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0 6 年第 4 期

总第 1 4 2 期

俄 罗 斯 研 究

R u s sia n St u die s

N o
.

4
.

D e e
.

2 0 0 6

G e n
.

N o
.

1 4 2

新时期中俄关系

李凤林
介

目前的中俄关系可以说正处于中俄 自 17 世纪开启正式交往以来的最好时期
。

之所以这样认为
,

其

中最关键的一个原 因在于现在中俄之间确实建立了一种平等的或者说真正平等的关系
。

对于如何发展好中俄关系
,

首先需要有一个战略判断
,

即我们在我国的外交全局如何对中俄关系中

进行定位
。

俄罗斯是我们主要的战略伙伴
,

其重要性不必多言
。

现在
,

中国同许多国家建立了各种各样

的战略伙伴关系
,

但只有跟俄罗斯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

之所以能够协作
,

是因为两国有共同的战略利

益
。

这种关系是不会发生逆转的
。

而且
,

能够看出
,

对于中俄关系战略价值的认识我们要早于俄罗斯
。

最近几年
,

俄罗斯人才开始对 中俄关系的战略价值有比较高的认识
。

值得注意的是
,

普京总统在 2 0 0 6

年中国
“

俄罗斯年
”

开幕式上的讲话 中指出
, “

今天
,

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两国紧密接触的战略优势
,

我们愿进一步加强俄中关系
,

造福两 国人民
。 ”

这是俄罗斯总统第一次在公开讲话中提到俄 中关系的战

略价值
。

这表明俄罗斯人特别是其领导人对俄中关系战略价值有 了一个更深刻 的认识
。

这是很重要

的
。

所以
,

我们要千方百计地把中俄关系推向前进
。

而且
,

说到底
,

没有 良好的中俄关系
,

中美关系也很

难得到稳定发展
。

中俄关系发展当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

一是相互之间的信任问题
,

另一个是具体合作中

的利益摩擦还会增加
。

在相互信任上
,

中俄两方面都存在问题
。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个长期 的过程
。

我们应该更多地

注意战略层面的相互间信任
,

比如相互不构成威胁
。

此外
,

在军事技术合作方面中俄具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
,

这种合作在中国同其他 国家之间没有建立起来
。

以及国际问题上的合作等等
。

这些都是深层次的
、

战略层次上的合作
。

在涉及不信任的具体问题上
,

俄罗斯方面存在的问题可能更多一些
。

比如
,

我们希望俄罗斯变得更

加强大
,

而俄罗斯人则不希望中国强大
,

害怕中国强大
。

俄罗斯 的这种恐惧心理直 到现在仍然没有消

除
。

这种恐惧心理最初来 自于对边界领土担忧
,

现在则缘于中国的逐渐强大
。

这是同俄罗斯人长期以

来所形成的传统的特殊思维定势联系在一起的
,

比如长期的
“

堡垒意识
” 、 “

超级大国综合症
”

等等
。

俄罗

斯媒体对中国的态度从总体上来看是不太友好的
。

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艰苦的 日常工作慢慢地去消

化
,

使俄罗斯人对中国的恐惧心理逐渐消失
,

情况才能出现好转
。

关于具体合作中的利益摩擦
,

比如在能源合作上的问题等等
,

这些都需要在具体的工作环节上去解

决
。

需要指出的是
,

随着两国经济关系的不断发展
,

这种矛盾会有所增加
,

这并不奇怪
。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中俄关系的定位和判断始终不要脱离俄罗斯总体国情的实际变化
。

因

此
,

在这里尤其要对俄罗斯的国内形势的评价作出一个总体
:

一方面
,

俄罗斯结束了十年动乱
。

2 0 0。年

以后普京的拨乱反正初见成效
,

现在俄罗斯已经走上了恢复性发展的道路
。

观察俄罗斯的形势时
,

我们

不能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
,

而要根据俄罗斯的特点来判断
。

从政治上讲
,

俄罗斯为实现强 国目标确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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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
“

