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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深化新型大国关系为目标的
中俄合作发展探究

———从“冰上丝绸之路”到“蓝色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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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和俄罗斯建交七十年来的政治外交关系不断发展，现已逐步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

范。中俄借助国家间的互补关系开展了诸多合作项目，并在悠久的合作进程中取得较为瞩目

的成就。但在新型大国关系合作理论视阈中考察两国合作，可发现其在合作能力、合作机制、
合作维度等方面存在不足。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拓展了两国在海洋领域的合作空间，亦

弥补了现行合作的不足，在其建设过程中可从宏观规划、地方合作、互联互通等领域拓宽合作

维度。随着两国蓝色合作进程不断推进，建立以“冰上丝绸之路”为新起点的中俄蓝色伙伴关

系势在必行。蓝色伙伴关系理念可为深化中俄新型大国关系内涵、构建周边海洋命运共同体

提供可持续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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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是中国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下提出的一大

创新外交理念。中国和俄罗斯的外交渊源深

远，在两国多年的努力下，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在新型大国关系

外交理念的支撑下，两国如何通过合作突破现

有关系的发展局限，进一步深化中俄关系? 中

俄共建的“冰上丝绸之路”能否在两国合作的短

板领域起到补充作用? 现有新型大国关系合作

框架下中俄发展“蓝色伙伴关系”的前景如何?

下文以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与深化为线

索，并以“冰上丝绸之路”和蓝色伙伴关系为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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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分析两国关系现存不足，继而探索深化中俄

新型大国关系以及构建周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

现实路径。

一、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

及合作特征

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中的关键一环，指导着中国与世界其他大国的

交往模式。201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

联邦关于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的联合声明》明确提出中俄要建立长期稳定

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共同发展和共

同繁荣。①

1．1 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重点与不足

中国与俄罗斯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

中，应如何把握建设重点以保持两国关系的可

持续进步? 两国各领域发展又存在何种不足并

如何完善? 下文拟通过对中俄新型大国关系内

涵的分析以及两国多年交往经验的梳理给出最

优解决方案。
( 1) 中俄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重点

中国与俄罗斯自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经

历了从“友好国家”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再

到独一无二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转

变，此次升级为新型大国关系标志着两国已经

在外交和政治层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互信

高度和战略协作深度。② 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

与世界各大国间不同外交关系的总称，在中国

已建立的多对新型大国关系中，中俄关系被认

为系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③ 相较于中美关系

关注提升战略互信、中欧关系不断加强战略互

动、中日关系努力做到战略互惠，中俄关系的建

设关键则在于战略互补。中俄间战略互补的选

择是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需

求，不仅有利于中俄两国国内综合实力的提升，

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④

中国与俄罗斯的互补性关系贯穿于安全、
经济、能源等多个领域，这使得两国能够取他国

之长补本国之短，从而达到共赢的发展效果。
在安全领域，中俄的地缘位置使得两国需要共

同面对周边的传统安全及非传统安全问题，在

维护和平的原则下，中俄两国在理论构建、技术

研发方面都可相互借鉴。而两国在能源、经济

等领域的互补关系可通过“冰上丝绸之路”得以

体现。在能源领域，中国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

对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而俄罗斯石油和天然

气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供需差距成为两国能

源互补的重要前提。亚马尔项目的建设有助于

向中国供应天然气资源，“冰上丝绸之路”则为

天然气出口提供了便利的海上运输通道。在经

济领域，俄罗斯的经济发展状况使得其在基础

设施建设、能源开发和北极治理方面仍存在大

量的资金缺口，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增速

放缓的形势下，中俄可进一步发挥互补优势，为

各自发展振兴和经济转型升级增添助力。早在

共建“冰上丝绸之路”还未完全确定之前，俄罗

斯就曾多次表示欢迎中国参与俄北方海航道的

建设，⑤尤其是中国充沛的外汇储备和稳中求进

的经济发展态势能够很大程度上弥补俄罗斯融

资方面的不足。
中国与俄罗斯存在诸多利益互补点，同时

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资源可持续开发、海
洋搜救等蓝色领域也面临愈来愈多的共同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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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研究》，2013 年第 3 期，第 9－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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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鉴于上述事项可能产生区域性或全球性的

影响，亟需中俄两国以合作的形式共同应对。
( 2) 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不足

