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俄关系的发展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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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10 年，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各领域的合作全面展开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但也存在着双方贸易结构性矛盾制约经贸合作、知识产权方面的矛盾难以解决阻碍高科技合作以及俄罗斯

固有的对华防范心理、抱怨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和中国售俄农产品质量低劣等问题。 不过，中俄两国睦

邻友好、深化合作的趋势已难以逆转，未来中俄全方位、多层次、高质量、有效率的合作机制将会把两国关系

推向新的更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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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经受住了金融危机和后危机的考验，两国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更加紧密，互利务实合作更加深

入并取得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为维护世界和地

区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两国关系的新发展

2010年，在世界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全球经

济缓慢复苏背景下，中俄两国团结协作、共克后危

机困难，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

全面展开。
中俄高层密切磋商，相互往来频繁密集。 新年

伊始，两国元首互致贺电问候，共同勾画双边关系

发展蓝图，尔后又在“ 金砖四国” 、G20、上合组织和

APEC 峰会等多边和双边场合会晤多达 7 次。 胡锦

涛 主 席 出 席 俄 罗 斯 纪 念 卫 国 战 争 胜 利 65 周 年 庆

典，梅德韦杰夫总统应邀访华，两国总理举行第十

五次定期会晤。 两国领导人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

题，以及进一步增进彼此政治互信、发展两国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等问题及时深入交换意见，确保了两

国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
两国将深化彼此关系作为各自对外关系的一

个重要优先方向，政治互信不断增强。 梅德韦杰夫

总统访华时重申发展对华关系是俄罗斯外交政策

优先方向之一， 并于 11 月批准俄罗斯议会两院通

过的关于俄中政府间通报弹道导弹和空间运载火

箭发射情况协议的联邦法律。 他认为《 中俄睦邻友

好合作条约》 是两国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坚实

基础，“ 与中国的友谊是俄罗斯的战略选择，是多年

前用鲜血凝成的选择” ，“ 由军事事件所巩固的俄

罗斯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牢不可破” 。 普京总理

则进一步指出，中国是俄罗斯“ 完全意义上的战略

伙伴” 。
两国签署《 中俄关于全面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的联合声明》 ， 双方在国际舞台的协同与配合更

加紧密。 两国在联合国改革、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

秩序、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立场相同

或接近。 都主张联合国成员应通过最广泛的民主协

商取得改革问题上的共识，愿与国际社会一道推进

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推动国际金融

体系改革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致力于建立完

善、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都认为《 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 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支持

《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早日生效，反对和防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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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备竞赛；都坚持《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
《 京都议定书》 及其确立的 “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 原则，努力为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做出

应有贡献。 两国在伊朝核问题和阿富汗和平重建等

地区性问题的立场一致或趋同。 双方支持安理会对

伊朗做出的新制裁决议；不失时机地就推动朝核问

题六方会谈重启等重要议题对外宣示共同立场；积

极支持国际社会在发挥联合国主导作用、尊重阿富

汗独立、 主权和领土完整前提下向阿富汗提供援

助，使之早日成为一个和平稳定、独立自主、发展进

步、友善中立、远离恐怖主义和毒品犯罪的国家。 两

国在 G20、“ 金砖国家” 、上合组织、中俄印三方对

话和上海世博会重要对外窗口等多边外交舞台密

切合作并取得积极成果。
两国在涉及国家制度、发展道路、主权、统一和

领土完整等关乎各自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

持、战略借重更加默契。 中国支持俄方为维护本国

核心利益和促进整个高加索地区乃至独联体的和

平与稳定所作的努力； 欢迎俄美签订并批准新的

《 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的条

约》 ；支持俄美本着兼顾各方利益、确保各国平等安

全原则，在反导问题上的坦诚对话，积极评价俄方

为应对新安全威胁和挑战、秉承安全平等和不可分

割原则、 团结各方力量推动制定的 《 欧洲安全条

约》 及反对扩张军事联盟的立场；支持俄在国际舞

台和亚太地区发挥重要作用；支持俄罗斯参与东盟

事务并发挥积极影响。 俄罗斯则坚定支持中方在台

湾、涉藏、涉疆等所有关乎中国国家核心利益问题

上的严正立场。 两国以二战结束 65 周年为契机，共

同发表 《 中俄两国元首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65 周年联合声明》 。 中方积极评价苏军对中国抗日

