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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关系

未来十年中俄战略协作的关键

—— 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柳丰华

【 内 容 提 要 】 未来十年，中俄周边的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

都将趋于恶化，因此，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协作成为中俄全

方位战略协作的关键。其重点在于维护地区稳定和一体化发展

态势，包括维护亚太地区稳定、推进“一带一盟”对接合作、

发展上海合作组织、促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如果中俄在亚

太地区的战略协作行之有效，就会为彼此营造和平与融合的周

边地区环境，从而确保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俄罗斯实现东部

开发与振兴。与此同时，中国要为自己崛起创造十年和平有利

的周边环境，不能完全寄望于同俄罗斯的战略协作，更可靠的

是依靠自身强大的综合国力、坚强的意志和高明的外交，特别

是在解决台湾问题，以及钓鱼岛和南海等领土领海问题时，更

应自力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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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两国已经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大量的纪念性活动，

其中最重大的外交活动是 6 月 5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俄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共同出席中俄建交 70 周年庆祝大会。在联合声明中，两国元首总结了建交 70 年

来中俄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并为之规划了一系列新的目标和方向 a。

当然，对中俄建交 70 周年的纪念并不限于两国政府和外交界，两国学术界

也在积极地总结中俄关系 70 年发展的经验教训，思考其未来走向。从目前国内

有关研究看，回顾过去、总结经验教训的学术论文为数不少，其中包括笔者的有

关论文，而展望未来的文章并不多见。因此，在这篇论文中，笔者从展望未来的

角度，探讨未来十年中俄战略协作的关键，冀望有助于中俄两国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推进双边战略协作，进而提高相互关系水平。

一、亚太地区是未来十年中俄战略协作的关键

20 余年的战略协作实践，形成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五大支柱，即政治、

经贸、能源、外交和军事技术合作 b，而随着中俄两国在人文领域交流与合作的

发展，第六根支柱也在形成之中。中俄在上述各领域的战略协作在不同时间段虽

然并不同步，但对中俄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即将进入 21 世纪 20 年代之际，国际形势变幻不定，中俄在外交领域的战

略协作超越其他领域，处于首要地位。这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因素决定的。

第一，中俄两国的外部安全环境都因美国遏制而持续恶化，无论是出于保护

国家安全，还是出于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的考虑，两国都有

必要加强外交协作。

乌克兰危机后，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都采取了遏制政策，并且日益加大遏制

力度，这已成为中俄两国必须面对的主要挑战之一。首先，美国加强对中国和俄

罗斯常规武装力量的遏制。美国为了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主导地位，在将本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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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新华网 2019 年 6

月 6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6/06/c_1124588552.htm
b　柳丰华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外交策应到共同发展》，载《俄罗斯学刊》2015 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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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驻外海军和空军力量向亚太转移的同时，不断强化与区内盟国和伙伴国的军事

合作，构建针对中国的防务合作网络，还在南海炫耀武力。美国和北约以阻止俄

罗斯兼并克里米亚、“修正”欧洲地区秩序为由，不断加强其在东欧前沿的陆上

和海上军事力量，频繁举行陆、海军事演习，保持对俄军事压制态势。其次，近

年美国在战略安全领域加大对中俄的防范和压力。2016年，美国和韩国以应对“朝

鲜核威胁”为由，提出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计划，并且在中俄两国的强

烈反对之下，于 2017 年完成“萨德”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不仅可以探

测中俄腹地的核导力量，而且对中俄两国的导弹防卫能力构成威胁，从而严重损

害了包括中俄在内的区内国家的战略安全利益，破坏了地区战略平衡。2018年1—

2 月，美国先后发布《国防战略报告》和《核态势评估报告》，将俄罗斯和中国

界定为主要潜在对手，提出更新核武器，增加新型导弹等应对举措。同年 10 月

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将退出《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以下简称

《中导条约》），2019 年 2 月美国决定暂停履行《中导条约》并启动退约程序，

目前看来，2019 年 8 月美俄两国将正式退出该条约。美国放弃《中导条约》的

主要目的是为发展中、短程导弹及强化核力量扫除障碍，以增强其对俄罗斯和中

国的军事优势。此举将破坏欧洲和亚洲战略稳定，甚至引发地区军备竞赛。

第二，中俄两国日趋恶化的外部发展环境要求两国进一步加强战略协作。中

俄外部发展环境的恶化，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其一是霸权国对中俄实施经济遏

制或制裁政策；其二是与霸权国有关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破坏了国际经济秩序，

阻碍了全球经济复苏和中俄两国所在地区的经济增长。

在经济领域，美国竭力遏制中国，制裁俄罗斯。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而且仍然保持着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美国深感自身头号大国地位

