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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战略东进：任重而道远

卢　昌　鸿
（安徽财经大学 法学院，安徽 蚌埠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俄罗斯的战略东进以开发东部地区融入亚洲经济为主要内容，以提升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为长远目标。俄罗斯东部有着丰富的资源，但经济落后，人口外流严重。俄罗斯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开发东部的

计划和措施，但目前开发面临的制约因素也很明显：开发计划过于依赖政府主导，东部经济基础薄弱，劳动力不

足，国家身份的欧洲定位和投资环境不佳等。俄罗斯的亚太新政策偏向实用主义，以维护本国政治经济利益为

主导，短期内俄罗斯在亚太地区所能发挥的影响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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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５月，普 京 再 次 当 选 为 俄 罗 斯 总 统

后，新政府专门设立远东发展部，先后出台了一系

列计划和措施，并制定了新的亚太政策，高调推出

开发东 部 和 融 入 亚 洲 经 济 的“东 进”战 略。２０１３
年４月，俄罗斯政府推出１０万亿卢布的远东开发

计划，投资规模史上罕见。然而一年多来，俄罗斯

东部开发成效并不明显。就现阶段来看，俄罗斯

的东部开发仍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俄政府若不采

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势必会影响俄罗斯东部

开发和融入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一、战略东进计划的出台

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近十年的

经济下滑，人民生活水平降至令人震惊的地步，人
口稀少 的 东 部 地 区 情 况 更 是 一 落 千 丈。这 一 时

期，俄中央政府无力顾及东部，任其自由发展。东

部地区经济结构非常不合理，轻工业严重不足，农
业落后，中央财政拨款的急剧减少导致东部经济

陷入长期衰退中。经济持续衰退使得东部地区人

口大量外流，劳动力的匮乏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

的发展，严峻的形势已威胁到俄罗斯的东部领土

安全。
（一）战略东进计划出台的背景
俄罗斯东部地区资源之丰富世之罕见。远东

是俄罗斯通往亚太的门户，经济和战略价值对俄来

说难以估量，仅萨哈林岛上的石油储藏量就占俄石

油总储量的２５％。西伯利亚是全世界自然资源最

丰富的地区，仅东西伯利亚的石油储量就相当于整

个美国的储量，还有储量惊人的天然气。［１］此外，这
里集中了俄煤炭储量的７０％，水力资源的８０％，森
林资源占世界的２３％。这里还有世界上已发现的

几乎所有矿物资源。整个西伯利亚被称为俄罗斯

的地下宝库，俄著名科学家罗蒙诺索夫曾感慨俄罗

斯的强大在于西伯利亚的富饶。
然而，一直以来欧洲地区是俄罗斯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中心，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程度远领先

于东部地区。远东和西伯利亚长期以来都存在着

基础设施不足、交通非常不便、经济落后等问题。
近２０年来，东部地区自然减员加上人员外流，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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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严重缺乏，严重制约了该地区的发展。近年

来，东亚国家的移民和资本进入人口稀少的东部

地区，俄政府担心该地区会沦为亚洲国家原料供

应地和经济附庸，进而失去对这块远离俄政治中

心地区的控制。

２００９年美国推出重返亚太战略，其全球战略

重心明显向亚太地区转移，美日同盟有所强化，这
对俄罗斯东部领土安全和亚太战略利益已然构成

威胁。近年来，美欧相继陷入金融危机和债务危

机，俄罗斯的传统贸易伙伴———欧 洲 陷 入 经 济 衰

退中，与之相对的是亚太地区经济增长充满活力。
俄罗斯想借开发东部之机融入亚太经济，增强国

家的经济实力，促进国家的复兴。

２０１０年７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出席

远东社会经济发展会议时表示，俄应抓住亚太地

区经济增长的机会，加快发展同亚太地区国家的

经济关系，提升俄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这标志

着俄罗斯战略东进拉开序幕。

２０１２年ＡＰＥＣ峰会召开前夕，普京总统撰文

指出：“俄罗斯长期以来就是亚太地区固有的一部

分，我们视这个充满活力的地区是俄罗斯以及远

东和西伯利亚未来成功最重要的推动因素”。［２］这

充分显示了俄罗斯融入亚洲经济的意愿和决心。
（二）俄罗斯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和措施

２０１０年以来，俄 罗 斯 经 济 逐 渐 走 出 危 机，成

为率先复 苏 的 国 家 之 一。２０１１年 和２０１２年，俄

罗斯经济增长分别为４．３％和３．４％，增幅在世界

主要经济体中位于前列。［３］随着经济的增长，俄罗

斯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益凸显。普京再次

当选总统后，明确指出：“开发远东和东西伯利亚

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任务”。［４］新政府把东

部开发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俄罗斯政府先后

出台了一系列开发东部的政策和举措：

１．推出远东发展战略。２００９年底，时任俄罗

斯总理的普京签署联邦政府令，批准了俄罗斯联

邦的《２０２５年前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战略》。该战略将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纳入国家长

期发展战略中，表明俄罗斯政府意在提升远东和

贝加尔地区的国内国际地位，加快俄罗斯融入亚

太地区经济空间的步伐。

２．成立远东发展部。２０１２年５月，普京再次

当选为俄罗斯总统后签署组阁令，新政府首次设

立了“远东地区发展部”。远东发展部总部位于远

东地区的哈巴罗夫斯克，在莫斯科开设代表处，这
在俄罗斯历史上前所未有。

３．加强东部基础设施建设。为配合东进计划

的实施，俄罗斯远东地区赤塔—哈巴罗夫斯克的公

路已于２０１０年宣告竣工，在俄罗斯历史上首次实

现远东地区和国家公路网的连接。此外，高速铁路

项目也已经启动，超过５０个技术复杂的隧道和铁

路桥项目正在实施中。贝加尔—阿穆尔干线和西

伯利亚大铁路的现代化改造工程正在进行中。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俄 罗 斯 远 东 发 展 部 部 长 伊 沙