中俄多年来伙伴关系的持续良好演进，表

明了两国已具备高度的政治互信与丰富的合作

基础。但是现有的中俄关系还存在些许不足，

与两国理想中的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目标仍有差

距。首先，中俄民间及学界仍存疑虑心态。目

前，有少数俄罗斯学者担心中俄间合作的不断

加强可能致使俄罗斯在经济上成为“中国的附

庸”、在政治上“被中国的阴影遮盖”。① 虽然中

俄政府间政治互信程度较高，但是学界及民众

的不信任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两国外交政策的

制定与合作项目的开展。其次，与中美、中欧其

他新型大国关系相比，中俄在经济领域的合作

成果与两国间的密切关系不相匹配，出现了“政

府预期较高、市场机制薄弱、企业动力不足”等

问题。② 虽然两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该问题，但是

在国际经济态势下行、中俄面临经济转型压力

的现实背景下，提升两国双边贸易量并非易事。
最后，中俄间的双边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

国家和世界政治局势的影响，其中美国的因素

最为直接和明显。如果说美国对中俄的疏远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两国的交往密度，那么如何在

外部压力发生变化时继续保持中俄关系的良好

发展仍值得思考。

1．2 以合作突破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局限

中俄互为地理上的最大邻国，通过双边合

作在历史上积累了互利共赢的宝贵经验。近年

来中俄合作日益增强，为两国发展提供了诸多

宝贵的机遇与支持。中俄在“新型大国关系”建

设中开展合作不仅是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更

是在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时，维护两国国

家利益、履行新兴大国国际责任所作出的最佳

选择。③

( 1) 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合作意涵

从“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任何第三国”的

新型国家关系发展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

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

的内涵定位决定了两国在应对交往过程中的问

题时将“合作共赢”置于首位。首先，中俄新型

大国关系建立在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

础上，不是“依附与被依附、从属与被从属”的关

系。④ 其次，中俄新型大关系是“结伴而不结盟”
的状态，结盟意味着双方有共同的对抗目标，但

是新型大国关系下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⑤

这一态度表明两国间的合作秉持着和平友好的

态度，不限制双方与他国的交往与合作，更非挑

战他国而进行合作。最后，中俄新型大国关系

视阈中的合作超越了国家自身意识形态，除重

视两国物质基础还加大了合作理念的培育与合

作机制的建构，⑥推动双方合作向着可持续发展

的目标迈进。
新型大国关系理论以其全新的国际交往理

念丰富了国际合作理论，以往国际关系理论如

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中的合作只

是国家交往的一种形式，新型大国关系则将合

作共赢置于大国交往的核心地位，突破了大国

间以冲突和竞争为主的传统关系。对中国而

言，合作不是简单的政治宣传口号，而是发展到

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反映了中国在国际体系

中的基本态度。⑦ 大国关系日益紧密和多国利

益不断融合的现状不仅削弱了大国对抗的风

险，也降低了彼此进行结盟对抗他国的意愿。
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要求大国走出零和博弈的

困境，通过合作共赢的国家交往方式提高两国

的政治互信、促进经济共同发展、在世界多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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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时代以合作代替冲突和对抗。
( 2) 合作共赢对深化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

作用

经济发展低迷、地缘政治冲突、恐怖主义、
大国对抗等问题使得中俄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

难以独善其身。以往零和博弈的国家关系已不

适合如今的国际环境，①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

化、文化多样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背景要

求国家间不断深化合作。面对两国新型大国关

系建设中存在的不足，唯有继续深化合作方能

为两国带来共赢的局面。
当今世界正从单极化向多极化过渡，国际

环境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促使中俄两国在构建新

型国际秩序、加强全球治理、促进国际力量平衡

方面强化协作，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② 尽管

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主义不断

有新的变化，但是各国利益日益融合，合作共赢

乃当今世界大势所趋。中国和俄罗斯长期良好

且稳定的合作状态不仅能够使得两国在复杂的

国际政治环境和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发展本

国综合实力，亦为其他大国的交往模式提供了

宝贵的经验。

二、深化新型大国关系对中俄

合作发展的要求

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建立在两国长期

的伙伴关系交往基础上，现阶段深化中俄新型

大国关系的目标对中俄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型大国关系下两国的合作应达到何种标准，

