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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
—— 对立陶宛外交关系降级彰显我维护国家尊严与利益决心

 ■ 钟厚涛

11月18日，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严正抗议和反

复交涉，允许台湾当局在该国首都维尔纽斯设立所

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立陶宛此举粗暴干涉中

国内政，公然在国际社会制造“一中一台”，严重违

反立陶宛在中立建交公报中承诺的一个中国原则，

助长民进党当局“挟洋谋独”嚣张气焰，影响十分

恶劣。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11月26

日，中国外交部正式照会立陶宛外交部，决定将中国

驻立陶宛外交机构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立陶宛

共和国代办处，并要求立方相应更改驻华外交机构

称谓。中方一系列举措显示中国有坚定的意志、充分

的信心和强大的能力挫败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坚决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中国捍卫“一中”格局的决心坚如磐石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政府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为

自己的神圣职责。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

义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中国原则，并在国际社会

上构建了以一个中国原则为核心的“一中”格局，其

主要意涵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

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

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方与其他国家建交和发展双边

关系的政治基础。与中国建交之国不同台湾当局开

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是遵守一个中国原则的应

有之义。对于任何破坏一个中国原则的举动，中方都

坚决反对。

例如，1981年荷兰政府不顾中方反对，执意向台

湾出售“海龙号”和“海虎号”两艘常规动力潜艇。

中国被迫将与荷兰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中方驻荷

兰大使馆也降格为代办处。1984年荷兰政府承诺不

再向台湾出售武器后，中方才恢复与荷兰大使级外

交关系。

又如，1992年法国宣布准备向台湾出售60架“幻

影”战斗机，中方立刻向法方提出严正交涉。针对法

国依然执迷不悟、一意孤行，中国被迫采取一系列措

施，包括关闭法国驻广州的总领馆、严格控制两国副

部长级以上人员往来、撤销中法合作的大型项目、

不再与法国商谈新的重大经贸合作项目等。对直接

参与售台武器的四家法国公司，中方则实行了严格

的制裁措施。在中方义正词严及强大压力下，法方

1993年7月和12月两次派特使弗里德曼来华沟通希望

恢复两国关系事宜。同年12月，中法签署《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联合公报》，公报中

最为核心的内容是“法国政府承诺今后不批准法国

企业参与武装台湾”。1994年1月，法国外长朱佩进

一步对华承诺：“法国政府承诺今后不再批准向台湾

出售战争武器。”此后，中法关系才重新回到健康良

性的发展轨道上来。

再如，1995年6月，美国允许李登辉以所谓私人

名义赴美窜访。在美期间，李登辉公开鼓吹“中华民

国在台湾”，声称要打破所谓“外交”上的孤立，将台

当局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的分裂活动推到高

潮。面对严峻形势，中国大陆果断反击。1995年7月、

8月、11月和1996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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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周边海域连续开展四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充分

彰显了我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的坚定决

心。在中国大陆强大压力下，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

公开做出对台“三不”承诺，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

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不支持台

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上述事件充分显示，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

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反对建交国同台湾互

设所谓“代表处”。立陶宛应该以史为鉴，早日放弃

错误的做法，否则只会玩火自焚。

中方对立陶宛的反制“有理、有力、有节”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

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

社会普遍共识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也是中国同

立陶宛发展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中国政府从维护

中立关系的善意出发，一再警示立陶宛不要背信弃

义。但遗憾的是，立陶宛无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

罔顾双边关系大局，执意允许以台湾名义在立陶宛

设立“代表处”，背弃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中所作政

治承诺。鉴于中立赖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政治

基础遭到立方破坏，中国政府不得不将中立两国外

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从整体上看，面对立陶宛恶意

挑衅甚至图谋在国际社会“带节奏”制造“一中一

台”的错误做法，中国大陆的处理方式既有理有据，

又有力有节，展现出了高度的智慧、魄力和气度。

一是“有理”。1991年9月14日，中国与立陶宛在

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签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立陶

宛共和国建交联合公报》，决定两国自当日起建立大

使级外交关系。其中第一条规定的基本原则是，“两

国政府同意，在相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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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第二条明确规

定：“立陶宛共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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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共和国政府承诺不和台湾建立官方

关系和进行官方往来。”立陶宛公然与台湾发展官

方关系，显然是违反自己的政治承诺，属于弃信忘义

之举，理应受到反制。

长期以来，为维护中立关系大局和立陶宛自

身国家利益，立陶宛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相对克制。

2020年立陶宛传统大党“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

民主党”执政后，同台湾岛内“台独”分裂势力沆瀣

一气，不但允许台湾在立陶宛设立所谓“代表处”，

还规划明年在台湾设立立陶宛代表处，导致中立关

系迅速恶化。目前立陶宛国会已完成修法，为在台设

馆开“绿灯”，允许公务人员在“未建交”国家和地

区所设的经贸代表处工作。立陶宛外交部长蓝斯柏

吉斯还叫嚣称，“与‘民主国家’台湾建立更牢固的

关系符合立陶宛利益。”立陶宛的这些做法显然已

经严重违背了中立建交公报，对中立关系大局构成

严重影响，中方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

二是“有力”。此次立陶宛涉台问题的是非曲直

非常清楚，立陶宛无视中国政府严正立场，执意允许

以台湾名义在立陶宛设立“代表处”，立方此举是公

然在国际上制造“一中一台”，违背立方在两国建交

公报中所作政治承诺，是背信弃义之举，在国际上制

造了恶劣先例，立陶宛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

切后果，而中立关系降为代办级就是其中之一。根据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外交关系分为大使级、公

