针和框架。如今两国已在政治、

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全面展开合作，两国关系己经步入了“全方位、深层次、高

水平”的新阶段，正朝着战略合作的层面深入发展。抚今忆昔，一方面，上溯于

汉代的中泰关系源远流长，中国和泰国是近邻，两国人民之间有着上千年的友好

交往的历史，这为中泰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基

础；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倡导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外交取得巨大成就。

中国政府“以邻为伴，以邻为善”的周边外交政策也为中泰友好关系打下扎实的

政治基础。 

选择中泰政治关系作为我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中国同

美国、苏联、日本和英国等大国之间的关系研究是比较多的，但是关于中国和东

南亚国家，特别是中泰关系方面的专著还相对较少，有必要继续进行研究，使有

关中国外交方面的研究更加充实和完善，使之为当前更加灵活、务实的中国外交

服务；其次，国内关于国际政治领域的理论研究多集中于宏观层面的分析，有关

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

成果颇丰，本文试图以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为主线（属于层次分析方法中国家层次

的内容），着重从中国外交政策的角度分析 1949—1975 年中泰两国政治关系的发

展；第三，亚洲重要近邻对中国的发展和国家安全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泰国和菲

律宾、马来西亚这几个国家是中国的近邻，属于东南亚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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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国建交前大多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但后来经过调整外交战略，逐步缓和了同

中国的关系，并于 70 年代中期先后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泰国是三国中 晚

同中国建交的国家。1949—1975 这段时期中泰两国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

中泰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交往一直存在，我选取中泰政治关系作为研

究重点，力图缕清这段时期中泰两国政府间交往的情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已经

开放 1949—1960 年的档案（2008 年 11 月起开放至 1965 年），通过整理档案资

料，加上前人的研究成果，能使我们对中泰两国建交前的政治关系发展有更为清

晰的认识，总结中泰关系发展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推动中泰两国友好合作

关系向更深入和广阔的方向发展大有益处。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一、外国学者的相关研究 

国外关于中泰两国在 1949—1975 年这段时期的关系史方面的著作或文章有

一些。从泰国方面研究中泰关系的现状来看，他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经济领域，

且主要研究中国在泰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即中国是泰国贸易伙伴还是竞争对

手。笔者所及的对本文写作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有以下一些著作： 

拉詹德拉·库玛·简的著作《中泰关系 1949—1983》，这本书利用丰富的文

献资料全景展示了 1949—1983 这段时期中泰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书中

的附录部分提供的 1949—1983 中泰之间交往的档案材料、媒体报道和其他文献

资料对于本文的写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印度学者 Rabindra Sen 的著作《冷战前后中国与东盟外交》，重点论述了冷 

战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作者认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受中美双边关系的

影响很大。对本文写作有参考价值的是第一章“冷战时期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外

交”。这一章详细论述了冷战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其中提到

七十年代中国与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三国的建交。作者具体分析了冷战时期

国际局势的变化，东南亚各国特别是印尼和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对中国的认识，

Rabindra Sen 指出冷战时期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是不受欢迎的。 

    泰籍华人阿利·披荣（Ari Phirom）著，林明点译的《新时期泰中建交之内

幕》一书详细记述了阿利·披荣 1955 年中国之行的由来、使团的组成、行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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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线、中国领导人的接见，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中泰关系、泰国政治和泰国对外关系

等问题的基本原则和看法，通过这次秘密访华初步消除了双方的一些误解和谣

传。这本书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正像周恩来在宴请阿

利·披荣一行时所说：“喝茅台就和建立友谊一样，要一点一点地啜饮，一步一

步地耐心创建，不能心急，友谊才牢固。所以中泰两国的正式建交是有基础的，

可以说这本书是中泰正式建交的背景资料。 

杰伊·泰勒的著作《中国和东南亚》，主要内容是对中国和东盟及东盟国家

间关系的描述与分析。其中中国对泰国部分对本文写作有帮助。 

Corrine Phuangkasem 的著作《泰国对外关系：1964-80》，这本书着重从泰国

外交的角度分析泰国对外交往的情况。书中关于泰国国内政治的分析、泰国和其

他东盟国家关系、泰国和主要大国间关系的分析对于本文的写作有帮助。 
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从国内的研究现状来看，长期以来，我国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多数学者对中

