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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盟外事办公室主任 税款

正值呼盟外事办公室成立二十五周年之

际，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反映呼且外事活动和

发展过程约资料性著述一一《呼·伦贝尔盟外

事志》出版发行了。这是我且外事工作方面的

第一部专著，可喜可贺!

呼且地处祖国北部边疆，北与俄罗斯隔

河相望，西与蒙古接壤。由于她所处的特殊地

理位置，始终受到有关国家的关注，对外活动

频繁。

中央历来强调，外交大权在中央，外事工

作投权有限。 呼盟外事工作是中央外交早作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呼盟党委和政府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I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特别是呼盟试验区建设以来，改革开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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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深入发展，对外交往越来越广泛·经

贸合作对象辐射独联体、新加坡、日

本、台湾、香港、美国、韩国、新西兰、蒙

古等国家和地区。在文化、体育、卫生、

教育、科拉等领域的合作交流也有了

长足的发展，外事工作任务日益加重。

盛世修志"前世不忘，后事之

师"，编辑、出版《呼伦贝尔盟外事志 》

是为研究呼盟外事活动和发展的庆

史，对其中历史经验教训11进行科学的

总结，使人们可以随时从中提取历史

信息，为国家的总体外支服务，为本地

区的政治经济服务，把我们今后的外

事工作做得更好。

由于占有资料所限，这部《 外事

志》还有一些不足，所涉及的事实难免

有不尽准确之处，欢迎广大读者.特别

希望亲历者和知情人给予补克和订

正.

值《呼伦贝尔盟外事志 》 出版之

际，谨向为本书的编辑、出版做过工作

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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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宗旨:全面反映呼且有史以来外

事、边境 、 口岸等事业形成、发展的历史、起伏

变化的过程;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

谊和合作;用翔实丰富的资料，提供读者借

鉴、研究、资治和教育之用 。

二、蝙 ，J~工作指导思想: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忠也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路线、方针、

政策。 以忖~;-编地方志暂行规定》为准则，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

求是的文凤和详今略古的原则 。

三、 《呼伦贝尔盟外事志》属于行业专志，

根据所搜集到的资料，记叙的时间上恨不限，

下 FLt至 1994 年。其记叙范围，以现时的呼盟

行政区划为准 ，个别条目亦有跨区划的。

四、本志采用幸节体，全书共七章二十八

节，节下视需要说目 、子目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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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国以前的历丈年代采用公

元纪年注朝代年号:民国以后的历史

年代，一律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所用资料，主要来源于呼

盟外事办档案室、呼盟档案馆、呼盟史

志办资料室、呼盟公安边防局资料室、

海市外事办、额尔古纳市外事办、满洲

里外事处 。北京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

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分馆、内蒙古

自治区外事办、黑龙江省档案馆，还请

从事呼盟外事工作多年的老同志提供

了一些口碑资料。

七、地名简称:呼伦贝尔且一呼

盟、海拉尔市一海市、满洲里市一满

市、扎兰屯市一扎市、额尔古纳市一额

市、牙克石rr-一对市 、英力达瓦达斡尔

族自治或其一英旗、额尔古纳左旗一额

左拱、额尔古纳右旗一额右祺" 鄂温克

族自治祺_ .-鄂 j孟克旗、新巴尔虎左旗

一新左旗、新巴尔虎右挨一承rr右旗、陈

巴尔虎旗一陈旗、鄂伦春自治旗一鄂

伦春旗、 阿荣旗和根河市不简称。



• 1 • 

目录

概述…………………………………........………. (1) 

第一章机陶
第一节外事机构.......….. ... .. . ... ... ... ... ... (5) 

第二节涉外机构…........….........……. (5) 

第二章边界事务

第一节中苏边界…... ... •. •... ...•.. ....….. (22) 

第二节中蒙边界…...............~.. ......... (4 3) 

第三节边境事件….................………: (5 7) 

第三章外事往来

第一节友好往来………........….......... (65) 

第二节经贸往来……… .................…. (6 7) . 

