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俄关系” 这个提法， 学界有争议 。

当下中美俄三边关系是不是冷战时期的中美苏

三边对抗？ 我认为大不相同。 中美俄有 “三边

官方论坛” 吗？ 有三方联接的经贸关系吗？ 有

互相制约的专有国际协定吗？ 没有。 但中美俄

三方确实非常微妙、 甚至引人关注地在相互作

用 ， 对当下和今后国际格局都产生着深刻影

响。 由此， 谈三个问题。

冷战的教训

意识形态的高度对立、 两极化集团结盟的

画地为牢、 全球战略对抗的军事冒险， 是冷战

的三个特点。 美苏争霸是否还会重演？

从托克维尔预言看美苏争
霸的特殊历史条件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 1835 年时预言：

当其他国家受到限制、 或者无所作为之时， 唯

有美俄两家， 一个自东向西， 一个自西向东，

迅速扩张。 两个版图急剧拓展而 “似受天意密

令指派” 的新兴大国， 总有一天会成为各占一

半世界的两大霸主。

从这极具远见的叙述中， 可观察到美苏在

二十世纪称霸的若干特殊的历史条件。 第一，

不光要有实力和抱负、 还要有扩张的主客观可

能空间与条件； 第二， 处于 “高山之巅” 的美

国， 和自诩为 “第三罗马” 的俄国， 异曲同工

但都有高度的救世情怀， 这大大促使了后来对

抗性意识形态的形成； 第三， 除了意识形态，

作为海洋性地缘政治代表的美国， 和作为大陆

性地缘政治大国的俄国， 前者的空间阻隔性与

后者的空间连续性， 形成了鲜明反差， 成为深

刻影响争霸的自然动因 ； 第四 ， 二十世纪中

期， 美苏首先拥有核武库———无论是核威慑 、

还是核恐怖———这一因素又极大地推动了美苏

称霸的全球对抗。

总之， 并不是单一因素， 而是长时间内形

成的上述多种因素相互聚合而形成的美苏争霸

格局， 前无古人， 后也难有相似的来者。

“合作” 与 “制衡”： 大国
关系中的常态

特朗普执政后， 舆论关注中美俄关系的新

走向。 作为其中关键人物的基辛格， 他曾推动

中美关系发展， 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也策划

过美苏缓和 ， 乃 “均衡外交大师 ”。 近年来 ，

基辛格主张中美俄之间的合作与制衡。 近期，

他断然否认了所谓向特朗普谏言 “联俄制华”

的传说。 美国学者帕特里克·泰勒的著作 《六

位总统与中国》 中提到， 1968、 1969 年局势大

变之际， 尼克松和基辛格希望和中国、 苏联都

调整关系， 两人当时的谋划是 “从两边同时下

注”。 苏方反应迟迟未到， 而毛泽东、 周恩来

则释放了愿意调整关系的信号 ， 从 “乒乓外

交” 开始， 促成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

可见， 国际变局之下， 各方寻求大国间力

量均衡会是常态。 我们既不为高速发展带来的

荣耀所动， 也不为纵横捭阖中的关系转换而感

到意外； 应从容应对， 理性务实地经受国际变

局的考验。

黑格尔曾说， 人类应该记取的最大教训 ，

就是从来不吸取教训。 所以， 冷战的重要遗产

之一， 就是要学会如何避免和化解重大冲突。

普京内政外交的转型
与中美俄关系

普京是以自由派身份进入政坛的。 从上世

纪 80 年代到新世纪最初几年， 中俄在不同程度

上强调学习西方、 合作于西方。 但是， 亲身经

历了 1990 年代末俄罗斯的艰难转型， 于 2000

年执政后， 普京逐渐转向保守主义政治路线。

普京的 “保守主义转向 ”：

基于本国立场、 尊重本国传统

2003 年普京开始加强联邦中央权力， 抓捕

了掌控国家能源命脉的最大私营企业家赫特尔

考夫斯基， 这被西方视为是从自由化、 民主和

市场经济体制的倒退。 2007 年， 普京在瓦尔代

会议上公开宣布： “我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我曾当面请教过他关于保守主义价值观的