不保，因而对中国采取经济遏制政策。奥巴马时期，美国积极推动有关国家签署《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企图以此打造一个排除中国的亚太地区贸易体系，

阻止中国经济崛起。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虽然退出了 TPP，但是却以中美贸

易不公平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等为由，发动“贸易战”，并企图迫使中国在保

护知识产权、开放金融市场和取消外汇管制等问题上屈从美国的利益，因而遭到

中国的反制。与此同时，美国联合欧盟，不断延长对俄罗斯经济制裁，意欲打击

俄罗斯经济，迫使俄在乌克兰等国际问题上接受西方的条件。美国的经济遏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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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政策虽然对中俄两国造成一定的干扰，但是不可能达到其预期目的。

特朗普政府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推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背弃多边

贸易规则和国际经济纠纷处理通则，挑起与世界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不但

损害了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利益，而且破坏了全球和地区经济环境。美国与中国

的“关税战”，不仅打击了中美经贸合作，而且损害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多

边贸易体制，进而抑制了全球经济增长。特朗普政府拒绝支持世贸组织多边贸易

体制，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不承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该组织框架下的区域合

作因为美国的保护主义立场而滞缓。美国对欧盟钢铝产品加征关税，阻挠德国同

俄罗斯修建“北流－ 2”天然气管道，要求德国等欧洲国家从美国进口液化天然

气等，都对欧盟经济及俄欧经贸合作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未来 5—10 年，由于既有的原因，美国不会取消对华经济遏制，也未必会解

除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美国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可能因为特朗普再次赢

得 2020 年总统选举而得以延续。因此，中俄两国不得不发展对外政治和经济政

策协调，共同应对来自外部经济环境方面的挑战。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认为中俄外交协作在中俄战略协作中占据首要地位，意

在强调其突出性和优先性，并不是说两国在政治、经贸、能源、人文、军事技术

等领域的战略协作都不重要，毋庸置疑，它们依然重要。中俄只有不断巩固在上

述领域的合作，夯实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才能使两国更密

切、更有效地在国际事务中开展协作，维护世界稳定，保护和平的周边环境。

一般说来，中俄外交协作涵盖全球、地区、双边和多边四个层面。全球层面

的协作主要包括反对单极霸权、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等。

地区层面的外交协作主要是开展“一带一盟”对接合作、发展上海合作组织、建

立开放平等的亚太地区安全结构、促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在双边范围，中

国和俄罗斯不仅在政治、经济、能源、安全和人文等领域进行密切的协作，而且

在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以及阿富汗和叙利亚等国际问题上开展合作。两国在

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中保持密切

的沟通与协作 a。

为什么未来十年中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协作重于在全球、双边和多边层

a　柳丰华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外交策应到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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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战略协作？

从中国方面看，亚太地区的战略意义空前上升。其一，亚太地区是中国崛起

为世界大国的战略依托地。亚太地区人口占世界 60%，经济和贸易总量在全球总

额中所占比重都超过 50%，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除欧盟成员

国之外，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都在亚太地区，该地区经济体也是中国吸引外资和

对外投资的主要合作伙伴。当前，亚太地区经济保持较高增速，区域一体化和次

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中国积极参与亚太地区一体化，包括促进亚太经济合作

组织贸易投资自由化、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发展上

海合作组织多边经贸合作、推动中国—东盟合作及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等。

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

金，为亚太区域一体化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注入强劲动力。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

间，中国必须以周边的亚太地区为外交政策的首要方向，进一步发展与区内各国

的经贸合作，积极构建中国主导的开放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以巩固自身在该地

区的主导地位。在美国与中国“贸易战”时有发生，特别是美国日益以排斥中国

的方式组建封闭性的亚太区域或双边自贸区的情况下，中国应致力于同亚太地区

广大国家建立更加密切的机制性的区域经济合作，“一带一路”项目和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可以作为这样的机制。在此过程中，不排斥美国，不与美国主导的

国际经济体系竞争，但是同时要足以支撑起中国主导的开放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能够在相当大程度上弥补在美国损失的出口市场和投资份额。

