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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蒙古历史简介

读了很多年历史，潜意识最不舒服的片段应该就是和我们这个北

方邻居打交道。貌似除了杀戮，北方这个草原民族再对人类历史有意

义的贡献不大，这与我的价值观不吻合。另外，蒙古历史如果用一句

话形容就是兄弟或者族群内讧之后分家，然后找一块水土肥沃的土地

休养生息多年之后，打一个新的“商标”再杀回来，奴役与杀戮前族

群。遇到天灾人祸没饭吃时，骑着战马，轮着弯刀，一路狂奔至中原，

经过一番杀戮与抢劫后再“很有成就感”的返回大漠。

很多年来，我对北方的历史没形成系统的主要原因就是觉得浪费

时间，花费时间研究对我价值观的培养没什么有意义的促进作用。但

是，蒙古确实地广人稀，物产丰富，与中国有 4600 多公里的边界线，

且中国应该是其唯一实际意义上的“客户”，现实要求中国必须理性

正视蒙古，让其能够为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舔砖增挖”。所以，

乘着假期，花点时间梳理一下蒙古这个国家。

要说蒙古这个国家，必须先谈其历史。在中国历史上对北方民族

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应该是司马迁的《史记》，其实，在东周时期赵国

通过长期防范来自北方的侵略，形成了一套健全的应对体系。但是，

秦灭赵后，对赵国的历史和文献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以至于历史“断

片”。据《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曰淳维。用三个字来形容，即“大禹系”，就是这三个字决定了几千