耶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远东发展优先项

目共有９２个，其中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最多，达到

３５个，其他项目涉及油气资源、铁矿和金矿开发、
林业、航天基地建设和机器制造等。

４．设立专项投资基金。为推动东部地区的发

展，２０１１年俄罗斯联邦政府设立远东和贝加尔地

区发展基金。该基金隶属于俄罗斯外贸银行，用

以帮助俄罗斯偏远地区投资项目的实现，包括经

济和社会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创新举措和创建

经济特区等。

５．全 力 筹 备 ＡＰＥＣ峰 会。２０１２年９月，第

２０届ＡＰＥＣ峰会在俄罗 斯 远 东 城 市 符 拉 迪 沃 斯

托克召开。俄罗斯政府视这次峰会为东部地区融

入亚太经济的一个契机，为这次为期仅一周的会

议，俄罗斯政府筹备了四年，投入了高达２１０亿美

元的资金。［５］俄联邦政府投入巨额资金在 东 部 进

行基础设施建设，新的机场、铁路、建筑出现在这

片土地上。

６．推出远 东 和 贝 加 尔 地 区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计

划。２０１３年４月，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批准了

《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国家计划》。俄

罗斯将为该计划投入１０万亿卢布的巨额资金，联
邦政府投资 占 到 近１／２，超 过 一 半 以 上 的 资 金 将

来自预算外资金和企业注资，这些投资将主要用

于改善东部地区的交通系统、能源和社会公共基

础设施建设。

７．重新打造欧亚大陆桥。充分发挥西伯利亚

大铁路作为欧亚大陆桥的独特作用一直是俄罗斯

政府努力追求的目标。２０１２年，俄罗斯铁路公司

为提高西伯利亚大陆桥的竞争力，对从俄罗斯东

方港上岸的过境运输大客户给予运价优惠，吸引

了部分原经中国的新欧亚大陆桥运输的客户。两

年来，通用汽车、麦德龙等大客户纷纷改走西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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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大铁路，每年仅从中国流失到西伯利亚大铁路

的过境箱就达２．５万标箱。［６］

２０１３年８月，俄罗斯政府宣布为提升西伯利

亚大铁路的运输能力，进一步发挥大铁路作为欧

亚大陆桥的作用，普京总统批准了１７０亿美元的

投资计划，对西伯利亚大铁路进行改造和扩建，计
划在２０１８年前将铁路的运力增加５　５００万吨，即

提高运能４６％。［７］俄罗斯欲借扩建铁路拉动基础

设施投资，扩大出口贸易规模，铁路升级将提升俄

罗斯在欧亚贸易中的地位。
历史上俄罗斯曾对西伯利亚进行过两次大规

模的开发。１９世 纪 后 期 到２０世 纪 初，伴 随 着 西

伯利亚大铁路的建成，带动了西伯利亚地区农业、
工业和城 市 的 发 展。２０世 纪６０—８０年 代，为 加

快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开发，苏联政府修建了第二

条西伯利亚铁路，进一步推动了东部的开发与发

展。第一次 开 发 是 利 用 西 伯 利 亚 的 资 源 发 展 欧

俄，第二次开发是出于国防和安全需要以及增强

国家的经济实力，这两次开发都取得了相当大的

成就。此次开发是建立在前两次开发的基础上，
旨在振兴东部地区的经济，具备一定的条件和经

验。现阶段，俄罗斯国内政局稳定，经济 复 苏；国

际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亚
洲经济一枝独秀，俄罗斯东部开发的内外部环境

都是很有利的。
（三）与亚太国家经贸合作前景广阔
俄罗斯战略东进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加入亚太

经济一体化进程。
俄罗斯海关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２年

俄罗斯对外贸 易 总 额 为８　３７２亿 美 元，欧 盟 仍 是

俄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俄外贸地区比例为：欧盟占

４９％（２０１１年为４７．９％，下同），亚太国家占２４％
（２３．８％），独联体国家占１４．１％（１５．１％）。［８］

目前，俄罗斯有近一半的对外贸易是 同 欧 洲

国家进行的，但欧洲市场不再会有大的增长，受债

务危机的影响，欧洲经济已进入萧条期。俄罗斯

深刻认识到：经贸合作伙伴中有增长潜力的国家

是在亚太地区。２０１２年，俄罗斯政府第一副总理

舒瓦洛夫提出一项重新调整俄罗斯贸易流向的构

想，若该计划能顺利实施，到２０２０年俄罗斯对外

贸易的一半将来自亚太地区。

２０１２年的ＡＰＥＣ峰会，俄罗斯设置了四个议

题：贸易投资自由化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粮食

安全；建立可靠的供应链；创新增长合作。这四个

议题与俄罗斯东部的开发密切相关。俄罗斯正努

力改善东部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以吸引更多

外资，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合作，融入亚洲经济；俄

罗斯作为粮食出口国，可进一步增加东部地区的

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俄罗斯独特的地理位置，是
亚洲和欧洲之间的中转站，但其作为洲际运输通

道的能力尚未充分发挥；俄罗斯正加强与美、中、
日、韩等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培育本国新经济

增长点。外界认为此次峰会是俄罗斯融入亚太推

进战略东移的绝佳机遇。［９］

俄罗 斯 与 东 亚 国 家 的 能 源 合 作 发 展 较 快。

２０１１年１月，从俄罗斯阿穆尔州的斯科沃罗季诺

至中国大庆的输油管道开通，当年向中国提供原

油１　５００万吨。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中俄就勘探和开采

东西伯利亚油气资源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为两国

联合开采俄东部能源铺平了道路。根据中俄已签

署的协议和备忘录，短期内俄将把对中国的年石

油出口 提 高 到３　０００万 吨（２０１２年 为１　９２０万

吨）。［１０］

２０１１年９月，从萨哈林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

天然气管道竣工，此管道可向中国、日本和其他亚

太国家 提 供 天 然 气。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从 雅 库 茨 克

州的泰舍特至太平洋港口科济米诺湾的石油管道

开通，未来可向亚太地区的美国、日本、中国、新加

坡、马来西亚和韩国提供石油。除能源外，俄罗斯

东部地区还有矿产、渔业、木材、土地开垦等有待

开发的项目。俄罗斯希望与国外投资方进行深层

次的合作，在俄罗斯境内发展加工业，组织高附加

值产品的生产。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俄罗斯东部地区 的 大 片

冻土带变得适宜耕种，西伯利亚丰沛的水资源为

在该地区发展农业、养殖业和食品加工业提供了

很好的条件。俄外交与防务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卡

拉加诺夫提议：“为满足中国和东亚国家的需求，
俄可在西伯利亚的一些地区搞集约化农业生产，
生产 谷 物、饲 料、肉 类、家 禽，可 能 的 话，还 有 啤

酒。”［１１］

全球气候 变 暖 使 得 连 接 欧 亚 大 陆 的 海 上 通

道———俄罗斯北冰洋沿岸的北方航道通航前景越

来越明朗，俄罗斯对西伯利亚北冰洋沿岸北极资

源的开发也已拉开序幕，北部沿海一带的港口建

设已经启动。这些因素将有力提升俄罗斯东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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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土地的潜在价值和地缘战略地位，进一步推动