主权民主
” 、

经济实力
、

军事实力这三个价值支柱
。

在经济上
,

俄罗斯 2。。6 年的 G D P 预计可 以

达到 1 万亿美元
,

大体上可以恢复到苏联解体前的水平
。

外交上
,

俄罗斯的战略收缩已经接近底线
,

开

始从防守转人积极进取
。

但是另一方面
,

俄罗斯也面临着不少的问题
。

从政治上讲
,

如何完善俄罗斯 的政治体制
,

如何找到

符合其本国特点的政治体制和模式
,

这还是一个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
。

我们认 为
,

俄罗斯现有的宪法基

本上是参照西方的模式
,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按照宪法来执行 的
。

对 于俄罗斯的政治模式
,

用诸如
“

集权

主义
”

这样一些术语来描述未免显得过于简单化
。

甚至俄罗斯的政党体制究竟如何发展
,

目前还不是很

清楚
。

比如
“

统一俄罗斯
”

党实际上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政党
。

用俄罗斯人 自己的说法这个党就是
“

官僚党
” ,

也就是说想当官的人都来参加这个党
。

从这一意义上讲
,

俄罗斯的转型没有完成
。

而在经济上
,

俄罗斯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发展战略或者说经济发展模式
,

内部的分歧很大
。

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条件下
,

俄罗斯 目前还没有明确定位
。

并且
,

俄罗斯对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

态度表现得相当消极
。

其中的原因值得研究
。

目前俄罗斯经济总体上还是得益 于石油和天然气
,

用俄

罗斯人的说法就是
“

普京是一个走运的总统
” 。

外交上
,

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形势在恶化
,

其同美国的关系很难有实质上的改善
。

美俄之间存在着结

构性的矛盾
,

说到底
,

就是美 国不会让俄罗斯变得强大起来
。

俄美之 间的经济关系很弱
,

双边贸易额仅

1 00 亿美元
。

所以
,

经济关 系不会对俄美关系形成制约
,

俄美关系缺少支柱
。

美 国在挤压俄罗斯的战略

空间
。

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所面临的问题在于
:

其 自身发展的需求同其欲保持势力范围的愿望相矛盾
。

这主要体现在独联体问题方面
。

俄罗斯需要发展
,

但是实际上又在对其
“

小兄弟们
”

实行控制
,

这就使其

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
。

一方面同美国的关系很难改善 ; 另一方面融人欧洲也不现实
,

俄罗斯永远也不会

成为欧洲的一部分
。

2 0 0 6 年 5 月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本人就讲到
, “

俄罗斯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

与欧盟和北约发展关 系
,

俄罗斯没有必要融人北约和欧盟
,

因为俄罗斯完全可 以在国际舞台上独立 自主

地发挥作用
。 ”

俄罗斯不可能加人北约或者欧盟
。

如果俄罗斯加人了北约
,

那么 北约也就不存在 了 ; 而如

果俄罗斯加人了欧盟
,

那么欧盟也消化不了它
。

所以
,

俄罗斯只能是一个独立的板块
。

这一点对我们研

究中俄关系甚至国际问题来说都显得相当重要
。

俄罗斯没有办法融入欧洲
,

也不被欧洲所接纳
。

从地

缘政治上讲
,

俄罗斯幅员辽阔
,

地跨欧亚两大洲
,

所以其对一体化方向很难作出选择
。

15 年来
,

俄罗斯外交的转型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
。

一般认 为
,

1 9 9 5 年以前俄罗斯的外交是 向西

方
“

一边倒
” 。

我们的观点是在提法上似不应如此绝对
,

至多可以说在那段时间里俄罗斯曾经执行 了一

种
“

亲西方
”

的政策
。

因为
,

应该看到
,

在那段时间里叶利钦在发展同中国方面的关系上实际上也做了一

些事情
。

叶利钦之所以采取一种亲西方的政策
,

我们认 为他是为了稳定其政权
。

这是叶利钦的一个权

宜之计
,

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没有任何其 它选择
。

因为在他抛弃 了社会主义制度 以后
,

会考虑朋友在那

里 ?

