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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未来发展与中俄关系”国际研讨会 

  苏祖辉 来源：《当代世界》2008年第4期 

 

  2008年2月26—27日，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与俄罗斯统一基金会、“俄罗斯世界”基金会在莫斯科联合举办了主题为“中俄未来发展

与中俄关系”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以及俄罗斯统一基金会、俄罗斯科学院、莫斯科

大学、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战略研究所、有效政治基金会等单位的30余位知名学者围绕中俄政治经济发展、对外政策以及中俄关系

等问题进行了深人探讨，取得了丰硕成果。 

中俄未来发展比较 

  关于中俄两国发展道路和发展前景比较，是此次研讨会的主要议题之一。俄罗斯学者从以下几个方面系统总结 了俄罗斯发展道路的主

要特征：在文明属性上，俄经过一段仿徨期后逐渐认定自身是独立的文明；在社会经济发展上，俄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但同时也没有放弃

国家应有的作用，并继承了前苏联时期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政治发展上，近期可能出现以“梅一普组合”为具体形式的双头政治，但俄

仍将是总统制国家；在对外政策上，俄继续推进多极化进程，并将作为世界主要力量中心之一在国际舞台上独立发挥作用。学者们普遍认

为，中俄两国作为拥有完全主权和独特文明的世界大国，都要根据本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独立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正是在这一点 上，

中俄两国发展道路具有共同性。 

  学者们还对中俄两国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差异性进行了比较分析。有学者指出，俄罗斯的改革实质上是一种全方位的改革，目前正处

于第二次转型过程，而中国的改革更多是先经济、后政治。在政治体制上，有学者认为，俄罗斯是领袖型民主，领袖个人在改革中发挥着关

键作用。而中国在治国理政方面主要依赖完善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发挥着核心作用。还有学者从文化价值观的独特视角指出中俄两国的

差异。他们认为，俄罗斯在从西方向东方拓展的过程中，逐步横跨亚欧，需融合东西方不同价值理念，存在东西方“二元论”的矛盾和冲

突。而中国历史悠久，一直处于亚洲，受传统价值理念影响较深，不存在东西方“二元论”，主要是“古今”价值的碰撞与创新。 

  学者们指出，中俄双方发展模式上存在差异是正常的，这恰恰也为两国提供了相互学习和借鉴的机会。对此要抱着平常心，本着相互理

解的态度，进一步加强各领域的合作。还有俄罗斯学者指出，两国政治精英对对方发展道路的相互了解不够，今后应加强两国在发展道路问

题上的交流和借鉴。 

中国改革成就斐然 

  中方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成就的介绍得到了俄方学者的积极回应。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各方面取得

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对俄罗斯和国际社会都具有借鉴意义。有学者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探索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也

就是西方学者所谓的中国发展模式。但这种发展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充分体现了中国十分注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俄学者还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进行了具体分析。一是中国注意吸取别国教训、发挥后发型国家优势。中国工业化进程比

较晚，充分吸取了前苏联的教训，走出了一条捷径。二是中国不断寻找改革发展的动力。过去三十年，出口和外资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

展的两大支柱。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片面依靠出口和外资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因此，现在中国开始把改革发展动力从国

外市场转向国内市场，从出口导向转为内需消费，从引进外资转为对外投资。三是中国善于统筹发展。中国共产党重视统筹、平衡各方面关

系，善于全面处理问题。 

  在分析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时，俄学者指出，环保问题可能成为制约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他们认为，中国很多地区的

污染严重，沙漠化已经占到国土的五分之一。因此，环境问题而不是经济增长日益成为中国未来关注的重点。在他们看来，中国社会在改革

中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一些问题也逐步显现，如城乡差距与贫富分化拉大，医疗、教育、环保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问题将成为今

后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还有俄方学者关注中国未来能否继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保持金融形势稳定。有学者引用国际能源署、美国能源

部的预测，担心到2030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下降到5%，同时对当前国际金融动荡会否波及到中国金融稳定以及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表

示了一定程度的担忧。 



中俄关系前景广阔 

  学者们高度评价中俄关系近年来取得的长足发展，强调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全面深化，相互重视程度不断加强，尤其是

首次互办“国家年”更是开创了大国交往史上的先例。 

  双方学者对中俄关系普遍都持乐观态度，认为中俄关系的发展具有内在动力，双方都处在复兴过程的重要阶段，都需要为经济发展创造

良好的国际环境，双边关系发展前景广阔。中俄关系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应通过发展来解决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俄学者还多次强调，

俄罗斯新领导人将继续坚持普京总统时期确定的基本战略和政策，领导人更替不会对中俄关系造成影响。 

  双方学者还围绕未来中俄关系的发展提出了诸多有意义的建议。除继续加强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合作外，俄学者还十分重视促进中俄之

间的人文交流与合作。他们指出，中俄相互了解的程度还不够，彼此之间存在一些成见，青年交流也比较有限，这对双边关系是一个长期的

制约。因此，两国应切实加强两国人文领域交流，尤其要促进两国青年间的交往，增进相互理解，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长远发展奠定坚

实的人文基础。 

  (责任编辑：文博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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