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  页 新闻中心 出 版 物 学术研究 学术资料 俄欧亚博览 多 媒 体 学会中心 学术网站 联系我们

 
当前位置 >> 首页 >> 正文

 

“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中国与俄罗斯的应对与抉择”国际研讨会 

  张健荣 来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1期 

 

  2008年9月9～11日，上海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与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在上海联合举办了“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中国与俄罗

斯的应对与抉择”国际研讨会。来自俄罗斯科学院、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战略研究所的俄罗斯专家学者和来自中国外交部、中国社

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大学、黑龙江大学以及上海各院校

研究机构的俄罗斯问题专家、学者共计40多人汇集一堂，围绕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的理念和特点、国际秩序的构建和趋势、中俄协作关系及其

对国际体系转型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广泛学术探讨。会上，代表们对南奥塞梯冲突事件给予了特别关注，从地缘政治角度对该事件的历史背

景和因素及其对国际局势的影响等现实问题展开了积极讨论，各抒己见，促进了两国学者间的思想交流。  

一 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的理念和特点 

  有关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理念，一些学者认为，目前学术界讨论国际体系转型时机还不是很成熟，确切地说，只是存在一些促进国际体系

转型的事件和因素，其中包括诸如中国和俄罗斯要改变现有国际体系和游戏规则的国家和政治力量，从词义上说还谈不上出现根本改变，只

能作为一个目标来进行谈论，并且国际体系转型是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当然，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确实出现了朝着多极化发展的趋势，

国际体系基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已发生变化，国际关系中的多重要素影响着国际体系发展趋势，新兴国家崛起正对世界格局产生着重要

影响，并已成为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角色，其在世界发展中的作用不断提高。新的国际秩序建立势必伴随着地区冲突和矛盾，但和

平与发展仍为时代主题，主要表现在全球、地区与国家三大层面：一是以和平、安全为共同利益基础建立多元文明平等、和谐、共处的全球

治理；二是以相互依赖关系为基础建立区域合作机制，实现区域国家共同发展、共同崛起；三是以主权原则为基础建立有利于民族独立、和

平安全、发展的新型国际关系。 

  与会的中俄两国学者一致认为，当代国际关系应该遵循平等、公正、主权原则。为此，俄方学者强调，新型的国家关系不应以西方价值

观体系为依据，而应该树立自己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决非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如果要想在国际体系转

型中取得成绩的话，必须要敢于挑战，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改变西方国家所制定的游戏规则。对此，中方学者也表示了

赞同并指出，首先要改西方国家所制定的潜规则，因为冷战后西方故意在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外以自己的标准处理各种关系，指责谁是

好人谁是坏人，它是造成当今世界各种矛盾与冲突的主要原因。中俄作为新兴大国希望建立更为合理公正的国际体系，但必须认识到，中俄

的发展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发展模式。尽管我们在经济上取得了成绩，但发展本身应该是立体的。最理性的选择是进一步融人当前的

国际体系中，以达到依次递升的目标：争取规则的发言权、解释权、制定权、执行权。在国际体系转型中，中国选择了非排他性的和平发展

方式，这样有利于避免体系内与其他行为体之间的冲突，从而促进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但也不容否认，中国国力增强引起了海外某些人的

恐惧和猜忌，在西方包括俄罗斯一些媒体上出现的所谓中国威胁言论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为此，中方学者强调，中国的和平

发展只借助于自己的力量；中国的快速发展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威胁，而是带来了机遇；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永远也不称霸，这是中国恪守

的基本原则；中国的发展不是排他性的，中国的发展有助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中国主张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俄方学者表示，从总体上讲

在俄罗斯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作为一个严肃和负责任的学者也不容许有这种言论存在。 

二 国际秩序构建中的中俄战略协作 

  会上，两国学者一致强调中俄战略协作具有的重要现实意义，视其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要力量。中方学者认为，中俄战略协作意义体

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从发展模式看，中俄两国在转轨时期已经创造了一个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尽管有相似的地方，但其发展模式对整个

世界具有意义。二是从发展现状看，中俄对国际体系发生影响的经济基础正在形成，通过发展，两国有了一定能力参与国际体系的建设并施

加影响。三是从发展前景看，在未来的国际事务中西方大国离不开中俄两国的参与，国际经济的发展中中俄两国具有很大份量，在地区安全

和发展上中俄的参与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与协调，例如朝鲜半岛问题。 

  正如一些中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中俄两国的发展，国际体系中才存在不同的力量以及不同力量间的相互渗透。在未来的国际体系



转型中，中俄有能力和有机遇促进现有国际体系向积极的方向变化并施加影响。为此，中俄的合作要考虑五个问题：第一，中俄要积极发展

自己的经济，因为中俄两国在经济上受美国的制约和牵制；从动态看，中俄两国与美国的经济差距在减小。第二，加强经济贸易合作。虽然

双方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水平很低。从长远看，两国经济合作的水平以及相互间的依存度决定两国关系的水平。第三，要解决中俄间的政治

