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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前景

黄登学
（山东大学，济南 250100）

摘 要：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既是基于两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同时也与美国因素密切相关。综合国内国际尤其

是美国方面的因素，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大致存在三种发展前景：俄罗斯“倒向”西方而与其建立反华联盟，中俄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走向破裂；中俄正式结成战略同盟，共同“抗美”；中俄既不结盟，也不疏远，而在与美国相对良性的互动中向前

发展。随着中俄各层次、各领域协作机制的日趋完善及一些问题的逐步解决，未来中俄两国既不“结盟”，也不“对抗”，更不

会相互成为“敌人”，而将沿着预定的轨道实现平稳发展，既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造福于中俄两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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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在世界多极化背景下

中俄两国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需要而建立的一种

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国家间关系，

也是中俄总结和汲取两国历史经验与教训后的一

个理性选择。实践证明，这种新型关系不仅可以确

保中俄两国共同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而且也是

促进世界多极化、实现整个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

因素。但考虑到中俄两国的内部变迁仍然存在变数

以及国际关系发展的动态性和复杂性，中俄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的未来发展也不可能是一片坦途。在目

前国际关系现实尤其是俄美关系最新发展态势的

背景下，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大致存在以下三种发展前景：

第一，影响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的问题

复杂化和尖锐化，俄罗斯最终“倒向”西方而与西方

建立反华联盟，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走向破裂，

甚至发生冲突。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两

国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协作范围日益广泛，互信不

断加深，总体呈现良性发展态势，但毋庸讳言，在两

国关系的发展中也还存在一些制约性因素：“中国

威胁论”在俄仍有一定市场；中俄关系“政热经冷”、

“上层热下层冷”的不平衡状况还未得到根本改变；

相对于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和两国政府的预期，双

边文化、人文合作仍比较薄弱；等等。所有这些问

题都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发展的隐忧。

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中国不可能

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结成反俄联盟，但俄罗斯

则不同，其中两个不容忽视的基本因素是：首先，无

论 是 意 识 形 态 、价 值 观 念 ，还 是 社 会 制 度 、对 外 战

略，俄罗斯都是竭力向西方靠拢的。俄融入欧洲，

“倒向”西方的步伐实际上从未停止，与中国建立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有可能是其“倒向”西方浪漫而曲

折路程中的插曲，是在遭遇西方冷遇后的权宜之

计。未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成败或与美国因

素密切相关。从目前俄罗斯的实力来看，与美国对

抗无疑是不明智的。实际上，在俄罗斯的对外政策

中，俄美关系仍处于首要位置，俄罗斯外交施展的

空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美关系的状况。“如果俄

罗斯希望建设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希望在世界分

工中占有一席之地，希望成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平

等一员，希望变成沟通欧亚大陆的桥梁和保障自己

的国家安全，那么达到这些目标的最好途径是同美

国、日本及其盟友和伙伴进行战略合作”，包括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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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日本对势力正在壮大的中国实施战略夹击。

若真出现这种情况，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很难

维持下去 [1](P90- 97)。其次，中俄两国国民间的互信仍有

待进一步加强，俄罗斯国内右翼势力的对华态度也

可能对中俄关系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虽然中俄官

方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签订了一系列法律文

件，首次从法律上彻底解决了两国长期悬而未决的

边界问题，但这也似乎未能降低俄罗斯人对于中国

崛起的担忧，“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仍有一定市

场，俄历史教科书也未能做到正确地展现当年沙俄

帝国侵占中国领土的历史。此外，俄罗斯国内以日

里诺夫斯基、丘拜斯等为代表的右翼势力，一直反

对俄罗斯与中国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日里诺夫

斯基从沙皇俄国扩张主义出发，宣扬中国移民对俄

罗斯的威胁并要求俄政府在领土问题上坚持“不妥

协”立场。而丘拜斯等人则从意识形态角度对社会

主义中国怀有敌意，认为中俄意识形态不同，缺乏

共同的价值理念，不具备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

政治基础，反对同中国建立亲密关系，而主张俄与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实现俄西一

体化。鉴于目前美国对俄罗斯采取挤压战略，俄罗

斯右翼势力一般是把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作

为权宜之计。由于俄罗斯国内政治的复杂性，如果

将来这些右翼势力走上政治前台，中俄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的前景令人堪忧。一些俄罗斯人也认为，中