年来中原与北方的关系，以至到当下。

扣除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期的北方蛮夷，从秦汉时期的匈奴时代

来开始对蒙古历史的了解。中国古籍中的匈奴是秦末汉初称雄中原以

北的强大游牧民族。公元前 215 年，匈奴被蒙恬逐出河套以及河西走

廊地区。匈奴在西汉前期强大起来，屡次进犯边境，对西汉政权造成

了强大的威胁，并控制西域。汉武帝通过卫青与霍去病带领的大军强

势打压，匈奴退居漠北分裂为五部。公元前 119 年，霍去病在汉军及

投降的匈奴人簇拥下“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今贝加尔

湖）"。公元前 53年，南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率众投降西汉。汉元帝

刘奭竟宁元年，即公元前 33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朝汉，自请为婿，

王昭君嫁与其为妻，此后 60余年汉与匈奴保持了和平。在东汉时匈

奴再次分裂为南、北匈奴。公元 48年，南匈奴醢落尸逐鞮单于率众

投降光武帝刘秀，被安置在河套地区，赐刘姓，当前甘肃、陕西一带

的刘姓是南匈奴后裔的概率极大。北匈奴的叛服不定，让东汉下决心

摧毁北匈奴。汉和帝刘肇永元元年即公元 89 年，将军窦宪大破北匈

奴。自此以后中原民族也就成了“汉”族，延展至今。

匈奴被打散之后，北方游牧民族依然是中原最大的威胁，经历过

鲜卑、柔然、突厥与契丹等民族与部落的崛起，几乎每个民族都对中

原形成了致命性的冲击，但是，始终未能够完全征服中原。在契丹时

代，宋朝与契丹经历过多次大战，但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关系异常亲密。

在女真族南下建立金王朝时，南宋依然未被灭国。而对中原形成颠覆



性冲击的第一个北方民族就是蒙古族。

唐朝后期，蒙古祖先逐渐与突厥融合，并对蒙古族的最终形成起

了决定性的作用。10世纪到 12 世纪，蒙古高原先后被契丹统治和有

时臣属于金国。由于蒙古诸部与南方的辽金政权往来甚密，接受先进

物质文化的影响，铁器使用逐渐普及，生产力获得较快发展，私有制

度开始出现。以往那种传统的氏族集体游牧方式“古列延”渐渐让位

于一家一户的游牧方式“阿寅勒”。各个部落首领“汗”和贵族“那

颜”在大肆攫取社会财富的同时，还豢养亲兵勇士“那可儿”为其效

命，以此作为维系权势，攻伐征战的武装力量。各部落为争夺牧场、

牲畜和奴隶，相互拼杀，弱肉强食。12 世纪下半叶，整个蒙古高原

自东向西形成鞑靼、蒙古、克烈、乃蛮四大集团及北方的蔑儿乞集团

五雄并存对峙。为争夺支配整个蒙古高原的最高权力，五大部落集团

展开激烈厮杀。在这一时代背景下，1206 年，乞颜部首领铁木真统

一蒙古各部，在斡难河（今鄂尔浑河）源头召开库里尔台大会，即蒙

古大汗位，号“成吉思汗”，国号“大蒙古国”。自此由塔塔尔、泰

赤乌、蔑儿乞、乃蛮、克烈、汪古部、以尼伦和迭列斤等部落的后代

组成的蒙古族也就由原来一个部落的名称变成为民族名称，正式登上

历史舞台。甚至十三世纪也被中外史学界称之为“蒙古人时代”或“蒙

古人世纪”。

大蒙古国建立后，不断向外扩张，1217 年，灭西辽、1219 年西

征花剌子模，一直打到伏尔加河流域。1227 年灭西夏，成吉思汗也

在征程中病逝。成吉思汗逝世后，1229 年，窝阔台继承成吉思汗衣



钵继续武力扩张。1231 年征服高丽，1233 年灭东真国，1234 年灭金

国。1237 年占领莫斯科，1240 年攻占基辅。1241 年兵分两路入侵波

兰、匈牙利，大败神圣罗马帝国联军，前锋直指维也纳。正当此时，

