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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對華國際」（Interkit）是由超級大國蘇聯於1967年為協調蘇東集團各國反

華政策而直接出面組建的反華國際組織，它在中蘇關係最緊張的時代鞏固了以蘇

聯為核心的反華同盟，構成了該集團的信息傳導體系。自二十世紀60年代初起，

中國就為分化蘇聯與東歐國家而制定了「區別對待」政策，卻未能取得預期效果。

1976年後，中國逐步確立了改革開放大方向，對東歐國家的外交趨於謙遜化和務

實化，區別對待政策開始起作用。而東德因其國家利益與中國改革開放後國家發

展戰略的深度契合，使之頂住蘇聯壓力，轉變了對華態度。隨着蘇聯對華政策的

不斷搖擺，以東德為代表的東歐國家在對華國際會議上與蘇聯代表相互牴牾。對

華國際在它們眼中的重要性進一步下降，最終導致該組織於1986年瓦解。

關鍵詞：蘇聯　「對華國際」　東德　冷戰　德國統一社會黨

中蘇關係於二十世紀60年代初完全破裂之後，蘇聯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

團結在自己周圍，展開了一場針對中國的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冷戰。在這 

場「冷戰中的冷戰」裏，蘇聯為協調蘇東集團各國反華政策，於1967年專門成

立了一個組織——「對華國際」（Interkit），其俄語名稱Интеркит源自於「國際」

（Интер）和「中國」（Китай，音譯「契丹」）一詞1。在它存在的近二十年時間

（1967-1986）裏，對華國際共舉行過十多次副部長級別的全體會議，此外還有

一系列經濟協調會議和相關的「學術交流」會議。其成員國最初為蘇聯加上東

歐五國（波蘭、東德、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匈牙利）和蒙古，後又陸續

增加了越南、老撾和古巴。蘇聯是對華國際的核心和主導者，而在1982年後

則逐漸喪失了對於其他成員國對華政策的控制力。

蘇東「對華國際」瓦解始末
——以中國與東德關係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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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學術論文 拉幫結派是政治的常態，國際政治也不例外。近兩百年來，隨着中國捲

入國際政治日深，敵視中國的國際集團在歷史上曾經多次出現，它們大多由

於一時的共同目標而成立，並隨着目標達成而解散，如清朝末年的英法聯軍、 

八國聯軍之類——確切地說這類反華集團是一種懲戒同盟，因為彼時孱弱的

中國僅僅是列強侵略的對象，而非值得聯合起來對付的對手。而像對華國際

這樣由大國直接出面組建，並且長期以敵視中國為其核心目標的國際組織則

前所未有，後亦未見，因此研究它的價值遠不限於理解中蘇關係。對華國際

在十多年的時間裏集合並協調了蘇東陣營內部的反華力量，中國曾多次嘗試

突破卻不得其法，直到1970年代末才在改換了外交方針之後得以鬆動該聯盟。 

探究其中的成敗利鈍，能給今人以啟示。而東德（官方名稱為「民主德國」，全

稱「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等國所扮演的角色，亦頗值得後人玩味。

最終停辦對華國際固然是蘇聯的決定，但中國對外政策和東歐國家對華

政策的轉變也在對華國際的瓦解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甚至可以說，是中

國和東歐國家逼着蘇聯不得不改弦更張——因為在對華國際存在的最後兩年

裏，它已經失去了維繫蘇東國家反華統一陣線的作用。所以，研究對華國際也

可以觀察中國走出文化大革命之後的內政、外交政策在蘇東陣營中的反響，

並藉以探究冷戰後期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國家關係。

然而，即使是在蘇東相關檔案已經大批解密的今天，對於對華國際的學術

研究仍然比較少見。其中，赫什伯格（James Hershberg）等人在2011年為威爾遜

國際學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冷戰工作坊編寫

的文章最先用新材料全面介紹了該組織的瓦解過程2。在較新的研究中，札龍

泰（Balázs Szalontai）逐年討論了對華國際會議上對於印度支那問題的辯論，指出

蘇聯的主要目的是以中越關係的惡化作為例證，令東歐國家相信中國的擴張主

義，從而與堅定反華的蘇聯站在一起。然而，東歐國家在印度支那地區的地緣

政治利益微小，使得蘇聯的做法在短短幾年內就失效。對於對華國際，札龍泰

聚焦在越南的行動和蘇聯對印度支那話題的利用上，而對中國的應對和東德的

行動討論較少3。國內學者發表的關於對華國際的學術論文更少，直接相關的

僅有馬細譜一篇透過對華國際來探討蘇聯干預中國與東歐國家外交的論文4。 

這些文章均以蘇聯的對華政策和中蘇關係為討論重點，在相當程度上忽略了對

華國際研究中理應包含的「非蘇聯因素」，即中國的對策和東歐國家的策略。

對華國際是否一個反華組織，在學術界尚有爭議。多數學者認為它是一

個反華組織，例如美國學者王大衞（David Wolff）就認為：「對華國際是從國際

部領導人和中國專家的會議演變而來的影子組織，它在冷戰內部開闢和發展

『第二戰場』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5針對「反華組織」這一說法，沈志華認

為：「就『機構』而言，『對華國際』顯然並不具備『組織機構』的要素，它只是

一個定期召開的會議；而以『反華』定性，則更是以偏代全。蘇共中央召集此

會議的明確目標確實是想使蘇東集團在反華政策上協調一致，既而形成一條

反華戰線。但是，蘇聯的這一目的並未完全實現，畢竟蘇東集團已不是鐵板

一塊，在對華關係問題上，他們各自也有自己的戰略考量⋯⋯」6筆者認為，

說對華國際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組織是有道理的，因為它沒有常設機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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