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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2010年:

合作领域不断扩展的十年

2001 年 7 月 16 日,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俄罗斯总

统普京签署了5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6。该协定旨在在

两国平等、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内为两国关系的全面发

展与长期战略合作打下基础。的确, 在 21 世纪头 10 年,

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持续发展, 合作形式、途径的日益丰

富化和多样化, 为俄中关系发展创造了积极的条件。例

如,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专家们在通过定量评估

确定中国对外关系的等级时, 给了 2008 年年初的中俄关

系最高的 8 分(在 2000年是 5. 5分) ,而中法关系 6. 3 分,

中印关系 5. 4分, 中美关系 1. 1分。方法是把中国对外双

边关系的性质划分为三大类别: 敌对 ( - 9~ - 3)、非敌非

友( - 3~ 3)和友善( 3~ 9)。

2008~ 2009年俄中两国关系的

发展及其影响

  在 2008~ 2009 年间, 俄中关系取得重大发展。由于

与两国国内政治环境及世界事务的发展密切相关, 两国

关系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与细微差别。

俄新总统上任  具有重要意义的是, 俄罗斯领导人

的更替并没有对中俄关系产生太大影响。这种弹性主要

归因于俄中两国继续发展互惠合作具有共同利益, 梅德

韦杰夫与前任总统拥有共同的政治理念, 而且梅德韦杰

夫对中国也比较熟悉, 2006~ 2007 年时他任俄罗斯副总

理,组织中国/ 俄罗斯年0和俄罗斯/ 中国年0活动。

另外,中国也欢迎俄罗斯新总统梅德韦杰夫把中国

作为上任后出访的第一个独联体之外的国家。梅德韦杰

夫于 2008 年 5 月 23~ 24 日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 最重

要的是签署了两国共同声明 , 表达两国对于重大国际问

题的共同立场。在文件中两国再次申明, 将致力于世界

范围内的文化多样性、建设一个多极化世界的立场。梅

德韦杰夫和胡锦涛秉承定期会晤的传统, 以对重大国际

或双边问题交换意见, 这个制度是普京总统在任时制定

的。此外, 2008~ 2009 年间这种形式的接触日益增多, 除

官方正式访问( 2009 年 6 月胡锦涛访问俄罗斯)和在八国

峰会、亚太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会议上会晤以外,

两国还在/ 金砖四国0 会议( 2009 年 6 月在俄罗斯叶卡捷

琳堡召开)和二十国峰会(三次)上展开双边会晤。

新的协定与合作  这些多层次的机制加上新层次上

的双边合作使两国的实际交流更为有效。两国制定了旨

在履行5睦邻友好合作条约6的/ 2009~ 2012 行动计划0,

建立了副总理级别的能源对话机制, 帮助实现石油和天

然气部门的新协议的签订, 这些协议中包括铺设从俄罗

斯斯科沃罗季诺到中国大庆的石油管道, 中国向俄罗斯

石油管道运输公司和俄罗斯石油公司提供 250 亿美元的

银行贷款,俄罗斯通过未来石油管道向中国运输石油的

方式来偿还这批贷款(从 2011 年开始, 20 年内向中国输

送 3 亿吨石油)。在 2009 年 10 月在北京举行的第 14 次

中俄总理例会上,双方达成协议, 即 2014~ 2015 年俄罗斯

向中国输送 70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在投资领域, 双边

合作也获得额外激励: 2009 年 6 月两国元首批准了投资

领域的一个合作计划, 9 月双方签署了 2009~ 2018 年俄

罗斯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地区与中国东北部地区的合作计

划,涵盖资源开发、生产和运输工具建设等领域。

除经济合作外, 两国成立了跨边境水资源科学使用

与保护的联合委员会, 以增强俄中两国在环境保护方面

的合作。两国在军事领域内的合作也在不断拓展。2008

年 12 月和 2009 年 11 月两国召开了军事技术合作会议。

2009 年在中国进行了名为/和平使命 20090的联合军事演

习。在文化方面, 在中国举办的/ 俄罗斯语言年0 是双边

文化交流的重大盛事, 并且宣布 2010 年为俄罗斯/ 中国

语言年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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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关系 60 周年  除签署上述协议外, 俄中两国还

