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 的 文 献 2 0 1 9 年 第 5 期                                           

 LITERATURE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文章编号 ] 1005 - 1597（2019）05 - 0057 - 07

苏联和俄罗斯学者关于新中国 70 年历史研究述评

■ 陈 鹤

[ 摘 要 ] 苏联和俄罗斯学者一直重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研究内容涉及新中国历史发展的

主要阶段和各个领域，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其中，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研究，学者主要针

对新中国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抗美援朝战争、“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以及中苏关系四个方

面展开；对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研究，则主要从对改革开放的总体评价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在经济领

域、政治领域、外交领域的重要政策、举措、成效等问题的研究展开。这些研究成果对当今中国学者深入

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有关问题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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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和俄罗斯学者一直重视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史的研究，研究重点随中国的经济发展水

平和国际地位的变化而有不同侧重。研究成果

除专题研究外，还有通史类、综合类研究。其中，

通史类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由齐赫文斯基主

编的 10 卷本著作《从古代到 21 世纪初的中国

历史》。该书第 8 卷《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

1976）》［1］ 和第 9 卷《改革与现代化（1976-

2009）》［2］利用俄罗斯解密档案资料，全面记

述了新中国成立 60 年的历史。综合类最具代表

性的著作，是由季塔连科主编的 6 卷本系列百

科全书《中国精神文化大典》。［3］该书旨在阐

释中国传统文化与今日中国的联系，以及中国

传统文化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国际社会解决

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和难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1］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чала XXI 

века:В 10 т./Гл.ред.С.Л.Тихвинский.Т. VIII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1949-1976)/Oтв.ред.Ю.М.Галенович.

М.,2017.　

［2］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чала 

XXI века:В 10 т./Гл.ред.С.Л.Тихвинский.Т. IX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1976-2009)/Oтв.ред.А.В.Виноградов.

М.,2016.

［3］Духов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энциклопедия.в 6 т./

Гл.ред.Л.М.Титаренко.М.,2006-2010.　

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新中国历史发展的

主要阶段和各个领域。本文分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时期研究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研究两个部

分，对苏联和俄罗斯学者关于新中国 70 年历史

的重要研究成果和观点加以述评。

一、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时期的研究

苏联和俄罗斯学者对新中国这段历史的研

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新中

国成立到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恶化，

在这个阶段，苏联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取得

的成就给予充分肯定，并大力宣传；第二阶段

是中苏两党、两国从意见分歧到关系走向破裂，

在这个阶段，苏联学界对新中国的看法和观点

多以负面为主，一些成果在学术研究的科学性

和客观性上有所缺失；第三阶段是中苏关系正

常化后，两国关系不断发展，1991 年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社会思想日趋多元化，一系列档案得以

解密，学术研究也开始更广泛利用国外学术资

源和成果，新中国史研究工作逐渐回归学术研

究的轨道。

（一）新中国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学界出现了一系列介

绍新中国、颂扬新中国成就的宣传性文章、教

材和小册子。许多在中国学习、工作过的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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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记者回国后发表介绍新中国的短评和随

笔，讲述所见所闻，如奥夫钦尼科夫、杰留辛、

波利亚科夫、斯特拉霍夫等苏联记者和专家就

撰写了大量短评和随笔。针对不同读者，苏联

还编写了普及读本和教材，对新中国进行全方

位的宣传和介绍，如阿瓦林的普及本读物《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就》

等。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苏联出版了

一批关于新中国的实用性专题类著述、文件集

和手册，如杰留辛的《中国共产党为解决农业

问题所作的斗争》、甘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经济》、鲁涅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

本质》和马斯列尼科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经济制度》等。1956 年，苏联还成立了中国学

研究所，出版《苏联中国学》杂志，刊发研究

和介绍关于新中国各方面情况的文章。苏联出

版的有关中国及亚非国家的近现代史著作也增

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章节，如苏联科学院

中国学研究所集体编写的《中国现代史纲》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内容就占了三分之一篇幅。