窝阔台逝世。1251 年，拖雷的长子蒙哥继大汗位后继续武力扩张。

1254 年灭大理国，1258 年，占领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灭阿拔斯

王朝。1259 年，占领大马士革。1258 年（元宪宗八年），蒙哥、其

弟忽必烈和大将兀良合台分三路大举进攻南宋。1259 年，在攻打合

州时（今重庆合川区）蒙哥染痢疾而亡。

1260 年由于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位而走向分裂，大蒙古国随之解

体。1264 年忽必烈最终击败阿里不哥后夺得汗位后，原属大蒙古国

分别成立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四大汗国，

后蒙古人建立的政权被西方统称为“蒙古帝国”。1271 年，成吉思

汗的孙子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大元，自此大

蒙古国改称为“大元大蒙古国”。1278 年迁都燕京，称大都。1279

年灭南宋统一中国。四大汗国直至 1304 年元成宗时期方才一同承认

元朝的宗主地位，元廷又在 1310 年元武宗时期与察合台汗国瓜分了

窝阔台汗国，取得漠西领地。1368 年，元惠宗被徐达率领的大军自

元大都北京驱逐至漠北，史称“北元”，大蒙古对中原的统治也自此

结束。1402 年，鬼力赤篡夺政权建立鞑靼，北元灭亡。

元朝灭亡后，蒙古分裂为许多部，后来，按照所居地域逐渐形成

为三大部分，即：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8A%E5%88%A9%E6%B1%97%E5%9B%BD/1966356


1、漠南蒙古，由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和东北三省的蒙古人组成，

亦即科尔沁部，这部属于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也就是蒙古族的正统。

皇太极的侧福晋、顺治的母亲、康熙的祖母孝庄就科尔沁部的博尔济

吉特氏。也就是说满清皇族爱新觉罗氏是由女真人和成吉思汗家族共

同统领的。

2、漠北蒙古，分布在今蒙古国境内的蒙古人组成，主要是成吉

思汗的臣属族，亦即喀尔喀部，喀尔喀蒙古；

3、漠西蒙古，分布在新疆、青海和甘肃一带，亦即卫拉特部，

也称为厄鲁特（额鲁特）蒙古，明朝称瓦剌。明朝时期，蒙古分为鞑

靼与瓦剌两大主力。

1624 年，蒙古科尔沁部首先成为后金的藩属。1636 年，皇太极

征服了察哈尔部并改国号为清。而后清朝降服了蒙古各部落，平定了

准噶尔部叛乱。1660 年库伦活佛做出归附清朝，不归附沙皇俄国的

政策，影响蒙古政治格局数百年。1771 年，渥巴锡率土尔扈特部内

附，蒙古除布里雅特、卡尔梅克等由俄罗斯统治外，其余各部均纳入

清朝版图。1733 年，漠北蒙古（今蒙古国）由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

为省级行政区，也就是外蒙古。1761 年，置库伦办事大臣，土谢图

汗部与车臣汗部民政事务改由库伦办事大臣管理；同年，置科布多参

赞大臣管理科布多地方。此后乌里雅苏台将军仍监管赛音诺颜部、札

萨克图汗部二部民事与唐努乌梁海事务，并统辖喀尔喀四部、唐努乌

梁海与科布多各路蒙古兵。17 世纪末时蒙古全境被纳入清朝统治范

围。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D%A6%E8%87%A3%E6%B1%97%E9%83%A8


