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联
“
�

�

�� ”
事件后

，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立陶宛
、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正式脱离苏

联而重获独立
，
实现了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

。

波罗的海三国西面和北面濒临波罗的海
、

里加湾和芬兰湾
，
东面和南面同俄罗斯联邦

、

白俄罗斯和波兰接壤
。

三国中最大的立陶宛共和国
，
国土面积�����平方公里， 人 口 ��� 万

�����年 �
，
其中立陶宛人占��肠

，
信奉天主教

，
其余为俄罗斯人

、

波兰人等
，
首都维尔纽

斯
。
其次是拉脱维亚共和国

， 国土面积�����平方公里
，
人 口���万 �����年 �

，
其中拉脱维

亚人占��肠以上
，
信奉基督教

，
其余为俄罗斯人

、

白俄罗斯人
、

乌克兰人
、

波兰人
、

立附宛

人等
，
首都里加

。

最小的爱沙 尼 亚 共 和 国
，
国 土 面 积 �����平 方 公 里

，
人 口��� 万

�����年 �
，
其中爱沙尼亚人约 占��帕

，
信奉路德派新教

，
部分农民信奉东正教

，
其余为俄罗

斯人
、

乌克兰人和白俄 罗 斯 人

等
，
首都塔林

。

早在三千至五千年前
，
立陶

宛人
、

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

的祖先就陆续来到了波罗的海沿

岸地区
。
公元��世纪

，
立陶宛人

在明道加斯统治下建立立陶宛大

公国
，
形成了立陶宛民族

。
��至

��世纪
，
立陶宛人抗击了 日耳曼

人的入侵
，
并把自己的势力范围

不断扩张
，
使立陶宛成为中世纪

欧洲大帝国之一
。

��世纪
，
立陶

宛参加了反对俄国的立窝尼亚战

争
，
其间与波兰合并

，
成立波兰

一立陶宛王国
，
波兰的影响逐渐

增大
，
天主教成为国教

。
��世纪末

��世初
，
俄国在瓜分波兰时占领

了立陶宛大部分地区
。

公元��世纪以后
，
拉脱维亚

民族开始形成
，
并建立几个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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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获立独的波罗的海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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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国
，
击退了 日耳曼人的入侵

。

��世纪
，
日耳曼人的条顿骑士团

征服了拉脱维亚
，
建立了立窝尼

亚联盟
。

��世纪中叶
，
该联盟瓦

解
，
部分领土被瑞典和波兰瓜分

。

此后
，
拉脱维亚深受 三 种 文 化

—瑞典的
、

波兰的和 日耳曼的

—的影响
，
立窝尼亚和库尔兰

地区信奉基督教
，
而东部的拉特

加尔地区改信了天主 教
。

�� 世

纪
，
随着俄国的扩张

，
先是瑞典

控制的北拉脱维亚地 区 并 入 俄

国
，
后来由于波兰的瓜分

，
南拉

脱维亚地区也被俄国控制
。

公元��至��世纪
， 爱沙尼亚

人在抗击日耳曼人和 丹 麦 人 人

侵的过程中
，
形成了爱沙尼亚民

族
。
��世纪

，
爱沙尼亚被条顿骑

士团征服
，
其领土成为立窝尼亚

联盟的一部分
。
��世纪末

，
爱沙

。

。�、。
�

��狐

尼亚被瑞典
、

波兰一立陶宛王国和丹麦瓜分
。

��世纪中叶
，
整个爱沙尼亚被瑞典统治

。

��世

纪初
，
爱沙尼亚并入俄国

，
爱沙尼亚的日耳曼贵族享有自治地位

，
基督教的影响扩大

。

��世纪初
，
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影响

，
波罗的海三国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

，

同德国
、

波兰和俄国对这一地区的争夺以及苏维埃俄国对革命力量的支持交织在一起
，
形势

错综复杂
。
一战后期

，
爱沙尼亚

、

立陶宛和拉脱细亚先后成立苏维埃政权
，
并建立了苏维埃

共和国， ����年和����年
，
三国的资产阶级先后掌握 了政权

，
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杰 只�

和�。年代
，
波罗的海三国由于受到欧洲法西斯势力扩张和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

，
政搞都

不稳定
。
����年�

、

���份
，
苏联和德国签订 《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 和 《 苏德友好 和 边 界 条