战争的胜利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俄方高度评价中国

人民坚持抗击日寇，为苏军在苏德战场赢得最终胜

利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 两国相互策应、坚决

捍卫二战历史真相的行动有力地打击了诋毁解放

者、美化纳粹和军国主义及其帮凶的图谋，最大限

度地遏制了篡改苏联卫国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史

思潮的蔓延，极大地维护了两国的核心利益，凸显

两国在维护各自国家利益上的坚定决心和彼此战

略借重的新亮点。
双方安全合作不断发展，联合行动法律基础更

加完备。 面对“ 三股势力” 从外高加索到中亚，进而

到中国新疆再趋活跃的严峻形势，两国及时签署有

关打击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合作协定，
使两国合力反恐、联手打击“ 三股势力” 的法律基

础更加完备。 俄方支持中方打击“ 东突” 勾结恐怖

组织在中国内地及新疆制造恶性暴力事件的举措，
认为“ 东突” 组织同许多外国恐怖组织都有联系，
并在经济上依靠它们。 中方支持俄方在车臣等地全

力打击非法武装及恐怖分子的行动。 两国积极派兵

参加上合组织“ 和平使命 - 2010” 联合反恐军演，提

高了各自在多边联合反恐行动中的协调行动能力，
确保了各自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两国携手应对后金融危机影响，经贸合作重拾

升势。 双方利用元首和政府首脑访问之机签署总额

近 200 亿 美 元，涉 及 石 油、天 然 气、煤 炭、电 力、核

能、高速铁路和汽车制造等数十项经济合作协议与

合同，一些大型合作项目取得重大进展和突破。 两

国贸易额实现大幅度恢复性增长，全年双边贸易额

为 554.5 亿美元， 接近国际金融危机前的 568.3 亿

美元水平，比 2009 年增长 43.1%。其中，中国对俄出

口 296.1 亿美元，同比增长 69%。 俄对华出口 258.4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1.7%， 中国对俄贸易顺差 37.7
亿美元。 机械和技术产品在俄罗斯对华出口中的比

重稳步提升。
双方科技合作不断深入，显露新的生机。 梅德

韦杰夫总统认为，21 世纪不仅是俄罗斯提供初级能

源和中国提供普通商品的时代，更应是两国高科技

合作的世纪。 温家宝总理访俄时也强调，中俄务实

合作不仅要深化能源合作， 还要开拓新的合作领

域，开展联合科研和创新合作。 双方主管部门根据

两国领导人的指示，积极落实经济发展重点领域内

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 70 多个科研项目。 两国核

工业企业集团成功签署核能领域最大的高科技合

作项目———建设中国田湾核电站核反应堆协议。 双

方在航天航空领域的合作进展顺利，并着手联合火

星探索研究。
两国金融合作取得重大进展，成果喜人。 双方

正式将人民币和卢布在对方金融机构挂牌交易，以

及在双边贸易中采用本币结算，这是两国经贸和金

融合作的历史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俄贸易

实行本币结算降低了双方的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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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了各自的经济安全，也给双方企业扩大合作带