又需做出怎样的改变以满足新型大国关系合作

理论的预期? 下文将在对比现有合作与新型大

国关系合作目标后分析其存在的不足，为今后

两国合作的发展方向提供思路。

2．1 基于新型大国关系合作理论的中俄合作目标

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理论对国际合作意涵进

行了扩充与重释。理想的合作状态兼顾了两国

当下的共同利益，以及未来更具发展前景的合

作共赢。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代表

着两国已经跨越了冲突和对抗的阶段，在保持

相互尊重的同时继续发展“合作共赢”关系成为

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落脚点。在现有合作的基

础上，两国间合作有必要满足不同层面的要求，

以达 到 深 化 中 俄 新 型 大 国 关 系 中“共 赢”的

目标。
首先，中俄合作既需要浓厚的合作意愿，也

需要与之匹配的合作能力加以保障。纯粹的物

质因素无法完整地解释和预测国家实践，而国

家间的共有观念即合作意愿赋予物质性因素以

意义。③ 唯有在国家层面确认了双方的合作方

向方能在宏观上为开展具体合作项目提供一条

正确的路径。但是仅有政治上的共识还只是

“空中楼阁”，从长远来看，为了稳定两国间的战

略协作关系并推动其不断发展，确保两国间友

好关系的不可逆性，④需要借助高水平的经贸合

作，为国家发展和两国合作奠定稳定的物质基

础。合作意向是合作的开始，合作能力则是保

障合作持续发展的重点。加强两国合作能力是

提高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增大合作深度和广度

的长久之计。
其次，中俄合作应具备领域的多样化和空

间的立体化，既包括传统安全领域合作，也有必

要将安全合作拓展至环境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

域，同时包括经济、科技、人文等一般性事项合

作。多领域合作的开展可覆盖陆海空三大空间

类型，进而形成全方位的战略合作。中俄新型

大国关系建立在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的基础之上，要求两国间合作除聚焦于传统领

域还可积极扩展至新兴行业，尤其是符合两国

国家发展战略的领域，以扩展合作的广度。
再次，横跨中央地方两个维度的中俄合作，

将逐步扩展两国合作的深度。中俄地方合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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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刘丹:“中俄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探析”，《俄罗斯学刊》，

2015 年第 5 期，第 32－40 页。
王海运:“新形势下的中俄关系”，《俄罗斯学刊》，2014 年

第 5 期，第 36－44 页。
宋秀琚:“浅析建构主义的国际合作论”，《社会主义研

究》，2005 年第 5 期，第 117－119 页。
张学昆著:《中俄关系的演变与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2013 年版，第 2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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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间合作的产物，得益于两国长期以来在高

度政治互信基础上取得的诸多合作成果。全国

性合作项目在国家战略层面具有全局引领的作

用，国家层面合作发展至一定水平，地方层面合

作也将应运而生，进而在地方层面为双方经贸、
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带来不竭动力。中

俄地方政府和企业若能抓住中央积极倡导地方

合作的契机，将会为两国毗邻地区的稳定和繁

荣发挥重要作用。
最后，中俄合作发展至一定程度将不止从

双边利益出发，而是通过大国责任的履行增强

两国的国际话语权，将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影

响力通过双边关系辐射到周边，乃至全球范围。
这一创新性国际关系的建立除了基于发展两国

经济的需求，更是在全球性问题多发的环境下

为维护全人类利益所做的选择。因此，中俄合

作的眼光并非仅局限于国家利益，而是将其与

全人 类 利 益 结 合，发 挥 大 国 在 国 际 舞 台 上 的

作用。

2．2 新型大国关系目标下中俄合作的发展方向

中俄合作虽已获得显著成果，但以深化新

型大国关系为目标，两国间合作仍与目标间存

在一定差距，唯有洞察现存不足方能明确两国

今后合作的进路。
( 1) 增强合作能力使之与合作意愿匹配

随着中俄间的伙伴关系从“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跃升至新型大国关系，两国间可通过

