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大亮点助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俄模式挑战西方话语霸权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俄罗斯问题专家 马风书

习近平访俄结束，中俄全面战略合作的丰硕成果已展现在人们面前。综合各

方面信息，笔者认为，未来中俄全面战略合作将至少有经济、军事、人文交流等五

大亮点。

全球事务不能

背着中俄进行
特约撰稿 唐棠 发自莫斯科

国家主席习近平已基
本完成了访俄的各项行
程，俄罗斯媒体、学界和民
众反响积极。

俄媒回顾中俄两国外
交史，称俄方在中方眼中
经历了“榜样、敌人、合作
伙伴”的变换。俄罗斯，更
确切说是苏联，起先是中
国学习的榜样，20世纪50
年代，苏联派了数千名专
家前往中国，响应“永远是
兄弟”的口号，援助年轻的
共产主义政权。但严重的
意识形态分歧逐渐暴露出
来，导致双边关系危机，苏
联成了“修正主义敌人”。如
今这对邻居重归于好，务实
的双边关系成为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的重要依据。

这家媒体称，习主席
此次访俄，给予西方一个
信号：中俄双方的接近说
明两国将共同抗衡西方话
语 霸 权 。该 媒 体 还 援 引
2012年6月俄罗斯总统普
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
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重要的是，今天任何一个
明智的经济和国际关系领
域的政治家、专家承认，全
球性的事务不可能‘背着’
俄罗斯和中国计划和实
行 ，而 不 考 虑 中 俄 的 利
益。”

在莫斯科大学做访问
学者的苏州大学一位副教
授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他
对习主席发言中提到的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表示
赞同。现在俄罗斯民众对
中国的了解仍然非常有
限，有些人认为中国仍然
是那个古老而神秘的国
家，有些人则知道中国现在
经济发展迅速，是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但这些都是国家
层面上的，很多民众对中国
人的生活缺乏了解，也充满
好奇。这也可以解释为何50
个俄罗斯家庭到北京参加
民俗活动在俄罗斯引起了
极大反响。还有去年李克强
邀请莫大学子访华，这些确
实都能增进俄罗斯民众对
中国真实生活的了解。

莫斯科大学的宿舍管
理员纳佳表现出对中国的
极大兴趣。她希望借俄罗
斯的中国旅游年之机，有
机会到中国旅游，亲眼看看
从中国留学生口中得知的
中国景象。她的同事尼古拉
也说，他特别喜欢中国造的
毛巾，“中国人很能干”。

马风书

1 经贸飞跃

近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不断提升，两国完全摆脱了早期

“政热经冷”的尴尬局面。此次两国
领导人进一步宣布了2015年前双
边贸易额达到1000亿美元、2020年
前达到2000亿美元的宏大目标。届
时，中俄贸易将构成世界贸易体系
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这是中俄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
的重要基础。

考虑到两国在经济上存在的
巨大互补性和加强合作的强烈愿
望，未来中俄经济合作的亮点将
集中于能源、核技术、交通、航空、

金融等方面，其中能源合作是重
中之重。2018年前俄罗斯将每年
向中国出口5000万吨石油（目前
仅1500万吨），2018年起每年向中
国出口380亿—600亿立方米天然
气。这意味着俄罗斯将成为中国
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供应国，战
略意义无比巨大。

俄罗斯至今没有高速公路和
高速铁路，在助俄发展交通方面
中国可发挥积极作用。两国达成

“在双边贸易、直接投资、信贷等
领域推广使用本币”的协议将推
动两国摆脱对美元的过度依赖，
动摇美元的全球垄断地位，促进
国际金融体系的合理和公正。

2 军事合作

此次习主席访俄行程的一个
重大活动是参观俄罗斯国防部和
俄军作战指挥中心。这是我国领
导人对俄罗斯军事中心的首次访
问，也是外国元首访俄的第一次，
凸显了中俄军事合作的特殊重要
性和战略性，“是两国战略协作的
重要内容和支撑”。面对不平等、
不平衡、不平静和不确定的国际
局势，以及某些大国和军事集团
日益加强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干涉主义和遏制战略，还有日益
上升和扩散的各种非传统安全威

