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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与俄罗斯是近邻，双方关系经历了许多曲折，进入 21 世纪结为紧密的战略伙

伴关系。在俄罗斯与美、欧关系陷入困境之际，中俄关系不断升温，美国和欧洲智库关注的一个焦

点问题是: 中俄是否会走向结盟? 本文分析了当前中俄关系的特质和优势，认为两国已经建立起比

较高的政治互信，未来将保持全面合作的势头。同时中国吸取了对外结盟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强调

没有把结盟和集团政治作为对外政策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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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热络的中俄关系

引发结盟还是伙伴的猜想

2015 年是中俄关系忙碌的一年。7 月初，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俄罗斯的乌法出席了上海合作组

织和金砖国家组织元首峰会，而仅仅两个月前，他刚

刚在莫斯科出席了 5 月 9 日纪念卫国战争胜利 70
周年庆典并访问俄罗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张德江还于 6 月初赴俄出席了中俄议会合作委员

会会议和金砖国家议会领导人会议。接下来的日程

中仍不乏重头戏。9 月初俄罗斯总统普京来北京出

席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70 周年庆祝活动。年末中俄举行了第 20 次总理

年度定期会晤。在美国和欧洲同俄罗斯关系陷入困

难之际，中俄的热络互动显得相当抢眼。我在多个

美国智库参加对话时，许多人对中俄关系的发展方

向提出疑问。国际学界及媒体都试图探寻一个答

案: 中国与俄罗斯是什么样的伙伴关系? 是否会走

向结盟?

长期以来，关于中俄关系趋势的评估和猜测通

常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中俄关系脆弱而复杂，未

来充满不确定性，随着两国实力差距日益拉大，相互

的猜忌也会上升，而且彼此都不愿被对方束缚手脚，

中俄不可能走上结盟之路。2012 年 5 月中俄在联

合国否决关于叙利亚问题的提案后，美国外交政策

全国委员会主席施瓦布将中俄关系喻为出于权宜之

计的“方便婚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俄两国都

面临美国的巨大压力，都视美国为主要威胁，结成反

西方联盟是一个必然选择，目标就是把美国从世界

领袖的位子上拉下来，建立由中俄主导的世界新秩

序。美国商业内幕网甚至罗列了中俄可能采取的九

种方式，包括进行大规模的常规和核武力量扩充、提
出领土主张、在经济和军事上扶持无赖政权，乃至发

动网络战、间接支持恐怖主义和在联合国采取共同

立场等。①

中国从自己的历史经验中获得对结盟的认识。
结盟在国际关系中既是强国拉帮结派的方式，也是

弱国纵横捭阖的手段。古往今来，结盟与反结盟的

故事一直在上演。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传统上的结

盟关系起码有四个特点: 一是通常是为了应对外来

1

《现代国际关系》 2016 年第 4 期

① Douglas E． Schoen and Melik Kaylan，“9 Ways China And Ｒus-
sia Are Partnering To Undermine The US”，Business Insider，Jan． 21，
2015，http: / /www． businessinsider． com /china － and － russia － are －
partnering － on － an － unprecedented － scale － 2015 － 1． ( 上网时间:
2015 年 12 月 11 日)



威胁; 二是结盟双方力量往往不对等，彼此之间是有

主有从的不平等关系; 三是结盟的形成或以减损甚

至牺牲一方的利益为代价; 四是结盟大多是权宜之

计，局势和双方力量对比一变，盟友关系就难以为

继。从国际层面看，结盟是集团政治的产物，经常导

致不平等、双重标准和不公正的世界秩序，容易引发

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的冲突，也会束缚盟约国面对

重大国际问题时的政策选择。可以说，目前世界上

存在的结盟关系，多是从冷战时期的集团政治中延

续和继承下来的，已经不符合 21 世纪和平发展的大

趋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也是基于自身的历史

经验。中国同沙俄及此后的苏联在 19 至 20 世纪短

短几十年间也有过三次正式结盟，但是都不成功。
第一次是 19 世纪末。清王朝在中日甲午战争

中惨败后，把目光投向了邻近的沙俄，以图“联西

洋、制东洋”。而沙俄当时正打算借中国之地修建

贯通西伯利亚的大铁路，既控制中国东北又抗衡日

本。1896 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沙俄签订《御敌

互相援助条约》，规定如日本来犯，中俄应相互援

助，交战时，沙俄可将兵船驶入中国所有口岸，同时

可在黑龙江、吉林建造铁路直达海参崴，以便运输人

员和物品。① 这次结盟虽在客观上抑制了日本对中

国的侵略势头，但清政府未能从中得到多少实利。
而沙俄始终觊觎中国，签约之后侵犯中国利益动作

不断，1900 年更是与英、法、美、德、日、意、奥匈组成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烧杀抢掠。
第二次结盟是 20 世纪 40 年代。1945 年春，日