来巨大商机、提供新的动力。 在人民币和卢布现汇

业务成熟后，双方还将拓展其他合作业务，逐步推

出卢布远期结售汇等金融产品。2010 年 12 月底，俄

罗斯外贸银行（ VTB） 在香港发行 10 亿元人民币债

券，并拟将此项业务发展至中国内地。
中俄副总理级能源磋商机制富有成效，两国能

源合作实现跨越式发展。 双方成功签署俄方通过石

油管道对华供应原油总协议，标志着中俄能源合作

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两国还就铺设从俄

罗斯到中国中西部的天然气管道签署政府间协议，
双方的天然气管道合作蓄势待发。 两国的核能合作

也取得积极进展，双方签署了在田湾核电站新建两

座价值 13 亿欧元的核反应堆协议和在中国建设超

现代化快速中子反应堆 BN- 800 协议。双方在电力、
煤炭、煤转气、石油深加工、扩大边境电网以及开发

可再生能源等相关产业方面的合作也相继展开。 俄

方继续保证每年向中国供应 1,500 万吨煤炭， 中方

同意再向俄提供 60 亿美元贷款，以换取未来 25 年

俄增加对华煤炭的供应。 两国合资能源企业运转良

好，双方在石油开采、加工和销售上下游环节通力

合作。 俄中“ 东方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在萨哈林、东

西伯利亚等地勘探和开采中密切协作，中俄“ 东方

石化（ 天津） 有限公司” 也在大力开辟中国境内的

石油下游市场。 总投资 45 亿美元、年产 1,300 万吨

的大型炼油厂在天津滨海新区正式奠基，天津将成

为华北地区最大的炼油基地。
双方积极落实“ 中国东北与俄远东地区合作规

划纲要” ，毗邻地区合作如火如荼。 2010 年俄远东

地区与中国贸易额约为 55 亿美元， 占远东联邦区

外贸总额近 30%，中国成为俄远东地区第一大贸易

伙伴。 中国工商银行向俄犹太自治州彼得罗巴甫洛

夫斯克采矿公司贷款 4 亿美元兴建热压铁厂，解决

了当地部分居民就业，也使矿石经精选和精炼产生

高附加值，激起俄方合作热情，开始积极筹划兴建

通向中方的铁路和横跨阿穆尔河通往中国的大桥。
两国人文交流深入展开。 中俄元首共同启动俄

罗斯“ 汉语年” 活动，习近平副主席出席开幕式，再

显两国领导人对彼此人文合作高度重视。 俄罗斯

“ 汉语年” 的 200 多场大型活动涉及文化艺术、教

育、 广播电视等多个领域。 通过播放中国电影、电

视、文艺演出、汉语和汉语歌曲比赛、大型图片展览

和互联网交友等一些列民众喜闻乐见的活动，极大

地促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增强了俄民

众对华的友好情感和社会基础。“ 汉语年” 使俄“ 汉

语热” 再度升温，希望增开中文课的学校显著增多，
跟随《 俄罗斯报》 网站中文课堂学习汉语渐成年轻

人的时尚。全俄已有 17 所孔子学院，3 个孔子课堂，
30 个汉语教学点。 130 余所高等院校开设汉语教

学，20 余所中小学以汉语为主要外语。 学习汉语的

大学生、研究生已达 1.47 万人，中小学生 1.1 万余

人。 2010 年中国赴俄留学 1.8 万人，俄在华留学生

9,000 余人， 俄罗斯在中国接收留学生国家排名中

位居第六位。 双方在对方首都相继开设首个文化中

心，文化交流不断扩大。 两国旅游合作稳步发展。 双

方签署旅游谅解备忘录，中国公民可通过互免团体

旅游签证方式组团赴俄旅游。 2010 年，两国互往旅

游观光人数增长 40%。 两国元首决定拟于 2011 或

2012 年互办国家旅游年活动。
两国其他领域合作不断跟进。 双方企业在机械

制造、通信技术、电信、保险、创新与应用科学开发

和化工等非资源领域的合作也迅速发展。 两国总理

定期会晤机制下环保委员会框架内开展的环保合

作良好， 在防治污染和针对环境灾害应急联络、跨

界水体水质监测与保护、跨界自然保护区和生物多

样性保护等方面的合作取得明显成果。 在俄罗斯遭

受罕见森林火灾和中国玉树发生地震及舟曲县发

生特大山洪泥石流之际，两国都及时伸出援手给予

对方力所能及的帮助或以国家领导人名义致电慰

问并表示愿提供援助。

二、两国关系存在的问题

虽然中俄关系保持积极向上发展势头，但基于

彼此国情和文化不同，思维方式存有差异，各自近

远期战略目标有时亦不完全吻合，两国在发展全方

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分歧和矛

盾，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相互合作的应有潜力。
（一）俄向远东增强兵力部署，难释对华防范之

嫌

近年来，俄军不断加大提高远东战力，把先期

完成现代化整编的两个苏 - 27SM战斗机团和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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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役的 T- 90A 坦克首先装备给西伯利亚军区，又向

与中国接壤的赤塔边境地区增派两个旅。 2011 年 2
月 19 日，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公开表示，俄罗斯不

