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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国际关系特别是

大国关系发生了深刻而又复杂的变化。俄罗斯经济、

政治、社会局势以及中俄美三国关系将发生怎样的

变化？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将对其国内经济以及中

俄两国贸易、科技等方面合作产生怎样的影响？另

外，中国尤其是黑龙江省将如何推进中俄区域合作

发展及加紧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与俄

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

2018年）》（以下简称《中俄地区合作规划纲要》）

等问题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为了给国内研究俄

罗斯问题的学者搭建一个学术交流平台，黑龙江大

学俄罗斯研究院和黑龙江省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于

2012 年 1 月 7 日在黑龙江大学联合举办了“2012

年俄罗斯热点问题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来

自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吉林大

学、辽宁大学、黑龙江大学、黑龙江省社科院等研

究机构的俄罗斯问题专家、学者八十余人。与会专

家学者畅所欲言，研讨会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中俄关系及俄当前政治经济形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俄罗斯研究中

心副主任陆南泉教授在发言中分析了未来一段时期

中俄美三国关系的变化趋势。从俄美关系来看，俄

对美由战略妥协转向战略反制。中美关系总体上将

保持稳定发展的势头，但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国

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上升，美国力图通过各种方

式牵制中国的发展。从美对中俄的共同政策来看，

由于中俄两国与美国战略利益不同，在一些重大国

际问题上矛盾与分歧难以消除，地缘战略的争夺、

挤压与反挤压、遏制与反遏制等方面的斗争将会加

剧和长期存在。中俄两国都是美国的遏制的对象，

这是中俄美三国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陆南泉教授

特别强调，2012年 3月俄总统大选后，如普京当选，

对美政策将更趋强硬，对华的战略依托亦将强化。

清华大学欧亚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吴大辉教授认

为，在 2008 年爆发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当中，中

俄两国正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中持续地获得意

外的战略红利。未来 10 年，美国进行国际干预的

能力会相对下降，中俄两国的国际话语权将进一步

增大，但是美国对于中俄两国中任何一方而言，都

占有绝对的国力优势。进入后危机时代，实力相对

衰弱的美国加快了“战略转向”的步伐，并将安全

战略的优先任务由反恐与防扩散转向应对崛起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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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国与俄罗斯。在此背景下，深化战略协作

是中俄两国崛起的 优选择。中俄战略协作的形成

与发展具有内在与外在的两个逻辑。内在逻辑，即

邻居不能选择——作为两个相邻的世界性大国，只

能交好，不能交恶，而且两个具有巨大的经济互补

性的新兴崛起大国，只有联合图强才能降低发展成

本。外在逻辑，即中俄崛起都必须冲破外部阻力——

中俄崛起客观上对现有强权国家形成挑战，必然遭

遇后者的极力阻击，只有联合图强才能形成强大的

外交突破力。

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副主任徐

坡岭教授重点预测了2012年后俄罗斯的经济前景。

他说，从 2009 年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来看，俄罗

斯经济复苏顺利。尽管世界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但由于推动俄罗斯经济增长的诸因素中，内部需求

和投资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经济的内生性增长性

质突出，经济增长的短期前景可谨慎乐观。至于中

长期前景，俄罗斯经济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将随着普

京重返克里姆林宫而尘埃落定。外生推动的经济现

代化，将把“重新工业化”作为重要内容，把军工

企业等既有优势部门的现代化作为战略突破口。由

于这种外生推动的经济现代化存在创新和技术扩散

机制方面的重大问题，俄罗斯未来一段时期内经济

增长还不能摆脱国际市场能源价格等传统因素的影

响。经济现代化对俄罗斯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仍有

待观察。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院马蔚云研究员基于经

济结构视角审视了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他认

为2009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俄罗斯造成重创，

主要是因为俄国内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诸如经

济结构不合理、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国际竞争

能力不强等经济安全问题比较突出。从深层而言，

经济发展战略、对外强国战略和经济全球化等是

影响俄罗斯经济结构优化的主要因素。黑龙江大学

俄罗斯研究院戚文海研究员则从人力资本的知识效

应和外部效应角度分析了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

制。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实践表明，创新主体、创新

环境和创新机制是一个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政府

通过这一体系在国家层面上实施社会创新资源的合

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促进创新机构间的相互协调和

良性互动，以体现国家的创新意志和战略目标。葛

新蓉副研究员也指出，发展创新经济开始成为俄罗

斯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任务。并且在国家政策作用

下，远东地区已形成保证创新体系发展的制度条件，

出现国家科技中心体系。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陈宪良副教授以《俄罗斯杜马大选及其影响》为题，

