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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关系的历史逻辑、相处之道、内生动力 

与世界意义 
 

王晓泉  丁晓星  毕洪业  赵  隆 
 

【内容提要】2023 年 3 月 21 日，中俄两国元首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系统阐释

了在双边和多边、全球和地区等层面全面深化战略协作的重点领域与共同任

务。《联合声明》基于对中俄关系历史逻辑、现实挑战和未来发展的深刻思

考，为中俄关系持续快速发展并引领时代潮流指明了目标与方向。《俄罗斯

研究》编辑部特别组织了这组笔谈文章，深入探讨中俄关系的历史逻辑、相

处之道、内生动力和世界意义。中俄关系进入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阶段，得益于两国领导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睦邻友好”、“平等互利”、

“战略协作”为原则，探索出“平等互信”、“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

三方”、“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新型大国关系的

示范。中俄关系是有内生动力的大国关系，以高层交往为战略引领，以政治

互信保证行稳致远，以经济互补助力合作与发展，以人文交流深化传统友谊

的社会基础。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中俄关系的影响已超出双边范畴，对世界格局和人类前途命运至关重要。中

俄都是全球性大国，又互为邻国，睦邻友好，持续深化战略协作，有利于国

际形势稳定，也有利于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中俄关系具有政治上

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安全上破除冷战思维禁锢、经济上构筑区域发展新格局、

治理上为多边主义提供动能、理论上丰富新型大国关系内涵的世界意义。 

【关键词】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  习近平外交

思想  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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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与大国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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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关系的历史逻辑 
 

王晓泉* 

 

1992年以来，中俄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而持续快速发展，

步入“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好时期，成为新型大国关系

的典范，这得益于两国领导人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推动两国关系走上符

合历史规律的发展轨道。中俄关系的历史逻辑可概括为“睦邻友好”、“平

等互利”和“战略协作”。 

 

一、睦邻友好 

 

几百年来跌宕起伏的中俄关系史给予两国最深刻的启迪是：中俄相互都

是对方安全与发展的“半边天”，“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唯有睦邻友好，

方能维护漫长边界的和平稳定，方能实现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因此，200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立了“睦邻友好，

永不为敌”这一两国关系的根本方针。“上海五国”《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

军事领域信任协定》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协定》的签署以

及上合组织的建立，同样离不开“五国两方”首先是中俄对于“睦邻友好，

永不为敌”这一邻里相处根本原则的深刻认知。 

中苏结盟时期，两国联手使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遭遇失败。中

苏交恶时期，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外交等领域都付出了惨重代价。双

方在边界地区陈兵百万，为相互防范与对抗耗费了天量财富。中国不得不以

高昂代价进行“三线建设”，经济发展节奏被打乱。苏联支持越南在东南亚

武力扩张并挑衅中国，妄图使中国陷入遭遇南北夹击的不利战略态势。中国

与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反对苏联搞霸权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加强关系，

坚决反对越南侵略柬埔寨、苏联侵略阿富汗。中国还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 王晓泉，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秘

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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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交和开展战略合作，给苏联造成极大战略压力。 

苏联解体后，中俄采取了诸多有利于加强军事领域相互信任的措施。中

俄两军沟通机制健全而高效，相互信任和默契程度高。军事合作涉及军工、

军援、军贸、军事培训、联合军演等方方面面，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两国因

此都避免了陷入两线作战的战略困境，而避免两线作战是军事上的铁律。两

国 1999 年通过签订《中俄全面勘分边界条约》解决了边界问题，消除了影

响双边关系发展的最大隐患，不但得以因此大幅削减用于边境地区的国防支

出，而且将边境地区变为了开展经贸合作的桥梁和纽带。在此基础上，两国

形成了互为战略纵深和战略依托的“背靠背”关系。 

大国力量的此消彼长存在着历史周期。俄罗斯出于实力主义的传统战略

思维，对迅速崛起的中国难免会产生疑虑。对此，只有夯实睦邻友好的基础，

不断加强两国人文交流合作，中俄力量对比的剧烈变化才不会引发俄方过度

的战略疑虑乃至战略焦虑，从而有效避免其产生战略误判。事实上，中苏关

系正常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来自中苏结盟时期结成革命友谊的两国人民。鉴于

此，中俄人文交流在规模和密切程度等方面都远超中苏人文交流最好时期。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非常时期，中俄践行了“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庄

严宣示，展开了密切的抗疫合作，为睦邻友好关系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连续多年成为最受俄罗斯人欢迎的国家。 

 

二、平等互利 

 

在当前美国对中俄开展“双遏制”的战略背景下，中俄依然坚持“不结

盟”，而是全面深化战略协作。因为历史经验表明，结盟关系难以确保双方

平等相待和独立自主。中苏结盟虽大大增强了双方战略合作，但也为双方关

系破裂埋下了隐患。中国珍视来之不易的主权独立，而苏联则希望利用结盟

关系将中国纳入其对外战略轨道。中国对赫鲁晓夫向美国提出“三和路线”

（“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表示不同意见后，遭遇了

来自苏联的巨大政治压力。苏联解体后，中俄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尽

管各自与美国的关系时起时落，但中俄关系始终平稳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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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经济交往史表明，“馈赠式”和“压榨式”的经济合作都难以持久，

着眼于实现双方共同利益的互利合作才能真正夯实合作基础。苏联在 20 世

纪 50 年代援建了中国 156 个工业项目，但也因此提出了组建长波电台和联

合舰队等有损中国主权的建议。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立即停止援华项目、

撤走专家，逼迫中国还清 86 亿人民币军火债。在政治因素干扰下，中苏经

济巨大的互补性难以推动经济合作，中国丰富的日用品和农产品难以出口到

苏联，中国短缺而苏联过剩的机械、化工等产品也难以出口到中国。中国选

择勒紧裤腰带还债，在还清债务后迅速减少了与苏联的经贸往来，转而加强

与其他国家乃至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中苏贸易额从 1959 年的 20.97 亿美

元下降到 1965 年的 4.07 亿美元，进而于 1970 年下降到 0.47 亿美元，在中

国进出口总额的占比降至 1%。 

苏联解体后，中俄认识到平等互利才是长久合作之道。中俄都经历了长

期高度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在制定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开展经济发展规划

和宏观经济调控等方面经验丰富，同时都重视发展市场经济。鉴于经济发展

规划和战略反映了经济需求，中俄规划和战略对接能够更好地满足双方需求，

中俄平等互利合作逐渐形成了“大规划、大项目、大企业+中小企业和地方

合作”的模式，其特点是“政府引导+市场机制”。政府指明合作目标、方向

和重点，制定合作规划，协调大企业发挥作用，并以此带动中小企业合作和

地方合作，同时注重解决阻碍合作的政策法规、营商环境等问题。中俄联合

大项目的达成与落地，大多得益于政府的推动和引导。2019 年，中俄共同制

定了到 2024 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2000 亿美元的目标，而该目标有望在 2023

年提前实现。中俄政府建立了联合委员会等层级丰富、领域广泛的交流协调

机制，有力地促进了双边经济合作共同举措和相关文件的出台。2023 年，中

俄元首发表了《关于 2030 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

指明了双边经济合作八大重点合作方向。事实证明，中俄平等互利的合作方

式能够很好地满足双方经济需求，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快速发展。俄罗斯连续

多年蝉联“一带一路”倡议配合度最高的国家，而中俄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

展，不但有助于双方实现经济互补，而且有利于双方共同抵御世界经济低迷、

输入性通货膨胀加剧、制裁和贸易保护主义泛滥等外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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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略协作 