含义 。 在他看来 ， 第一 ， 基于本国立场 ， 第

二， 尊重本国传统， 第三， 也恪守人类文明的

固有遗产 ， 如尊重宗教 、 热爱国家 、 保护家

庭、 关怀妇女和儿童等等。 他说， 现代化高速

发展过程中， 必须以传统来维系过去与未来间

的稳固连接。 他特别强调： “保守主义不是开

倒车、 不是搞封闭。” 然而， 事实表明， 这还

是难以见容于欧美精英。

西方在地缘政治上的挤压
更甚于意识形态的一致

普京多次说过， 2002 年美国单边退出反导

条约 ， 这是新世纪以来的美俄关系恶化的源

头。 2018 年底， 特朗普公开表示准备退出中导

条约 。 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在莫斯科演

讲， 称此举不是针对俄罗斯， 而是中国。 但更

多分析表明， 美国还是更多地希望通过在俄罗

斯周边部署中短程导弹 ， 特别是用于防卫

“新欧洲 ” 国家 ， 以应对俄罗斯的强有力威

慑。 在 2017 年， 慕尼黑安全峰会普京尖锐批

评西方的讲话十周年之际 ， 俄罗斯专家们告

诉我 ： 看来 ， 普京的警告富于远见 。 关键在

于 ， 即使意识形态转换后的俄罗斯 ， 也并没

有能避免来自西方的地缘政治的无情挤压。 正

因此 ， “国际政治中 ， 地缘政治比起意识形

态， 来得更为深刻” ———我曾几次听到普京这

样总结他的心得。

同期发生的外交压力拉近
了中俄距离

中俄关系的向好有其内生逻辑 ， 并非偶

然。 而中俄两大国的举手投足， 不可能不受内

外环境的深刻影响。 世纪之交的科索沃危机 ，

对俄罗斯来说， 是美俄关系从冷战终结和解后

急转直下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点， 刻骨铭心。 而

对中国， 则有中国驻南使馆被美国轰炸的切肤

之痛 。 相似的同期压力拉近了中俄的距离 。

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 中俄联手反对美国的单

边主义。

2008 年 8 月 8 日晚上， 一方面是北京奥运

会开幕式， 而恰恰同晚， 发生了格鲁吉亚战争。

虽然， 这两件事几乎毫不相干， 但西方媒体立

场大有偏颇， 美国新保守主义学者罗伯特·卡刚

当即发表了一篇评论， 称这两件事表明 “中俄

威权主义轴心已经形成”。

此后若干年， 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竞争， 逐

步转入地区冲突。 作为非西方文明大国的中俄

的合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格外引人注目。 一方

面 ， 上合组织深化 、 金砖机制建立 ； 另一方

面， 世界经济治理平台由 G7 向 G20 转换。 随

后 ， 乌克兰危机的发生 ， 特别是克里米亚危

机， 表明大国间博弈进入一个地缘政治经济竞

争＋文明较量的新阶段。 中国外交部表示： 乌

克兰危机源自于复杂的 “历史经纬”。 在处理

大国间错综关系的进程中， 中国越来越趋于成

熟与稳健。

中美俄关系的当下和
未来的走向

2018 年， 是美国官方文件把中俄确定为主

要竞争对手后的第一年， 是普京第四任总统任

期的第一年， 更是中共十九大召开后的谋篇布

局的第一年。 这三件大事几乎同时发生， 标志

着一个较长历史阶段的开始———中美俄之间在

推进合作、 寻求深化互信的同时， 摩擦程度与

频率会不可避免地有所提升。 这是一个自 1990

年代中期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 中美关系大

体上以 “非敌非友” 的定位发展以来， 我们在

延续战略机遇期的背景下， 第一次触碰的全局

性的重大战略变化。

世界近代历史的多样化轨
迹 ， 显示中俄和平共处的深厚
渊源

今年， 中俄建交 70 周年 ， 在三边关系里

的中俄合作， 其实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和深远

的历史背景。 回顾有关地区近代史发展， 学界

至少认为有三种模式。 主流的观点以欧洲为中

心， 欧洲的发展带动了全世界。 第二种看法 ，

存在着中国为主导的 “东亚朝贡体制”。 而若

干年来专攻欧亚地区历史的学者们， 则强调第

三个轴心： 蒙元帝国在欧亚大陆扩张所造成大

陆枢纽部位的政治格局， 及在大陆东西两侧激

发起的后续政治变迁。 1689 年， 作为蒙元帝国

的两个主要后继者， 康熙皇帝和彼得大帝签定

《尼布楚条约》， 这份中俄双边关系史上第一个

条约， 至少确保了在 19 世纪后期沙俄大规模

向中国扩张之前， 近两百年左右这一广大地区

的和平与稳定。

中美俄互动四大特征 ： 长
期影响和制约各自内政外交

中美俄之间互动的总体特征是什么呢？ 我

认为： “能级非对称、 冲突易发生、 力量宜均

衡、 合作有可能” 的结构性特征， 将会长时期

影响和制约各自的对外战略和内部发展态势。

经济上能级不对称， 美国的科技和经济力

量总体上超过中俄。 而中俄、 中美之间总体上

较为互补， 但美俄之间经济关系过于薄弱， 贸

易额仅为 1％左右。 中俄 2018 年双边贸易刚能