但要加强其远东地区的陆军兵力，而且还将增强俄

在该地区空军、海军潜艇部队的战力以及部署在潜

艇上的战略核力量。 [1]与此同时，俄罗斯还在赤塔地

区部署了刚刚组建的第 29 多兵种合成集团军以及

目前最先进的 S- 400 防空导弹系统， 并将在 2011
年后的五年里装备 64 架对华禁售的苏 - 35 多用途

战机，以及新一代多用途 RVV- SD 远程空对空导弹

和 Kh31AD 空对舰导弹。 俄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奇尔

金对此解释是，“ 因为在边境另一侧部署着中国的

五个（ 合成） 军，我们不能忽视这种军事动向，不得

不在那里部署军队” 。 俄外交部人士私下也承认，
“ 俄罗斯没有放松对远东的注意力， 一旦发生不可

测事态，我们准备了战术核武器” 。 [2]尤为引人关注

的是，俄“ 东方 - 2010” 战略战役演习首次实现自苏

联解体以来，北方、黑海和太平洋三大舰队南北协

同，突破“ 某国” 对太平洋舰队基地封锁联合作战

的构想，尝试了战时紧急从欧洲战区调遣空降兵部

队和苏 - 34 前线轰炸机，不着陆从欧洲直飞中俄边

境地区实施空中攻击的能力。 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

马卡罗夫对此军演目的同样直言不讳，就是“ 针对

远东边境敌方，确保远东地区安全，并维护国家利

益” 。 [3]

（二）双方对合作“共赢”认知的差异及两国贸

易结构性矛盾制约彼此深化经贸合作

首先，双方对各自“ 战略借重” 的需求和获益

程度的认知相差甚远。 中方认为两国相互依存、互

为依托、缺一不可。 而俄方一些人却认为，“ 在国际

舞台上，中国需要俄罗斯超过了俄罗斯需要中国” 。
其次，俄方对双边经贸和军技合作心存戒意。 俄方

一些人认为， 双方在这些领域的合作更有利于中

国，对华提供其“ 所需军技” 和长期供给资源性产

品会“ 壮大他人，削弱自己” ，使俄沦为中国的经济

附庸。 更有人认为，俄在对华合作问题上已没更好

的路可走，只能“ 在可怕和更可怕之间做出选择” 。
[4]第三，两国经贸关系依然薄弱，与政治关系反差较

大。 2010 年，中俄贸易额在止跌回升情况下才达到

554.5 亿美元， 只相当于中美前 10 个月 3,710 亿美

元贸易额的约七分之一。 俄罗斯在中国对外贸易中

所占份额不足 2%， 下降至中国第 11 大贸易伙伴。
而 欧 盟 与 俄 罗 斯 前 9 个 月 的 贸 易 额 同 比 高 达 2,
178.47 亿美元，占俄罗斯贸易总额的 50%以上。 相

比之下，中国只占俄罗斯贸易总额的 6%。 第四，俄

罗斯的投资环境不理想，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中企和

华商在俄长期投资信心。 俄罗斯自己并不否认“ 中

国投资者在俄罗斯遇到严重的官僚、腐败、执法机

关的肆意妄为问题” ，[5]说“ 我们的邻居对俄罗斯各

级机构都感到害怕。需要向所有人（ 边防人员、海关

人员） 行贿。警察的贪得无厌是众所周知的问题。我

们‘ 光头党‘ 的无法无天最令人担忧” 。 [6]而且，随着

经济危机的加深，俄罗斯的贸易保护主义也有所抬

头，“ 限制汽车、肉类和收割机等产品的进口，以确

保本国行业的发展和就业机会” 。普京签署政府令，
从 2010 年 6 月 14 日起正式对中国生产的轴承管

征收为期三年的 19.4%反倾销税。
（三） 两国在遵守知识产权方面的分歧和矛盾

阻碍着双方高科技合作的深入发展

中国在进口先进设备和军事装备等高科技产

品问题上，一直坚持有选择地引进及合理吸纳和借

鉴国外先进技术发展自主创新品牌的战略。 但俄方

却以中方涉嫌仿制其个别武器装备为由，坚持对华

出售中方已“ 饱和” 的“ 大路货” 产品，抑或对中方

所需产品坚持“ 批量” 出售原则，“ 以减轻中方仿制

带来的负面效应” 。 由于双方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

分歧，导致两国军技合作一度在低谷中徘徊。 俄方

不向中国出口第五代战斗机技术，包括雷达、发动

机、航电系统。 俄专家甚至提出，“ 停止向中国供应

其旨在进行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 的军事装备，
“ 因为它（ 中国） 的目的是获取俄罗斯在机载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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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制造、定向天线系统、防空和反导防御等领