1727 年中俄签定的《恰克图界约》肯定了蒙古属于中国。1911

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沙俄开始培植亲俄势力，并大批发放武器，

准备制造外蒙独立。1911 年 12 月 28 日，外蒙古宣布“独立”，沙

俄以蒙古保护者自居。1913 年，袁世凯与沙俄订立《中俄声明文件》，

确认中国是蒙古的宗主国，改“独立”为“自治”。但中国政府不能

驻军、移民外蒙，而沙俄可以，蒙古事务需两国协定解决。1919 年

11 月，蒙古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封建上层与中国北洋政府强行通过

政令，取消自治和废除 1915 年前的条约，并在库伦设置行政公署，

并呈请恢复旧制，册封哲布尊丹巴为博格多汗。派西北守边使徐树铮

率军进入外蒙古，恢复了领土主权。直皖战争发生后，徐军主力从蒙

古调回关内参加军阀混战，只在库伦及其以北蒙俄边境上的买卖城

（今阿勒坦布拉格）留驻少量兵力。

1920 年由苏和乔领导的蒙古共产党成立，1921 年 2 月 3 日，温

甘伦的部队击溃了中国驻军，占领了库伦，扶植第八世哲布尊丹巴重

新登上了“蒙古皇帝”的宝座，成立了所谓的“自治政府”。7 月 10

日，在库伦以哲布尊丹巴为皇帝的蒙古君主立宪政府正式成立并宣布

独立。1924 年，中国政府与苏俄政府签订《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仍规定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享有领土主权。1924 年 5

月，第八世哲布尊丹巴病死。一个月后蒙古在苏联的支持下取消君主

立宪政体，建立共和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成为一个完全亲苏的

政权。1924 年 11 月第一届大呼拉尔会议在库伦召开，改库伦为乌兰

巴托。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90%E6%A0%91%E9%93%A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90%E6%A0%91%E9%93%AE


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在苏联的支持下才能够建国，所以，蒙古自建

国初就是一个完全亲苏的政权，被国际社会戏称为“蒙古是苏联第

16个加盟共和国”。1960 年的蒙古宪法写到，“在苏联的大力支持

与帮助下，蒙古人民共和国成长壮大”。苏联的理由是蒙古独立是为

了杜绝中国在国力强大之后索要被掠夺的 150 万平方公里土地，强力

支持蒙古独立，试图在中国与其中间建立一个缓冲带，杜绝与中国的

直接冲突，但是，其真实意图是瓦解中国，最终将蒙古并入其版图内。

但是，至二战结束时，全球仅有苏联一国承认蒙古的合法性，其他国

家都持漠视的态度。

1945 年 2 月，在未告知蒋介石政府的前提下，英、美、苏三国

首脑雅尔塔会议规定，“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作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1945 年，蒋介石政府为了限制

苏联支持中共参与中国内战而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条约原文规定中华民国政府允许将依公正的公民投票的结果决定外

蒙古是否独立。1945 年 10 月 20 日，外蒙古人民在外蒙当局与苏联

的监视和控制下进行公民投票，结果显示 97.8%的公民赞成外蒙古独

立。国民政府于 1946 年 1 月 5 日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

1949 年，新中国建国前期，周总理曾经专程奔赴苏联，与斯大

林商谈蒙古回归中国版图的事宜，但是，斯大林以支持新中国建国为

条件，强势拒绝中国政府的提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 1949

年 10 月 16 日和蒙古国建立外交关系，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1953

年，赫鲁晓夫上台后，中共开始与苏联交涉，试图解决蒙古问题，被



苏联拒绝。1952 年，蒋介石认为苏联阻挠其在满洲恢复主权的努力，

并在国共内战中援助中国共产党，因而违反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中所许诺言，向联合国控告前苏联。联合国大会以 25 票赞成，9 票

