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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第三国家档案中心馆藏中越关系档案评介∗

刘　 晓　 晨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越关系史一直备受关注。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习近平在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时， 提及中越两国交往的多个历史瞬间。 要将相关研究进一步推向深

入， 如何对越南国内档案文献加以发掘利用是一个重要问题。 目前， 外国研究者能够直接利用越南

外交部、 越南共产党中央办公厅、 越南国防部等部门档案的可能性极小， 对研究者开放的涉及 １９４５ 年

以后中越关系的档案主要集中在河内的越南第三国家档案中心①。 本文主要介绍第三国家档案中心

馆藏中越关系档案， 并就其学术价值进行评述， 以供学界参考。

一、 越南第三国家档案中心基本情况介绍

１９６２ 年 ９ 月， 越南在河内建立起第一国家档案中心 （成立之初也称为中央档案库）， 负责收集

保管封建时期、 法属政权时期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时期各机关、 组织的档案。 １９７６ 年， 第二国家档

案中心在胡志明市成立， 以收集、 保管南越政权档案为主。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 越南在河内成立第三国家档案中心， 主要收集、 保管并对外开放利用 １９４５

年至 １９７６ 年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央和各区、 联区国家机关、 组织， 及 １９７６ 年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各中央国家机关、 组织的档案。
目前， 第三国家档案中心已全部接收原由第一国家档案中心保管的 １９４５ 年之后的档案， 并陆

续补充了上千米排架的新材料， 对总理府、 国会等 １１ 个全宗的 ２００ 多万页档案进行了数字化处理，
编辑出版了 ２０ 余类专题性档案集。

第三国家档案中心对包括外国研究者在内的到访者持欢迎态度。 其接待查阅的时间为每周一至

周五上午， 阅读室开放时间为每天 ８： ００ 至 １１： ３０ 以及 １３： ３０ 至 １６： ３０。 首次查阅的外国研究

者， 需提供护照信息、 个人研究计划提纲 （英文或越南文）， 工作人员据此提供档案目录。 在查阅

目录之后， 需填写调档申请表， 申请通过审核后， 工作人员即提供纸质原档。 若需复制， 可填写复

制申请表。 此外， 来访者可登录阅读室电脑系统直接查阅经过数字化处理的档案。
第三国家档案中心保管的档案主要有四类： 行政档案、 科学技术档案、 视听档案和个人档案。

其中数量最多、 研究者利用最广泛的是行政档案。 这一类档案主要反映越南民主共和国及越南社会

主义共和国时期各中央机关、 组织的活动， 具体包括国会、 总理府、 国家主席办公室、 国家计划委

员会、 工业部、 农业部、 交通部、 教育部、 各区和联区、 南方抗战行政委员会等 ２００ 余个全宗， 但

并不包括外交部、 国防部、 越南共产党党务系统单位或部门的材料。 本文介绍的中越关系档案主要

来自总理府、 国家计划委员会两个全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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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二战后全球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２２＆ＺＤ２５０） 的阶段性成果。
有关中国台湾地区与南越政权之间往来关系的档案主要保存在越南第二国家档案中心。



二、 越南第三国家档案中心馆藏总理府全宗涉中越关系档案基本情况

总理府是越南国家最高行政机关。 第三国家档案中心总理府全宗档案共有 ２４３５８ 个目录， 每个

目录包括若干卷宗， 时间跨度为 １９４５ 年至 １９８５ 年， 包括综合、 农林水利、 工业、 交通邮电、 商业

财政等 １１ 大类。 外事交往及国际合作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包括外交部在内的各部委的涉外事务

文件多数情况下都需要汇总提交至总理府办公室， 因此总理府全宗中有大量涉及中越两国政府交往

的档案。
第三国家档案中心的档案卷宗按主题集中编辑， 涉及外交事务的档案卷宗目录也不例外。 其中

１９５４ 年日内瓦会议之前的涉外卷宗为 １７０５ 号至 １９１４ 号， 在此之后的涉外卷宗为 ７５７０ 号至 １３６３４
号。 １９５５ 年之前的卷宗编排略显粗糙， 只是大体按时间排序。 其中涉及中越关系的内容， 最早的卷

宗为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至 １９５３ 年 ８ 月越南驻中国外事机构关于 １９４９ 年至 １９５３ 年中国及世界形势的参考

材料。 其他涉及中国的档案多为中越外交机构间有关建交、 访问、 商贸的照会、 公文， 以及越南驻

华使馆及驻南宁、 昆明、 广州各地办事处有关中国情况的汇报材料， 还有关于越南华侨情况的报告

等， 共 ２０ 余个卷宗。 １９５４ 年日内瓦会议的相关材料也值得注意， 其中包括中越双方代表团的往来

材料以及会谈记录、 会议记录、 备忘录、 发言稿、 信札、 会客日记等， 总量约 ３０ 个卷宗， ２０００ 余页。
从 １９５５ 年开始， 总理府全宗涉及外事内容的卷宗目录编排趋于规范， 开始按年度依照国别进