提升合作创新能力、合作对接能力、合作落实能

力与合作意愿相匹配。之后以切实的合作实践

增强两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不仅符合两国各

自的发展战略，更能为今后中俄新型大国关系

的建设提供物质保障。中俄正在依托《关于丝

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

作的联合声明》，①实现两国经济建设的对接。
而“冰上丝绸之路”作为“一带一路”的新延伸，

更是增强两国北极合作中合作能力的新平台。
( 2) 积极拓展海洋空间合作

中俄两国的海洋合作虽起步晚于陆上合

作，但是在现阶段具有更强的发展潜力。因此

两国可积极拓宽海洋领域合作内容，从海洋经

济、海洋环境保护、航道建设等低政治敏感度领

域着手，同时关注海洋搜救等其他非传统安全

领域合作，形成适宜中俄新型大国关系海洋发

展的合作模式。除在西太平洋开展合作外，还

可特别关注将合作地域拓展至俄罗斯北极地

区。近年来，中俄北极合作受到两国从中央政

府到地方企业的多方关注，中俄北极合作的地

域广泛性和主体多样性将逐步加强。
( 3) 提高多层次合作机制完整度

新型大国关系中的伙伴关系和大国属性要

求中俄合作需建立地方、国家、全球三个层次的

合作机制。新型大国关系是指导两国合作的总

体框架，首先可将国家层面的友好协商理念传

递至地方，减少两国民间的不安情绪; 其次可积

极寻求两国的利益共同点，提高双方合作意愿，

提升项目落实的能力; 最后，互联互通是地方合

作的重要纽带，通过提高地方间经济通道的顺

畅度，为今后多领域合作奠定基础。
中俄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

多边合作框架下已经逐步建立了针对国际事务

的统一立场和态度，并在推动世界多边主义发

展的进程中积极合作。在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

下，两国有必要在更多关切全人类共同利益的

新领域加强合作，深化两国在地区以及全球性

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等

北极合作可在纵深发展两国地方合作的同时强

化国家层面的合作，并在北极治理等跨区域问

题上为两国多边框架下的合作提供机遇。

三、“冰上丝绸之路”对中俄合作

内涵的拓展

为了推进中俄合作向着深化新型大国关系

的目标拓展，两国可借助共建“冰上丝绸之路”
的契机，进一步发掘合作领域、合作地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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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

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 全文) ”，新华网，

2015 年 5 月 9 日，http: / /www．xinhuanet．com / /world /2015－05 /09 /c
_1277808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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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方面新的增长点。“冰上丝绸之路”是两国

经济互补发展的重要纽带，有助于对接两国的

北极政策。以“冰上丝绸之路”带动的其他海洋

领域合作既有利于丰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

内涵，又有利于加强双方海洋经济的发展，有望

为建设适应国家需求的中俄合作提供新思路。

3．1 “冰上丝绸之路”对中俄合作的补充作用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不仅包括建设东

北航道中北方海航道途经港口的基础设施，还

囊括了以“冰上丝绸之路”为依托的蓝色经济、
蓝色科技等一系列衍生产品。“冰上丝绸之路”
建设是中俄合作中一种新的一体化形式，①陆地

拓展至海洋的合作不仅体现了两国发展空间的

扩大，亦是对以往合作交往中不足的完善。
( 1) 提高合作需求层次，改善两国合作能力

“冰上丝绸之路”作为中国和俄罗斯多年合

作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满足了国家的发展需求。
“冰上丝绸之路”以其建设领域的创新性为两国

又好又快地发展经济、挖掘两国经贸增长点提

供了新路径。
中俄两国均处于经济转型和转变经济结构

的过渡阶段，海洋经济逐步成为两国不可忽视

的经济增长点。“冰上丝绸之路”不仅具备一般

航道的属性，更在海洋运输、海洋科技、海洋生

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挥了合作纽带作用，

进一步加快了两国海洋经济等多领域发展的

速度。
( 2) 拓宽合作空间范围，增强两国合作动力

21 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冰上丝绸之路”的

建设将两国的合作重点逐步转向海洋，这一合

作空间的拓展在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态势的同

时，为两国合作提供了新的着力点。通过“经济

外交”等柔性外交途径较采取“硬性外交”将为

两国带来更多的收益。② “冰上丝绸之路”互联

互通的纽带作用将中国与俄罗斯乃至整个欧洲

地区相连接，可以为欧亚地区打造一个新的交

通格局，③借由“冰上丝绸之路”这一经济通道加

强与俄罗斯的合作，不仅可以提升中国的海洋

软实力、增强中俄海洋合作动力，还将传达中俄

蓝色、和平、可持续的海洋发展理念。
( 3) 完善多层次合作机制，落实两国合作

项目

中国和俄罗斯的中央政府多年来一直呼吁

加快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中国东北地区的合作建

设，但是由于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加之靠

近中国边境地区的俄罗斯民众仍对中国存在防

备心理，④地方合作的潜力未得到充分挖掘。中

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是“冰上丝绸之

路”的东部端点和枢纽，“冰上丝绸之路”在双边

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通道运输领域为中俄地方

合作创建了新的合作平台。
东北航道作为现有航运通道的重要补充，

其航运价值和战略地位不断受到全世界的关

注。在联合国和北极理事会的合作框架下，俄

罗斯最新组建的北极委员会倡导在北极地区与

他国开展合作，⑤中国等北极利益攸关方也开始

加大在北极事务上的参与度。“冰上丝绸之路”
建设和中俄北极可持续开发合作可成为两国合

作的新增速点，⑥在国际合作层面，“冰上丝绸之

路”也将成为中俄合作参与北极治理体系的全

新国际舞台。
( 4) 建立长远战略协作，弥补非传统安全合

作不足

虽然现今“冰上丝绸之路”的通航状况仍受

到一定质疑，但从长远来看，中俄共建的“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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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Брифинг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 МИД России
М．В．Захаровой，Москва，9 ноября 2017 года”，9 ноября 2017
года， http: / /www． mid． ru / ru /brifingi / － /asset _ publisher /
MCZ7HQuMdqBY /content / id /2943560．