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只是双方的暂时需要，缺乏持

久生命力。未来中俄两国力量消长的变化，将会导

致两国对相互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和定位，特别是考

虑到中俄特殊的地缘政治、人口地理和历史文化等

特点，未来两国还可能会发生冲突。俄著名中国问

题专家拉林曾经提出疑问：“今天，俄罗斯和中国客

观上相互需要，但明天这种需要还存在吗？”[2](P250)当

然，就中国方面而言，中国老百姓对于“庞大的北方

邻国”当年给中国带来的伤害也仍然记忆犹新。

第二，俄罗斯与中国正式结成战略同盟，并以

“上海合作组织”为依托，联合印度、中亚各国及其

他反美势力，组建一个与北约相对抗的新的政治和

军事组织。

从国际背景来看，中俄能够“走到一起”并建立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美国因素密切相关。冷战结束

以来，与世界多极化趋势以及总体走向缓和的发展

潮流相违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冷战思维呈

现回潮趋势。美国为了独霸世界，开始在欧洲及亚

太等地区强化军事同盟，推行集团政治，并打着“民

主、自由”旗号，在世界各地加紧演变和渗透。在美

国看来，实施其全球霸权主义战略的最大障碍是日

益强盛的中国和正在恢复实力的俄国。美国《波士

顿环球邮报》撰文指出：“一个是正在崛起、咄咄逼

人的中国，它像是一只年轻的老虎；一个是正在衰

落却拥有强大核武器的俄国，它像是一头受伤的

熊，它对任何风吹草动都保持着警惕，迫切希望表

明自己不会听任他人支配。”[3](P27- 33)“美国是否能阻

止一个占主导地位和敌对的欧亚大陆大国的出现，

对美国在全球发挥首要作用的能力依然是极为重

要的。”[4](P41)基于此，在欧洲，美国把俄罗斯视为潜在

的威胁和对手，在亚洲，则将中国作为最大的竞争

对象，宣扬所谓“中国威胁论”。

对于俄罗斯，美国采取的是“遏制与挤压”战略，

特别是通过“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美

国认为，苏联解体后俄尽管综合国力大幅度下降，

已难以形成与美国在全球抗衡的力量，但仍是除美

国之外唯一在太平洋、大西洋和北冰洋均有战略利

益，并可同时在亚太和欧洲两个战略方向上与其争

夺国际事务主导权的世界级军事大国。俄罗斯地大

物博，拥有广阔的发展潜力，从长远看，横跨欧亚大

陆的俄罗斯具备复兴为超级大国的基础。因此，美

国对俄政策的根本目标就是在经济、政治、军 事 、地

缘 等 各 方 面 进 一 步 削 弱 俄 罗 斯 以 彻 底 消 除 其 所

形 成 的 威 胁 ，使 它“ 服 从 于 美 国 的 经 济 和 金 融 专

横 ，将 其 变 成 一 个 依 赖 于 美 国 的 、确 保 向 西 方‘ 民

主 国 家 ’提 供 能 源 和 原 材 料 的 国 家 ”[5 ](P425 )，并最终

将其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之中。

对于中国，早在2000年美国防部就专门成立了

“中国军事问题研究中心”，该中心发表的 《2020年

联合展望》报告暗示中国将成为美国的最大潜在威

胁。美国认为，中国处于所谓“不稳定的弧形地带”

的中心，是“最有可能对美国构成军事挑战的新兴

大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采取了一系列行

动。美国一方面声称“一个中国”立场，另一方面又

援引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向台兜售军事技术和武

器装备，将台湾作为自己在亚太地区的一艘“永不

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国不仅不断强化美日“军事一

体化”，加强与韩、澳、菲（律宾）等国的传统盟友关

系，而且有加强与印度战略合作，将其“培育”为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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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中国的一个战略支点之势，“美国正在亚洲扩大

