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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领土大部分位于亚洲境内。但自俄罗斯独立起，其外

交战略重心一直都在西方，西方国家是俄罗斯外交的优先选择对象。自上个世纪

九十年代以来，亚太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不

断提高，世界经济和政治重心也向该地区转移，亚洲在俄罗斯外交中的地位也越

来越高。普京上台后奉行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全方位外交”，致力于参与亚太

经济一体化进程，同时也大力开发俄罗斯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2013 年末，乌

克兰危机爆发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急速恶化，这也促使俄罗斯以加强与亚

太国家关系的方式来平衡西方国家的政治压力。 

本文将俄罗斯外交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进程定义为“东向”调整，论文的

研究对象是俄罗斯外交“东向”调整的背景、目标及主要内容。文章通过总结俄

罗斯与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关系发展的最新动态，探究俄罗斯外交“东

向”调整的成果。俄罗斯不仅是欧亚大国，也是世界政治军事大国，本文认为，

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调整给中俄两国关系带来新的合作机遇。中国在俄罗斯的亚洲

外交关系中一直处于优先地位，俄外交的“东向”调整势必会促进中俄在政治、

经济、人文等各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这一调整也会对地区权力格局造成影响，

从而给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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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ssia spans Eurasia and most of its territory is located in Asia. However, since 
Russia’s independence, its diplomatic strategic focus has always been in the west, and 
the western countries are the priority of Russian diplomacy. Since the 1990s,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Asia-Pacific in the world economic landscapes has increased. The world’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focus has also shifted to the region. The position of Asia in Russian 
diplomacy is also growing. When Putin comes to power, he pursues a “full-scale 
diplomacy” which center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is commit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e is 
also trying to develop Russia’s Siberia and the Far East vigorously. At the end of 2013, 
the outbreak of the Ukrainian crisis has led to a sharp deterior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In order to balance the political pressures of Western 
countries, Russia strengthens relations with Asia-Pacific countries. 

This article defines the process of transferring Russia’s diplomatic focus to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s an “eastward” adjustment.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e thesis is 
the background, objectives and main contents of the “eastward” adjustment of 
Russian diplomacy.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achievements of Russia’s diplomatic 
“eastward” adjustment by summarizing the latest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major Asian countries and regions. Russia is not only a 
big country of Eurasia, but also 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wer in the world.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adjustment of Russia’s foreign policy will br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China has always been a priority in 
Russia's Asian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 “eastward” adjustment of Russian diplomacy 
is bound to promote Sino-Russian cooperation in politic, economy, humanity and 
other fields. At the same time, this adjustment will also have an impact on the regional 
power structure, which will bring uncertain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Key Words:  Russia; “Eastward” Adjustment; Asian Policy; Sino-Russian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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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俄罗斯是一个领土三分之二都在亚洲的欧亚大国，它的外交政策特点鲜明。

从叶利钦时期奉行的向西方“一边倒”政策到东西方并重的“双头鹰”平衡战略，

再到普京时期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的多边务实外交政策，俄罗斯依据国内外环

境的变化，适时调整其外交政策，形成了自己目标明确的大国外交战略。俄罗斯

历史上一直以欧洲国家的身份自居，其政治、经济及文化重心也都在其领土的欧

洲部分，西方国家一直是俄罗斯的外交决策的重点关注对象。随着世界政治经济

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俄罗斯不断提高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度，重视发展与亚太地

区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2013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加速了俄罗斯外交

的“东向”进程。在经济受到制裁、外交被孤立的情况下，为了寻找新的国际市

场和扩大外交回旋余地，俄罗斯开始积极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合作。莫斯科不断提

高亚太地区在其外交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加强并巩固其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影响

力，并将其亚洲外交作为重要战略方向。 

研究俄罗斯外交的“东向”调整，主要意义有两点：第一，分析俄罗斯外交

“东向”调整战略，可以帮助我们对俄罗斯亚洲外交政策的发展进程有一个基本

了解。第二，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中俄两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两

国关系发展对世界格局变化有重要的影响；研究俄罗斯外交“东向”调整及其对

中俄关系的影响，可以帮助我们同时把握当今国际关系格局变迁的主要规律。加

强与中国的合作是俄外交政策“东向”调整的重要支点。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

发展的最好时期，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全面发展。俄罗斯外交的“东向”

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进一步巩固中俄战略互信，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和人文交

流。与此同时，俄罗斯外交的这一战略调整也势必会引起亚太地区权力格局的变

化，导致中俄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加。本文旨在分析俄罗斯外交“东向”调整的背

景和主要目标，研究其发展进程及表现，并探讨在这一背景下中俄关系可能受到

的影响。 

 



 

 
 

2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国内外学者对俄罗斯外交“东向”调整的研究十分广泛，尤其在 2013 年乌

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明显加强了与亚洲国家的联系，很多学者以此为关键

节点论述俄罗斯外交战略的调整趋向。有学者将俄罗斯外交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

的趋势描述为“东进战略”、“转向东方”等，以此分析俄罗斯的“亚洲政策”、

“亚太战略”和“东北亚政策”。 

（一）关于俄罗斯外交“东向”调整背景的研究 

学界关于俄罗斯外交“东向”调整的背景研究成果很多，对亚太地区经济形

势变化、俄罗斯经济颓势等因素都有所涉及。柳丰华的《俄罗斯的“东进”政策：

成就、问题与走势》中指出，俄罗斯外交“东进”政策的产生原因有四：第一，

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俄需要融入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其经济发展

和现代化进程。第二，吸引亚太国家参与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第三，为本

国能源和武器出口寻找新的市场。第四，介入亚太地区安全事务和地区安全机制

建构保障俄的安全。邢广程在《俄罗斯亚太战略和政策的新变化》中提到，俄罗

斯外交重心东移的主要原因有两点：首先，亚太国家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在国

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越来越大。其次，欧洲债务危机使俄需另辟蹊径寻找新的国

际合作伙伴。马博的《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评析—动机、愿景与挑战》指出，

俄罗斯转向东方是俄的一项长期战略目标，而乌克兰危机是催化剂，加速了俄的

转向进程。王树春和刘思恩共同撰写的《俄罗斯新亚洲战略及其对中俄关系的影

响》认为，俄罗斯外交转向东方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利益诉求，亚太地区在俄对外

战略中的地位在不断上升。李兴的《俄罗斯外交 20 年：比较与展望》则从俄罗

斯国家安全角度出发，认为俄罗斯重视亚太地区的主要原因是地缘政治安全因

素，为了避免腹背受敌、两面作战的状况，俄罗斯才积极转向东方。谭然和吴晓

迪的论文《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的动因》从历史文化、国内、国际三个层面

剖析俄罗斯外交政策“东向”调整的原因，认为在历史文化层面，俄罗斯的欧亚

主义思想影响力俄罗斯加强与东方联系的战略部署；在国内层面，俄罗斯改善国

民经济、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发展计划离不开亚太国家的资金支持；在国

际层面，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东方地缘政治安全压力迫使俄罗斯对外交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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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调整。 

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积极转向东方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Н.И.马斯连尼科

夫、С.А.齐普利亚耶夫和 И.Ю.尤尔根斯三人共同编写的《俄罗斯向东转：问题

与前景》认为，俄罗斯转向东方是因为亚太地区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资金又可以帮助俄罗斯走出经济困境，所以莫斯科

应加强与亚太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合作。美国学者 Paradorn Rangsimaporn 在《解

读欧亚主义：评价俄罗斯在东亚的作用》中，从地缘政治视角出发，认为欧亚主义

思潮是俄罗斯越来越重视东亚的原因，欧亚主义可以帮助俄平衡东西方外交，更加

积极地参与东亚事务，也能吸引东亚国家与俄罗斯在经济等领域进行合作。作为一

个欧亚国家，俄罗斯致力于将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打造成为联通欧洲和亚洲的桥梁。 

（二）关于俄罗斯“东向”调整目标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在分析俄罗斯亚洲外交政策目标时进行了分类，主要包括经济和

政治两大目标。房广顺和申韬在《俄罗斯亚太战略的最新进展及其对中俄关系的

影响》中指出，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包括：1.巩固和发展与亚太地区主要力量的关

系，维护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利益；2.拓展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合作，

全面融入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3.重振俄罗斯的全球超级大国地位。左凤荣在《俄

罗斯的亚太新战略及其对中俄关系的影响》一文中指出，俄罗斯亚太战略的重点

核心是发展经济；俄罗斯还需要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及加强在远东的军事力

量，亚洲部分城市资源中心和交通枢纽的作用对俄罗斯未来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申韬的《机遇与桎梏：变革时代的俄罗斯亚太战略》一文指出，俄罗斯

除了保证其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外，还要巩固其在亚太的安全，更要通过发展

与亚太国家的关系，提高在亚太地区的话语权。赵华胜的《评俄罗斯转向东方》

认为，俄罗斯转向东方主要出于发展经济的考虑，是外交和经济的转向，而非文

明上的转向。李勇慧的《俄罗斯亚太战略与乌克兰危机》一文指出，俄罗斯是在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为了应对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才加强与亚太

亚太国家的联系，莫斯科还试图通过联合中国共同构筑亚洲新安全体系。俄罗斯

学者亚历山大·卢金的《俄罗斯转向亚洲 ：神话还是现实》一文认为，俄罗斯

转向亚洲主要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而非经济因素；俄罗斯力图寻找平等的对话伙

伴以及能够平衡西方外交挤压的国家，以扭转其过分依赖西方的局面。A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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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vetov 的《克里米亚之后：俄罗斯外交政策中的东南亚》认为，俄罗斯外交的

“东向”调整只是暂时的，没有实质意义。 

（三）关于俄罗斯外交“东向”调整实践的研究 

国内外许多学者主要通过分析俄罗斯发展与亚太主要国家及地区组织关系

来研究俄外交“东向”调整的实践进程。房广顺和申韬在《俄罗斯亚太战略的最

新进展及其对中俄关系的影响》一文中指出，俄罗斯顺应亚太经济一体化趋势，

积极参与亚太经济合作，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同时加大在东部地区的军事

投入，形成平衡机制，以构建亚太安全合作机制。在外交层面，俄罗斯开展了对

亚太地区的外交活动，加强了与亚太主要力量的合作，为恢复世界大国地位提供

战略支撑。俄罗斯学者米·季塔连科的《俄罗斯新欧亚思想及亚太政策》指出，

俄应积极发展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多边经济机构增加话语权；俄罗斯还需

要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扩大接触和交往。赵华胜的《评俄罗斯转向东方》从俄

罗斯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视角出发，介绍了俄开发远东的项目进展，如建立远

东地区超前发展区和自由港,以分析俄罗斯远东战略的具体内容。 

 

三、论文的研究方法 

 

本文以俄罗斯外交“东向”调整为主题，梳理近年来俄外交向亚太地区倾斜

的表现和最新进展，并对中俄关系受到的影响进行剖析，主要研究方法包括： 

1.文献分析法。通过查阅收集与俄罗斯外交“东向”调整有关的专著、论文、

研究报告等资料，总结俄罗斯亚太外交政策的演变历程，力图从一般性的事实中

得出重要结论，为本文论点做出佐证。 

2.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指在个人、国家和体系三个层次上对某种国际现

象进行阐释。本文对层次分析法的应用主要涉及到国家和结构两个层次，文章通

过分析俄罗斯国内经济问题及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来说明俄罗斯外交的“东向”

调整是大势所趋。 

3.案例分析法。本文以俄罗斯与中国、日本、印度、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

合组织等国家和地区组织的互动为案例，分析俄罗斯外交“东向”调整的发展进

程和最新进展。文章选取的国家或地区组织在亚太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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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对这些案例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俄罗斯外交向亚太地区倾斜的意愿和实践。 

 

四、论文结构及创新点 

 

论文共有五章，第一章介绍俄罗斯亚洲外交政策的演变历程，叶利钦执政前

期因推行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而无暇顾及亚洲国家，直到“双头鹰”外交和

普京上台后“全方位外交”政策的出台，亚太地区才在俄罗斯外交整体布局中体

现出较强的存在感。第二章介绍俄罗斯外交“东向”调整的背景，主要包括俄罗

斯本国国情和国际环境、俄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需要以及俄西关系恶化的

催化剂作用等因素。第三章介绍俄罗斯外交“东向”调整的目标和内容，通过分

析俄政府官方外交文件及外交实践，来具体阐释俄罗斯外交“东向”调整的基本

目标和内容。第四章研究俄罗斯外交“东向”调整政策的实施路径：俄罗斯主要

通过加强与中国、亚太地区大国及地区组织的关系来扩大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

力，这一部分对中俄之间的合作交流进行了详细论述。第五章分析俄罗斯外交“东

向”调整对中俄关系发展的影响；文章还对在俄罗斯战略重心东移背景下中俄关

系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 

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内容创新。文章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俄罗