反对，24票弃权通过五〇五号决议案谴责前苏联。1953 年，蒋介石

政权废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拒绝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蒋

介石政权曾在 1955 年否决蒙古加入联合国，但为阻止中华人民共和

国加入联合国，在美国和非洲法语系的十一个会员国的压力下，蒋介

石政权停止阻挡蒙古，最终蒙古在 1961 年加入联合国。

在中苏关系紧张时刻，蒙古毫不犹豫的站在了苏联一侧。1963

年，苏联与蒙古签订了《苏蒙防务条约》，该条约规定，苏联军队将

防卫线拓展到中蒙边境，蒙古纳入苏联的防卫圈。从此苏联在中蒙边

境陈兵百万，且长期坦克不熄火给中国施加压力。1963 年 10 月 22

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九评苏共”中第四评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中说：“成吉思汗是当时蒙古的汗，中国和

俄国，都是遭受侵略的”。1966 年，蒙古与苏联签订了军事同盟性

质的条约，允许苏联在蒙古设立军事基地，且长期驻军。其经济建设、

国家安全防卫等完全依靠苏联。1991 年，苏联解体后，蒙古一度成

了没人管的孩子。1992 年，蒙古颁布了新宪法，推行多党制的民主

选举制度，开始实施财产私有化与向市场经济过度，且改名为“蒙古

国”。

二、蒙古经济现状



蒙古国地处亚洲中部的蒙古高原，东、南、西三面与中国接壤，

北面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为邻，边境线总长 8219 公里，其中中蒙边

境线长 4676.8 公里，蒙俄边境线长 3543 公里。蒙古国东西最长处

2368 公里，南北最宽处 1260 公里，幅员面积 156.65 万平方公里。

蒙古国地质结构复杂，山脉多系火山岩构成，土层较厚，基岩裸露，

土壤种类以栗钙土和盐咸土为主，北部有冻土层，从北至南大体为高

山草地、原始森林草原、草原和戈壁荒漠等 6大植被带。地势自西向

东逐渐降低，海拔最高点为 4653 米（乃拉姆达勒峰），最低点为 553

米（呼赫湖），平均海拔为 1580 米。山地面积 77.7 万平方公里，占

总面积的二分之一。戈壁沙漠面积 40 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四分之

一。湖泊面积为 1.6 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1%。

蒙古国大部分地区属大陆性温带草原气候，季节变化明显，冬季

长，常有大风雪；夏季短，昼夜温差大；春、秋两季短促。每年有一

半以上时间为大陆高气压笼罩，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蒙古高气压中心，

为亚洲季风气候区冬季“寒潮”的源地之一。无霜期大约从 6 月-9

月，只有 90-110 多天。蒙古国境内有河流 3800 条，总长度达 6.7 万

公里，有 3500 个湖泊，7000 多处泉眼。蒙古国已发现和确定拥有 80

多种矿产，建有 800 多个矿区和 8000 多个采矿点，主要蕴含铁、铜、

钼、煤、锌、金、铅、钨、石油、油页岩等资源。其中，铜矿储量

20 多亿吨，黄金储量达 3400 吨，煤矿储量达 3000 亿吨，石油储量

达 80 亿桶，铁矿储量为 20 亿吨，萤石矿床储量 2800 万吨，磷矿储

量 2亿吨，钼矿储量 24万吨，锌矿储量 6万吨，银矿储量 7000 吨等。



蒙古国植被以北部西伯利亚针叶林和南部的中亚草原、荒漠组

成。高等种子植物有 103 科 596 属 2251 种，苔藓植物有 40科 119 属

293 种，地衣植物有 30科 70 属 570 种，蘑菇有 12科 34 属 218 种，

药用植物有 52科 154 属 574 种。其中，主要植物有蒙古茅草、科尔

金斯基茅草、戈尔嘎诺夫旋花、格鲁保夫针叶棘豆、胡杨、山川柳、

沙枣、菖蒲、芨芨草、看麦娘等。蒙古国野生动物约有 60种哺乳类，

50多种鱼类，90种鸟类。主要有旱獭、野驴、野马、角鹿、戈壁熊、

野骆驼、羚羊、野山羊、母盘羊、黑尾黄羊、麝、豹、海狸、水獭、

貂、密鼠、鹫、鸿、鹈鹕、雪鸡、野鸡、皂雕、猫头鹰、枭、啄木鸟。

按照国际汇率来计，2016年蒙古的 GDP 约为 111.83 亿美元。2017

年 3月底，蒙古国人口为 311.9 万人，其中 45%的人口聚集在首都乌

兰巴托。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蒙古国实行私有化改革，并于 1997

年 1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约 30%的人口从事游牧或半游牧。主要信

仰藏传佛教，主体民族是蒙古族，亦有哈萨克族、图瓦人等少数民族

分布于西部。蒙古国土面积为 156 万平方公里，新疆是 166 万平方公

里，是世界上国土面积第 19大的国家，是仅次于哈萨克斯坦的第二

大内陆国。

蒙古国经济以畜牧业和采矿业为主，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蒙古国实行私有化改革，并于 1997 年 1月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工业以肉、乳、皮革等畜产品加工业为主，木材加工、