介绍了新一届俄罗斯杜马选举后俄罗斯政党政治格

局发生的微妙变化。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邹秀婷副

研究员在发言中分析了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的迫切性以及存在的制约因素。

二、推动中俄毗邻地区合作发展问题

随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化，两国

在经济、政治、外交、安全等领域的共同利益日益

凸显，《中俄地区合作规划纲要》作为“利益汇合

点”，反映了中俄双方振兴区域经济、谋求共同发

展、致力共同繁荣的迫切愿望，体现了双方共同的

利益诉求。为加快推进《中俄地区合作规划纲要》

的落实，专家们纷纷献计献策。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朱显平教授指出，

进一步推进中俄区域合作是中国东北地区经济振

兴、深化改革开放以及俄罗斯东部地区开发的一种

客观需要。目前，中俄经济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中

俄经济合作已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期”，双方经贸

合作也将从较低级的能源、木材等“资源交易”向

技术型为主的产品开发和创新经济型转变。朱显平

强调，考虑中俄区域合作的着眼点不应该局限于两

国的合作。而应该站在东北亚甚至是全球合作和发

展的角度，思考两国区域合作和发展问题，区域开

放不仅是面向两国，而且要面向世界。只要区域开

放和发展能够深入进行，就能给区域合作带来实效。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成教授

在发言中重点阐述了中俄毗邻地区合作的新动向、

新问题。他提醒说，需要注意俄在东亚地区的利益

伸展，不愿中国在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地区开发问题

上独占优势，而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多边化”倾

向。在此背景下，中国东北地区与俄东部地区一个

新的合作格局正在来临。在加强地区合作问题上，

俄将总体表现积极但可能出现波动。中国必须审慎、

积极地应对这一变化，认真研究并作出周详安排。

如果不能在一定时期扎实地推进中俄地区之间更深

层次的相互交往和更深层次的相互认知，深化地区

合作乃至两国关系有可能贻误 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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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爽研究员认为，

构建利益共同体是中俄双方共同推动区域合作的目

标和动力，主要应体现在：强调共同利益，实现互

利共赢；加强利益协调，完善会商机制；先易后难

推进，凸显合作成效；健全法制法规，提高工作成

效；拓宽融资渠道，加大投资力度；加快陆海联运，

构建运输网络。中俄两国对《中俄地区合作规划纲

要》重点项目以及其他合作项目的推进情况存在较

大差异，特别是俄方的资金和项目落实存在不确定

性，这表明在双方的合作中还存在诸多制约性因素，

反映了中俄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对扩大合作、构

建利益共同体目标存在认识上的不对称和思维上的

差异，由此而导致投资乏力和消极观望。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院李传勋研究员对《中

俄地区合作规划纲要》项目实施进展不畅的原因进

行了深入解析。他认为，原因一是全球金融危机之

后，俄 高决策层对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包括俄东部

地区发展战略作出调整，俄方对实施该纲要的态度

有所变化；二是该纲要的内容在俄遭到一些质疑乃

至非议。实际上，纲要所列项目在双方境内的布

局安排是符合两国现在的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特点

的。为推动上述纲要的落实，双方应对纲要进行必

要的补充与修改。中方要充分重视俄政府出台的《远

东和贝加尔地区 2025 年前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确保对方在本国的投资安全，建立起双方的会晤磋

商机制，争取在关键项目的运作上取得突破。黑龙

江大学俄罗斯研究院于小琴副研究员着重分析了俄

部分人士对《中俄地区合作规划纲要》所持的反对

立场，认为其未从俄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出

发，而是片面强调地区合作的消极影响，与区域经

济一体化趋势相悖。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夏焕新研

究员建议以落实《中俄地区合作规划纲要》为契

机，把哈尔滨市建设成为国家级对俄全面合作的先

行区。把哈尔滨市打造成对俄开放合作的交通物流

枢纽、商贸流通基地、出口加工生产基地、科技开

发创新高地、人文信息交流平台，以此促进黑龙江

省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并以国家对哈尔滨市

支持政策先行先试的成功经验，对全国特别是北部

边疆省区对俄全面合作起到带头示范作用。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院院长郭力教授从国际

效应角度介绍了中俄区域合作的意义所在。黑龙江

省社会科学院俄罗斯所副所长马友君副研究员建议

实施“一个提升”、采取“五大举措”，来加快推

进《中俄地区合作规划纲要》的落实。实施一个提

升就是争取把黑龙江省对俄合作提升为国家战略。

五大举措分别是：加快建立中俄边境园区，加快

建设重大项目，形成对俄合作“倒逼”机制，争取

建立中俄地区发展合作基金，构建中俄区域合作长

效机制。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姜振军研

究员从逆向的角度概括了中俄经贸合作二十年的总

体发展趋势。他认为，中俄经贸合作二十年呈现出

稳步上升的“N”字形发展态势。此外，姜振军对

长期以来双边经贸合作的地缘区位优势、经济结构

互补优势和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等进行了反思。他认

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地缘区位优势已经逐步淡

化。中俄经济结构互补优势是双边经贸合作的客观

条件，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是双边经贸合作的重要前

提。常艳助理研究员建议创造条件吸引俄科学家和

科技人才来到黑龙江，发展黑龙江省科技。黑龙江

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所所长笪志刚研究员对全球化

视野下东北亚区域合作中存在的风险发表了自己的

看法。他强调，在倡导中俄优势互补、平衡区域关

系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能源、物流、地缘政治、

军事合作等方面，俄罗斯在现阶段是我们值得信赖

的伙伴，也是未来地缘战略中潜在的对手。

  三、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的影响问题

俄罗斯已经于 2011 年末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这标志着俄开始全面与世界经济接轨，也必将