Christine Ｒ． Guluzian，“Making Inroads: China’s New Silk
Ｒoad Initiative”，Cato Journal，Vol．37，No．1，2017，pp．135－147．相
较于政治和军事等高阶政治外交方式，经济、文化等外交形式更具

柔和性。
邓洁: “俄罗斯驻华大使: 欢迎中方积极参与北方航道的

开发和利用”，人民网，2017 年 7 月 5 日，http: / /world． people． com．
cn /n1 /2017 /0705 /c1002－29383470．html。

赵鸣文:“中俄关系: 在复杂形势下奋力前行”，《当代世

界》，2017 年第 3 期，第 27 页。
“Утвержден новый состав Госкомиссии по Арктике”，

12 декабря 2018， http: / /www． arctic － info． ru /news /politika /
Utverzhden_novyy_sostav_Goskomissii_po_Arktike_ / ．

赵隆:“中俄北极可持续发展合作: 挑战与路径”，《国际

问题研究》，2018 年第 4 期，第 49－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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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将成为两国缓解西方压力及开展北

极经济、环境、非传统安全合作的重要蓝色通

道。不论是中国面临的潜在能源安全问题亦或

是俄罗斯北极建设中的资金困境，西方国家的

影响短时间内难以被单一国家解决。《中国的

北极政策》亦或《2020 年前俄罗斯联邦北极地

区发展和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都将合作共建北

极航道作为开发北极的重要途径。“冰上丝绸

之路”一方面可以为中俄能源合作开拓全新地

域范围，改善中国的能源安全状况，另一方面也

可吸引中国的北极投资，加快俄罗斯北极开发

战略的进程。
随着“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程度的逐步完

善，船舶的通航一旦造成海上事故，将会对船

舶、人员的安全和北极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影响。
北极地区经济开发程度较低、地区保障条件建

设较为滞后、搜救力量严重不足，因此在大规模

开发利用北极之前首先需考虑北极的非传统安

全事项。“冰上丝绸之路”作为中俄两国北极合

作的前驱，重点在于以和平、可持续的方式开展

北极经济活动、维护北极生态环境安全。因此，

以“冰上丝绸之路”的航道建设为契机，两国可

通过搜救联合演习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北极非传

统安全合作，弥补现今北极事务合作的不足。

3．2 建设“冰上丝绸之路”的现实路径

从中俄两国“对联合开发北方海航道运输

潜力的前景进行研究”，到“加强北方海航道开

发利用合作，开展北极航运研究”，①2015 年至

2017 年三年间中俄两国对该航道的态度由前景

研究转变为积极合作，代表着“冰上丝绸之路”
倡议已逐步由初见雏形发展至实质推进阶段。

( 1) 顶层设计与重点项目相结合全面开展

项目实施

“冰上丝绸之路”作为中俄开展互补合作的

一项最新成果，为保证其顺利建设，首先，需制

定较为完善且切合两国实际的整体规划，从宏

观层面为两国的战略设计提供指导，同时配套

具体方案可为应对周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谋

划布局; 其次，由于“冰上丝绸之路”所在地区的

自然环境较为脆弱，加以恶劣的航行状况对船

舶航行、基础设施建设等设置了现实的障碍，中

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更需在海洋科学研究、
北极科学考察和北极治理等领域开展持续的深

层次合作; 最后，顶层设计需借助支点项目逐一

落实，在实践过程中检验现有规划的不足，为两

国后续合作进一步积累经验。
( 2) 以东北地区多种类运输方式开拓入海

通道

“冰上丝绸之路”作为一条贯穿欧亚地区的

重要经济通道，结合东三省独特运输优势，可通

过“江海联运”、“陆海联运”以及海运的多种类

运输方式实现中国东北地区与“冰上丝绸之路”
的衔接。

黑龙江省内河流网络纵横交错，黑龙江在

俄罗斯的尼古拉耶夫斯克注入鄂霍次克海，其

通向北方海航道的航道通行状况良好，且距离

较短。一系列双边协议的签署为黑龙江—阿穆

尔河江海联运消除了法律阻碍，②使得中俄发展

黑龙江和“冰上丝绸之路”的“江海联运”拥有

了更多的主动权。“滨海 1 号”国际交通走廊的

开通既为东北地区货物运输提供了一条高效的

陆海联运通道，又使得绥芬河成为“东出西联”
的交通枢纽，为东北地区出海提供了新路线。

自“滨海 2 号”国际交通走廊开通后，吉林

省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载体，以全面加强中俄

之间的经贸合作。虽然现阶段中朝俄还未就图

们江出海的事项达成统一意见，但是“滨海 2

号”通过连接图们江沿岸的珲春与扎鲁比诺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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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俄总理第二十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 全文) ”，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交部，2015 年 12 月 18 日，https: / /www． fmprc． gov． cn /
web /zyxw / t1325537．shtml;“中俄总理第二十一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