中苏论战开始后，苏联学者的态度发生了

转变。1966 年，苏联成立远东研究所，该所的

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研究新中国历史，撰写理论

批判文章。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中苏关系

正常化，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日益得到苏

联和俄罗斯各界的关注和肯定。此时，学者们

的研究重点逐渐转向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相关

问题上来，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研

究成果数量明显减少。远东研究所出版的有关

中国哲学、经济、农业、法制等方面的著述，

俄罗斯外交部编辑出版的《俄罗斯与中国谈判

集》等反映了这一时期有关领域的情况。

有学者对新中国从 1953 年开始由新民主

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梅利

克谢托夫提出，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构

想是“策略性”的，将其视为“夺取政权的工

具”，新中国成立后，自然要放弃“新民主主

义”概念。［1］别列兹内认为，新中国向社会主

义过渡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当时苏联向中国提

供的援助，使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产生了

［1］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Под ред.А.В.Меликсетова.М.,1998.  　

样板效应；二是中国在 1949 至 1952 年间取得

了显著成就，但也出现了革命急躁情绪、平均

财产思想和社会空想等思想倾向；三是中国当

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包括世界的总体形势以及

苏联的援助，为中国实现经济发展计划创造了

条件，而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和朝鲜半岛战事，

促使中国领导人“把社会和经济生活进一步国

家化”。［2］实际上，这些观点是不准确甚至是

不正确的。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

党自创立时就确立的奋斗目标。而中国当时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实现社

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先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新

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然后才能转入社会主义革

命。苏联和俄罗斯一些学者对新中国由新民主

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原因的探讨没有理解中国

共产党对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的

全盘思考。

（二）抗美援朝战争研究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是苏联和俄罗斯

学者比较关注的论题。俄罗斯学者根据档案资

料推断，中国领导人是在经过反复讨论和慎重

考虑之后才作出向朝鲜派兵决定的。这种观点

主要体现在战时派驻中国工作的中国问题专家

的论著中，如列多夫斯基的系列文章《1949 年

12 月 —1950 年 2 月 斯 大 林 与 毛 泽 东 的 谈 判》

《1952 年 8—9 月斯大林与周恩来谈判记录速

要》和贾丕才的著作《在不同纬线上——外交

官日记》等。此外，苏联和俄罗斯学者们还比

较关注抗美援朝战争中苏联对华军事援助问题。

1969 年出版的贾丕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

个十年两种政策》，公布了苏联向朝鲜人民军

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武器弹药、燃料、食品、

药品并派驻军事顾问等的有关情况。［3］在 1979

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十年三种政策》

中，贾丕才详细介绍了停战协议签署过程中苏

［2］Л.А.Березный.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общей 

концепций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Вестник 

ЛГУ.1990.Сер.2.Вып.2. 　

［3］М.С.Капица.КНР:два десятилетия-две политики. 

М.,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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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所起的作用。［1］此后出版的多由苏联战时驻

华外交官、军事顾问撰写的回忆性著述，结合

俄罗斯解密档案资料，对战争中苏联对华军事

援助的情况作了更为具体详实的叙述，如列多

夫斯基的《斯大林与中国》等。

（三）“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研究

“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也是苏

联和俄罗斯学者比较关注的论题。从运动一发

生，学者们就开始了相关研究，他们试图搞清

楚这些事件的起源和主要原因，主要研究成果

有：格鲁宁、格里戈里耶夫、库库什金等合作

完成的《中国现代史（1917-1970）》，苏联科

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1970 年恢复原名“东方

学研究所”）和非洲研究所共同出版的 3 卷本《中

华人民共和国简史》及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出

版的教材《中国的历史：从远古到现在》等著

述中都增加了“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的相关内容。此外，还有卡那瓦洛夫的《“大跃进”

的社会经济影响》、雅克缅科的《中国的“大

跃进”与人民公社》和沃耶瓦金的《“大跃进”

及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中的影响》等文章

和出版物。

由于当时的很多论著是在充满政治偏见的

背景下产生的，其中的多数观点和主张并不科

学、客观。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这种政治

偏见才逐渐减弱。乌索夫的《从“大跃进”到

“文化大革命”（1960-1966）》是俄罗斯第一

部综合研究这段历史的著作。［2］之后又出版了

《中国：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1976-

1984）》，《从古代到 21 世纪初的中国历史》

第 8 卷《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76）》中的“文

化大革命”部分也由乌索夫写作。他参考中共

两个历史决议的主要观点，依据大量文献资料，

完成了该卷相关内容的写作。科鲁申斯基的《“改

天换地”——亲历者眼中的“大跃进”》一文，

是作者 1957 至 1959 年担任中国外国专家局俄

［1］М.С.Капица.КНР:три десятилетия-три политики.

