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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容 提 要 】 普京王者归来，誓言建设一个“强大的俄罗斯”。面对新的国际战略

环境、新的经济社会发展任务、新的内外安全挑战，普京在新的任期内加紧对外交战略

进行重大调整。具体表现在：整合原苏联地区，将其打造成多极世界中独立一极的战略

依托；加快融入亚太一体化的步伐，为国家快速崛起创造有利条件；稳定与改善对欧洲

关系，加强对美国的战略防范。总体看来，普京大幅调整外交战略运筹重点，有望成为

中俄进一步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机遇。中俄应充分认识对方战略价值，把深化

两国关系作为共同的战略性任务；增进战略互信，夯实两国关系的认知基础；强化全方

位战略协作，变“战略伙伴”为“准盟友”；努力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致力于共

同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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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普京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王者归

来，誓言建设一个“强大的俄罗斯”。面对新的

国际战略环境、新的经济社会发展任务、新的机

遇与挑战，普京在新的任期内加紧对外交战略进

行重大调整。俄罗斯是有能力撬动国际关系的世

界大国，其外交战略调整必然牵动国际战略格局

和国际战略秩序。中俄都是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

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国，并且互为 大邻国、主要

战略协作伙伴，两国宜从营造和平稳定的安全环

境和发展环境的战略高度，强化对战略利益相近

性的战略认知，进一步深化两国战略协作和务实

合作，携手实现共同崛起。

一、俄罗斯外交战略运筹重点出现
           重要调整

基于外交传统、战略思维及维护大国地位、实

现快速崛起的战略需要，受地缘战略条件、国家综

合实力的制约，普京在新的任期内将会坚持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所实行的“独立自主、东西

方相对平衡的多极化大国外交战略”，同时为了适

应国际战略形势的新变化及对国家利益的新认知，

政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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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交战略的运筹重点进行重要调整。