 

中俄都是世界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新

兴大国。两国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受到不公正、不合理的对待，自 1949

年起便是改造该世界秩序的天然战略盟友。所谓战略盟友，不是真正意义上

的军事结盟，是结伴而不结盟，在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

世界新秩序等方面保持高度战略默契和开展深度战略协作。 

美国的根本利益是维护世界秩序主导权和世界经济垄断权。二战后，苏

联曾谋求与美国共治世界，美国却以遏制苏联作为回应，因为苏联崛起严重

威胁到美国的世界秩序主导权。美国成立了北约、实施了马歇尔计划，苏联

不得不建立华约和经互会，美苏关系迅速陷入阵营对抗和冷战。中国加入苏

联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自此与苏联开始了改造世界秩序的全方位战略合作。

中国在苏联支持下，曾承担引导亚洲国家实现民族解放并进而加入社会主义

阵营的使命与责任。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

内搞霸权主义，使对美博弈由压迫与反压迫、遏制与反遏制斗争变为全球争

霸。出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需要，中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与美国走

近。然而，中美关系的破局与快速发展无法消除两国结构性矛盾，即中国崛

起必然威胁美国的霸权地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科技链、价值链的高端

垄断地位，是美国维系世界经济霸权的根基所在。美国对任何可能冲击其产

业链高端垄断地位的力量均实施严厉打压，包括外交施压、经济制裁、科技

封锁、发动“颜色革命”乃至战争。中俄无论怎样发展对美关系，也无法改

变两国作为最具挑战美国霸权秩序实力的国家的事实，因此注定要成为美国

的战略遏制对象。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初并未充分意识到这一结构性矛盾的

巨大破坏性，甚至一度奉行亲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全面复制西方制度，

导致国民财富被西方巧取豪夺，国家陷入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严重危机

之中。俄罗斯自此幡然醒悟，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在此背景下，叶利

钦总统提出将中俄关系定位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目的是在加强双边合作的

同时，促进两国在改造世界秩序和完善全球治理等方面的合作。 

当前，中俄在反对霸权主义问题上达成高度共识。反对霸权主义就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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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主导的不公平不合理的世界秩序，这与当年中苏战略合作的初衷如出

一辙。中俄共同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

价值”，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各国根

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联合国宪章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等主张，推进上合组织、“金砖+”等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与诉求、奉行“真

正的多边主义”的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的建设，强化“一带一路”建设与欧

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客观上起到了削弱美国霸权地位以及推动构建更

加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的作用。由于中俄有着改造世界秩序的历史使命乃

至历史宿命，中俄战略协作必然体现为全面战略协作。 

随着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中国迅速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

俄全面战略协作具有了新时代特征，中俄关系步入“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的重要历史阶段。2023 年 3 月 2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

联邦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签署，系统性地阐

释了在双边和多边、全球和地区等层面全面深化战略协作的重点领域与共同

任务。这是一份基于中俄关系历史逻辑、并着眼于中俄关系的现实挑战和未

来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为中俄关系的持续快速发展并引领时代潮流明确了目

标与方向，保障了两国携手塑造政治上平等包容、文化上交流互鉴、经济互

利合作、安全互信互助的和平世界、开放世界、合作世界、和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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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两国的相处之道 
 

丁晓星* 

 

中俄互为最大邻国，有 4300 多公里共同边界，中俄关系的走向对两国

国内的发展与安全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同时，中俄作为两个重要的全球

性大国，中俄关系对国际格局也有着重要影响。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深度

调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但中俄关系 30 多年始终稳步前行，树立了新型

国际关系的典范。习近平主席在 2023 年 3 月访俄前发表的题为“踔厉前行，

开启中俄友好合作、共同发展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中指出，“中俄关系之所

以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关键在于找到了国与国正确相处之道”①。 

中俄之间的相处之道是总结了中俄关系 70 多年风风雨雨而得出的宝贵

历史经验，来之不易。在笔者看来，中俄的相处之道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原

则：一是平等互信；二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三是求同存异，

合作共赢。 

 

一、平等互信是中俄关系的坚实基础 

 

回顾中俄关系 70 年历史就可以得出，平等是中俄关系必须坚持的首要

原则，没有平等，就没有牢靠的基础。1989 年 5 月，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戈尔

巴乔夫，宣布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邓小平指出“中苏关系恶化真正的实质

问题是不平等”，强调中苏两国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②，翻开了两国关

系的新篇章。20 世纪 50 年代，中苏关系是盟友关系，但在那时的中苏关系

中，苏联是“老大哥”，中国是“小兄弟”，“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中国从各个方面都在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苏联的歌曲和文学也深

深地影响了一代中国青年人。那时两国关系虽然亲密，但由于是建立在“不

                                                             
* 丁晓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 

① 习近平：《踔厉前行，开启中俄友好合作、共同发展新篇章》，《人民日报》，2023

年 3 月 20 日第 1 版。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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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基础上的双边关系，所以中苏关系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迅速恶化，直

到全面对抗。 

苏联解体后的 30 年，中俄关系之所以健康持续发展，处于“历史最好

时期”，根本原因是当前的中俄关系是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之上，没有所

谓的“老大哥”和“小兄弟”之分，因此中俄关系基础牢固，成熟稳定。尽

管这 30 年来，西方国家不时发出“中俄蜜月注定是短暂的”、中俄关系“迟

早要破裂”等各种议论，但中俄关系始终高水平发展，成为大国关系的典范。 

在平等的基础上，中俄两国相互尊重。两国一致认为，各国自身历史、

文化、国情不同，都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存在高人一等的“民主”，

双方反对把本国价值观强加于人。中国尊重俄罗斯根据本国历史传统和现实

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俄罗斯尊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双方不干涉彼此的

内政。俄方支持中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方支持俄方实现 2030 年前国家

发展目标。俄罗斯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 

从中苏关系平稳过渡到中俄关系、建设性伙伴关系，从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两国领导人在中俄关系 30 多年长足发

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战略引领作用，对推动中俄之间的战略互信十分重

要。2013 年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后首访的国家就是俄罗斯。2023 年 3 月习

近平第三次当选国家主席后再次将首访国定为俄罗斯，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对

中俄关系的高度重视。十年来，习近平主席 9 次访俄，与普京总统进行了 40

次会见，为双边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定向把舵。 

 

二、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是中俄关系的基本准则 

 

2023 年 3 月签署的《中俄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

合声明》中指出，“中俄关系不是类似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而是超越

该种国家关系模式，具有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性质”①。中俄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人民日报》，2023 年 3 月 22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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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为最大邻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在中苏对抗的年代，中苏两国在

边境地区陈兵百万，苏联将大量的核武器部署在中亚和远东地区。中苏对抗

消耗了两国大量资源和精力，边境地区成为对抗的前线，严重制约了两国的

经济社会发展。2001 年中俄两国深刻总结了历史教训，签署《中俄睦邻友好

合作条约》，将“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加强边境地区军事互信，使中俄边界由对抗的前线变为友好合作的纽带，确

