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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日岛争：难以破解的外交“死结” 

  吴大辉 来源：《当代世界》2010年第12期 

 

  2010年11月1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乘坐小型飞机登上南千岛群岛中的库纳什尔岛(即日本称之为“北方四岛”中的国后岛)，成为

从苏联时期到现在的俄罗斯第一位踏上与日本有争议领土的国家元首。梅德韦杰夫的登岛举措为俄日之间长达300多年的岛屿之争增添了新

变数，同时也牵动了复杂的东亚地缘政治局势。南千岛群岛之争将长期成为俄日关系中难以破解的外交“死结”。 

已逾300年的俄日岛争 

  据日本史料记载，北方四岛最早是阿伊努族的生活地。阿伊努族人是日本最初的居民。1644年，日本绘制了世界上第一张千岛地图。据

俄罗斯的史料记载，早在1691年，俄探险家就登上了千岛群岛，并给这些岛屿起名为“库里尔群岛”。到1779年，沙俄政府正式把千岛群岛

中尚未有明确领土归属的所有岛屿划归己有。1855年日俄在下田签订《日俄友好条约》，规定择捉岛与得抚岛之间为两国在千岛群岛的边

界，择捉岛以南属日本，得抚岛以北属俄国，从法律上首次明确北方四岛是日本领土。不久，日本宣称，其先民早期曾经向库页岛南部移

民，因而主张对库页岛也拥有主权。1867年俄日达成《库页岛暂行规定》，规定双方共有库页岛，但未划定边界。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

新，当时的天皇制军队尚处于初创阶段，只能应付内乱而无 力对外，日本政府在与沙俄领土争端上被迫采取守势，于1875年5月在圣彼得堡

签订《库页岛千岛群岛交换条约》。根据条约，日本放弃对库页岛的共有权，作为补偿，沙俄向日本割让从得抚岛至宋岛的俄属千岛群岛共

计18个岛屿。1905年，在日俄战争中战败的沙俄政府被迫签署《朴茨茅斯条约》，向日本割让南库页岛及其附近岛屿。 

  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缔结的《雅尔塔协定》，规定日本战败后把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移交给”苏联，作为苏联参加太平洋战

争的交换条件。据此，1945年8月至9月，苏联出兵占领包括北方四岛在内的整个千岛群岛。日本自1945年以来，把2月7日定位北方领土日。

1951年《旧金山和约》规定日本放弃自1905年《朴茨茅斯条约》后取得的对千岛群岛和库页岛的权利。尽管该条约中并未规定千岛群岛的范

围，但是在签约时日本国会所通过的放弃范围包括国后岛和择捉岛。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苏联当时并没有签署《旧金山和约》。1956年10

月，苏日两国签署的《联合宣言》规定，两国恢复外交关系，苏同意把色丹和齿舞两岛移交日本，但要在两国和平条约缔结后再实际移交。

1960年1月，鉴于《日美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的签订，苏联政府以备忘录形式通知日本，由于该条约的签订，原先关于色丹和齿舞两

岛移交日本的约定，必须要待外国军队全部撤出日本，并缔结苏日和约后才能生效。1973年日本田中首相访苏和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会谈

时，双方曾口头上确认领土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未解决的各项问题之一”。但事后苏联又一直强调“苏日之间不存在未解决的领土

问题”。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苏联再次承认苏日之间存在领土问题。1990年1月16日，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共中央委员身份出访日本的叶

利钦在日本提出了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五个阶段设想，即承认领土问题、将其定为 “自由企业区”、非军事化、签署和约、将此问题

交给下一代和新领导人去解决。1991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日，因苏国内政局动荡，国内舆论强烈反对非法归还北方四岛，苏日谈判未在领

土问题上取得任何结果。 

  苏联解体后，1992年5月，俄日两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两轮谈判，虽未达成具体协议，但商定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于1992年9月中旬访日，

届时将签署俄日宣言，从而“揭开俄日关系新篇章”。其间，叶利钦会见日外相时，重提1990的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五个阶段设想，并

表示要把9月中旬对日访问“当做一次充实的访问活动”。但9月9日俄突然宣布推迟叶利钦对日的访问。时隔不久，受国内形势所迫，俄高

层在“北方领土问题”上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1993年8月17日，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就北方四岛问题发表讲话称：“本国的领土决不

会交出去，今后这个问题同谁也不谈。”恼羞成怒的日本政府抛出了俄日关系“政经挂钩”的原则，即如果俄日之间不解决领土问题，就不

缔结和平条约，更不会向俄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甚至可能停止对俄的一切经济援助。 