（一）整合原苏联地区，将其打造成多极世界

中独立一极的战略依托

建设一个“强大的俄罗斯”是普京所有战略决

策的根本出发点。俄罗斯人大国意识强烈，成为未

来多极世界中有重大影响力的独立一极是该国的夙

愿。随着新兴大国的群体式崛起，世界进入由单极

霸权向多极制衡过渡的“准多极时代”，俄罗斯成

为未来多极世界中独立一极的愿望更趋强烈。而要

成为多极世界中的独立一极，在俄罗斯精英看来，

必须整合原苏联地区，使之成为重新崛起的战略依

托。受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拖累及国际金融

危机的冲击，美国霸权相对衰落，西方大国深陷危

机，其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力度有所减小，从而

给予普京重新整合原苏联空间以重要的机遇。

正是在此背景下，俄罗斯推动原苏联地区一体

化进程的力度空前加大。俄白哈关税同盟成功启动，

拖延多年的独联体自贸区协定得以签署，深化欧亚

经济共同体各领域合作的系列文件酝酿推出，集体

安全条约组织也在加速向更具联合行动能力的军事

同盟方向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普京在竞选纲领中推出了建立

“欧亚联盟”的宏伟计划。这是普京为新的任期规

定的一项重大战略性任务，是普京重新整合后苏联

空间的重大地缘战略布局，同时也是俄罗斯“欧亚

大国”国家定位的回归与发展。

“欧亚联盟”计划符合俄罗斯的根本利益，关

系到俄罗斯强国战略的实施，普京定将坚持不懈地

予以推进。基于历史的联系和现实的需要，原苏联

加盟共和国也大多怀有深化对俄关系的热情。尽管

存在某些不利因素，例如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与俄矛

盾甚多，对被俄重新控制的忧虑仍在，乌克兰加入

欧盟的取向强烈，哈白等国也各有自己的盘算，而

且俄罗斯向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输血”的能力

有限，要做到真正平等对待这些国家更是不易，因

而有可能掣肘“欧亚联盟”的建设进程；但是鉴于

有利因素较多，普京意志坚定，普京打造“欧亚联

盟”的计划有望取得积极进展。

（二）加快融入亚太一体化的步伐，为国家快

速崛起创造有利条件

俄罗斯精英层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亚太地区

特别是东亚地区正在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的中心，

世界政治、安全中心也将随之向亚太地区转移。俄

罗斯要想快速崛起为世界强国，必须融入亚太经济

一体化的进程，利用亚太经济高速发展的机遇，搭

乘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快车。俄罗斯资源丰富、潜

力巨大的东部地区属于亚洲地区，可为俄融入亚太

一体化进程提供重要依托，东部地区的开发更是必

须与亚太特别是东亚国家的发展接轨互动。为了应

对美国“重返亚洲”所带来的安全挑战，俄罗斯也

必须强化东部战略方向的军事力量部署。

正是基于以上判断，普京定下了“面向东方”

的战略决心。俄罗斯“双头鹰”面向东方的一只头

正在昂起，欧亚主义在与大西洋主义的长时间较量

中逐渐占据上风。俄罗斯进军亚太的步伐明显加快，

一系列战略性举措酝酿推出。俄罗斯正在加紧制定

“亚洲战略”，明确提出俄罗斯必须成为真正的“亚

洲国家”、“太平洋国家”，成为亚太大国博弈的

真正玩家。有专家甚至建议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

参崴）建立“第二首都”。俄罗斯已将促进东部地

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作为重大战略性工程进行系

统规划。东部地区开发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新的使

命，不仅要借助亚太经济蓬勃发展的机遇实现俄罗

斯经济的整体提升，而且要为俄罗斯成为亚太强国

提供地缘战略支撑。

越来越多的情况表明，俄罗斯外交战略的重心

正在部分向亚太地区转移。俄罗斯正在以前所未有

的积极姿态参与亚太地区事务，扎扎实实地扩大其

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政治、军事存在。作为 2012

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主办国，俄罗斯正在全力以

赴地加紧筹办，计划推出一系列促进亚太地区稳定

与发展的重要倡议。俄罗斯已经成为东亚峰会的

成员，对发展与东盟的合作关系给予了越来越多的

重视。俄罗斯与中国、韩国、日本、印度、越南等

亚洲国家的经济合作正在广泛展开，特别是能源合

作和金融合作。在东北亚安全机制建设上，俄罗斯

也有意扮演“主要塑造者”的角色，正在以前所未

有的力度扩大其在亚太方向的军事政治存在，公开

声明现代化武器将优先装备到太平洋舰队和东部军

区，其对东亚国家的军事合作日趋活跃。

普京进军亚太的战略决策得到了俄罗斯多数政

治力量的热情支持。俄罗斯拥有进入亚太的政治、

经济和外交资源，并且可望得到主要战略协作伙伴

国中国的支持与配合。尽管美国、日本不会欢迎俄

罗斯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影响，但是尚未将其视为重

大挑战，因而较小可能公开阻击。因此，俄罗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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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亚太的努力有望取得积极进展，从而可能为俄罗