域的先进设计。 [1]为了防止中国掌握武器核心技术，
主要现代化武器 （ 包括航空武器） 生产国 （ 俄罗

斯） 越来越不愿意与中国分享其先进技术，甚至将

飞机的发动机拆开来向中国出售。 [2]俄宁愿把更先

进的武器出售给印度和越南， 也不愿意卖给中国，
从而使俄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已不及上世纪 90 年

代的五分之一。
（四）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不断引发俄

方抱怨

俄罗斯一直试图遏制中亚国家摆脱前“ 苏联能

源体系” 发展与其他国家能源合作的努力。 中国出

于国家发展需要，积极回应中亚国家的能源出口多

元化战略，相继建成中哈和中土油气管线。 但是俄

专家认为，“ 中国已成为俄罗斯的主要竞争对手，并

把中亚国家置于自己的经济影响之下” 。 由于土库

曼斯坦铺设了通往中国的天然气管道，俄罗斯铺设

里海沿岸天然气管道和增加中亚至俄罗斯中部天

然气管道输送能力的项目受到影响，参与该项目的

3个中亚国家在与莫斯科发生能源争端时的谈判地

位已经增强。 [3]

（五） 中国生产的部分食品质量问题影响俄对

华农业合作

俄罗斯从中国进口的蔬菜、 水果和茶叶等农产

品在其进口产品中所占比例依然不大。 影响中国农

产品进入俄罗斯市场的主要问题是中方生产的部分

粮食和食品达不到俄方检测标准。其中，中方个别企

业出于追求利润和“ 短期效益” ，对所租土地施用当

地禁用肥料，导致土地日渐贫瘠，引起合作方不满，
影响了俄方扩大农业合作热情。 俄罗斯一些人认为

对华农业合作是把双刃剑， 在解决远东部分粮食和

蔬菜供应问题同时，“ 中国人粗放地使用土地，不休

耕，施用‘ 有毒’ 肥料” ，并“ 选用承受化肥能力比我

国品种高 4 倍的种子，导致土壤很快变得贫瘠” 。 特

别是“ 远东地区对中国农产品的这种依赖，已构成

对全俄食品安全的威胁” 。 [4]俄罗斯医生已禁止 5 岁

以下儿童食用当地中国人种的这类果蔬。 [5]

三、两国关系发展前景

尽管中俄关系存在一些局部的 “ 发展中” 问

题，但两国睦邻友好、深化合作的趋势难以逆转，两

国关系中的一些分歧削弱不了双方战略借重的长

期需求，挡不住两国业已开启的各领域合作蓬勃发

展势头。 中国不能失去俄罗斯这一重要战略协作伙

伴，俄罗斯也长期需要中国，“ 两国关系紧张对俄罗

斯来说简直就是战略灾难” 。 [6]中俄全方位、多层次、
高质量、有效率的合作机制将把两国关系继续推向

新的更高水平。
首先， 相似的外部环境要求两国长期战略借

重。 美国及北约仍将中俄视为潜在威胁和挑战，两

国都面临西方不断施压的外部环境。 美国继续遏制

中国的发展，“ 控制中国的战略与处理俄罗斯的战

略相同：包围、围攻，向国内破坏势力提供或多或少

的地下支持” 。 [7]以朝鲜半岛形势趋紧为由，美加快

构筑美日韩同盟步伐。 美国务卿克林顿 2011 年初

仍在声称《 日美安保条约》 适用钓鱼岛，坚持对华

牵制战略。 随着美共和党控制新一届国会众议院，
美方在人权、军备和贸易等问题上对华批评的声音

再趋强硬。 俄虽积极呼应奥巴马“ 重启” 两国关系

倡议， 甚至不惜做出痛苦抉择承认苏联 1940 年在

卡廷屠杀波兰军官的责任， 以改善对欧盟整体关

系。 但“ 维基揭秘网” 披露的美外交密电显示，即使

2010 年初俄美热衷“ 重启” 关系时，美还暗中与北

约秘密制定“ 反俄机密军事计划” ，将俄作为可能

对其盟国入侵的“ 敌国” ，并以伊朗核问题为由继

续打造削弱俄战略力量的导弹防御体系。 北约“ 对

俄罗斯的包围在黑海、 波罗的海和北极圈继续进

行” ，同时，“ 美国坚持将加拿大和斯堪的纳维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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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拉进北极地区针对俄罗斯的公开军事部署中” 。
莫斯科清楚，“ 只要俄罗斯保留当前的政治体制，西