胁，中俄加强军事领域的战略互
信与合作不仅对保障两国领土、
主权的完整和国家安全具有巨大
的现实意义，而且有助于维护地
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消息
显示，近年来中俄两军之间的高
层互访、人员培训、联合演习日益
增多，而且军事技术合作的规模
也已达到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
有理由相信中俄之间的军事合作
将会继续快速发展。

3 人文交流

中俄两国在人文领域的合作
相对比较落后，尽管近年来通过
相互举办“国家年”、“语言年”、

“旅游年”，创办“孔子学院”和俄
罗斯文化中心等，两国民间交往、
相互了解大大加强，但人文教育
领域的合作仍与中俄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不相适应，尤其是高层次
人才的交流、联合培养、联合理论
研究等方面的合作仍有很大空间。
人文教育领域的工作是影响人感情
和理念的工作，其合作无疑是一种
战略合作，相信这将成为中俄全面
战略合作的亮点之一。

4 发展模式

中俄两国从各自的经验教训

出发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即一
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和社会制度必
须与该国的历史、文化及具体国
情相结合，不能一味照搬外国的
模式；对于强行向其他国家推行
自己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甚至
为此不惜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
做法要坚决反对。中俄两国建立
了不同的发展模式，而且都取得
了巨大成就，对西方的话语霸权
形成了强烈挑战。这引起了某些
西方政治家的极大忧虑甚至恐
慌，对中俄两国的意识形态指责
也愈发剧烈。中俄在这方面的共
同合作必将成为中俄全面战略合
作的新动力和新亮点。

5 国际事务

国际事务中的利益契合也是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重要
动力。中俄联合声明清晰地表明，
两国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相互理
解、协调与合作，有助于促进世界
多极化发展趋势和国际秩序的公
正、民主与合理。在包括叙利亚、
伊朗、朝鲜半岛、东海、南海等热
点地区在内的国际问题上，中俄
战略合作将会更加引人注目。

以上合作超出了单纯的物质
利益层面和局部范围，具有真正
的全面性和战略性。

俄商争相与华商交换名片
本报特派记者 郭静 李钢 吉祥 3月24日发自莫斯科

24日上午，我们又一次来到
习近平下榻的总统饭店，这个俄
罗斯著名的国宾饭店，距离克里
姆林宫不到两公里，见证了中国
新任国家主席的首次出访。宾馆
正对着的列宁大街路口，警戒线已
经撤离，露天停车场上，我驻俄使馆
的车辆也少了很多。总统饭店大门
口，中俄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这两天，我们追逐着习近平
主席的访俄步伐，从总统饭店到

红场，再到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
主席的每一场公开活动，都广受
关注。印象最深的是，23日上午，
为了听习近平主席的演讲，数百
名俄罗斯学生在莫斯科国际学院
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考虑到莫
斯科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严寒，这
种热情可谓超乎寻常。

他们为什么如此关注中国国
家主席的演讲？几位俄罗斯学生
的回答，他们关心中俄关系这样

的大事件，但更希望从习近平主
席的讲话中，找到与自己息息相
关的信息。

比如，学汉语的玛莎想知道
将来去中国工作会不会更简单，
而她的同学谢尔盖则关心演讲会
不会提及青年交流的事情，因为
他一直想去中国留学。在22日晚
上举行的“中国旅游年”开幕式开
始前，几位俄罗斯商人不停地在
大厅里走动，见到中国商人就热

情地打招呼交换名片，人脉有时
就意味着商机。

当媒体聚焦习近平主席与普
京总统就国家利益进行会谈时，
这些具体到每个人的关切恰恰为
此提供了生动的注脚。看上去，这
些发生在宏大事件下的个体关
注，并不那么显眼。不过，也正因
为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中俄友好对
自身有利，两国关系的发展才有
了不断前行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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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中国旅游年”开幕式开始前，几位俄罗斯商人不停地在大厅里走动，见到

中国商人就热情地打招呼交换名片。正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中俄友好对自身

有利，两国关系的发展才有了不断前行的动力。

莫斯科时间23日，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共进午餐。

中国留学生自发地聚在
一起欢迎习近平的车队。
本报特派记者 邱志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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