国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大国关系研究的比较多，且较为深入和具体。尽管近几

年中国重视发展与东盟关系，学者们对中国与东盟关系的研究也逐渐多了起来，

但多数是把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而对中国与东盟中个别国家的双边关系

的研究相对要欠缺一些。从目前国内对中泰两国双边关系的研究来看，其研究的

内容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中泰建交后某一段时期（如周年、世纪之交等）中

泰关系在政治、经济等各领域发展历程的回顾，其中以高玉如和马燕冰写的《中

泰关系的现状与前景—纪念中泰建交 20 周年》（载《现代国际关系》1995 年第

六期），朱振明写的《中泰建交 30 年来中泰关系的发展及启示》（载《东南亚》

2005 年第五期），为代表，文章的主要内容就是对两国建交后政治、经济等各领

域发展的状况进行概括和简要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目前两国关系的发展态势

良好，对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前景看好。其缺陷就是对中泰两国关系发展的背景、

原因缺乏较为深入的分析,对中泰两国关系发展的规律和经验没有系统和全面的

总结，另外只看到中泰两国关系发展好的一面，而没有看到阻碍中泰两国继续深

入发展的一些因素，进而也没有对以后如何更进一步深入发展中泰关系提出有意

义的对策；另一类就是对中泰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的某一领域关系主要是经济领

域的研究，其中以严美姬和张烨写的《中泰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空间分析及拓展路

径》（载《国际贸易问题》2003 年第六期）为代表，主要内容就是对中泰两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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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特征进行总结，然后从中分析两国经贸合作中存在的问

题， 后再找出如何进一步深入发展中泰经贸关系的对策和路径。以下所及是对

本文写作有帮助的国内学者的著作： 

谢益显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外交史》采用分期方法描述各个历史时期中国

外交政策发展变化和外交成就。其中第一章对于新中国外交政策的确立、第二章

第三节关于中国发展同亚非国家关系、第三章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外交的问

题和调整对策对于本文的写作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李宝俊教授的著作《当代中国外交概论》按照历史分期方法分析各个时期中

国外交的政策和对外关系发展变化。其中第一章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第六章

极左思潮对中国外交的干扰对本文的写作有很大帮助。 

黄安余副教授的著作《新中国外交史》一书以区域为线索，以国与国之间的

政治关系为主线，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半个世纪以来新中国的外交历程。关于

1949-1975 时期的外交，作者认为“文革开始后，外交工作受到极‘左’思潮的

严重干扰，中国与部分国家的关系出现逆转。但由于周恩来等同志做了大量的补

救工作，中国外交工作很快重新步入正常轨道。” 

刘少华教授的著作《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一书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

东盟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其中冷战时期中国与东

盟各国的关系部分对本文的写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者指出即使在中泰未能建

交的情况下，通过周恩来的努力，中国仍然利用各种途径争取同泰国进行交流与

接触，为 70 年代中期中泰两国的正式建交奠定了基础。 

叶自成教授的著作《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这本书详细论

述了新中国的三位伟大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其中与本

文写作有关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对本文写作有很大帮助的是第一章

“毛、周、邓外交思想绪论”、第六章“中国地缘政治及其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和第七章“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陈乔之教授主编的《国际因素与当代东南亚国家政治发展》，主要论述了二

战后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发展情况。全书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集中探讨前殖

民宗主国留给东南亚国家的历史遗产；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冷战时期东南亚各国

内政外交的发展；第三部分重点探讨了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变化，大国战略的调整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绪论 