俄罗斯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
二、东部开发计划面临的挑战

西伯利亚地区地广人稀，气候寒冷，生存环境

恶劣，一直令人望而生畏。东部开发的口号从沙

皇俄国时期就已提出，但一直都是说得多做得少。
此次战略东进能否如俄罗斯领导人所预期的那样

取得成功，现在还难以下结论。俄罗斯此次东部

开发计划面临哪些主要的制约因素呢？

（一）政府主导的弊端
普京当选总统后，新政府设立远东发展部，还

计划成立国家集团公司，以主导东部的开发。这

就意味着，东部开发更多的是采用行政命令的方

法来运营。俄已有专家对此提出质疑：“无论是即

将组建的国家公司、现有基金会还是联邦地区发

展部都不能解决西伯利亚的发展问题，国家只看

重超大型项目，其投资显然难以收回。”［１２］

发展经济应遵循市场规律，充分发挥 市 场 的

作用，若过分依赖行政干预，恐难实现预期目标。
俄罗斯政府效率低下，政策僵化且缺乏连贯性，东
部开发的许多计划目前仍停留在规划层面，企业

还没有大规模进驻，这已充分显示了俄罗斯政府

主导的弊端：没有私营企业的大规模参与，开发和

发展会缺乏内生动力。

２０１３年９月，在俄罗斯召开的瓦尔代国际辩

论俱乐部非正式会议上，俄罗斯前财政部长库德

林指出：“我们并没有为投资者营造良好的环境，
这种 状 况 还 将 延 续 很 多 年，这 一 点 是 很 明 显

的。”［１３］

（二）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滞后
远东与西伯利亚地区，过去由于国防 原 因 一

直处于对外封闭状态，开发程度低。２０世纪５０—

７０年代，苏联 工 业 化 快 速 扩 张 时 期，在 西 伯 利 亚

建了一大批城市和工业企业，这些城市和企业地

处偏远，交通不便，几乎没有一座城市在经济上能

完全自给自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中央政府每

年给这些城市提供大笔补贴资金，已影响到俄其

他地区的经济发展。［１４］

现阶段，东部地区的人均劳动生产率 不 仅 远

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也低于全俄平均水平。远东

和贝加尔地区的道路和交通状况令人担忧，基础

设施严重不足，要改善这一状况需投入大量资金，
而资金短缺正是俄政府最感棘手的问题。远东和

西伯利亚地区的土地有很大的增产空间，还有大

量可开垦土地，但由于缺乏资金和劳动力，土地远

没有得到有效利用，许多土地被闲置。
（三）劳动力不足
苏联时期，政府通过提供补贴等措施 确 保 了

东部地区人口的稳定。俄罗斯进入市场经济后取

消了补贴，由于气候恶劣，物资供应困难，远东地

区的人口开始大量外流，劳动力的缺乏已严重制

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现阶段东部劳动力的缺乏

是整个地区性的，不仅仅是熟练工人，这使得俄罗

斯政府提出在这个地区兴建几十座工厂的计划成

为乌托邦式的幻想。［１５］

东部地区恶劣的生活环境短期内恐难有根本

改变，而俄罗斯西部人口不太可能向东部大规模

流动，从国外引入劳工和移民无疑是解决这个问

题的有效途径。中国有丰富的劳动力，但出于对

中国的戒备心理，俄罗斯对中国劳工的进入予以

严格限制。２０１２年，普京在谈到亚太政策时明确

指出：“我们 将 严 密 监 控 来 自 中 国 的 移 民。”［１６］俄

罗斯计划从中亚、南亚、朝鲜引入移民开发东部。

２０１２年，俄 远 东 发 展 部 部 长 伊 沙 耶 夫 曾 表

示：政府制定的移民计划未见任何成效，因为吸引

人才需要提供高薪工作。普京总统的经济顾问舒

瓦洛夫也表示：吸引人们前往远东地区的唯一方

式，是消除基础设施方面的瓶颈，并为商业开发创

造激励措施，迄今为止这两个方面都进展甚微。
（四）开发成本过高
东部开发面临的一个很大难题是开发成本过

高，西伯利亚的情况尤为严重。以往的开发经验

表明：除能源领域，投资其他领域的企业根本难以

获得足够的利润来支付高额工资以吸引新的劳动

力和留住现有的劳动力。［１４］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

院经济所的研究数据显示：过去４０年里，国家每

向远东地区投资１卢布，产出只有１８戈比，使得

国家对该地区的投资变得没有意义。［１７］俄罗斯政

府高层对 发 展 东 部 其 他 工 业 项 目 虽 然 谈 得 也 很

多，但考虑到成本因素，绝大部分预算资金都流向

了油气资源的开发领域。
（五）开发东部的矛盾心理
俄罗斯一方面希望引入国外资金开 发 东 部，

另一方面又对外商的涌入感到担忧。俄罗斯一些

政治家担心，远东地区远离国家政治和经济中心，
一旦政策失误引起不良后果，中央政府将难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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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效管理和控制。［１８］俄罗斯至今仍有许多人将

外商视为入侵者，认为他们投资东部是看重这个

地区的能源与矿产资源，这有可能使东部地区沦

为别国的原料供应地和经济附庸。
俄罗斯官方多次宣称中国对俄罗斯不构成威

胁，但由于历史原因，俄在潜意识里一直担心人口

众多的中国可能对西伯利亚发动和平入侵。普京

总统多次强调，要严格限制外国人入境。２０１２年

ＡＰＥＣ峰会期间，有外国投资商向普京总统抱怨：
俄罗斯过境签证程序的漫长和复杂让人不堪忍受。

在远东开发问题上，地方与中央的观 点 并 不

总是一致。地方政府希望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加

快对外开放步伐，而中央政府却有所顾忌。有俄

学者认为：没有政治和经济上的自决，俄远东就无

法在东北亚占据应有的位置。［１９］

（六）国家身份定位问题
俄罗斯一直将自己定位为欧洲国家。俄罗斯

政治和文化定位面向欧洲，现阶段的对外经济联

系主要也在西方，俄罗斯国内绝大多数政治精英

都认为俄罗斯应走欧洲国家的发展道路。国家身

份的欧洲定位，将是俄东进战略面临的一个主要

难题。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在 俄 罗 斯 召 开 的 瓦 尔 代 国 际

辩论俱乐部论坛上，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

诺夫说：“我们都是欧洲人，我们与欧洲的贸易占

到进出口总额的一半，我们大量的外汇储备都是

欧元，即使在欧元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我们都没有

改变我们的储备结构。我们的亚洲政策只是对与

欧洲关系的补充而已”。［２０］

（七）政策缺乏连贯性
俄罗斯 的 政 治 管 理 逻 辑 被 称 为“人 工 掌 舵”

