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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哉——参中俄青年学者论坛之想 

 

☉执笔人：尹振涛  yinzhentao@126.com 

           

前几天，我应邀参加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俄罗斯科学院共同主办的“中俄人文

社科青年学者论坛”，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携手共进、面向未来——推动中俄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来自中国社科院、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俄罗斯文化中心、

俄罗斯科学院和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的青年专家和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 

会前，院团委书记闫小娜让我写一个会议综述，因此，参会的时候我进行了认真

的笔记。会后，在整理发言材料的时候又有幸收到了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胡冰川兄的参

会感想，认真拜读后，启发颇多。因此，在胡兄大作的基础上，再结合我的记录和体

会，完成此稿，以供审阅。 

一、关于乌克兰危机问题 

“乌克兰危机”可能是今天会议中谈的最多的问题，甚至使馆的官员也破例向中

国学者提问。俄东所研究员庞大鹏认为：乌克兰危机是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与西方冲

突的一次总爆发，但这次危机不会引起一场更大局部的战争。美国是其中的最大受益

国，因为美国善于在热点地区制造可控冲突并从中渔利；俄美双边妥协的必要条件是

重新达到新的战略平衡，同时乌克兰最终的导向将是俄国与西方关系的桥头堡。但是

世经政所研究员欧阳向英则认为，如果乌克兰仍一意孤行，这场危机前景让人担忧。

同时，美国高估了自身的能力以及在东欧地区的影响力，也忽视了国战略格局的新变

化。关于最终的制度选择，她认为乌克兰最终更可能倾向于芬兰模式，即与美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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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关系又不完全脱离俄罗斯阵营。关于乌克兰危机，俄罗斯年轻学者基本上选择了

回避发表自己的看法，可能与该问题过于敏感有关。 

二、关于中俄双边关系 

欧亚所所长李永全在致辞中说到，中国与俄罗斯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既不是因为

意识形态一致，也不是因为领导人的友好与人民友谊，尽管这些都是双边关系重要因

素，但是最核心的问题是中俄之间长期存在共同的战略利益。庞大鹏更是引用了习总

书记的观点，认为当今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是全球双边合作的典范。俄罗斯

远东联邦大学中国学教研室助教库什尼尔则十分有趣的研究了普京形象对中俄关系

的影响问题。通过研究，他认为最近中俄关系的改善并提高了历史最高点，与越来越

多的中国人喜欢并欣赏普京有一定的关系。虽然，在经贸领域更加看重双方的经济利

益，但在文化、艺术以及旅游等领域，这一影响尤为突出。因此，他建议中国国家领

导人也应该重视个人的形象与宣传，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国家领导人的日常起居及个

人情况，对增强双方的互信十分有益。 

三、关于中俄经贸合作 

在提问环节，一位俄罗斯学者问到“中国会不会借当前乌克兰危机压低俄罗斯天

然气价格，同时由于中国页岩气的开发是否将来会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需求”。这

个问题非常尖锐，但是也的确很抓人，亚太所富景筠的回答也同样具有外交部发言人

的风格，他指出中俄双边天然气进口价格属于商业谈判范畴，价格是保密的，同时还

要参考国际能源市场的价格。同时，由于中国对天然气的需求很大，因此，合约价格

应该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当前中国页岩气的开发仍面临着环境、技术等问题，尚不足

以进行商业开发，因此短期内不会减少了俄罗斯能源的需求。胡冰川博士也问了一个

关于农机过境关税的问题，本次俄方代表团团长、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

与民族学所青年学者伊万诺夫的回应也很有意思，他说当前中国在俄罗斯远东的农业

投资很多，农产品在远东也占很大市场，同时也获得了当地的积极评价。此回答避重

就轻，颇具外交辞令。 

四、关于俄罗斯远东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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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及中俄关系，不可能回避远东地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的萨夫琴科在“俄

罗斯远东地区吸引中国投资的政治条件”的主旨报告中提到，曾经俄罗斯一直害怕失

去远东，甚至试图通过吸引美资来稀释中国在远东的投资，而普金也曾经提出从里斯

本到海参崴的的战略构想。但是，受到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变化的影响，俄罗斯对远东