斯自乌克兰危机以来与亚太国家及地区组织发展关系的历程，案例内容丰富，论

据事实充分。第二，视角创新。很多学者主要关注俄罗斯外交战略重心东移的背

景和目的；本论文比较系统地分析了俄罗斯外交“东向”调整对中俄关系的带来

的积极影响，也客观评析了这一策略变化可能给中俄关系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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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俄罗斯亚洲外交政策的发展历程 

 

俄罗斯的亚洲外交政策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总体而言，俄罗斯越来越重视

发展与亚太国家的关系，日益重视亚洲外交。在俄罗斯独立初期，叶利钦总统采

取了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全面学习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

治制度，在外交上迎合西方，与西方国家保持一致。这个时期，俄罗斯没有具体

的亚洲外交政策。在“一边倒”政策并没有取的预期效果后，俄罗斯从经济利益

和地缘政治角度出发，积极调整其外交政策，采取了东西方兼顾的“双头鹰”外

交。在加强与西方合作的同时也适当发展同亚太国家之间的联系。普京执政后，

奉行全方位的经济务实外交，致力于加强与亚太国家间政治关系和经济合作。 

 

第一节 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的亚洲外交政策 

 

一、亚洲地区边缘化时期 

 

俄罗斯独立初期，国内经济衰退，政局动荡，社会矛盾尖锐。俄罗斯虽然是

苏联遗产的最大继承国，但其综合国力相比于前苏联而言大幅度下降。叶利钦认

为，只有走西方资本主义民主道路才能快速恢复国家经济，实现俄罗斯的复兴。

因此，俄罗斯毅然抛弃了实行 70 多年的社会主义制度，选择了西方“普世民主”

的发展道路。
①俄罗斯奉行的“一边倒”政策有着明确的目的性。首先，俄罗斯

希望能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1992 年，俄罗斯国内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

政府实施了“休克疗法”激进式的经济改革，在经济转轨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

俄罗斯迫切需要西方国家的经济支持，但是西方国家的援助总是“雷声大，雨点

小”，“口惠而实不至”。西方国家首脑会议 1992 年和 1993 年先后两次宣布向

俄罗斯提供 240 亿美元和 434 亿美元的援助，②但这些援助或都附有苛刻的政治、

经济条件,或利息太高,俄罗斯真正得到的援助屈指可数。西方国家的援助对于经

                                                        
① 陈宪良，张梅:《“一边倒”外交时期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观评析》，载《东北亚学刊》，2012 年第 4 期，第

3-4 页。 
② 郭鹏程，张明霞：《冷战后俄罗斯国家定位难题与外交走向》，载《西伯利亚研究》，2017 年第 3 期，

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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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改革失败的俄罗斯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其次，俄罗斯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国家发

展道路同其建立长期良好的伙伴关系，从而使自己成为西方阵营的一员。当时亲

西方的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认为，俄罗斯外交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西方的经济援

助和政治支持来建立一个“民主、繁荣的俄罗斯”，并作为一个伙伴全面加入以

美国为首得到西方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
③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一边倒”政策

的抱有复杂的心态。一方面，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一边倒”政策表示欢迎，积

极支持俄罗斯国内政治的和平演变；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并没有改变冷战思维，

仍将俄罗斯视为安全上的威胁和政治上的战略竞争对手，继续遏制俄罗斯的发

展。这一时期，北约和欧盟东扩进程一直没有停止，俄罗斯周边的一些东欧和独

联体国家相继爆发了颜色革命。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不断受到西方国家的挤

压，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它想融入西方世界大家庭的美梦

终究是一个幻想。 

“一边倒”政策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其国际威望受损，国际地位进

一步降低。1992 年，“一边倒”政策受到俄罗斯国内民众的众多批判。俄罗斯

国内开始盛行东西方并重的“欧亚主义”思潮。“欧亚主义”主张俄罗斯应奉行

重视周边国家、在西方和东方之间保持平衡、作欧亚桥梁的外交政策。俄罗斯的

外交重点不应是与西方结盟，而应是政治、经济实力与俄罗斯相当的第二等国家，

如中国、巴西、印度等。
④1992 年叶利钦表示要重新调整外交政策，除了西方国

家，亚洲国家也应该是俄罗斯外交的重点，俄罗斯需要改变一味倒向西方国家的

战略，同时坚定不移地开展亚洲外交，这才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1992 年年

底，叶利钦先后出访韩国和中国，签署了《俄韩关系原则条约》和《关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由此拉开亚洲外交的序幕。

1993 年 10 月，叶利钦访问日本，双方签署《东京宣言》，推动了两国关系正常

化发展的进程。 

1993 年 4 月，俄罗斯出台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这是俄罗斯独

立后第一部较系统阐述其外交政策的文件。文件中把追求和维护俄国家利益作为

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强调俄罗斯在寻求与西方结盟的同时，要给予亚洲国家足够

重视。《构想》确立了“俄罗斯要实行欧亚平衡外交的方针,欧亚平衡外交原则

                                                        
③ 林军：《俄罗斯外交史稿》，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年版，第 461 页。 
④ 学刚，姜毅：《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外交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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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强调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保证俄罗斯在世界影响力的平衡中，在调节世界

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多方面进程中，起着与其大国地位相适应的作用。”
⑤俄罗斯

通过重新对其国家利益进行战略定位，开始实行东西方并重的“双头鹰”政策。

《构想》的发布意味着俄罗斯开始摒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将目光转向广袤

的亚太地区。 

这一时期，尽管俄罗斯不再对西方国家马首是瞻，但其外交战略重点仍然是

西方国家，“一边倒”的基本外交政策并没有彻底改变，实施“双头鹰”政策的

主要目的不过是增加与西方国家谈判的筹码,同时也是对西方国家感到失望的一

种本能反应。
⑥俄罗斯的外交战略布局是依旧是以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为重点，

加强周边、亚太外交，借助东方平衡西方。俄罗斯并没有真正重视亚洲地区国家，

其亚洲外交只是其与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补充和辅助。 

 

二、亚洲地区战略地位提升时期 

 

1995 年，叶利钦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俄罗斯要奉行全方位的外交战略。这一

战略强调多极世界的建立是客观趋势，主张俄在多极世界里应发挥一个有影响的

大国作用。
⑦叶利钦开始把推动世界多极化作为外交战略的目标，推行独立、务

实的“全方位外交”政策。1996 年普里马科夫就任俄罗斯外长，接替了亲西方

的科济列夫，普里马科夫对“一边倒”政策持批判态度，主张俄罗斯应奉行独立

自主的外交政策，并提出来多元化的外交思想。在这段时期，俄罗斯积极推动地

区和国际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促进世界的多极化发展，为早日成为世界的重要一

极而作努力。为了推动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俄罗斯采取一种“平衡式”的外

交，在改善西方大国关系的同时，加强同亚洲国家的联系，这不仅可以增加俄罗

斯的外交活动空间，还能与亚洲国家共同抵制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行为。 

在“全方位外交”政策的推动下，亚太地区在俄罗斯的对外战略地位得到提

高。俄罗斯认为积极开展与亚太地区的合作符合其作为一个欧亚大国的地位和利

                                                        
⑤ 郭鹏程，张明霞：《冷战后俄罗斯国家定位难题与外交走向》，载《西伯利亚研究》，2007 年第 3 期，

第 41 页。 
⑥ 郭鹏程，张明霞：《冷战后俄罗斯国家定位难题与外交走向》，载《西伯利亚研究》，2007 年第 3 期，

第 41 页。 
⑦ 刘德斌：《国际关系史》，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 5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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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⑧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加强了与亚洲国家的务实合作。比如，俄罗斯不断推

进与中国关系的发展。1996 年叶利钦访华，将俄中关系从“建设性伙伴关系”

推进成“战略协作伙伴”，使俄中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俄日关系

也得到了缓和。俄日双方采取暂时搁置领土争端的方法，在其他领域寻求新的合

作。1996 年 3 月，俄日成立了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会。1997 年 11 月，俄日首脑

会晤并签署了“桥本—叶利钦计划”，使俄、日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

强。 

 

第二节 梅普执政时期俄罗斯的亚洲外交政策 

 

一、多极化思想下的亚洲外交政策 

 

2000 年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他在继承叶利钦“全方位外交”政策的同时，

也对其外交做出了一定的调整。普京的“全方位外交”政策更为务实、理性，强

调外交为经济发展服务，把维护国家利益中的经济利益放在首位。普京政府面临

的最大外交任务就是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经济社会建设打好基础、做

好保障。⑨除了改善国家经济状况外，普京还积极推动世界的多极化发展。相比

叶利钦时期的外交，普京多次主张建立多极化世界，号召建立新的世界政治经济

新秩序，倡导所有国家之间以平等的伙伴关系为基础，顺应和促进世界多极化发

展趋势。 

普京上台时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需要加强同亚洲国家的合作。俄罗斯和

西方国家的关系由于北约和欧盟东扩、颜色革命的冲击、第二次车臣战争的爆发

陷入僵局。俄罗斯需要得到其他国家的政治支持，在国际上寻找朋友和伙伴的时

候，不仅要向西看，还要向东看。⑩2000 年 7 月，普京签署《俄罗斯联邦对外政

策构想》。这份构想明确提出俄罗斯需要和西方国家在不发生冲突的前提下加强

合作，强化同独联体及欧盟国家的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同亚洲国家的关系。普京

政府将加强发展与亚太国家的关系作为实施东西方兼顾、全方位对外战略的重要

                                                        
⑧ 林军：《俄罗斯外交史稿》，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年版，第 461 页。 
⑨ 薛国兴：《俄罗斯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北京·时事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99 页。 
⑩ 冯绍雷，相蓝欣：《转型中的俄罗斯对外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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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11在双边关系上，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2000

年 7月，普京正式访问中国，俄中签署《中俄北京宣言》。在普京任期的第一年

里，俄中两国元首进行了四次会晤，两国在各领域的交流不断深入。俄罗斯在发

展同中国关系的同时，还加强了与传统“盟友”印度的联系。普京在 2000 年和

2002 年两次访问印度，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宣言》，两国在政治、经济、科

技等领域的交流日趋频繁。 

2008 年梅德韦杰夫就任俄罗斯总统，同年 7 月批准了新版《俄罗斯联邦对

外政策构想》。新版《构想》基本继承了旧版的外交方针和政策原则，
12《构想》

指出俄罗斯将深化同中国、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推进同日本关系的发展。梅德

韦杰夫重视亚洲外交，他上任后访问的第一个独联体以外的国家就是中国。2008

年 7 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中国外长杨洁篪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段补充协议议定书》及其附件，

这标志着中俄长达 4300 多公里的边界全线勘定。13双方领导人还签署了《俄罗斯

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同中国东北地区间合作规划纲要》。这一时期，俄罗斯与

印度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政治互信加深。印度作为俄罗斯最大的军火市场贸易

伙伴，与俄罗斯在军工贸易上的规模不断扩大。 

 

二、俄罗斯外交“东向”调整时期 

 

近十几年来，随着亚洲地区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

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这对俄罗斯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是不可多得的机

遇。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经济开发离不开与亚洲国家特别是东北亚国

家的合作。2012 年 9 月，俄罗斯在远东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第二十届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融合谋发展，创新促繁荣”。

14对于俄罗斯而言，快速发展的东方本质上说已经是“新西方”。15俄罗斯希望借

                                                        
11 范建中：《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与对外战略选择》，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 年版，第 380 页。 
12 薛兴国：《俄罗斯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北京·时事出版社，2011 年版，第 323 页。 
13 《杨洁篪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08 年 7 月 21 日，
https://www.fmprc.gov.cn/123/wjb/wjbz/zyhd/t476781.htm. 
14 《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闭幕》，新华网，2012 年 9 月 9 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2-09/09/c_113010059.htm. 
15 李勇慧：《2017 年俄罗斯向东看政策评述——兼论欧亚伙伴关系》，载《俄罗斯学刊》，2018 年第 4
期，第 16 页。 



 

 
 

11

助亚太经合组织这个平台融入亚太经济圈，促进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贸易、投资

的发展，改变国内东西部经济发展失衡的状况。2014 年底以来，俄罗斯积极推

进远东超前发展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建设开发，
16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简化行政程序，提供税收优惠等举措为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创造良好的投资