行汇编。 国别的排序依据各国越文名称的字母顺序， 因此中国位于最后一位。 从内容来看， １９５５ 年

至 １９６３ 年总理府全宗中涉及中国主题的卷宗并不算多， 年均在 ５ 个左右， 主要包括两国贸易关系

谈判、 铁路与航空运输、 边境贸易、 文化与科学技术合作、 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等。 值得注意的

是， 从 １９５７ 年开始， 几乎每年都有关于两国在北部湾地区进行合作调查的报告。
从 １９６４ 年起， 随着抗美战争的升级， 越南对外界援助的需求大增， 能够反映中越两国政府间

互动的材料随之增加。 除涉及常态性的科学技术、 贸易、 邮政电信等方面的合作外， 开始频繁出现

中国向越南提供陆海空交通战备援助的内容。 在越南接受中国援助方面， 主要提及： 成套设备项目

谈判， 中国供应各项援助物资协定， 中国援建各类医疗器械厂、 广播电台、 野战医院， 中国援越专

家生活状况， 等等。 在 １９６９ 年前后， 有相当部分的卷宗反映的是广东、 广西、 云南、 湖南四省的

对越援助工作。 从整体来看， １９６４ 年至 １９７０ 年， 总理府全宗公开的以越中关系为主题的卷宗为年

均 １０ 个左右。 需要指出的是， 在反映苏东国家或社会主义阵营援助越南的各类卷宗中， 有时也可

发现与中国相关的内容， 例如关于 １９６５ 年越南总理府、 外贸部代表团同 ８ 个社会主义国家就经济

援助和商品交易进行谈判的数个卷宗即包括中国有关内容。
１９７１ 年以后， 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各国援越力度进一步增大， 以中国为主题的档案卷

宗数量迅速增加， 其中 １９７３ 年为最多， 达到 ５２ 个。 这主要涉及中国对越经济援助、 军事援助、 成

套设备项目的各项协定、 谈判记录， 以及各类工厂、 农场、 国防工程、 交通设施等中国援建工程情

况。 其间有若干卷宗反映的是中越双方相关领导， 如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 外贸部部长李强、
越南政府副总理黎清毅等人之间的谈话记录。

自 １９７５ 年越南实现统一后， 涉及中越关系的档案卷宗开始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 其内容主要

涉及中越之间的商贸合作， 以及中国帮助越南恢复重建工程设施的情况。 有关外交层面的有 １９７６
年 １２ 月越南政府副总理杜梅、 １９７７ 年 １１ 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分别率团访问中国的卷宗， １９７８
年越南外交部关于 １９７７ 年至 １９７８ 年越中边界谈判的材料集， １９７９ 年越南外交部指示控制越中边界

冲突的公文等。 此后， 以中国为主题的卷宗消失， 直至 １９８３ 年重新出现。 例如越南科学院关于

１９８３ 年 ３ 月在广州举行的环境影响评估会议的报告， 越南边界委员会关于中国在北部湾及西沙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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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勘探情况的呈文等。 到 １９８５ 年， 出现了越南部长会议关于与中国关系的几点情况的指示预案，
越南部长会议、 外交部关于在春节之际开展与中国外交活动的呈文、 公文， 以及越南气象水文总局

干部团关于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的报告等。 这表明中越关系朝着正常化方向改善的迹象已经出现。

三、 越南第三国家档案中心馆藏国家计划委员会全宗涉中越关系档案基本情况

越南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于 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 ８ 日， 其前身是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成立的建设计划研

究委员会， 主要为国家经济及文化、 组织建设制定计划并指导全国统计工作。 １９６０ 年 １２ 月， 统计

总局从国家计划委员会中独立出来。 １９６１ 年 １０ 月， 越南进一步明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责任是为党

和国家的国民经济和文化的政策路线制定年度及长期发展计划， 管理国家的基本建设。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 越南成立计划投资部， 国家计划委员会停止工作。

第三国家档案中心国家计划委员会全宗有 ４２７０ 个目录， 时间跨度为 １９５５ 年至 １９９５ 年， 内容主

要包括综合计划、 农林水利计划、 工业计划、 交通运输计划等 １２ 个大类， 国际合作①计划为其中一

个大类。 与总理府全宗类似， 国家计划委员会全宗涉外部分的档案按照年度、 国别进行编排区分。
由于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前半期， 中越经济合作起步早、 所占份额重， 这一时期涉及中越经济合作的

卷宗更多。 最早的一份是 １９５０ 年有关中国专家对越南经济、 财政建设意见的材料集， 其余卷宗主

要涉及中越两国政府层面及地方间援助、 贸易、 货物结算等。
１９５５ 年至 １９５７ 年是越南三年恢复建设时期， 越南党和政府向社会主义各国发出援助请求。

１９５５ 年 ７ 月， 中国决定给予越南 ８ 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 因而在 １９５５ 年的卷宗中出现了大量有