方就根本不会把它看作自己人。 这也就大大限制了

合作的可能性。 因为在纯经济方面，除了管道西方

对俄罗斯没有什么兴趣” 。 [1]从美迟迟不愿废除对俄

歧视的《 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 也可看出，西方

不会乐助俄早日实现现代化。 相反，“ 俄罗斯认为，
在从伊朗核计划到减少对美元依赖等一系列问题

上，中国是它限制美国影响力的一个重要伙伴” 。 [2]

在美国等西方势力继续推行遏制中俄的冷战思维

战略环境下，中俄唯有密切配合、相互借重，才能最

大限度地维护各自的利益。
其二， 客观互补优势仍是两国互利合作的推

力。 中俄毗邻而居，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彼此的

自然条件使两国在众多领域的合作具有较强的互

补性。 中国可持续发展离不开高科技和能源等自然

资源的支撑。 俄罗斯的高科技产品特别是尖端武器

和航空航天技术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也需要稳定

的输出市场。 尤其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联手

禁止向中俄提供现代化技术情况下，中俄互利合作

尤显重要。 尽管双方在军技合作方面有些分歧，但

2002 年 至 2009 年 俄 对 华 军 售 总 额 仍 达 到 140.55
亿美元。 俄罗斯仍是中国远程防空系统、重型直升

机和航空发动机的唯一供应者，在未来 3 年里继续

履行向中国供应 13 亿美元的军售合同， 保持对华

武器出口的主导地位。2010 年 11 月，两国政府间军

事委员会签署一系列军事合作协议，务实合作继续

稳步推进。 两国能源合作冲破瓶颈，跨界石油管道

建成使俄罗斯“ 进入有前景的亚太市场特别是日益

扩大的中国市场” ，拓宽了其能源产品出口渠道，减

少了对欧洲市场的依赖。 同时。 也使中国进一步确

保了能源进口的安全和稳定。 两国在基础性和高科

技关键领域以及前沿技术领域也有很大互补性。 双

方已在着手为此合作提供专项贷款，共同实施大型

科技创新项目。 双方在农业科技和劳务等方面的合

作潜力巨大。 俄方农业资源丰富、科技实力雄厚，在

远缘杂交创造新品种、染色体基固定位等方面有较

深研究，在植物营养、生物防治等方面具有国际领

先技术。 在生物肥及无污染生物防治病虫害，以及

农业环保技术等方面也有值得中方学习和借鉴的

经验。 中国在良种培育、田间管理等方面技术先进、

农产品种多、数量大、劳动力资源充裕，两国农业合

作各有优势，互补性强，互利合作前景看好。 两国在

煤矿综合开发、铁路、港口建设和电网改造、建筑节

能、新能源汽车、生态评估、农林牧业、跨界水域以

及渔业等领域的互利合作也有明显优势。
其三，欧美经济前景不明促使俄对外经济继续

加快向中国倾斜。 受后经济危机影响，美国经济持

续波动，国家债务超过 14 万亿美元，最高失业率达

到 9.8%，2011 年的失业率将超过 9%， 经济增速将

从上年的 2.6%放缓至 2.2%， 多年来不得不紧缩开

支。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蔓延拖累整体经济，复苏乏

力，天然气进口量几十年来首次减少 8%，管道天然

气购买量全面下降，导致俄对欧供气量减少 50%以

上。随着 2014 年纳布科天然气管线建成，2015 年俄

产天然气将有 2,000 亿立方米剩余。 相比欧美市场

萎缩、能源需求趋于饱和，中国能源需求旺盛，经济

发展速度超过 10.3 %， 并用投资和贷款帮助美国、
希腊、西班牙等欧美国家抵御了金融危机，而且中

国还帮欧洲走出欧元面临的金融困境。 现实再次使

俄罗斯确认， 中国不仅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也

是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特别是西方已开始谈

论对华武器禁运和高新技术限制放宽问题，愈加使

俄对扩大对华合作的紧迫感增强，再度把经济罗盘

指向中国。
其四，严峻的经济形势促使俄加大对华经贸合

作步伐。 虽然俄罗斯经济出现恢复性增长势头，但

经济依然面临 7%的萎缩，10 年来首次出现财政赤

字，至少有 50%的企业处于半破产状态。 为落实已

制定的基础设施和社会计划， 俄罗斯 2013 年前需

要近 1 万亿美元。 但由于经济复苏缓慢导致财政入

不敷出， 俄罗斯无法保证现代化所需的大量资金。
特别是西方对俄经济发展前景信心不足，不断削减

