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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崛起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邢广程 来源：《当代亚太》2009年第1期 

 

  如何塑造中俄关系关系到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现在有一些俄罗斯学者担心中国和美国会建立某种战略关系, 影响到中俄关系的未

对于中俄关系, 我谈以下几点看法。 

  首先, 要正确认识俄罗斯对中国的影响, 确定对俄政策。俄罗斯是中国的邻居, 而邻居关系有三种: 好邻居, 差邻居, 互相点点头

居。我们要与俄罗斯建立好邻居关系,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即是这种关系的重要体现。 

  对于俄罗斯这个邻居, 中国要实现两国邻居关系的“正叠加”，要使两国关系朝良好的方向发展。不断用正面的因素促使邻居关系越

越好, 但应有一个上限, 即以不结盟为宜。中俄不具备结盟的条件, 结盟关系对中国和俄罗斯都有局限性。 

  同时, 也不要将两国邻居关系搞成“负叠加”，中俄关系最好不要滑向敌对状态。中国在这方面要有一个高限和低限的估计。现在的中

俄关系, 战略上应该加强互信: 互为战略信任邻国, 互为战略稳定的轴心, 互为战略的协作伙伴, 互为战略崛起的同路人而非竞争者。

大国在亚洲狭小空间同时谋求崛起，“跑道”是否足够, 人力、市场、资源以及国际环境的牵连度等, 所有这些问题现在都应加以研究。此

外, 中俄要成为战略共识的契合者, 深化战略共识, 避免两极状态——同盟或敌对。 

  其次, 中俄崛起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俄罗斯的崛起有两面性: 一方面, 俄罗斯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搅局者; 

方面, 它又是国际秩序的布局者和谋局者。俄罗斯要建立国际政治的新秩序。而中国给俄罗斯人的印象是, 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

遵守者。 

  俄罗斯崛起方式是一种刚性的崛起, 是通过能源加强化方式加上国内治理, 实行中央集权式崛起, 中国则是柔性的崛起。在崛起过

中, 俄罗斯和中国都面临着问题。俄罗斯的问题在于带状(独联体)之痛和点状(车臣)之痛相结合, 中国则是点状(台湾) 之痛。不解决好各

自的问题都不能算是真正崛起。俄罗斯如果没有乌克兰、白俄罗斯的联合就无法完成其自身的强大; 中国不解决台湾问题也不能算是真

强大。 

  再次, 中俄在地区合作中的作用。中国在东北亚推动地区合作离不开俄罗斯的参与, 但后者事实上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俄罗斯

说, 西伯利亚就像是一个“仓库”。在远东, 俄罗斯人口稀少, 市场经济的发展极为缓慢,其发展重心在欧洲。中国的发展重心则在亚洲、

在东部。因此, 两国在地区合作问题上存在区域错位。中国需考虑与俄罗斯地缘经济合作的基本格局和状态。 

  最后, 中国在远东和西伯利亚投入越多, 俄罗斯的猜疑越大。中国该作何应对? 中国可以考虑在新疆地区与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中部建

设一条经济合作走廊, 这样做既能够消除俄罗斯对中国的一些疑虑, 同时又使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的多边合作成为可能, 还能够带动

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和繁荣。在经贸方面, 中俄两国需要发挥公司、尤其是大公司的作用, 按市场规则解决两国间的经济争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