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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日，俄罗斯天然

气通过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正

式进入中国。图为中俄东线天

然气管道北段黑河首站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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睦邻友好合作 20 年历程
与新时代中俄关系
文／孙壮志

2021年将迎来《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下简称

“条约”）签署2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尽管这不平凡的20

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短短一瞬，却在中俄关系的发展进程中

具有极其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中俄关系经历了全面升级，实

现了质的变化。

从睦邻友好到战略协作

“条约”见证了两国合作内涵的变化。中国和俄罗斯

互为最大的邻国，有着漫长的陆地边界，历史上双边关系几

经起伏，从两国恢复正常交往，到1996年建立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短短几年就结束了不愉快的历史，实现边境地区军事

互信和相互裁军。两国很快走出冷战时期长期对抗的阴霾，

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参与的主体越来越多。中俄在各自的核

心利益上相互支持，创造性地提出“结伴不结盟”的合作原

则，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通过高层次的密切接触，两国

不断巩固政治互信，成为大国关系的典范。

“条约”签署后，双方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为各领域、

各层次的合作提供稳定的保障，先后建立总理、议长的会晤

机制及十余个政府间合作机制，特别是发挥了元首外交的引

领作用，领导人之间建立了牢固的个人友谊，习近平主席和

普京总统2013年到2019年年均会晤五次，2020年新冠疫情背

景下通话五次。双方不断升级政治关系的水平，2011年6月宣

布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9年6月又把两国关系升级

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的高水平，不断充实合作的时代

内涵。新冠疫情暴发后，两国互通有无，共克时艰。

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强大的发展韧

性和持续的合作动力，具有一系列新的特征：首先是全面，

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军事、科技等方面进行全

领域、全方位合作，并不断提升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没有止

境，没有禁区；其次是牢固，双方的战略协作符合两国以及

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共同的发展利益，既立足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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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也着眼于长远，不会受眼前

的困难和杂音所干扰；再次是坚

韧，无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两国

关系都能保持稳定，双方的合作经

历了一系列重大危机的考验；最

后是成熟，两国有着不同的文化

背景和政治制度，选择了适合自

己的发展道路。两国关系超越了

意识形态化的藩篱，相互尊重彼

此间的差异和自主选择的权利，

互不干涉内政，互相视对方的发

展为本国的重大机遇，保证了双

边关系能够在高水平长期运行。

从经贸合作到民间友好

“条约”见证了两国合作基

础的不断夯实。中国和俄罗斯同

为新兴市场国家，双方的经济各

具优势，在很多领域有较强的互

补性，但存在相互投资有限、贸

易结构不合理以及一些人为障碍

等问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由

于起点很低，发展不够稳定，中

俄经贸合作长时间难以取得较大

突破。“条约”确定了经贸合作

的重点领域，发挥了重要的指导

作用，使中俄经贸合作进入一个

快速发展的通道。双方的相互投

资逐年增长，大项目合作取得积

极成果，农业、旅游、卫生、体

育合作展现出良好前景，两国在

科技创新、电子商务、人工智能

领域不断激发合作潜力。当前两

国的务实合作已扩展至金融、能

源、航空航天、运输、核能、高

铁、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合作

层次从较为单一的大宗商品买卖

延伸为国家、地方、中小企业都

能够参与其中，合作领域向上下

游一体化、联合开发北极、培育

新业态等方向跨越。

双方重视深耕民间友好，

彼此的认知发生了很大变化，两

国关系的社会基础越来越得到巩

固。民调显示，两国民众都视对

方为最友好的国家之一。如俄罗

斯知名民调机构“全俄社会舆论

研究中心”近几年发布的民调结

果显示，中国始终在与俄罗斯友

好的国家中排名首位。另一家独

立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的调

查结果同样如此，在“总体上如

何看待中国”这一问题上，近五

年选择“积极评价”的比例超过

65%。中方媒体所完成的“2020年

中俄社会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中方受访者对俄非负面评价达

93.1%，俄方受访者对中国非负面

评价达82.6%。

从地区稳定到全球治理

“条约”见证了两国合作空

间的扩大。首先，地区层面的合

作。作为大国，中俄在维护地区

稳定与发展方面承担了更多的责

任。两国重视在共同的周边地区

发挥积极影响，给邻近国家更多

帮助，在中亚、朝鲜半岛等地开

展了有效的合作。中国和俄罗斯

在相邻地区有共同的安全利益，

与中亚国家共同成立了上海合作

组织，联合打击极端主义、分裂

主义、恐怖主义“三股恶势力”