（ｍａｎｕａｌ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国 家 重 要 的 优 先 计 划 需 要 领

导人的关注和吸引强有力的团队参与，而非制度

性安排。２０１２年ＡＰＥＣ峰会主办活动一结束，俄
政府曾经负责筹备峰会的跨部门合作专业团队立

即 被 转 作 准 备 其 他 项 目，如 欧 亚 经 济 委 员 会 和

Ｇ２０等。［２１］政府原先提出的许多东部开发计划被

搁置，许多部门也被解散。
俄罗斯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政 府 推 动

的政治改革进展缓慢，官僚作风和腐败现象严重，
国内投资环境不佳。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需要

俄罗斯政府健全法律法规、惩治官员腐败、制定优

惠政策、打击影子经济（黑手党控制的经济）、完善

基础设施等，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政府投

入大力气进行完善和整治。
这些挑战的存在，注定了俄东部开发 不 可 能

一帆风顺，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可能会有

反复。但从长远来看，东部的开放和开发是必然

趋势，俄要想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和实现国家复兴，
东部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

三、俄罗斯的亚太新政策

俄罗斯的战略东进由东部开发与亚太新政策

两部分内容构成，这两者联系紧密。东部开发的

一个重要途径是融入亚洲经济，而成功融入亚洲

经济需要一个指导性的政策支撑。俄罗斯若想融

入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不仅要考虑与亚洲国家

进行经济合作，其他领域的交往与合作也非常重

要。双边关系的全面发展更有利于推动俄罗斯融

入亚洲经济，也能为俄东部开发吸引更多的外部

投资。
近几十年来，亚洲经济一直增长强劲，面对这

一有利的外部环境，俄罗斯越来越关注东方，并制

定了相应的政策以更好地融入亚洲。近年来，俄

罗斯与亚洲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旅游、文化等

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成果显著。２０１２年

５月，普京再 次 当 选 总 统 后，随 即 签 署 了 一 份《俄

联邦对外政 策 执 行 措 施》的 行 政 命 令，文 件 中 提

到：“关于亚太地区，要着眼于更广泛参与这个地

区的融合进程，以加速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

社会和经济发展。加深与中国的平等、互信和战

略合作关系，加强与印度和越南的战略伙伴关系，
发展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其他亚太

重要国家的 互 利 合 作 关 系”。［２２］此 份 文 件 是 俄 罗

斯亚太新政策的纲领性文件。俄罗斯新亚太政策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组双边关系中：
（一）俄中关系
现阶段，美国将战略重点转向亚太，中俄在东

亚地区面临同样的外部压力，两国有加强战略合

作的客观必要性。普京对发展与中国的双边关系

给出了明确的定位：“中国经济的增长不是一个威

胁，而是一个对俄而言蕴含着无限商业合作潜力

的挑战，我们应借中国之风扬俄经济之帆。”［２３］中

俄两国的边界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在国际上互相

支持，两国关系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俄 两 国 经 济 合 作 空 间 很 大，互 补 性 强。

２０１０年，中 俄 双 边 贸 易 额 为５５４．５亿 美 元，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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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２０１２年，对华贸

易已占 俄 罗 斯 对 外 贸 易 的１０．５％，达８８６亿 美

元。［２４］两国 贸 易 到２０１５年 有 望 达 到１　０００亿 美

元，２０２０年将达２　０００亿美元。中 国 已 成 为 俄 罗

斯在亚洲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
能源合作是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对欧

洲出口放缓后，俄罗斯加紧了能源东输。２０１１年

１月，从俄罗 斯 斯 科 沃 罗 季 诺 到 中 国 大 庆 的 石 油

管道正式启用，俄通过此管道在未来２０年内每年

向中国输送原油１　５００万吨 至３　０００万 吨。２０１３
年６月，中俄签 署 了 一 项 总 价 达２　７００亿 美 元 的

能源 协 议，俄 罗 斯 在 未 来２５年 每 年 向 中 国 提 供

４　６００万吨石 油。［２５］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俄 能 源 部 部 长

诺瓦克宣布：“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与中国

石油天然 气 集 团 公 司 已 就 俄 罗 斯 每 年 供 应 中 国

３８０亿立方米天然气的定价公式达成共识。”［２６］两

国的电力和煤炭贸易以及在核电领域的合作也达

到相当高的水平。
中国影响力的日益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也引起

俄罗斯的不安和疑虑。俄罗斯有官员和专家对政

府提议：“优先发展同那些有潜力制衡中国崛起的

国家的双边关系，如日本、越南、韩国、朝鲜、缅甸和

蒙古；把俄打造成东亚地区油气资源的重 要 供 应

国；增强俄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积极参与这一

地区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和介入危机。”［２７］但俄罗斯

官方对中国的政策和态度没变，短期内中俄平等互

信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会出现大的变化。
（二）俄日关系
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一直是俄日关