斯的振兴找到一条便捷的通道。有俄罗斯专家认为，

彼得一世开辟了通往欧洲的道路，造就了一个强大

的俄罗斯帝国，普京打开通往亚洲的大门，必将为

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建立丰功伟绩。

（三）稳定与改善对欧洲关系，加强对美国的

战略防范

俄罗斯不会因为重视亚洲而忽视欧洲。在俄罗

斯人的深层意识中，俄罗斯属于欧洲文明，俄罗斯

人是欧洲人，俄罗斯理所当然应当成为举足轻重的

欧洲国家。欧洲是俄罗斯的 大贸易伙伴， 重要

的油气市场，对欧关系于俄罗斯的经济现代化发展

影响重大，俄罗斯不能不重视对欧关系。从安全战

略考虑，北约与欧盟虽然暂时停止东扩，但是并

未放弃将俄罗斯西部邻国纳入其势力范围的企图；

美国加紧部署欧洲反导系统，更是对俄构成实质性

安全威胁；俄罗斯西部战略方向的安全忧虑依然严

重，稳定对欧关系符合俄稳定西部安全环境的战略

需要。在对欧关系中，俄罗斯特别重视发展与德国、

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大国的“现代化伙伴关系”，

甚至有意与其结成某种意义上的地缘战略伙伴。

但是，“老欧洲”大国既希望与俄罗斯发展经

贸关系特别是能源关系，又不愿看到俄罗斯发展强

大，更担心俄罗斯“融入欧洲”可能稀释其影响力，

因而对俄“融入欧洲”的努力口头上表示欢迎，实

则不断设置障碍。“新欧洲”相当部分国家对俄罗

斯的疑虑甚至仇恨至今难消，高度警惕俄罗斯再次

扩张，其抵制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情绪更为强烈。

新老欧洲配合美国推动北约东扩，部署反导系统，

更是威胁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成为俄欧关系的重

大破坏性因素。二十多年来俄罗斯“融入欧洲”的

努力接连受挫，不敢再对成为“欧洲大家庭的平等

一员”抱有过高奢望。欧洲债务危机可能长时间持

续，俄罗斯也难以指望欧洲大国帮助俄实施“全面

现代化发展战略”。因此，在“新普京时代”，俄

欧关系免不了磕磕碰碰。但是总体看来，俄欧关系

仍将可控，某些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的互惠合作仍

有望取得某些积极进展。

俄罗斯对美国的关系较之对欧关系更加复杂困

难。美国是搞垮苏联的 主要外部因素，一些怀念

苏联大国地位的俄罗斯人对此耿耿于怀。美国是以

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以反导系统破坏俄

罗斯战略威慑能力的主要推动者，是支持俄国内分

裂势力、破坏俄罗斯国家统一的主要外部势力，是

以“民主、人权”为由诋毁普京政治模式、在俄罗

斯制造混乱的罪魁，是以“颜色革命”、“民主动

乱”破坏独联体地区稳定的祸首。美国不能平等待

俄，更是极大地刺痛了俄罗斯人的大国自尊。在此

情况下，俄罗斯人发展对美关系的信心与热情几乎

降到了“冰点”。

从美国方面讲，俄罗斯块头太大，企图太大，

行为风格过于张扬，而且军事力量超强，是“唯一

能在半个小时消灭美国的国家”（普京语——作者

注），美国因而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俄罗斯，不会放

弃以“西化、分化、弱化”为核心的对俄遏制战略。

普京收复传统势力范围的努力必然会引起美国的反

弹。尽管受到两场战争的拖累、国际金融危机的打

击，加之急于“重返亚洲”，不得不暂时放缓推动

北约东扩的步伐，但是美国绝对不会听任俄罗斯恢

复原苏联地区势力范围，必然千方百计阻止俄罗斯

对原苏联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推进，牵制普京“欧亚

联盟”计划的实施。俄美在此问题上的明争暗斗很

可能趋于激烈。美国重返亚太，强化美日同盟，也

对俄罗斯东部战略方向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美国不

仅不能成为俄融入亚太的支持者，而且可能成为

大障碍。美国在利比亚、叙利亚危机中大肆推行新

干涉主义更是为俄罗斯敲响了警钟。普京说过，“狼

同志要吃谁就吃谁”，俄罗斯不应对美国再抱有任

何幻想。普京以 64% 的高票当选总统，反映了俄罗

斯民众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烈不满。

可以预料，在普京新的总统任期内，俄美在地

缘战略与军事战略方面的结构性矛盾难以得到实质

性缓解，俄美间遏制与反遏制、挤压与反挤压、分

化与反分化的争斗将时急时缓。但是，鉴于俄罗斯

相对实力较弱，美国是影响俄安全环境的 重大因

素，并且已经把中国作为主要战略对手，俄美矛盾

激化为全面对抗的可能性相对降低。俄罗斯很可能

在加大对华战略协作、借助中国制衡美国的同时，

力避卷入中美可能发生的对抗，并且尽可能利用中

美矛盾减轻来自美国的霸权压力，不排除俄在大国

关系运筹中对美战术性借助的可能性。

二、俄罗斯外交战略调整将给中俄关系
       的深化带来重要机遇

中俄战略利益、战略理念广泛相近，两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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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具有坚实的战略基础。自 1996 年建立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以来，中俄间的战略协作与务实合作

