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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俄伙伴关系
外交的经验与启示

于　 游１　 高　 飞２

（１．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２．外交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３７）

摘要： 当前国际社会日益成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交流网络。 在网状的国际政治结构中，
大国关系对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建设具有示范效应。 不断成熟发展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为国家间交往提供了有益经验，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中俄

伙伴关系外交逐渐形成了和平、平等和包容的特点，不仅为两国关系发展带来了切实利益，也
推动国际关系朝着更加多样化、均衡化方向发展，维护了大变局时代世界秩序的基本稳定。 通

过梳理中俄伙伴关系外交的发展历程，分析其特点和建设的路径，中俄伙伴关系外交具有巨大

的外溢效应，对未来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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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

比深刻调整，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国际环境日

趋复杂。 大国关系对国际和平与发展具有直接

影响，国际社会期待构建均衡稳定、协调发展的

新型大国关系，以应对日益增加的不稳定性和

不确定性。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

近平访问美国时提出，中美应拓展两国利益汇

合点和互利合作面，努力把两国合作关系塑造

成 ２１ 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①新型大国关系以

“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

内容，目的是打破“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和

平相处、平等互信的新模式。 然而，在近年来的

外交实践中，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受

阻，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的努力面临挑战。 相较而言，中俄睦邻友好关

系同样是在冷战后国际形势经历深刻复杂变化

的动荡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双方从双边层面

逐渐积累互信，进而在有关国际秩序及其他重

大问题上凝聚共识，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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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俄关系不封顶、不设限”，①“中俄关系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②中俄关系已经成为当今

世界结伴而不结盟、对话而不对抗、密切合作的

新型大国关系典范。③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

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④

总结冷战后中俄关系的发展历程，对于中国抓

住机遇应对挑战，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

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具有很好的启发

意义。

一、中俄伙伴关系外交的发展

历程与特点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中俄两国在莫斯科签

署《会谈纪要》，顺利实现了从中苏关系到中俄

关系的平稳过渡。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俄罗斯总统叶

利钦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双方签署《关于中俄

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提出“相互视为友

好国家”，保持“睦邻友好关系和进行互利合作”
关系。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俄

罗斯进行正式访问，两国领导人在《中俄联合声

明》中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面向 ２１ 世纪睦

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建设性伙伴关系”。 １９９６
年，在叶利钦访华期间，两国将双边关系提高到

“面向 ２１ 世纪的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中俄两国元首在莫斯科签署

《中俄睦邻友好条约》，将两国“世代友好，永不

为敌”的思想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确立了

“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中俄关

系。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中俄两国以共同庆祝《中俄睦

邻友好条约》签署 １０ 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伙

伴关系升级，提出建立致力于发展平等互信、相
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⑤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普京总统访华，双方签

署《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正
式将两国关系提升至“加强平等信任、相互支持、
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 ２０１４ 年，两国宣布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发展到新阶段。⑥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习近平主席

访俄期间两国签署《中俄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进一步将双边关

系提升至“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⑦ 总的来看，伙伴关系的逐步建立和发展贯

穿了冷战后中俄关系近三十年发展的主线。
中俄两国将彼此身份定位为“伙伴关系”，

不断拓展伙伴关系外交的广度和深度。 在政治

上，中俄两国不断加大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

题上相互支持，签署了一系列重要声明、文件、
协议等，使双方持续稳定的合作具备了坚实的

政治基础和法律保障。 军事合作不断深入，联
合军演的实战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中俄两

国在战略互信和军事合作领域走上了“肩并肩、
背靠背”的路径。 在经济上，中俄着力深化利益

交融，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对

接，经贸关系快速发展，贸易额不断增长，贸易

结构不断优化。 在国际事务上，中俄相互协调，
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坚定维护

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携手构建新

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外交部副部长

张德广认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既是一个新

的外交概念，也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决

定。⑧ 用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重新定位中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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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创举。 按照这一定位，
中俄双方在解决边界问题方面明显提速，为稳

定中国北部和西部边疆安全，拓展与中亚的合

作，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奠定了基础。 普京高度

评价中俄伙伴关系，认为两国国家利益的共同

点建立在俄罗斯和中国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

上，彼此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共同态度是我

们战略合作的基础，也是我们把发展俄中特殊

关系看作是我们共同的伟大成就的原因，①“俄
中合作进入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阶段。
如果我把这种合作称为两国悠久交往史中的最