约 》 ，
附有补充议定书

，
双方秘密划分了东欧利益范围

。
����年�月

，
苏联派军队进驻 波 罗

的海三国
，
三�以的资产阶级政权被推翻

。
�月��日

，

波罗的海三国同��
‘

宣布成立苏维埃社会上



义共和国
。
�月�日

、
弓日和‘ 日，

立陶宛
、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分别加入苏联
。
����年�月

，

纳
粹德国入侵苏联

，
波罗的海三国相继沦陷

， ����年
，
苏联军队将德国占领军逐出波罗的海三

国
，
三国仍然作为加盟共和国而留在苏联内

。

二战以后
，
波罗的海三国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
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一直处于领

先地位
。

立陶宛在原苏联��个加盟共和国中经济最发达
，
近年来人均国民收入和社会劳动生

产增长率均占第一位
。
����年

，
发电量为���亿千瓦小时

，
钢产量����吨

，
木材运出量���万

立方米
�，

水泥产量���万吨
，
造纸��

�

�万吨， 农业总产值 �以����年苏联卢布的可比价格计

算 ���亿卢布
，
农作物总产量���万吨

，
蔬菜总产量��

�

�万吨
，
肉

、

奶
、

蛋总产量分别为��

万吨
、
���万吨和���万吨 ， 生产性固定资产���亿卢布

，
铁路长度����公里

，
公路长度�����

公里
，
内河航线���公里， 消费品生产总额为��亿卢布

，
人均消费品数额为����卢 布， 住 宅

户平均面积为���平方米
。

立陶宛的工业发达
，
占社会总产值近��肠

。

立陶宛主要发展 消 耗

原料少
�

技术程度高的工业部门
。
立陶宛生产的高精密机床

、

仪表和电子计算机设备已行销

��个国家和地区
。

畜收业是立陶宛农业的支柱
，
占农业产值的��肠

，
其中奶牛和养猪业又占

畜牧业产值的��肠
。

拉脱维亚是原苏联��个加盟共和国中经济发展水平仅次于立陶宛的国家
。
����年

，
发电

量为��亿千瓦小时
，
钢产量��

�

�万吨
，
木材运出量���万立方米

，
锯材��

�

�万立方米
，
水泥

��
�

�万吨
，
造纸��

�

�万吨， 农业总产值 �以��，��年苏联卢布的可比价格计算 ���亿卢布
，
农

作物总产量���万吨
，
蔬菜总产量��万吨

，
肉

、

奶
、

蛋总产量分别为��万吨
、
���万吨和��万

吨， 生产性固定资产���亿卢布
，
铁路长度����公里

，
公路长度�����公里

，
内河 航 线 全 长

���公里 � 消费品生产总额为��亿卢布
，
人均消费数额为����卢布

。

拉脱维亚的机械制 造 业

发达
，
特别是农业机械已运销��个国家

。

爱沙尼亚的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当高
。
����年

，
发电量为���亿千瓦小时

，
钢 产 量 �

�

�万

吨
，
木材运出量���万立方米

，
锯材��

�

�万立方米
，
水泥���万吨

，
造纸�

�

�万吨， 农业总产

值 ‘ 以����年苏联卢布的可比价格计算 ���亿卢布 ，
农作物播种面积��

�

�万公 顷
，
总 产 量

���万吨
，
蔬菜总产量��

�

�万吨， 、

肉
、

奶
、

蛋总产量分别为��万吨
、

���万吨和��万吨， 生产

性固定资产���亿卢布
，
铁路长度����公里

，
公路长度�����公里 ， 消费品生产总 额 “ 亿 卢

布
， 其中食品类��亿卢布

，
非食品类��亿卢布

，
人均消费品数额����卢布

。

爱沙尼亚有丰富

的油页岩资源
，
年产����万吨

，
曾占全苏总产量的��肠以上

。

在油页岩加工工业基础」�， 爱
沙尼亚发展起了电力工业

，
人均发电量居世界前茅

。

波罗的海三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
。

早在本世纪��年代初
，
爱沙尼亚就已经成为一

个没有文盲的民族
。

��年代末
，
立陶宛年平均职工人数���万中

，
受过高等和中等专业 教 育

的专业人员就达��万， 拉脱维亚年平均职工人数���万中
，
受过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的 专 业

人员达��万 ，爱沙尼亚年平均职工人数��
�

�万中
，
受过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的专业人员达��

�

�

万
。
座落在立陶宛境内的维尔纽斯大学

， 已有���多年的悠久历史
，
比莫斯科大 学 还 早 ���

年
，
这所著名的大学培养的一大批有名望的专家和学者已输往世界各地

。

波罗的海三国的政治局势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
。

这三个小而发达的欧洲化的加盟共

和国同其他幅员厂
‘

大
、

人 口众多的斯拉夫人加盟共和国很难融洽地相处在一个联盟里
。
当地

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顽强地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米
。