第三节文化教育科技交往…........……. (6 7) 

第四节外事管理! ............. ....….......... (69) ' 

第四章领事侨务

第一节外国机构............................... (72) 

第二节外国侨民.......……................. (79) 、

第三节外国人纪念碑和基地........……. (1 09) 

第四节 护照管理……………......... ...... (1 -1 5) 



.2' 

第五章口岸.

第一节满洲里口岸…….......….......…. (J ?O) 

茹二节黑山头和雪:fi口岸….... ....……. (24) 

第三节阿日哈沙特口岸................….. (] 28) 

第四节额布都格口岸........................ (129) 

第五节胡列也吐口岸........….........…. (1 30) 

第六节二卡口岸........……..........……(1 30)

第七节海拉尔航空口岸…...............…. (31) 

第八节 口岸管理…........................... ( 132) 

第六章旅游

第一节管理机构..........................…. (1 36) 

第二节旅游项目…….，......……….. (1 37) 

· 第二节旅游风景区、点…..............…. (1 11) 

第四节旅前·服务设施……..............…. (]15) 

第五节旅游经营单位….................…. (1 48) 

第六节 旅游宣传与外联........….......... (49) 

第七节旅游效益.........................….. (53) 

第七章大事记….......................….........…. (1 55) 

附录

一、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 (246) 

二、中俄布连斯奇界约.................…. (249) 

三、中俄阿巴哈依图界约.................. (251) 

四、中俄恰克IE界约…….................. (259) 

五、中俄满洲监界约... .. ... ... ...........…. (262) 



• 3 • 

六、中俄声明文件................….. ...... (281) 

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283) 

八、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 (289)

丸、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292) 

十、中苏关于黑龙江、乌苏里江、额尔古纳河、松

阿察河及兴凯湖之国境河流航行及建设协

定…………........………......……. (294) 

十一、中苏关于护林防火联防协定…… (29 7)

十二、关于巾苏国界东段的协定......... (30 1) 

十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

民共和国边界条约..............…. (314) 

十阳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

民共和国关于中:在边界

制度和处理边境问题的条约…… (334)

编后记…….......................….........….... ...... (347) 





概述 1 

.J(. 

概这

呼伦贝尔盟地处祖国的北部边险，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主

要边境地区，由于自然、历史、现今的诸因素形成了历史复杂、

发展情况曲折多变、斗争形势时紧时缓、政策策略性很强的外

事工作的特点.

从自然特点来看，北与俄联邦毗邻，西与蒙古国领土接

壤，水陆边界线长达 1 685.82 公里。辖区地域辽阔，土地总面

积 250557 平方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总面积的 21. 2%. 高山

峻岭连绵起伏，江河湖泊纵横交错，草原辽阔斧，边，地土地下

蕴藏着丰富资源，发展经济的结构比较齐全，居住着 35 个民

族的人民，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各具特色，北方民族平期

活动遗留的文物古迹多，是北方民族的友祥地.地处祖国北部

咽喉门户地区，是连接欧亚的通道，是历来的政治、经济、军事

的战略要地.

从历史特点来看，沙俄在侵占我国东北和西北大片领土
/ 

以后，又不断地把侵略魔爪伸入我国北部边疆地区 e呼伦贝尔

地区屡遭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占领，几次发生中俄、日俄战争，

产生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呼伦贝尔曾沧为半殖民地的境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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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列强取得治外法权，对呼伦贝尔地区各族人民疯征实施

血腥屠杀，对地土地下的资源大肆掠夺， 曾?皮外国军警宪特

机关遍布各地，外国人大批涌入侨居，他们耕垦放救，来金挖

煤，修筑铁路，伐木割草，打猎捕鱼，开办商埠，传播洋教，建立

各种名目的驻在叔，构等猖獗一时的局面.随着外国列强的入

侵和不平等条约的产生，形成了很多领土边界的争议地区和

岛屿，成为边界悬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中掌两国关系又经历了结

成同盟友好时期和关系破裂的敌对时期，以至发展到军事对

峙，至.~本世纪八十年代又处在关系正常化的时代.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建立，中国人民开始行使保卫祖国领土主权完整的神

圣使命，外国侵略者残命势力的罪恶行径宣告结束.我国同蒙

古共和国签订了边界条约，正式划定了两国边界.我国陆续建

立了独立自主的边防、外事、海关、动植物检、卫栓、商检等涉

外机构，全面地有效地行使我国的神圣主权。因而，呼盟地区

始佟处在外交和外事工作的前沿阵地.