( 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6 年 11 月 8 日，https: / /www．
fmprc．gov．cn /web /ziliao_674904 /1179_674909 / t1413731．shtml;“中俄

总理第二十二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 全文) ”，新华网，2017 年 11 月

1 日，http: / /www．xinhuanet．com / /2017－11 /01 /c_1121891023．htm。
包括《中俄关于船只从乌苏里江( 乌苏里河) 经哈巴罗夫

斯克城下至黑龙江( 阿穆尔河) 往返航行的议定书》《关于中国船

舶经黑龙江俄罗斯河段从事中国沿海港口和内河港口之间货物运

输的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联邦远东及东

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关于开展黑龙江省内贸货物经俄

罗斯港口运至我国东南沿海港口试点工作的公告》等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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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可实现中国从图们江出海的目标。中国在

图们江的朝鲜一侧租借了罗津港作为出海的另

一支点，但是该港还同时被俄罗斯及瑞士等国

家使用，①租用的形式也给中国长期使用罗津港

带来诸多不确定性，相比之下，随着中俄港口运

输合作的逐步完善，“滨海 2 号”国际交通走廊

更具稳定性。
“滨海 1 号”与“滨海 2 号”的设立通过加强

中俄“陆海联运”合作的协调度提高了中国东北

地区出海的便利性，因此中国可借助这一国际

交通走廊将东北地区作为“冰上丝绸之路”的起

点，通过与俄罗斯合作加强符拉迪沃斯托克港

与扎鲁比诺港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中俄间通

关便利度、解决中俄两国交通运输领域的标准

对接问题、共同提高货物运输的安全性，为今后

运输大宗货物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
大连港位于辽宁省辽东半岛南端，不仅港

口航运能力居于全国前列，同时借助“哈大铁

路”、沈大高速公路等陆上线路，与东北地区乃

至俄罗斯的运输网络相连接。近年来中远旗下

商船曾多次从大连港出发，经“冰上丝绸之路”
抵达欧洲各港口。大连港可在加强现有优势的

同时，提高同周边港口的联系，密切合作、充分

发挥港口产业集群的规模效应。②

中国与俄罗斯毗连而存，畅通的多层次运

输网络、具备发展潜力的港口与“冰上丝绸之

路”建设规划得以有机结合。若能充分开发中

国东北各省份与“冰上丝绸之路”的对接潜力，

可为两国的合作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
( 3) 以地区间的互联互通创新合作形式

习近平主席指出，国家合作要依托地方、落
脚地方、造福地方，地方合作越密切，两国互利

合作基础就越牢固。③ 通过建立中俄合作园区

等创新形式，以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为载体，

积极开展中俄口岸及边境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改

造、地区运输、环保、地区旅游、金融和人文等领

域的合作。
通过海上通道与公路、铁路的紧密结合，形

成地方合作的立体交通网络。中国东北地区在

地方规划的指导下与俄地方政府和企业开展先

期合作，不但能够为“冰上丝绸之路”的商业化

利用提早布局，还能够推动中国东北老工业区

的振兴，增速东北部港口运输贸易发展。④ 在这

一机遇的推动下，利用已有的合作对话机制，进

一步加强两国合作纵深。

四、中俄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中的

蓝色伙伴关系展望

蓝色伙伴关系是中国率先提出的一种创新

性合作形式，也是中国提出的“全球伙伴关系”
在海洋领域的新延伸，可发展为中俄构建新型

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共建“冰上丝

绸之路”展望中俄构建蓝色伙伴关系的前景，也

将从侧面反映两国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远景。

4．1 以“冰上丝绸之路”开创中俄蓝色伙伴关

系的新起点

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冰上丝绸之路”
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在此基础上中国《“一