М.,1979.　

［2］В.Н.Усов.КНР:от «большого скачка» к «культурной 

революции».ч.1,2.ИБ ИДВ РАН. №4,№5.М.,1998.　

文翻译兼顾问时的日记，记述了他所见到的“大

跃进”运动中的中国时局、中苏关系和中国普

通百姓的生活，从他的视角描述了“大跃进”

运动给中国带来的影响。［3］另外，从 1975 年

开始，苏联（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每年

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详尽反映新中

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成为苏联

和俄罗斯学者研究中国的重要参考资料。

（四）中苏关系研究

随着中苏关系正常化和俄罗斯档案资料的

解密，俄罗斯学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追述中

苏友好时期两国的密切交往，分析中苏分裂的

原因和后果，反思和总结两国关系发展的经验

教训。齐赫文斯基主编的《20 世纪俄中关系文

件资料集》［4］等相关档案文献的编辑出版为研

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总体反映 20 世纪四五十

年代的中苏关系，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米

亚斯尼科夫主编的《20 世纪 50 年代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库利克的《苏中分裂：原因与后果》等。

俄罗斯学者一直重视对苏联专家援华问题

的研究。米亚斯尼科夫在《友好的十年》一文中，

用数据说明 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对中国各领域

援助的情况及其对中国的建设发展、巩固国防

等方面的作用。［5］韦艾兰利用俄罗斯科学院档

案馆档案资料，在《中国经济、科技和人文建

设中的苏联专家》一文中，介绍了 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专家对中国科技、农、林、地质、水

利等领域援助的具体人员和内容。［6］她在另一

篇文章《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建筑和建设领域的

［3］А.Крушинский，Картины  на “чистом  листе”，
или “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 глазами очевидца ,часть первая，
часть вторая.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8.№5,№6.　

［4］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5.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46-

февраль -1950.Кн.1,2/Отв.ред.С.Л.Тихвинский;ред.

В.С.Мясников.М.,2006.　

［5］В.С. Мясников.Десятилетие дружбы//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1950-е годы:Т.1.М.,2009. 

［ 6 ］ А . В е р ч е н ко . С о в е т с к и е  с п е ц и а л и с т ы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м и гуманитарном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КНР (1949-1960г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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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中合作》中，阐述了苏联对新中国建筑理论

与实践的影响，包括对中国工业建筑、城市建筑、

民用建筑，以及对中国建筑学科和建筑技术的

影响。那些建于 20 世纪 50 年代、带有浓郁苏

联风格的中国建筑，也成为中苏关系发展的历

史见证。［1］玛玛耶娃、索特尼科娃、韦艾兰共

同完成的《苏联援建的 156 个项目》系统研究

了 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对华援助项目，使 50 年

代的中苏合作研究走向深入。［2］

关 于 中 苏 分 裂 的 原 因 及 影 响， 库 利 克 利

用大量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和俄罗斯联

邦总统档案馆档案，以及公开出版的中苏两党

两国关系档案、两党重要会议档案、党和国家

重 要 领 导 人 讲 话 等， 着 重 从 两 国 历 史 和 政 治

角度研究双方关系的发展演变。他在《苏中分

裂：原因与后果》一书中，提出苏中分裂是由

苏中两国发展不同阶段、不同国情和对社会主

义道路认识的分歧导致的。苏中分裂对两国历

史走向及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影

响。［3］

中 苏 关 系 中 一 些 重 大 事 件 亲 历 者 的 回 忆

录是中苏关系研究的重要参考。齐赫文斯基对

1939 年到 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驻华外交官 10 余

部回忆录进行综述，形成《1939 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苏关系回忆录》，记述了他们当时在

华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他们

亲历的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4］巴扎诺夫的《中

国：从中世纪帝国到 21 世纪的超级大国》，也

是一部回忆录性质的著述。书中详尽分析了自

［1］А.Верченко.Советские-китайской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архитектуре и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в Китае в 1950-е годы.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18.№4.　