突破 1000 亿， 中俄经贸关系也尚未摆脱较多

依赖能源资源的结构惯性。

政治上呈不均等状态， 中俄主张的是意识

形态不妨碍双边关系， 但美国主流观点是强化

意识形态和结盟关系， 抗衡中俄。

安全领域中， 从格鲁吉亚战争到乌克兰危

机， 欧亚大陆上的大国周边地缘政治复杂性远

超过美国所居住的世界 “安全岛” 的环境。 很

多东西被美国 “人为敌对化”。 这是否暗示着

半内陆半海洋的中国不仅可走特殊道路， 还可

在海陆地缘政治冲突中起调节作用呢？

“能级不对称 ” 之下 ， 中
方在中美俄三边合作中的角色

在 “能级不对称” 前提下， 关键取决于中

方能否高屋建瓴、 理性务实地调处中美俄三边

关系， 谋得合作发展空间。

战略安全领域中， 美国正在加速推进退出

中导协议， 旨在恐吓欧洲、 打压俄罗斯、 一定

程度瞄准中国， 并想分化中俄。 但从长计议 ，

可否以更为建设性的态度且符合和均衡各方利

益的安全主张， 把无端压力尽可能转化成为构

建未来新国际秩序的动力？

次区域安全合作上， 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进

展， 表明了在联合国安理会和原六方会谈框架

内， 中美俄三大国身份乃是未来地区构建的重

要保障。 在阿富汗， 美国急于脱身， 俄罗斯既

想介入又有历史顾忌， 中国可否依据自身优势

尝试发展三边对话机制？

中俄合作具有深刻的内生性动力与潜能 ，

中俄关系面向各自现代化发展的长期目标具有

广阔的发展空间。 虽然， 俄经济发展持续面临

艰难挑战， 但世界银行等权威国际金融评估机

构近两年对俄宏观经济的评价接连提升， 几年

前处于 124 位后的俄营商环境已跃进到 30－40

位区间之内。 普京的有关城市化规划、 高科技

和新兴产业国家项目， 加速推进农业与远东西

伯利亚地区发展， 这些构想是否有助于在今年

的 “地区合作年” 中将已有承诺转化成切实的

合作成果？

1 月 6 日，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
心主任冯绍雷做客文汇讲堂 “新时代大国外
交" 系列演讲第三讲， 主讲 《中俄关系： 中
美胶着下的新走向 》。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
委员、 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邢广程担任对话
嘉宾，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
究院副教授张昕点评。

本系列讲座由文汇报社和上海社科院国
际问题研究所共同主办。 演讲音频请登录文
汇微电台 （App 喜马拉雅·听-搜文汇讲堂

2018）收听。

本版摄影 袁婧

嘉宾对话

■

■

■嘉宾主讲

邢广程 ： 冷战过去这么多年 ， 哪个国

家吸取教训了 ？ 俄罗斯吸取了很多 ， 美国

吸取了吗 ？ 没有 。 克林顿总统在上世纪 90

年代曾表述 ： 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

国 ， 今后的任务是遏制 、 消除潜在的对美

国产生战略威胁的国家 。 美国加强北约东

扩欧盟东扩 ， 竭力把俄罗斯往北冰洋赶 ：

华约都解散了 ， 北约不仅不解散还要重构 。

这不就是一种典型的冷战思维吗 ？

虽然中国尊重现有的国际秩序 ， 但在

一些西方国家眼中 ， 中国的迅速崛起已成

为现有国际秩序中最大的变量 。 而俄罗斯

公开否认美国主导的现有的单极秩序 ， 由

此 ， 普京奉行保守主义 ， 用各种手段维护

自己国家的利益 。 俄罗斯有中国威胁论 ，

也有中国机遇论 。 2012 年普京在新一轮总

统竞选时非常明确地说 “抓住来自中国的

风 ， 吹起俄罗斯的帆 ” ， 就是搭上中国的

快车 。 普京还表示 ： “中俄到目前为止所

有的重大政治问题都解决了 ， 包括边界问

题 。 ” 但他也说了中俄之间有三个 “小 ”

问题 ， 其中提到来自中国的移民潮 。 各方

都要做推动中俄关系的正面工作 ， 这符合

中俄两国的根本利益 。

中美俄对待冷战教训的态度决定了当今世界博弈格局

邢广程 ： 中俄关系的发展不针对美国 ，

而是有自身的内生性 ， 即发展的内在逻辑 。

这个观点我非常欣赏。 在苏联解体之后， 中

俄从友好国家到建设性伙伴关系， 到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 再到现在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 在我看来， 就是国际关系当中一对最

成熟的大国关系， 也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样板。

那为何中美就不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呢？ 因

为在若干的战略共识上达不成一致。 而中俄

之间， 找到了战略共识： 世代友好， 永不为

敌 。 即与其说 “我们能做什么 ”？ 不如先说

“我们不能做什么？” ———中俄不结盟、 不对

抗、 不针对第三方、 不意识形态化， “四不”