其二，更为重要的是，亚太地区可以扮演护卫中国崛起的屏障，也可以充当

霸权国遏制中国崛起的“包围圈”，中国及时化解针对自己的区域外遏制（来自

霸权国）和区域内抵制（来自周边国家），使亚太地区接受和适应自己的崛起，

至关重要。中国经济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增长，使美国对自身

维持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前景忧心忡忡，而中国维护领土领海权益的政策举措被

美国错误地解读为改变现行地区秩序和规则。从2011年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以来，

美国越来越明确地阻止中国主导亚太地区安全秩序，并且在中国周边构筑军事防

护网络，并利用领土领海争端挑起亚洲国家与中国的矛盾甚至冲突。2016年以来，

美国在反导、中导等战略安全领域加大对中国的遏制，不仅损害中国战略安全利

益，而且使亚太地区本来就复杂多变的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近年来中美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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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表明，遏制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长期战略方针，军事遏制则是其中重要的内

容。毫无疑问，未来美国仍然会利用中国与邻国的领土争端以及周边国家对中国

崛起的畏惧和抵制情绪，挑动这些国家反华，参与到美国的遏华政治中。对此，

中国要在壮大国防实力、确保国家安全的同时，更加积极地发展与亚太国家的政

治对话、军事交流和安全合作，使这些国家认识到中国强大并不损伤它们的主权

和安全，它们完全没有必要沦为美国遏华战略的“马前卒”和牺牲品。

对俄罗斯而言，亚太地区同样具有战略重要性。其一，当前，尽管俄罗斯最

重要、最现实的安全威胁在其西部，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美国对外军事政

治战略和军事部署专注于亚太地区，才大大减轻了俄在欧洲地区所受的军事政治

遏制力度。换言之，正是因为美国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将主要的军事、政治

和外交资源集中于亚太地区以遏制中国，才使俄罗斯在东欧地区遭受的军事政治

压力显著降低，更不用担心在东欧和远东两面同时遭受美国遏制。

其二，俄罗斯致力于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积极融入亚太地区一体化进

程。俄罗斯东部地广人稀，虽然资源丰富，但是社会经济落后，一直是国家发展

的薄弱环节。在“梅普组合”时期，俄罗斯决定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以解决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促进国家经济复兴，助推俄与亚太经济一体化。2012 年

普京总统在致联邦会议的国情咨文中指出，21 世纪俄罗斯发展的方向是向东发

展，要把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巨大潜力发掘出来，以使俄在亚太地区占据应有的地

位 a。这表明，西伯利亚和远东开发已经成为俄罗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内对外都具有显著意义。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加快“转向东方”外交及

远东开发开放的步伐，其中包括建立九个超前发展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

举办东方经济论坛，加强与中国等亚太国家的经贸和基础设施联通合作等。

其三，俄罗斯重视维护其东部安全，并努力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中扮演重要

角色。俄罗斯是太平洋沿岸国家，其远东地区直接面临美国的军事力量和美日同

盟，美国加强驻亚太军力虽然主要针对中国，但是也有防范俄罗斯的用意，因此

俄对该地区军事政治格局的变动极为敏感。由于俄日两国有“北方四岛”（俄称“南

千岛群岛”）争端，俄罗斯对日本的军事战略动向，特别是日美军事合作颇为关注。

朝鲜核及朝鲜半岛稳定、美国与韩国在反导等领域的合作等问题，也攸关俄罗斯

a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12 декабря 2012 года, http://
www.kremlin.ru/news/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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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安全。此外，随着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政治重心所在，中美地缘政治博弈

