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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与中国

李凤林
辛

【内容提要】 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制定与中俄关系的发展是中俄两 国政界
、

学界都非常关

注 的问题
。

目前
,

普京政府奉行一种积极
、

独立
、

全方位
、

实用 的对外政策
。

作为 一种新型的
,

摆脱 了意识形态束缚的战略协作关系
,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两 国世代友好
,

永不为敌的

思想
,

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

目前的中俄关系处于 3 0 0 年来最好的历史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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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作 为一个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
,

其对外政策对国际局势产生着 巨大的影响
,

因此不能不

引起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注意
。

中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们不仅从世界形势发展的角度
,

而且从 目前和未来

中俄关系具体政策的层面
,

密切关注着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转型
。

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优先方面

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延续
。

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今天仍未失去其现实意义
。

俄罗斯独立以来
,

其对外政策经历了从片面的亲西方倾向到全方位外交的巨 大变化
。

这中间曾有过 曲折和摇摆
,

引起俄

国内某些政治力量的不满和国外的困惑
。

冷战的结束以及苏联和华约的解体
,

使俄罗斯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
,

那就是如何判断世界局势
、

自身潜力及其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位置
。

跳出俄罗斯的对外政策而展开的争论的具体细节
,

可以确

定
,

这些争论与具体政策并不相关
,

争论是 由原有社会制度的破坏和寻找在变化了的世界 中的位置的诉

求所引起的
。

俄罗斯在独立初期采取亲西方的政策取向
,

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解 释为国家领导人意欲在西方

帮助下确立独立国家的政治 目的
,

以及所谓的 自由主义者对于俄罗斯成为西方的一部分以后便 可在几

年内生活得像在瑞士一样的幻想
。

然而
,

生活给那些关于国家将迅速发生改变的幻想 以沉重一击
,

并带

来了严酷的教训
。

从 1 9 9 6 年外长安德烈
·

科济列夫卸任 以后
,

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开始向全方位外交倾

斜
。

国家制定了对外政策构想
,

列出了对外政策的优先方面
,

指出了俄罗斯所面临的威胁
。

但是这些优

先方面由于国际局势的发展而发生了改变
,

时常是官方声明和外交实践相矛盾
,

或者外交实践与官方声

明相抵触
。

显然
,

这一切可以解释为俄罗斯社会的封闭
,

以及精英阶层和社会整体在什么是真正的民族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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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与维护民族利益
,

外交如何为国内政治和经济建设服务等方面缺少共识
。

各种政治力量把国

家拉往不同方向
,

影响了国家的团结
,

使得 国家领导人不能把精力集 中到主要问题

—
国家的复兴上面

来
。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
,

弗拉基米尔
·

普京成为俄罗斯联邦总统
,

世人见证了在他继承了并不令人羡慕

的遗产的情况下
,

俄罗斯这些年来取得了巨大进步
。

经济实力增强
,

G D P 增长 30 %
,

建立了富有成效的

自上而下的执行权力体系
,

社会更加团结
,

人们对权力机关和对国家未来 的信心有所增强
。

这不仅为国

家的进一步发展
,

而且为制定和实施真正积极有效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坚实基础
。

已经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说
, “

普京主义
”

具有继承性
、

实用性
、

国家利益至上的特点
。

普京的继承性

并不仅仅指从叶利钦那里继承了遗产
,

这种继承还吸收了俄罗斯所有历史时期
,

包括苏联时期的一切优

秀成果
。

这得到了社会的支持并且促进了社会的团结
。 “

普京主义
”

包括以下方面
:

—
爱国主义

,

强国思想和加强国家的作用
;

—
恢复和保持俄罗斯作为大国的地位

,

及其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
;

—
发展经济

,

改善人 民生活
。

国内任务优先于国外事务
,

由此导出对外政策的实用主义
。

这一政策应该促进 国家在国际舞台上

的民族利益的最佳化和最大化
。

民族利益有着不同的层面
,

以不同形式反映于俄罗斯同其他国家的双

边和多边关系之中
。

仅靠众所周知的那些文件中关于俄罗斯对外政策优先方面的排序来判断其轻重缓

急是不正确的
。

民族利益置于对外政策的首位
。

这是判定俄罗斯及其他 国家
,

包括中国的对外政策优

先方面是否有效的唯一标准
。

普京政府所奉行的是一种积极
、

独立
、

全方位
、

实用和经济的对外政策
。

俄罗斯
:
西方还是东方

目前关于俄罗斯属于欧洲还是亚洲的争论还没有平息
。

西方主义者和斯拉夫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在

北约和欧盟东扩的背景下现在又具有了某些新的韵味
。

毫无疑问
,

俄罗斯在文明和文化上属于欧洲
。

然而问题在于
,

由于几个世纪以来的领土扩张
,

俄罗

斯在地域上已经远远超出了欧洲的范围
。

几个世纪以来 占主导地位的傲慢地俯视东方的欧洲 中心主

义
,

同俄罗斯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抑制欧洲中心主义并顾及其在东方的利益的现实相矛盾
。

这导致斯

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的出现
,

并且成为解释俄罗斯在文明和文化 以及地理方面独特性 的一种尝试
。

实

际上
,

俄罗斯因其历史
、

社会政治
、

文明文化和地理上的特点而将永远是位于传统 的西方抑或东方范 围

之外的国家
。

从具体政策的角度出发
,

这些历史上的争论和理论探讨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早 已失却了现实意

义
。

设定这样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
:

究竟是属于西方还是东方
,

以此判定与一方结盟 和与另一方对抗
,

这无非还是冷战的思维
。

俄罗斯 的对欧政策定位于实现与欧洲的一体化
,

用普京的话说
,

这是俄罗斯的历史选择
,

俄罗斯不

仅是欧洲国家
,

而且属于西欧文明
。

但是俄罗斯融入欧洲的道路也相当复杂
。

从彼得大帝打通朝 向欧

洲的窗口开始
,

俄罗斯就曾多次试图融人欧洲
,

但每次都遭到失败
,

这既加深了它对欧洲的爱好之情
,

同

时也强化了它对欧洲的憎恨之意
。

分界线在苏联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
。

在 目前北约和欧盟东扩的条件

下
,

俄罗斯又重新面临着一个对欧政策问题
。

俄罗斯要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欧盟成员是不现实的
。

而加人北约的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
。

遗憾 的

是
,

欧洲仍然没有放松对俄罗斯的警惕
。

必须要摆脱敌对思维
,

放弃可能的对抗
。

这种心态俄罗斯表现

得要 比其欧洲伙伴明显
。

欧洲一体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

俄罗斯作为欧洲的一部分
,

具有同欧洲大陆

所有国家发展全面关系的一切可能
。

欧洲没有俄罗斯将不成其为欧洲
,

而一个统一的欧洲没有俄罗斯

将永不可能
。

美欧早晚要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及其与欧洲和世界经济联系的一体化表现 出真正的兴

趣
。

一切将取决于俄罗斯如何迅速地提升其经济实力
,

摆脱悲情意识
,

找到 自己的发展道路
,

在此过程

中借鉴而不是一味地照搬西方或者东方的东西
。

俄罗斯从来不仅仅局限于欧洲
,

它在东方也总是实行积极的政策
。

发展同东方国家的关系
,

这并不



是对付西方的手腕和非此即彼的选择
,

而是关乎俄罗斯切身利益的必然
,

是其全方位外交的一部分
。

在

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世界
,

任何国家
,

甚至整个大陆都不可能自我封闭
。

俄罗斯的地理位置
,

同东方

许多国家的历史与经济联系
,

为加深相互间的理解和发展双边及多边关系提供 了世所罕见的可能
。

必

须指出的是
,

最近几年俄罗斯对东方外交的效果并不逊色于对欧洲外交
。

这种成就的取得是因为俄罗

斯调整了片面的亲西方政策
,

同时俄罗斯也失去了同众多国家发展关 系的机会
。

现在俄罗斯正积极地

开展着对亚洲及整个东方的外交
。

俄罗斯在加强外交中的欧洲方面的同时
,

还可以加强其外交中的亚洲方面
,

这包括
:

—
深化 同中国

、

印度的关系
;

—
改善同 日本的关系

;

—
积极发挥在调解 中东事务

、

解决伊拉克危机中的作用
;

—
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

;

—
独联体框架内的团结

;

—
积极参加亚太经合组织

、

上海合作组织等亚洲区域组织
。

俄罗斯与中国

最近几年俄罗斯 的对华政策开展得最为成功
。

在俄罗斯同大国关系当中
,

俄中关系具有牢固
、

可预

见和不易受局势影响的特点
。

我们身处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世界
,

面临着经济
、

世界体系
、

安全
、

包括非传

统安全领域的新的挑战
,

中俄两国之间的合作对于保持世界 的和平与稳定具有很大意义
。

中国和俄罗

斯的对外政策及其优先方面具有很多吻合之处
,

这为两国在 国际舞台上相互协作提供了广阔天地
。

中

国一贯奉行独立 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

主要 目的在于保持 国家的独立
、

主权和领土完整
,

以及为改革开

放和国家现代化创造 良好的外部环境
。

这一政策主要包括
:

—
顺应多极化和全球化的总趋势

,

建立公正合理 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

—
维护世界的多样性

,

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
;

—
发展互信互利

、

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
,

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争端
;

—
开展全方位的开放外交

,

同所有国家和地 区发展广泛的贸易联系
、

经济技术合作以及科学文化

交流
。

中国的这一政策同俄罗斯的对外政策相一致
。

中国欢迎普京连任总统
,

把这看作是俄罗斯人 民对

其国内政策和国外政策的赞同
,

同时寄希望于俄罗斯同中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

中国积极评价俄罗斯

经济的发展前景
,

认为一个作为自己战略伙伴的强大的俄罗斯符合中国的利益
。

中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
,

这种关系摆脱 了意识形态思维
,

定位于符合两 国利益的战略协

作
。

2 0 01 年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两 国世代友好
、

永不为敌的思想以法律形式 固定下来
。

中俄两国的合作 目前呈上升趋势
,

合作几乎涵盖了经济
、

科学
、

技术
、

文化等所有领域
,

并且在从战略稳

定和国际安全协商到边防代表定期会晤以解决实际问题等所有层面都保持着密切联系
。

国家元首
、

政

府总理
、

护法机关及各种政府间委员会的定期会晤机制已走人正轨
。

军事技术合作和宇宙开发合作进

展顺利
,

说明两国的战略协作 已达到相当高程度
。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

目前 中俄关系正处于两国关系

3 0 0 年历史中的最好时期
。

(责任编辑 文 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