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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关系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的发展 

● 李红霞 

(内蒙古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 010018) 

摘 要：中国和俄罗斯作为欧亚大陆两个最大的国家，作为对世界和平与稳定负有重大责任和义务的国家，面对冷 

战后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率先建立了面向 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而且是具 

有全球影响的战略伙伴关系。中俄关系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中起重要作用。中俄关系是冷战后大国关系 

建构的新范例，两国相互借重，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世界多极化格局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共同维 

护和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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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俄关系是冷战后大国关系建构新范例 

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在建构形态上发生了与以往根本不同 

的新变化，寻求建立新的关系样式。大国之间应建立一种什么样 

的关系?在东西方冷战时期那种国家之间结成的双边同盟关系 

和多边联盟关系该如何调整?这是为世界各国十分关注的问题。 

大国关系在历史上曾经以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为主要内容， 

军事政治型的结盟和势力范围的划分是大国关系的基本形态。 

在国与国之间结成针对第三国的同盟关系或结成针对某些国家 

的国家集团联盟，6J【而形成相互之间对立、对峙、对抗乃至冲突和 

战争。这种类型的国际关系，是围绕着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国际政 

治主题展开和演变的。但是，经过长达几十年的对立、对峙、对抗 

的“冷战’，较量，结果表明：搞国与国之间的“结盟”和组成“国家集 

团”最终靠不住，搞“冷战”遏制即包括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 

扼杀的这一套，势必遭到坚决的抵制和抗争；搞相互对立、对峙、 

对抗则两败俱伤，没有出路；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更是不得人 

心，早已行不通。“历史是一面镜子”，上述“冷战”历史所揭示的 

教训，值得深刻反思。n 结盟是冷战时期的产物，已经不符合时代 

潮流，对抗使双方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更不符合双方国 

家的利益。 

冷战结束后，各国为维护自身的利益，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 

和作用，强烈要求建立以民主和平等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实现 

国际关系民主化。而国际关系民主化又要求：“国家不分大小、贫 

富，替堤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各国的事应由本国 抹f和人民决 

定，国际上的事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平等协商。在事关世界和地区 

和平的重大问题上。应该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 

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争端。我们 

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可能只有一种模式。应承认世界的多样 

性，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还有“不同于 

历史上大国争霸、瓜分势力范围的局面。各国应是独立自主的， 

各国的相互合作及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不应该针对第三方。大 

国对于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有重要责任，大国应该尊重小国， 

强国应扶持弱国，富国应该帮助穷国。”[zj 

正是汲取了历史教训，按照时代发展的现实要求，中俄作为 

两个大国决J 建立和发展面向21世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明 

确宣告，这种关系既不是结盟也不是对抗更不是针对第三国的， 

而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基础上的长期的、稳定的睦邻友好互相 

合作的新型伙伴关系。显然，这种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 

新型大国关系不仅符合中俄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亚 

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巩固发展。特别是在冷战虽已结 

束但冷战思维及冷战时代大国结盟关系仍然存在并有新的拓展 

定位的今天，中俄国之间这种新型伙伴关系建立与发展，恰好是 

冷战后国际关系民主建构的集中表现，说朋国际关系的内容和样 

式正在发生翻新和变化，也促使国际关系发生结构性变革，推动 

国际关系民主化向纵深发展。 

二、中俄两国相互借重，共同反对霸权主义 

和强权政治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阻挠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的最大障 

碍。美国为了长期确保独超地位，把防止出现另～个苏联式的与 

美国平起平坐的超强国家作为其对外战略核心目标。美国推行 

* 收稿日期：2006—05—31 

作者简介：李红霞(1975一)，女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内蒙古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 1期(第 9卷 总第 31期) 

单极战略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旨在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美国 

不但力图主导联合国事务，无视和抹煞各国平等参与世界事务的 

民主权利，还推行新干涉主义，以各种借口任意干涉别国内政、损 

害别国主权，甚至赤裸裸地以武力相加，公然在国际社会搞霸权 

独裁。在经济领域，利用其经济实力优势和美元的世界金融霸主 

地位，操纵世界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与运行，竭力试图把经济全 

球化变成“美国化”。这对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构成严重威胁和 

挑战。[3]同时，为了防止出现新的实力大国对美国的霸主地位造 

成挑战，美国将遏制中俄两国的崛起作为其对外政策的重点，不 

断压缩中俄两国的地缘政治空间，并危及到世界各地安全、地区 

稳定以至世界和平。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强大政治压力，在单独任何一 

方都不是美国对手的情况下，为此，中俄两国必须相互借重，才能 

达到制衡和反对霸权主义的目的。面对美国在国际舞台上专横 

无比的现状，中俄之间保持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既可以有效地维 

护两国各自的权益，更重要的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美国也是一 

种制约。中俄在政治和国际安全领域取得的许多共识和采取的 

一 致立场对美国的霸权和干涉行为起到了一定的阻遏作用，使美 

方在处理如联合国改革、国际维和、军控、伊拉克、防止核扩散、地 

区安全、反恐等重大国际问题时不得不与中俄磋商并顾及中俄的 

利益。中俄坚持反霸原则，对霸权者共同抵制、牵制、使之孤立， 

不断挫败其独霸政策与图谋，为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开粥萱路。 

三、推动世界多极化格局和国际新秩序建立 

随着全球化与多极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关系了出现的新趋 

势。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是其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全球化使各 