加剧，俄罗斯对该地区安全事务的参与更加积极，力图发挥自己独特的平衡作用。

出于维护本国安全利益，提高自身国际地位等考虑，俄罗斯主张建立一种开放的

亚太地区安全结构，并与中国一道倡导亚太所有国家为此合作。

由上述可见，在亚太地区，中俄两国存在诸多共同的利益，也面临一些共同

的挑战和问题，有开展战略协作的必要。两国间高水平的政治关系和长期、有效

的战略协作实践，为双方进一步密切协作，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和发展，打

下了可靠的基础。

二、中俄两国在亚太地区开展战略协作的优先方向

大国在亚太地区的博弈和区域内国际关系调整导致亚太地区格局正在发生实

质性的变化，这一变化将攸关世界格局演进。未来十年，中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

战略协作主要是维护地区稳定和一体化发展态势，包括以下四个优先方向：

（一）维护亚太地区稳定

首先，维护亚太地区战略稳定。由于美国在韩国和日本部署反导系统，宣布

退出《中导条约》和随后可能在关岛及其亚洲盟国部署中短程导弹，因此，冷战

后形成的亚太地区战略稳定受到严重侵蚀。对此，中国首先必须发展强大而可靠

的军事实力，特别是研发和完善有效的进攻性和防御性战略武器，以拥有以战止

战的手段，以自身实力维护地区战略稳定和安全。同时，中国可在以下方面加强

与俄罗斯的协作：继续开展外交协作，以共同发表联合声明等方式，反对美国在

世界各地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呼吁美国重启美俄谈判，签署新的《反导条约》和

《中导条约》；加强军技合作，特别是在导弹防御系统等领域进行引进和联合研发，

恢复被破坏的亚太地区战略稳定；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和反导联合演习等，提高中

俄协同应对第三方导弹侵袭的能力。

其次，协作应对亚太地区安全挑战，解决朝鲜核等国际热点问题。朝鲜核问

题与朝鲜半岛和平问题是亚太地区的一个高风险“冲突点”，中俄两国应加强协作，

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为此，中国与俄罗斯继续敦促有关各方落

实“双暂停”倡议，即朝鲜暂停核导活动，美韩暂停大规模军演，为推动美朝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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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谈判和重启六方会谈创造必要的氛围；促使美国与朝鲜在双边谈判或重启六方

会谈机制下，签署和平条约，其中载明朝鲜永久放弃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开发，

而美国对朝鲜提供可靠的安全保证等义务。日本政治右倾化使“修宪”及自卫队

军队化等问题凸显，日本与中国、俄罗斯都有岛屿争端，加上美国日益公开地武

装日本，使之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马前卒”等，日本已经成为亚太地区安全的

消极因素。中俄两国应密切关注日本发展动向，共同防止其再次危害地区安全。

由于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朗核协议并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伊朗核协议问题再次发

酵，中俄两国应与英国、法国、德国及伊朗共同维护执行伊朗核协议。

再次，协作推动建立亚太地区安全与合作机制。要实现亚太地区的长治久安，

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有效的囊括地区内所有国家的区域安全与合作机制。有鉴于

此，2010 年中俄两国联合倡议在亚太地区建立开放、透明和平等的安全与合作格

局 a，此后双方一直在推动落实该倡议。亚太地区已有的封闭性军事集团和同盟

无助于解决国际政治争端，实现地区安全，更不能有效应对恐怖主义、海上安全、

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挑战。秉承开放、透明、平等、包容、合作原则，

以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规则为基础，团结亚太地区所有国家，在上海合作组织、

东盟、东亚峰会、亚洲相互协作和信任措施会议等机制之间建立合作，这样的亚

太地区安全与合作机制才能真正适应时代要求，承担起保障整个地区安全的职责。

未来中俄两国应当为实现这个目标继续密切协调与合作。

（二）推进“一带一盟”对接合作，致力于建立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自由

贸易区

如果说在西太平洋地区，中俄战略协作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安全，那么，在亚

洲大陆，则是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其中最有前途的是“一带一盟”对接合作。

开展“一带一盟”对接合作，有利于中国加快产业技术升级，并推动内陆和沿边

地区的开放和发展；有助于俄罗斯和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深入参与亚太地区

一体化，促进该联盟框架下的经济一体化。2015 年中国与俄罗斯达成进行“一带

一盟”对接合作的政治共识，共同商定在贸易、投资、产能、物流、交通基础设

施联通和金融等优先领域开展地区合作。201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亚经济联

盟经贸合作协定》的签署，为双方发展经贸关系建立了制度性安排。两国在贸易、

a    《中俄关于全面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载新华网 2010 年 9月 28 日，http://news.xinhuanet.
com/politics/2010-09/28/c_135340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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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运输、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等领域的对接与合作也取得显著的成果。未来中

俄“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优先方向如下：

其一，落实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使双方贸易增量提质，下一

步应致力于建立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区。中国已经是欧亚经济联盟各成

员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与俄罗斯等伙伴国应利用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

作协定所带来的贸易便利化条件，进一步发掘双方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互补的潜

力，扩大贸易规模，提升贸易质量。尽管如此，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

定只是非特惠贸易协定，仅涉及非关税措施和简化贸易程序领域，远不能满足相

互贸易和彼此经济发展的需求，双方建立自贸区是大势所趋，共同利益所在。中

俄两国要共同努力，在 21 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建立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