势力范围，直达中国后院。随着布什政府把中国从

‘伙伴关系’重新定位为‘竞争者关系’后，美国高层

官员越来越欣赏印度同美国的共同民主价值观和战

略目标”[6]。此外，美国与印尼、越南的军事训练计划

也逐渐恢复，“面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布什政府的意

图如何恐怕已很清楚”!" 。由此美国苦心经营和构筑

的针对中国的所谓“环形岛链”渐成雏形。

总之，美国的战略意图及一系列战略行动似乎

可以印证这样一个结论，即正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国家把中俄推进到相同的战略处境，恰如美国学者

普拉特所言，“现在美国将北约扩大到俄国边境，又

将先进武器卖给台湾，这就把俄中两国推向一条新

的统一战线”[7]。中俄进行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

相互支持和借重，抑制美国的冷战思维，实为水到

渠成的事情，“中俄建立起来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是由实力居第二和第三位的国家间的联合，其目的

是要在战略上、政治上和心理上牵制依靠实力和理

念建立起独霸天下体制的美国”[8](P272)。美国建立单

极世界的企图和中俄等国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努

力实际上构成了世界格局过渡期的基本矛盾。

对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两国虽然强调不

是一种“结盟”关系，但其中所蕴涵的反对霸权主义

和强权政治的倾向也是非常明显的。俄罗斯学者梅

利可娃认为，“中俄两国解决了边界问题这个多年的悬

案，两国通过强调进一步加强政治和经济合作体制

的蜜月关系，动摇美日同盟”，虽然“两国之间还不存

在联盟，但已经不是单纯的‘友谊’了”[9]。鉴于中俄

两国共同反对美国单极体制、重视多极化和主张建

立新的世界秩序以及两国“共同的世界观”，特别是

2005年7月两国具有反美倾向的“关于21世纪国际秩

序的联合宣言”的签署，中俄“很可能将在国际反恐、

中亚安全、联合国改革等国际政治层面上，加深合

作”[10]。随着美国单边行动的“肆虐”和日美同盟的强

化，国际社会不时会听到 有 关 中 俄 两 国 甚 至 加 上

印 度 是 否 会 结 成“ 三 角 联 盟 ”以 共 同“ 对 抗 ”美 国

的争论。

而近来俄美关系的急剧恶化 #$ 、上海合作组织

联合军事演习%& 以及与美国关系“龃龉不断”的伊朗

总统内贾德被邀请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再次引起了

国际社会对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前景的关

注。就俄罗斯来说，一方面，由于美国的包括在东欧

部署反导系统在内的一系列的“遏制”举措已经关

涉俄罗斯的核心国家利益，俄在这些问题上不大可

能作出让步；另一方面，从实力对比来看，俄罗斯目

前尚缺乏能力与美国打一场新的“冷战”。虽然近年

来俄经济增长势头迅猛，但除与美国在军事上尚有

“一拼”外，在经济、政治、外交、思想等方面与美国

实不在一个重量级上。美俄实力差距的不对称性促

使俄产生进一步加强中俄协作甚至与中国“结盟”

的意愿。2007年8月10日俄《独立报》一篇标题为《以

上海条约代替华沙条约》的文章引用俄外交与国防

政策委员会委员维·什雷科夫的话指出，“美国和北

约称霸世界的企图应当受到某种制约。毫无疑问，

今天俄罗斯需要盟友，尤其是在亚洲这样复杂的地

区。俄罗斯致力于上海合作组织向军事政治方向发

展，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11]。如

果说俄罗斯在与美国关系恶化前因对其抱有众多

“期望”而对深化中俄关系有所“保留”的话，那么，

在今天俄美“对抗”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在中俄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的框架内进一步密切与中国的关系

就成为俄罗斯的必然选择 [12]。“俄罗斯正以新的外

交行动致力 于 成 立‘国 家 统 一 战 线 ’，这 一‘战 线 ’

将涵盖二分之一的人类，包括两个核大国（俄罗斯

和中国）以及四百多万军队（超过了北约军队的数

量）。”[11]