国生产关系相互碰撞和交融，各国利益互相关联，依存和借重日 

益增多。任何—个国家，无论其经济实力有多大，都会自觉或不 

自觉地在有关领域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我们需要的是世界各 

国平等、互惠、共赢、共存的经济全球化”。平等与民主就成为处 

理国际经济关系的首要原则。政治多极化是冷战结束后世界发 

展的—个主要趋势。正如 1998年 11月的中俄联合声明中指出 

的那样，“具有建设性的多极化进程有助于建立一个平衡、稳定、 

民主、不对抗的新秩序。这一趋势符合所有国家的根本利益。” 

然而，美国却为一国私利，违背和平与发展的客观趋势，抱住 

冷战思维不放，极力推行“新干涉主义”，企图借助炮舰政策把整 

个世界变成美国“一言堂”。美国及其盟友的霸权主义行径对冷 

战后“多极化’’发展趋势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严重破坏了世界的和 

平与稳定。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两个在国际社会中具有广泛影响 

的大国，无疑都将是未来多极化格局中的重要一极。中俄两国都 

反对建立单极世界和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为特征的国际旧秩 

序，反对军事集团对抗的冷战思维，主张在稳定、公正、合理的基 

础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两国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是两 

国开展多边外交，寻求区域和全球合作的基础。 

为了在推动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过程中更好地合作，1997 

年 4月23日中俄发表《关于建立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 

的联合声明》 表示“将本着伙伴关系的精神努力推动世界多极 

化的发展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4j2CX：D年 7月，在两国签署的 

】76 

《中俄北京宣言》中，再次强调了中俄将致力于推动世界多极化进 

程的发展。《宣言》于旨出，“当今世界的丰富多彩，多种文化的并存 

与互补，是人类不断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承认和尊重世界文明 

的多元性是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必要条件和客观要求。 

历史、文化、经济及社会政治制度的差异不应成为冲突或相互疏 

远的根源或理由，而直成为相互增益和相互完善的动力。21世纪 

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单一的欧美世纪或者亚太世纪，也不应该由 

某种宗教或者意识形态价值体系来主导。21世纪应该并且能够 

成为各国和各地区的文明和传统兼容并蓄、共同繁荣的时代。中 

俄两国在相互关系和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将坚持上述态度，并为 

确立这一趋势做出自己的贡献”。L5]2002年江泽民与普京发表的 

关于国际形势的联合声明，表明了两国在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建立 

国际新秩序所达成的一致立场。为实现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 

序，双方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 

中俄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 匕建立国际新秩序，战后的 

历史和现实证明，在国际关系中，无论什么“阵营”、“集团”、“大家 

庭”、“同盟国”等所有以社会制度划分阵线或以价值观念定亲疏 

的做法，都是靠不住、行不通的。唯有普遍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才能维持正常的国家关系，才能建立公正的国际关系秩序。 

毫无疑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就能维 

护世界和平，获得共同发展，促进人类进步。[6 中俄为实现在和平 

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努力。中俄作为联 

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结成伙伴、睦邻友好、平等信任、互利合 

作、共同发展，恪守国际法原则，确立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长期国 

家关系，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大实践是具有世界意义的。 

四、中俄两国共同维护和加强联合国的作用 

由于在国际体系中没有—个类似国家中央政府的具有绝对 

权力的统一管理饥构，国际关系呈现出一种无政府状态。国际关 

系民主化又要求在一定规范机制下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行动。50 

多年的实践证明，联合国是最具有公共权威的国际组织，在维护 

世界和平与稳定、有效应对当代挑战和威胁促进建立公正、合理 

的世界秩序，保障各国平等发展等方面的主导作用不可替代。同 

时，‘‘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 

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美地体现了联合国宪章基本厉_贝0精神 

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精神，是处理国际关系的理想准则。但是，联 

合国自从其诞生以来也经常被美国等大国所操纵，为其霸权主义 

政策服务。冷战结束后，随着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欲望出现 

新的升级，联合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更是把联合国视若无物，公然违反国 

际法准则，在没有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做出对主权国家南联盟 

进行空中打击的决定，并对南联盟实施了长达 78天的狂轰滥炸。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则是在国际社会继续进行积极努力，和平解 

决伊拉克危机希望尚存的情况下，美国等国家不顾大多数国家和 

世界人民的反对，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拉克发动的大规模军 

事行动。这样就把联合国推到了一种“边缘化”的境地，联合国的 

未来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罗斯深知联合国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 李红霞 中俄关系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的发展 社 会 