使级、代办级。代办，又称常任代办，是最低一级的

外交代表。将外交关系降到代办级是非常严重的外

交冷却信号，若继续恶化，下一步将是断交。中方将

与立陶宛关系由最高级的大使级降为最低级的代办

级，这一决定充分体现了中方的严正立场。面对损害

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行径，中方作出合理合

法反应，捍卫的是自身正当权益，维护的是国际公平

正义。

三是“有节”。立陶宛执政党对插手台湾问题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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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已久，2020年11月在刚刚胜选、还未正式上任时，

就发布报告称将捍卫世界各地争取自由的人士，从

白俄罗斯到台湾。”今年7月，又允许台外事部门负责

人吴钊燮宣布将以“台湾”名义在立陶宛设立“代表

处”，对此，台《自由时报》等绿营媒体甚至鼓吹所

谓“重大外交突破”。中国大陆出于维护中立关系大

局考虑，积极与立方沟通，对立方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敦促其不要作出不可挽回的错误决定。但立陶

宛政府依然坚持错误政策，中方才被迫决定召回中

国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中

国以召回大使而非直接降为代办级的方式向立陶宛

表示抗议，其实也是为立陶宛预留“空窗期”，期待

立方亡羊补牢、改弦更张。但其后，立陶宛却是一

错再错。11月19日，在中方的一再坚决反对之下，立

陶宛政府仍然决定批准台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

台湾办事处”。对此，中国外交部发出罕见严重警告

“一切后果自行承担”，并果断将中立关系降为代办

级。这一系列反制举措，彰显了中方在捍卫国家利益

方面有节制、更有气节的坚定做法。

立陶宛对华打“台湾牌”将自食恶果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国

同所有建交国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立陶宛理应言

而有信，现在却出尔反尔，疯狂拿台湾问题对华“碰

瓷”，与台湾发展官方关系，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

国”和“一中一台”。在此问题上，中方不会作出任何

让步，此次被迫将与立陶宛关系降级是罕见而严厉

的威慑，意味着双方磋商与交流的大门已呈现“半关

闭状态”，势必会对立陶宛带来巨大影响。

例如，立陶宛对华贸易或将遭受重创。中国是立

陶宛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在立陶宛的对外贸易

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从2015年起，中立贸易额

从13.51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1.35亿美元，5年增幅超

过82%。2020年，立陶宛对外出口额下降3.4%，进口

额下降9.3%，但中立贸易额不降反增，对华进出口同

比增长7.6%，规模达22.9亿美元，显示中立经贸往

来仍有巨大发展动能。2020年，立陶宛原产商品对

华出口2.44亿欧元，同比增长17%，主要出口产品为

谷物（28%）、家具（16%）以及光学、摄影、测量、医

疗和手术器械（13%）等，立陶宛对华服务贸易出口

达4600万美元，其中运输服务占2/3。中国对立陶宛

关系降为代办级后，双方经贸关系必然受到冲击。

连立陶宛外交部长蓝斯柏吉斯都坦言，立陶宛对华

贸易面临“停滞”的风险。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

珏婷也表示，立方行径严重影响了中立两国企业开

展互利合作的信心。

又如，立陶宛拉拢其他国家跟进挺台的迷梦终

将幻灭。此次立陶宛用心非常险恶，甚至图谋拉拢

欧洲其他国家集体对华打“台湾牌”。立陶宛外交

部副部长曼塔斯·阿多梅纳斯声称“支持台湾不用

怕”“立陶宛活的好好的”。立陶宛国会外交委员会

主席帕维里欧尼斯称，他已与捷克参议院外交、国

防与安全事务委员会主席费雪通话，期待捷克等中

东欧国家能效仿立陶宛，退出与中国的“17+1”互动

机制，并将驻捷克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所谓“正名”

为“台湾代表处”。中国大陆对于立陶宛的所谓“挺

台”小动作始终洞若观火，保持高度谨慎态度，目前

正积极强化与各方合作，立陶宛期待的“破窗效应”

或“骨牌效应”将不可能得逞。

综上所述，对此次立陶宛的挑衅做法，中国将

中立关系降为代办级，是对立方损害中国主权的正

当反制，责任完全在立方。这一事件再次表明，中国

人民不可侮，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中

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

移。国际上少数西方反华势力和台湾岛内的“台独”

分裂势力对一个中国原则国际共识的挑衅和在国际

上制造“两个中国”及“一中一台”的卑劣行径，打错

了算盘，注定逃脱不了失败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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