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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據上文，指出習近平出席冬奧會開幕式，說明現在中俄正處於甚麼
關係？

2.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指出70多年來中俄關係的變化。

3.你認為中俄兩國政府應該採取什麼措施，加強兩國關係呢？

4.在中俄發展關係的同時，香港可以發揮什麼角色呢？請舉例說明。

5.試討論習近平出席俄冬奧會開幕式對中俄關係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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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背景：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專程前赴俄羅斯
出席冬季奧運會開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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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謂「沒有永遠的朋友，亦沒有永遠的敵人」，
同樣地，在中俄關係的發展中，既有利好的一面，亦
有負面的一面。

美國施壓 共同應對
美國雖然重視發展與中俄的關係，但

對兩國的戰略擠壓並沒減弱。一方面，近年美國加快
重返亞洲，表面聲稱對東海和南海主權爭議不持立
場，但又明顯偏幫日本和菲律賓，令中國備受壓力。
另一方面，奧巴馬高調「重啟」對俄關係，但也從

未降低過對俄的敵意，包括拒絕俄羅斯提出的建立統
一歐洲安全構架和建立聯合反導系統建議，以及不斷
滲透和瓦解俄羅斯主導的獨聯體，意圖削弱俄國的影
響力。面對美國的壓力，中俄均有相互借重、共同抵
禦外部壓力的戰略需求。

各有優勢 經濟互補
中國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經濟實力大增，外匯儲
備充裕，具有擴大對外投資的能力；同時，中國亦成
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費市場。俄國是天然氣大國，又
與中國比鄰，作為中國潛在能源供應國的作用獨一無
二。兩國在經濟方面各有自己的優勢，互補性很強。

穩定發展 兩國所欲
近年來，中俄兩國均積極發展國內經濟。在發展經
濟過程中，兩國都需要有一個和平、安全、穩定的國
際環境，特別是周邊環境。中俄兩國只有由對手變成
了朋友和夥伴，兩國才不用再拿出巨大的資源防備對
方，而是可以集中力量搞建設、發展自己。

國際事務 看法一致
中俄兩國均主張建立一個多級的世界，用和平手段

解決爭端，在國際秩序中堅持以聯合國為核心發揮主
要作用等。因此，中俄在許多重大國際問題如朝核問
題等方面，兩國的看法和主張基本一致，所以中俄兩
國建立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是有着共同合作基礎
的。

經貿合作 基礎薄弱
中俄兩國的經貿合作薄弱，關係基

礎不牢固。2011年，中俄雙邊貿易額達到近800億美
元，較前年大幅增加了40%，但相比中國和美國或歐
洲的雙邊貿易額仍有一段相當大的距離。普京對此明
確指出：「俄中兩國在第三國的商業利益遠非所有時
候都相符，兩國現行貿易結構不完全令我國滿意，兩
國相互投資水平低。」

俄國內存「中國威脅論」
俄國軍隊內部就有意見擔心中國日益強大的經濟力

量轉變成軍事力量。因為隨着台海關係日益緩和，中
國軍隊開始把注意力轉向北方（俄國和西伯利亞地
區）。為避免太過落後於中美兩國，俄軍近年不斷調
整靠近中國的遠東地區軍事部署。
此外，俄國也一直擔心中國會滲透到一向是俄國的

勢力版圖的中亞地區。中國經常提出多領域合作的口
號，即創建自由貿易區。但俄羅斯則給該建議踩了剎
車，因為俄羅斯認為建立自由貿易區對自己並不利。
故俄羅斯一直積極推動印度加入上合組織，希望利用
印度平衡中國在上合組織中的影響力。

中方投資 俄方阻撓
現時，越來越多來自中、日等亞洲國家的勞工進入

西伯利亞謀生。中國人的大批到來讓俄羅斯政府左右
為難，生怕西伯利亞很快成為中國人的天下。雖然中
俄兩國元首批准了《中國東北地區與俄羅斯遠東及東
西伯利亞地區合作規劃綱要（2009—2018年）》，中
方開始對聯合專案投資，但俄羅斯地方卻千方百計阻
撓專案實施，導致綱要形同「一紙空文」。

兩國企業 軍售競爭
俄國一直認為伊朗和敘利亞等潛在軍售市場也逐漸

被中國所控，直接影響到俄羅斯軍火出口。
而越南是在南中國海與中國海洋爭端最為激烈

的國家之一，為了獲得有利地位，近年越南不斷
增強自己的軍事實力，而俄國正好
是越南最大的軍火供應商。中國對
俄羅斯一直向越南出口先進武器有
不少怨言。

■■習近平親切看望索契冬奧會中國習近平親切看望索契冬奧會中國
體育代表團體育代表團。。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月10日，普京（右
一）與索契冬奧會中國
體育代表團成員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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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關係