本军国主义仍在亚洲负隅顽抗。为结束太平洋战

争，美国希望苏联尽早对日宣战，为促其决断，而与

苏联和英国于 1945 年 2 月 11 日签署《关于远东问

题的协定》，并迫使中国国民政府于同年 8 月 14 日

同苏联签署《中苏友好同盟友约》以及所附文件。
此次结盟对加速日本无条件投降功不可没，但应苏

联要求纳入的强迫中国认可外蒙古独立、允许苏联

在旅顺港驻军、共同经营长春铁路等内容对中国来

说显然是不平等的。
第三次结盟是 20 世纪 50 年代。当时苏联与美

国陷入冷战，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中

苏对通过结盟获得对方支持都有需要。1950 年，中

苏宣布废除前约，并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及相关 4 个协定，规定双方确立同盟关系，在各领域

开展全面合作。中苏结盟对新中国早期的建设发挥

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双方对结盟的期待不同，在同

盟关系中的地位不平等且均把意识形态凌驾于国家

利益之上，结盟不到 10 年便陷入危机。
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结盟之路布满荆棘，对中

国这样独特的大国来说，不是保障安全的护身符。
中国基于深刻反思和对现实的把握，选择了不

结盟的对外政策。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苏两国启动

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谈判，邓小平提出要以“独立自

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作为

处理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1989 年 5 月，时任苏共

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接受了中方的主张，两

国发表声明确认，“要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国

与国之间关系的普遍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
②邓小平曾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会见的目的就是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③

1991 年 12 月 25 日，苏联宣告解体，俄罗斯继

承的是正在走向正常化的对华关系。中国和俄罗斯

一开始就划定“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

红线，相互不依附，协商解决争端，不视他国为共同

敌手，双方将此作为发展关系的前提条件。
那么，这些年来，中国与俄罗斯都做了什么? 建

立起怎样的关系? 为什么双方做这样的选择? 这给

两国带来了什么? 对世界又意味着什么? 中俄真能

将不结盟政策坚持到底吗? 这既是国际社会关心

的、也是中俄两国需要不断思考和做出抉择的大问

题。
俄罗斯深化对华合作始于其对外关系多元化的

政策。1991 年苏联解体后，新生的俄罗斯在对外关

系上面临新的选择，初始“大西洋主义”占据主导地

位，主张回归西方文明世界最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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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反映到对外政策上，就是向西方“一边倒”。俄