电力、纺织、缝纫和采矿业也具一定规模。畜牧业是蒙传统的经济部

门，也是蒙国民经济的基础，素有“畜牧业王国”之称，主要饲养羊、



牛、马、骆驼。农业以种植麦类、蔬菜、薯类和饲料作物为主。2013

年牲畜总数为 4513 万头，增长 10.3%。

三、蒙古与中国的关系

从当前的现实来看，中国是蒙古国最大的依靠。因为蒙古夹在中

俄两个大国之间，对外关系必须经过中俄同意。但是，俄罗斯与蒙古

在资源禀赋领域趋同，所以，在国际市场是竞争关系，而中国却实实

在在的与蒙古是合作关系。蒙古国家大呼拉尔 1994 年通过的《蒙古

国对外政策构想》规定，强调“同俄罗斯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是蒙古

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主张同中俄“均衡交往，发展广泛的睦邻合

作”。2011 年，蒙古国家大呼拉尔通过新《对外政策构想》，明确

对外政策首要任务是发展同俄、中两大邻国友好关系，并将“第三邻

国”政策列入构想，发展同美、日、欧盟、印度、韩国、土耳其等西

方国家和联盟的关系。

中国已经连续 12 年成为蒙古最大的贸易伙伴，中蒙贸易额占蒙

古贸易总额的 70%以上。在 2017 年上半年，蒙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

为 50.364 亿美元，对华贸易额则为 34.164 亿美元，占外蒙对外贸易

总额的68%。其中，蒙古国对中国出口28.036亿美元，同比增长56.6%，

占其出口总额的 90.3%；自中国进口 6.1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1%，

占其进口总额的 31.7%。

但是，贫穷与失业严重影响蒙古国国家安全。经济总量而言，外

蒙古仅有内蒙的 1/26，不及内蒙古的一个县多。另一方面，外蒙古

整个国家也早已是债台高垒。其拥有的债务之重，已经超出了国家的



承受能力，仅仅是贷款利息就高达 230 亿美元，相当于全国 GDP 的

2.8 倍，整个国家事实上已经完全破产。随着全球气候变迁，蒙古草

原沙漠化与气候异常现象异常严重，牧民放牧很难维持基本生计，也

无法抵抗任何自然灾害导致的损失。所以，大部分牧民都逐步涌入首

都乌兰巴托试图谋生。但是，蒙古产业结构单一与国民技能整体不擅

长基建等产业，所以，在乌兰巴托聚集了大量的失业人员，而财富阶

层更多是通过从中国、日本与韩国倒卖二手车来获利。一旦中国对其

资源需求量降低或者全球资源价格波动，蒙古的国民收入则会骤减，

老百姓的生活福利瞬间受到冲击。所以，在当前的窘迫下，蒙古经济

的唯一出路就是和中国的广泛合作。

四、蒙古为什么这么穷？

外蒙古“穷”的原因，主要有四点：

1、经济结构单一且很不合理。

外蒙古的经济尚处于原始状态，结构极度不合理。据 2017 年上

半年的统计显示，采矿业占比高达 23.4%，农业占比高达 14.8%，而

这两个行业无论是在产业链上的附加值，还是容纳就业人口，都极度

有限，无法有效的推动经济的发展。

2、政局动荡、恶斗不断、政策短视。

苏联解体后，蒙古像其他苏联加盟国一样实行多党政治，但十几

年实验下来，多党政治下的蒙古，政局是越来越不稳，政府更迭频繁，

政策朝令夕改，各党派陷入相互攻讦和内斗之中。蒙古问题专家认为，

近年来，蒙古政治体制、法律体制弊端日益成为制约国家发展的瓶颈。



3、不切实际的“第三邻国”外交战略

蒙古国是典型的内陆国家，夹在中国和俄罗斯中间，却不切实际

的提出了一个 “第三邻国”的外交政策。但是，所谓的“第三邻国”