日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專程前赴俄羅斯索契出席第二十二屆冬季奧運會開幕

式。這是習近平自去年3月就任國家主席以來，連續

第二年到訪俄羅斯，也是中俄兩國元首在不到一年內

第六次晤談。因此，不少學者認為，此體現了中俄關

係越來越密切。那麼，有關說法是否正確？筆者將於

下文和大家一一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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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密切

習主席赴俄挺冬奧
四年一屆的冬季奧運會於上周五在俄羅斯大城市索

契開幕。在美、法、德、英等國家元首均缺席的情況
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高調出席撐場，令本屆冬季
奧運會不致於完全失色。

反映中俄正處蜜月
習近平在當地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面時，雙方就加

強兩國合作達成重要共識，包括宣布啓動2014年和
2015年中俄青年友好交流年活動等。有分析指，習近平在此次訪俄，反映出近年中俄之間的蜜
月關係。一方面，參加索契冬奧會開幕式是中國最高領導人首次出席境外大型體育活動開幕
禮，除了表明中國對俄羅斯舉辦冬奧會的支持，也有意協助俄國化解西方國家對俄國冬季奧運
會的抵制。另一方面，在冬奧會期間，普京會見了日本、土耳其、荷
蘭和吉爾吉斯斯坦等外國領導人，但普京選擇率先和習近平會談，相
當於俄國發出最重視中國的訊息。

中俄兩國有着4,300多公里的漫長
邊界，以及近400年的交往歷史。在
過去70多年中，中俄關係的發展起
伏不定。

中蘇階段：
從「老大哥」到「大論戰」
上世紀50年代，中蘇兩國結成同

盟，簽訂了為期30年的《中蘇友好
同盟條約》，蘇聯在新中國建國初
期，向中國提供3億美元貸款，利息
1%，為期5年。蘇聯的3億美元貸款
按1950年匯率折算人民幣約合9億
元，在3年恢復時期中國中央政府總
投資近63億元中，所佔比例高達
14.3%。
不過從1960年到1968年，中蘇兩

黨展開了近十年的中蘇大論戰。
1960年，蘇聯單方面決定撤走在中
國工作的專家，撕毀全部經濟技術合
作協定，兩國之後又在邊界地區爆發
了珍寶島大規模武裝衝突，一度處於

核大戰邊緣。
到了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台後，蘇聯開始

實行較為緩和的外交政策，得到中國方面的積
極回應。1989年，戈爾巴喬夫訪華，雙方關係
恢復。

中俄階段：
提升至「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1991年蘇聯解體後，中俄兩國在莫斯科簽署
《會談紀要》，旨在解決了兩國關係的繼承問
題。1992年，中俄兩國宣布「相互視為友好國
家」。1996年，中俄兩國關係又邁上了一個台
階，宣布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進入新世紀
以來，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進入了一個加速
發展的階段。2001年 7月 16日，雙方簽署
《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將兩國人民「世
代友好、永不為敵」的和平思想用法律形式確
定下來，為兩國關係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法律
基礎。
2011年，時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中俄

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10周年慶祝會上表
示，中俄要發展「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
繁榮、世代友好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至此，中俄的「戰略協
作夥伴關係」提升為
「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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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起點新起點中俄中俄
合作再升溫合作再升溫

現代中國＋全球化

表面風平浪靜 內裡暗潮洶湧

利好

結語
現在的中俄關係，已經不是以往過

度親密和過分敵對的極端狀態，而是

一種正常的大國關係。在這種關係之

下，中俄兩國有戰略協作，但不是盟

友，兩國之間也有矛盾和競爭，但不

存在根本的利益分歧。隨着中俄兩國

的發展，兩國在亞太、在中亞甚至在

世界範圍內都會有競爭，也會有合

作。這將成為中俄關係的一種常態。

70年關係變化：
中蘇階段：從「老大
哥」到「大論戰」
中俄階段：提升至「全
面戰略夥伴關係」

■習近平和普京共同與參加敘利亞化學武器海運聯
合護航的中俄軍艦艦長視頻通話。 資料圖片

■■圖為圖為「「和平使命—和平使命—20132013」」中中
俄聯合反恐軍演實兵演習俄聯合反恐軍演實兵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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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利好

共同面對 美國壓力
各有優勢 經濟互補
彼此友好 符合利益
國際事務 看法一致

負面

經貿合作 基礎薄弱
俄國內存「中國威脅論」
中方投資 俄方阻撓
兩國企業 軍售競爭

■■習近平向中國代習近平向中國代
表團奧運健兒揮手表團奧運健兒揮手
致意致意。。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