呼盟的外事工作，在近代史主，从清朝政府和日伪就治时

期说政设防以来，主要从事了处理争精以及俄人非法越入我

境从事耕垦、捕猎、朱矿、采伐、中东铁路归属和管理等事务.

1947 年 5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肇古自治区宣告成立
以后、由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东北内蒙古地区部队

先后建立了我党领导的各银地方政权，进行了土地改革、清剿

土臣和镇压反动的敌伪残余势力，初步掌握了呼伦贝尔地区

党政军、财政、文教卫生等大杠，远步巩固政权.新中国诞生不

久，即在 1950 年 1 月，设立了由外交部领导的耻满洲里联格

处，于 1951 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呼盟设立了内蒙古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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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处。 自治区外事处迁内蒙古自治区首府所

在地呼和浩特之后，设立了内蒙古自治区外事处满洲旦分处.

上述外事机构会同中共呼盟委、呼伦贝尔盟人民委员会(行政

公署)负责处理呼盟辖区的外事工作事宜。 1959 年 4 月，根据

呼盟外事工作的需要，中共呼盟委批准成立了呼伦贝尔盟外

事办公室。在中共呼盟委、呼盟行政公署的领导下，在中央外

交部、内最古自治区政府外事办公室的指导下，呼盟外事办公

室坚决认具地贯彻执行了我党和我国政府的外交工作移线、

方针、政策，正确、妥善地处理了呼盟辖区的边界谈判、戈IJ界等

事宜。对界务、外国侨民、外国专家、外国留学生和实习生的管

理，外国侨民回国、出境，对外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封闭接管

苏联侨民会以及接待迎送路经的外国党政首脑和外国主要宾

客等工作，都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很大.

1988 年 1 月 18 日，国务院批准呼且为经济体制改革试验区.

1985 年后，海拉尔、满洲里、扎兰屯、牙克石等十个旗市先后

被国家列为 乙类开放区，相继又批准开放中俄边境的黑山头、

室韦、二卡和中蒙边境的阿日哈沙特、额布都格、海拉尔航空

港等口岸 ， 满洲旦即将变为国际贸易口岸城市 。 随之，将妥开

辟和增加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等中俄、中蒙跨国的客货运输

干线。在界河架浮桥和设码头，易货贸易，劳务输出输入，开碎

中俄边境互设贸易市场，跨国旅游，文化卫生、科技交流活动

等日趋增多，涉外工作范围日趋扩大，交流活动急骤增多，使

外交、外事工作迅速扩展，将出现前所未有的外事工作的新局
面。

随着呼盟试验区的发展和全方位开放，在外经外贸、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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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日趋繁荣活跃的新形势下， 1992 年 6 月国务院授予呼盟出

国审批和签发护照权。从而为改革开放和呼盟试验区的繁荣

发展，为中俄东段边界谈判和划界工作L为维护领土主权，建

立安定团结，稳定巩固的边境新秩序，协调各涉外单位，做出

了新的贡献.呼盟的外事和口岸工作将在呼伦贝尔改革开放

试验区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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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机 构