当一些上张独立的当地领导人遭到清洗

以后
， 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则表现得更为强烈

。
居住在苏联境外的众多的立陶宛人

、

拉脱维



亚人和爱沙尼亚人
，
一直为维持本民族的文化和语言特点而不懈地努力

。

他们组 成 各 种 团

体
，
不断向西方各国政府及联合国提出争取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的问题

，
并且不断向本国输送

物资
，
支持国内独立运动

。
西方国家一直未承认波罗的海三国����年加入苏联为合法性� 当

时它们中断了与三国的外交关系
，
美国政府冻结了三国在美的金融资产

，
法国则扣留了三国

存放在法国的黄金
。

长期以米
，
西方国家以各种方式文持波罗的海三国脱离苏联而独立

，
对

三国国内的民族独立活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年代中期 以后
，
随着东欧形势的剧变和苏联国内形势的演变

，
波罗的海三国要求脱离苏

联的呼声日益高涨
，
三国领导人同苏联最高当局进行了艰苦的交涉和谈判

。
����年�月�� 日

，

立陶宛率先宣布独立
，
�� 日爱沙尼亚制定了向独立过渡的方针

，
接着拉脱维亚 也采取了同样

的措施
。
苏联中央政府对波罗的海三国单方面的独立行动不予承沁 并且采取了一些强硬措

施
，
双方关系一度非常紧张

。
����年苏联

“ �
�

��
”
事件后

，
苏联政局陡变

，
苏联最高当局对

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的态度也为之一变
。

当�月��日和��日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先后宣布 独 立

以后
， �月��日

，
俄罗斯联邦宜布承认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独立

， �月�日苏联人代会通 过 决

议
�
波罗的海三国应同苏联谈判

，
解决与脱离联盟有关的一系列问题

。

翌 日
，
苏联新成立的

国务委员会决定
，
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

。

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
，
迅速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承认

。

最先同三国建交或复交的是欧

洲国家
，
尤其是与三国有很深渊源的瑞典

、

芬兰和波兰等国
，
迅速给予了政治上的支持和经

济上的援助
。
�月�� 日

夕
法国外长访问三国

，
决定归还三国并入苏联前存放在法国银行 的 黄

金
。 �月�日

， 欧洲共同体建议三国尽快同欧洲共同体签订经济和贸易合作协定
，
答应帮助三

国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世界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
以帮助它们享受西方��国执行的

对东欧国家的援助计划
。
德国外长根舍访问三国

，
帮助三国成为欧洲共同休的联系成员

。
�

月王�日
，
美国布什总统宣布了援助三国的五项措施

，
表示要解冻三国加入苏联前存放在美国

的金融资产
，
包括����万关元的银行存款

，
尽快给予三国最惠国待遇

，
将向三国提供经济援

助
。 �月�� 日

，
美国国务卿贝克访问三国

，
宣布向三国提供����万美元的财政援助

。

波罗的

海三国独立后
，
立即申请加入联合国

。 �月�� 日
，
第��届联合国大会接纳三国为新成员国

。

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后
，
积极谋求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

。 ����年�月��至�� 「�，
中国外交部

副部长田曾佩分别在塔林
、

里加和维尔纽 断同爱沙尼亚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因
·

利密茨
、

拉脱

维亚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桑
·

卡里涅特和立陶宛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沃
·

卡特库斯签署了建

交公报
，
决定从即 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
双方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

互

不侵犯
、

互不干涉内政
、
平等互利

、

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
，
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
波罗的海

三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
。
三国政府承诺不和台湾建立

‘

�了方关系
， 不进行官方往来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支持波罗

的海三国政府为维护国家独立
、

发展经济所做的努力
。
随后

，
双方互派了大使

。

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后
，
在政治上逐步抛弃苏联体制模式

，
取缔共产党

，
迅速向西方国家

靠拢
，
建立西欧式的政治体制

。
在经济上推行私有化

，
取消集体农庄

，
全面放开物价

，
迅速

�如��’场经济过波 。
波罗的海三国的

一

汀要日标是加入欧洲共同体
，
正如拉脱维亚外长尤尔坎听

所说的那样
� “

欧洲经济共�刁体是我们需要的基本经济组织
，
在其帮助 �谕匕够使我们的经疥

站起来
。 ” 三国的最终目的是

“
回到欧洲

” ，
尽势成为所有欧洲共���组织的完全成员

，
包括

经济的
、

政治的
，
可能还有军事的

。



独立后的波罗的海三国
，
在充满美好的希望和遐想的同时

，
也而临着重重的 矛 盾 和 间

题
。
如何解决由于脱离苏维埃联盟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
清理与苏联数十年的复杂关系