在国际事务中的1~,-f2和作用，只有确立了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上的 

权威地位，严格按照《联合国宪章》以及其他国际法处理国际事 

务，才能避免霸权主义国家的为所欲为，才能真正实现“维护国际 

和平与安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促进对基本人权的尊重”的三 

大任务。中俄两国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97年 4月 23日两 

国发表的《中俄联合声明》中积极评价了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 

与安全方面所做的努力。1999年在北约无视联合国存在而对南 

联盟实施军事打击之后，中俄两国表示，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俄在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地位及尊严方面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适应业已变化的国际形势，两国将加大在联合国方面的合作力 

度，为加强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作用而努力合作。2OOO年 7月， 

《中俄北京宣言》中也再次强调了“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核心 

作用”，表示“通过联合国的行动能够更加充分和更加明显地体现 

出日益增长的世界多极化潜力，并在处理国际事务中逐渐排斥单 

方面的或狭隘民族主义的行径。因此，支持和全面加强联合国的 

方针是中俄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9·11”事件后，在 

全球反恐斗争问题上，中俄两国又同时强调了要发挥联合国在反 

恐斗争中的作用，以避免霸权主义国家付诸单边主义，肆意进行 

军事打击，并干涉其他主权国家的内政，为推动反恐斗争的正确 

方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中俄为维护联合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权威地位，两国在联 

合国内外建构了三级立体关系。最基本的是以互相协作、不结 

盟、不对抗为指导方针国与国一级的双边关系，然后是开展区域 

— 级，接受联合国协调，配合联合国工作在区域范围内发挥地区 

强国的作用。两国在全球一级范围内，以联合国内的合作为主 

导，共同参与国际事务，发挥大国作用，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 

为了使联合国及安理会更体现民主的原则，联合国必须进行 

适当的改革，一方面要求维护联合国的公共权威，尤其是安理会 

的权威。另一方面要求联合国决策的民主化 中俄在推动联合 

国安理会的改革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联合国改革的重 

点是加强安理会的作用。中俄对安理会改革的立场一致，中俄都 

希望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突出联合国独一无二的作用，双方希望以 

联合国的权威限制美国的作用，双方特别重视安理会在维和领域 

的1~,,-f2，努力推动安理会的改革，以加强它的作用，坚持大国xCtit 

界安全秩序负有责任的原则，都主张保持否决权。哪 

实践证明，中俄切实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及其他国际关系准则，可以有效地保障各自的独立和主 

权，促进国际关系民主进程，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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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JI~(W-．A)．另一方面，因而导致国际关系复杂化，两国交恶甚至 

发生i~dlt冲突或战争的例子也不胜枚举。比如战后发生的历次 

中东战争、两伊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英国同阿根廷的马岛之战，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两次海湾战争等都与石油密切相关。 

乙开发和利用石油资源的困局 

人类对自然界的任何索取，必然会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开 

采和消费石油所排放的有毒物质造成的环境污染与日俱增 据 

世界资源研究昕统计是数字：在1950年，全世界只有7000万辆汽 

车行驶在道路上。到1994年这个数字增加了8倍，达到&3亿 

辆。从 1973年以来，全世界机动车的年增长率 16 ，燃料消费的 

增长是与之向对应的。按照现在的增长速度，到 2050年，全世界 

机动车将达到 1O亿辆。 ]可以说，石油的枯竭，只是时间上的迟早 

问题，对此人类该怎么解决?早在 1854年，美国人打出世界上第 
一 口油井，石油工业由此发端。两次世界大战以后，飞机工业和 

汽车工业的发展，导致作为燃料的石油需求量迅速增加，再加上 

成本低、产量高、储量丰富的中东石油的开采，石油供应大大增加， 

从而使石油在世界能源领域中占支配地位。但是，石油到底能用 

多久?石油的世界总储量，悲观地估计为27Oo亿吨，乐观地估计 

为6500亿吨。《中东报： 为，到 1997年底开采石油已达8O7O亿 

桶。目前，全球每天消耗石油已达 7100万桶，大约每年增加 2 ， 

以每年这个增加数字计算，到 2010年，全世界将消耗掉从经济到 

技术上都容易开采的全部油田的一半。剩下的石油不到3o年就 

用光，最多50年将耗尽。嘲而人类利用其他能源替代油气资源的 

条件并不成熟，加速推广替代能源的政策代价可能会过于高昂， 

而目还要长期连续的财政补贴通过人为干预刺激其他能源的需 

要，或者通过不it-．a,~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方法来降低对石油 

的依赖都意味着双重损失：一国一旦这样做，一方面损失了国际 

贸易的收益，另一方面还花费额外的成本费用。从目前看，用其 

他污染洼更大或安全性更差的燃料替代石油都将对全球以及本 

国带来更大损失。 

同时，由于石油的大量生产和消费，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 

严重。尽管许多国家利用高科技对环境进行治理，但仍是杯水车 

薪，更何况很多国家出于本国的狭隘利益，拒绝承担全球环境治 

理的义务。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全球 

环境局部有所改善，总体仍在恶化，前景令人担忧。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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