区。自贸区将大大拓宽“一带一盟”对接口径，获得区域合作的更大效益。

其二，加强能源合作。由于资源禀赋和地理邻接等条件，中国与俄罗斯、哈

萨克斯坦等伙伴国已经形成密切的能源贸易关系，并且在石油、天然气开采和加

工等方面建立起良好的合作。未来，中俄两国在加强双边能源合作的同时，还应

促进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的油气上下游合作，拓展在煤炭、电力和核

能方面的合作，在“一带一盟”之间建立巩固的能源战略伙伴关系。

其三，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建设的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

中，有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和中国—中亚—西亚等三大走廊穿越欧亚经济联盟，

因此，“一带一盟”交通基础设施合作非常重要。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

国已经在中欧班列、国际公路和航空等方面建立了密切的合作。未来，中国与欧

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可共同规划和建设若干公路和铁路及港口设施等项目，完善彼

此基础设施联通网络。在有关国家和地区性基础设施的技术标准、运营规则等方

面加强协调合作，为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的发展提供高效的交通保障。

其四，推进产能合作。国际产能合作是促进国际贸易提质升级的重要途径，

是国际基础设施联通后的产业自然延伸，因而在“一带一盟”对接合作中占有重

要地位。目前，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伙伴国的产能合作积极，成效显著。

未来，中国与俄罗斯及欧亚经济联盟其他伙伴国应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

相互投资设厂，共建工业园区、边境经济合作区，以扩大产能合作，为地区一体

化注入更强劲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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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上海合作组织

在中国与俄罗斯等成员国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章

程明确、机制齐全、多领域合作富有成效、国际影响不断扩大的地区性国际组织。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内外形势调整的情况下，中国应继续加强

与俄罗斯的协作，共同引领该组织顺利和可持续地发展。

首先，发展安全合作，巩固地区安全。上海合作组织为保障成员国安全，维

护地区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之后，该组织明确把安全

合作作为优先工作方向。未来，八个成员国应加强政治互信，特别是印巴和中印

应发展政治对话与协作，促使印度和巴基斯坦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

邻友好合作条约》，与其他六国共建永久和平友好的边界；使印、巴两国参与六

国早先签署的一系列打击“三股势力”及应对其他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公约协定，

积极开展安全合作，以巩固该组织的安全支柱；加强中印和印巴军事交流与信任，

使之建立类似于中俄边境地区军事互信和共同裁减军力的合作机制，为彼此通过

谈判妥善而彻底地解决边界争端创造条件。经由上述以及更广泛更深入的安全合

作，打造包括中亚和南亚的安全区，进一步强化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保障职能。

其次，推动经济一体化。经济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根本。未来，上海

合作组织既要一如既往发展双边经贸合作，又要在保障成员国总体经济利益，并

兼顾每个成员国的态度和具体利益的原则基础上，推动该组织多边经贸合作发展。

由于阿富汗安全形势复杂，可以先重点建设上合组织毗邻经济合作区，包括俄罗

斯西伯利亚南部、中亚成员国东部、中国新疆、巴基斯坦北部和印度北部地区，

经由新疆（喀喇昆仑公路、拟建的中巴铁路等）将中亚和南亚联系起来。在毗邻

经济合作区，优先发展加工、贸易、能源、交通和物流等合作，以此拉动整个合

作区经济一体化。推动上海合作组织贸易投资便利化，吸引印度和巴基斯坦积极

参与该组织框架下的多边经贸合作。发展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金融、投资、交通、

能源、电信、旅游、农业等领域的合作。尽管存在诸多困难，上海合作组织仍应“不

忘初心”——逐步实现货物、资本、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动 a，致力于完成建立

自由贸易区的使命。

再次，扩大人文合作。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历史、宗教、文化传统、政治

a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载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网 2003 年 9 月 23 日，http://
www.sco-ec.gov.cn/crweb/scoc/info/Article.jsp?a_no=568&col_no=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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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发展水平等方面差异很大，这些差异不可避免地对彼此认知、交流与

合作产生影响。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日益扩大的人文交流与合作，为成员国政府

及人民增加了解、增强信任和增进友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未来，上海合作组织

应继续发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旅游等合作。成员国间民心相通、互相亲善，

将为该组织一体化发展奠定可靠的社会基础。

（四）维护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态势

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措施，导致亚太自由贸易协定和

区域合作“碎片化”，阻碍了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对该地区及全球经济发展造

成消极影响。作为亚太地区大国，中国和俄罗斯有义务维护该地区经济一体化态势，

并推动区域合作与时俱进，继续为本国及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动力。由于

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有限、其对外经济一体化理念滞后等原因，中俄两

国在这方面的战略协作主要体现为外交合作及地区经济一体化政策协同，中国还

要更多地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影响力和政策引领，来推进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