对俄国内经济和中俄经贸关系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东北林业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田刚教授

细致研究了俄“入世”对中俄林业合作发展的影响

问题。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姜振军研究员发言

中谈到俄罗斯“入世”将给中俄两国经贸合作带来

怎样的机遇和挑战问题，该问题引起了黑龙江省社

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所所长助理安兆祯副研究员的

共鸣。他指出，一方面，俄罗斯“入世”会有利于

中俄经贸合作的发展。“入世”后，俄罗斯平均关

税将从 14% 下调至 7.8%，而与世贸组织矛盾的法

律法规的修订和限制的取消，将为中国商品进入俄

罗斯市场、扩大和提高对俄投资合作规模和层次、

推动服务贸易合作带来便利条件。此外，“入世”

将促使俄服务贸易市场进一步开放，这有利于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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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俄服务贸易。另一方面，俄罗斯“入世”也

使中国商品出口俄市场面临其他国家商品激烈的竞

争。中国必须提高商品的质量和档次，在俄罗斯加

大宣传力度，打造知名品牌，完善售后服务。需要

注意，俄罗斯仍保留能源原材料类商品出口管理，

不利于中国扩大该类商品进口规模。安兆祯提出，

新形势下发展对俄经贸关系应坚持互利双赢原则，

在新的起点上科学制定长远规划，以加强对俄服务

贸易为重点，以对俄大项目投资合作为牵引，推进

对俄经贸关系更好更快发展。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俄罗斯所副研究员钟建平

就俄“入世”对其农业的具体影响发表了自己的看

法。他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对外开放程度

的加深，俄进口食品的比重将增加，俄罗斯农业生

产者将面临激烈竞争 ；农业补贴数额逐步削减，

农工综合体收益率会下降，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将受

到冲击。部分行业和地区承受“入世”冲击的能力

脆弱。从行业看，肉类及其制品市场 为敏感，牛肉、

猪肉首当其冲，白糖和禽肉次之；从地区看，大量

商品涌入将使远东联邦区、乌拉尔联邦区和西伯利

亚联邦区的农业生产受到重创。预计伏尔加河沿岸

联邦区、中央联邦区、南部联邦区和乌拉尔联邦区

的农产品输出一定时段内将大幅下降。但国际市场

对俄罗斯粮食的巨大需求将弥补其“入世”可能带

来的损失，“入世”对俄罗斯农业发展的影响有限。

四、俄罗斯社会、文化问题

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陈树林教授主要

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说明了中俄因思维方式

和行为方式不同而产生的问题。他认为，俄国地大

物博，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没有危机感，这是

俄罗斯资源经济的文化心理原因。此外，陈树林教

授分析了造成俄自认为欧洲文明却无法融入欧洲社

会政治体系尴尬局面的深层文化原因。东正教对俄

罗斯民族的道德规范、语言文学、艺术审美、政治、

风俗等具有决定性影响。然而，东正教既是俄罗斯

属于欧洲文明的标志，也是其无法融入欧洲的障碍。

第一，西方天主教与东方正教对立的传统和差异，

决定了二者之间“内部不合”的关系；第二，俄罗

斯的弥赛亚意识、上帝选民意识、要拯救全人类的

使命感与西欧的诺曼—日耳曼种族优越论也发生冲

突；第三，俄国侵略成性受到欧洲的抵制和防范，

欧洲不希望俄罗斯强大，冷战的阴影还未散去。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院于晓丽副研究员主要

介绍了目前俄在兵役方面面临的问题，包括逃避兵

役现象严重、民事替代兵役吸引力不大、买断兵役

的立法尝试被否决、兵源不足日益凸显、向合同兵

转向不成功，等等。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犹太研究中心程红泽副研

究员的发言涉及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与人口安全问

题。他指出，近些年俄政府对于移民，尤其是来自

独联体以外移民的管理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盲

目限制到可控式管理的演变过程。俄国内人士对移

民问题的主要顾虑，即认为难以对外来移民的行为

规范、生活方式、思想文化进行整合。为何俄罗

斯在吸收中国劳动力方面的政策上往往出现摇摆不

定、前后矛盾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俄罗斯国

内对待该问题存在激进与实用两种观点。前者把中

国劳动移民视为影响俄安全的重要因素，亦是“人

口扩张”和“威胁论”的支持者；后者认为中国劳

动移民不会影响俄罗斯的安全，俄罗斯的发展 , 特

别是东部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劳动力。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俄罗斯所孙连庆助理研究

员探讨了掌握俄罗斯民族的整体心理倾向以及对俄

罗斯民族凝聚力状况作出判断的思路。黑龙江大学

的庞冬梅副研究员和时映梅副教授分别就“梅德韦

杰夫的全面现代化战略背景下俄罗斯刑事立法的自

由化趋势”问题和“俄罗斯反腐败预警机制的建设

及其启示”问题作了详尽的分析和介绍。

（责任编辑 李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