5 

以及世界政治发展趋势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虽然这本书重点论述的是东南亚国

家国内政治的发展演变，但仍然对本文的写作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特别是第四章

第三节中国对东南亚的政策部分。 

梁源灵教授的著作《泰国对外关系》一书介绍了泰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外关

系的演变，泰国的外交政策和特点，泰国与邻国、东盟各国以及世界各有关国家

的关系，其中第四章第二节详细论述了泰国与中国的关系，1969 年美国“关岛

讲话”之后开始调整对外政策，泰国外长他纳·科曼公开表示愿意与北京对话。

通过“乒乓外交”增进双方的了解，改善关系。1975 年 1 月克里·巴莫为总理

的新政府逐步实现了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 

汪新生、刘迪辉两位教授主编的《东盟国家内外关系》，对本文的写作很有

参考价值，其中第二章“东盟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中的第三节专门论述了建交前

后泰国与中国的关系。 

汪新生教授的著作《现代东南亚政治与外交》，详细论述了现代以来东南亚

各国的政治与外交。其中第六章第一节详细论述了泰国的政治发展情况；第十章

专门论述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发展，这些内容对本文的写作有很重要的参

考价值。 

总之，国内外在中国外交史、中共党史、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东南亚政 

治与外交、中泰关系发展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中都涉及了 1949—1975 时期中国外

交的内容。但研究受到历史文献的限制，外交档案涉及国家机密（目前中国外交

部档案馆只开放 1949—1965 年的部分档案资料），在研究中会面临原始材料匮乏

的问题。 主要的是笔者所接触的资料有限，难以将很多复杂、分散的历史资料

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只能在今后的工作与学习中不断补充，不断修改，力求在

建立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中泰关系梳理清楚，并

从中寻求启示。 

第三节 论文的研究方法、框架结构 

    本文的研究范围属于国际政治中有关中外关系的部分，在中外关系的研究中

有两大任务：一、利用历史研究的方法理清中国与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

面的关系；二、分析中外关系中出现的各种现象的原因，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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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未来，为国家的外交决策出谋划策。由于阅历和能力有限，本文只能粗略地整

理出 1949—1975 年中泰两国的政治关系交往情况，并分析中国与泰国从敌对走

向建交的原因。 

   本文综合采取了以下一些研究方法：1、历史与文献分析法，即通过对 1949

—1975 年中泰两国交往情况的历史回顾，总结出历史事件发生的因果关系以及

对现行国际关系的启示，达到“以史为鉴”。2、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的方法。在

本文的行文中，笔者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对 1949—1975 年的中国

外交进行理论分析与界定，然后综述 1949—1975 年的中泰关系，以 1949—1975

年中国和泰国交往的基本事实为依据，归纳和概括出 1949—1975 年中泰关系的

特点，进而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进行分析并演绎推理出 1949—1975 年中

泰关系的形成背景与主要原因。 

本文结构如下： 

绪论。绪论部分主要包括写作的源起、学术意义、前人的研究综述，本文的

研究方法。 

第一章：中泰关系的回顾。着重描述历史交往概况和建国前中泰关系的情况。 

第二章：对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进行分析评价。特别对 1949—1975

年这段历史时期的中国外交政策进行分析，总结出不同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特

点，以及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关系发展的影响，这部分还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

系发展历史和特点作了总结。 

第三章：对 1949—1975 年中国和泰国政治关系发展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分析。

按中泰关系的特点，分四个时间段：1、 初的隔绝与敌对（1949—1955）；2、

关系的缓和与交流（1955—1958）；3、长达十一年的敌对（1958—1969）；4、两

国政策调整、走向关系正常化（1969—1975）。每个时间段力图从国家政策变化

（以中国外交政策为分析重点）的角度对中泰政治关系发展情况进行评价。 

结束语。中泰两国在 1975 年正式缔结外交关系，这是中泰关系发展史上的

重要事件。本文 后部分，对 1949—1975 年中泰关系进行全面总结，找出中泰

两国关系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和中国外交政策提出自己的看

法，并对中国与泰国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关系发展做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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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新中国建国前中泰关系的回顾 

   中泰两国是邻邦，友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但二战后的冷战格局却将中泰

阻隔近 30 年，直至 1975 年中泰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建交三十多年来，两国在