好合作也并不过分”。② 中俄新型关系的发展为

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打下了基础，
中俄新型大国关系将合作共赢置于大国交往的

核心地位，突破了大国间以冲突和竞争为主的

传统关系，以其全新的国际交往理念丰富了国

际合作理论。③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俄伙伴关系外交

逐渐形成了和平、平等和包容的特点。
第一，中俄伙伴关系外交具有明显的平等

性，政策表征是相互尊重。 伙伴关系外交是中

俄基于历史教训和现实需要的选择，双方历史

上的三次结盟均以失败告终，历史经验表明，伙
伴关系外交是中俄实现合作的有效路径。 伙伴

关系外交要求国家不分大小贫富，都要相互尊

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相互尊重各自选择的

发展道路与价值观念。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没

有追随西方在政治上对打压中国煽风点火，中
国也没有因俄罗斯面临的巨大经济困难而落井

下石，两国在坚持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情势下催

生了政治互信。 西方学者也因此认为，战略伙

伴关系的建立是两国结束数十年敌对状态努力

的结果，也是 ２１ 世纪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④

第二，中俄伙伴关系外交具有和平性，政策

表现为“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 伙伴

关系与军事同盟最大的区别是不设假想敌，排
除了军事因素对国家间关系的干扰，致力于以

合作而非对抗的方式，以共赢而非零和的理念

处理国与国关系。 中俄两国都认为，冷战时期

的结盟已经无法应对不断变化的现实，为了更

有效地解决国际问题，现在需要建立新的灵活

联盟，而不是传统的永久集团。⑤ 中俄伙伴关系

外交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

则，具有高度的灵活性。 这种灵活性特征有助

于两国根据国家利益处理不同的对外安全与经

济问题，增加外交的回旋余地。⑥ 伙伴关系外交

顺应冷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趋势，有利于中

俄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与协调，在涉及本

国核心利益问题上互相支持，同时保留政策的

灵活性，为避免局部大国矛盾和热点冲突安上

了减震器和安全阀。
第三，中俄伙伴关系外交具有包容性，政策

表现为双边与多边网状机制形成联动。 中俄伙

伴关系外交的包容性主要体现在超越社会制度

和意识形态，最大限度地谋求共同利益和共同

追求，同时保证双方在国际事务中依然能够坚

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

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 具体来看，中俄伙伴关

系的发展过程中不存在排他性。 中俄伙伴关系

外交发展的同时，中国同世界上其他 １００ 多个

国家和国际组织相继建立起不同形式的伙伴关

系，共同组成了严密的伙伴关系网络。 中俄伙

伴关系外交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中俄印、中俄

蒙三边交流，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

合作机制中共同发挥引领作用，在亚太经合组

织、二十国集团和联合国中，双方的协调合作也

越来越紧密，形成了双边伙伴与多边协作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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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Ｗｉｓｈｎｉｃｋ， Ｍｅｎｄｉｎｇ Ｆ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ｓｃｏｗｓ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ｒｏｍ Ｂｒｅｚｈｎｅｖ ｔｏ Ｙｅｌｔｓｉｎ， Ｓｅａｔｔ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１， ｐ．１９６．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Ｍ Ｌａｖｒｏｖ Ｕｒｇｅｓ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Ｓｐｕｔ⁃
ｎｉｋｎｅｗ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６， ２００６， ｈｔｔｐｓ： ／ ／ ｓｐｕｔｎｉｋ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ｒｕｓｓｉａ ／
２００６０９ ２６５４２６３９８１ ／ ．

王树春、万青松：“论新型中俄关系的未来走向：结伴还是

结盟？”，《当代亚太》，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第 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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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互动，促进了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形成。

二、伙伴关系外交与中俄新型大国

关系建设的路径

　 　 冷战结束后，中俄两国汲取了冷战对抗教

训，都把实现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视作

核心目标。 在国际上，美国不断推动“北约东

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在亚太地区强化

美日军事同盟，插手台湾事务，防范中国崛起，
形成了对中俄的双遏制，中俄两国面临相似的

国际环境。 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以大西洋主

义外交政策为主导方向，试图与美国以及西方

世界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然而随着“北约东

扩”，俄罗斯领导人开始着手调整亲西方的外交

政策，开始兼顾对外政策中的东西平衡，①１９９３
年出版的俄首部外交政策纲领性文件《俄罗斯

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基本原则》正式提出了东西

方平衡的双头鹰政策。② 从中国方面来看，从中

共十二大开始，中国已经明确提出坚持独立自

主和平外交政策，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

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也不同任何超级大国结

盟。 同样，为了应对外部环境的新变化，中国开

始与巴西、俄罗斯等国建立“伙伴关系”，以此增

加外部世界与中国合作的共同利益，增进与中

国合作的机会成本，防止出现其他国家联合阻

止中国崛起的可能。③ 出于共同的利益需要和

价值选择，伙伴关系外交由此成为中俄两国共

同的选择。 从本质上来看，中俄伙伴关系外交

不同于冷战时期西方阵营内部的“盟友—伙伴”
关系调整，而是为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塑造一