关越南向中国派遣代表团就贸易和援助问题进行谈判的材料。 其他卷宗还涉及中越边境贸易、 铁路

联运等内容。 在 １９５６ 年至 １９５７ 年的卷宗中， 开始频繁出现中国向越南提供专家、 干部、 实习生培

训等内容。
从 １９５８ 年开始， 越南开始进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三年计划时期， 为此派出代表团前往包括中

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寻求援助和支持。 １９５９ 年 ２ 月， 中国批准给予越南 ３ 亿元人民币的贷款和

１ 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 着重帮助越南兴建一大批轻工业和少数重工业。 这一时期， 有关中越经济

合作关系的卷宗集中反映了由中国援建的各项工程的情况， 有关苏联、 东欧国家向越南提供援助的

卷宗也有了明显增长， 其中同样有关于中国的内容。 比如越南各政府部门有关外部援助使用情况的

年度报告， 各社会主义国家援越专家顾问的工作报告， 越南向各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 实习生

的情况汇报等。
１９６１ 年， 越南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中国同意给予越南 ６ 亿元人民币的新贷款， 主要用于

工业、 交通、 邮电、 水利等 ４０ 余个成套设备项目的建设。 １９６１ 年至 １９６３ 年的卷宗集中反映了这些

成套设备项目的谈判和建设情况， 总量近 ２０ 个卷宗， 计 ３５００ 余页。
从 １９６４ 年开始， 随着越南抗美战争形势的变化， 国家计划委员会全宗中反映中国援越的卷宗

逐步侧重与战备相关的内容， 包括在越南各港口被封锁和破坏的情况下越中就过境货物出口及外贸

运输联营进行谈判， 中国帮助越南修建输油管线、 建设铁路并提供交通运输设备物资， 中国同意越

南使用码头、 海运走廊， 等等。
１９７５ 年越南统一战争结束后， １９７５ 年至 １９７７ 年的卷宗中有 １１ 个直接反映中国继续向越南提供

成套设备工程援助的内容， 主要涉及商品流通及偿付， 物资供应， 无息贷款， 经济军事物资援助，
广播电台、 氮肥厂、 钢铁厂工程建设等。 此后关于中国的档案数量很少， 整个 ８０ 年代都未见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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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卷宗公开。 １９９０ 年至 １９９５ 年， 反映中越经济合作新面貌的材料开始出现。 例如 １９９１ 年越南与

中国发展商贸经济合作关系的卷宗， 越南政府办公室关于 １９９２ 年准备接待中国总理李鹏的公文，
１９９３ 年越南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对中国国营企业改革的考察报告， １９９５ 年越南各访华代表团卷宗等。

四、 越南第三国家档案中心馆藏中越关系档案的利用建议

本文仅介绍了第三国家档案中心馆藏的总理府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两个全宗的部分档案， 该中心值

得关注的档案远不仅此。 关于进一步利用好这些档案以助力中越关系史研究， 笔者有如下三点建议。
第一， 应从档案实际情况出发， 选择适当的研究方向， 最大程度发挥档案材料的作用。 第三国

家档案中心目前能够对外开放利用的材料是经过筛选的， 主要反映经贸、 轻重工业、 交通运输等方

面的对外活动， 军事、 外交、 党际交往等方面的材料较少。 以中越经济合作为例， 第三国家档案中

心馆藏档案涉及两国在国民经济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 层次多、 范围广、 种类繁杂， 其中不乏当代

中越关系史研究者未能充分关注的课题， 如中国援越技术专家相关问题、 中国对越南港口和铁路进

行战时维护保障问题等。 若以此为研究方向， 将更可能有较大收获。
第二， 在利用档案考察当代中越关系史中的某些具体问题时， 要充分了解所有相关全宗下的卷

宗信息。 以总理府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此类全宗为例， 第三国家档案中心在整理编辑时收录的通常

是在其看来具有代表性的卷宗， 而更加丰富的材料往往被归入各执行部门的全宗库内。 例如在考察

中越边境贸易问题时， 要检索商业部等全宗， 还应注意管辖与中国接壤的越南北部各省份的西北自

治区行政委员会、 越北自治区行政委员会的全宗。 又如在考察中国向越南派遣专家顾问的问题时，
除专家局等全宗外， 还要检索当时接收中国专家的所有部门机关的全宗， 将会发现反映中国援越专

家活动细节的更多内容。
第三， 应当将档案与其他文献来源结合使用， 更加全面、 立体地反映当代中越关系史中的一些

关键问题。 目前研究者可以着手的工作包括： 对中国方面的材料进一步挖掘、 整理； 对越南共产党

的历史文件进行收集、 解读； 对俄罗斯、 东欧各国档案中涉及中越关系的材料充分利用。 例如， 越

南国内已编辑或出版了数量可观的越南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的档案文献， 其中就涉及越方高层对中

越关系的态度、 立场等。
从越南的有关政策来看， 其档案开放的程度将越来越大， 解密、 公布新材料的工作也在持续进

行， 第三国家档案中心的档案值得学界进一步关注， 以为中越关系史研究积蓄力量。

（本文作者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讲师）
（责任编辑　 　 王婧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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