第一节外事机构

-、解放前外事机构

呼伦贝尔地区的外事机构随着中东铁路的修筑，外事事

务增多而建立起来。先后建立起满洲里、海拉尔、扎兰屯、，博克

图等四个铁路交涉分局，统归黑龙江省铁路交涉总局领导。

(-)满洲里铁路交涉分局

1902 年(清光绪 28 年)满洲里铁路交涉分局成立。历任

专员有刘虞卿、司伟勋、潘殿保、朱正元、熊冕章、庄鹤龄、锡

廉、下调元、王振锋、于家铭、何如铭、丁毓金、桂联、毕荣光、刘

颂岳、张英华、手斌元。
(二)海拉尔铁路交涉分局

1902 年(光绪 28 年)初在海拉尔设铁路交涉分局。历任

专员有下德钧、陈致远、恩麟、刘清洁、恩露、何如铭、胡祖楷、

金荣椿、鞠荫轩。

(三)扎兰屯铁路交涉分局

1902 年(清光绪 28 年)1 0 月设扎兰屯铁路交涉分局。历

任专员有胡照生、汪文熙、程藩、何如铭、胡祖模、蔡华周、苏联

奎、陈钩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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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博克图铁路交涉分局

1902 年(清光绪 28 年〉初设博克图铁路交涉分局，历任

专员有张槌成、恩麟、恩露、朱履坤、潘殿保、桂联、德)11 、王春

熙等。

二、中央外交部驻满洲里联络处
根据政务院决定，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于 1950 年 1 月 6

日，在满洲里设联络处，其任务是代表中央政府负责处理口岸

的迎送往来及联络事务ω联络处处长曾远辉，副处长由李文学

(满洲里东兴运输公司办事处处长)、孙彬(满洲里铁路公安处

处长)兼任。下设四个科:联络科何马负责，行政科郝瑞采负

责，机要科章文负责，人事科路比负责。主要负责迎送出入国

境中外人员和对外联络，当时的联络处位于满洲里市中苏街、

三道街口〈即原服务楼旧址)。

1953 年 2 月 5 日，由于内蒙古自治区外事处由海拉尔迁

至满洲里，外交部驻满洲里联络处撤销，其业务由外事处承

担。处长曾远辉，副处长王恩和。业务受外交部直接领导，行

政上受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委托的呼纳盟人民政府领导 ，

主要从事侨务工作，对苏联、朝鲜驻满洲里各机关的交际联络

工作和迎送出人国境中外入员及护照签证工作等。

三、内蒙驻海拉尔、满洲里外事处
1951 年的 12 月 30 日，呼纳盟成立了外交工作委员会，

统一领导和管理盟内的侨务工作和外事工作。

1952 年 1 月 1 日 ，在海拉尔成立内蒙古人民政府外事

处。下设三个科:秘书科长顾津，一科科长沈步樵，二科科长洪

建.受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委托，由呼纳盟人民政府领

导。任务是办理盟内侨务和外事工作，业务上受外交部直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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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1952 年 12 月 31 日，政务院 177 号文件批准同意，内蒙

古自治区设立外事处机关。该处于 1953 年 2 月 5 日由海拉尔

市迁驻满洲里市。业务上仍受外交部领导，经费由外交部拨

发。外交部驻满联络处撤销，其业务由外事处承担。

1954 年 6 月 7 日政务院(54)44 号文件指示"由内蒙古

自治区政府委托呼伦贝尔盟政府领导内蒙外事处，今后呼盟

关于外事工作除主要的问题应呈内蒙政府审核批准或转报中

央外，一般问题均可由呼盟负责处理，并直报中央抄告内蒙政

府"。

1957 年 3 月 13 日，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指示， 内

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处机关由满洲里市迁回呼和浩特

市。同时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在满洲里设立"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政府外事处满洲里外事分处飞业务受外交部直接领导，

行政上受内蒙外事处领导。外事分处负责管理内蒙古的苏侨

和内蒙东部呼伦贝尔盟、昭乌达盟、哲里木盟的外事工作。

1968 年满洲里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原内蒙古自治区外事

处满洲里外事分处改称为满洲里市革命委员会外事办公室。

1973 年 6 月 6 日黑龙江省委批示，在机构调整中外事办

公室对外改称为革命委员会外事办公室。

1977 年 5 月 12 日黑龙江省革委会批示，将满洲里外事

机构名称改为黑龙江省满洲里市革命委员会外事处。主要工

作是针对当时苏联的对华政策，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和边境地区安宁，开展对外宣传和

对外调研工作.

1978 年 9 月 29 日，根据国务院批转外交部(78)办 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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