种“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的平等、和
平、包容的国际合作范式。

第一，军事交流推动伙伴信任的起步。 冷

战时代，中苏两国经历了长期的政治对抗和军

事对峙，军事领域的交流合作也因此成为中俄

走向互信的第一步。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戈尔巴乔夫

访华，中苏实现了关系正常化；１９９０ 年 ４ 月，中
苏达成《关于国界地区减少驻军和建立信任的

协定》；１９９１ 年 ５ 月，中苏就东段边界达成协议。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中俄两国领导人在纽约会晤后，双
方军事交流随之拉开了序幕。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底，
独联体武装力量总参谋长萨姆索诺夫上将访问

中国，５ 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赵

南起上将访问俄罗斯。 随着两国军方高层信任

的增加，３ 月至 １１ 月，中俄双方在北京顺利进行

了三轮有关削减边境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信任

的谈判。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叶利钦总统访华，中俄

双方签署了以“睦邻”和“互利”为基础的《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的联合

声明》和《两国政府间在彼此削减边界地区武装

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问题上的相互谅解备

忘录》。 《备忘录》明确提出两国在 １９９４ 年底前

达成两国政府间协议，并根据协议将两国军事

力量削减到与两国关系相适应的最低水平，使
边境地区军队只具有防御性质。 俄罗斯方面表

示，这项文件的签署朝着结束我们两国边界地

区军事对峙状态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④也标志

着双方军事信任关系的初步建立。 随着中俄两

国军事领域信任的提升，双方交往的层次和频

率不断提高。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迟浩田国防部长访

俄，两国签署了预防危险军事活动协定；９ 月，两
国发表了关于不将本国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的

联合声明。⑤ １９９９ 年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访华，
２０００ 年中国海军舰艇对符拉迪沃斯托克进行回

访，此后双方海军交流频繁。 联演联训一直是

中俄两国军事合作的重要内容。 ２００５ 年两军举

行了中俄（苏）建交 ５５ 年来的第一次双边军事

演习———“和平使命—２００５”联合军演，标志着

４５

①

②

③

④

⑤

赵华胜：“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中国和美国”，《现代国际

关系》，２００２ 年第 ９ 期，第 ２９ 页。
“Принятие Концеп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Ф １９９３ г，”

Ｖｕｚｌｉｔ， ｈｔｔｐｓ： ／ ／ ｖｕｚｌｉｔ． ｒｕ ／ １９４１７８０ ／ ｐｒｉｎｙａｔｉｅ ＿ ｋｏｎｔｓｅｐｔｓｉｉ ＿ ｖｎｅｓｈｎｅｙ ＿
ｐｏｌｉｔｉｋｉ＿１９９３， 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Ａｖｅｒｙ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Ｆａ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 Ｒｉｓ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ｓ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Ｃｈｏｉ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Ｉｓｓｕｅ
１６８，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１， ｐ．８４２．

［俄］维克多·利托夫：“俄中边界 １０ 年前就已成为一条

安全的边界线”，俄罗斯新闻社，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转引自栾景

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版，
第 ７２４ 页。

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１９４９—２００１）》，中国青

年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４８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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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交恶后两国新型军事互信合

作关系达到了四十年来的新高点。① 此后，两军

在双边和多边框架下举行了 ２０ 多次各类演训

活动，规模涵盖战略战术各个层级，领域涵盖传

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范围由陆地拓展到海上、
空中等多维空间。② ２００９ 年，中俄建立“弹道导

弹发射相互通报”机制———《弹道导弹和商用舰

载火箭发射通报协议》，标志着两国在军事与安

全领域的信任进一步提升。③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年

军事领域合作发展“路线图”》的签署是对中俄

双边军事合作进行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也
是两国高水平战略互信和战略协作的最新

体现。
第二，磋商机制畅通伙伴交流的渠道。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叶利钦访华期间，中俄双方同意保

持不同级别、各种渠道的经常对话，并在北京和

莫斯科建立中俄政府间的热线电话联系。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李鹏总理访俄，双方宣布正式启动中

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 随着中俄两国高层互动

频繁，定期会晤机制日益成熟，从 ２０１３ 年到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利用双边和多边平台，习近平主席