，
是

波罗的海三国的当务之急
。

波罗的海 三国在苏维埃联盟内生活了��多年
，
经济上可以说是血肉相联

。
如今

，
波罗的

海三国要另立门户
，
财产分家 自然是件十分棘手的间题

，
因为这不仅要分配波罗的海三国在

苏联国库中的财产储备份额
，
而且要分担三国在苏联外债中的份额

，
后者是最难解决的问题

之一
。
截

�

比到����年底
，
苏联共欠下西方七个主要工业国和南朝鲜约����亿美元 的 巨 额 外

侦
。
在原��个加盟共和国中简单地分摊这些债务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
因为债务中包括各种货

币
、

偿还期限和利率
。
如果按人 口数量分摊债务

，
那么还债的主要负担就落到了中亚各加盟

共和国的头上
，
可是这些国家从未受到外汇投入的恩惠因而是不公平的

。
如果只考虑加盟共

和国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
，
那么债务的主要负担就落在了波罗的海三国和俄罗斯

、

乌克兰的

头上
。
由于没有一个单项指标能使包括波罗的海三国在内的原所有加盟共和国都满意

，
各加

盟共和国政府的代表经过谈判达成了编制�项指标的综合系数的协议
�

每个加盟共和国 在 产

品的出 口和进 ���上
、

在所创造的国民收入上和在全国人 口数量上所占的比例
。
可是却未能制

定出计算这些综合系数的具体方法
，
以致谈判无限期拖延

一

�去
。
拉脱维亚 已等不及谈判作出

最后决定
，
就 自己计算出应当承担的份额

，
宣布它将承担外债总额�

�

��的义务
。
另外

，
拉

脱维亚副总理卡尔内尼什还提出了一个
“
零点方案” ，

即拉脱维亚放弃索取苏联外汇和钻石

储备中 自己应有的那一份
，
同时不承担偿还任何苏联债务

。
还附有其他条件

�

拉脱维亚居民

在苏联银行约��亿卢布的存款必须归还
，
苏联无权要求拉脱维亚补偿苏军撤出该共和国后留

下的住房和设施
。
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也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

波罗的海三国 自然资源和能源匾乏
，
天然气

、

煤炭和铁矿石等的生产为零
，
过去完全依靠

从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进 口 ，
现在其他加盟共和国要求三国按国际市场价格用外汇购买