环境。 

俄罗斯不仅在经济上需要亚洲国家的资金投资来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

在政治上，也寻求着亚洲国家的支持。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与西方国

家的关系一直在不断恶化。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受到挤压，西部地区的安全环

境进一步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可以牵制西方国家，

为自己赢得更多的与西方国家抗衡的筹码。乌克兰危机改变了俄罗斯周边及全球

范围内业已形成的良好国际环境。
17俄罗斯采取“西方不亮东方亮”的政策是明

智之举。18俄罗斯需要通过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外交联系，务实与亚洲国家的经济

合作平衡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压力。 

 

 

 

 

 

 

                                                        
16 李勇慧：《2018 年俄罗斯亚太外交》，载《俄罗斯学刊》，2019 年第 2 期，第 28 页。 
17 庞大鹏：《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发展战略的影响》，载《俄罗斯学刊》，2014 年第 3 期，第 23 页。 
18 王宪举：《应对乌克兰危机－2014 年俄罗斯内政外交的主旋律》，载《俄罗斯学刊》，2015 年第 1 期，

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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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俄罗斯外交“东向”调整的背景 

 

俄罗斯外交“东向”调整是依据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做出的战略选择，主要

的背景有三点。第一，亚太地区国家经济的发展使得该地区成为新的世界政治、

经济中心。俄罗斯外交“东向”调整不仅能引进亚太国家的资金、技术，还可以

增加其在亚太地区话语权，提高国际影响力。第二，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加速了俄

罗斯“东向”调整的进程。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与西方大国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

俄罗斯的经济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外交上也受到西方国家的围堵。在俄罗斯与

西方国家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关系，寻求亚太国家在经济和政

治上的支持可以解燃眉之急。第三，俄罗斯需要积极融入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

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 

 

第一节 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 

 

一、亚太地区经济迅速发展 

 

世界不同地区 GDP 增长率（单位：%） 

 

 

 

 

 

 

 

 

 

 
 

 

图片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19  

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随着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新兴工业经

                                                        
19 Regional Economic Reports，IMF，October 11,2018，Available at: 
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REO?sortby=Date&series=Asia+and+Pacific+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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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的崛起，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随

着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发展，全球在太平洋地区的贸易量和投资量超过了大西洋地

区，亚太地区逐渐成为国际体系主要的经济重心。根据 IMF 的统计数据，2013

年到 2018 年亚洲国家的 GDP 增长率普遍高于其他地区。在由发达国家和新兴经

济体国家组成的二十国集团中，亚洲国家就拥有六个成员席位。 

在 2019 年 4 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世界产出增长率最高的是新兴经济

体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总体超过 4%，其中印度、中国更是高达 7.5%和 6.5%，而

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只有约 2%，20亚太国家的世界产出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其他

地区国家。 

当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亚太地区最重要、最有活力的经济体，

在 2017 年至 2021 年它的经济平均增速预计从 2016 年的 6.0%上升至目前的

6.4%21。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表现出强劲势头，尤其是“东盟五国”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整体经济增长率已连续六个季度（截至 2017 年上半年）保持正增长。22目前，亚

太地区国家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亚太经合组织是亚太地区最

大的经济论坛，其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中

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能够推动亚太地区的经济结构更趋完善，经济结

构将更为合理，贸易制度更为健全。世界经济的重心正逐渐由大西洋转向太平洋，

同时也带动了世界政治重心也向亚太地区转移。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

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提高。 

 

二、俄罗斯积极融入亚太经济圈 

 

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强劲，俄罗斯寄希望搭乘亚太经济发展“快车”，参与

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俄罗斯自身的经济实力孱弱，

                                                        
20 《全球经济：处于微妙时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2019 年 4 月 9 日，
IMF:https://www.imf.org/zh/News/Articles/2019/04/08/blog-the-global-economy-a-delicate-moment. 
21 China's Economic Outlook in Six Charts，IMF，August 15,2017，Available at: 
https://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17/08/09/NA081517-China-Economic-Outlook-in-Six-Charts. 
22 For Asia, Growth Pickup Provides Opportunity for Reforms，IMF, October 13,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17/10/12/NA101317-For-Asia-Growth-Pickup-Provides-Opportunity-for
Re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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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发展不平衡，近几年经济持续一直出现了负增长。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重

工业发达，轻工业发展较为落后，俄罗斯在发展经济上面临很多困难，其谋求经

济快速发展是不切实际的，俄罗斯需要国外资金、技术的支持。俄罗斯东西部发

展严重失衡。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经济的落后严重阻碍了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俄罗斯需要借助亚太国家经济发展势头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以远东地区为

前哨，利用本身的地理和资源优势，与亚太国家达成经贸协定。这样不仅能促进

地区经济发展，还能为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融入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创造条

件，从而带动国家经济的发展。在亚太地区，亚太经合组织是推动经济一体化和

贸易自由化的主要推手，且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和推动自贸区建设，包括启动中国

—东盟自贸区、主持东亚自贸区可行性研究、推动中日韩自贸区支持区域合作倡

议等，
23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仍在不断发展。近年来，俄罗斯通过举办亚太

经合组织会议和东方经济论坛，积极融入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吸引亚洲邻国参

与开发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加速了俄罗斯东部地区的经济开发进程。 

目前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参与程度不高，但合作前景广阔。亚太经合组

织成员国的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 55%, 占世界贸易总额的 49%, 占世界投

资的 40%, 而俄罗斯在亚太经合组织成员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仅为 1%。作为一个拥

有丰富资源和先进技术的国家，俄罗斯与亚太地区国家经济合作的潜力远没有充

分发挥出来。24俄罗斯与亚太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要远远落后其政治关系，但是

在经济领域，俄罗斯与该地区有很强的互补性。首先，俄罗斯的经济优势在于其

丰富的石油资源和天然气储备，而亚太地区国家对能源的需求量是日益增加的，

转向东方可以使俄罗斯的丰富资源与亚太国家的资金、技术对接，促进其东部加

快发展，拓展亚太市场，地区国家也可就近获得发展所短缺的能源资源。
25其次，

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严重依赖能源以及原材料的出口，这样的经济结构限制了俄罗

斯经济来源的多样性，俄罗斯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推进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黄金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劳动力市场庞大，工业和制造业成品

丰富；日本和韩国有着先进的科研技术和开发设备。无论是劳动力、资金、技术，

还是人才，都是俄罗斯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所不可或缺的，这些经济发展要

                                                        
23 Shiro Armstrong, Tom Westland,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an Era of Global Uncertainty, Canberra: ANU 
Press, 2018, P.267. 
24 谭然，吴晓迪：《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的动因》，载《国际参考研究》，2018 年第 10 期，第 17 页。 
25 石泽：《 俄罗斯东部开发：中俄合作的视角》，载《国际问题研究》，2017 年第 1 期，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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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也为俄罗斯提供了转变经济模式，改变国际贸易结构体系的平台。俄罗斯加强

与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北亚地区的交流合作，对其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经济的发展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俄罗斯顺应经济全球化和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时

代潮流，避免其被边缘化的有效手段。 

 

第二节 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东向”调整加速 

 

一、俄罗斯的经济形势恶化 

 

2013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了多轮的经济制裁。

经济制裁的领域主要包括俄罗斯金融、能源企业、军工企业、国防等优势行业。

在金融领域，西方国家中断了与俄罗斯的一些大型国有银行的商业往来，限制了

银行的融资能力，其中包括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和俄罗

斯外经贸银行。在能源领域中，俄罗斯石油生产商“俄罗斯石油公司”、“天然

气工业股份公司”、“诺瓦泰克公司”、“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等数十家能源企

业都受到了制裁。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依靠能源和原材料的出口，能源

出口额占俄罗斯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二，若加上金属和矿产资源，该比例将超过 

80%。26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模式较为单一，产业结构低级，在国际经济合作分工中

处于劣势地位。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使其国民经济的发展严重受限，恶

化了俄罗斯的经济形势。随着西方国家制裁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俄罗斯经济

发展出现持续停滞低迷状态，增速呈下降趋势，并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2013

年、2014 年和 2015 年的 GDP 增速分别为 1.3%、0.6%和 -3.4%。272017 年，美

国对俄罗斯采取了更为严厉、固化的制裁，其政府增加了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内

容。国会通过对俄罗斯经济制裁法案，将对其的制裁纳入了法律体系，而且在近

期内没有解除制裁的可能性。 

乌克兰危机后西方国家的制裁对俄罗斯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2014 年 8 月，

俄罗斯也对西方国家进行了反制裁，包括禁止一些食品的进口等，但其经济增长

                                                        
26 S·赫德兰，丁端，刘娅楠：《在乌克兰问题上制裁俄罗斯有无意义及效用？》，载《俄罗斯研究》，2015
年第 1 期，第 71 页。 
27 张建：《俄罗斯亚洲政策新动向及其对中俄关系的影响》，载《和平与发展》，2016 年第 6 期，第 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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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仍在下滑。西方国家带来的经济制裁给俄罗斯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伴随着

经济下行趋势,俄罗斯卢布进入迅速贬值时期,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28俄罗斯迫

切需要为本国能源、军工设备的出口找到新市场。亚太地区新兴发展中国家较多，

经济发展迅速，人口众多，对能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是俄罗斯加强能源合作的

重要对象。早在 2013 年，中、日、印、韩分别位列全球第二、三、四、五大原

油进口国，日、韩、中分别位列全球第一、五、六大天然气进口国。29作为全球

最大的能源出口大国，俄罗斯扩大对亚太地区的能源出口是俄罗斯的必然选择。

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欧洲国家是俄罗斯主要的固定经济合作伙伴，是俄罗斯

能源合作的重要对象，在经济上和俄罗斯相互依赖程度较高。危机爆发后，欧洲

国家限制了俄罗斯的能源进口。为了改变下行的经济形势，克服因制裁造成的经

济困难，俄罗斯积极把目光转向亚太地区，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的经贸合作，为

本国能源寻找新的国际市场。 

 

二、俄罗斯的政治空间受到挤压 

 

在克里米亚举行公投表决加入俄罗斯后，美国政府随即宣布美俄关系进入

“紧急状况”，立即对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及部分俄罗斯高官进行制裁，俄

罗斯议会上院主席马特维延科、政府副总理罗戈津、总统助理苏尔科夫等 7 名官

员和议员列入该制裁名单，被冻结资产、禁止入境。30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西方

其他国家也跟随美国一起加入到制裁俄罗斯的队伍中。2014 年 3 月，西方国家

拒绝参加由俄罗斯在索契主办的八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将会议的地点改为布鲁塞

尔，并且禁止俄罗斯参加。俄罗斯被西方国家逐出了八国集团。在国际社会上，

美国、加拿大、日本、欧盟都公开谴责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行为，各方都减

少了与俄罗斯的接触，缩小了合作范围。西方国家把普京个人妖魔化，否定俄罗

斯的政治体制，认为俄罗斯的体制是个人专政，缺少民主、自由。西方国家对俄

罗斯制裁的主要目的是惩罚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希望制裁能

                                                        
28 张亨明：《欧美制裁对俄罗斯经济发展影响研究》，载《重庆理工大学学报》，2016 年第 9 期，第 28-30
页。 
29 徐洪峰，王海燕：《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美欧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载《美国研究》，2015 年第 3 期，

第 78-79 页。 
30 姜毅：《解析美国对俄制裁新法案》，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 年第 1 期，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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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俄罗斯带来压力，改变其强硬的外交风格，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问题改变态度。 

俄罗斯同西方大国之间地缘政治争夺是乌克兰危机爆的主要原因。危机激化

了西方国家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压缩了俄罗斯在欧洲东部地区的势力范

围，削弱了俄罗斯的大国地位，遏制了俄罗斯的重新崛起。
31俄罗斯和西方国家

争夺周边地缘政治空间，乌克兰在政治上倒向了西方国家。令俄罗斯担忧的是，

如果乌克兰加入了欧盟或北约，俄罗斯的西边地缘政治缓冲空间将遭受大幅度压

缩。俄罗斯会坚决抵制欧盟、北约向其传统的势力范围推进，俄罗斯与西方国家

的地缘战略空间的争夺日趋激烈。 

乌克兰危机将俄罗斯推向和西方大国共同对抗的局面，双方关系陷入冷战后

的最低谷。为突破困难的外部环境，寻找国家发展之路，近年俄罗斯从根本上提

升了亚太地区在其对外战略布局中的地位，
32通过改善和发展与亚太国家的关系

来增加外交回旋余地。当前，亚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俄

罗斯寄希望借助亚太国家的政治影响力，缓解外交上被西方孤立的压力，寻求亚

太国家的合作和政治支持。 

 

第三节 加强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经济建设 

 

一、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经济状况概述 

 