与普京总统的正式会晤就有 ３０ 余次。④ 中俄两

国已经形成了以元首年度互访为引领，以总理

年度会晤为核心，以副总理级多领域合作机制

组成的高层交往和政府各级协作机制。 此外，
中俄之间还有议会间合作机制、政党交往机制、
中共中央办公厅同俄总统办公厅交流合作机

制、战略安全磋商机制、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和两

国派驻对方的使领馆代表机构等。⑤ 随着双方

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领
土完整、发展等核心利益问题上互谅互让、相互

支持。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中俄两国签署《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边界东段的补充

协定》；２００８ 年 ７ 月，两国外长签署中俄国界线

东段的补充叙述议定书，为中俄历史遗留边界

问题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对此感触颇深，他说，中俄边界问题的彻底解决

表明，当国家关系上升到真正的伙伴关系水平

时，任何问题，哪怕是最复杂、最敏感的问题都

可以得到圆满解决。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中华人民

共和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联邦远东及东西伯利

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２０１５ 年 ５ 月《中华人民

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的

签署反映出长达 ４ ３００ 多公里的共同边界正在

成为两国人民和平、友好往来的纽带。 中俄两

国在国际事务中通过多种磋商机制加强合作与

协调，２０００ 年 ７ 月两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

明》、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两国就加强全球战略稳

定发表联合声明，共同维护全球和地区战略稳

定。 此外，从 ２００８ 年起，两国还多次就国际形

势和重大国际问题发表联合声明，为推动国际

关系民主化，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

贡献。⑦

第三，经贸关系助力伙伴互利合作的深化。
中俄伙伴关系外交的不断发展改善了中俄经济

合作与中俄关系政治高度不相适应的情况。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９ 年，中国连续 ９ 年成为俄罗斯最

大的贸易伙伴。 ２０１９ 年，中俄贸易额为 １ １０７．５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３．４％，⑧连续两年超过 １ ０００
亿美元。 中俄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传统贸易行

业中能源合作向战略层面发展，中俄陆续在油

５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中俄联合军事演习解密：演习反恐、抢滩登陆作战”，中
国新闻网，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５－０６－２６ ／ ２６ ／ ５９１２５７．ｓｈｔｍｌ。

李抒音：“中俄军事关系进入新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防部，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ｄ． ｇｏｖ． ｃｎ ／ ｊｍｓｄ ／ ２０１９－
１２ ／ １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４８５６７０７．ｈｔｍ。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中俄两国签署了《关于延长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相互通

报发射导弹和航天运载火箭的协定〉有效期的议定书》。
“习近平与普京总统的高频互动”，新华网，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５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ｍｒｄｘ ／ ２０１９ － ０６ ／ ０５ ／ ｃ ＿ １３８１１８０９６．
ｈｔｍ。

杨雷：“中俄战略协作机制的有效性及其改善”，《国际论

坛》，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第 ６６ 页。
“中俄战略协作驶入快车道”，中国网，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 ｚｈｕａｎｔｉ２００５ ／ ｔｘｔ ／ ２００４％２Ｄ１０ ／ １７ ／ ｃｏｎ⁃
ｔｅｎｔ％５Ｆ５６８１８５０．ｈｔｍ。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 ＿ 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 ＿ ６７６２０３ ／ ｏｚ ＿ ６７８７７０ ／ １２０６ ＿ ６７９１１０ ／
１２０７＿６７９１２２ ／ ｄｅｆａｕｌｔ．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９ 日。

“中国海关总署：２０１９ 年中俄贸易额为 １１０７．５ 亿美元 同

比增长 ３．４％”，俄罗斯卫星通讯社，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４ 日，ｈｔｔｐ： ／ ／ ｓｐｕｔ⁃
ｎｉｋｎｅｗｓ．ｃｎ ／ ｒｕｓｓｉａ＿ｃｈｉｎａ＿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２００１１４１０３０４４３２６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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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电力和核能等领域签署超大规模长周期的

合作协议。 双方还积极拓展金融、投资和跨境

电商等领域的合作，合作质量显著提升。 中俄

两国元首继续为两国经济增添新动力，共同确

定了 ２０２４ 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２ ０００ 亿美元的目

标。① ２０１５ 年中俄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

明》，为实现中俄间的互联互通和经济合作快速

发展提供了动力。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

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深入，中俄两国之间的经

贸合作水平明显提高。 中俄双方大项目合作的

成效显著，特别是在能源领域、核领域、航天领

域和跨境基础设施领域，包括北极开发、数字经

济等新兴领域，都显现出很好的合作局面。②

２０１９ 年中俄两国的务实合作硕果累累。 ２０１９
年底“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正式向中国供