的前两条决定了中俄关系发展的上限和底线，

“不针对第三方” 是让美国等不要多心 , “不

意识形态化” 指走各自的发展道路。 这 “四

不” 确保了中俄关系的发展。 这个内在逻辑

也是现在理解中俄关系应采用的大视角。

美国在和中国进行战略博弈时， 如有些

力不从心， 会联俄遏华吗？ 中美俄三国之间

还有怎样的互动方式？

冯绍雷： 去年夏天我去美国， 美国的俄

罗斯学界 “恐俄症 ” 很明显 ， 不光是批评 ，

有的甚至就是抨击。 美国的出路何在？ 在他

们看来 ， 第一 ， 强化意识形态立场 ； 第二 ，

强调西方国家的战略结盟应对。 冷战中美国

曾有的立场都被重新拿了出来。 俄罗斯也有

些人， 对于美国把中俄视作战略对手， 尤其

把中国置于俄罗斯之前， 感到侥幸。 他们认

为 ， 中美适度吵架 ， 俄罗斯可以来居中调

解。 但是相当多的人并不认为俄罗斯在美国

压力之下会改弦更张， 放弃与中国友好。 他

们认为 ， 这样会使得俄罗斯失去国际信誉 。

总之， 我不认为， 美国可以那么轻易地改变

俄罗斯的对华立场。

中美俄之间如何建立良好的互动模式 ？

各安其所、 互通有无、 互相尊重、 共享其利，

这种状态是最好的。 这既是中国人的传统规

范， 恐怕也是大部分理性的美国人、 俄罗斯

人都持有的期待。 鉴于美俄之间的僵持一时

还难以解开死结。 长于化解差异和矛盾的中

国的态度可能更为关键。

中俄 “四不” 原则是双边发展的内在逻辑， 也是上限和底线

美国对华认知出现偏差， 也难以联俄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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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绍雷：能级不对称下，中美俄不乏合作空间
学会如何避免和化解重大冲突

“新时代大国外交系列五讲” 第三讲

苏联解体之后 ， 叶利钦总统宣布俄美

共同赢得了冷战 。 难道冷战就没有输家 ？

冯绍雷 ： 奥巴马也曾说过冷战无输者 ，

是共赢结局 。 俄学者认为谁都心知肚明 ：

俄罗斯就是输家 ， 只是美国人不太想担上

把苏联整垮了的罪名 。

曾写过 《苏联解体亲历记 》 的美国驻

苏联的最后一任大使 、 现已 80 多岁的马特

洛夫 ， 在 2013 年的瓦尔代会议上 ， 讲了

半小时 ， 中心意思是美国不希望解体的

苏联混乱 。 普京当场礼貌地回应 ： 首先 ，

苏联解体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 这么大一个

国家 ， 如果不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 ， 怎么

会落到这个结果 ？ 我也要提个问题———

作为世界最大的战略大国 ， 在苏联解体

过程当中 ， 如果什么都不干 ， 好像也有

点令人感到奇怪吧 ？ 那天在场的政治家 、

战略家们都感受到普京这一表述的份量 。

冷战中， 俄罗斯和美国是共赢吗？ 普京的回答耐人寻味

邢广程 ： 普京曾说 ， 苏联解体是俄 20

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 。 俄罗斯有两层

“外衣 ”， 第一层是东欧 ， 经过东欧剧变尤

其是南斯拉夫战争被美国等西方国家给

“脱掉 ” 了 。 第二层是已独立的独联体国

家 。 普京提出欧亚经济联盟 ， 就是要用软

性的方式建立统一经济空间 。 但是 ， 从乌

克兰危机中可以看出 ， 俄罗斯欧亚统一经

济空间的构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

反过来 ， 如果上合组织没有俄罗斯参

加会怎样 ？ 事实是 ， 中俄抛弃了冷战思维 ，

中国 、 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共建了上合组

织 ， 作为地区性合作机制安排 ， 这不就是

共赢吗 ？

在大三角中看中俄互动 ， 取决于彼此

信任关系的不断积累 。 苏联解体 20 多年 ，

俄在大国复兴进程中不断遭遇危机 ， 虽然

在历史上曾遭遇沙俄边境扩张 ， 但中国在

最危急时不断伸出援手 。 所以 ， 良好的大

国伙伴关系还不能仅仅局限于利益的契合 ，

必须超越冷战思维 。 因此 ， 中美俄大国互

动不仅是个冷战话题 ， 也是当下话题 。

中俄中亚建立上合组织， 摆脱冷战思维， 获地区共赢

荩邢广程 （右 ） 指出 “四不 ”

确保了中俄关系的发展。

荩冯绍雷 （左） 指出了中美俄

之间互动的理想模式。

茛中美俄之间扑朔迷离的关

系吸引了众多听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