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土地面积辽阔，占整个俄罗斯的 75%，自然资源丰富，

其中能源储备占整个世界储备量的 25%，是世界上仅有的一个尚未充分开发的自

然资源宝库。33除了能源之外，这一地区的林业资源、矿产资源、渔业资源都非

常丰富。但由于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比较恶劣，人口流失严重，

因此地区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封闭，自给自足的状态，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开发。长

期以来这一地区也没有得到俄罗斯中央政府的重视。在苏联时期，西伯利亚和远

东地区是全国原材料的供应基地，封闭的状态严重束缚了地区的发展，苏联解体

                                                        
31 王海运：《乌克兰危机、俄罗斯战略调整与国际格局演变》，载《国际石油经济》，2014 年第

10 期，第 1-2 页。  
32 陈宇：《俄罗斯外交“转向东方”评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6 年第 10 期，第 15 页。 
33 杨学峰：《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自然资源开发潜力分析》，载《黑龙江对外经贸》，2011 年第 10 期，

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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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国家经济衰败，中央对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经济补给中断，这一地区的并未

得到良好的开发。 

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开发能给俄罗斯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普京上台后，

重视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开发工作，在就任总统当天明确指出俄罗斯亚太战略

的基本目标之一是：“积极参与区域一体化进程，促进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和远东

地区社会经济加速发展。”
342012 年俄罗斯设立了远东发展部，直接归中央政府

管辖，并不断推出新政吸引国外资金和技术，改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投资环

境。目前，俄罗斯通过在远东地区举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和东方经济论坛，

增加远东地区的影响力，推出远东地方“名片”招商引资，希望借助西伯利亚和

远东地区的振兴带动俄罗斯经济的发展。 

 

二、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现实需要 

 

普京指出，俄罗斯未来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加快西伯利亚和远东地

区经济发展，并将远东地区开发视为整个俄罗斯经济振兴的关键。
35俄罗斯西伯

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经济落后不仅使得俄罗斯整个国家发展的不平衡，经济的落后

还会导致安全上的困境。在俄罗斯东部地区，俄罗斯人口占总量的 21%，目前人

口只有 700 多万，且数量仍在逐年下降。人口的不断减少不仅限制了地区经济的

发展，也使得俄罗斯担忧其远东的领土安全。因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外国人口

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邻国人民在这里经商、工作、生活，本国国民的数量减少

以及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使得俄罗斯加速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进程。俄

罗斯担忧人口大国中国会对远东地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普京说，如果俄罗斯

东部地区没有更有效的发展，那么在不久的将来该地区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将是汉

语。俄罗斯担心中国的经济实力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影响力威胁到自身的安全。36俄

罗斯需要制定经济发展项目来促进本地区的集体安全和合作，这将成为有着重要

战略作用的外交举措，对于加强俄联邦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合

作都将产生重大战略意义。
37 

                                                        
34 李新：《试析俄罗斯亚太新战略》，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 年第 2 期，第 13 页。 
35 石泽：《俄罗斯东部开发：中俄合作的视角》，载《国际问题研究》，2017 年第 1 期，第 27 页。 
36 Andrew C. Kuchins, Russia’s Pivot to Asia，Asian Survey , Vol. 54, No. 1, 2013, p. 132. 
37 马博：《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评析—动机、愿景与挑战》，载《俄罗斯研究》，2017 年第 3 期，第 55



 

 
 

19

相比人口密集、资源开发殆尽的俄罗斯欧洲部分，远东地区蕴藏着无限的经

济发展潜力，是其实现“新经济政策”目标的希望所在。
38“新经济政策”的核

心就是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改变其落后的局面，实现俄罗斯的均衡发展和

经济的腾飞。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是俄罗斯重要的地缘政治任务，在国内，

俄罗斯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新的政策文件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吸引国外资

金的投资，号召东部地区的国民到远东地区创业发展，增加在远东的常住人口；

在国际上，加强与东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搭上亚太经济一体化“快车”，同时

引进技术和人才，共同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 

俄罗斯与亚太国家特别是东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是俄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

地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

经济可以看成亚太地区经济的一部分，
39俄罗斯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必须要

有亚太国家的参与。首先，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与亚太国家在地理上毗邻，

没有交通上的阻碍，在物流运作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次，亚太地区国家和俄

罗斯在经济结构上有互补的契机。中国、日本和韩国有着先进的技术、外汇储备

和劳动力，但资源较为匮乏，而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

这种互补性是双方合作的基础。俄罗斯只有利用好与亚太地区毗邻的地缘优势，

加强地区间经贸合作和科技文化交流，才能实现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能源的开发

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加速发展和振兴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经济。 

 

 

 

 

 

 

 

 

                                                                                                                                                               
页。 
38 《俄罗斯借 APEC 会议融入亚太，或影响改地区格局》，中国网，2012 年 9 月 3 日，
http://finance.china.com.cn/news/special/APECRussia/20120903/994045.shtml. 
39 Paradorn Rangsimaporn, Interpretations of Eurasianism: Justifying Russia's Role in East Asia，Europe-Asia 

Studies, Vol. 58, No. 3, 2006, p.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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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俄罗斯外交“东向”调整的目标和内容 

 

俄罗斯外交“东向”调整的目标主要要体现在外交、安全和经济三个方面。

在外交上，俄罗斯的目标是提高综合国力，重振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在安全上，

俄罗斯的目标是保证东部地区的安全，维护国家稳定；在经济上，俄罗斯的目标

是加强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发展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经济。为了实现这些目

标，俄罗斯在军事，经济以及安全上都做出来一系列的努力。军事上，俄罗斯增

加了东部地区的军事力量，并在东部地区开展一系列军事演习；经济上，俄罗斯

出台了新政加速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安全上，俄罗斯积极推动亚太地区政

治、安全合作机制的形成。 

 

第一节 俄罗斯外交“东向”调整的目标 

 

一、重振俄罗斯大国地位 

 

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外交战略目标就是要恢复传统大国地位，成为多

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俄罗斯有着广阔的国土面积，军事实力雄厚，但其国际地

位与前苏联相比都大大降低，综合国力也大幅度下降。无论是“一边倒”政策还

是“全方位外交”，俄罗斯对外政策的目的只有一个：避免大国地位的彻底丧失，

使俄罗斯仍然身处世界主要玩家之列。
40俄罗斯近年出台了一些官方政府文件，

这些文件均提到要重振并提高俄罗斯的大国地位。《2020 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

安全战略》中指出：“俄罗斯未来长期的国家利益要把俄联邦变成一个世界大国，

其活动宗旨是维护多极世界条件下的战略稳定和互利伙伴关系。”41这表明俄罗

斯将重振其大国地位作为长期的发展任务，在多极化世界中巩固自己的地位。

《2016 年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指出俄罗斯开展外交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巩

固俄罗斯联邦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中心之一的地位。俄罗斯作为军事政

治强国，积极为建立公正而民主的国际秩序，进一步推动巩固世界和平、确保全

                                                        
40 陈新明：《十八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 年版，第 796 页。 
41 薛国兴：《俄罗斯国家安全理论和实践》，北京·时事出版社，2011 年版，第 3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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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安全与稳定的方针而努力。42从这两份官方文件可以看出，俄罗斯在积极推进

世界的多极化发展，不断加强自身的影响力，主要是为其实现大国地位服务的。   

俄罗斯主要是通过“全方位外交”战略扩大自身影响力。第一，发展巩固和

中亚五国的关系；第二，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但是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关系恶

化已经长达十几年，双方矛盾过深，短期内和解的可能性很小；第三，加强和亚

太地区国家的外交，在经济、政治、安全等方面提升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这也

是最快捷，最有实用性的战略。从 2014 年以来，俄罗斯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

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张。特朗普上台后，为了避免“通俄门”事件的影响，美国政

府仍继续对俄罗斯实现严厉的经济制裁。俄罗斯为避免国际地位的进一步衰退，

积极“东向”。俄罗斯外交的“东向”调整并不是放弃了改善与西方国家关系的

可能，更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外交的一种“再平衡”战略。
43俄罗斯外交“东向”

调整符合俄罗斯当前的国家利益，不仅可以增加其同西方国家对抗的筹码，还可

以提高其在亚太地区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为恢复传统的俄罗斯大国地位努

力。 

 

二、发展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经济 

 

俄罗斯地域广阔，但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严重制约了国家经济的发展。

由于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自然环境恶劣，缺少资金和技术支持，一直都没有得

到良好的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作为世界上少有的未得到完全开发的油气产

地，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俄罗斯是世界能源生产和出口大国，能

源出口所带来的收益在其国家收入中占居 70%的比例。俄罗斯只有开发利用好这

些自然资源，发挥自身的优势，才能开发好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 

2013 年 12 月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表示：“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是俄罗斯

‘整个 21 世纪的国家优先任务，是绝对优先发展的方向'”。44亚太地区对俄罗

斯而言具有重要的地位，因为俄罗斯根本上是与这个快速发展的地区联系在一起

                                                        
42 《2016 年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俄罗斯外交部网站，
http://cn.mid.ru/foreign_policy/founding_document/. 
43 －“Russia’s Eastern Direction Distinguishing the Real from the Virtual”, Russie Nei Reports No. 17, IFRI, 
January 2014. 
44 普京：《发展西伯利亚和远东是 21 世纪俄国家优先方向》，人民网，2013 年 12 月 12 日，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3/1212/c1002-238268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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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是不可避免

的。45俄罗斯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必须要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合作。 

在 2016 年《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构想》中指出俄罗斯将“巩固在亚太地区的

地位、加强其与该地区国家的关系”视为对外政策的重要战略方向，这是由俄罗

斯从属于这一发展迅猛的地缘政治地区所决定的。俄罗斯希望积极参与亚太地区

的一体化进程，利用自身实力，实现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

46随着俄罗斯外交“东向”调整，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

地区。俄罗斯制定了一区一港（超前发展区、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规划，加

强了基础设施建设，主办一年一度的东方经济论坛等来提高远东地区的知名度，

推动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 

2018 年 9 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安德烈·奥斯特洛夫斯基表

示，俄罗斯通过“向东看”可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也有助于亚太地区的国

际合作。亚洲正在成为世界发展的中心，在不久的将来更会为世界提供更多投资，

为世界科技发展提供动力。俄罗斯目前正在积极开展与亚洲的合作。
47俄罗斯希

望利用地域上的便利，加强与亚太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吸引亚太国家资金、技术，

从而给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三、保障东部地区的领土安全 

 

俄罗斯东部地区一面毗邻太平洋，一面与东北亚国家接壤。东北亚地区国家

在制度、发展道路、民族习俗等方面千差万别，容易发生矛盾冲突。每个国家追

求的利益不同，各国都在最大限度地保证自身的安全。在亚太地区，朝鲜核问题、

南中国海岛屿争端等地区热点不断爆发，严重威胁了俄罗斯东部地区的安全。美

国也在一直加强对亚太地区的控制，这导致亚太地区成为大国之间权力博弈的场

所，国家之间关系不稳定。亚太地区缺少一个成熟的、有效的安全机制，安全机

制的缺失容易导致国家之间陷入安全困境。这使得俄罗斯的东部地区安全也受到

威胁，这也要求俄罗斯要保证东部地区的领土安全。 

                                                        
45 [芬兰]阿尔伯·雍杜宁，王家骥译：《向东，还是向西－俄罗斯的抉择》，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 89 页。 
46 《2016 年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俄罗斯外交部网站，
http://cn.mid.ru/foreign_policy/founding_document/. 
47 《专访：俄罗斯“向东看”可获得更大发展空间》，新华网，2018 年 9 月 15 日，
http://m.xinhuanet.com/2018-09/15/c_11234356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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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落后，也使俄罗斯担忧邻国在东部地区人口的流入、文

化的渗透会使其东部地区更加偏离中央的管控。《俄罗斯联邦海事军事学说》中

指出太平洋沿岸对俄罗斯联邦的重要性是巨大的并且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俄罗

斯东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源，特别是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上，但不能得到有效

地开发，且与俄罗斯的工业化地区相对隔离。亚太地区邻国的经济和军事发展迅

速、密集，加剧了这些矛盾，对该地区的经济，人口和其他进程产生了非常重大

的影响。48俄罗斯东部地区仅有七百万人口，而与之接壤的中国在其边境线上的

人口就达到两个亿，人口的差距给俄罗斯带来很大的压力，担忧俄罗斯自身文化

也会随着外国人口的不断增加而发生改变。但实际上，作为俄罗斯的欧洲前哨，

无论是苏联时期还是现在的俄罗斯时期，俄罗斯的东部地区在文化上已经偏离了

俄罗斯本国自身的文化。49在很大程度上，俄罗斯东部地区的文化是众多东亚国

家文化的集合体，文化的缺失会使得本国人民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降低，

从这点看，俄罗斯也必须加强对东部地区的管控。 

 