以及毒品走私等跨国犯罪活动，

应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现实挑

战。两国针对阿富汗等地区热点

问题表明态度。双方还在伊朗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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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22日，国

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

广西桂林与俄罗斯外

长拉夫罗夫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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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叙利亚问题上协调立场，

敦促国际社会采取建设性立场。

其次，全球层面的合作。中

俄所面对的国际环境不断发生复

杂变化，特别是一些新的全球性

问题不断增多，大国的地缘政治

博弈不断升级。美国为了维护自

身的霸权地位，不惜破坏公认的

国际法准则，进一步恶化了推进

全球治理的国际政治环境。在此

背景之下，中国和俄罗斯不仅要深

入参与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治理

体系的构建，而且要在完善全球治

理体系方面加强合作，争取有更

大作为。两国面对美国等西方国

家毫不掩饰的围堵、遏制，也需

要在国际舞台上彼此呼应，反对

冷战思维和霸权行径，坚决维护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和联

合国的权威，主张在恐怖主义、

难民潮、网络犯罪、气候变化等

跨区域问题上加强国际合作。

最后，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民

主化和多极化进程。由于世界正

经历百年变局，大国关系出现深

刻调整。两国发表宣言，维护多

边主义和全球战略平衡，反对单

方面中止国际条约，加强对核、

化武器扩散的条约性约束，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良好的

国际安全环境。一是中俄在上合

组织、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

多边框架内开展合作，维护发展

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权

益；二是实现两国重要外交倡议

与区域发展规划的对接合作，为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与俄罗

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寻找合作

的可能性，共同促进地区的稳定

和繁荣；三是共同主张相互尊重

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在人权、

宗教等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以及借

疫情“甩锅”他国；四是推动开

展文明对话，希望不同制度、不

同文化和谐共处；五是强调通过

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以武力

威胁其他国家或干涉别国内政，

提出树立新的安全思维，为全球

安全治理提供“中俄方案”。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俄罗斯

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文／李勇慧

2 0年来，中俄关系在《中

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指引下

平稳快速发展。两国关系不仅对

各自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而

且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也有着决定性影响。“条约”签

订的背景和所规定的原则，都体

现了中俄两国摒弃和超越冷战思

维，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担

当和责任。

“条约”签署的背景

1 9 9 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

斯成为继承国，中苏关系过渡为

中俄关系。中俄关系面临一个

内外全新的局面。因为，俄罗斯

独立后的外交政策带有明显的意

识形态化，当时对中国来说存在

一些疑虑，俄罗斯如果选择了西

方，那么中俄关系就很难取得进

展。尽管这样，中俄关系仍具有

历史继承性。上世纪80年代中苏

关系的正常化以及中国的新外交

理念，使中俄关系建交伊始就处

于一个较高的起点。两国力排众

议，克服困难，双边关系连上三

个台阶：从“互视为友好国家”

（1992年）上升到“建设性的

伙伴关系”（1994年），然后

又升级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1996年）。中俄两国通过调整

外交政策，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两国找到了新

的合作方向和共同利益，同时确

定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现在回头来看，我国当时

的对俄政策是去意识形态化，谋

求俄罗斯成为中国周边安全的地

缘依托，为国内的经济发展创造

良好的外部环境。我国这一对外

政策的理念在普京执政后得到深

化，中国的对俄政策取得了更大

的成功，这主要表现在两国政治

互信达到一定高度，边界问题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