罗斯首任外长科济列夫认为，俄罗斯的重点伙伴是

“有着成熟经济和民主的富裕发达国家，也就是美

国、西欧和日本”。①为了赢得西方的信任和援助，

俄罗斯在经济改革、削减战略核武器、从波罗的海三

国撤军、制裁伊拉克等诸多重要问题上，积极回应美

欧要求，不断作出重大让步。1993 年，俄罗斯总统

叶利钦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温哥华宣言》，宣布

从“冷战对手”变成“战略伙伴”。1994 年双方又发

表《莫斯科宣言》，宣布两国进入“成熟的战略伙伴

关系新阶段”，不将核武器瞄准对方。根据上世纪

90 年代初俄罗斯独立调查机构“列瓦达中心”所作

的一项调查显示，当时俄罗斯民众对美国充满好感

和期待，喜爱美国的人数近 80%，而憎恶美国的人

数只有 6%。②

但是，这份热情似乎是“单相思”，对于陷入严

重经济困难的俄罗斯来说，西方的援助口惠而实不

至。自 1992 年起，西方多次承诺向俄提供援助，总

额达 700 多亿美元，但是大多没有兑现。例如，根据

俄方统计，1992 年美国宣布一项 240 亿美元的对俄

援助计划，只兑现了 150 亿美元。1993 年，“七国集

团”许诺援俄 430 亿美元，实际兑现 50 亿美元。③

同时，美国始终对俄罗斯不放心，逐步把对独联体的

政策从以俄罗斯为中心，转向防止俄罗斯东山再起，

推动后苏联空间的地缘政治多元化，以阻止其重新

成为俄罗斯的势力范围。④ 这被俄罗斯人视为地缘

政治上的“挤压战略”。
俄罗斯为了寻求对外关系更加平衡和多元化，

逐步恢复了近邻外交和东方外交，1992 年底提出

“既面向西方，也面向东方”的“双头鹰”战略，中国

在其亚洲政策中跃升为“第一重点”。1992 年 12
月，叶利钦访华，与中国领导人举行首次元首会晤，

并宣布“相互视为友好国家”。1994 年时任中国国

家主席江泽民访俄，双方宣布建立“睦邻友好、互利

合作的建设性伙伴关系”。自此开始，中俄关系步

入快行道，隔几年就迈上一个大台阶，合作领域不断

扩展。两国 1996 年确定发展“平等信任、面向 21 世

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 年签署《中俄睦邻

友好合作条约》并提出“长期全面地发展两国睦邻、

友好、合 作 和 平 等 信 任 的 战 略 协 作 伙 伴 关 系”。
2014 年两国元首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中俄关系已

提升至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在纷繁变

化的国际局势中，中俄关系始终保持着上升节奏，在

中国同外国建立的 72 对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中格

外抢眼。

二、中俄关系的

根本特质是平等和相互尊重

中俄关系持续发展依靠什么? 双方最看重的

又是什么? 首先是平等和相互尊重。中国和俄罗斯

两国人民都有大国情结，都怀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希望受到尊重，得到平等对待。在 1992 年中俄发表

的首个政治文件《关于中俄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

明》中，双方约定，“各国人民自由选择其国内发展

道路的权利应得到尊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

不应妨碍国家关系正常的发展。”正是确定了这样

的基本共同原则，中俄逐步培育起解决分歧和矛盾

的能力和条件。例如，2008 年双方完成拖了 40 年

的马拉松式边界谈判，和平解决了困扰两国多年的

领土争议问题，全面划定长达 4300 多公里的边界

线，从根本上消除了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最大隐患。

这在邻国、特别是大国之间十分难得。

平等与相互尊重催生了中俄间高度的政治互

信，使两国无论是在哪个层面对话时，都感到无拘

束、无压力，单纯而直接，彼此都不会去指责和教训

对方，都能坦诚相见，互谅互让。目前双方建立起完

备的合作机制，元首、总理、议长、外长等各层级均有

年度定期会晤的安排。自 2013 年以来，习近平主席

已五次赴俄，加上国际场合的见面，两国元首已经会

晤了 14 次。特别是在 2014 年 5 月至 11 月期间，

“习普会”差不多平均每两个月就举行一次。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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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为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见面最多的外

国元首。中共中央办公厅还与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建

立了合作关系，这在目前中国的对外交往中是不多

见的。
中俄关系的重要原则是坚持合作共赢。中俄各

个级 别 的 领 导 人 见 面，谈 的 除 了 合 作 就 是 合 作。
1991 ～ 1995 年，中俄贸易基本以易货为主，双边贸

易额不足 50 亿美元。到了 20 年后的 2014 年，中俄

贸易额已接近 1000 亿美元，增幅近 20 倍。中国已

连续 4 年稳居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国之位; 2014 对

俄投资增幅远高于境外投资平均 增 速，达 80%。
2015 年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统计显示，66% 的俄

罗斯人认为中国可以取代西方国家成为俄主要经济

伙伴。在与中国毗邻的俄罗斯远东联邦区，对中俄

经贸合作前景持乐观态度的人达 76%以上。①

尤其突出的是，近年来中俄涉及国计民生的大

项目合作风声水起。2014 年，中俄签署东线天然气

管道项目的“世纪合同”，俄将从 2018 年起由东线

向中国累计供气 30 年，最大输气量将达 380 亿立方

米 /年。双方并通过西线管道自俄向中国供气商定

了技术协议。中俄天然气合作“东西并进”之势正

在形成。但解决能源供需并不是终极目标，两国努

力的方向是最终形成上下游、管道、贸易一体化的大

格局。此外，双方还下大力气改善贸易结构，计划在

金融、核电、联合航空制造、高铁、基础设施建设等领

域做一些“大事”，并且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等新的多

边金融平台开展合作，最大限度地发掘务实合作的

潜力。
更具开创性的是，2015 年 5 月中俄共同发表

《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

作的联合声明》和《中俄两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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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无前例

地推动发展战略的对接，使彼此合作更具实质意义。
这在中国与邻国的合作中是不多见的。

2015 年 6 月，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张德江委员长访俄期间，双方共同商定立法机关

