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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经济关系史 （ 1 7 世纪中 叶— 1 9 4 9 年） ( N o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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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名称：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经济关系史（17世纪中叶—1949年） 

课题主持人：张凤鸣 

主持人单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课题的设计与论证（摘要） 

1、同类课题在国内的研究状况评述： 

  同类课题历来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先后出版了一些著作。 

  在国同出版的同类课题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的《沙俄侵华史》（第1卷、第2卷、第4卷），佟
东主编的《沙俄与东北》，孟宪章主编的《中苏经济贸易史》，孔经纬著的《东北经济史》和孔经纬主编的《清代东北地区经济史》。 

  上述著作，有的是全面论述中国与沙俄的关系史，其中尤以政治关系史为重点，中国东北与沙俄的关系史只是著作中的一部分，而
中国东北与沙俄的经济关系史所占篇幅更少，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的《沙俄侵华史》；有的是全面论述中国东北与沙俄
的关系史，双方的经济关系史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如佟冬主编的《沙俄与东北》；有的是全面论述中国与苏联（俄国）的经济贸易
史，中国东北与苏联（俄国）的经济贸易史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如孟宪章主编的《中苏经济贸易史》；有的是研究中国东北地区的经
济史，有关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经济关系史的内容只是在涉及该地区与外国的经济关系时才多少提到一些，如孔经纬著的《东北经
济史》和主编的《清代东北地区经济史》。总之，这些著作虽然涉及到了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经济关系史方面的内容，但都不是单
独以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经济关系史课题为研究对象。囿于研究对象和体例，这些著作对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经济关系史课题
为研究对象。囿于研究对象和体例，这些著作对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经济关系史课题的研究或是未能充分展开，或是仅局限于某一
时期，从而使对该课题的研究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显不足。迄今为止，对自17世纪中叶至1949年期间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经济关
系史课题还缺乏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尚未有单独以该课题为研究对象的专著问世。 

2、对国外研究状况的评述： 

  在国外出版的同类课题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有：［苏］斯拉德科夫斯基著的《苏中经济关系概要》、《俄国各族人民与中国经贸关
系史（至1917年前）》、《苏中经贸关系史（1917—1977年）》，［苏］罗曼诺娃著的《远东俄中经济关系（19世纪—20世纪初）》，
［苏］克鲁沙诺夫主编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时期苏联远东史（17世纪—1917年2月）》，［苏］帕特鲁舍娃等著的《满洲的经济发展
（19世纪后半期—20世纪30年代）》。 

  上述著作，有的是论述整个中国和俄国（苏联）的经济关系史，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的经济关系史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有的
虽然是专门论述中国东北与俄国的经济关系史，但又仅仅局限于19世纪至20世纪初这一较短的时期；有的是在论述1917年前俄国远东史
时涉及到该地区与中国东北的经济关系；有的是在论述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东北的经济发展时涉及到该地区与俄国（苏
联）的经济关系。总之，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全面、系统研究17世纪中叶至1949年期间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经济关系史的专著。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著作大多不同程度地存在粉饰沙俄对外扩张政策的问题。如罗曼诺娃在其著作中称：中俄《瑷珲条约》
和中俄《北京条约》是“两项平等互利的条约”。中东铁路对“满洲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特殊的作用”，它是“使满洲产生资本主义工
业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使“俄中贸易日趋活跃”。而对中东铁路是沙俄侵华的工具及沙俄对中国东北的经济掠夺却绝口不提。对这
种为沙俄殖民扩张政策涂脂抹粉的谬论，必须予以严正批驳。 

3、本课题研究的主要问题（研究的重点）： 



  （1）将17世纪中叶至1949年期间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经济关系的历史分为七个时期，依次研究各个时期双方经济关系的性质、
形式、规模、特点及对双方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对中国东北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 

  （2）研究双方经济关系发展变化的原因，把握前后时期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双方经济关系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和全貌。 

  （3）注重研究中俄《瑷珲条约》签订后中国东北与沙俄的贸易在性质上的变化。通过对大量事实的分析，说明这一时期双方贸易的
性质已由前一时期的平等贸易变为不平等贸易，以回击有些国外学者提出的《瑷珲条约》签订后中国东北与俄国的贸易是平等贸易的谬
论。 