应天然气，两国的能源合作迈上新台阶。 俄罗

斯石油公司总裁伊戈尔·谢钦指出，考虑到已

经签署的合同，俄罗斯石油公司与中国伙伴的

相互贸易额到 ２０３５ 年将超过 ５ ０００ 亿美元。③

同江—下列宁斯科耶铁路大桥和黑河—布拉戈

维申斯克界河公路大桥顺利开通并投入运营，
为两国合作提供了新动力。 尽管受到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中俄两国经贸合作的基本面和长

期向好态势没有改变。 ２０２０ 年第一季度，中俄

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 ３．４％，这在世界经济整体

下行背景下尤其难能可贵。④

第四，人文交流夯实伙伴国家合作的民意

基础。 民意和文化相通是两国世代友好的根

基，中俄伙伴关系外交的发展为两国人文交流

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 从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９ 年，两国分别在对方国家举办国家年、语言

年，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中俄媒体交流年

和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教育、文化领域，中俄两国互派留学生的规模

和数量逐年扩大。 俄罗斯留学生已经位列来华

留学生生源国排序的第 ４ 位。 相应地，中国赴

俄罗斯的留学生数量也快速增长。⑤中俄重视建

设“中俄友好接力棒工程”，注重中俄友谊的传

承和延续。 ２００４ 年俄罗斯发生别斯兰人质事件

后，中国邀请部分受伤儿童赴华接受康复治疗。
２００８ 年中国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俄罗斯在第

一时间向中国伸出援手，并邀请灾区的孩子到

俄罗斯远东等地疗养。 中俄两国在对方城市设

立文化传播和交流中心，全面增进两国人民之

间相互了解，推动友好关系的发展，促进两国在

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截至目前，中国在俄

罗斯设立了 １９ 个孔子学院和 ４ 个孔子课堂。⑥

自 ２０１０ 年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正式成立以来，
俄罗斯文化中心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活

动，向中国公众介绍俄罗斯信息，与中国国内机

关、政府机构、社会组织等建立合作关系，进一

步为促进中俄两国的交流和发展做出积极贡

献。 中俄两国伙伴关系外交的发展夯实了双边

关系的民意基础。 近年来，俄罗斯民众对中国

的态度更趋友好。 据俄罗斯列瓦达中心统计数

据，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态

度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对中国有好感的人数比

例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４８％上升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７２％左

右。⑦ 国家形象的改变是中俄伙伴关系稳定发

展带来的长期效益。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中俄友好、和
平与发展委员会在线开展“２０２０ 年中俄社会民

意调查”显示，中国受访者对俄罗斯的非负面评

价高达 ９３．１％，俄受访者对中国的非负面评价达

８２．６％。 两国受访者对中俄高层交往、政治互

６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中国驻俄大使：对 ２０２４ 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 ２０００ 亿

美元充满信心”，人民网，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５ 日， ｈｔｔｐ： ／ ／ ｙｎ．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
ｃｎ ／ ｎ２ ／ ２０１９ ／ ０８１５ ／ ｃ３７８４４１－３３２５１４３９．ｈｔｍｌ。

“中俄 ２０１８ 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 １０００ 亿美元”，中国

新闻网，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９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ｃｊ ／ ２０１９ ／ ０１
－１９ ／ ８７３３４９９．ｓｈｔｍｌ。

“ Суммарный Объе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 Роснефти ’ с
КНР до ２０３５ года Составит ＄ ５００ млрд，” ＴＡＣＣ， ２９ НОЯ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ｔａｓｓ．ｒｕ ／ ｅｋｏｎｏｍｉｋａ ／ ５８４８８６５。

“俄中经济前景将更加广阔”，人民网，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ｈｔｔｐ： ／ ／ ｐａｐ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ｒｍｒｂ ／ ｈｔｍｌ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２０ ／ ｎｗ．
Ｄ１１００００ｒｅｎｍｒｂ＿２０２００４２０＿１－１６．ｈｔｍ。

杨雷：“论人文交流在中俄伙伴关系建设中的作用”，《东
北亚学刊》，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第 ７３ 页。

参见孔子学院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ａｎｂａｎ． ｏｒｇ ／ ｃｏｎｆｕｃｉｏｕｓ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 ｎｏｄｅ＿１０９６１．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

“Отношение К Странам”， Левада－Центр，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ｅｖａｄａ．ｒｕ ／ ｉｎｄｉｋａｔｏｒｙ ／ ｏｔｎｏｓｈｅｎｉｅ－ｋ－ｓｔｒａｎａｍ ／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４ 日。