保了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这对中俄两国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对中

国来说，稳定了北方，可以集中精力应对来自海上的安全威胁。对俄方来讲，

稳定的中俄关系有利于稳定俄东部战略环境，有利于远东地区的开发，有利

于俄更有效地应对来自北约的安全威胁。 

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动荡变革，美国同时加大了对中俄两国的遏制

力度，中俄面临的外部压力不断增大，中俄两国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呼吁中俄

应该结盟，共同抗美，国际社会也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但中俄在结盟问题上

的立场都是明确的，中国奉行的“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不会调整，普京也明

确表示，中俄并没有建立“军事同盟”。①笔者认为，“结伴不结盟”更有利

于中俄关系的长远发展。首先，中国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

结盟可以确保中国能够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不

被他国的政策所影响和牵制。邓小平曾经讲过：“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

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这个政策很

见效，我们要坚持到底。”②其次，中俄作为两个大国和邻国，有着不同国

家利益和诉求，理应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这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距离”

是同样的道理。再次，“结伴不结盟”也是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之上得

到的相处之道。20 世纪 50 年代，中苏是同盟关系，但后来却急剧恶化。还

有，如果中俄结盟，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在联盟中谁是领导者，谁是被领导者？

如果关系中再次出现不平等，两国关系再度破裂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因此，

“结伴不结盟”是中俄关系的最佳状态，既能保障两国的战略协作，又能确

保各自的独立自主，还能使两国都有一定的舒适度。 

                                                             
①  Cм. Путин: Мы не создаем с Китаем ника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союза. 26 марта 2023 г. 

https://www.ng.ru/news/762945.html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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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加强战略互信和各领域合作，是两国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促进国内

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使然。中俄合作并不针对第三方，也不会威胁到任何国

家，中俄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比如上海合作组织，中俄

是上合组织的创始成员国，也是推动上合组织多年来健康发展的两大重要力

量，上合组织秉持“上海精神”，成员国协调一致，通过多边合作促进地区

发展，保障地区安全。同时，上合组织又是一个开放的新型国际组织，不是

封闭、排他性的政治军事集团。当前上合组织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越来

越多的国家希望加入，上合组织也与联合国、东盟等十多个国际或地区组织

建立了合作关系，上合组织的这些特点都明显有别于那些仍抱着冷战思维、

搞阵营对抗的军事联盟。 

中俄合作不针对第三方，同时也不会受到第三方的干扰。这些年来，美

国一直不希望看到中俄关系平稳发展，担心中俄合作会影响自身霸权，挑拨

离间中俄的企图和破坏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尤其是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

对中俄关系的干扰破坏力度明显上升。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始终着眼事情

本身的是非曲直，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在乌克兰危机一周年

之际，中国外交部发布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吸

纳了各方合理关切，体现了国际社会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最大公约数，为

缓解危机外溢、推动政治解决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得到了各方的高度评价。 

但美国等一些国家罔顾客观事实，不断污蔑、抹黑中国，逼迫中国选边

站队，要求中国孤立俄罗斯，制裁俄罗斯；如果中国不屈从于压力，就把中

国推向俄罗斯一边，指责中国站在俄罗斯一边，支持俄罗斯，试图用美西方

已经组建好的“反俄联盟”，同时打压中俄两国，在全球掀起阵营对抗和“新

冷战”。事实是，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方，也不是参与者。乌克兰危

机的深层原因是欧洲安全的困境，中国对乌克兰危机的延宕升级表示了极大

的忧虑，中国也愿意为乌克兰危机的缓和作出自己的贡献。但中国不会因为

乌克兰危机而损坏来之不易的中俄关系，中国不赞成单边制裁，中国也不会

制裁俄罗斯。目前全球参与制裁俄罗斯的只有不到五十个国家和地区，世界

上绝大多国家和中国的立场是一样的，都认为这场冲突是美西方和俄罗斯的

结构性矛盾所致，希望各方通过和平谈判，尽快结束冲突。世界上大多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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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不愿意选边站队，也没有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继续保持同俄罗斯的合作。

比如印度，2022 年印度以优惠价格大量进口俄石油，同比增长 22 倍，俄印

贸易额同比增长 3 倍多。①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也没有加入制裁俄罗斯

的行列，俄土之间的经济合作 2022 年大幅度上扬。但美国不顾这些客观事

实，只盯住中国说事。在习近平主席访俄前夕，西方一些媒体再次污蔑中国，

炒作中俄可能结盟、中国会向俄提供武器等虚假信息。习近平主席成功访俄

表明，中俄关系有着强大的内生动力，中俄关系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会受

到第三方的干扰。《中俄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强调，“巩固和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双方基于各自国情

作出的战略选择，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不

受外部影响”②。 

 

三、求同存异、互利共赢是中俄合作的重要原则 

 

而对世界变局，中俄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的立场相近。但也应看到，中俄

作为两个全球性大国，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俄罗

斯也有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中俄不可能在所有的问题上立场都一致，必然会

有一些分歧和问题。但中俄能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通过对话增信释疑，解

决问题。比如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最初俄罗斯就有一些疑虑和不

解，俄一些学者认为这可能会加剧中俄在中亚地区的地缘争夺。但经过双方

的对话沟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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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表明中俄在中亚

地区不搞传统的地缘对抗，而是通过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发展。2018 年 5 月，

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代表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亚经济

联盟经贸合作协定》。对于普京总统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中国也给

予积极评价，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和“大欧亚伙伴关系”建设可以并行不

                                                             
①  См. Поставки нефти из России в Индию выросли в 22 раза. 28 марта 2023 г. 

https://ria.ru/20230328/neft-1861151818.html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人民日报》，2023 年 3 月 22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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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这些事实都很好地说明了中俄通过对话协商，避免了地缘竞争和冲突。

中俄有着完全不同的国情和历史传统，中俄在外交理念和外交政策、安全与

发展观、对全球化的态度、与世界的关系等等方面都有着不小的差异，但双

方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通过对话加强互信，寻求最大公约数，中俄之

间的差异没有影响到中俄的战略协作。 

中俄两国在经济上有较强的互补性，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快速发展，

2022 年中俄贸易额达 1900 亿美元，中国已连续十多年是俄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俄经济合作互利共赢，造福两国人民。乌克兰危机以来，新的地缘形势使

中俄经济合作面临新现实和新机遇。俄罗斯受到了西方“海啸级”的制裁，

尤其是俄欧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面临全面破裂的风险。欧洲是俄主要的投资

来源、重要的技术伙伴和能源的主要出口市场。在西方全面制裁下，俄罗斯

需要重塑经济，经济结构也需要加速转型，产品出口需要快速转向，中国成

为俄主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习近平主席访俄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

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 2030 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

签署，明确了中俄经济合作的八大领域，包括推动双边投资合作高质量发展，

大力发展互联互通物流体系，提升金融合作水平、扩大本币结算，巩固全方

位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加强科技合作，深化农业合作等等。①在中俄经济合

作面临新机遇的大背景下，网络上关于中俄合作的一些不实报道也多了起来，

说什么远东只对中国人开放，俄罗斯会全面依赖中国，中国会迅速填补西方

公司撤出的空间等等。实践表明，中俄经济合作必须在市场原则和互利共赢

的基础上才能稳步推进，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大变局下，国际形势波谲云诡，世界动荡不安，大国对抗加剧，单边主