要进一步推动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合作共识和协

议，为两国各领域合作特别是务实领域大项目合作

提供良好法律环境和保障，还要共同促进两国地方

合作不断取得成果。
中俄从维护各自国家安全和地区乃至世界和平

的角度经营两国军事和安全合作。军事合作是中俄

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冷战结束后，中国就开始自俄

罗斯进口武器装备。1992 年俄罗斯首次向中国出

售“苏 － 27”战机，双方成立了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

混合委员会。中国连续多年保持俄罗斯最大武器进

口国地位，俄罗斯 30% ～ 50% 的武器出口由中国购

买。② 这大大加快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进程，也使

面临转型的俄罗斯军工企业获得了发展机遇。近年

中俄武器装备交易规模有所减少，从单纯武器贸易

的初级阶段向联合研制的高级阶段过渡。
中俄军事合作并非限于武器买卖，而是集防务

磋商、联演联训、人员培训等内容为一体的全方位合

作。比如，1996 年中国恢复向国外派遣军事留学

生，首批 42 名即是赴俄。十几年来，已有数千名中

国军人赴俄留学，而俄罗斯也有一大批中高级军官

到中国国防大学作短期进修。③ 再比如，自 2002 年

中俄在边境地区举行小规模联合军演以来，双方在

双边及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以反恐等为主题举行了

20 余次联合军演。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习近平主席

2013 年访俄时专门参观了俄罗斯国防部战略指挥

中心，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受邀出席 2015 年

5 月 9 日莫斯科红场阅兵，俄罗斯军队来华参加

2015 年 9 月 3 日北京天安门阅兵。这些都开创了

中俄军事合作中的先例。
中俄从长期和战略的角度来经营两国合作关

系。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3 年在莫斯科国

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所说，“中俄要永做好邻居、好朋

友、好伙伴。”④这是中俄两国从历史的教训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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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итай способен заменить для России Запад в качеств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а － ВЦИОМ”，“ВЕДОМОСТИ”，http: / /
www． vedomosti． ru /economics /articles /2015 /04 /20 /kitai － sposoben －
zamenit － dlya － rossii － zapad － v － kachestve － ekonomicheskogo － part-
nera － － － vtsiom． ( 上网时间: 2015 年 12 月 5 日)

李承红:“中俄军事技术合作: 回顾和展望”，《俄罗斯研
究》，2004 年第 4 期，第 20 页。

张星星:“非同盟框架下的中俄军事合作“，《当代中国史研
究》，2012 年第 5 期，第 86 页。

“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 全文) ”，http: / /
news． xinhuanet． com /2013 － 03 /24 /c_124495576． htm． ( 上网时间:
2015 年 11 月 28 日)