  （4）特别注重研究中东铁路动工修建后中国东北与沙俄经济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及对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随着修
建中东铁路，沙俄资本开始进入中国东北，双方贸易规模亦显著扩大，其后果，一方面是沙俄对中国东北经济掠夺的加强，另一方面在
客观上对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5）研究中国东北、俄国（苏联）政治形势变化对双方经济关系的影响。近代以来，中国东北和俄国（苏联）政治形势复杂多变，
从中国东北来说，既历经了清朝政府、东北军阀的统治，又经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十四年的殖民统治和三年解放战争的洗礼；从俄国（苏
联）来说，既历经了沙皇政府的统治，又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战争、苏俄和苏联时期。政治形势的多变使双方的经济关系呈现
出变动性和复杂性。 

  （6）研究国际形势和其他列强与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关系对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经济关系的影响。近代以来，中国东北成为
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焦点，列强政治、经济势力在中国东北的角逐，对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的经济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4、本课题研究将在哪些问题上有所突破： 

  （1）本课题将17世纪中叶至1949年期间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经济关系的历史单独作为研究对象，这样的专著以前还不曾有过。 

   （2）本课题将上述期间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经济关系的历史分成若干个时期，依次研究各个时期双方经济关系的特点；同时
注意从总体上对双方经济关系的历史进行考察和研究，探讨各个时期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双方经济关系发生、发展、演变的脉络和全
貌。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将使本课题的研究更加深入。 

  （3）本课题将近代以来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的经济关系置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东北激烈争夺的广阔的国际背景之下，拓宽了
研究视野。 

  （4）本课题论述了近代以来沙俄向中国东北的投资及发展与该地区的贸易一方面强化了对中国东北的经济掠夺，另一方面在客观上
也促进了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用事实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侵略会对被侵略国的社会经济造成双重影响的理论。 

  （5）本课题利用了新挖掘的档案资料和在国内外搜集的大量中、外文资料。 

5、本课题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研究思路： 

  将17世纪中叶至1949年期间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经济关系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的动态的过程并将之置于不同时期的广阔的国
际、国内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和研究。研究循三条途径进行，一是从双方经济联系的形式、规模、性质上探讨不同时期中国东北与俄国
（苏联）经济关系的特点，二是从对双方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对中国东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上探讨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经济关
系的作用和后果，三是从同中国东北与其他列强经济关系的比较上探讨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经济关系的特点。 

  研究方法：首先，广泛搜集中、外文资料，特别注意搜集新发掘的档案资料；然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资
料进行分析和综合性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根据不同特点，将本课题分作几个时期加以考察；同时，要全面了解和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
成果。 

  6、本课题研究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学术价值：本课题在中国东北史、中俄（苏）关系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俄国是最早侵略中国东北并对该地区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国
家，特别是19世纪末俄国在中国东北修建中东铁路后，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的经济关系更为密切，对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亦
更为显著。对本课题进行专项研究，以前还不曾有过。本课题的研究可以弥补过去对该课题研究的欠缺和不足，并可对中国东北史、中
俄（苏）关系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 

  理论意义：本课题的研究可以揭示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外来因素的相互作用，阐明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给该地区社
会经济带来的双重影响，这对于研究同样与别国有经济往来或遭受列强侵略的其他地区的社会经济史具有普遍意义。 

  现实意义：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可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在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发展中国东北与俄国及其他国家的经济贸
易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7、本课题的结构设计（主要章节）： 

一、中国东北与俄国初期的贸易接触（17世纪中叶至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 

二、中国东北与俄国微弱贸易关系的长期持续（《尼布楚条约》签订至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签订） 



 

  1、俄国商队赴齐齐哈尔贸易 

  2、库克多博、祖鲁海图边境地方贸易 

  3、巡边官兵顺便贸易 

  4、边境居民贸易 

三、中国东北与俄国贸易关系的发展（《瑷珲条约》签订至1898年中东铁路动工修建） 

  １、 中国东北西部边境地区的贸易 

  ２、 中国东北北部边境地区的贸易 

  ３、 中国东北东部边境地区的贸易 

  ４、 松花江沿岸地区的贸易 

四、俄国对中国东北的投资和双方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中东铁路动工修建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 

  １、 俄国对中国东北的投资及其发展 

  ２、 双方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 

五、中国东北与苏俄、苏联经济关系的持续发展（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至1931年“九·一八”事充） 

  １、 苏俄、苏联对中国东北投资的继续增加 

  ２、 双方贸易关系的持续发展 

六、中国东北与苏联经济关系的减弱及停滞（“九·一八”事迹至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 

  １、 苏联对中国东北投资的减少及停止 

  ２、 双方贸易关系的减弱及冻结 

七、中国东北与苏联经济关系的恢复及新变化（“八·一五”日本投降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１、 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投资 

  ２、 双方贸易关系的恢复和发展 

最终成果名称：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经济关系史（17世纪中叶—1949年） 

成果形式：专著 

卷（册）数：1 

字数（万字）：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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