首先，维护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这虽然超出

亚太地区层面，但却是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以往获得巨大发展，也是未来更上层楼

的制度保证。中俄两国应继续维护以世贸组织为代表，以规则为基础，开放、包

容、透明、平等的多边贸易体制，确保世贸组织现有规则的全面实施和适时完善，

进一步加强该组织的作用，共同反对保护主义，主张并推动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

其次，中国和俄罗斯应继续共同倡导开放、包容、共赢的亚太地区经济一体

化合作，防止该地区一体化进程“碎片化”。中俄两国共同推动亚太经济合作组

织沿着“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发展，加快建设亚太自贸区。只有建立完整而

高效的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机制，比如亚太自贸区等，才能消除该地区的“意大

利面条碗”a效应，造福全区域人民。与此同时，中国应促使有关国家早日完成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打造亚太地区经贸合作的升级版。在美国退出

TPP、其他 11 国签署全面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情况下，出

于先参加再从中发挥影响、适应高标准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促进改革开放和科

技创新等考虑，未来中国可以加入该协定。

a　“意大利面条碗”指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和区域贸易协定（RTA），统称特惠贸易协议下，各个

协议的不同的优惠待遇和原产地规则。原产地规则就像碗里的意大利面条，一根根地绞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这种现象贸易专家们称为“意大利面条碗”现象或效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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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未来十年，中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协作是双方全方位战略协

作的重中之重。两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协作的重点在于维护地区稳定和一体化发展

态势，包括维护亚太地区稳定、推进“一带一盟”对接合作、发展上海合作组织、

促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如果中俄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协作行之有效，就会为彼

此营造和平与融合的周边地区环境，从而确保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俄罗斯实现

东部开发与振兴。当然，中国要为自己崛起创造十年和平有利的周边环境，不能

完全寄望于同俄罗斯这个战略协作伙伴的合作，更可靠的是依靠自身强大的综合

国力、坚强的意志和高明的外交，特别是在解决台湾问题，以及钓鱼岛和南海等

领土领海问题时，更应自力更生。因此，对于中俄战略协作，包括在亚太地区的

合作，中国既要重视，又要以平常心对待；既要努力维护和不断深化，又要自立

自强，有备无虞。

（责任编辑 李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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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Ключ к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му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му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ю в следующем десятилетии

— поддержание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и развития в АТР

Лю Фэнхуа

【Аннотация】В последующе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вокруг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сложится неблагоприятная обстановка в сфер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развития, 
в этой связ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становится ключом к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му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му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ю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Акцент 
должен быть сделан на поддержани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и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ом развитии, что включает в себя сохранение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содействие сопряжению инициативы 
“Пояс и путь” с ЕАЭС, развитие ШОС, содейств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Есл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будет эффективным, в окружающих обе страны территориях 
сформируется мирная и интегрирующая среда, что позволит Китаю 
провести базовую модернизацию, а России  -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восточных регионов. Китаю для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подъема необходимо 
обеспечить вокруг себя мирную и благоприятную обстановку в течение 
десяти лет, и здесь он не может полностью полагаться на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с Россией. Здесь более надежным средством являются 
его собственная мощь, сильная воля и мудр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И особенно в 
решении тайваньского вопроса, вопроса об островах Дяоюйдао и вопроса 
о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и островов Южно-Китайского моря и др. Китай должен 
опираться на собственные силы.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интеграция в АТР;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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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ey to China-Russia Strategic Coordination in 
the Next Decade

— Maintain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Liu Fenghua

Abstract: In the next decade, the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round China and Russia will deteriorate, therefore, the strategic coordin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as become the key to all-round strategic coordin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ts focus is to maintain regional stability and the 
trend of integration, including maintaining stabil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promoting synergies between the Belt &Road and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developing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promoting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If the strategic coordin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s effective, it will create 
a peaceful and integrated environment for each other and respective neighbors, 
thus ensuring that China basically achieves modernization and Russia realizes 
the development and revitalization of the East.At the same time, China should 
create a decade’s peace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its rise. It can’t completely 
counting on strategic cooperation with Russia, more reliable is relying on its 
strong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strong will and clever diplomacy.
Especially, China should be more self-reliant in the solution of the Taiwan issue, 
and the Diaoyu islands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territorial waters disputes.
Keywords: Sino-Russian relations; regional stability; integration in Asia-
Pacific area; strategic coordination

未来十年中俄战略协作的关键—— 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