第二节  俄罗斯外交“东向”调整的内容 

 

一、积极发展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经济 

 

（一）出台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经济政策 

2012 年俄罗斯成立远东发展部表明了俄罗斯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融

入亚太经济圈的决心。远东发展部直接归中央管辖，负责统筹管理远东开发的项

目。同年 9 月，俄罗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第二十届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标志着俄罗斯真正转向东方。50在会议上，俄罗斯决定投资 210

亿美元改善远东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图以符拉迪沃斯托克为窗口，吸引国外的资

金、技术以及人才，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近年来，俄罗斯又出台了一系列

新的政策来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 

1.超前发展区 

                                                        
48 《2020 年前俄罗斯联邦海事学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http://www.mid.ru/en/main_en. 
49 Paradorn Rangsimaporn, Interpretations of Eurasianism: Justifying Russia's Role in East Asia, Europe-Asia 
Studies,Vol.58,No.3,2006,p374. 
50 Andrew C. Kuchins, “Russia Hosting the APEC Summit in Vladivostok: Putin’s Tilt to Asia,”September 5, 2012. 
CSI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ritical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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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普京签署了《俄联邦社会经济超前发展区法》。这项法案规定在

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开发项目有税收、行政审批等优惠条件，尽力减少项目审批的

繁琐性，方便外来资金的流入，吸引外国投资企业的投资和技术支持。这一法案

规定在俄罗斯远东地区设立若干个超前发展区，通过这些发展区经济的发展带动

整个远东经济的崛起。法案的颁布表明俄罗斯加大了远东开发的力度。截至 2016

年 10 月，俄罗斯在远东地区一共确定了 14 个超前发展区。 

2.交通设施建设 

重点项目是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和“滨海 1 号”、“滨海 2 号”交通走廊。

前者实行全天通关、“一站式”服务和电子申报，为外贸企业开绿色通道，后者

拟形成中国东北通向太平洋的国际通道。51俄罗斯需要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的区域

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加强现有的交通设施，提高货运能力，将远东地区打造成联

通欧亚的交通枢纽。 

3.“远东 1公顷”计划 

2016 年，俄罗斯联邦通过了《俄罗斯远东地区土地免费配发法案》，规定

俄罗斯公民可以免费申请远东地区1公顷的土地，公民有 5年的土地无偿使用权，

五年后，合理开发利用的土地的公民可以获得土地的产权，即“远东 1 公顷”计

划。“远东 1公顷”计划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引俄罗斯国内人民落户远东地，向远

东迁移，有利于实现俄罗斯东西部的均衡发展。 

 

（二）加强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 

普京在 2013 年的国情咨文报告中指出：“俄罗斯转向太平洋和我们远东地

区的迅猛发展，不仅能为我们的经济提供很多机遇和新天地，还为贯彻积极的对

外政策提供了新的手段。”52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经济依靠自身的实力是远

远不够的，俄罗斯出台新政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主要表现在两大类，第一类

是针对本国人民，通过增加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就业计划和待遇，号召本国

公民去东部地区生活，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第二类则是通过改善地区的投资环

境及基础设施建设来吸引国外的资金和劳动力。俄罗斯出台新政策吸引东北亚国

家投资人力、物力的同时，在能源、军工等领域与亚太国家展开经贸合作。 

                                                        
51 李自国：《俄罗斯经济：知问题所在，无有效方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站，2017 年 3 月 22 日，
http://www.ciis.org.cn/chinese/2017-03/22/content_9400472.htm. 
52 [俄]普京：《普京文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 5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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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新兴发展中国家较多，经济发展稳中有进，以中国为首的人口大国

的发展更是带动了周边国家经济的发展，在亚太地区形成稳定的经济圈。对能源

大国俄罗斯来说，在受到西方国家经济制裁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市场有着强大

的吸引力。《俄罗斯 2030 年前能源发展战略》计划到 2030 年将销往亚太地区的

天然气提高到全俄罗斯出口总量的 20%，将销往该地区的石油提高到其出口总量

的 30%。2014 年，中俄签订《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2015 年，俄罗斯和印

度签署协议。俄罗斯将在 10 年内为印度供应 1 亿吨原油。2016 年以来，几家印

度公司购得俄最大的新兴油田万科尔油田 38．8%的股份，并签署了再购买 11%

股份的备忘录。
53俄罗斯与中国、印度等亚太国家的能源经贸合作不断深入，扩

大了本国市场的开放度。 

此外，俄罗斯通过举办东方经济论坛来吸引亚太国家对西伯利亚对远东地区

的关注。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困境使得俄罗斯对于亚太国家的

资金、技术和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上升。542015 年，普京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从

2015 年开始每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东方经济论坛，旨在促进西伯利亚和远

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东方经济论坛主要功能在于推

介一系列的国际合作项目，主要目的是吸引中国、日本以及韩国的企业投资，技

术合作，并为投资者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2018 年 9 月 11 日至 13 日，俄

罗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了以“远东-拓展潜力极限”为主题的第四届东方经

济论坛，主要讨论了俄罗斯远东地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前景、投资者保护机制、

以及改善远东民生条件等等。普京在论坛上指出“远东的发展是我们无条件的优

先事项。我们的努力旨在远东动态发展的地区建立一个强大的国际合作和一体

化，商业和投资活动，教育，科学和文化中心。”55俄罗斯着力推出远东这张俄

罗斯的新“名片”，为其尽早加入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打下基础，为经济增长寻

找新的突破口。 

 

二、加强在东部地区的军事力量 

 

                                                        
53 陈宇：《俄罗斯外交“转向东方”评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6 年第 10 期，第 16 页。 
54 封帅：《俄罗斯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载《国际关系研究》，2017 年第 2 期，第 27 页。 
55 President of Russia, Eastern Economic Forum Plenary, September 12,2018, Available at: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8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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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部署 

俄罗斯加强在东部地区的军事部署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安全

利益。首先，朝核问题一直威胁着俄罗斯的安全。对于俄罗斯而言，朝鲜的核打

击能力将会直接威胁到俄罗斯远东本土的安全。2019 年 2 月，美朝领导人在越

南河内举行第二次会晤，但在无核化措施和解除制裁方面未能达到统一意见。

2017 年“萨德”导弹落地韩国，严重冲击了东北亚地区的战略稳定。为了保障

自身东部地区的安全，
56其次，亚太地区既是一个充满内部矛盾、没有统一价值

体系的多样化地区，也是世界上军费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57亚太地区由于安全

机制的缺失，发生军备竞赛的可能性比较大。由于亚太国家激烈的地缘政治争夺

和地区热点问题的爆发，俄罗斯远东地区安全稳定受到威胁。 

在东部地区，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包括东部军区和太平洋舰队，主要任务是保

障俄罗斯邻近海域的政治稳定和军事安全。冷战时期，俄罗斯东部地区是作为苏

联的战略前哨，在东部地区部署了很多的兵力。但是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俄

罗斯为了稳定政权，把军事安全的重心放在其欧洲部分，相较而言，其东部地区

的军事力量并不强大。随着东西方并重“双头鹰”外交战略的实施，俄罗斯对东

部地区的军事安全问题越来越关注。2010 年，俄罗斯成立新的“东部军区”，

在原远东军区、西伯利亚军区和太平洋舰队上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发展。2012 年 6

月在远东地区装备“C-44”放空导弹团，这是继莫斯科地区部署的两个“C-400”

防空导弹团的第三个高端导弹团。
58除了升级东部军区战斗力之外，俄罗斯还增

强了太平洋舰队的防御能力。俄罗斯主要依靠其太平洋舰队来维持其太平洋海域

周边地区的稳定，2012 年 5 月 7 日，普京在就任总统的当天就签发总统令，把

加强在远东太平洋海域的军事力量放在俄海军建设的首要位置，以维护俄在亚太

地区的战略利益。59随着俄罗斯外交的“东向”调整，太平洋舰队现已调进一批

新建的大中型作战舰艇，其中有 10 余艘战略核潜艇部署在堪察加半岛基地，60加

强维护附近海域的安全。2018 年，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增加了近 10 艘新战舰和

                                                        
56 Rod Lyon，The ANTPY-2 radar and second-strike guarantees，September 12,2018, Available at : https: / / www. 
aspistrategist. org. au / antpy-2-radar-second-strike-guarantees /. 
57 马建光，赵博文：《俄罗斯加强远东军事力量建设探析》，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7 年第 5 期，

第 39 页。 
58 杨静：《新形势下俄罗斯开展务实外交》，载《科技风》，2019 年第 3 期，第 207 页。 
59 申韬：《机遇与桎梏：变革时代的俄罗斯亚太战略》，载《俄罗斯研究》，2013 年第 2 期，第 48 页。 
60 《普京重振俄罗斯海洋战略》，搜狐网，2012 年 5 月 28 日，http://news.sohu.com/20120528/n34422279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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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船，打造并升级一些新的潜艇。俄罗斯的导弹巡洋舰、驱逐舰和护卫舰集中

部署在滨海地区的各主要海军基地，
61增强了东部地区的军事威慑力。 

 

（二）在东部地区进行军事演习 

俄罗斯在加强东部地区军事力量的同时，积极在开展一系列的军事演习，军

事演习是俄罗斯加强威慑力的重要手段之一。亚太各国的军事实力相较于俄罗斯

在东部地区的军事实力而言是存在优势的，俄罗斯通过加强军事演习维护地区安

全利益。亚太地区国家间或多或少存在矛盾冲突，美国也越来越重视这一地区，

一直在强化美日、美韩和美澳同盟来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力图维持亚太地区

原有的权力体系并遏制中国及一些新兴大国的和平发展。俄罗斯加强远东军事力

量建设，尤其是战略核力量的部署和列装，也是在强调自身的大国地位，希望通

过大国协调的方式来管控危机。
62 

俄罗斯一直就有“大国主义”情结，在亚太地区并不想做一个二流的边缘国

家，开展军事演习是其提高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话语权的重要手段。演习其中包

括俄罗斯自己独立的军事演习，比如，2013 年俄罗斯在远东举行冷战结束以来

的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演习还包括和其他国家的联合军演，比如，2018 年 9

月俄罗斯和中国在远东地区举行三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东方-2018”军事演习。

此次军演是俄罗斯史上规模最大的演习，一共有 36000 辆包括坦克、装甲战场和

各种车辆的军车，大约 1000 架飞机和直升机以及 80 艘舰艇参与备战。 

 

三、倡导建立亚太新安全机制 

 

（一）亚太地区现有的对话机制 

目前，亚太地区已经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地区组织和对话与合作机制。亚太地

区安全与合作架构不是与现行地区多边组织平行的新的地区组织，而是要建立一

个具有普遍性的统一的地区合作平台。它具有开放、透明、平等和包容等特点，

也是协调地区多边组织间行动与合作的纽带和桥梁。63推动亚太地区区域一体化

                                                        
61 朱荣杰：《俄罗斯亚太战略中的安全考量》，载《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3 年第 4 期，第 114 页。 
62 马建光，赵博文：《俄罗斯加强远东军事力量建设探析》，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7 年第 5 期，

第 37 页。 
63 刘清才，赵轩：《中俄推动建立亚太地区安全与合作架构的战略思考》，载 《东北亚论坛》，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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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是俄罗斯外交的优先方向之一，俄罗斯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多边组织，它先

后成为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六方会谈、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亚太安全合作

理事会的正式成员,能够参与亚太安全事务与安全理念的讨论。
64 

在安全方面，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俄罗斯积极发挥其在组织中的作

用并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上海合作组织成立的目标是打击恐怖主义、分裂

主义以及极端主义，在中亚地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利于防止中亚国家出

现政治危机，这种政治合作机制对于俄罗斯而言也是大有裨益的。在经济方面，

亚太经合组织为推进经济一体化，促进地区形成开放、互利、合作的市场作出很

大贡献。在政治方面，东南亚国家联盟和东亚峰会作为大国之间共同利益点和战

略点的互动机制，为亚太地区国家之间能够提供了合作与对话的平台，促进地区

稳定。 

 

（二）积极推动新安全机制的形成 

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自贸区不断推进，但是该地区的

政治与安全合作严重滞后。在亚太地区缺少一个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这也是该

地区大国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亚太地区有着复杂

地缘政治形势，面临一系列的安全挑战。首先，亚太国家之间的内部矛盾，岛屿、

海洋争端层出不穷。其次，外来势力对亚太地区的干预也会影响地区稳定，这会

抵消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一直以来，俄罗斯都在积极地倡导建立亚太新安全机制，呼吁亚太国家通过