。
例

如立陶宛����年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
、

煤炭和石油的价格
，
将比����年高���倍

。
这对 外 汇

紧缺的波罗的海三国来说
，
无疑将给国民经济带来很大困难

。
作为对抗性措施

，
立陶宛决定

供应俄罗斯的��多种商品也将收取外汇
，
拉脱维亚宣布将征收苏军驻扎土地占用费

、

其他加

盟共和国进出港 口使用费等等
，
双方的经济摩擦不断加剧

。

海罗的海三国把苏军尽快撤出这些国家作为一项紧迫要求提了出来
。

三国一致认为
，
苏

军是作为
“
占领军 ” 进驻的

，
如果继续留下来

，
那么该国的独立就是

“
不完全的

” 。
在拉脱维

亚驻扎的苏军有��万人
。
拉脱维亚要求确定撤军期限

，
先从军事院校开始

，
随后撤出其他军

队
。

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也要求在撤军方面有具体行动
。

但是
，
撤军远非仅仅是一个苏军离开

三国的间题
，
它涉及到整个苏联国家的战略利益和苏军撤出后的安置等一系列因素

。
苏联国

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明确表示
，
波罗的海三国提出苏军撤出的要求是正当的

，
但撤军不会在

����年之前开始
，
因为这期间正忙于从东欧撤军

。

苏联海军司令切尔纳温说
，
波罗的海舰队不

会 自动停止活动
，
决定这一舰队的命运需要国家级的谈判

，
不能匆忙

，
必须考虑到联盟武装

力量的
一

长远利益
。

预计围绕撤军间题
夕
将有一番艰苦的交涉和较量

。

边界问题和民族问题是一个比撤军更为棘手的难题
。

拉脱维亚 已经提出
� “

在共和国恢

复完全独立的时候
，
应当指出当年阿布连县的�个乡归入俄罗斯版图是不合法的

，
我们将就

这些领士
�

同俄罗斯联邦进行认真的谈判
。 ” 爱沙尼亚也提出了领土要求

，
仁张

“
恢复���川「

和平条约所确定的爱沙尼亚的领上完整 ” ，
这项条约是当年爱沙尼亚同苏维埃俄国签署的

。



这实际上是在要求归还战后属于俄罗斯的一部分领土
。
这些做法势必会伤害俄罗 斯 人 的 感

情
，
使本来就比较紧张的民族关系恶化

。

另外
，
独立后的波罗的海三国都存在着对其境内的

俄罗斯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法律保护问题
。

拉脱维亚议会����年��月�� 日通过了
“
关于恢复

拉脱维亚共和国公民权的决定 ” 。

根据这项决定
，
那些在����年�月�� 日前具有拉脱维 业 共

和国国籍的人以及他们的住在共和国境内的后裔将成为拉脱维亚公民
，
而对拉脱维亚的其他

长住居民则附加了另外一些条件
�
掌握拉脱维亚语的水平必须达到议会特别法令规定的程度

，

放弃原有的国籍
，
必须拥有历时��年的长住资格

。
仅最后一项条件

，
将把该共和国的约��万

长住居民排除在希望得到拉脱维亚公民权者以外
。
立陶宛的某些政治组织筹备举行国籍问题

公民投票
，
主张不给����年�月�� 日前未居住在立陶宛的居民以立陶宛国籍

，
引起了非 立 陶

宛族居民的强烈不满
。
波罗的海三国的类似做法

，
必将加剧当地的民族矛盾和不稳定局而

。

波罗的海三国脱离苏维埃联盟后
，
经济上出现许多困难

，
它们寄希望于西方国家的慷慨

援助和迅速加入欧共体以求得其帮助
。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那么简单
。
西方国家对三国的援

助是很谨慎的
，
只可能是小步走

，
而且许诺多

，
兑现少

，
目前已经到手的援款数量有限

，
与

实际存在的缺 日相比
，
无异于杯水车薪

。
对于波罗的海三国提出的立即加入欧共体的要求

，

除德国外
，
其他欧共体成员国都认为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
欧共体的一 些少

、
士为波罗的海

三国加入这一组织设想了三个步骤
�
一是欧共体国家给三国以经济援助

，
并派专家前去研究

与三国合作的可能性� 二是给予三国以欧共体联系成员国地位， 三是在三国完全确定市场关

系和民主体制之后
，
才能就完全加入欧共体问题开始谈判

。

这就意味着波罗的海三国还是要靠

自己的力量来解决目前的经济困难
，
即

“
自己的梦还要靠 自己圆

” 。

重获独立的波罗的海三国正在政治
、
经济

、
社会和民族等重重矛盾中艰难地行进

，
展望未

来
，
机会与挑战同在

，
困难与希望并存

。
对此

，
国际社会给予密切关注

。
�责任编辑 向祖文�

�翻卜礴卜咔卜礴卜喇卜
‘

刁卜
�

今卜
�

洲卜刁卜�卜闷卜刁十闷冷
�

月卜
�

翻�门卜褚卜
叫

刁卜月片
�

�卜月
‘
卜

�

俐卜月卜峥卜呛卜�卜月卜磅卜
，
端卜币卜啼卜礴卜�卜咯卜

�

今卜峥卜
，
翎卜

�召卜喇卜刊片
�

�上接第钧页 �

取配角
。
这些

，
都将有利于以色列在中东的地位

， �而不利于中东间题的早 日解决
。
此外

，
苏

联剧变后
， 约有��万新移民涌向阿拉伯国家

，
也将为中东带来一些新的问题

。
�四�阿富汗

间题仍将处于僵持局面
�
为了预防阿富汗抵抗力量对苏联中亚各共和国政局的介入

，
苏联同

圣战者中的一派达成了默契
，
交换条件是苏联不再向纳吉布拉集团提供军援

。
这也是关国山

来已久的愿望
。 �月中旬苏美外长谈判后

，
苏方终于接受美国建议

，
中止向阿富汗当局提供

武器
。
剧变后的苏联作出的这一新的让步

，
并不意味着阿富汗间题可以得到迅速而公正的解

决
，
相反

，
那里的形势还可能进一步复杂化， �五�越南将调整对外关系

�

柬埔寨问题获补

解决后
，
苏联与越南关系的疏远

，
将促使越南调整政策

，
致力于同西方国家建立 与 发 展 关

系 ，
苏联剧变也加快了中越关系的正常化

� �六�苏联剧变将导致苏印关系发生变化
�
苏联

与印度的关系一向密切
，
但剧变后的苏联无法继续向印度提供军事与经济援助

，
即将转而谋

求与德
、
��等经济大国发展关系� �七�苏联剧变将对亚洲邻国产生影响

�

同苏联毗邻的一

些亚洲国家
，
担心苏联剧变的冲击波给它们的政局造成动荡与不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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