取得丰硕成果。中俄均高度评价两国关系的发展，

均认为目前的两国关系处于历史 好时期。两国已

经确立“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国家关系方针，

建立起保障睦邻友好合作关系长期持续的多种机

制，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的基础已经奠定。

中俄对对方崛起的战略判断都非常积极。中国

视俄罗斯的发展强大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大积极

因素，诚心诚意地欢迎俄罗斯的和平崛起，推动中

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化已经在中国达成广

泛共识。俄罗斯发展对华关系的热情也在日益增高，

基调空前积极。普京在总统竞选纲领中明确提出，

“俄罗斯需要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中国也需要

一个强大、成功的俄罗斯”，“中国经济的增长绝

对不是威胁”，而是“俄经济之船借力中国风的机

遇”，“俄罗斯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自信表

示欢迎”。至于两国间存在的某些利益差异和意见

不一，普京强调必须“按照亲密朋友的方式去解决”。

普京回归伊始即批准同中国举行大规模海上联合军

演，并且很快决定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 出席上合

组织北京峰会，标志着中俄战略协作与务实合作出

现新的发展势头。大量事实表明，中俄两国越来越

相互看重，越来越相互信任、相互珍惜，两国关系

正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

普京整合原苏联地区、打造独立一极的努力对

中国总体有利。俄罗斯收复原苏联地区传统势力范

围的举措虽然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和控制性，但是中

国在原苏联地区包括在中亚地区的战略目标并非追

求势力范围，而是致力于建设睦邻友好带、战略稳

定带和经济合作带，两国在此问题上不应也不可能

发生大的冲突。“欧亚联盟”计划的推进虽然有可

能对上合组织建设造成一定冲击，但是鉴于上合组

织建设符合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成员国的根本利

益，上合组织的发展势头不可阻遏，“欧亚联盟”

的建立较小可能成为上合组织建设的掣肘因素。普

京重任总统以来对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所采取的积

极主动姿态很能说明问题。俄罗斯的发展强大、自

成一极也是一件好事，不仅有利于抑制美国的霸权

行径，而且有利于国际战略格局的平衡，有利于多

极世界的形成，有利于新世纪的全球治理。同样，

中国发展成为未来多极世界的独立一极，也有利于

增强俄罗斯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主动地位。只有中

俄同时成为世界一极，真正的多极世界才有望建成。

中俄在此问题上应当相互支持，紧密协同。

俄罗斯进军亚太，成为太平洋大国，有利于中

俄战略协作的深化。俄罗斯进军亚太是对美国“重

返亚太”的对冲。俄罗斯扩大在亚太地区的政治、

经济、军事存在，有利于实现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

有利于抵御美日同盟的安全威胁，有利于东亚地区

的安全稳定，并且有望为中俄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

安全协作提供新的可能。俄罗斯进入亚太离不开中

国的支持与配合，中国舆论普遍欢迎俄罗斯“面向

东方”的外交战略调整，并且有着助俄一臂之力的

真诚意愿。俄罗斯进入亚太，完全可能成为中俄扩

大战略协作的重要契机。

俄罗斯加大东部地区开发力度，有利于中俄两

国互补优势的发挥。俄罗斯东部地区发展提速将为

中国东北地区的振兴提供新的助力，中国振兴东北

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可为俄加速东部地区开发提

供直接外部依托，两国毗邻地区在发展问题上接轨

互动完全可能成为各自发展的“加速器”。两国已

经签署毗邻地区发展合作规划纲要，目前正在加紧

制定具体落实措施。只要中俄加强战略沟通，消除

俄罗斯对中国“移民威胁”和成为中国“原材料附

庸”的担忧，两国完全有希望将资金、技术、资源、

劳动力方面的互补优势转化为巨大的合作潜力。俄

罗斯东部开发强调水资源的开发、耗水农业与耗水

工业的发展，这对于中国应对水资源危机、保障粮

食安全也有望起到重要作用。从能源外交角度看，

俄罗斯东部开发的起点和重点只能是能源开发，包

括石油、天然气、煤炭、水电资源的开发，而中国

恰恰是稳定可靠的能源大市场，而且中俄陆路相连，

输送便利，俄罗斯要扩大东部地区能源开发绕不开

中国这个“战略买家”，中国要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规避海上油气运输风险也必须大力发展对俄能源合