系的焦点问题。

２００９年，俄 罗 斯 总 理 普 京 在 访 问 日 本 时 宣

称：日本如果愿意为发展双边关系付出努力，与俄

罗斯展开经济合作，俄罗斯将考虑归还四岛中的

两座 岛 屿。２０１１年，日 本 发 生 福 岛 核 事 故 后，俄

罗斯迅速做出反应，增加对日本油气 供 应。２０１２
年普京当选总统后再次表示：俄日在岛屿争端上

达成妥协存在现实的可能性。
俄罗斯在 领 土 问 题 上 的 立 场 之 所 以 出 现 松

动，是因眼下实现国家经济现代化是俄罗斯面临

的最紧迫的任务，这需要大笔资金，俄罗斯希望获

得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开发东部地区。俄罗斯希望

日本在东部地区投资还有一层考虑：希望日本和

中国形成竞争之势，俄罗斯不愿任一投资方在该

地区占主导地位。［２８］

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两国的政治精英并没

有准备好在领土问题上做出必要的妥协。在日本

外务省的官方网站俄日关系的页面上，“日本的北

方领土”大标题被置于最上面和最显眼的位置，可
见北方四岛对日本的意义非同寻常。对俄罗斯而

言，南千岛群岛是俄罗斯面向太平洋的前沿，亚洲

大陆通向日本的踏脚石。［２９］四岛像对准日本咽喉

上的一把钢刀，对日本构成巨大威胁，俄罗斯在岛

上 建 立 的 监 听 设 施 可 监 听 美 日 的 军 事 情 报 信

息。［３０］鄂霍次克 海 是 俄 罗 斯 的 内 海，南 千 岛 群 岛

正好扼守鄂霍次克海的门户，俄罗斯的战略核潜

艇可在鄂霍次克海内自由游弋，形成对美日的战

略核威慑力量，一旦四岛交给日本，俄罗斯核潜艇

的安全性将大大降低。可以想见，任何一位俄罗

斯领导人若在领土问题上对日本做出实质性的让

步都将面临难以承受的政治风险。
岛屿问题虽然影响俄日政治关系的 改 善，但

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正日益加深。２０１１年，两

国贸易额已超过３００亿美元。２０１２年，俄日双边

贸易额为３３５亿美元，日本成为俄罗斯第九大贸

易伙伴国。２０１２年，日本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为

１０７亿美元，成为对俄投资的十大国之一。［３１］日本

对俄罗斯的投资并非慈善行为，俄罗斯能源和原

材料对日本有很大吸引力，日本的投资主要集中

在欧俄 地 区。俄 罗 斯 政 府 希 望 日 本 投 资 东 部 地

区，但在领土问题未解决前，日本是不会考虑对远

东和西伯利亚进行大规模投资的。［３２］

２０１３年４月，日本首相安倍率经济代表团访

问俄罗斯，在与普京总统会谈时，两人都对加强商

业合作很感兴趣，但在领土问题上双方立场仍有

较大差距。在美日安全同盟的总体构架下，俄日

关系短期内难有实质性的改进。
（三）俄与朝鲜半岛关系
俄罗斯作为朝鲜的传统盟友，反对联 合 国 对

朝鲜进行政治、经济制裁。２００６年１０月，朝鲜进

行地下核试验后，俄罗斯支持安理会制裁朝鲜的

决议。２０１１年 以 来，两 国 关 系 有 所 改 进，但 俄 罗

斯未能说服朝鲜回到六方会谈，朝鲜于２００９年放

弃该会谈。
为加深对朝鲜的影响，２０１２年俄罗斯同意免

除朝鲜欠俄罗斯的１１０亿美元债务的９０％，剩余

的约１０亿美元将被用于“债务换援助”项目，使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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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可以参与朝鲜一些新的项目，如能源、健康、
教育等领域。［３３］俄罗斯一直想建成一条经朝鲜境

内通往韩国的天然气管道及贯通半岛的铁路，朝

韩紧张关系若得不到彻底缓解，输气管道和半岛

铁路建成的前景就非常渺茫。

１９９４年，俄 韩 决 定 把 两 国 关 系 定 位 为“建 设

性互补伙伴 关 系”。２００４年，韩 国 总 统 卢 武 铉 访

问莫斯科，两国领导人发表了共同宣言，将两国关

系提升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在政治、经济

和军事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稳步推进。

２０００年，俄 韩 双 边 贸 易 额 仅 为２７亿 美 元，

２００７年上升到１５０亿美元。２００８年，尽管发生了

金融危 机，双 边 贸 易 额 仍 达１８４亿 美 元。［３４］２０１１
年，两国贸易额已达２５０亿美元。俄罗斯 向 韩 国

出口的产品以能源和原材料为主，韩国向俄罗斯

出口的主要是制成品。韩国希望对开发东西伯利

亚发挥积极作用，不仅是油气资源，还有建设贯穿

半岛的铁路。［３５］

２０１２年ＡＰＥＣ峰会期间，普京总统与韩国总

统李明博谈话时指出，韩国是俄罗斯在亚太地区

第三大经贸合作伙伴，两国经济关系正在向多元

化方向发展，只是相互投资水平还不高，但他对两

国高水平的政治合作关系感到满意。
俄韩关系的推进有利于半岛局势的稳定。在

俄罗 斯 的 影 响 下，朝 鲜 在 经 济 上 已 变 得 更 开 放。
对朝鲜半岛可能统一的前景，俄罗斯也乐见其成，
但前提是以和平方式，俄罗斯并不希望半岛发生

战乱。
（四）俄与印度、越南和缅甸关系
俄罗斯将出口武器作为参与全球事务和发挥

影响力的有效手段之一，这一点在俄与印度、越南

和缅甸的双边关系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俄积极推

行与这几国的军事技术合作有双重战略考虑：与

美国争夺在南亚和东南亚的影响力；抵制中国的

影响和挑战。
印度是亚洲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之一，俄罗斯

与印度历来保持着友好的双边关系，现阶段两国领

导人将双边关系定位为“优先战略伙伴关系”。两

国关系在政治、防务、民用核能、反恐合作和空间技

术领域发展较快。军事技术合作是俄印关系的重

点发展领域，印度连续多年成为俄罗斯最大军火进

口国，目前印度近七成的军事装备都从俄 罗 斯 引

进。两国的军事合作不仅包括武器销售，还包括武

器的联合研发、士兵训练、后勤保障服务和联合军

演。两国联合研制第五代驱逐舰、多用途运输机和

布拉莫斯巡航导弹计划正在顺利进行中。
俄罗斯与越南一直有着良好的政治 关 系，是

越南的主要武器进口国。根据２００９年的协议，俄
罗斯将 在２０１８年 前 向 越 提 供６艘 基 洛 级 潜 艇。
俄罗斯还向越南提供“苏－３０ＭＫＫ”战 斗 机、“堡

垒”岸防反舰导弹等武器。［３６］２０１３年３月，俄罗斯

国防部长绍伊古访问越南，双方正式达成协议由

俄罗斯帮助越南重修金兰湾港口。俄罗斯与越南

的 一 系 列 合 作，初 步 实 现 了 其“南 下”的 目 标。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普 京 总 统 访 问 越 南 时 强 调 指 出：
“越南不仅是我们的战略伙伴，还是俄罗斯在亚太