’( [日]《选择》月刊 2006 年 1 月载文（《埋没在美中之间的日本》）指出，美国把日美同盟作为对华军事包围网的中心，实

质上美国是将日本当成自己的第 51 个州来看待，然后以“整个美国”身份来对付中国。

)* 近些年来，俄美两国关于北约东扩、中亚国家“颜色革命”等问题争执不休，特别是以 2007 年初美国宣布在东欧部署

导弹防御系统为开端，俄美关系急剧恶化。面对俄美矛盾的不断升级，一些国际问题专家甚至认为，世界可能已站到

“新冷战时代”边缘。

+, 尤其是 2007 年 8 月中旬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军事演习引起美国军方和政府的高度关

注。美国担心中俄军事合作持续加深，而军演意在向美国炫耀武力，并在战略与外交层面上抗衡美国———中国评论新

闻网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4/2/9/2/100429241_2.html?coluid=59&kindid=0&docid=100429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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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俄是否会进一步“接近”甚至结为“盟友”，

关键就看中国的立场和态度。中国总的原则是实行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不搞集

团政治和冷战对抗，把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

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作为对外战

略的目标。就中俄美三方关系而言，一方面，俄罗斯

是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可以称得上是我们可靠

的“后方”；另一方面，美国是中国的“建设性合作”

伙伴，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对于中国的意义

不言而喻。中美两国虽然有矛盾，但“共同利益在增

多，合作领域在扩大”，绑上俄国“战车”而恶化与美

国的关系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那么，在俄美关

系急剧恶化、双方“对抗”日益升级的情况下，如何

协调和处理中俄、中美关系将是中国需要妥善解决

的一个重要问题。“莫斯科已经不止一次试图赋予

上合组织以军事性质。早在去年4月底上合组织国

防部长联席会议上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谢尔盖·伊

万诺夫就倡议建立军事集团，北京以‘深深的沉默’

未对此作出反应。后来，俄方又从另一方面提出这

一问题，即建议赋予上合组织与独联体集体安全条

约以同等性质，而这次北京明确表示反对。”[11]但如

果美国继续对中国实行“围堵”特别是在“台海”问

题上“强力作梗”的话，那么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发生“质变”的可能性则会明显增加。