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前瞻性地将“一带

一路”与蓝色伙伴关系相结合，⑤从战略高度明

确了两者的紧密联系。蓝色伙伴关系对中俄关

系而言并非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而是在现有基

础上通过更高层次、更宽领域的蓝色合作加强

两国间的蓝色联系。21 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国

家发展面临的问题日趋复杂，构建一种以海洋

为纽带、聚焦于国家间共同利益的蓝色伙伴关

系显得至关重要。
为推动联合国制定的《2030 年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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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在海洋领域的落实，加强国家间在海洋事

务的务实合作，中国提出了与他国一道建立蓝

色伙伴关系的合作倡议。得益于多年来在海洋

领域的持续合作和相近的海洋发展理念，中国

已与葡萄牙和欧盟相继建立蓝色伙伴关系。①

为了拓展蓝色伙伴关系的“朋友圈”，可以中葡、
中欧为示例吸引更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

其中俄罗斯与中国已积累了一定的海洋合作经

验，发展两国间的蓝色伙伴关系具有更为坚实的

基础。两国秉持“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原

则共建“冰上丝绸之路”，②将推动双方建立从中

央到地方的对话机制和切实有效的合作机制，

为两国的蓝色合作提供长远发展的制度支撑。
共建北冰洋蓝色经济通道是中国推动海洋

和极地等全球公域治理的重要一环。③ “冰上丝

绸之路”通航得益于北极的冰雪融化，但航运活

动也给航道所在海洋环境带来潜在威胁。④ 海

洋环境保护无法仅依靠本国的力量取得预期的

成效，中俄以负责任大国的态度为国家间海洋

环境保护合作树立了典范，可加速其他国家共

同参与到蓝色事业发展的进程中。
“冰上丝绸之路”通过拓宽中俄海洋经济合

作的渠道，为两国海洋蓝色合作奠定了稳定的物

质基础。中国在金砖国家峰会上曾提出“蓝色经

济”这一重要议题，随后俄罗斯也积极回应，愿以

自身的海洋发展优势加入蓝色经济建设的进程

中。⑤“冰上丝绸之路”虽然地处北极地区，却是

对多年来双方海洋合作的总结与发展。为加强

两国在全球海洋治理、可持续性蓝色经济、海洋

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在“冰上丝绸之

路”的基础上建立中俄蓝色伙伴关系并非天方

夜谭，而是具有现实参考价值的可行提议。

4．2 以蓝色伙伴关系扩大中俄新型大国关系所

辐射的伙伴圈

中俄通过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等海洋合

作，已经形成了蓝色伙伴关系的雏形。以蓝色

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蓝色伙伴关系作为两国交

往的重要一环，在加快两国海洋合作的进程以

及丰富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 1) 以互利共赢的原则增强中俄合作的内

在动力

伙伴关系的定位决定了中国与周边国家休

戚与共的命运，在解决如何将中俄新型大国关

系与两国海洋战略有效融合的问题时，蓝色伙

伴关系从蓝色发展的角度提供了参考。一方

面，继续构建包括海洋关系在内的总体稳定、均
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 另一方面借由“冰上丝

绸之路”、蓝色伙伴关系等新型合作平台，建立

多层次的沟通对话机制，通过扩大两国在海洋

经济、海洋能源、海洋科技、海洋环境等领域的

合作规模，促使海洋成为深化新型大国关系的

重要依托。⑥

蓝色伙伴关系以创新性的合作模式为全面

深化中俄海洋合作提供了外交保障。其建设重

点贯彻了中俄海洋合作建设的各领域，有利于

将两国的海洋发展战略在经济建设、环境保护、
非传统安全保障、科学研究等维度上推进，以实

现蓝色治理的合作目标。中俄蓝色伙伴关系可

以“冰上丝绸之路”为支撑，秉持可持续性、包容

性、合作性的原则，结合两国的海洋发展战略，

将合作领域聚焦于两国共同面临的海洋预报减

灾、勘探开发深海大洋、渔业可持续开发、海洋

生态环境保护、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等问题，建立

政府、科研机构、民间组织等多元化主体参与的

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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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伙伴关系不只是双方政府间的政治倡

议，也是为国家经济发展带来切实利益的发展

战略。中国和欧盟建立蓝色伙伴关系以来，双

方在该合作框架下已开展积极务实的经济合

作。① 蓝色伙伴关系将在“冰上丝绸之路”的基

础上继续加大两国经济合作的增长点，以实现

“共走绿色发展之路，共创依海繁荣之路、共筑

安全保障之路、共建智慧创新之路、共谋合作治

理之路”的蓝色发展目标。②

( 2) 以负责担当的态度增强中俄的大国影

响力

当今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变革时期，中国

和俄罗斯等新兴大国通过主动发挥自身力量、
与相关利益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合作，共同推进