  近年来，为了开发远东地区，俄罗斯在与日本的岛屿争端问题上也曾经放出缓和信号。2004年俄罗斯提出归还较小的齿舞和色丹岛(占

争议地区领土面积的6%)，但被日本拒绝，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乘船还从海上视察了俄日争议岛屿，再次表达了日本政府收复四岛的

态度。2009年5月，在普京总理访日期间，俄日双方一致同意，“为了不将北方四岛问题拖到下一代，应加快开展工作，探索两国均能接受



的解决方案。”同年7月，日本参议院一致通过“促进北方领土问题解决特别法”(北特法)修正案，明确记载“北方领土为我国固有领

土”。这是日本首度在法案中将北方领土明定为“固有领土”，明确赋予日本拥有北方四岛主权的法源依据。这招致俄罗斯在对待与日本的

岛争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俄政府表示永不放弃南千岛群岛。 

俄日争议岛屿的战略价值 

  整个千岛群岛位于西太平洋北部，地处俄罗斯堪察加半岛与日本北海道之间，西接鄂霍次克海，东临太平洋，由占守岛、幌筵岛、新知

岛、得抚岛及择捉岛、国后岛、色丹岛、齿舞群岛(后四岛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等近40个岛屿组成，总面积约1.6万平方公里，南北绵延

达1200余公里，组成了一条有序的天然岛链。这条岛链中的4个俄日争议岛屿不仅拥有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其潜在的重要经济价值也日渐

被俄日两国所认识。 

  俄日争议岛屿拥有重要的军事战略价值。(1)这四个岛屿正处在美国在冷战时期围堵中国和苏联第一岛链的关键部位。如果失去这四

个岛屿，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就被封锁在第一岛链之内，俄海军将难以自由地穿越位于齿舞岛和北海道之间只有16公里的根室海峡、国后岛

与择捉岛之间的叶卡捷琳娜海峡、择捉岛和乌鲁普岛之间的弗里斯海峡、黑兄弟群岛和新知岛之间的罗盘海峡。如果这四个岛被日本收回，

并被美国和日本用于对俄的军事遏制目的，就意味着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被一道难以突破的天然栅栏围堵在了第一岛链以内。(2)临近的堪察

加和库页岛是俄罗斯对美战略前沿的核心地区。俄罗斯在堪察加半岛所拥有的最大弹道导弹靶场—库拉导弹实验场，以及正在堪察加半岛修

建的俄罗斯新型弹道导弹核潜艇“北风之神”的大型军事基地，也将门户洞开，直接暴露在美日的威胁之下。库页岛是俄罗斯的战略导弹基

地，它的地下发射井非常多，美苏冷战时期，库页岛发射的战略导弹飞过阿拉斯加到达美国的距离最近，因此俄罗斯一直将堪察加半岛和库

页岛视为对美进行战略反击的前沿核心。(3)拥有南千岛群岛对俄罗斯来说，就拥有了对日有利的战略态势。这四个岛屿就像顶在潜在日本

咽喉上的一把钢刀，对其造成巨大的威胁。目前俄罗斯在这四个岛屿上保有5000多人的驻军。其中在择捉岛和国后岛建有5个空军基地，国

后岛的基里洛夫基地驻有一个米格一29飞行团，图一22战略轰炸机也经常从本土飞抵这里。这四个岛屿上还布建了多个技术监听站，用于监

听美国、日本的军事情报信息。岛上还留存了苏联时期用退役的T-54, T-55坦克炮塔构筑的大批炮台堡垒。 

  俄日争议岛屿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1)这些岛屿矿藏丰富，有较高的开采价值。据俄罗斯自然资源部专家的初步估计，其大陆架煤