第 １ 期　 于　 游等：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俄伙伴关系外交的经验与启示

信、务实合作水平均给予积极评价。 新冠疫情

发生后，在对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对中

国抗疫行动“标签化”“污名化”进行评价的问题

上，超过三分之二的俄罗斯受访者表达了对中

国的支持态度。①

图 １　 俄罗斯民众对中国的态度

资料来源： “Отношение к Странам，” Ｌｅｖａｄ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ｌｅｖａｄａ．ｒｕ ／ ｉｎｄｉｋａｔｏｒｙ ／ ｏｔｎｏｓｈｅｎｉｅ－ｋ－ｓｔｒａｎａｍ ／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三、中俄伙伴关系外交对国际秩序的

外溢效应

　 　 中俄伙伴关系外交不仅带来了双边关系的

平稳发展，为不确定的世界带来欧亚两个大国

关系的稳定预期，同时通过维护以联合国为核

心的国际体系，通过在多边机制中协调合作，提
供国际公共产品等方式，带动全球伙伴关系网

络向着多样化、均衡化方向发展。
３．１　 中俄伙伴关系外交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

国际体系稳定

中俄伙伴关系外交为两国关系的和平稳定

发展带来了积极意义，对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

的国际体系稳定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俄伙伴

关系外交的发展证明了不同社会制度可以相互

包容，不同发展模式可以相互合作，不同价值文

化可以交流互鉴。
中俄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国际和

平与稳定。 １９９２ 年至今，历次中俄伙伴关系的

联合声明都突出强调了联合国的重要作用。 联

合国作为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

间国际组织，应继续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

用，履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国

际合作的职责。② 中俄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
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促进

更加公正合理的多极世界形成；支持对联合国

及其安理会进行必要、合理的改革，优先增加发

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③ 作为联合国安

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协调

统一的表决动态促进了联合国内部的合作与协

调。 中俄在国际问题上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主

７５

①

②

③

“２０２０ 年中俄社会民意调查报告：两国民众彼此认可中

俄关系社会基础更加巩固”，新华网，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９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０－０６ ／ １９ ／ ｃ＿１２１０６６７８４８．ｈｔ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当前世界形势和重

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５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６７６２０３ ／
ｏｚ＿６７８７７０ ／ １２０６＿６７９１１０ ／ １２０７＿６７９１２２ ／ ｔ１４７５４４２．ｓｈｔｍｌ。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６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６７４９０４ ／ １１７９＿
６７４９０９ ／ ｔ１６７０１１８．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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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以对话协商的方式和平解决朝核、叙利亚、阿
富汗、中东等地区热点问题，成为推动地区和世

界和平发展的“稳定器”。 中俄一贯坚持共同维

护并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扩散和军控领域国际机

制体系，坚定地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然而进入

新世纪，美国不断在欧亚地区扩展部署反导系

统、研制“全球即时打击系统”等远程精确打击

武器、推行外太空武器化等，对国际战略稳定造

成了严峻挑战，破坏了全球战略稳定。 应对美

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中导条约》、拒绝签

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破坏国际秩序稳定

的行为，中俄共同认为，核武器国家应摒弃冷战

思维与零和博弈，停止毫无限制地发展全球反

导系统，减少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
切实降低核战争威胁。① 双方认为，军备控制是

加强国际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手段。 联合国及其

多边裁军机制应在军控进程中发挥核心作用。
双方主张合力推动多边主义，应就军控领域重

大问题恢复开展多边工作，实现该工作去政治

化。 禁止在外空放置任何类型武器，《禁止发

展、生产及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

此种武器公约》应得到遵守，强调《关于禁止发

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

的公约》的完整性、有效性和普遍性，主张以联

合国为平台，研究科技发展成果对国际安全可

能造成的影响。②

３．２　 中俄伙伴关系外交强化了两国在多边机制

中的协调合作

中俄伙伴关系外交注重在多边机制中加

强协调。 ２０１４ 年，两国在《中俄联合声明》中

首次提出“网状伙伴外交”的理念。 灵活有效

的多边网状外交正在取代结盟方式，用于解决

国际问题。 网状伙伴外交是伙伴关系外交的

发展和补充，强调国家间以伙伴身份开展外交

活动，通过不同机制的构建和运行促进伙伴关

系的巩固和发展。③ 伙伴外交重视双方之间的

合作关系，网状伙伴外交更加强调双方在多个

多边机制中的互动与合作，不仅利于有效处理

双边关系，也是共同应对国际事务的灵活

机制。④

中俄双方重视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

合作机制、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亚信峰

会等多边框架内的协调与合作。 其中，上海合

作组织在中俄双引擎的推动下不断发展，已经

成为欧亚大陆人口最多、涵盖面积最大的区域

性国际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倡导的“上海精神”
改变了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决定国家关系的状