［2］Н.Л.Мамаева, И.Н.Сотникова, А.Л.Верченко.

Участие СССР в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и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156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ых объектов» в КНР в 1950-е годы. 

Новые факты и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 Oтв. ред. Н.Л. Мамаева. М.,2018. 　

［3］Б.Т.Кулик.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2000.　

［4］С.Л.Тихвинский.Мемуар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по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1939-1950 годы.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7.№3.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苏关系各个发展阶段的成

因、特点和走向，记述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

苏交恶时期两国外交官的接触、苏联对中美建

交的评价和分析等。［5］ 

二、关于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研究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国

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苏联和俄罗斯

学者发表大量论著，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

外交、党建等领域，追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

进程，分析取得成就的原因，解读中国道路、

中国制度和中国经验。限于篇幅，本文仅对苏

联和俄罗斯学界关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和成就

的总体评价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在经济领

域、政治领域、外交领域的重要政策、举措、

成效等问题的研究加以述评。

（一）对改革开放进程和成就的总体评价

对改革开放进程的研究和评价集中体现在

纪念改革开放和新中国成立的重要时间节点前

后出版的一批著述上，成果极为丰富。季塔连

科是俄罗斯中国改革理论研究的重要学者。他

指出，中国的改革顺应了时代的召唤。5000 年

的中华文明是中国最宝贵的财富、最深厚的生

存基础和振兴根基。因此，中华民族拥有强大

的自我修复和自我发展潜力，拥有经得起任何严

峻考验的承受能力。他指出，中国改革的重要成

就是，使一个人口大国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改

变，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引上了一条独一无二

的发展道路。［6］

季塔连科的这些认识，已成为今天许多俄

罗斯学者的共识。2018 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

研究所召开纪念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圆桌会议，

与会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表示

由衷赞叹。会议主持人波尔加科夫在发言时指

出，中国 40 年改革开放的历史首先是一部成就

史，因为改革开放，中国在很多方面跻身世界

［5］Е.П.Бажанов. Китай: от Срединной империи до 

сверх державы 21 века.М.,2007.　

［6］Китай на пут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и реформ,1949-1999/

Отв.ред.М.Л.Титаренко.М.,1999;М.Л.Титаренко.

Китай:цивилизация и реформы.М.,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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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之列，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巨大提升。

维诺格拉多夫指出，习近平提出的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已不只是几代中国政治家的

追求和梦想，而是正在成为现实。中国新的世

界地位，使其发展模式有机会获得更广泛的认

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指明了光明前景。［1］

（二）经济领域研究

苏联和俄罗斯学者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

既有侧重于中国经济发展原因、特点的宏观探

讨，也有深入细致的专题梳理。21 世纪以来的

主要著述有：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写的

论文集《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改革》、波尔加

科夫的《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经济政策》和《中

国经济改革 1979-1999》、皮沃瓦罗娃和季塔

连科等合著的《现代化与改革之路上的中国》、

皮沃瓦罗娃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

探索的结果》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问题》、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集体著述的《走

入 21 世纪的中国经济》、博罗赫的《中国经

济思想》、瑙莫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996—

2020 年经济发展战略与问题》、奥斯特洛夫斯

基的《中俄经济改革比较分析》、孔德拉绍娃

的《中国正在寻找自己的道路》、穆罗姆采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型工业化之路》以及博

尼的《迈向市场道路上的中国农村》等。

俄罗斯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的主要目的是，在生产力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不

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

其主要原因是，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逐渐实现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同时遵循发展生产

力、提高生产效率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

而且，中国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

过程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都是逐

步分阶段进行的，不是快速推进、一蹴而就的，

避免了社会大的震荡。论文集《中华人民共和

国抵御危机政策》从应对 2008 年金融危机的角

度，研究中国共产党应对危机的举措、效果和

经验，认为中国在世界经济危机中保持了经济

［1］К 40-летию начал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реформ в 

Китайской Но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18. №4.　