外交战略说白了就是依靠美日两国的力量，用以抗衡中俄两国对蒙古

的影响。但是，俄罗斯本身就资源大国，不缺资源，而且其也是靠卖

资源为生，所以，不但无法互补，甚至还在竞争。所以，出口的唯一

通道和市场，就只有中国。但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说，中国不可能帮

着蒙古把资源卖给美、日等西方国家的。所以，蒙古国空有大量资源，

却仍然只能过着穷日子。

4、自然环境恶劣，核心产业容易受到自然环境的冲击

蒙古的主导产业是矿产与畜牧业，但是，蒙古又处于高原高气压

位置，漫长的寒冬时常会让大批牛羊死亡。但是，牛羊又是仅一半总

人口的重要资产。一旦出现大面积的牛羊被冻死，蒙古的社会福利与

基本生计，乃至 GDP 都会严重受到冲击。

五、蒙古与中国关系的困境

苏联控制蒙古以后，没收佛教寺院的财产，摧毁庙宇，逮捕喇嘛，

基本上毁灭了藏传佛教。在 1932 年蒙古出现反抗苏联的行动后，苏

联当局开始在蒙古进行清洗迫害。从 1933-1953 年，有 7万社会精英

与贵族死亡或失踪，教科书上只说 3 万人，而当时的蒙古只有 73 万

人。暴力、恐怖与屠杀是殖民统治绝对重要和有效的手段，为了达到

有效控制，屠杀十分之一的国民，这也就仅次于成吉思汗的大军了。

国家管理副职均为苏联人，国家领导人娶苏联人为妻，俄语成为官方



语，对老蒙文进行俄文化改革，看上去都是斯拉夫字母。上个 90 年

代初，苏联解体之后，蒙古国试图恢复老蒙文（在中国境内看到的蒙

古文）。由于 70 年的历史已经改变了两代人，仅仅 3 年，恢复民族

传统文字的企图失败，被俄文异化的新蒙文依然是流行的官方文字。

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至今仍使用传统的蒙古文，蒙古国使用西里尔文

字（新蒙文）。最主要的是苏联没有让蒙古人过上幸福、富足与安康

的生活。

那么，蒙古仇恨中国人的原因到底在哪里？

1、政府为了统治需要

按照常理，中国与蒙古貌似没有多少历史的死结，本应该和平相

处。但是，蒙古自独立以来，自政府到国民持续实施丑化中国的舆论

诱导，所以，导致整个蒙古对中国的认识依然处于愤怒与不信任之中。

一个地区脱离了一个国家后，为了保持自己独立的合法性，就会

在任何问题上使用归咎法，把遇到的一切问题归咎于原来的宗主国

上。蒙古为了保持自己独立的合法性，在历史教育上，一味污蔑中国

欺辱与屠杀蒙古人。在 1924 年，蒙古刚刚“建国”时，蒙古国内对

脱离中国，全面融入苏联势力范围之内有很大的抵触声音，尤其是贵

族阶层。所以，蒙古舆论界为了讨好苏联，获得国民认同国家独立，

开始持续丑化中国，吹捧苏联。诸如，蒙古的学生教科书上曾经多年

就注明“在苏联的帮助下蒙古于二十世纪初期从殖民地成为了一个独

立的国家”。外蒙古政府就是这样教育下一代的，整个国民从小受到

的教育就是外蒙独立之前都是中华帝国的殖民地。中国将蒙古建国看



作中国分裂与领土缺失，蒙古则看作是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看成自

己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彻底摆脱了中国将近 300 年的“殖民统治”。

2、中国致使其国家与民族分裂，且在逐步消灭其同族

在蒙古社会看来，蒙古已经独立，脱了了殖民统治，而中国让内

蒙古无法并入蒙古版图，造成其国家和民族的“分裂”等不利言论在

蒙古已成为共识，也是蒙古国人仇恨中国人的根本，远远超过中国人

对占领钓鱼岛日本人的仇恨。国家与民族“分裂”的现实成了中蒙之

间很难跨越的鸿沟。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为了灭绝包括蒙古族在内

的少数民族，修建长城是为了防范内蒙古“回归”蒙古版图等不利，

且没逻辑的言论却在蒙古是“常识”。

3、中国人是骗子

在苏联刚解体时，物质异常匮乏，当时中国社会市场经济刚刚兴

起，“坑蒙拐骗”依然在社会上有很大的空间。所以，中国一些不法

商人将大量的低劣产品运往蒙古。由于双方的信息与交通不畅，而中

国商人在蒙古所销售的商品确实相对欧美质劣价高，引起蒙古人的异

常反感，从内心深处认为中国人都是骗子。记得在我读小学时看到一

份报道上提及，中国有些销往俄罗斯的羽绒服中露出了鸡翅膀，这确

实是中国人当时没做到位。但是，当今中国对待蒙古时异常友好，护

照免签，以市场价采购矿产资源，补助来华留学生，输入物美价廉的

中国制造等。

4、潜意识认为中国人是强盗



中国与蒙古国搞经济技术合作，投资开采煤矿油田，他们认为这

是掠夺他们的资源，是抢夺他们的财产。如今在蒙古国，中国人几乎

涉足到了所有的商业领域，其中最主要集中在矿产开采与基础设施建

设方面。蒙古人对中国商人愤恨的逻辑是“中国商人充斥乡间，从牧

民手中以低价收购皮革、羊毛、骆驼毛等商品，再将这些商品高价卖

出，迫使蒙古人负债累累，由于牧民不能读懂中国商人的账本，中国

人因此很容易耍花招，蒙古人经常反抗他们的压迫”。

5、中国人是劣等民族

游牧民族从基因中搞建筑就不及农耕民族，在蒙古国，大批的建

筑工人都是中国人，大约 2万到 3万人。中国人聪明老实本分吃苦耐

劳，蒙古工人无法与中国建筑工人相比，但是蒙古国的法律规定，建

筑公司必须雇佣一定比例的蒙古劳动力。据业内人士说，他们的工作

能力，跟非洲工人差不多，所以，肯定在待遇与收入上都不及中国人。

但是，中国的建筑工人，文化水平不高，不太懂得俄罗斯化的蒙古礼

节。说话声音大、随地吐痰等等，他们成为蒙古人嘲讽的对象。觉得

自己高贵了许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6、中国人在蒙古生活不检点，动了蒙古女人，引起民族愤慨