作。中俄能源关系的发展有望实现新的突破，从而

为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化营造更加积极的氛

围，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

俄罗斯对欧美关系的取向也有利于中俄战略协

作的深化。俄罗斯识破美国遏制俄罗斯崛起的战略

图谋，不再抱有成为美国“战略伙伴”的奢望。普

京对美国遏制俄罗斯的崛起有着切肤的感受、清醒

的认识，其在对美关系上借助中国的决心更加坚定。

中国面临美国的战略围堵，也特别需要加强与有着

重大世界影响力的俄罗斯的战略协作。因此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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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可能促使中俄在对美关系上进

一步提升战略协作的水平。

总体看来，普京大幅调整外交战略运筹重点，

有望成为中俄进一步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

机遇。这一判断必将为越来越多的事实所证明。

三、中俄应共同努力将两国关系提升至
       新的高度

（一）充分认识对方战略价值，把深化两国关

系作为共同的战略性任务

中俄互为 大邻国，互为国家安全的“半边天”，

只有睦邻友好合作才能够为两国的和平发展营造一

个稳定有利的国际环境。中俄同处东亚和中亚地区，

只有共同努力，才能够维护共同周边地区的安全稳

定，促进共同周边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俄都是

转型国家，面对的问题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只有在

发展问题上相互配合，相互借鉴，才能够实现经济

社会的快速发展。中俄都是新兴大国，只有在国际

事务中联手合作，才能更加有力地切实推动国际战

略平衡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造、新的全

球治理模式的形成。中俄均面临美国及其他不友好

势力的战略遏制与挤压，只有相互支持、互为纵深，

才能够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国家发展。

上述各点充分反映中俄两国在对方战略全局中

的重大价值。中俄必须为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

新的努力。两国业已形成的高水平国家关系，则可

望为两国战略协作的进一步扩展提供重要基础。

（二）增进战略互信，夯实两国关系的认知

基础

影响中俄关系进一步深化的 突出因素是战略

互疑的存在。必须切实消除对中国影响 大的“俄

罗斯很难改变扩张传统”、“俄罗斯不可信任”等

负面议论，切实消除对俄罗斯影响 大的“势力范

围挤压论”、“原材料附庸论”、“中国人口扩张论”

的消极影响。两国必须坦诚地开展战略沟通，努力

消除相互疑虑，夯实战略协作的民意基础。必须促

使俄罗斯民众特别是精英层确信中国和平发展的坚

定性、对俄战略协作的真诚性，促使中国上上下下

认识到俄罗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确确实实在致力于

和平崛起、互利共赢。另外，还要谨防霸权国家及

别有用心的国家挑拨中俄关系，抑制两国国内某些

势力利用对方与他国矛盾进行战略投机的冲动。要

相互尊重对方在第三国的重大利益，减少不必要的

利益竞争。例如，中国要尊重俄罗斯在原苏联地区

的特殊利益，俄罗斯要尊重中国与前苏联国家发展

互利合作关系的权利。在“欧亚联盟”与上合组织

关系问题上，两国要努力促使两组织紧密协作、共

同发展。

为了增进战略互信，中俄必须强化对战略利益

与战略理念相近性的战略认知。因为只有共同战略

利益与战略理念的客观存在而缺少相应的战略认

知，仍然不可能转化为正确的战略决策和战略举措。

（三）强化全方位战略协作，变“战略伙伴”

为“准盟友”