热烈庆祝两国建立外交关系 60 周年。1949 年 10 月 2 日

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 俄罗

斯是 1991 年苏联解体后的法定继承国。两国举行多项

特别活动来庆祝这一重要历史时刻, 如在莫斯科和北京

同时举行了 1949~ 1955 年历史档案展览会, 第三届俄中

社会科学论坛在北京召开, 俄罗斯主要研究中国的刊物

5远东问题6于 2009 年第 5期发表纪念特刊。俄罗斯外交

部长谢尔盖# 拉夫罗夫在接受该刊独家采访时指出, / 俄

中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增进欧亚和整个世界稳定的重

要因素0。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博罗达夫金在其文

章中指出, / 俄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将对两国经

济的发展做出无可估量的贡献0。

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

尽管总体上两国关系发展呈上升势头, 但在过去的

一年半里, 俄中关系也受到了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消极

影响。

贸易额减少  两国双边贸易遭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

最为严重。俄中之间的贸易总额从 2000年的 80亿美元增

长到 2008 年的 568 亿美元,稍低于到 2010 年达到 600 亿

美元的既定目标。而从 2008年 9 月份开始,双边贸易量开

始下降。这种下降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后果,其一是俄罗

斯经济环境的恶化与投资和消费需求的萎缩,其二是由于

从中国进口大量商品而造成的卢布贬值,其三是国际油价

的下跌。造成的结果是,按照中国海关统计的数字来看,

2009 年度俄中贸易总额下降了 30% , 下降至 388 亿美元。

中国对俄出口下降了 47. 1% ,到了 175 亿美元; 中国对俄

进口下降了 10. 7% ,下降至 213 亿美元。

俄罗斯从中国的第 8 大贸易伙伴下跌到第 11 位, 被

澳大利亚、印度和巴西赶超。俄罗斯占中国对外贸易额

的比重从 2008 年的 2. 22%下降到 1. 76%。在未来的几

年,恢复到经济危机前的贸易水平将处于优先考虑的位

置,而且要增加对华出口商品的多样性, 提高机械产品的

份额,近几年来所占比重大约是 1% ~ 2%。

俄罗斯国内经济压力  在国内经济事务方面, 俄罗

斯政府为了保护国内消费品生产商的利益,于 2009 年 7

月关闭了位于莫斯科的切尔基佐夫市场, 这里囤积着以

所谓的/ 灰色清关0 ,即无需交纳全额报关关税的方式, 从

中国进口的大量商品。因为约有 5 万华商在切尔基佐沃

市场从事贸易往来,因此有可能 2009 年流入俄罗斯的中

国人的数量会减少 (据官方统计, 在 2008 年约有 28. 1 万

中国人在俄罗斯合法居住 )。虽然这一事件最终得到正

式解决,但在中国产生重大反响。结果 2009年 10 月清华

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把俄中关系的分数从 2008 年初的 8

分减为 7. 8 分。

经济危机的广泛影响  经济危机对俄中关系造成的

影响不仅仅在贸易方面。经济危机明显地表现出俄罗斯

同世界主要经济力量之间不断拉大的经济和技术差距,

这说明迫切需要俄罗斯在短时间内实现全方位的现代

化。在此背景下, 俄罗斯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学者们将注

意力放在学习中国的现代化经验上, 就不足为怪了。虽

然目前学术界对借用中国模式大多持消极态度, 但其中

也有人指出, / 俄罗斯借鉴中国现代化经验中适合俄罗斯

情况的那部分经验, 对俄罗斯的发展还是有所裨益的0。

在我看来, / 中国视野下的俄罗斯现代化0的观点象征着

两国地位的根本变化: 20 世纪俄罗斯被看成是中国的老

师,而现在成了中国的学生。

2009 年中国的 GDP 增长率超过了 8% ,而俄罗斯却下

降了 7. 9%。结果造成两国的 GDP 比率从 2008 年的

2. 63B1上升到 2009 年的 3. 13B 1,据预测,到 2012 年, 即

俄罗斯预计恢复到经济危机水平的时候, 这一比率还会

上升。

如果说前些年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一直超

过中国的话,那么近些年来双方的差距却在不断缩小, 主

要由于中国的上升势头和俄罗斯同期的下跌趋势。这种

情况可以通过/ 繁荣指数0来间接说明。/ 繁荣指数0是英

国研究机构对世界上 104 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教育、人身

安全、政治自由、医疗保健和政治组织等变量进行分析得

出的排名。在 2009 年的排名中, 俄罗斯居 69 位, 中国居

75 位。而两国最大的差距在于经济方面, 俄罗斯居 39

位,而中国居 29 位。

俄中关系前景展望

就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优先性来看, 中俄关系的相

对弱化提升了中国与西方, 尤其是与美国关系的重要性。

的确,将来这一因素对俄中关系的影响比以前要大。未

来几年另一个极有可能影响俄中关系的变量就是/ 2012

因素0 , 因为这一年俄罗斯要选举新总统, 中国领导层及

国家元首也要更新换代 , 因此展望俄中关系的发展前景

也应该把这一因素考虑进去。

尽管有这些消极因素的存在, 但俄中关系有良好的

发展基础,两国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和深化战略伙伴关系。

因此,在可预测的未来里, 两国关系将继续展现积极合作

的美好图景。

(禚明亮、郑曙村  译)

(责任编辑  张昊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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