况，对建设非对抗型的国家关系起到了重要作

用。⑤ 在中俄两国的推动下，金砖国家已经成为

国际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全球治理体系完善的重

要力量，不但多次重申以联合国为核心、国际法

为基础、多边主义为原则的国际政治安全的总

方针，而且每次峰会都会就具体的国际热点和

难点问题发出“金砖声音”。⑥ 而亚太经合组织

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机制，中俄两国

都是该组织的重要成员。 多年来，两国重视在

亚太经合组织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共同促进自

由开放贸易投资、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反对保护

主义，深化亚太伙伴关系，构建开放型亚太经

济。⑦ 中俄两国重视在亚太经合组织内的协调

合作，以保证亚太区域实现平衡、包容、可持续、
创新和安全增长。 双方将根据世界发展新趋势

积极参与规划 ２０２０ 年后亚太经合组织愿景，深
化亚太伙伴关系，推动构建开放型亚太经济，为
亚太地区发展和繁荣注入新动力。⑧ 二十国集

８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

稳定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６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 ＿ 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 ＿ ６７６２０３ ／ ｏｚ ＿
６７８７７０ ／ １２０６＿６７９１１０ ／ １２０７＿６７９１２２ ／ ｔ１６７０１１２．ｓｈｔｍｌ。

同上。
顾炜：“网状伙伴外交、同盟体系与‘一带一路’的机制

建设”，《国际关系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第 ８０ 页。
成志杰：“网状伙伴外交机制：中俄合作的新路径”，《俄

罗斯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第 １２４ 页。
И． Ф． Кефели，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Союза： от

Идеи к Глабальному Проекту， Петрополис，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２０１３г． С．８６．

王友明：“全球治理新态势下的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

作”，《当代世界》，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第 ７ 页。
“中俄总理第二十四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新华网，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ｌｅａｄｅｒｓ ／ ２０１９
－０９ ／ １８ ／ ｃ＿１１２５００７１９５．ｈｔｍ。

“中俄总理第二十四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全文）”，新华

网，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９－０９ ／
１８ ／ ｃ＿１１２５００７１９５．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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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Ｇ２０）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 中俄在

二十国集团框架内保持密切沟通与合作，重视

金砖国家在机制内的协调作用，共同推动二十

国集团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治理中

发挥积极作用。 亚信峰会是以安全问题为核心

关注的多边论坛，旨在促进亚洲国家间的对话

与协商，消弭对立与冲突，保障地区的稳定与安

宁。 中俄两国在亚信峰会中深入沟通与交流，
对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推动在亚洲

地区建立安全保障机制，促进区域性经济发展

与社会繁荣。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在杜尚别召开亚信峰

会期间，中俄领导人单独举行会晤，就进一步加

强地区合作达成共识。①

３．３　 中俄伙伴关系外交为全球合作提供公共

产品

中俄伙伴关系外交具有很强的灵活性，
双方以相互尊重为基础，以解决现实问题为

出发点。 在与中俄密切相关的国际问题领

域，两国既能注重关系和身份的调适，调解可

能产生的摩擦，又能合作发挥建设性作用，为
地区发展提供公共产品。 ２０１５ 年中俄两国确

立“一带一路”倡议和欧亚经济联盟（下文简

称“一带一盟” ）的对接战略方针之后，不仅

中俄双边合作成绩斐然，还为地区发展提供

了公共产品。
通过“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地

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较快的发展，运输基

础设施建设和跨境运输领域的多项合作开始发

挥重要作用。 在渝新欧、汉新欧、蓉欧、郑新欧

等国际班列的基础上，又相继开通了合新欧与

连新欧国际班列，这些班列的开通与运行对沿

线地区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哈萨

克斯坦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高度评价，欧亚经

济联盟建设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对接将给

中亚各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② 在“一带一路”
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背景下，２０１７ 年中俄两

国正式提出要开展北极航道合作，共同打造“冰
上丝绸之路”。③ “冰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不仅

有助于推动中国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联动发

展，还将带动沿线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环北

极经济圈的整体增长，促进朝鲜半岛、日本乃至

欧洲地区的互联互通与经贸合作，开辟欧亚合

作的新捷径。 作为“一带一盟”示范效应项目，
也是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第一个重大项

目，“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ＬＮＧ）的投入使

用不仅为中俄两国的能源战略和经济发展产生

巨大影响，也将成为亚太地区天然气需求国进

口多样化的重要选择。 “一带一盟”的对接不仅

为地区发展提供硬件基础设施，发展和完善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也为地区发展提供机制安排。
２０１８ 年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及其成员国签署了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济贸易合作协定》 （下
文简称《合作协定》），为进一步减少非关税贸易