义盛行，地区冲突激烈。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人类社会面

临要合作还是对抗，要团结还是分裂的重大选择。中俄作为全球性大国和邻

国，中俄睦邻友好稳步向前、中俄战略协作持续深化，这本身就有利于国际

形势的稳定，有利于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 2030 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

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3 年 3 月 22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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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关系的内生动力
*
 

 

毕洪业** 

 

中俄关系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和独立的价值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

俄关系发展有着清晰的历史逻辑和强大的内在动力”，这包括高层交往对中

俄关系发挥了关键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巩固政治互信，打造新型大国关系；

双方建立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框架；双方秉持世代友好理念，不断巩固

两国传统友谊；两国在国际舞台上密切配合，履行大国责任。① 

 

一、密集的高层交往对中俄关系发挥了关键战略引领作用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俄关系不断深化，特别是在两国新一代领导人的

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步入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阶段，并持续在高水

平运行。中俄两国高层对话渠道畅通，为双边合作的深化发挥了顶层设计和

战略引领作用。自 2013 年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俄罗斯总统普京

成为其见面最多的外国元首。截至目前，习近平以国家主席身份已经 9 次访

俄，加上在国际场合见面，两国元首之间的会晤多达 40 次，仅在 2017 年一

年内就有 5 次会晤。“圣安德烈”勋章和“友谊勋章”的赠送，代表了两国

人民的崇高敬意，更象征着两个伟大民族的深厚友谊。中俄最高领导人密集

沟通、对表，就双边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密切交流，就全球战略稳定的重大问

题紧密协作，就欧亚地区发展战略深度对接，引领中俄战略协作水平不断提

高。在密集的元首外交的引领下，中俄政治和战略互信不断加深，为两国关

系平稳发展指明了战略方向，奠定了基础。“两国政治高层之间全面而密切、

坦诚而有效的直接交往，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作出重要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俄乌冲突后俄罗斯构建‘后西方

世界’及其对中俄关系的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22JJD810007）的阶段性成果。 

** 毕洪业，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

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① 参见习近平：“踔厉前行，开启中俄友好合作、共同发展新篇章”，《人民日报》，

2023 年 3 月 20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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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和铺垫”①。 

在中俄两国元首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引领之下，中俄之间建立起了多层次、

全领域的政府间合作机制。除元首定期会晤机制外，中俄建立了总理、议长、

外长、党际之间等多层次定期会晤机制，以及战略安全磋商、两办主任磋商、

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等，几十个合作分委员会或工作组不断取得新成果，合作

内涵日益丰富。自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建立以来，5 个副总理级政府间合

作委员会高效运行，推进两国在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领域务实

合作不断深化。中俄“政府间互访被证明是既有效又有保障的国家间互动措

施”②。两国高层和具体部门曾通过有效政策沟通协调，共同研究提出扩大

投资合作的政策举措，快速促进双边贸易走出了 2015—2016 年的低迷状态。

两国在 2017 年的总理会晤中共同拟定了数十项合作项目和任务，就相关领

域的贸易与产业合作签署了一系列文件。增强两国贸易和投资合作是中俄元

首、政府首脑及各层次的会晤和会议的一项重大核心议题，这也是中俄关系

的政治经济学。③两国议会交流机制化的实现有利于加强中俄战略协作、促

进各领域务实合作，拓展了中俄关系的深度和广度。相应地，中国共产党与

统一俄罗斯党定期对话机制会议和中俄政党论坛就两党自身建设和共同关

心的重大问题展开深入交流，对完善各自国家治理、增强双边战略互信、加

深两国务实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中俄两国地方合作的平台与机制不断创新。

“长江-伏尔加河”、“东北-远东”两大区域性合作机制的建立，对于推进

中俄毗邻及非毗邻地区合作具有重要作用，借“一带一路”的机遇实现了跨

越式发展。中俄（贸易）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东方经济论坛等平台都

为扩大地方和企业交流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高度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保证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较好地应对了金融危机，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

                                                             
① 冯绍雷：“中俄关系 70 年的当代意义”，《当代世界》，2019 年第 8 期，第 5 页。 

② L. Zakhirova, “Is There a Central Asia? State Visits and an Empirical Delineation of the 

Region’s Boundaries”, Review of Regional Studies, 2012, Vol.42, No.1, pp.25-50. 

③ Cм. Владимир Нежданов. Торговля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бьёт рекорды. 4 сентября 2018 г. 

http://eurasia.expert/torgovlya-rossii-i-kitaya-bet-rekor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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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形成了独特的中

国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执政党建设得到了大大加强，国家自主性得到了

坚定维护。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时代，这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①。中国政治发展正进入一个特定的历

史时代，国家制度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下不断改革，治理不断完

善，民族自信心不断增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

属性，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确定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

要求的一项重要内容。②相应地，自普京上台以来，俄罗斯明显加强了国家

建构，中央权威得到加强，以总统为核心的垂直权力架构得以确立和巩固，

政令更加统一、高效。从主权民主到普京主义、长久国家，俄罗斯式的温和

保守主义模式成为现代俄罗斯的主要特征。在俄罗斯政治经济体制变迁中，

各派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中派力量的崛起是俄罗斯社会

力量与意识形态变化的一个明显反映。至此，中俄两国在经历了巨大的社会

转型之后，已经走出了各自历史的惯性，摸索出了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道路。

中俄经过艰难的实践和反思，形成了基于主权、抵制霸权、适应国情的内外

治理原则，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深刻自我改革。而中俄的历史性选择没有受制

于西方“民主-专制”两分法式的排他性意识形态，而是尝试把市场、民主

等价值结合于本国实践。由此，确保谨慎、稳健的国内政治经济进程并持续

深化中俄关系是自然的选择。 

中俄的政治互信还建立在对国际秩序看法的相同或相近之上。中国在冷

战后期开启的历史性的改革开放，逐步加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制，极大

地扩展了国际秩序的覆盖面积，事实上促成了国际秩序的全球化。中国加入

了世贸组织，意味着中国接受国际秩序的游戏规则。中国正处在从大国走向

强国的关键时期，已经不再是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

建设者、引领者，绝不是颠覆者。而俄罗斯也在冷战结束十多年后被迫进行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

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28 日第 2 版。 

② 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

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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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艰难的转型和加入全球化的进程。历史发展表明，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

都没有正式和全面地接受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由国际秩序”。中俄双方都认

为，联合国是当前国际秩序的核心，各国交往中应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

完整、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①中俄关系在亚太地区和世界上都发挥

着关键作用，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中俄多次就当前世界形势和重大国际

问题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认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倡导世界多极化和

国际关系民主化，主张以合作共赢的方式来解决全球性问题。俄罗斯在 2023

年版《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中明确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双方在各领域的互利合作，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相互

支持、加强协调，以确保欧亚大陆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可持续发

展。②中俄在政治上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在核心国家利益和重大关切

上相互尊重和支持；在主要国际问题上立场相近，在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

事务中一直保持密切协调和配合；双方共同推动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金砖

国家等多边合作机制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 

 

三、经济互补性是中俄关系的重要源动力 

 