据中国使馆统计，2017 年，中国公民赴蒙人数达 35万人次。在

人口只有 310 万人口的蒙古，这个比例相当大。这 35 万人次，又大

多集中在人口只有 130 万的乌兰巴托，本就让蒙古人会惊呼：“中国

人来了”。但是，蒙古产业凋零，失业率较高，尤其是女性占比偏高，

婚姻不匹配现象严重，所以，很多年轻的女孩子以色情谋生，而中国



“土豪”涌入蒙古时总想逛逛蒙古的“夜总会”，找找感觉，这让蒙

古社会，尤其是光棍愤青阶层，异常反感。因为几千年来，都是北方

游牧民族南下动中原女人，很少有中原人北上动草原女人，所以，动

蒙古女人是大忌。但是，在蒙古的中国人最好这一口，甚至出现多次

中国男人因为嫖妓被杀的血案。确实有学者发现，在蒙古、中亚附近，

多达 8%的男性人类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代，全球有至少 1600 万这样

的男子。

7、狭隘的民族主义

长期反华教育让蒙古人从内心深处不认同中国与中国人，且公开

蔑称中国人为“胡加（huja）”。在蒙古的中蒙混血儿，一般不会主

动对别人谈及自己的中国血统，特别是有中国血统的蒙古官员对此更

是讳莫如深，因为这是断送政治前途的危险举动。所以，每次遇到选

举等事件时，利益方会通过反华，煽动民粹主义来获得支持。长期以

往，加剧了这种困境的蔓延。

8、中国政府的漠视

按照常理，蒙古的国家命脉几乎完全被中国掌控，只要中国轻轻

一制裁，蒙古经济瞬间崩溃，社会动摇。但是，中国政府在蒙古反华

这件事上始终漠视的唯一原因是中国根本没把蒙古放在眼里，呈现绝

对的自信。但就是这种模式让蒙古人有恃无恐，所以，如果中国政府

能够对蒙古政府提出诉求，要求蒙古政府着力舆论诱导与打击反华分

子，否则中国就会对蒙古实施经济制裁，不利状况会瞬间逆转。

六、中蒙关系展望



从政治层面看外蒙人比较害怕和警惕中国，但是经济上又对中国

是无比依赖，被中国的丰富的物质生活所吸引。历史永远是现实的拐

杖，现实才是行走着的双腿。不管蒙古愿不愿意，他都在那里。蒙古

夹在中俄两大国之间，又与俄罗斯资源禀赋相似，在国际市场是竞争

状态。而中国却是实实在在的与蒙古呈互补状态，另外，蒙古单一的

产业结构，日益沙漠化的草原与人口稀少的现实都决定蒙古必须完

全，且彻底的将国运基于中国，这是蒙古的唯一出路。在中国看来，

蒙古是否并入中国政治版图不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而蒙古并入中国

经济版图与完全处于中国影响力的辐射之下确已成为现实。因此，不

管蒙古社会有多么天真，但是，中国对蒙古有绝对的自信。几千年来，

北方这片草原给中原民族造成了太多的血泪与恐慌，但是，当前蒙古

却实实在在的和中国融为一体。我国政府对外蒙古提供免签政策，外

蒙人频繁进入中国，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形成学习汉语的热潮，如此

下去只有几百万人的外蒙古很快就会被整合进我大中华的经济体系

里。如在 2017 年上半年，蒙古出口贸易总额中，矿产品出口值达 51.3

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 82.3%，而 90%的出口是到中国内蒙。

蒙古的未来也就一条路，即彻底的并入中国的势力范围之内。虽

然蒙古很不情愿，但这根本不重要。蒙古曾经并入过满清，也融入过

苏联，但是，最终都是无果而终，甚至一片狼藉。所以，蒙古曾经天

真的想实施“第三邻国”的外交战略，问题是这必须经过中俄的共同

认可。但是，貌似当前中俄很难真心实意的认同蒙古的这一外交战略。



所以，地缘现实决定蒙古必须与中国经济融为一体，成为中国经济的

一部分，搭乘中国经济的便车来发展自己。

如果真如司马迁所言，草原民族乃大禹系，中蒙融合也是民族之

幸。中国当前的国家战略是安抚北方，全力解决南方的边界纠纷。蒙

古是中国大战略中最稳定的一环，根本不用着急，尤其当前随着俄罗

斯的国力日益衰弱，这更有利于中国的既定国家战略推行。尤其当前

国际社会不追求领土范围的扩大，而是更多关注经济辐射力的延伸。

事实是蒙古必须并入中国的经济版图之内，否则，用“亡国灭种”来

形容一点也不夸张。当然，虽然蒙古社会整体比较反华，但这不影响

大战略的推行，改变蒙古社会的预期也相对比较容易。事实是最近几

年，蒙古与中国的关系也越来越近，历届政府都必须紧跟中国的步伐，

试图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潮中找到一丝机会。

因此，用一句话形容中蒙关系，即“不管你愿不愿意，事实就是

这样，历史在 700 年前就已将成吉思汗弯刀、战马的套路彻底抛弃，

至于成吉思汗的伟大也就是想想罢了，再复活的可能性绝对没有。要

想发展，必须换个思路，好好思考该如何与南方这个被贵族垂涎了数

千年的民族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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