互信。第四，继续深化两国在安全、科技、人文领域的合作。第五，要加强上合组织的作用。上合组织是唯一的一个将中国、俄罗斯、印度

这些新兴大国以及中等新兴国家如哈萨克斯坦、伊朗等结合在一个利益共同体内的多边合作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缩小其分歧，扩大和巩固

其共同利益，为其在欧亚大陆腹地进行全面合作创造有利条件。 

三 俄格冲突的根源及对国际体系的影响 

  代表们围绕8月8日发生的南奥塞梯地区俄格军事冲突事件及其事后俄方所采取的一系列举动展开了比较多的讨论。会上，俄方代表对该

问题的历史和现实根源作了一些阐述，指出，九一一事件后整个世界都改变了，但与此次事件的改变是不同的，性质不同，原因也不同。南

奥塞梯事件有很强的历史积累，在该地区有奥塞梯和格鲁吉亚两个民族，这两个民族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生存，之所以把他们放在一起，是

苏联时期人为造成的结果。苏联解体前，南奥塞梯等其他州原本就是自治的，格鲁吉亚独立后把一些自治州一同并入其境内，事先并未征求

这些州的意见，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到目前为止，格又开始用军事力量挑起事端。美国从中扮演了幕后指使角色，旨在打压俄罗斯。长期

来，美国一直在分裂中国和俄罗斯，在军事、政治、经济上采取不同手段，分化中俄战略协作。如果我们陷入美国圈套的话，那我们就会走

不同的路。俄罗斯学者重申，在南奥塞梯问题上，俄罗斯的处理是别无选择的，俄罗斯做了它应该做的事情，就像一人被截肢了，但仍然感

觉到手脚的温暖。俄罗斯并不想建立一个统一的战线，要求所有的国家都承认这两个地区的独立，每个国家所做出的决定必定是维护其自身

国家利益的。 

  中方学者指出，从外交上看，中国对俄还是有一定支持的。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中国更容易接受统一的事件，而不是分裂的事情。当

出现民族独立事件时，中国有权利运用它该采用的手段，俄罗斯方面应该能理解中国。事实上，只要俄罗斯承认，这一独立会成为一个既定

事实。 

  在俄方学者看来，承认两个地区的独立是需要很长时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国家将会做出相应的选择。上合组织可以发挥其应有

的作用，包括研究向该地区派遣观察员或者维和力量的可能性。 

  会上，有关南奥塞梯宣布独立的合法性问题，在中方代表中出现了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南奥塞梯问题上发生独立和承认独立的现

象是不符合逻辑的，不符合国际法的。俄罗斯出兵是以维和还是以进驻名义进入南奥塞梯地区关系到其合法性问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

该将这次事件纳入苏联解体的遗留问题，因为苏联解体的冲击波还在继续，不要简单把它与国际法挂钩。应该尽可能把它与国际法基本准则

脱钩，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俄罗斯将处于被指责的地位，中国也难以违背一贯坚持的一些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支持俄罗斯。  

  针对俄格冲突事件对国际体系的影响问题，中方学者认为该事件的影响是多方面和深远的。首先，从国际体系的影响来看，加速由单极

世界向多极世界过渡。大国间关系更加错综复杂。在这个阶段，大国关系会出现一些新的特点，俄美将会出现新的对抗，俄罗斯对美国正在

由谴责变为反击，美攻俄守的格局已悄然发生变化。美国可能会加大对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支持力度，会在俄罗斯的周边制造更多

的麻烦，甚至有可能把反导系统部署到外高加索。两国间的舆论战、外交战争可能更加激烈，俄美关系可能进入矛盾冲突的多发期。其次，

俄欧关系进入新的困难期，地缘政治的冲突将进一步恶化。新欧洲对俄罗斯的警惕性会进一步提高。欧洲和美国联合制俄的动作可能会进一

步增多。俄罗斯融人欧洲的前景渺茫，从而不得不重新定位国家战略。与此同时，建设共同欧洲大厦的前景更是遥不可及。这对俄罗斯是个

巨大的挑战。第三，俄格这次冲突事件表明，鉴于欧洲的自身利益，欧洲和美国在对待俄罗斯的态度上不可能完全保持一致。在俄美关系影

响下，欧美关系将更加复杂。此外，俄格冲突虽发生在局部地区，但冲突所产生的影响将波及整个国际秩序。俄美之间在科索沃和南奥塞梯

的较劲，冲击了不干涉国家内政的国际法准则。淡化意识形态分歧的时代成为过去。第四，对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产生影响，引发俄格冲

突的核心问题，即北约东扩与反东扩的格局还将继续，独联体重新分化重组的时刻已经到来，大国能源博弈依然是规制大国关系的重要因

素。  

  (责任编辑 常 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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