中国与俄罗斯在经济上有很大的互补性。俄罗斯有丰富的资源和在某些

方面仍然发达的科技基础等，而中国有最大的市场、全面发展的科技、优势

产业和投资能力，两国之间的合作潜力和前景较为可观。 

进入 2018 年，两国贸易快速增长，到 2022 年双边贸易额超过了 1900

亿美元。其中，俄罗斯对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要明显高于从中国进口的速度，

对华贸易连续保持顺差。中俄两国能源战略具有很高的契合度，有着一系列

共同、长远的利益。俄罗斯对中国的出口中，不仅是能源和木材，高技术产

品也有较大幅度增长。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两国进出口商品结构

也有了明显改善，其中机电产品在高科技产品贸易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

                                                             
① 参见于滨：“中俄与‘自由国际秩序’之兴衰”，《俄罗斯研究》，2019 年第 1 期，

第 21-55 页。 

② См. Указ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Концеп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31 

марта 2023 г. http://www.kremlin.ru/acts/news/7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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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两国贸易互补的新态势。随着两国都进入发展新时期，双方在能源、基础

设施、科技、航空航天、数字经济、农业、旅游等领域的深入合作，将为两

国贸易结构优化打下坚实基础。中国对来自俄罗斯的工业机器人、工业设备、

发电机等领域的技术有很大兴趣，这一领域的贸易有较大幅度的增长。① 

中俄双方尊重各自国家复兴的需要，并根据这些需要将对方视为自身发

展的机遇。中俄建立的持久的宏观经济关系，有助于两个大国更好地应对政

治和社会稳定问题。②对俄罗斯而言，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对于解决当

前的经济和战略困境，特别是实现远东振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发起的欧亚经济联盟具有互补性。普京高度评价

中俄在经济合作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强调要推动落实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俄罗斯通过中国的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发展了工

业的优先行业，积极参与了全球劳动分工。对中国而言，加强与俄罗斯的经

贸合作，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及能源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③ 

中俄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之路，既是中俄政治、战略互信不断加深的缩影

和成果，也是两国从自身经济发展和国家利益出发作出的现实选择，体现在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及深化的全过程。在这

一过程中，两国的能源合作由一般油气贸易发展到勘探、开发及油气管道建

设、再到油气产品精炼的全方位合作，使中俄能源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巩

固。相应地，中俄高层对经贸合作的战略引领突出体现在重大项目上，有力

带动了双边贸易、投资和产业合作。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俄除在能源

开发和管线建设上密切合作外，还在核能、基础设施建设、太空项目开发以

及北极航道开发等方面都正在积极推进。所以，中俄关系在各领域都继续得

到深化，这不仅仅是应对外部压力的需要，更是两国自身发展的需求。 

俄罗斯创新发展战略与中国新发展理念相互契合。自 2008 年全球金融

                                                             
①  Никонов В. Экспорт-импорт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в 2018 году. 24 апреля 2018 г. 

http://informus.ru/raznoe/releases/34845-eksport-import-kitaya-i-rossii-v-2018-godu/ 

② Сухов В. Взаимный товарооборот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отношения, построенные на учете 

интересов друг друга. 20 июля 2018 г. http://moneymakerfactory.ru/biznes-plan/tovarooborot-

rossii-i-kitaya/ 

③ Пташкина Е. С., Жорняк Я. С., Борисов Г. Г.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этапе развития//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и управления. 

2018. №.4. С.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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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以来，尽管受到乌克兰危机后西方制裁的影响，俄罗斯依然一直在推进

经济增长方式由能源原材料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随着欧洲对俄罗斯能源需

求的下降，普京就明确指出俄罗斯的能源经济模式潜能已经耗尽，希望转向

东方，利用远东、西伯利亚广大地区多种多样的资源提升本国的制造能力。

在俄罗斯看来，中国充分利用国内资源，经济变得更加平衡，为俄罗斯应对

危机提供了借鉴。① 

2015 年 10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提出

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更进一

步明确，“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②。在这种背

景下，中俄不仅在能源领域，而且在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制造业、

数字经济、高新技术等领域，都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有利于推动俄罗斯经

济转型和出口多样化战略。正如我国学者冯绍雷所指出的，“乌克兰危机对

俄罗斯转向东方、深化与中国合作，是起了推动和促进作用的。但那已经是

2010、2011 年之后的事情，所以，不能简单地说中俄联手、俄罗斯转向东方，

仅是美国一手造成的。中俄联手更多源于两国本身在现代化进程中互相支持、

互相依傍的深层需求”③。 

 

四、丰富的人文交流为中俄关系打下深厚社会根基 

 

中俄两国人文交流和民间交往在各个层面都结出了硕果，越来越相通相

亲的民心民意为中俄关系发展打下了深厚的社会根基。中俄友好、和平与发

展委员会已经走过了 25 年的历程，俄中友协更经历了 65 年的历史。两国元

首都高度评价了中俄民间交往所取得的成绩，充分肯定了民间交往为两国关

系持续稳定发展、巩固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作出的贡献。俄罗斯最新民

                                                             
① Дембинская Н. Депрессия великих. Как Россия встретит новый глобальный кризис. 4 

марта 2018 г. https://ria.ru/economy/20180304/1515675686.html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

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28 日第 2 版。 

③ “冯绍雷：中俄合作有巨大空间，也有艰难过程”，2016 年 6 月 28 日，https://www.

guancha.cn/FengShaoLei/2016_06_28_365656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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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调查显示，中国在俄民众心中甚至超过白俄罗斯成为俄罗斯的头号朋友。

近年来，中俄相继联合举办了“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青

年友好交流年”、“媒体交流年”等主题年活动。其中，2014、2015 年举办

的中俄青年友好交流年开展了 300 多项活动，2016、2017 年是中俄媒体交

流年，举办了 260 余项活动，进一步增进了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为深

化两国地方合作，2018 年和 2019 年分别在中俄举办了地方合作交流年活动。

作为活动的一部分，中俄地方合作园（青岛）启动，并与俄中地方合作园（莫

斯科）分别签订谅解备忘录，两者将形成联动，促进两国企业互相投资发展。

中俄两国教育领域合作也取得新进展。2016 年，中俄合作大学深圳北理莫斯

科大学正式设立；2017 年，上海交通大学与莫斯科航空学院签署了中俄联合

航空学院的合作协议。中俄联合成立的同类大学联盟有 11 个，还有中国东

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大学联盟、中国长江中上游地区和俄罗斯

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高校联盟两个区域性大学联盟。在教育合作方面，有 150

所俄罗斯高校与约 600 所中国高校建立了伙伴关系，签署了 950 项合作协

议；在俄罗斯共设有 19 所孔子学院、5 个孔子课堂，俄罗斯共有 230 所学

校开设汉语课程，学习汉语的学生达 2.6 万人，汉语进入俄罗斯中等普通教

育结业性考核体系，并作为第五外语进入国家统一考试。相应地，俄罗斯在

中国设立的俄罗斯文化中心有 35 个，中国开设俄语专业的高校有 153 所，

开设公共俄语教学的高校约 150 所。①两国人员往来年均达 300 多万人次，

留学人员和短期培训交流人数共有 10 万人。同时，中国已跃升为俄罗斯入

境游的最大客源国，俄罗斯已逐渐成为许多中国年轻游客出游的热门国家。

此外，近 30 对友好省州、100 多对友好城市的形成，医科大学联盟、青年企

业家俱乐部的成立，青年议员、学生的互访，以及艺术周、电影周等一系列

举措与活动，增进了双方对彼此文化的了解和兴趣。随着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的有序推进，中俄各界对双方交流交往的热情进一步升温，对两国成为