在俄项目投资和贷款数额， 更使其经济雪上加霜。
严峻的经济形势使俄罗斯在 2010 年夏开始向中国

国家投资基金出售一些大公司的战略股份。 俄财政

部公布了 200 亿英镑资产出售计划，包括俄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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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生产企业俄罗斯石油公司的 24%的股份、最大

银行俄罗斯储蓄银行的 9%的股份、 国有船舶公司

俄罗斯现代商船公司的 25%的股份。 众多大型农业

垄断型企业和俄罗斯石油管道运输公司的 3%的股

份和其他资产也被指定待售。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

在 2013 年前将预算赤字从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9%降至 2.9%。
其五，俄客观对待“ 角色转换” 使俄对华合作心

态更加务实。 俄罗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 中国

的产能和投资不久将超过美国， 西方的经济统治地

位已经发生动摇” 的现实，认可中国发展、科技水平

显著提高的人日渐增多， 深化对华合作对俄利大于

弊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俄民众所接受。 中国的投资

和广阔市场已成为俄罗斯经济恢复活力的重要源

泉， 搭乘中国经济快车以拉动俄经济增长已是俄的

务实和客观选择。 俄罗斯《 独立报》 载文称，“ 俄罗

斯得益于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 因为经济增长促使

中国进口俄罗斯原材料———石油 （ 将来还有天然

气） 、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煤炭、木材和化肥” ，进

而“ 拉动了原料国家……俄罗斯和南非等地区的经

济发展” 。 [1]虽然俄方抱怨中俄经贸结构不合理，但

俄方对此也有客观认识， 承认俄罗斯的一些产品缺

乏国际竞争力，在两国贸易中不占优势。 为此，梅德

韦杰夫总统早就表示，俄罗斯确实“ 还会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可能是数十年，继续作为石油天然气主要

供应国而存在” 。 [2]普京 2010 年视察远东时也指出，
中俄在科经贸领域各有所长，不存在竞争问题。中国

可以继续发展自己的廉价日用品生产。 俄方不打算

也“ 没必要在日用品生产方面超过中国” 。 因为“ 俄

罗斯的竞争优势在高科技领域” ，可以“ 向中国销售

几百万、甚至几十亿特殊技术设备和武器” 。同时“ 购

买更多的（ 中国） 日用品” 。 [3]普京在索契度假时继续

强调，“ 中国方面没有（ 对俄） 构成威胁，我们已经相

邻数百年，我们知道如何尊重对方。 中国没有必要通

过占领远东来获取需要的天然资源，中国边境也有庞

大的煤炭储备，中国没有必要恶化局势” 。 [4]中国在金

融危机中的不俗表现及日益增强的实力， 使俄精英

不得不接受中俄“ 角色” 转换的事实，进一步确认俄

经济战略东移、搭乘“ 中国快车” 促进本国经济发展

是其正确的战略选择。 俄罗斯对华观念上的转变将

加快两国科经贸领域的合作进程。

其六，中亚国家加强对华能源合作推升俄加快

对华油气合作紧迫感。 中亚油气富集国率先赢取对

华能源合作重大进展，使俄罗斯“ 愈加发现其手中

的‘ 能源牌’ 变得不那么好用了” ，难以继续“ 拥油

自重” 、高枕无忧。 因为，在俄罗斯犹豫是否铺设中

俄油气管道之际，中哈和中土油气管道已经建成投

产， 第二条管线也计划于 2011 年前铺设完成。 届

时，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每年还将向中方提

供 100 亿立方米天然气。 中亚国家积极拓展油气出

口渠道，减轻了油气对外出口对俄的传统依赖。 [5]俄

罗斯对与中亚国家在“ 中国油气项目” 竞争上错失

良机、处于下风已后悔不迭，不得不摒弃或淡化对

华一些偏见和疑虑，加快对华能源合作步子。
最重要的是，中俄“ 世代友好、永不为敌” 理念

已渐入两国民心。 巩固和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已成为各自主流社会的强烈愿望。 中国视俄为全