较为平稳的增长，成为世界经济走出困境的动

力之一。中国对经济危机的有效应对，使其在

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2］

中俄改革比较研究，是俄罗斯学者研究中

国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领域。20 世纪 90 年代末，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完成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经济改革的战略战术：俄罗斯利用中国改

革经验的可能性”课题，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反通货膨胀、信贷政策、对外经济贸易和地方

经济等进行了深刻分析，并探讨俄罗斯经济改

革借鉴中国经验的可能性。之后，俄罗斯科学

院远东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中国和

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共性与特性”课题，

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做法和经验进行了

总结。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问题，波尔加

科夫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当前形势与

前景》一文中系统梳理了转型的进程。他认为，

中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总方向是发展新兴战

略产业，这取决于中国科技方面的发展潜力及

其成果转化。［3］波尔加科夫不仅从中央层面和

国民经济整体层面考察，还从局部和地区维度

观察、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过程、特

点及结果。他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中深

圳经济发展的特点》一文中指出，深圳经济增

长模式转型有着自己的特点，即不是靠提升内

需，而是靠产业结构调整。从历史上中小企业

为主体从事委托加工、来样加工的经济模式，

短期内转型为新型生态友好型城市，深圳是发

展非能源型产业的成功范例。［4］

2014 年，中国提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俄罗斯学者在追踪观察的基础上对此进行研究。

博罗赫在《中国特色的“新常态”》一文中，

［2］Л.В.Новоселова.Антикризис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КНР: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е истоки.Азия и Африка.2010. №2.　

［3］В.А.Портяков.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модел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в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современные 

тенденц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14. №4.　

［4］В.А.Портяков.Особенности развития экономики 

Шэнь чжэня в условиях модификации модели роста в 

КНР.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1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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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了中国“新常态”概念的内涵和理论来源。

他认为，中国的“新常态”不同于西方对经济

危机后世界经济长期低迷的描述，而是指中国

经济增长转向另一阶段的客观过程。中国的经

济“新常态”虽然增长速度放缓，但这将有利

于质量的提升。［1］

（三）政治领域研究

俄罗斯学者对中国的政治领域较为关注。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国家

和法学研究所、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莫

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研究人员集体研究成果

《1978—2005 年改革过程中的中国政治体制与

法制》，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国家政治

体制和法制发展的进程。［2］科瓦廖夫的《政治

制度和中国的现代化》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

进程和主要趋向进行了分析。［3］维诺格拉多夫

的《现代化的中国模式——进一步寻找认同感》

以经典和现代的政治理论为依托，对中国现代

化问题进行了思考。［4］贝尔格尔的《中国政治

改革前景》一文，回顾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

历史进程，分析了中国理论界对国家政治体制

改革探讨达成的共识以及未来改革的方向。［5］

玛玛耶娃的专著《政党与权力：中国共产党与

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以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

中的政党政治为研究对象，总结了中国共产党

加强政治建设的一系列举措。她认为，中国共

产党执政能力的不断提高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提供了保证。［6］她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党政治改革 60 年——中苏比较分析的若干方

面》一文，认为中国政治建设呈现逐步发展的

［1］О.Н.Борох.«Новая нормальность»с китайской 

спецификой.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15.№3.　

［2］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и право КНР в процессе 

реформ 1978-2005/Рук.авт.кол.Л.М.Гудошников. М.,2007.　

［3］К.А.Кокарёв.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режим 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Китая.М.,2004.　

［ 4 ］ А . В . В и н о г р а д о в . К и т а й с к а я  м о д е л ь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поиски новой индетичности.М.,2005.　

［5］Подъём  Китая: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М.,2007.

［6］ Н.Л.Мамаева. партия и власть: Компартия Китая и 

проблема реформ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М.,2007.　