真正的合作伙伴有着极高的期许，这是中俄关系持续深化的社会基础。 

                                                             
① 姜晓燕：“中俄教育合作现状与愿景”，《光明日报》，2019 年 6 月 13 日第 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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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中俄关系“世界意义”的五个维度
*
 

 

赵  隆**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

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推动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

力量，两国关系的影响超出双边范畴，对世界格局和人类前途命运至关重要。

“中俄之间立足于‘和而不同’的伙伴关系认知，内生动力引领之下坚实的

双边、区域和全球合作，以及高层紧密互动下的互信构建，这些都为当代国

际政治提供着重要启示”①。具体来看，中俄关系的“世界意义”可以从政

治、安全、经济、治理和理论五个不同的维度加以理解。 

 

一、政治维度：发出“中俄强音”，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自 2013 年以来，中俄两国在谋划双边关系发展目标和愿景的同时，先

后发表了 22 份联合声明和公报（中俄总理定期会晤联合公报除外），从全

局性和指向性的双重向度，为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

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发声。 

（一）具有较强的全局性特征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以及地区多边事务的关键力

量，中俄在一系列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同或相近，保持密切沟通和

合作。在元首年度互访、总理定期会晤、议会合作委员会和各级别交往合作

的框架内，两国陆续于 2008 年发布《关于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2011

年发布《关于当前国际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2017 年发布《关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科技竞争的全球图景和中国‘创新伙伴关系’的

推进逻辑研究”（项目批准号：2020FRXG80）、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青班专项课

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的全球治理观研究”（项目批准号：2020FXZ003）

的阶段性成果。 

** 赵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① 冯绍雷：“中俄关系 70 年的当代意义”，《当代世界》，2019 年第 8 期，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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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当前世界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2021 年发布《关于当前全球

治理若干问题的联合声明》、2022 年发布《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

续发展的联合声明》等多份文件。上述文件涉及两国对于全球大势、时代主

题、国际体系转型和秩序变革、全球治理议程等具有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的

看法，也成为双方协调有关国际秩序观、安全观、发展观和治理观上的认知

差异，寻求理念和利益契合点的有效方式，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中俄推动和平

与发展、公平与正义、合作共赢的期待。 

（二）具有明确的议题指向性 

除了就国际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形成战略共识之外，中俄还针对特定时

期的尖锐挑战提出应对思路和解决方案。例如，针对甚嚣尘上的“历史修正

主义”，特别是部分国家否认历史、篡改二战胜利成果等行径，两国发表《关

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及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的联合声明》，重申在集体协

商、尊重文明和文化多样性原则上推动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

方向发展，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全面增强联合国权威和地位。①针对个别国

家破坏军控和防扩散体系，谋求军事领域绝对战略优势的尝试，两国发表《关

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强调维持良好大国关系对解决全球战略

性问题的重要性，提出维护军控和防扩散领域国际机制体系的举措。②针对

国际博弈中“法律战”更趋激烈，特别是部分国家滥用国际法，国际争端解

决机制的扩权、越权和滥权做法，两国发表《关于促进国际法的声明》，强

调维护国际法权威的重要性，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和与国际法不符的单边强制

措施，以及滥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③针对网络空间安全挑战和部分国家对

信息技术的滥用，两国发表《关于协作推进信息网络空间发展的联合声明》，

呼吁尊重网络空间的主权原则，为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信息网

                                                             
① 参见《中俄第十一轮战略安全磋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及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的

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5 年 5 月 26 日，https://www.mfa.gov.cn/w

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1505/t20150526_7947579.shtml 

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

《人民日报》，2016 年 6 月 26 日第 3 版。 

③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促进国际法的声明》，《人民日报》，2016

年 6 月 26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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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空间新秩序提供思路。①针对美国退出《苏美关于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

条约》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两国发表《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

的联合声明》，强调“核武器国家对国际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负有重要责任，

他们应通过对话磋商解决彼此关切，……避免战略误解和误判”②。与传统

大国关系中聚焦双边议题的特点不同，中俄通过凝聚共识、共同发声，展现

协力维护世界秩序、国际安全和公平正义的责任担当。 

 

二、安全维度：深化“中俄观念”，破除冷战思维禁锢 

 

在国际合作的安全泛化和意识形态化背景下，各国缺乏在弥补和平赤字、

破解全球安全困境问题上的共识。经典同盟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和功能主义得

到强化，以二元对立的“敌我思维”③为指导的“同盟安全”得到推崇，更强

调功能与目标的契合，在组织形式上更加灵活。2022 年 6 月，北约马德里峰

会把俄罗斯从“战略伙伴”修改为“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威胁”。2023 年 4 月，

芬兰被正式接纳为北约的第 31 个成员国，成为打造“去俄罗斯化”欧洲安

全框架的关键步骤。同时，美国通过“印太战略”加紧拉拢亚太国家，借军

事同盟极力拼凑“亚太版北约”。④无论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

（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的建立，还是以

“全球合作伙伴”为名邀请日、韩、澳、新参与北约对话，都表明了“同盟

安全”理念得到西方多国认同，冷战式的遏制与围堵行动频现。 

与此相反，中俄在开展各层级、多领域安全合作，提升两军协同能力和

开展联合军事演习的同时，从未将“同盟安全”这样具有冷战色彩的模式作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协作推进信息网络空间发展的联合

声明》，《人民日报》，2016 年 6 月 26 日第 3 版。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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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

报》，2019 年 6 月 6 日第 3 版。 

③  Jeffrey A. Bader, “Changing China Policy: Are We in Search of Enemies?” https://

www.brookings.edu/blog/up-front/2015/06/22/changing-china-policy-are-we-in-search-of-ene

mies 

④ Se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ality Check: Falsehoods 

in US Perceptions of China”, June 19, 2022, https://www.mfa.gov.cn/eng/wjbxw/202206/t2022 

06 19_107060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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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选项，而是强调“推动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基础的普遍平等、

不可分割的新安全观”，明确“不能以牺牲部分国家的安全为代价来维护另

一部分国家的安全”，倡导“在亚太地区建立开放、透明、平等、包容的安

全和合作架构”。① 

相较于通过强化与扩张同盟体系追求独享安全和通过前沿力量部署制

造对抗安全格局而言，中俄更为强调以平等、包容原则为核心的“集体安全”

理念，倡导维护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推动各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反对单一国家垄断安全事务或侵害他国权益。倡导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不以集团政治或阵营对抗为

模板，构筑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在实践中，根据《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

约》第九条的规定，②两国于 2005 年启动中俄战略安全磋商机制，两军也于

同年首次组织“和平使命”联合演习。通过常态化的安全磋商和联合行动能

力建设，在涉及对方主权、领土完整、安全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2022 年，中国首次提出包括“六个坚持”

的“全球安全倡议”③。2023 年 3 月，中俄确认将“共同落实全球安全倡议，

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及时交换意见、协调立场，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贡