地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３７］

俄罗斯还对缅甸提供政治支持，反对 联 合 国

对缅实施制裁。俄罗斯与缅甸的军事合作发展很

快，缅甸已购买了相当数量的俄罗斯武器装备，包
括米格－２９战斗机、米－１７运输直升机、米－２４
战斗直升机以 及 伯 朝 拉－２Ｍ 防 空 导 弹。［３８］２０１３
年３月，俄罗斯国防部长对缅甸进行正式访问，凸
显了俄罗斯对缅甸的重视，缅方也表示愿与俄进

行防务合作。俄罗斯发展与缅甸的关系，除经济

利益外，更出于长远的战略考虑：缅甸的地理位置

对俄罗斯实现南下印度洋的梦想、制衡中美在这

一地区影响力的扩展有着特殊的意义。
俄罗斯国内多数学者认为，俄罗斯应 在 亚 太

地区作为一支中立力量存在，保持选择和行动自

由，在中美对抗的条件下谋求最大地缘政治和经

济利益。［３９］目前，俄罗斯在欧洲面临北约挤压，已

没有多少回旋余地，在亚太地区却有可拓展的外

交空间。对 于 正 积 极 谋 求 全 球 战 略 的 俄 罗 斯 来

说，重视亚太地区，不仅能获得现实的政治和经济

利益，还可扩大对全球事务的参与度，提升国际影

响力。
四、战略东进的前景分析

俄罗斯东部开发最具竞争力的优势是丰富的

能源和矿产资源、可开垦土地、森林和水资源。东

西伯利亚和远东被称为地球上最后一块处女地，
是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还没有被大规模开垦的

富含腐殖质的肥沃黑土地，可用以种植小麦满足

亚洲市场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俄专家估计俄罗

斯尚可增加１　０００万 公 顷 的 可 垦 地 面 积，其 中 绝

大部 分 位 于 西 伯 利 亚，粮 食 产 量 也 能 大 幅 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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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亚有丰富的森林和水资源，投资木材加工、
纸浆和 造 纸 业 将 有 丰 厚 的 回 报。如 此 丰 富 的 资

源，只要俄罗斯的开发政策得当，再配以必要的基

础设施，必能吸引大批投资。
俄罗斯政府正酝酿在东部地区打造第三条工

业带。这条工业带从雅库茨克地区北部延伸至雅

库特南部，到阿穆尔河畔的共青城，及至太平洋沿

岸和萨哈林岛，这条工业带与西伯利亚大铁路和

贝阿铁路两条工业带是平行的，该计划是将贝加

尔湖北部的科维克塔气田、雅库特南部的恰扬达

气田和萨哈林项目连成一线，雅库特南部将建成

新的重工业基地，共青城将被打造成高度专业化

的科技城。
俄罗斯政府制定的东部开发计划令 人 鼓 舞，

然而开发 所 面 临 的 制 约 因 素 至 今 仍 未 见 明 显 改

进，政府计划明显依赖于资源开发，不免让人对东

部开发的前景感到喜忧参半。丰富的资源并不等

同于经济繁荣，要建成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有赖

于对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合理运用，更有赖于

思维的创新和制度的保障。
受历史传统的影响，俄罗斯现今的政 治 体 制

仍以中央集权为主，短时间内恐难出现大的变化，
因而政府决策难以做到科学和合理化，政府主导

的许多大型项目常伴生低效、腐败和惊人的浪费。
东部地广人稀使得基础设施建设耗资巨大且难以

产生效益和回报，严酷的气候和恶劣的生活条件

对移民难以产生吸引力，这样形成了一个恶性循

环。开发成本过高让许多投资商望而却步，投资

俄罗 斯 东 部 地 区，不 仅 前 期 投 入 巨 大，获 利 周 期

长，还会受俄政府部门官僚作风和腐败的影响，利
润难有保障且风险系数高。俄罗斯政府对外企的

税收政策执行得也很不稳定，许多政策朝令夕改，
让投资商难有稳定的预期。

在诸多制约因素中，思想意识和精神层面的东

西改变起来恐怕尤为困难：普遍存于俄罗斯精英与

民众思想意识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情结短期内恐难

以改变，俄要想很好地融入亚洲经济，在一定程度

上得认同自己的亚洲身份（特别是东部地区）；对于

一个传统的大国和正日益走向复兴中的大国而言，
开发东部、融入亚太，不免会出现一种矛盾心理：在
与亚洲国家交往中，俄罗斯的大国心态与民族自尊

心理难以放得下，这不利于与别国展开平等交往与

合作；俄罗斯与亚洲大国之间缺乏互信，这也是俄

对外政策一直以来所面临的困境：俄罗斯总是缺乏

安全感，将邻邦都视为现实或潜在对手，一直维持

着一支庞大的军队和巨额的军费开支，邻国防务力

量的增长会更刺激俄罗斯增加军备开支，这对俄融

入亚洲经济是不利的；俄罗斯传统上重领土扩展，
不太重视也不擅长发展经济，国家经济长期依赖于

对国内丰富自然资源的开采，国民的经济 意 识 不

强；独立后的俄罗斯人口逐年下降，移民对俄经济

发展意义重大，但俄罗斯不愿成为移民国家，社会

各阶层都有明显的排外情绪。观念的改变虽然艰

难，但俄若想振兴东部和成功融入亚洲经济，则这

种改变是十分必要的。
打造良好的国内投资环境是俄东部开发的基

础，而融入亚太经济一体化是东部开发的外部推

动力量，融入亚洲经济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俄罗斯的亚太政策。新时期，普京政府的外

交优先方向首先是独联体，其次是西方国家，再次

才是亚洲，这意味着俄罗斯在亚太外交上难以投

入太多精力和资源。从经济合作角度来看，短期

内俄罗斯对外经济政策以欧洲为重心难以发生根

本改变。
目前，亚太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格局以中美日益

上升的对抗态势为主，俄罗斯难以发挥大 的 影 响

力。军事领域，俄的军事现代化还处在起始阶段，
难以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发挥关键作用。在双边关