地区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缘政治进行重要调整，对美日韩采取收紧政策，而

逐步加快对中国的开放。在提问环节，他竟然被一位同样来自俄罗斯的学者提问，“对

于俄罗斯的远东来说，是中国的威胁大还是俄罗斯的腐败影响大”。他认为对于俄罗

斯来说，中国威胁论被夸大了，同时必须依赖中国，才能共同对抗西方。俄罗斯科学

院远东所学者萨夫琴科认为远东地区对俄罗斯的发展意义重大，随着俄罗斯对远东地

区的地缘政治改善、政治环境的优化以及相关优惠政策的出台，其吸引外部资金的政

治条件基本成熟，吸引力也在不断扩大。俄罗斯积极寻求外部力量的支持，其中与中

国的合作成为首要力量。一位中国学者问及“俄罗斯是如何看待中国在北冰洋的存

在”，此问题虽然尖锐，但俄罗斯学者马克列茨基回答倒也冠冕堂皇，有点外交部发

言人的味道，他说北冰洋涉及国际运输，双方不一定只有竞争关系，而是有合作可能

的。 

五、其他演讲主题 

双方学者还就本国的一些热点问题或本人的研究兴趣等问题，与大家分享。俄方

代表团中仅有了两位金发碧眼的美女学者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两个小众问题。俄罗斯科

学院东方学所中国研究室学者布达耶娃是研究音乐理论的，她认为中国京剧博大精

深，但并未被音乐理论界充分的重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中文的普及，

京剧乐谱的不完整、京剧发音的独特性以及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了解的不充分等。因

此，她建议中国学者应重视对京剧音乐理论的研究，并通过各种方法引起国际学术界

的重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学者基琴科则阐述了毒品贩运问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及

中俄如何加强合作解决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毒品贩运愈演愈烈，并波及到艾滋病及

恐怖主义等国际性问题，其严重的危害性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在双边和

多边关系中，非传统安全问题很容易达成一致，并能够得到较好的贯彻和实施。中俄

双方应进一步加强这些领域的合作，搭建更多的执行平台，对有效的遏制恐怖极端主

义和民族分裂主义有着重要的作用。中方学者就中国经济“新常态“、中国医疗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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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中国城镇化与公民公平感、人民币国际化、中国的法治建设等问题进行讨论，

在此就不多冗述。 

六、话外之音 

会议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圆满闭幕，但是，仍有几点体会。一是，虽然俄罗斯学

者纷纷表明坚定的立场，认为中国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但从字里行间还是能

够感觉到对中国经济实力提升所带来的危机感，这一点在谈及北冰洋、远东地区以及

天然气谈判等问题上都体现的出来。可见，中国的快速崛起的确让对方很难接受和适

应，同时中国崛起后也可能降低其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发言权。这些恐惧的根源是

无知，为解决这一问题势必要增加双方各层面的了解互信，但要实现这一点谈何容易。

从民间来看，中国人对俄罗斯人也是极其戒备的，毕竟中国人曾经也吃过不少苦头。

二是，中俄两国学者话语体系迥然两异。俄罗斯青年学者谈及更多的是上合组织、新

丝绸之路、金砖五国，这可能与大多学者来自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有关。相对而言，

由于中国学者来自中国社科院的各个研究所，其谈论的内容则更为宽泛，且研究范式

和方法更为西方化。例如，法学所支振锋副研究员在阐述其研究成果的时候，说当前

中国和俄罗斯的法治程度得分都很低。这一论断并未引起中国学者的反驳，倒是伊万

诺夫比较敏感，认为这个评价带有明显的西方歧视和偏见。可以这样认为，当前从青

年学者的层面，学术交流越来越务实。三，也是不得不说的一点，俄罗斯代表团中小

伙儿都各个精神帅气，也有金发碧眼但仍显东方面孔的“爹五十卡”（姑娘），为此次

会议增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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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评论（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Review）》为内部交流刊物，报告

中所引用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以下简称“研

究基地”）对所引用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文中的观点、内容、结论仅供参考，研

究基地不承担因使用本信息材料而产生的任何责任。本刊物的文字内容归研究基地所有，任何单位

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使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设立的院级非实体性

研究单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作为主管单位，专门从事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领域的重要

理论和实际问题研究。 

地址：中国北京朝阳区曙光西里 28号中冶大厦 11层 1101 室 

邮编：100028 

网址：http://www.flr-cass.org 

电话: +(8610)59868205 

E-mail: flr-cass@cas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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