壁垒、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合作协定》是“一带一盟”对接合作过程中首

次达成的经贸方面重要制度性安排，标志着中

国与该联盟及其成员国经贸合作从项目带动进

入制度引领的新阶段，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建
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具有里程碑

意义。④

四、中俄伙伴关系外交的启示意义

国家间关系的稳定尤其是大国间的相处之

道是未来世界能否延续和平与繁荣的决定性因

素，冷战后中俄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选择模

式———伙伴关系外交。 中俄两国，通过发展伙

９５

①

②

③

④

孙壮志：“为新时代中俄关系赋能”，《世界知识》，２０２０ 年

第 １１ 期，第 ２７ 页。
“哈总统称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使中亚

各国受益”，新华网，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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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新华网，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４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７－０７ ／ ０４ ／ ｃ＿１１２１２６３
４１９．ｈｔｍ。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正式签署经贸合作协定”，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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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关系外交不仅为两国的务实发展带来了颇丰

成果，①也创造了替代结盟的新形式，②成为构建

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
俄关系的发展为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提供了重要

启示：
第一，中俄伙伴关系外交坚持合作共赢理

念，兼具原则性和灵活性。 伙伴关系外交是实

现国际关系网络与个体国家之间、国家与国家

之间良性互动的重要联结枢纽。 原则性体现为

中俄两国的伙伴关系外交根植于两国各自的国

家利益和战略需求，灵活性则体现在伙伴关系

外交既能促进国际网络中的行为体为实现共同

利益开展合作，又调节各方关系，照顾合作各方

的舒适度，保障利益的实现和关系的稳定。 伙

伴关系外交通常围绕共同原则而不是具体任务

组织起来，它既可以存在于友好国家之间，也可

以存在于竞争国家之间。 它比军事联盟有更多

的灵活性，它既不明确地针对某一特定国家，也
不存在有约束力的安全承诺。③ 伙伴关系外交

要求国家间进行更多的接触，而不仅仅是发展

临时性双边关系。 通过保持良好稳定的互动关

系，培育友善的合作氛围，实现合作共赢。
第二，中俄伙伴关系外交强调摒弃冷战思

维，承认并致力于管控分歧，务实提升合作水

平。 国家间有差异、有分歧甚至有矛盾并不意

味着一定要走向对立。 作为 ２１ 世纪颇具典型

意义的一组大国关系，中俄关系的最大进步在

于，双方能承认和有效管控分歧，同时不断扩大

共识。④ 根据中俄两国达成的共识，当双方利益

冲突时，从两国关系的特殊性出发，通过对接双

方利益，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⑤ 伙伴

关系外交寻求发掘本国和其他国家潜在的共同

利益，弥合与其他国家的利益矛盾，进而将本国

和其他国家的冲突性关系转化为友好的伙伴关

系。⑥ 通过发展伙伴关系外交，保持良好稳定关

系，创造潜在的战略合作机遇，以此来应对双边

关系中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
第三，中俄伙伴关系外交强调结伴而不结

盟，致力于打造国际合作网络。 当今世界各国

联系日益紧密，已经成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

命运共同体。 伴随技术进步，各国之间已经形

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交流网络。 国家

行为体构成网络中的“点（ｎｏｄｅ）”，“联系（ ｔｉｅ）”
界定了它们之间互动的“规则（ ｒｕｌｅ）”。⑦ 多元

多维的网状结构支持了国际体系的基本架构，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作为全球战略稳定的

三大支柱———《反弹道导弹条约》 《中导条约》
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中前二者被美国抛

弃，却并未导致全球安全体系崩溃的原因。 在

网状的国际政治结构中，以“共识”为核心的权

威，取代了“实力”为代表的“强权”，成为左右

国际关系变化的决定力量。 中俄伙伴关系外交

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信任，以实现共同繁荣为目

标，为构建良好大国关系、构建国际合作网络提

供了借鉴，是带动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向更加多

样化、均衡化方向发展的主要力量。 全球伙伴

关系网络的构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中俄伙伴

关系外交的发展对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建设具

有示范作用。
近年来，美国奉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在

国际社会中采取“断网”“退群”政策，严重损害

了世界秩序的和平稳定。 当前国际社会正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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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复杂的变化，作为世界大国的中美两国拥

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肩负着重要的共同责任，中
美两国完全可以摒弃历史上崛起大国与守成大

国必将冲突的老路。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了新

的历史起点上，汲取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教训，

借鉴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成功经验，中美两国

完全可以走出一条和平相处、互信平等、共赢发

展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这不仅是中美两国的

需要，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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