态势，在现行政治体制框架内中国共产党存在

着进一步自我完善的巨大潜能。她认为，中国

的政治体制在 60 年间展现了自身的灵活性和适

应性。［7］

中俄（苏）两国在 20 世纪的一段时间里走

过了相近的发展道路，最终却形成了完全不同

的走向，俄罗斯学者希望从中俄比较中找到答

案。鲍罗季奇的《中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20

世纪末—21 世纪初）：比较分析》一书，通过

回顾各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历史考察，分析了

中俄政治体制改革中各自国内外经济、社会、

文化及内外相互作用等要素，提出俄罗斯的改革

是外源性的，而中国的改革是一种把起着“承重

结构”作用的中国传统与社会特点相结合的新型

模式。［8］

（四）外交领域研究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特别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提出，俄罗斯学者

对中国外交领域的研究重点，逐渐从中国外交

政策的历史演变，传统的双边、多边外交研究

向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研究扩展，以探寻中国对

全球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影响，寻找中俄两国利

益的共同点。

对 中 国 外 交 政 策 的 演 变 历 程 进 行 梳 理 是

俄罗斯学者对中国外交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

特里福诺夫在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

（1949-2009）》中，阐述了中国外交政策演进

的主要阶段和各阶段内容，并分析了中国在处

理国际重大问题和与世界主要大国关系等方面

所持的原则立场。［9］拉佐夫的《俄中关系六十

年经验教训》一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 60 年中

俄关系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中俄两国在多个领

［7］ Н. Л.Мамаева.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60 

лет партий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й.КПК и 

КПСС-некотор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го анализа.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9.№5.　

［ 8 ］ В . Ф . Б о р од и ч . П р о бл е м а  т р а н с ф о р м а ц и 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систем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конец XX - начало 

XXI вв.) Опыт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го анализа.М.,2008.

［9］В.Трифонов.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КНР 1949-2009г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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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共识和分歧，提出应学习和吸取过去的经

验教训，理智建设未来的俄中关系。［1］达维多

夫在《美国—中国—俄罗斯：35 年后的“三角”》

一文中指出，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形

成了中苏美战略大三角，35 年来，这个“三角”

虽然早已结束正面对抗，但并未形成真正意义

上的合作架构，仍然保持着各自对全球化的独

立影响。［2］波尔加科夫在专著《21 世纪中国对

外政策》中，分析了 21 世纪以来中国对外政策

的变化和特点以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预测了

中国未来伟大复兴的前景。［3］

库济克和季塔连科合著的《俄罗斯与中国

2050：共同发展战略》一书，分析了中俄两国

利益的共同点，阐述了双方在合作与发展战略

基础上共同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决

心和努力，展望了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和中俄

战略伙伴关系的前景。［4］季塔连科和洛马诺夫

合作完成的《中国大国战略的政治文化视角》

一文，分析了当前中国在外交领域提出的一些

［1］С.Разов.Шестьдесят лет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екоторые уроки.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9.№5.

［2］А.Давыдов: США-КНР-Россия: треугольник 35 лет 

спустя.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7.№6.

［3］В.Я.Портяков.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в XXI столетии:монография.

М.,2015.

［4］Б.Т.Кузык, М.Л.Титаренко.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стратегия 

соразвития.М.,2006. 　

新思想。作者认为，中国目前所达到的发展水平，

使中国在同世界的交往中，能够寻求经济利益

与政治、外交目的的协同实现。例如，中国领

导人提出的源于中国儒家学说的坚持正确的义

利观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思想，对于改善全

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价值。［5］

除上述研究成果外，苏联和俄罗斯学者关

于中国领导人的论著中也包含中华人民共和国

史的内容，如塔夫罗夫斯基的《习近平：正圆

中国梦》、潘佐夫的《毛泽东》和《邓小平》、

乌索夫的《邓小平和他的时代》以及加列诺维

奇关于中国领导人的一系列专著等。

综上，苏联和俄罗斯学者围绕新中国 70 年

历史进行研究，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尽管学

者们的观点受本国发展状况和中苏（俄）关系

发展变化的影响，一些观点甚至失去了学术研

究应有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但总体来看，这些

研究成果对当今中国学者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

和国史、改革开放史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的有关问题等，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

〔作者陈鹤，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副研究员，北京 100017 〕

（责任编辑：程莹莹）

［5］М.Л.Титаренко, А.В.Ломанов.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культурные аспекты стратегии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Китая как 

великой державы.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