第三，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续沿着目前的

态势进一步深化，逐步解决双边关系中存在的一些

问题，双方既不结盟，也不疏远，在中俄美相对良性

的互动中向前发展。

中俄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深化，特别

是双边经贸的规模和质量不断跃上新的台阶，同时

继续加深双边互信，消除疑虑，不断扩大和夯实中

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社会基础。在这些方面，双

方已经和正在取得丰硕成果, 双边经贸合作近来所

取得的进展便是一个例证。截至目前，中俄双边贸

易已经连续9 年保持增长，贸易规模和结构都有了

很大的提高和改善。2007年1- 10月，中俄双边贸易额

达到394亿美元，实现年初两国领导人宣布的400亿

美元的目标已成定局；更为可喜的是，双方的贸易

结构正在改善，2007年前三季度，中国向俄罗斯出口

的机电产品达71亿美元，比去年增长一倍[13]。中俄两国

还分别于2006年和2007年成功举办规模宏大、内容

丰富的“俄罗斯年”和“中国年”活动。《中俄睦邻友

好合作条约》的签订，不仅体现了中俄两国“世代友

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而且为两国关系达到更

高的水平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作为战略协作伙伴，中国无论从客观上还是从

主观上都不会对俄罗斯形成威胁。俄国家杜马国际

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切夫在接受《莫斯科共青团员

报》采访时表示，所有中国会向俄罗斯扩张的言论

都是“无稽之谈”。当问及中国是否向远东扩张的问

题时，阿穆尔州的副州长亚历山大·格尔德耶夫的

回答颇耐人寻味，“中国的问题在远东根本不存在。

政治家说10年后我们都将说汉语，这纯粹是胡说八

道。您知道，这里存在着东西方斗争。中国市场发展

非常快，西方反对———那些挥着拳头大谈中国威胁

的西方代表”[14]。但由于所谓“中国威胁论”的干扰，

俄罗斯的对华心理有时也呈现出两面性：一面是战

略上的利益借重和合作依赖，一面是心理上的疑虑

恐惧和排斥抵制。俄罗斯既想借助中国的力量来抗

衡美国，同时又想方设法抑制中国，不希望中国强

大；既想利用中国广阔的市场，“希望借助中国这条

巨龙的神力为自己插上腾飞的翅膀，同时却又缺乏

‘与龙共舞’的勇气与胸怀”[15]，不愿向中国出口原

料、能源及高、精、尖军工技术；既谋求中国对俄国

家领土完整和统一问题的支持，又主张俄在台湾问

题上要有所保留。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总统对外

政策局局长普里霍季科曾经指出，俄国内的某些政

客和冒险分子时不时试图“玩弄”台湾问题，从而触

及中俄关系中不可逾越的“红线”，这是不明智的 [16]。

正是俄罗斯这种既借重又怀疑，既合作又防范相互

矛盾的两面性心理使得中俄关系的发展偶尔也会

在某个特定的领域出现一些波动，但总体上中俄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会沿着健康的轨道顺利向前发展。

从中俄美“三角”互动的角度看，美国自然是一

个关键因素。鉴于美国在中俄对外战略中的重要地

位以及美国在当今国际事务中的实际作用，中俄两

国不会也没有必要结成“联合反美”的统一阵线。

对于美国来说，俄罗斯尽管失去了昔日的超级

大国地位，但仍然是唯一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军事大

国，加上俄罗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传统影响，美

国在许多问题上需要俄罗斯的合作；另一方面，美

国的单极企图又驱使其对俄采取一贯的挤压战略

（也 正 是 这 一 点 基 本 打 破 了 俄 谋 求 与 美 国 结 盟 的

“幻想”），俄不可能成为与美国平等 的 合 作 伙 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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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际 上 ，美 国 对 俄 的 主 流 政 策 是“ 双 管 齐 下 ”，挤