方位战略协作伙伴，俄也将中国作为最亲密的伙伴

相待。 两国睦邻友好、深化各领域合作是双方共同

的战略选择， 也是两国历届领导人的高度共识，更

是两国的民意所在。 中俄政治和社会稳定、领导人

对双边关系高度重视是两国关系持续发展的重要

保障。 两国相互依存、战略协作、共同发展符合双方

人 民 的 利 益， 也 是 当 今 国 际 形 势 和 时 代 的 要 求。
2011 年是《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签署 10 周年，
两国将以此为契机，大力弘扬世代友好、永不为敌、
共同发展的理念， 进一步增强政治互信和战略协

作、优化贸易结构、规范贸易秩序、推动经济技术合

作和大项目合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把中俄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和各领域合作推向更高水平，造福于两

国人民、为人类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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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ance systems and tries to achieve certain breakthroughs in defense planning.
5.A Reflection on China-US Gamesmanship in 2010, by Bian Qingzu, Fellow at CPDS. Compared with the year of

2009, 2010 appears to be one in which “warmth turning into coldness” with frictions and skirmish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which is quite evident in the cases of the U.S. defiance of China’s core interests, posing
challenges to China’s sovereignty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putting pressure on China to raise the value of RMB, and
producing tension in China’s peripheries, and so on. Apart from America’s psychological elements of feeling unaccustomed to
China’s rise, the US tougher stance towards China is associated with its readjustment in its Asia -Pacific policies, the
American hardliners that have got the upper hand and the mid-term election in late 2010. However, it does not mean that the
U.S. has changed its “hedging” strategy toward China, but that it has enlarged its scope of strategic precaution against China.
Looking into the future, China-US relations will go forward with a coexistence of cooperation with dialogue, and precautious
and containing measures with counter-measures.

6.The European Union under the Shadow of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by Ding
Yuanhong, former Chinese Ambassador to the EU and an advisor to CPDS. In 2010, when the European Union was hardly
able to make a recovery from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t took another pounding from 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finding itself
in a tight corner seldom seen in several decades. Nevertheless, bilateral ties between China and EU are not affected. Under
the similar influence of the crisis, China has still made great efforts to render assistance to EU, so as to prove itself a true
friend in need. In the future, due to differences in certain areas, China and EU will see in their relations divergence of views
coming out and frictions in trade cooperation propping up from time to time. However, if the two sides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overall relations, adhere to the principles of mutual respect, equality and benefits, not interfering in each other’s internal
affairs, and seeking common grounds while preserving differences, and get rid of all disturbing factors, a good momentum of
development is sure to be maintained.

7.Tripartite Economic Relations among China, the U.S. and Japan: New Century, New Changes, by Zhu Caihua
(F.),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Deputy De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For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new century, dramatic changes have occurred to the tripartite relations among China, the U.S. and Japan as a
result of alteration in their respective economic growth and balance of economic strength. This is revealed in a rapid ascent of
China’s status, a marked descent of Japan’s place, and a declining but still important US standing. China has made the
transition from reliance on Japan to reliance o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S. has changed from being busy with constant
economic frictions with Japan to those with China, and Japan from being dependent on the U.S. to being dependent on China.
This sort of changes will offer an important indication of where the realignment of global economic setup and economic
relations among major powers are going in the new century.

8.Prospec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Russia Relations, by Zhao Mingwen, Fellow and Director of Center for
China’s Peripheries Security Studies,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 strategic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develops, all -round cooperation in various fields has been encouraged and abundant fruits have been
achieved. However, some drawbacks still exist in such aspects as the constraints o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consistencies in observing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at prove to be a hindrance to their high-tech
cooperation, the Russians’ inherent precautious psychology against China, as well as Russia’ complaints about energ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nd low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from China. Nevertheless, the
current trends of developing an amicable relationship and deepening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big neighbors cannot be
reversed. In future, a cooperative mechanism that is all directional, multi-dimensional, high-grade and efficient, will boost
their bilateral ties upward to new heights.

9.Causes for All-round Improvements in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by Li Wen,
Fellow and Deputy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CASS, and Chen Yahui (F.) a doctoral student at the
Graduate School of CASS. Ever since 1990s, China has strengthened, restored or set up diplomatic ties with all the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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