系领域，俄中战略伙伴关系最为成熟，但面对中国

的日益强大，俄罗斯已有一定的担忧和防范心理。
领土问题和美日同盟是阻碍俄日政治关系提升的

两个关键因素，短期内这两个因素都不可能得到解

决，但经济合作有可能提高。朝鲜半岛南北对峙阻

碍了俄罗斯的半岛铁路计划和与韩国经济合作的

进一步提高。俄罗斯发展与东盟、印度的关系更多

是从战略上考虑及传统关系的延续，经济合作短时

间内难以达到俄罗斯期望的高度。
短期内，俄罗斯的亚太政策是以维护 和 实 现

本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为主。从长远来看，俄罗

斯可成为影响亚太政治和安全格局的一支重要平

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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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Ｌ］．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２０９０４／

０９０７１３０３８８５９．ｓｈｔｍｌ．
［１０］　陆 南 泉．不 断 升 级 的 中 俄 关 系［Ｊ］．同 舟 共 进，

２０１３，（６）．
［１１］　Ｓｅｒｇｅｉ　Ｋａｒａｇａｎｏｖ，Ｒｕｓｓｉａ’ｓ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Ｒｕｓｓｉａ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２Ｊｕｌｙ　２０１１［ＥＢ／ＯＬ］．ｈｔｔｐ：／／

ｅｎｇ．ｇｌｏｂ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ｒｕ／ｐｕｂｃｏｌ／Ｒｕｓｓｉａｓ－Ａｓｉａｎ－Ｓｔｒａｔｅ－

ｇｙ－１５２５４．
［１２］　［俄］弗 拉 迪 斯 拉 夫·伊 诺 泽 姆 采 夫．远 东 发 展 莫

斯科应向地方放权［Ｎ］．环球时报，２０１３－０３－３０．
［１３］　［俄］库 德 林．俄 罗 斯 当 前 经 济 形 势 可 能 会 催 生 危

机［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ｒｕｓｎｅｗｓ．ｃｎ／ｅｇｕｏｘｉｎｗｅｎ／ｅｌｕ－

ｏｓ　ｉ＿ｃａｉｊｉｎｇ／２０１３０９１９／４３８６７６８０．ｈｔｍｌ．
［１４］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Ｇａｄｄｙ，Ｆｉｏｎａ　Ｈｉｌｌ．Ｔｈｅ　Ｓｉｂｅｒｉａｎ　Ｃｕｒｓｅ：

Ｄｏｅｓ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Ｄｏｏｍ　ｉｔｓ　Ｃｈａ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ｆｏｒｍ？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Ｆａｌｌ　２００３［ＥＢ／ＯＬ］．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ｅｄｕ／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２００３／ｆａｌｌ＿

ｒｕｓｓｉａ＿ｈｉｌｌ．ａｓｐｘ．
［１５］　Ｏｌｅｇ　Ｂａｒａｂａｎｏｖ，Ｓｉｂｅｒ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　ａｓ　ａ　ｐａｔｈ

ｔｏ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ｄａｉ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Ｃｌｕｂ，

２３Ｊａｎ　２０１３［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ｖａｌｄａｉｃｌｕｂ．ｃｏｍ／ｅ－

ｃｏｎｏｍｙ／５３９８０．ｈｔｍｌ．

［１６］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Ｐｕｔｉｎ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Ｖａｌｄａｉ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Ｃｌｕｂ，２７Ｆｅｂ

２０１２［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ｖａｌｄａｉｃｌｕｂ．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３９３００．ｈｔｍｌ．
［１７］　俄 罗 斯 财 长 表 示 远 东 开 发 重 在 吸 引 中 日 韩 投 资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ｖ．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ｎｅｗｓ／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２１０／

５０ｄｆｅ８３５－ａａｆ７－４７ｂ６－ｂｃ６ｂ－０５１９２ｃｅｅｄａ２９．ｓｈｔｍｌ．
［１８］　Ａｌｅｘｅｉ　Ｆｅｎｅｎｋｏ，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ｓ　Ｆａｒ　Ｅａｓ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ｃａｕ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ｆｏｒ　Ｒｕｓ－

ｓｉａｎ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ＲＩＡ　Ｎｏｖｏｓｔｉ，７Ｓｅｐ　２０１０［ＥＢ／ＯＬ］．

ｈｔｔｐ：／／ｅｎ． ｒｉａｎ． ｒｕ／ｖａｌｄａｉ ＿ ｏｐ／２０１００９０７／

１６０４９５５８３．ｈｔｍｌ．
［１９］　［俄］拉林．世界历 史 背 景 下 的 俄 罗 斯 远 东：从 过 去

走向未来［Ｊ］．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９７，（２）．
［２０］　李新．试析俄 罗 斯 亚 太 新 战 略［Ｊ］．现 代 国 际 关 系，

２０１３，（２）．
［２１］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Ｍａｇａｌｉｆ，Ｆｒｏｍ　Ｖｌａｄｉｖｏｓｔｏｋ　ｔｏ　Ｂａｌｉ：Ｗｈａｔ

ｗｅｎｔ　ｗｒｏｎｇ？Ｒｕｓｓｉａ　Ｄｉｒｅｃｔ，９Ｏｃｔ　２０１３［ＥＢ／ＯＬ］．

ｈｔｔｐ：／／ｒｕｓｓｉａ－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ｇ／ｃｏｎｔｅｎｔ／ｖｌａｄｉｖｏｓｔｏｋ－ｂａｌｉ－

ｗｈａｔ－ｗｅｎｔ－ｗｒｏｎｇ．
［２２］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Ｎ．．Ｋｏｌｏｔｏｖ，Ｒｕｓｓｉａ’ｓ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ｕ－

ｒｉｔｙ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Ｓｅｐｔｅｍ－

ｂｅｒ　 ２０１２ ［ＥＢ／ＯＬ ］．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ｂｒｏｏｋ

ｉｎｇｓ．ｅｄ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２０１２／０９／１７－ｒｕｓｓｉａ－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ｋｏｌｏｔｏｖ．
［２３］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Ｐｕｔｉｎ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Ｖａｌｄａｉ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Ｃｌｕｂ，２７Ｆｅｂ

２０１２［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ｖａｌｄａｉｃｌｕｂ．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３９３００．ｈｔｍｌ．
［２４］　［俄］安 德 烈·伊 利 亚 申 科．经 济、战 略 利 益 攸 关，

俄中关系日趋紧密［Ｎ］．环球时报，２０１３－０３－３０．
［２５］　俄罗斯未来２５年每年向中国供应４　６００万吨石油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ｅａｓｔ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ｎｅｗｓ／