积极的互动和对话建立信任，倡导依靠亚太地区一系列的多边组织平台，建立一

个旨在确保该地区稳定且动态发展的体系结构。俄罗斯希望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

一体化进程，利用自身实力，实现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共

同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全面、公开、透明和平等的安全与合作体系。”65俄罗斯

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就是维护地区的稳定，扩大自己的主导权，推动建立安全

合作机制，为本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 

 

                                                                                                                                                               
第 3 期，第 40 页。 
64 封帅：《俄罗斯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载《国际关系研究》，2017 年第 2 期，第 28 页。 
65 《2016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俄罗斯外交部网站， http://www.mid.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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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俄罗斯外交“东向”调整的途径 

 

在俄罗斯外交“东向”调整进程中，俄罗斯优先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在政

治上，俄罗斯深化同中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经济上，中俄两国有着互

补优势，经贸合作的规模和层次不断扩大；在安全上，中俄两国军工领域的合作

也不断推进。俄罗斯在巩固同中国关系的同时，兼顾发展同亚太地区其他大国和

国际组织的关系，积极巩固了同印度，日本，韩朝，亚太经合组织和上海合作组

织的关系。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实行务实的“全方位”外交，这是其外交“东向”

调整的重要方式。俄罗斯通过发展与亚太地区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关系，增强在亚

太地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第一节 积极发展同亚太主要国家的关系 

 

一、巩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俄中关系是俄罗斯亚洲外交的重心，在俄方看来，俄中之间稳定的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是目前俄罗斯参与亚太安全事务最有效的战略支点。66关于俄中关系，

普京指出，扩大与中国的交往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优先选项。两国关系一直在稳

定健康地发展，目前俄中合作已进入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阶段，堪称“史

上最好”。67双方强调尊重各国不同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反对干

涉内政，主张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俄罗斯积极发展同中国全面、平

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并在不断发展深化。 

 

（一）两国全面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入 

政治上，俄中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巩固。2014 年 5 月，普京访

华并出席亚信峰会，两国发表了《俄中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

声明》，标志着两国战略协作伙伴进入新的阶段。目前，俄中两国建立起较为完

                                                        
66 Dimitry Suslov:A Pivot towards Asia,Integration and Mega-regions,Balancing Russia’s APR Policy, 
http://valdaiclub.com/about/experts/480/. 
67 《普京谈中俄关系：中国是俄外交政策的优先选项》，环球网，2014 年 5 月 19 日，

http://world.huanqiu.com/article/2014-05/4999473.html?agt=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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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国家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总理会晤机制在统筹规划和推动两国务实合作方

面起到主导作用，能够保持投资、能源、人文、经贸、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高效

运转，推动两国务实合作提质升级。682015 年，为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

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俄中两国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普京总统出席了中国

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阅兵，在这次俄中会晤上，普京总统表示要俄中两国要共同巩

固战争胜利成果，同时要深化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加强与中国在联合国

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中的协调配合。2018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向普京总统授予中

国首枚“友谊勋章”，表现出俄中两国的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和深厚情谊。2018

年 9 月，中国主席习近平出席东方经济论坛。俄中两国领导人的频繁会晤表现出

其政治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 

 

（二）两国经贸规模不断扩大 

经济上，俄中两国贸易联系日益紧密。中国是俄罗斯在亚太地区最大的贸易

伙伴，有着强大的外汇储备和广阔的市场。中国也一直积极寻求和俄罗斯的合作。

2013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和中国签订了《俄中东线供气购销合同》，

这项合同价值达到 4000 亿，规定俄罗斯每年向中国供气 380 亿立方米，期限是

30 年，从 2018 年开始对华供气。2014 年，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俄罗斯，双方在

经贸上签署了四十多个协议，涉及能源、航天、科技等各个领域，双方表示要在

经济上开展务实合作。 

俄中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贸易额逐年提升。2014 年，俄中贸

易额曾达到 900 多亿美元，但之后由于能源危机、卢布贬值等打击让俄罗斯经济

陷入困境。俄中贸易额大幅下滑，仅 2015 年，因原材料价格暴跌导致俄中双边

贸易额下降约 1/3，而后几年经贸关系又迅速升温。69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

2017 年俄中贸易额达到 840 亿美元，比 2016 年增长 20.8%。其中，中国对俄罗

斯出口总额为 428.7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8%；中国自俄罗斯进口总额为 411.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7.7%。702018 年，中俄两国贸易额达到 1070 亿美元，创历史

                                                        
68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全文）》，新华网，

2017 年 7 月 5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7/05/c_1121263941.htm. 
69 吴焰：《中俄贸易在优化结构中回暖走强》，人民网，2018 年 1 月 23 日，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0123/c1002-29779840.html. 
70 吴焰：《2017 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 840 亿美元—农业合作成最大新增长点》，中国一带一路网，2018
年 1 月 23 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hwxw/453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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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这是第一次突破一千亿的贸易额，两国经贸在规模和质量上都有新的合作

交流，两国经贸关系不断发展。目前，中国是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在俄

中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两国经贸合作范围越来越广，经济效益增长明显。中俄两

国展开一系列的经贸合作，比如石油天然气项目合作，莫斯科到喀山的高铁建设，

黑龙江跨海大桥建设，中俄金融合作，合作的领域在深化和扩大。 

 

（三）两国军工合作加强 

军事上，俄中两国在军工合作领域不断加深，军事合作方面的协调有所加强。

军售方面，俄罗斯不再向以往保持对中国的戒备心理，开始陆续向中国出售一些

高尖端武器。2014 年至 2016 年，俄罗斯和中国达成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销售

合同以及苏-35 歼击机的合同。 

俄中有联合军演的传统，随着政治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军事演习上

两国联合军演的次数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俄中两国每年都要举行的“海

上联合”演习，早在 2013 年 7 月，俄罗斯和中国进行了规模空前的“联合海上

2013”军事演习。中国派出了 7 艘海军舰艇，包括一艘导弹驱逐舰。俄罗斯派出

了 11 艘军舰，包括太平洋舰队的旗舰、一艘导弹巡洋舰和一艘基洛级潜艇。
①2018

年 9 月俄罗斯同中国举行“东方-2018”军事演习，这也是中方首次派部队参演

的演习，“东方-2018”战略演习在俄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展开。此次演习规

模空前，参演兵力约 30 万，空天军各型飞机 1000 余架，海上舰船 80 余艘，

地面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近 36000 辆。中方参演兵力约 3200 人，各类装

甲车备 1000 余台，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 30 架。②与历次和平使命演习相比，

这次战略演习层次更高，规模更大，联合性更强。“东方-2018”联合军演标

志着俄中在实战化训练方面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双方政治战略互信和

军事合作水平达到了历史新高。 

 

 

 

                                                        
① Paul J. Bolt, 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World Order，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 Vol. 8, No. 4,p.59. 
4,p.59. 
② 《“东方－2018”战略演习进行时》，凤凰网，2018 年 9 月 13 日，
https://wemedia.ifeng.com/78081543/wemedia.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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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与亚太其他国家的外交力度 

 

（一）加强与印度的关系 

作为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度有着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印度是俄罗斯在亚洲

的传统合作伙伴，从苏联时代起，两国关系就保持密切联系，俄罗斯愿意继续深

化与印度的合作。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俄罗斯不断巩固和发展与印度的关系。 

2016 年版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指出，“基于外交优先、历史友

谊和深厚互信，俄罗斯主张进一步深化与印度共和国的特殊战略伙伴关系，并在

重要国际问题上加强合作，巩固各领域互利的双边关系，尤其是经贸领域的合作，

以实现双方所批准的长期合作计划。”①俄罗斯和印度双方领导人有着较高的政

治互信，自俄印缔结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方高层互访频繁。2017 年是俄印建

交 70 周年，普京在《印度时报》发表名为《俄印两国：70 年同行》的署名文章，

俄罗斯与印度官方相互定位为“享有特殊权利的战略伙伴”。②2017 年 6 月，在

俄罗斯的支持下，印度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 

俄罗斯加强与印度在军事领域合作。2015 年年底，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俄罗

斯，俄印决定共同投资 10 亿美元用于开发新的军工设备。俄罗斯不仅向印度出

售先进的武器、军备和技术，还与印度一起共同研究高精度的武器，印度正从俄

罗斯军备的单纯买主转变为俄的军事技术研究开发的合作伙伴。③俄罗斯对印度

有着高度的军事信任，愿意将自己的高端武器出售给印度，两国还共同研发一些

新型武器装备，比如 T-90 主战坦克等。目前，印度已经是俄罗斯的第二大海外

军工市场，双方在军事技术上也展开一系列的合作。 

 

（二）发展与日本的关系 

苏联解体后，日本承认俄罗斯为独立的主权国家，1993 年签署《东京宣言》，

两国开始了新的俄日关系时期。日本是俄罗斯的邻国，经济发达，科研技术先进，

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开发，少不了日本的参与。俄罗斯重视俄日关系的发展，特别

                                                        
① 《2016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俄罗斯外交部网站，http://cn.mid.ru/foreign_policy/founding_document. 
② 卫灵：《俄印关系的历史嬗变及发展特性研究》，载《俄罗斯学刊》，2018 年第 5 期。 
③ 左凤荣：《重振俄罗斯：普京的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版，第 388-3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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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在经贸、投资和技术领域深化与日本的合作。但是由于苏联时期的历史遗留

问题—南千岛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导致两国至今还没有签署

战后和平条约，这也是俄日两国关系发展的严重阻碍。 

目前，两国政府采取搁置领土争议矛盾的方法，积极开展其他领域的合作。

2016 年 12 月，普京访问日本,促进了两国经济合作新局面的形成。俄日将在能

源、渔业、核能、人员往来、旅游等领域进行合作。①俄罗斯和日本建立睦邻友

好的双方关系，尽量达成政治共识，开展一系列经贸活动。在俄罗斯外交“东向”

调整的情况下，推行积极务实的外交政策，改善与日本的关系。日本也需要借助

俄罗斯的大国影响力提高自己的国际政治地位，两国在能源贸易和人文交流上取

得了良好的发展，共同促进了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俄日经贸合作取得发展，其中俄罗斯对日本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是俄日经贸

合作的重点。能源合作是双边贸易的占比重很大，日本对俄罗斯投资主要集中在

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领域。俄日都希望通过能源经贸合作来弱化对方在领土问题

上的立场，从而为解决双方的领土争议创造条件，这也是双方在未能签署和平条

约的情况下一直希望推动经济合作的重要考虑。②俄日两国共同合作达成了萨哈

林能源开发计划，日本积极出资“萨哈林-1 号”和“萨哈林-2 号”开发项目。

“萨哈林-2 号”项目标志着俄罗斯到亚洲的第一批天然气出口，鉴于它资源丰

富并贴近市场，该项目将对亚洲和俄罗斯远东地区能源供应安全作出贡献。③俄

罗斯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需要日本的资金及技术。俄罗斯的能源对于日本的

经济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两国经贸合作会不断深入。 

2016 年 8 月，日本设立了“俄罗斯经济领域合作担当大臣”这一新职，由

经济产业大臣兼任。2016 年 10 月 5 日，日本还专门召开推进对俄经济合作的金

融工作组会议，要求各类金融机构积极配合政府计划，发挥“官民协作”力量，

加强对俄经贸合作。④俄罗斯有着丰富的能源，日本有着先进的技术和大量的外

汇资金。俄日两国之间在经济结构互补性很强，地理毗邻，有着天然的合作优势。 

 

                                                        
① 李勇慧：《普京东北亚政策解析》，载《东北亚论坛》，2017 年第 3 期，第 37 页。 
② 刘清才：《21 世纪初俄罗斯亚太政策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第 77 页。 
③ 李勇慧：《俄日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年版，第 234 页。 
④ 张文锋，刁秀华：《俄罗斯“东向战略”下日俄经济外交和经济关系的调整》，载《现代日本经济》，

2019 年第 1 期，第 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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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与朝韩两国的关系 

2016 年《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明确指出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俄罗斯

实行南北平衡的外交政策，即在保持与韩国友好关系的同时，积极发展与朝鲜的

关系。在朝核问题上，俄罗斯坚决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反对对朝鲜采取武力，

积极调解半岛冲突，促进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朝鲜半岛局势的稳定对俄罗

斯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首先，俄罗斯是朝鲜的邻国并与其接壤, 朝鲜半岛局势

的发展变化对俄罗斯的安全、对它在亚太一体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有重要意

义。朝核问题还可能打破俄美之间长期保持的战略力量平衡, 引发新的军备竞赛, 

进而威胁到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①。朝鲜半岛地区作为俄罗斯东部地区的战

略缓冲地带，它的稳定能保障俄罗斯东部周边地区安全；其次，俄罗斯需要加强

同韩朝两国的经济合作，推动西伯利亚和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为成功实现“向

东转”，俄罗斯需要进行国际合作、投资，需要能够预知未来局势。稳定是促进

俄罗斯及外国投资者进入远东的重要因素。②最后，俄罗斯与朝韩两国关系的发

展可以使俄罗斯积极参与朝核解决过程，扩大在亚太地区的话语权，增强自身影

响力，在亚太地区保持其大国地位。 

俄韩关系的发展。俄罗斯和韩国的关系发展一直比较稳定。自 1994 年，两

国领导人就开始进行互动，建立了“建设性互补伙伴关系”。2004 年俄韩两国

签署《共同宣言》，确立了“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目前双方已经是“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两国在经贸、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也越来越多，两国先后签订了《联