—
只能在西方

。

但俄罗斯人的心理是不甘心当
“

老二
” ,

不可能作美 国的
“

小伙伴
” ,

而是要
“

独立

地发挥作用
” ,

这就是所谓的
“

大国心态
” 。

无论是从地缘政治还是从经济实力
、

军事实力方面来讲
,

俄罗

斯都具有这种资格
。

现实情况是俄罗斯要成为单独的一极
。

最后
,

从中俄 (苏 )关系的历史发展当中
,

可 以得出以下五点启示
:

第一
,

国家关系必须遵循平等的原则
。

中俄关系有几百年的历史
,

从 1 68 9 年到 18 4 0 年两国处 于平

等地位
,

相处友好
,

相安无事
。

1 8 4 0 年后俄 国向中国扩张
,

中国沦为半殖 民地
,

俄国 以保护 国身份取得

了大量领土 (通过边界条约
,

当然全是不平等条约 )
。

后来至少又有三次签约也是不平等的
,

即 18 9 6 年

中俄密约
、

1 9 4 5 年中苏条约和 1 9 5 0 年中苏条约
。

邓小平同志对此有深刻的总结
。

他说 中苏分歧
“

真正

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
,

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

(《邓小平文选 》
,

第三卷
,

第 29 4 一 2 95 页 )
。

当前中俄关系处

于历史上最好时期
,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
,

现在中俄之间是一种真正平等的关系
。

第二
,

国家关系中应该相互尊重
,

不干涉内政
,

不强加于人
。

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历史传统
、

文化

背景
,

必须相互尊重
,

不能采取强加于人的做法
。

在这方面中苏双方都有错误
,

唯我独左
、

唯我独革以及

强加于人
。

此外
,

还应特别尊重不同文明的差异
,

真正做到
“

和而不同
” 。

第三
,

不能以意识形态划分来确定国家关系
。

意识形态的分歧 曾长期 困扰中苏关系
。

十年论战实



际上是一个涉及到社会主义观的问题
。

对于这个问题
,

邓小平同志已经讲清楚了
,

历史也作出了结论
。

“

中苏两家都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
,

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 ”

((( 邓小平文选》
,

第三卷
,

第 29 1 页 )

历史的教训是
,

意识形态甚至价值观念不应成为决定 国家关系的标准
。

第四
,

维护国家利益应该成为发展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
。

中苏分歧实质上反映了两国利益

之间的矛盾
。

苏联用
“

无产阶级 国际主义
”

掩盖了其国家利益
,

要求中国服从苏联的利益
,

我们则很少宣

称自己的国家利益
。

第五
,

正确对待历史间题
。

中苏之间的历史问题是由边界问题 引发的
。

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

侵 占了大片中国领土
,

这本来早有定论
,

但是 1 9 6 4 年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苏联方面担心中国要
“

收回
”

失地而改写了历史
。

现在解密的档案材料证实
,

苏共中央领导在 1 9 6 4 年后多次下达指示
,

要求各科研

单位和出版社重新编写俄 中边界史
。

其实 中国方面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
,

尽管认为中苏边界条约是不

平等的
,

但中国方面仍将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切实解决边界问题
,

并不要求收回俄 国侵 占的 150 万平方公

里领土
,

然而苏方还是心虚
。

现在边界问题 已经彻底解决
,

历史问题不会再对两国关系产生干扰
。

但是

对历史的看法双方仍有分歧
。

对于这种分歧可以采取不把历史问题现实化
、

不把历史问题政治化的态

度
,

求同存异
。

中俄关系已经进人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

为了保持这种发展势头
,

迫切需要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

相互理解
。

中俄两国领导人提议互办
“

国家年
” ,

即 2 0 0 6 年是中国的
“

俄罗斯 年
” ,

2 0 0 7 年是俄罗斯 的
“

中国年
” 。

通过举办各种活动
,

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

为实现
“

世代友好
,

永不为敌
”

夯实中俄

友谊的社会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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