１３４５，２０１３０６２２３００１１８９９８．ｈｔｍｌ．
［２６］　中俄 就 天 然 气 供 应 定 价 公 式 达 成 共 识［ＥＢ／ＯＬ］．

ｈｔｔｐ：／／ｃｎ．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Ｎｅｗｓ／

ｉｄＣＮＬ３Ｓ０ＩＣ２１Ｌ２０１３１０２２．
［２７］　Ｍａｒｃｉｎ　Ｋａｃｚｍａｒｓｋｉ．Ｒｕｓｓｉａ－Ｃｈｉｎａ：ａ　ｓｈｉｆｔ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ｉｓ　ｕｎｄｅｒｗａｙ，ＯＳＷ，９Ｍａｙ　２０１２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ｓｗ．ｗａｗ．ｐｌ／ｅｎ／ｐｕｂ－

ｌｉｋａｃｊｅ／ｅａｓｔｗｅｅｋ／２０１２－０５－０９／ｒｕｓｓｉａ－ｃｈｉｎａ－ａ－ｓｈｉｆ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ｐｏｗｅｒ－ｕｎｄｅｒｗａｙ．
［２８］　Ｐａｖｅｌ　Ｆｅｌｇｅｎｈａｕｅｒ．Ｔｈｅ　Ｋｕｒｉｌ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ａ　Ｋｅｙ　ｔｏ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Ｔｈｅ　Ｊａｍｅｓ－

ｔｏｗ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４Ｎｏｖ　２０１０［ＥＢ／ＯＬ］．ｈｔｔｐ：／／

ｗｗｗ．ｊａｍｅｓｔｏｗｎ．ｏｒｇ／ｓｉｎｇｌｅ／？ｎｏ＿ｃａｃｈｅ＝１＆ｔｘ＿

ｔｔｎｅｗｓ％５Ｂｔｔ＿ｎｅｗｓ％５Ｄ＝３７１２７．

·２４·



［２９］　Ｔｈｅ　Ｋｕｒｉｌ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Ｄｉｓｐｕｔｅ，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７［ＥＢ／ＯＬ］．ｈｔ－
ｔｐ：／／ｗｗｗ１．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ｄｕ／ｔｅｄ／ｉｃｅ／ｋｕｒｉｌｅ．ｈｔｍ．

［３０］　吴大辉．俄日 岛 争：难 以 破 解 的 外 交 死 结［Ｊ］．当 代

世界，２０１０，（１２）．
［３１］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ＥＢ／

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ｕｓｓｉａ－ｅｍｂ．ｊｐ／ｅｎｇｌｉｓｈ／ｅｍｂａｓ－
ｓ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ｈｔｍｌ．

［３２］　Ｏｌｅｇ　Ｂａｒａｂａｎｏｖ．Ｔｉｍｏｆｅｉ　Ｂｏｒｄａｃｈｅｖ，Ｓｉｂｅｒ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　ａｓ　ａ　ｐａｔｈ　ｔｏ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

Ｒｕｓｓｉａ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２０１２，（１２）．
［３３］　 Ｍａｙａ　Ｄｙａｋｉｎａ．Ｒｕｓｓｉａ　ｗｒｉｔｅｓ　ｏｆｆ　９０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ｓ　ｄｅｂｔ，Ｒｅｕｔｅｒｓ，１８Ｓｅｐ　２０１２［ＥＢ／

ＯＬ ］．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０１２／０９／１８／ｕｓ－ｋｏｒｅａ－ｎｏｒｔｈ－ｄｅｂｔ－ｉｄＵＳＢＲＥ８８Ｈ０Ｎ

Ｈ２０１２０９１８．
［３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Ｋｏ－

ｒｅａ［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ｕｓｓｉａｎ－ｅｍｂａｓｓｙ．ｏｒ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ｈｔｍｌ．
［３５］　Ｓｅｏｕｌ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ｐｅａ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ｕｓｓｉａ，

Ｎ．Ｋｏｒｅａ，ＲＩＡ　Ｎｏｖｏｓｔｉ，２１ Ｊａｎ　２００８ ［ＥＢ／

ＯＬ］．ｈｔｔｐ：／／ｅｎ．ｒｉａｎ．ｒｕ／ｗｏｒｌｄ／２００８０１２１／９７４５７７５

１－ｓｅｎｄ．ｈｔｍｌ？ｉｄ＝．
［３６］　俄 罗 斯 去 年 武 器 卖 得 好［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

ｒｉａ－ｓｉｂｉｒ．ｃｏｍ／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２０１３／０４１２／１７６．ｈｔｍｌ．
［３７］　Ｐｕｔｉｎ　ｅｘｐｅｃｔｓ　ｈｉｓ　ｖｉｓｉｔ　ｔｏ　ｂｏｏｓｔ　Ｒｕｓｓｉａ－Ｖｉｅｔｎａｍ　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Ｖｏｉｃｅ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１２Ｎｏｖ　２０１３［ＥＢ／

ＯＬ］．ｈｔｔｐ：／／ｖｏｉｃｅｏｆｒｕｓｓｉａ．ｃｏｍ／ｎｅｗｓ／２０１３＿１１＿

１２／Ｐｕｔｉｎ－ｅｘｐｅｃｔｓ－ｈｉｓ－ｖｉｓｉｔ－ｔｏ－ｂｏｏｓｔ－Ｒｕｓｓｉａ－Ｖｉｅｔ－
ｎａｍ－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４２３７／．

［３８］　俄罗斯与缅 甸 的 军 事 合 作 前 景 广 阔［ＥＢ／ＯＬ］．ｈｔ－
ｔｐ：／／ｒａｄｉｏｖｒ．ｃｏｍ．ｃｎ／２０１３＿０７＿０４／２２５６２８１３６／．

［３９］　柳丰华．俄罗斯的东进政策：成就、问题与走势［Ｊ］．
俄罗斯学刊，２０１３，（１）．

［责任编校：张京梅］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Ｅａｓｔｗａｒｄ　Ｓｈｉｆｔ：Ａ　Ｌｏｎｇ　Ｗａｙ　ｔｏ　Ｇｏ

ＬＵ　Ｃｈａｎｇ－ｈｏ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ａｗ，Ａｎｈｕ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Ｂｅｎｇｂｕ，Ａｎｈｕｉ，２３３０４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Ｒｕｓｓｉａ’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ｅａｓｔｗａｒｄ　ｓｈｉｆｔ　ａｉｍ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　ｏｆ　Ａ－
ｓｉａ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ｉｔｓ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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