合声明》、《十点经济协定》、《关于互免签证的协定》等。俄罗斯将韩国视为

重要的合作伙伴，加强了与韩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2014 年俄罗斯联邦能源部

发布《2035 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草案》，提出要开拓亚太市场，实现能源出口

多元化。根据该草案，俄罗斯将在 2034 年把本土所产的 32%的原油和 31%的天然

气运往亚太地区。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从能源储备看，加强与俄罗斯的能源合

作是韩国的不二之选。2015 年是俄韩建交 25 周年之际，两国举行了一系列文化

                                                        
① 陈宪良，滕惠伊：《普京第三任期以来的俄罗斯外交评析》，载《西伯利亚研究》，2018 年第 3 期，第

58 页。 
②《俄学者：2018，亚洲成俄外交重点》，环球网，2019 年 3 月 23 日，
http://world.huanqiu.com/tsrus/2019-03/14593873.html?agt=16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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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及庆祝活动。①目前，两国在军事，经济，文化上进行越来越高水平的交流，

关系发展稳中有进。 

俄朝关系的发展。俄罗斯独立初期，积极开展对韩国的外交，俄朝两国之间

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双方关系走入低谷。直到 1999 年，俄朝签署《睦邻友

好合作条约》，俄朝关系开始改善。普京上台后，俄朝关系先后签署了《联合宣

言》和《莫斯科声明》，两国在双边和国际问题上展开了广泛的合作，双边关系

得到了长足的发展。2014 年 4 月，俄罗斯副总理兼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

涅夫率团访问平壤，两国就经济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普京与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之间也保持着良好的互动，普京邀请金正恩参加俄罗斯举行的纪念二战胜

利七十周年阅兵，尽管未能实现，但反映出两国俄朝政治关系不断推进。2014

年８月和 11 月，朝鲜分别派遣外相李洙墉和劳动党中央书记崔龙海访问俄罗斯。

而且，朝鲜是承认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的 12 个国家之一，称它为“战略利益伙

伴”；俄罗斯则明确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朝鲜人权

决议案。②2015 年 5 月，俄罗斯已经免除了朝鲜 100 亿美元的债务。同年 10 月

20 日，普京亲自书信给金正恩 ，双方就俄罗斯企业帮助朝鲜铁路实现现代化网

络达成协议。③俄罗斯和朝鲜领导人在不断增强政治互信，双方作为一衣带水的

邻国，都为推动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做出了努力。俄罗斯还需要通过加强与朝鲜

的联系，提高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话语权。 

 

第二节 积极加强同亚太主要地区组织的合作 

 

一、加强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  

 

上海合作组织于 2001 年 6 月成立，上合组织的主要功能是维护地区安全，

在打击三股势力——恐怖势力，极端势力和分裂势力——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

着上海合作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它发挥的功能也越来越多。目前，上海合作组

                                                        
① 郭锐，赵俊良：《新世纪以来俄韩关系发展－轨迹、指向与前景》，搜狐网，2017 年 12 月 2 日，
http://www.sohu.com/a/207997805_618422. 
② 尚月:《俄罗斯对朝鲜关系新动向》，载《国际研究参考》，2015 年第 8 期，第 39 页。 
③ 郜勇：《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俄罗斯面向东亚地区的外交战略选择》，载《中国管理信息化》，2018 年第

3期，第 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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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在加强地区经济合作，人文交流等方面也起着十分重要的重要。作为上海合作

组织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俄罗斯一直重视和巩固上海合作组织的功能，积极参与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类的各项活动，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展开合作，为维护

地区的安全稳定，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016 年《俄罗斯联邦对

外政策构想》指出要俄罗斯进一步巩固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地

位、扩大其组成规模、增强上海合作组织的政治和经济潜力。①上海合作组织的

不断得到发展壮大，2017 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加入上海合作组织。 

巩固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功能。《俄罗斯 2020 年前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指

出：“巩固上海合作组织的政治潜力，推动其框架内有利于加强中亚地区相互信

任和伙伴关系的实际举措对俄具有特殊的意义。”②上海合作组织对俄罗斯国内

外恐怖主义的威慑与打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亚地区是国际恐怖主义的重

要策源地，高加索地区也存在分裂主义和极端势力，自上海合作组织成立起，俄

罗斯就积极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的工作，打击中亚地区和高加索地区的三股势力。 

俄罗斯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加强与上海合作组织在安全上的合作。第一，俄罗

斯积极参与并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联合军演。上海合作组织每年都要举行

以“和平使命”为主题的联合反恐军演。2012 年，中俄两国举行了联合军演。

2016 年，在巴雷克奇和杜尚别举行了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反恐演习。第二，

俄罗斯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与其他地区多边组织的政治合作。上海合作组织没有统

一的指挥机构与惩罚机制，在行政和处理应急事件上效率较低。这也决定了俄罗

斯不能仅仅依靠上海合作组织来保障中亚地区的安全。俄罗斯积极推动上海合作

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合作，打击恐怖势力。 

 

二、加强与亚太经合组织的合作 

 

亚太经合组织成立于 1989 年，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多边经济和贸易论坛，

规模庞大，目前有 21 个成员国。亚太经合组织是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

手，能加强亚太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维护地区经济平衡、稳定、可持续地发展。

1998 年俄罗斯加入亚太经合组织，积极支持亚太经合组织的工作，并积极倡导
                                                        
① 《2016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俄罗斯外交部网站，http://www.mid.ru/. 
② 《俄罗斯 2020 年前国家安全战略》，俄罗斯外交部网站，
http://cn.mid.ru/foreign_policy/founding_document/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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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经合组织在反恐和安全交流上的合作。 

加强与亚太经合组织的经济联系。亚太经合组织的主要功能是开展亚太国家

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促进地区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基于地缘政治关系考虑，俄

罗斯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需要强化与亚太经合组织的关系，加强与其他成员

国的经济联系，全面融入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俄罗斯的主要任务是落实西伯利

亚和远东地区经济发展计划，扩大与亚太国家的自由贸易空间，加强与亚太经合

组织国家双边和多边的经济合作，这与亚太经合组织的功能是相匹配的。因此，

俄罗斯做出加入亚太经合组织的决定主要是基于发展俄罗斯发展经济的考虑，加

强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自然而然地成为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与世界经济

接轨的首要选择。
①2012 年 9 月，俄罗斯首次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第 20 届亚

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会议上，俄罗斯表示要以远东合作为契机，加强与亚太

国家的经贸联系，加快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并对远东地区开发进行了一系列的

规划。2014 年，普京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宣布在远东推行引进外资的机

制。俄罗斯希望借助亚太经合组织推动与其他成员国在资金、技术和人文上的交

流合作，提升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经济效益。2017 年 11 月，俄罗斯重要领导

人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举行贸易部长会议第 29 届年会。俄外长拉夫罗夫在会议

上表示要深化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发展，促进经济的自由化，可持续的发展，

并希望在经济创新领域和亚太地区国家达成更多的合作，实现与亚太地区商品、

服务及资本的互通往来。 

 

三、加强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合作 

 

东南亚国家联盟位于亚太地区的核心地段，是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核心，

在加强地区政治、安全对话、达成共识和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上发挥重要作用。目

前，东南亚国家联盟是世界舞台上重要的一极。在 2016 年《俄罗斯联邦对外政

策构想》中，俄罗斯表示要在东盟地区论坛，东南亚国家联盟与对话伙伴国国防

高官会议等框架下加强与东南亚联盟长期的全面对话伙伴关系，并将这种关系提

升至战略伙伴关系的水平。在俄罗斯外交“东向”调整的情况下，俄罗斯积极发

                                                        
①  李勇慧：《俄罗斯与亚太经合组织关系研究》，载《俄罗斯学刊》，2016 年第 1 期，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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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东南亚联盟的关系，深化与东南亚联盟各国在政治、经济等的合作，参加东

南亚联盟多边对话和合作机制的活动。 

对俄罗斯而言，巩固和发展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首先，

俄罗斯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之间牢固的伙伴关系可以为俄罗斯的亚洲外交政策提

供更大的平衡，使其外交更趋多元化，确保俄罗斯在世界事务中继续发挥影响力。

①其次，东南亚国家联盟有着广阔的经济市场，是俄罗斯的军工及能源出口的重

要方向之一，俄罗斯积极参与地区经济合作，谋求尽快融入东盟和东亚地区经济

发展一体化进程，
②最后，俄罗斯加强发展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关系不仅可以扩

大俄罗斯的政治影响力、扩展地缘政治空间、提高国际地位，还能借助东南亚国

家联盟这个平台加大介入亚太事务的力度，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感。 

加强与东南亚联盟的务实合作。俄罗斯与东南亚联盟的经济联系主要在能源

和军工领域。东南亚联盟整体经济量不断扩大，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考虑到俄罗

斯国内军工企业生产能力的不断增强，东盟日益增长的能源消费和军费开支为俄

罗斯在中国以外地区开辟了新的机遇。③俄罗斯官方数据显示，自 2005 年 12 月

俄罗斯与东南亚国家联盟首次举行峰会以来，十年间，俄罗斯与东南亚国家联盟

贸易总额由 2005 年的 42 亿美元增至 2014 年底的 215 亿美元，俄罗斯在东南亚

国家联盟经济中的活跃度显著增强。④2016 年 5 月，第三届俄罗斯-东南亚联盟

峰会在索契举行，会议上双方表示要加强高层对话和经济合作，并在会议上提出

要将有欧亚经济联合与东盟自贸区的优势相互结合，共同促进地区经济的一体化

发展。2018 年 11 月，普京参加俄罗斯-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表示要积极深化

同东盟国家的经贸关系，并与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的双边

会晤。 

 

 

                                                        
① Paradorn Rangsimaporn, Russia's Search for Influence in Southeast Asia，Asian Survey , Vol. 49, No. 5 , 
2009,p.788. 
② 冯绍雷，相蓝欣：《俄罗斯与大国及周边关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 354 页。 
③ Anton Tsveton, After Crimea: Southeast Asia in Russia’s Foreign Policy Narrative,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8, No.1, 2016, p.70. 
④ 赵嫣：《新闻分析：俄罗斯牵手东南亚联盟三大意图》，新华网，2016 年 5 月 19 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5/19/c_11188940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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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俄罗斯外交“东向”调整对中俄关系的影响 

 

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邻国，也是世界上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国。中俄

关系是整个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目前正处于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俄罗

斯的“东向”外交会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务

实与中国的合作。但同时俄罗斯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感会使得该地区的权力格

局发生变化，这会给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第一节 中俄关系深入发展 

 

一、巩固了两国战略互信 

 

俄罗斯外交的“东向”调整将推进中俄两国政治关系，巩固两国高度的政治

互信。中俄两国关系在不断发展，由“相互友好邻邦”发展到“建设性合作伙伴”，

再发展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现在仍在不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

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实质性的、富有成效的，其中包含对美国主导的世界

秩序的不满。①在国际层面，两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其政治立场基本保持一

致。中俄的国家发展任务也比较相似，都要进一步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和国

际影响力。同时两国还要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行为，保证本国利益不

受侵害。在地区层面，两国积极维护地区稳定，致力于地区热点问题的和平解决，

推动地区和平稳定发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把握中俄关系发展大方向，不断深化政治

和战略互信。普京表示，高水平互信和完善的合作机制是俄中关系的巨大优势。

②在 2013 年到 2018 年间，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在不同场合会晤多达二十五次，

                                                        
① Paul J. Bolt, 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World Order，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 Vol. 8, No. 4, 
2014, p.48. 
② 杜尚泽、黄发红、赵成：《屹然砥柱立中流—外交部长王毅谈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德国并出席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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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五次是正式访问。两国频繁元首外交使得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已经建