全球蓝色治理步入新阶段。中俄作为世界大

国，两者的蓝色合作将为其他国家起到模范带

头作用，为今后大国间建立蓝色伙伴关系提供

丰富的经验借鉴。蓝色关系有利于构建国家、
国际组织和其他主体之间的合作平台，便于各

方就海洋治理面临的问题开展合作交流，并在

主要治理议题及进程中实现协调发展。③

中俄作为能够影响世界格局变化的大国，

将合作延伸至事关全人类的国际事务也是新型

大国关系的应有之义。蓝色伙伴关系着眼于全

球蓝色领域，促使中国和俄罗斯将其影响力扩

展至北极等全球性蓝色事务。中俄北极合作虽

然存在战略布局的契合性、利益诉求的互补性、
国家关系的稳定性、深化合作的必要性等潜在

优势，却也需要注意北极环境的特殊性、法律体

系的碎片化、国际社会的阻碍和两国文化的差

异性等现实障碍。因此，中俄北极合作除可通

过“冰上丝绸之路”开展经济活动外，还需发掘

如北极生态保护等争议较小的切入点，从而确

保北极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 3) 以可持续的路径发展周边海洋命运共

同体

现今中国形成了以新型大国关系为主题、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新时代中国外交

战略。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以海洋的可持续

发展为契机促进中俄与海洋国家的合作交流，

是两国外交合作中不可忽视的机遇。
中俄蓝色伙伴关系虽然还处于起步阶段，

其中蕴含的海洋发展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筑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营造共建共享的安

全格局、谋求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的建设目标

不谋而合，④即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海洋生

态体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过程中着重关注海

洋生态环境变化，积极与其他国家共同应对海

洋气候变化问题，统筹应对海洋非传统安全问

题，推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中俄两国的蓝

色发展理念将丰富现有海洋发展机制，推动最

终实现互利共赢的海洋经济发展、包容互鉴的

海洋文化发展、和谐共生的海洋生态保护。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过程中，西太

平洋地区作为两国海域的交界地带，以周边海

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理念促进该海域的经济发

展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既符合两国的现实需

求，又可为今后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共建周边

海洋命运共同体提供经验借鉴。融合了蓝色伙

伴关系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两国继续发展新型国

际关系的重要依托。
从强调可持续发展的蓝色伙伴关系出发，

增加周边国家在蓝色领域的利益共同点，从而

形成周边海洋利益共同体、周边海洋责任共同

体，最终构建周边海洋命运共同体。在循序渐

进、螺旋上升的过程中，周边海洋命运共同体可

通过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吸纳其他

周边国家加入共同发展的国际体系。除了与俄

罗斯等海洋大国继续保持并深化现有关系，还

可特别关注对海洋有强烈需求的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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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点带面，带动周边国家共同治理海洋。

五、结 语

中俄合作历史源远流长，中国秉持新型大

国关系的外交政策，两国在政治层面达到了前

所未有的互信高度。但现有合作仍与深化新型

大国关系的期望值存在一定差距，“冰上丝绸之

路”建设为两国地区合作、航运开发、北极治理

等领域带来契机，也可成为两国蓝色伙伴关系

建立的开端。蓝色发展理念的丰富与蓝色活动

的开展将推动两国在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不

断加强合作，继而推动中俄周边海洋命运共同

体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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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Ｒussian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with the Goal to Promote
a New Type of Major-Country Ｒelations:

from“the Polar Silk Ｒoad”to“the Blue Partnership”

BAI Jiayu1 FENG Weiwei1

( 1．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 266100，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1949，the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 be-
tween China and Ｒussia have witnessed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have gradually become a model for a
new type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With a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the two countries have carried out
many cooperation projects，and have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long history of cooperation． How-
ever，exam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operation theory in a new type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it could
be found that there are some deficiencies in aspects as capacity，mechanism，and dimension of cooperation．
The“Polar Silk Ｒoad”jointly built by China and Ｒussia not only expands the space for bilateral coopera-
tion in the field of maritime affairs but also makes up for deficiencies in the current coope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feasible paths can be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cro planning，local coop-
eration，and connectivity． With continuous progress of the blue cooperation，it is imperative to establish the
China-Ｒussia Blue Partnership with the“Polar Silk Ｒoad”as a new starting point． The Blue Partnership
concept provides a sustainable driving force for deepen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 new type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Ｒussia and building the maritim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the neigh-
boring countries．
Key words: a new type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China-Ｒussia cooperation; “the Polar Silk Ｒoad”; the
Blue Partnership;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on the peripheral marine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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