献力量”④。中俄安全合作实践为安全形式与路径的再探索、安全标准与内

涵的再审视、安全观念的再塑造提供了有益思路，也成为各国摒弃“非友即

敌”的简单二元对立，弥补和平赤字和破解安全困境的重要参考。 

 

三、经济维度：拓展“中俄红利”，构筑区域发展新格局 

 

中俄两国互为各自的最大邻国，同为亚欧地区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经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

明》，《人民日报》，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3 版。 

② 第九条规定：“如出现缔约一方认为会威胁和平、破坏和平或涉及其安全利益和针对

缔约一方的侵略威胁的情况，缔约双方为消除所出现的威胁，将立即进行接触和磋商。” 

③ 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2 年年会开幕式上

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2 年 4 月 22 日第 2 版。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人民日报》，2023 年 3 月 22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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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结构高度互补。从量级角度看，两国的双边贸易额从 2000 年的 80 亿美元

提升到 2022 年的 1902 亿美元，且有可能在 2023 年提前迈过 2000 亿美元的

门槛，中国连续 13 年成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截至 2022 年底，人民

币在俄罗斯进口结算中的份额已跃升至 23%，在出口结算中的份额则升至

16%。①从结构来看，两国务实合作从单纯贸易拓展到联合研发、联合生产、

发展战略对接，跨境电商、数字经济、农业、旅游业、服务贸易日益成为与

传统战略性大项目并驾齐驱的新动能和新增长点。同时，中俄能源合作的互

补性凸显。2021 年，中国自俄进口能源产品 3342.9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7.4%，占当年中国自俄进口总值的 65.3%。俄罗斯稳居中国第一大能源进

口来源国，保持第二大原油进口来源国、第一大电力进口来源国地位。②中

俄原油管道二线工程、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北极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等

重大项目顺利投产。中俄元首签署的《关于 2030 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

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明确未来合作的 8 个重点方向，③把提质增效作

为新时期务实合作的优先任务，扩大合作能级和辐射效应。 

在中俄务实合作迈上新台阶的同时，双方在推动亚欧地区合作方面也实

现倡议对接和议程融通。2015 年，中俄元首签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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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国商务部与俄罗斯

经济发展部签署《关于欧亚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的联合声明》。

2018 年，中俄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议》，显示

两国通过互利合作推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决心，以及探讨全面、

高水平、未来面向其他经济体开放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安排的共同意愿。在中

俄合作的驱动下，以亚欧国家为主的上合组织经贸合作蓬勃发展，成员国占

全球贸易总值的比重，从 2001 年的 5.4%增长至 2020 年的 17.5%。④2021 年，

                                                             
① См. Доля юаня в расчетах по экспорту из России в 2022 году подскочила с 0,5% до 

16%. 9 марта 2023 г. https://www.interfax.ru/business/890332 

② 参见“中国连续 12 年稳居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俄经贸合作成果丰硕”，

《人民日报》，2022 年 2 月 9 日第 5 版。 

③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 2030 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

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3 年 3 月 22 日第 3 版。 

④ “Report: SCO ties play key role in boosting trade, cooperation”, China Daily, March 2, 2022, 

https://global.chinadaily.com.cn/a/202203/02/WS621ec603a310cdd39bc89b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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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 GDP 总量达到 23.3 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总量的约 24%，①维护粮

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成为重要合作议题。此外，中俄“黑

河-布拉戈维申斯克公路桥”通车，中国上合示范区首条海运航线“中俄快

线”首航等互联互通成果，也促进亚欧各国探索促进资源和生产要素流动和

配置、释放区域合作潜力的路径。例如，中吉乌铁路项目的合作文件顺利签

署，项目有望在可行性研究工作完成后启动。中俄之间不断深化务实合作带

来的红利外溢，对构筑互补性区域发展格局形成辐射效应，成为打造多要素、

高质量的亚欧经贸空间的基础。 

 

四、治理维度：通过“中俄引领”，为多边主义提供动能 

 

在中俄共同的引领推动下，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以及中俄印、中俄

蒙合作等机制应运而生。两国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合组织、金砖国家、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会议）等共同参与的多边框架下有效协

调，对中俄深化战略协作形成促进作用，构成了从“双边-多边-双边”的正

向循环结构，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和地区治理进程。 

（一）助力现行国际体系通过“压力测试” 

随着大国竞争、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强权政治抬头，有关联合国“无

用论”、国际法“失灵论”和多边主义“过时论”等论调甚嚣尘上。对于作

为战后国际体系核心支柱之一的联合国如何进行功能优化，在维持代表性的

同时如何提升决策效率，特别是对安理会进行扩员、限权等的改革诉求表达

得更为直接。部分国家甚至产生了用“基于规则的秩序”取代公认的国际法

原则和准则的冲动。面对世界可能从发展议程主导下的“南北互动”重回安

全议程主导下的“东西之争”，以及有关安全观、秩序观、价值观的认知鸿

沟，中俄通过在联合国安理会、联大、人权理事会等层面的沟通协作，在维

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方面发挥“建设性协同”作用，

防止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

                                                             
① “SCO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spotlight amid global challenges”, Global Times, September 

14, 2022,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209/127524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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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陷入“破坏性重构”进程。中

俄战略共识也有助于推动现行国际体系的改革与完善，特别是在动荡的变局

中发挥“稳压器”的作用。 

（二）推动“非西方世界”的制度性尝试 

“上海五国”会晤机制作为上合组织的前身，诞生于中国与俄罗斯、哈

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加强边境地区信任和裁军的谈判进程

之中。1996—1997 年，上述五国元首先后签署的《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

领域信任的协定》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成为亚太

地区首份多国双边政治军事文件。在此过程中，中俄两国在边界互信问题上

的成功经验，成为其他国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重要参考。目前，作为冷战

后“非西方世界”的重要制度性尝试，上合组织已从最初的边境安全互信机

制演变为涵盖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的多元化互动平台，成为欧亚大陆最

具综合影响力的区域组织。在上合组织发展迈入第三个十年之际，其主体代

表性和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2022 年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签署了关于

伊朗加入上合组织义务的备忘录，启动接收白俄罗斯为成员国的程序，批准

埃及、沙特、卡塔尔，同意巴林、马尔代夫、阿联酋、科威特、缅甸为新的

对话伙伴，批准成员国睦邻友好长期合作条约未来 5 年实施纲要等一系列决

议。上合组织对地区国家产生“吸引力”的关键，在于对“上海精神”的高

度认同和有效践行，其实质是“通过对话保障和平，建立合作以促进发展，

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对外开放，摒弃冷战思维，适应时代要求”①。在某

种程度上，也是基于中俄关系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所产生

的示范效应。 

（三）探索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路径 

中俄作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创始成员与核心主体，共同推进金砖合作

的机制化、系统化、实心化，并通过“金砖+”平台建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2021 年金砖五国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的 25.24%，贸易总额占世界的 17.9%，②

                                                             
① “《环球时报》专访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诺罗夫：上合 20 年，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环球时报》，2021 年 6 月 16 日第 5 版。 

② “金砖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2 年 9 月，https://www.fmprc.gov.cn/web

/wjb_673085/zzjg_673183/gjjjs_674249/gjzzyhygk_674253/jzgj_674283/gk_674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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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货物进出口总额达 85498 亿美元，同比增长 33.4%。①2022 年，中国