立了多层次、多领域的交流机制。在政府层面，中俄两国完善了中俄总理定期会

晤机制、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建立了政府间的投资合作委员会、能源合作委员会、

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人作委员会等数十个委员会、分委会和工作组，基本涵盖

了双方的合作领域。
①在国际层面，两国就国际热点问题有着相似的看法和态度，

朝鲜半岛问题，伊朗核问题等的国际立场保持一致，两国领导人有着高度的政治

互信。2015 年，中俄两国签署了《关于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倡导合作

共赢的联合声明》，为两国政治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17 年 9 月，习近平

主席对俄罗斯进行了正式的国事访问，两国就深化双边关系、推进各领域合作以

及重大国际热点问题深入沟通，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对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作出新的战略引领提升。
②中俄两国的战略协作不断加强，务实合作不断突

破新高度。 

 

二、加强了两国经贸合作 

 

俄罗斯外交“东向”调整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发展国家经济。俄罗斯是政治、

军事大国，但其经济发展一直不容乐观，作为一个三分之二领土都在亚洲的国家

而言，加强与亚太国家经贸联系是必不可少的。俄罗斯积极发展与亚太国家的经

济关系，这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重要的举措。中国已连续七年成为俄罗斯最大的

对外贸易国，在经贸上合作与俄罗斯有互补优势。中俄两国在能源以及区域性合

作上有着较大的发展前景。 

第一，两国能源合作领域不断扩大。能源合作已成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俄两国关系进入“最好的时期”，中俄能源合作也

进入了“蜜月期”。③中国是能源进口大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质

量的提高，对能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俄罗斯是世界上石油能源出口大国，在欧

洲国家制裁的情况下，需要为本国能源出口另辟蹊径，寻找稳定的、新的国际市
                                                                                                                                                               
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人民日报网，2017 年 7 月 10 日，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page/2017-07/10/01/rmrbhwb2017071001.pdf. 
① 时尚涛：《中共十八大以来中俄关系的回顾与展望》，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 年第 3 期，第 19
页。 
② 《外交部长王毅谈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德国并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中新网，2017 年

7 月 9 日，http://www.china.com.cn/news/2017-07/09/content_41182054.htm. 
③ 刘丹：《中俄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探析》，载《俄罗斯学刊》，2015 年第 5 期，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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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2014 年，中俄两国签署了总价值高达 4000 亿美元的《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

同》，规定俄罗斯要连续 30 年向中国供气，每年需要供气 380 亿平方米。目前，

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国。2018 年 7 月，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正式开

始投入生产，这是中俄两国在能源领域合作的重大项目。俄罗斯将开始向中国输

送液化天然气，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再上一个台阶。 

第二，加强“东北-远东”区域性合作。2009 年年底, 俄罗斯总理普京签署

命令, 批准俄联邦《2025 年前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该战略

认为, “地理位置决定远东和贝加尔地区对外合作的重点是与东北亚国家的经济

合作, 其中把与中国东北地区的合作视为优先方向之一。”
①俄罗斯远东地区和

中国东北地区在贸易上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它们都是两国重点发展的区域，

其发展战略目标也基本一致。俄罗斯远东地区石油、天然气、木材，矿石等自然

资源丰富，是俄罗斯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中国东北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

东北地区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资源、农业产品丰富，有着广阔的劳动力市场。

中俄两国应充分发挥地理和资源上的优势，推动区域的经贸合作。 

俄罗斯开发远东地区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积极与中国东北地区加强经贸联

系。2018 年 11 月，《中俄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发展规划（2018—2024 年）》

正式获批，《规划》中介绍了俄远东地区的优势以及俄罗斯为招商引资采取的一

系列政策，指出中俄经贸合作的优先领域，涉及天然气与石油化工行业、固体矿

产开采行业、运输与物流行业、农业、林业、水产养殖业和旅游业等七大行业。

②这一《规划》也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联邦远东及东西伯利

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 年）》的及时补充。 

为促进“东北-远东”区域合作的发展，中俄两国做出了一系列努力。比如，

在交通方面，黑龙江大桥、江中俄铁路大桥正在修建的过程中。黑龙江大桥始于

黑龙江省的黑河市, 结束于俄罗斯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建成后将加快中俄之间的

互联互通发展。③在农业领域，两国合作项目也越来越多，其中“中俄粮食走廊”

项目规定中俄每年合作生产 2000 万吨粮食，然后再销售至其他国家。 

                                                        
① 高际香:《〈俄罗斯《2025 年前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解读》，载《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

2011 年第 1 期，第 20 页。 
② 高际香：《〈中俄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发展规划(2018—2024 年)〉述评》，载《俄罗斯学刊》，2019
年第 1 期，第 49 页。 
③ 张馨文：《“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东北与俄罗斯经贸合作分析》，载《中国商论》，2019 年第 5 期，第

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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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进了两国人文交流 

 

人文交流是国家之间关系发展的基石，中俄两国的人文交流也是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内涵。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世界各国都加强宣传本

国文化，提升本国的软实力。随着俄罗斯外交的“东向”调整，中俄两国关系不

断升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俄两国的人文交流。中俄两国人文交流形式多样，

在文艺、传媒、教育以及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日趋频繁。 

2017 年中俄两国以主流媒体为主题，开展多项文化交流活动。两国举办了

不同以主题年的文化交流活动，比如媒体交流年、青年友好交流年、国家年、语

言年等，这些主题年为中俄文化交流搭建了平台，两国普通民众更能深刻体会到

对方国家文化的精髓，有助于两国人民深入理解和相互交流。“文化交流年”近

年来每年都会举办，这是中俄人民理解对方文化最为形象直接的方式。2016-2017

年，中俄举办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俄媒体交流年”。在主流媒体方面，

两国还有其他的合作渠道，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有“中俄头条”、“今日俄罗斯”

在新华社的上线、媒体峰会“第三届中俄媒体论坛” 的召开、“喀秋莎”电视

频道在中国开播等，
①这些媒体交流活动对于传播中俄两国文化，提升中俄文化

软实力有着重要作用。 

在旅游领域，由于地理位置邻近，目前中俄两国互为重要的入境客源国。旅

游活动促进两国人民更加切实地体会到地方风土人情，进一步了解对方的历史文

化。目前，两国在旅游部门成立一些工作小组来展开协作，俄罗斯还出台并批准

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和扩大两国合作的文件，如简化旅游签证的办理。当前, 70%

以上的中国游客通过免签进入俄罗斯, 并且免签团队人数降到 3 人, 在俄罗斯

境内停留时间为 3 周。②中俄旅游人数的增加能够推动人文的交流，加深对对方

国家文化内涵的理解。 

 

                                                        
① 《驻俄使馆举行庆祝“中俄媒体交流年” 圆满闭幕暨迎新春媒体联谊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2018 年 1 月 26 日， http://www.fmprc.gov.cn/web/zwbd_673032/gzhd_673042/t152954.shtml. 
② 葛新蓉：《中俄旅游合作的新态势》，载《商业经济》，2017 年第 12 期，第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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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俄关系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中俄两国关系发展存在不确定性 

 

首先，俄罗斯外交“东向”调整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平衡西方国家的政治压力。

从近些年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中可以看出，俄罗斯一直将与以美国为

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放在其外交的优先位置，外交战略重心依旧在西方国家。以

往，俄罗斯是以发展与亚太国家的关系来支持它的西方外交，亚洲外交为西方外

交服务，处于从属于西方外交的地位。
①在处理东西方的关系时，俄罗斯更倾向

于投入更多精力去维护和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中俄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中

俄两国经贸合作的规模会受到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影响。 

其次，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奉行的是多边平衡外交。在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

区方面，俄罗斯不会依赖某一个国家，它不仅会吸引中国的投资，也会吸引日本，

韩国等的投资，以此确保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俄罗斯的外交是多元化、多层次的，

俄罗斯在加强与中国合作的同时，会加强同印度，越南等国的关系。亚太地区其

他国家加强同俄罗斯的合作能够对中国发展形成牵制。
②俄罗斯“全方位外交”

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 

最后，中俄关系的稳定发展主要是依靠两国领导人之间高度的政治互信来维

持的，从这个角度看，两国关系也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总体而言，俄罗斯与中国

的关系是政热经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最为可靠的方式是通过经济的相互

依赖来推动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稳定性，而不是仅仅依靠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互

动，应该通过稳定的政治关系来推动经济领域的合作。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

程度在可以决定两个国家是否可以保持稳定的关系，中国与俄罗斯政热经冷的局

面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改善才能保持更为稳定的伙伴关系。 

 

                                                        
① 赵华胜：《评俄罗斯转向东方》，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 年第 4 期，第 7 页。 
② 谭然，吴晓迪：《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的动因》，载《国际研究参考》，2018 年第 10 期，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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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美俄三边关系复杂化 

 

从全球战略的高度看, 中美俄是具有决定性力量的三大国，中美俄三国的密

切互动构成了一组三边关系。亚太地区一直是美国的战略重点。美国认为中国

的发展将对其在亚太的主导地位形成挑战，自奥巴马政府执政开始，美国加

大了对亚太地区事务的干预力度，出台“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上台后，美

国政府又提出“印太战略”，同时加强同日本、澳大利亚以及韩国的同盟关系。

①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战略目标是争夺地区战略主导权、牵制中国的发展、维

护地区权力的平衡。②俄罗斯外交的“东向”调整的一个目标指向是要加强在亚

太地区的权力，提高话语权。其后果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地区权力的均衡，影响地

区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态势③，这使得美国可能会采取其他举措来加强在亚太地

区的存在感。在亚太地区，中俄、俄美、中美的关系可以看出战略竞争对手，三

方都追求在该地区利益的最大化。俄罗斯由于西部地区难以开展有效外交，为了

避免边缘化，只有积极“东向”，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感和话语权。而且俄罗

斯也实现的是一种全方位的平衡外交，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中国的发展。美国也

在争夺亚太地区的主导权，无疑会使地区形势复杂化，三边关系也将更为复杂。 

 

 

 

 

 

 

                                                        
① Paul J. Bolt, 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World Order，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 Vol. 8, No. 4，  
2014, p.62. 
② Christopher M.Dent, Paths ahead for East Asia and Asia—Pacific regionalism，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9, 
No.4，2013, p. 971. 
③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 (第三卷) 》,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年版，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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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本文通过对俄罗斯外交“东向”调整的背景、目标、主要内容等进行梳理和

研究，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一、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强劲，世界政治、经济重心正在向该地区转移。随着

亚太地区在世界格局中地位的上升，俄罗斯加大了和亚太国家的外交力度。通过

发展与亚太国家的双边关系来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同时俄罗斯积极参与亚太地

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开发，以此带动国家经济

的发展。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也使俄罗斯意识到亚太地区的重要性。在与西方交恶

的情况下，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增加外交回旋余地，俄罗斯外交“东向”调整

成为必然选择。 

二、俄罗斯外交“东向”调整有着明确的目标。从长期国家发展需求来看，

俄罗斯是为了恢复传统的大国地位，重振大国雄风，这也是俄罗斯自独立起就为

之奋斗的目标。从近期俄罗斯国家发展任务来看，俄罗斯主要是为了发展经济、

维护地区安全。经济上，俄罗斯希望能发挥与亚太国家地理毗邻的优势，巩固与

亚太国家的贸易伙伴关系，引进资金、技术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并加强在

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安全上，俄罗斯主要是为了保障其东部地区的稳定，维护国

家安全。 

三、俄罗斯外交“东向”调整的内容是依据其目标而制定的，主要体现在经

济、军事、安全三个方面。在经济上，俄罗斯为了改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投

资环境，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在军事上，俄罗斯加强了在东部地区的军事力

量，并在东部地区举行军事演习，保障其东部地区的安全；在安全上，俄罗斯致

力于推进亚太地区新型安全机制的形成。 

四、俄罗斯外交“东向”调整的途径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发展与亚太国家

的双边关系。中国作为亚太地区举足轻重的大国，是俄罗斯的外交优先选择对象。

俄罗斯通过加强与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合作，巩固自身在亚太地区

的地位。俄罗斯还奉行以发展经济为主的“全方位外交”政策，巩固与印度、日

本、朝韩等国的关系。第二，发展与亚太地区国际组织的关系。俄罗斯与亚太经

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开展密切合作，同时加强了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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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关系。总而言之，俄罗斯凭借自身的地缘、资源优势，加强与亚太地区的合作，

提升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国际影响力。 

五、俄罗斯外交“东向”调整会给中俄两国带来新的历史发展机遇。中俄两

国互为世界大国，两国关系的发展对世界格局也会产生影响。目前两国关系处于

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中俄两国在政治、经济及人文领域的交流合作会因为俄罗

斯战略重心的东移而取得重大的发展。但是，随着俄罗斯外交“东向”调整的进

程不断推进，亚太地区的政治权力格局会更趋复杂，中俄关系的发展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中俄两国应深化经济合作，保持高度的政治互信，共同保证两国关系

长期、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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