压 和 安 抚 兼 施 ，大 棒 与 怀 柔 并 举 ，即“每 当 在 挤 压

俄 罗 斯 并 获 取 重 大 地 缘 政 治 利 益 之 后 ，又 对 它 进

行‘ 利 诱 ’和‘ 安 抚 ’，使 之 不 脱 离 与 西 方 合 作（尤

其是国际安全合作）的轨道”[17 ](P124 )。而从俄内心来

讲，自然也不希望恶化与美国的关系。俄战略评估

研究所所长奥兹诺比谢夫曾经坦率地指出：“若要

降低俄美彼此核威胁水平、保证广泛的政治互动、

使俄罗斯在新世纪发达国家行列中占一席之地，离

开同美国的密切合作，俄罗斯将一事无成。”[17](P157)这

一席话可谓道出了俄罗斯人的心迹。事实上，俄美

双方在尖锐对立的同时，也都努力保持畅通的接触

和磋商渠道。未来俄美关系可望继续呈现一种既斗

争又合作、“斗而不破”的互动态势。

笔者认为，只要作为中美关系核心问题的台湾

问题得到妥善处理，基本上可以排除中美间严重对

抗的可能性。一方面，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

策决定了中国无意与俄罗斯结成对抗美国的联盟；

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战略尽管不会改变，

但面对中国日益崛起的事实，双边经济依赖的不断

加深，其策略和手法可能会作某些调整，比如说从

原来一味地堵截转向更多地建设性合作。从2005年

9 月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的中美互为“利益相关

者”论，到2007年4 月美国权威智库“外交关系理事

会”出台的呼吁美国政府加强与中国接触与合作的

报告!" ，从中美各层次、各领域不断完善的沟通机制

和管道 （包括两国国防部最近建立的热线电话）到

两国在“朝核”问题上的积极合作，再到美国政府近

来“反对”台湾“公投入联”的积极性宣示，所有这些

都增加了对中美关系良性互动的美好期待。

从国际大背景来看，影响中俄美互动关系的因

素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各国

经济联系和依赖不断加深，和平、发展与合作成为

时代主题，集团对抗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传统经

济体制下的零和、输赢规则已为经济全球化环境下

的非零和及双输、双赢规则所取代，较之于往日的

军事竞争，各国更加关注经济以及政治层面的较

量，协调与合作有望成为大国关系的主旋律。其次，

当前人类面临着诸多日益严重的共同性问题，如环

境污染、恐怖主义猖獗等，中俄美三国在反恐、防扩

散、朝核、环保等问题上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这客

观上要求彼此之间加强协商与合作，在互利基础上

实现共同发展。再次，就现实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而

言，中俄美三国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微妙变化。中国

的崛起正在成为现实，俄罗斯复兴的脚步在加快，

而美国却呈现相对衰落的发展态势，“过去十年中，

在许多人看来，美国注定会成为世界的唯一领导者

甚至将独霸世界。然而，美国深陷伊拉克的事实表

明，其独有的军事优势并不能保证对外政策的有效

性。传统上自以为独胜一筹的美国政治经济发展模

式正在遭受重创；更为糟糕的是，由于一连串的挫折

和失败，美国企图依靠强力扩展的所谓民主理念的

‘软实力’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18]。这种力量对

比的变化无疑会对三国间的关系互动产生影响。美

国近来似乎也显示出政策调整的某些迹象，比如从

崇尚单边主义转向更为强调大国协调与合作，从“先

发制人”转向更加注重外交努力等等，其在朝核问题

立场上的“积极变化”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

综合以上情况来看，中俄美“新三角”在“微妙复

杂”情势中的良性互动还是可能的。中俄作为战略

协作伙伴，两国在不断提高双边合作层次与水平的

同时，也努力发展与美国的良好关系。俄罗斯继续

奉行东西方相对平衡的对外战略，在力图“融入”西

方的同时也不“遗忘”东方，中国则继续奉行独立自

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致力于发展同俄罗斯睦邻友

好合作关系的同时，也努力保持与美国的“建设性

伙伴关系”。中俄两国既不结盟，也不对抗，而是通

过不断加深合作实现双赢，共同造福于两国人民。

考虑到俄罗斯和中国不断变化的状况，谁也没

有足够的把握来完全排除前两种极端情况之任何

#$ 2007 年 4 月，美国权威智库“外交关系理事会”出台了一篇题为“美中关系：肯定态度及负责任道路”的报告，呼吁

美国政府制定统一的对话建设性政策。就“面对中国势不可挡的崛起，美国是惊慌失措、四处围堵，还是从容应对、加

强接触？”这一问题，该报告指出，虽然中国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但应对中国的最好方式是进一步将其纳入全球体

系，从而以国际公认的安全、贸易、金融和人权准则，影响中国的利益和行为，并使中美能够协力应对共同的挑战。报

告认为，美中双边关系至关重要，并将对 21 世纪的国际安全格局起决定性作用。———《美智库:自信地接纳中国应成

为美对华政策共识》，中新网 2007 年 4 月 12 日电。

黄登学：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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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发展的可能性，但应当说，上述两种极端情况

之任何一种都不是两国所希望的双方关系未来发

展之方向，这也是两国回顾和总结历史得出的基本

结论。中俄间的联系已近四百年历史，两国间的关

系模式几度发生变化，其中既有关系友好时期，也

经历了对抗甚至武装冲突的阶段。中俄两国近四百

年关系历程积累起来的经验是两国人民的无价之

宝。在这些经验当中，积极的内容比消极的因素更

多。对待过去消极的现象可以使用邓小平同志的一

句话，叫“结束过去，面向未来”。 可以说，中俄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也正是中俄两国在这种广阔的历史