中俄强化全方位战略协作的重点是，在全球治

理和地区治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安全新秩序问题

上紧密配合，在上海合作组织和“欧亚联盟”建设

问题上形成合力，在建立东亚安全机制问题上相互

联手，在应对美国建立亚洲反导系统问题上携手合

作，在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各种关系

两国重大利益的问题上紧密联动。当前特别重要

的是，共同维护国际法基本准则，共同构建新型国

际秩序，在制止美国等西方国家新干涉主义肆虐、

维护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准则等问题上展现大国作

为。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是两国战略协作必不可少

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努力予以强化。特别是军事

技术领域，两国必须从战略互信的高度排除各种消

极因素的干扰，争取尽快在联合研制、联合生产方

面取得积极进展。

为了使两国战略协作更加紧密，中俄有必要变

“战略伙伴”为“准盟友”，并且以上合组织为基

础构建“准同盟体系”，打造两国和平崛起的地缘

战略依托。在美国拉帮结伙、肆无忌惮地遏制、围

堵中国和俄罗斯的情况下，中俄决不应单打独斗，

必须以合纵破解连横，必须携手应对美国在国际关

系中的霸权行径。中俄要成为未来多极世界中的力

量中心，也必须共同构建“紧密朋友圈”。这也是“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应有之义，是实现真正意

义上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必要举措。两

国战略研究界应就此问题展开前瞻性论证，两国政

府高层应就此问题展开积极磋商。两国都必须改变

对美关系是本国外交“重中之重”的僵化思维，在

力避同美发生全面对抗的同时大幅提升相互关系。

要灵活地运筹中俄美大三角关系，特别要在联合国、

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中俄印等各种多边机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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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协同，共同致力于国际战略的平衡及新的全球

治理模式的形成。

（四）努力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致力于

共同崛起

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是中俄实现共同崛起的

客观需要。中俄在务实合作领域具有巨大的互补潜

力，必须予以充分利用，使之造福两国人民。中俄

应主动考虑对方现代化发展的需要，积极寻求两国

务实合作新的增长点。特别要努力强化能源合作、

科技合作、金融合作、大项目合作以及毗邻地区发

展合作。在俄的“再工业化”和中国的工业化、现

代化进程中，两国要相互支持，争取建立紧密型“现

代化伙伴关系”。目前中俄正在磋商能源领域上中

下游一体化全方位合作，两国“能源联盟”呼之欲

出，这不仅有利于破解天然气价格难题、维护两国

能源安全，而且对于其他经济领域的合作也一定会

产生巨大的带动作用。此外，中俄还应在执法合作、

政党合作、人文合作、媒体合作以及水资源合作、

粮食安全合作、生态安全合作等领域采取相向而行

的合作举措。

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中俄

两国的共同崛起。中俄致力于共同崛起，是对传统

地缘政治观念和冷战思维的摒弃，符合时代发展的

潮流。中俄致力于共同崛起，不仅在两国国内有着

坚实的民意基础，而且能够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特

别是新兴大国的广泛支持。中俄致力于共同崛起，

可望对新型国家关系、新型合作模式的形成产生积

极的示范效应，为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大国”的

贡献。中俄只有致力于共同崛起，才能够充分发挥

各方面的互补优势，实现互利共赢，才能够充分利

用对方快速发展的机遇，实现共同发展，才能够更

好地维护两国的战略利益，抵御霸权国家及其他不

友好势力的遏制和挤压，才能够加速各自和平崛起

的进程。

中俄能否致力于共同崛起，考验着两国领导人

和精英层的政治智慧。两国有识之士既应满怀期

待，又应积极推动。          

（责任编辑 刘阳）

Abstract: Putin came into power once again and pledged to build a “powerful Russia”. Facing a new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environment, a new task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 new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llenge 
of security, Putin stepped up drastic adjustments to diplomatic strategy in his new presidential tenure.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s of his adjustments were as follows: integrating the region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making it a 
strategic backing of one independent pole in the multipole world, speeding up a step towards merging into the Asia-
Pacifi c integration so as to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a fast rise of Russia, steadying and improving relations 
with Europe and strengthening strategic precautions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Generally that Putin drastically 
adjusted the key points of diplomatic strategy will hopefully become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China and 
Russia to further deepen their strategic partnership. China and Russia should fully recognize each other’s strategic 
values and treat the deepening of their relations as their mutual strategic task, promote their mutual trust, lay a fi rm 
recognitive foundation for their relationship, intensify an omni-dimentional strategic cooperation, make strategic 
partners into quasi-allies, try hard to deepen their practical cooperation in every fi eld and remain committed to their 
mutual rise.
Key words: Russia; diplomatic strategy; adjustment; Sino-Russian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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