炭资源储量约16亿吨，黄金储量约1867吨，银9284吨，钦397万吨，铁2.73亿吨，硫 1.17亿吨。此外，择捉岛还盛产贵重的铼，储量高达36

吨。徕的价值远远高于白金，主要用于生产航空发动机叶片、制造类似陀螺仪的高精设备以及核工业所需的超耐热合金。近年来，徕的价格

在高点时，曾经达到过每公斤接近1万美元。世界徕金属产量每年不超过40吨，智利、墨西哥、哈萨克斯坦是世界上主要产徕国，但大部分

徕资源被美国以长期合同的形式所独占。(2)北方四岛的渔业生产收人占俄渔业总收入的三分之一。由于这些岛屿位于冷、暖流交汇处，水

产丰富，渔业发达，择捉、国后两岛周围海域是世界三大渔场之一。国后岛盛产大蟹与高品质的海参，择捉岛是大型的捕鲸基地。据统计，

在南千岛群岛海域海产品的总量超过了500万吨，按照估计每年可以给俄罗斯带来40亿美元的收入。(3)随些岛屿扼守“黄金水道”，附近水

域是俄罗斯出入北太平洋的捷径之一，也是俄罗斯往返堪察加和楚科奇以及北美各口岸的必经之路。四岛拥有许多天然良港，这些港口港阔

水深，可长年停泊大型船舶。色丹岛上的斜古丹港，择捉岛单冠湾的年荫港和天宁港都是有名的良港。 

  据专家估计，如归还北方四岛，将使俄至少每年损失上百亿美元。俄罗斯目前已在北方四岛逐步加大投资，进行长远规划建设。这一行

动，也证实了俄罗斯政府对南千岛群岛永不放弃的决心。 

梅德韦杰夫登岛释放出的信息 

  梅德韦杰夫总统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意在警示日本，二战结果，不容更改。梅德韦杰夫总统登上国后岛发生在其访问中国，并和胡锦涛主

席发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5周年联合声明》(以下简称《联合声明》)之后，并非偶然。《联合声明》的发表宣示了中俄两国在二战

历史观和对日历史观的共同认识。梅德韦杰夫原本计划结束访华后，直接飞赴南千岛群岛，但是由于天气原因，不得不推迟到11月1日。近

年来，世界上出现了一股图谋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和军国主义分子及其帮凶、抹 黑解放者、变更战争结果的逆流。中俄两国领导人在

《联合声明》中着重指出：11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文件已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出定论，不容篡改。”在日本，每当国内政治斗争加剧

时，某些政治势力总愿意把矛头指向与己有领土争端的邻国。南千岛群岛问题更是成为日本新一代政治家信手拈来的政治筹码。在这种情况

下，今年俄罗斯修改了法律，把日本1945年签署二战投降书的9月2日定为“二战结束纪念日”，实际上设立了“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并

与中国共同举行了庆祝活动。正如普京所言，“这些岛屿(南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不应当出现归属争议，因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

果，得到国际法确认”。 

  梅德韦杰夫总统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意在2012年总统选举，赢得更多民意。俄罗斯总理普京曾经有一句名言“俄罗斯领土很多，但是没有

一寸是多余的”。这也是俄民众的普遍心态和俄罗斯民族特有的领土观。2009年7月24日，全俄社会舆论调差中心进行的民调显示，89%的俄

罗斯民众反对将南千岛群岛归还日本，4%的人支持将四岛还给日本，7%的人难以作答。梅德韦杰夫显然有意出战2012年的总统大选，而其主

要的竞争对手有可能就是深得民心、以强人形象示人的普京。在崇尚强人政治的多数俄 罗斯民众眼中，梅德韦杰夫则是“阴柔有余，阳刚

不足”。据俄罗斯列瓦达分析中心10月的最新调查结果，梅德韦杰夫的认可度上升了3个百分点，已达到76%，这与普京77%的支持率不相上



下。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登上南千岛群岛，无疑将使梅德韦杰夫的政治形象增添了阳刚之气，这也将赢得更多俄罗斯选民的支持。 

  梅德韦杰夫总统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有针对美国在亚洲地区战略调整的背景。随着奥巴马政府不断强化在亚洲的政治和军事存在，东亚俄

地区的政治安全格局正在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客观上也给俄罗斯带来了越来越大的 安全压力。梅德韦杰夫总统登上俄日争议岛屿，

以及此前在择捉岛举行“东方一2010演习”，加之不久前传出的俄罗斯可能重返越南金兰湾的消息，都表明俄罗斯非常关注东亚地缘政治形

势变化，已经着手应对美国在亚洲政治军事影响力的快速增长。 

    

  如前所述，目前尚看不到俄日两国能够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景。由于俄日两国在南千岛群岛问题上的争端早已常态化，加之以美国为

首的西方国家对梅德韦杰夫登岛事件保持了较为谨慎的态度，因此梅德韦杰夫总统登岛举动不会对俄日关系产生大的影响。综合分析，解决

俄日岛争的钥匙依然掌握在俄罗斯的手中。这主要源于俄罗斯 牢牢地把控着四个岛屿，并且在现今的俄日关系中，日本对于俄罗斯的需求

远远大于俄罗斯对于日本的需求—例如，日本依旧希望俄罗斯能够成为日本最主要的能源输送国，以避开马六甲瓶颈。另外美国也不希望因

过多地介人俄日岛争而影响俄美关系的全面重启。如同过去的300多年一样，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南千岛群岛之争依旧是俄日关系中

难以破解的外交“死结”。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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