视野下，在两国国内政治、经济体制发生重大转型、

后冷战时代国际格局尤其是大国关系发生结构性

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形成的一种新型国家间关系。中

俄关系的特色，如中国俄罗斯问题专家俞遂先生所

言，就“在于：不结盟而又战略协作；关系密切而不

存在依附性；维护各自尊严和利益而无颠覆对方之

心；根据是非曲直处理国际事务而不搞双重标准；

重视与超级大国美国发展关系而又反对单边主义；

有利益分歧却能协商解决；推进世界多极化而又不

谋求霸权”[19]。

目前，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虽然中俄两国的转轨进程都仍未完

成，但未来两国的战略指向都是努力从地区大国变

为超级大国。从近期来看，中俄两国有着众多的利

益契合点：中俄都致力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国

提出了2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俄罗斯提出了10

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经济发展目标，为此双方

都有较强烈的合作愿望；中俄在国际事务中有相当

多的一致性，都主张世界多极化，反对霸权主义，都

不满美国的战略挤压和单极霸权，反对在反恐问题

上的双重标准，都希望营造一个平等、协商、合作的

国际环境；在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特别是在

朝核、伊核等热点问题上，双方持有基本一致的立

场；等等。中俄战略协作的基础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

还是比较牢固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近期发展

将是比较稳定的和可预期的，而普京总统最近关于

“中俄关系未来不会变”以及俄罗斯国内“中国是与俄

罗斯最友好的国家”的民调结果也进一步增加了我们

对此的良好期待!" 。但从中期来看，随着中国的崛起

和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以及中俄两国实力对比

的明显变化，俄罗斯是否仍会保持与中国的战略协

作，我们还不得而知。“据预测，2020年中国会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届时中俄双边关系的非对称

性将突破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范畴，或者必须转

化。”[20]如果中俄关系不能挖掘更广阔的发展潜力，

“融入更大的时代潮流之中，战略态势必然变化，相

互需要将重新调整，中俄关系将转型，带来新的相

互认知”[20]。而从中俄关系发展的远景来看，由于俄

罗斯完全拥有复兴的潜力和基础，未来随着俄国力

的不断“膨胀”，其一贯的帝国扩张的“欲望和梦想”

是否会重新燃起而对我国构成威胁，我们尚不得

知，但很清楚的一点是，目前的俄罗斯虽然身躯“孱

弱”，但其欲与美国“平起平坐”甚至“一争高低”的

帝国梦想从未泯灭。对于这一点，我们还是应当做

到心中有数，未雨绸缪，及早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

妥善处理两国间可能出现的问题。

总之，在可预见的将来，中俄两国既不会发展演

变成为传统意义上的“盟友”关系，也不会发生“断

裂”而成为“陌路人”，更不可能相互成为“敌人”，这

不仅是因为两国有对外部环境的准确判断和在国

际事务的各个层次上存在众多的利益汇合点，而且

是因为两国领导人和两国人民都能以史为鉴，站在

战略高度并以极大的政治智慧冷静和理智地处理

两国关系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我们也衷

心希望，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基本沿着第三种

前景平稳向前发展，从而既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

定与发展，同时也造福于中俄两国人民。

#$ 2007 年 9 月 8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悉尼 APEC 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谈时（这也是其总统任期内最后一

次与胡锦涛举行会晤）表示：“我想借此机会向您明确指出，近年来，在你我的共同直接推动下，中俄双边关系已达到

了很高的水平。我坚信，俄罗斯的对华政策未来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和调整。”另据“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007 年 8

月 30 日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今后 10 至 15 年内是俄罗斯最友好的国家，只有 3%的人

认为中国与俄的关系将会紧张。而排名友好国家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分别是白俄罗斯（12%）和德国（12%）。这表明，中

俄关系的未来已有了坚实的民众基础。此外，中俄两国政府已经决定，把 2008 年定为中国的“俄语年”，而 2009 年则

定为俄罗斯的“汉语年”。———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62387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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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uture of the Sino- Russian Strategic and Cooperative Par tnership

HUANG Deng- xu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Sino- Russian Strategic and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is not only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 of

national interests of the two countries, but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merican factors. In view of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

especially the American factors, there are mainly three prospects of Sino- Russian Strategic and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Russia will go

towards western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ith them establish an anti- China alliance, thus leading to the rupture of Sino- Russian Strategic

and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China and Russia will officially establish an anti- U.S. strategic alliance; China and Russia will neither ally

nor alienate, but go forward in the relative benign interaction with America. By gradually perfecting Sino- Russian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t all levels and in various fields, and with the gradual resolution of some issues, China and Russia will neither ally nor

confront, even less become enemies to each other. Their relationship will develop stably by following the scheduled track, which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world peace and stability, but also benefit the Chinese and Russian people.

Key words: Sino- Russian Strategic and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Russia- America relationship;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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