与金砖国家双边贸易额超过 55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9%。②作为金砖国家

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新开发银行成立 7 年多来已批准 99 个贷款项目，

总额超过 340 亿美元，③不但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可

持续发展的保障，也成为新型国际多边开发机构的发展样板。在中俄共同引

领下，金砖国家机制从最初的经济合作概念逐步拓展至政治安全、公共卫生、

可持续发展和人文交流等各个领域，各国在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共识之上，

就促进疫后经济复苏、维护全球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

领域展开多边合作，金砖国家机制的吸引力得到显著提升。目前，阿尔及利

亚、伊朗和阿根廷已正式向金砖国家提交了加入申请，还有 12 个国家有意

向加入金砖合作机制。在中俄共同引领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形成以“不干

涉内政”原则为核心的互动规范、基于“非同盟政治”的治理路径、以非西

方标准和理念推动的合作模式，对于构建不同文明归属、不同政治体制、不

同意识形态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五、理论维度：基于“中俄范式”丰富新型大国关系内涵 

 

大国间互动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变量，也是决定时代主题和国际

秩序的关键因素。然而，少数国家利用政治话语权和国际叙事能力，制造“修

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诸多概念，推销“国强必霸”、“大

国必战”等零和逻辑，为其维系霸权的政策和行动进行理论背书。与此同时，

针对中俄关系的污名化、离间计和阴谋论，也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选项。 

2013 年 3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时，首次提出推动建立以合作共

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中俄不但肩负着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

化的责任，也需要为探索国与国之间的正确相处之道作出贡献。有学者指出，

                                                             
① See “What BRICS cooperation means for world”, June 22, 2022, http://english.news.

cn/20220622/c8072ec14f154b3192e6a1ccaecbe207/c.html 

② 参见“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23 年 2 月 9 日，h

ttp://www.mofcom.gov.cn/xwfbh/20230209.shtml 

③ 参见“外交部发言人：中方欢迎罗塞夫担任新开发银行行长”，新华网，2023 年 3 月

30 日，http://www.news.cn/world/2023-03/30/c_11294805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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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在全球化时代塑造新型国家间关系的种种努力，不是头脑发热的冲动，

没有任何浪漫主义和意识形态化的特征，而是立足于国际政治、双边关系和

国家发展的现实的。①自 1996 年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来，两国根据

外部形势发展、国家利益需要和国际社会期待，不断对双边关系的性质和定

位进行完善。2001 年，两国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11 年，明

确“建立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的目标；2019 年，提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定位。经

过多年的相互调试，中俄确立了“互帮互助、睦邻友好；相互支持、战略协

作；互谅互让、合作共赢；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等一系列重要

原则，探索出“结伴而不结盟”的对外交往新路径。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俄

罗斯报》发表的署名文章指出，中俄树立起了“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

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典范”②。由于不存在冷战时期军事政治同盟传统的责

任约束、利益交换和主从关系，中俄无需捏造“假想敌”或划定势力范围，

无需超越各自战略意志和能力边界，实现了“志同道合”与“守望相助”的

兼顾，做到了国家利益、国际社会整体利益和时代发展潮流的平衡，为丰富

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内涵提供新范式。 

 

【Abstract】On March 21, 2023, presidents of China and Russia signed the 

“Joint State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n 

Deepening the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rdination for the New 

Era”, which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s key areas and common tasks in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strategic cooperation at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global and regional levels. Based on historical logic, real challeng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this statement clarifies goals and 

directions for sustained and rapid development for 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① 唐贤兴：“塑造新型的国家关系：中俄关系发展的世界性意义”，《俄罗斯研究》，

2001 年第 3 期，第 14 页。 

②  Си Цзиньпин. Упорно двигаться вперед, к новым перспективам дружбы,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совмест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0 марта 2023 

г.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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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ing the trend. The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for Russian Studies specially 

organized these articles to discuss in-depth historical logic, ways of getting along, 

endogenous motivation and world significance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Thanks 

to the summarization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lessons by heads of both 

countries, Sino-Russian relationship has entered a stage of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rdination for the new era. Based on principles of “good 

neighborliness and friendship”,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and “strategic 

coordination”, both countries have found ways such as “equality and mutual trust”, 

“non-alignment, non-confrontation, and no targeting of third parties”,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shelving differences, and win-win cooperation” among 

major countries. It provides a demonstration of a new type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hip. The Sino-Russian relationship is a major-country relationship with 

endogenous motivation, guided by high-level exchanges. It ensures stability and 

long-term progress through political mutual trust, boosts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rough economic complementarity, and deepens social foundation 

of traditional friendship through cultural exchanges. Currently global major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re accelerating, and the world has entered a new 

period of turmoil and changes. The impact of Sino-Russia relations goes beyond 

bilateral scope and is crucial to the world structure and future of mankind as well. 

China and Russia are global powers and neighbors. These two countries’ good-

neighborliness and friendship, steady progress, and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strategic cooperation are in themselves conducive to the s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o the multi-polarization of the world and democrat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o-Russian relations have global significance in terms of 

safeguarding international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politics, breaking shackles of the 

Cold War mentality in terms of security, building a new patter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economically, providing momentum for multilateralism in 

governance, and enrich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 new type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 theore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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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Words 】 Sino-Russi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rdination for the New Era, New Type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Аннотация】21 марта 2023 г. главы государств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подписали «Совместное заявле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б углублении отношений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го 

партнёрства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вступающих в новую эпоху», 

в котором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 разъяснены ключев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и общие 

задачи всестороннего углублен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на 

двустороннем,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ем, глобальном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м уровнях, 

основываясь 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логике, практических задачах и будущем 

развития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документ проясняет цели и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устойчивого и быстр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определяет временные тенденции. Редакция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специально подготовила данную статью-беседу с целью 

углублённого обсужде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логики, путей налажив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эндогенной мотивации и мирового знач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

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ступили в новую 

эпоху всестороннег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артнёрства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благодаря 

обобщению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 и уроков лидерами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а также 

на основе принципов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 и дружбы», «равенства и взаимной 

выгоды»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исследовали такие способы 

наладив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с крупны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как «равенство и взаимное 

доверие», «не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 отказ от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и отсутствие 

нацеливания на третьи стороны», «поиск точек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ия при 

сохранении разногласий и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демонстрируя 

новый тип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державами.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 

это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державами с эндогенной мотивацией, использующие 

обмены на высоком уровне в качеств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俄罗斯研究 2023 年第 2 期 

 - 52 - 

обеспечивающие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и долгосрочный прогресс путём взаимно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доверия, содействующи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и развитию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взаимодополняемостью и углубляющие социальную основу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дружбы между людьми культурными обменам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невиданные столетиями масштабные мировые изменения ускоряются, 

мир вступил в новый период потрясений и перемен, влияние китайско-

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ыходит за рамки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имеет 

решающе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миров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и будущего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являются глобальны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и соседями,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о и 

дружба двух стран, неуклонный прогресс и постоянное углублени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ами по себе способствуют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обстановки,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сти мира и 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имеют 

глобальное значение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честности 

и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в политике, разрыва оков менталитета времён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остроения новой модел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придания импульса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ости в управлении и обогащения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го значения 

нового типа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крупны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го 

партнёрства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новый тип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крупны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идеи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о дипломати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в китайском стиле 

（责任编辑  宋羽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