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合作，关系稳步发

展。进入 21 世纪，两国关系开始步入了“全方位、深层次、高水平”的新阶段，

正朝着战略合作的高度深入发展。 

第一节 1911 年以前的中泰关系 

中泰关系可以追溯到汉代。地理、社会和历史因素影响着中泰两国关系的发

展。地理上两国是近邻，缅甸和老挝伸展而成的狭长地带将泰国北部、东北部和

中国的云南省隔开，尽管高山限制了流动，但泰国民族和中国云南少数民族有相

近的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 

影响中泰关系发展的历史因素之一是朝贡体系。历史上，傣族的南王国在中

国云南已经存在几个世纪，并在公元 900 年左右成为中国的封臣国家。随着蒙古

人入侵中国，泰民族从云南向南方迁徙，并在 13 世纪在湄南河和巴塞河的汇合

地方建立由拉玛·卡汉本统治的可泰王国。①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印度支那半岛

扩大势力范围。拉玛国王意图使柬埔寨成为泰王朝的一个省，但中国坚持传统的

“抑强扶弱”政策，不希望柬埔寨被泰国吞并，因此继续同柬埔寨保持良好关系。

拉玛国王 1294 年派遣使团到北京，由此正式纳入中国的朝贡体系。这之后，泰

国经历朝代变迁，但对中国的朝贡政策一直没有改变。直到 19 世纪中期中国因

为国力衰弱、列强入侵，泰国对中国的朝贡也随之结束。 

影响中泰关系发展的历史因素之二是 19、20 世纪大量中国人迁徙到泰国。

来自广东、福建的中国人因为生存环境恶劣而迁徙到泰国。泰国政府 初的移民

政策是无限制的、完全自由流动的、低税收的。刚开始因为女性移民较少，所以

移民泰国的中国人大多被同化，但自 1860 年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男女移民泰国，

                                                        
①拉詹德拉·库玛·简：《中泰关系 1949—1983》，新泽西，人文出版社，1984 年，第 3 页。（R·K·Jain, China 
and Thailand 1949-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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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中有些人开始拒绝同化政策。中国本土不断激发的民族主义意识对泰国的

华人移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10 年，曼谷的中国秘密社团领导了为期三天的

罢工游行，目的在于反对泰国政府颁布的要求中国人和泰国人一样缴交相同税费

的法案。自此，中国人群体的经济实力和潜在的力量导致和泰国政府的对抗不断

爆发。 

第二节 1911—1949 年的中泰关系 

1912 年 1 月 1 日，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人民推翻清王

朝、结束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建立为中

泰两国关系发展创造了更大的张力。海外华人第一次拥有中国人的身份意识和国

籍意识，并且他们也寻求新的中国政府的保护。华文学校和华文报纸的创建也激

发海外华人越来越自觉地保护他们自身的文化，抵制泰国政府的同化政策。面对

这个新的变化，泰国政府在 1913 年颁布了首个泰国国籍法案。法案明确规定：

“只要父亲或者母亲一方为泰国人，这个人的国籍就是泰国籍，更进一步说，只

要在泰国的领土出生的人他的国籍就是泰国国籍。”①颁布这个法案的目的就在于

加强同化泰国华人的政策。 

国民党执政后，试图扩大在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并寻求海外华人的资金援

助。1918 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华人华侨事务组织，后来这个组织变成海外华人

华侨委员会。从 1928—1936 年国民党派出多个代表团和泰国政府就建立外交关

系进行多次磋商，但均告失败。泰国方面担心，如果和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中国政府就会通过泰国当地的华人组织干涉泰国内政。 

1932 年，泰国政局发生变化，君主立宪制代替绝对的君主制。与此同时，

泰国国内弥漫一股反共产主义的力量，他们宣称共产主义将给泰国和泰国人民带

来灾难。1933 年，泰国政府颁布反共产主义法案，对泰国国内共产主义力量和

活动进行打压。1938 年，銮披纹成为泰国总理，开始实行亲日的外交政策。由

于泰国国内华人强烈反对日本的侵略政策，銮披纹政府对华人采取严厉的打击政

策，通过补贴泰国本土企业、提高税收、关闭华文学校和报社等措施，达到削弱

                                                        
①拉詹德拉·库玛·简：《中泰关系 1949—1983》，新泽西，人文出版社，1984 年，第 4 页。（R·K·Jain, China 
and Thailand 1949-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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