的需要中得出的重要结论。多年来双方不断通过实

际行动使中俄友好在两国民众心中植根和开花结

果，“决心使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世代相传”。①例如，

2004 年 9 月 1 日，车臣恐怖分子制造了令人发指的

“别斯兰人质事件”。事件之后，中方即邀请部分受

伤的俄罗斯儿童来华接受康复治疗。2008 年中国

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灾害，俄罗斯在第一时间伸出援

手，之后还邀请灾区孩子们到远东等地疗养。2006
年起，中俄相继举办“国家年”、“语言年”、“旅游

年”等主题年活动，2014、2015 年举办的中俄青年友

好交流年开展了 300 多项活动，两国参加的人达 30
多万。按照规划，2016、2017 年双方将举办“中俄媒

体交流年”。2014 年，两国人员往来已经达到 300
多万人次，留学人员总数超过 5 万人，中国跃升为俄

罗斯入境游最大客源国，而俄罗斯也逐渐成为许多

中国年轻游客出游的热门国家。有俄罗斯小贩调侃

说，如今摆摊总得会说几句中文。最新民调显示，

77%的俄民众视中国为友好国家，比 2006 年增长了

30%。我在俄罗斯访问期间，碰到的人都会说: Ni
Hao( 你好) 。

中俄之间也存在利益上的分歧和矛盾，双方对

此有认识，也有较好的控制。一是两国之间历史阴

影仍在，国民之间仍有对彼此的疑虑和防范心理。
例如在俄罗斯社会，“中国威胁论”仍有一定市场，

主要是担心中国迟早会提出领土要求，还担心中国

通过移民等方式实际占领远东地区。而在中国，19
世纪下半叶沙俄强占 150 万平方公里土地的问题常

在学界引起议论，中学历史教科书对此也有记载，在

中文百度搜索引擎上有着上百万条有关“沙俄强占

中国领土”的信息和评论。二是一些俄罗斯人对中

俄力量对比的变化有些不适应。2010 年有德国媒

体援引俄民调报道指，2 /3 俄罗斯人对中国企业在

俄开展经济活动心存芥蒂，有超过 80% 的俄罗斯人

认为“把财产出让给中国企业”是错误的，有超过

60%的人主张限制进口中国产品。② 在俄罗斯还发

生诸如“光头党”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袭击华

商和留学生事件，反映了在一些阶层中存在的失衡

心态。
而在外交方面，中俄关注的重点和行事风格也

有所不同。欧洲是俄罗斯的传统外交优先方向，也

是当前俄关注的重点。而中国则更多聚焦亚洲。俄

罗斯外交风格硬朗，常有出人意料的举动，同时也容

易引发对抗情绪和紧张关系。而中国的外交姿态相

对缓和。当然，这也与两国感受的压力不同有关系。
此外，近年来，随着中国同独联体国家合作不断深

化，给人留下同俄罗斯竞争的印象。2013 年中国提

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倡议之初，俄罗斯一度犹

豫，主要是担心会冲淡其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进程。
现在两国已经一致同意将两个进程衔接起来。

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分歧，但中俄对坚定发展

彼此关系有着相似的政策考量。首先是国家安全所

需。中俄有 4300 公里的共同边界，曾经有近 20 年

的紧张动荡，构成重大安全威胁。因此，如何把边界

线打造成稳定与友好的纽带对中俄来说都是重要的

现实需求。此外，双方建立了战略安全磋商机制，把

共同防范“颜色革命”和打击“三股势力”等作为重

要议题，也是因应维护各自国内安全稳定的需要。
两国的军事技术和能源合作，则对于中国的国防及

能源安全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其次是发展所需。
中国广阔的市场和雄厚的资金积累刚好弥补俄罗斯

国家发展的短板，尤其在当前其经济遭遇困难的情

况下，更为俄罗斯所借重。而俄罗斯在飞机制造、核
电站建造等领域的优势可以助力中国突破发展瓶

颈。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民间资本开始关注俄罗斯

市场，一些颇具规模和知名度的民企有意进军俄罗

斯市场。不久前，中国重要电商平台京东商城就与

Yandex 和 QIWI 钱包签订伙伴协议，宣布正式进入

俄罗斯市场并将上线俄文网站。三是国际合作所

需。中俄同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双方在国际和平

与发展的许多问题上看法相近，在国际事务中有广

阔的合作空间，也有利于国际政治的平衡，给诸多国

际难题的解决带来机遇。在诸如上海合作组织和金

砖国家组织等框架内，中俄在互信基础上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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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顺畅。
由此看来，中俄关系是 21 世纪颇具典型意义的

一组大国关系，双方既有共识，也有分歧。两国有坚

实的互信基础，有能力理性处理问题，既不需要借共

识掩盖分歧，也不会因分歧而影响共识。中俄关系

的最大进步在于，双方能承认和有效管控分歧，同时

不断扩大共识。事实上，这两年中俄之间的分歧在

逐渐缩小，共识和信任不断增强。当前中国和俄罗

斯都以实现自身发展目标为各自国家政策中的头等

大事，彼此可以携起手来，相互借力，达到“一加一

等于甚至大于二”的效果。
中俄都十分看重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不会

强迫对方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更不会损人利已，注

意尊重对方选择，顾及对方感受，努力寻求利益的契

合与平衡。在当今世界出现深刻变化之际，各国都

在探索如何才能在大国之间、邻国之间、东西方之

间、南北之间，以及不同政治体制、不同文化传统的

国家之间，建立恰当与和谐的关系，中俄关系提供了

一种选择模式，就是构建伙伴而不结盟、平等和相互

尊重的合作关系。正如中国外长王毅所言，这是一

条对外交往的新路。①

三、关于中俄美三边战略关系

在中俄两国走近的同时，俄美关系在朝相反方

向演进。一年前发生的乌克兰危机将俄美关系拽到

了几乎自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2014 年 3 月，乌

克兰以“革命”的方式实现政权更迭，总统亚努科维

奇出走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京派军队进入克里米

亚，3 月 17 日克里米亚在全民公决后宣布独立并加

入俄罗斯联邦，普京称之为“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

领土”，是“历史荣耀的恢复”。在中国，很多人从电

视上看到普京忧郁的面孔，听到他在 3 月 18 日克里

米亚加入俄联邦条约签字仪式上的著名讲话: “俄

罗斯现在退到了无路可退的边缘，就像一根弹簧被

压到底，会猛烈反弹起来。”再之后，是乌克兰东部

局势持续动荡，政府军和亲俄武装冲突不断，实际上

陷入一场代理人战争。
2014 年 2 月初，我出席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

记得当时大多数与会代表的注意力都聚焦在乌克兰

事态上，甚至乌未来领导班子的人选都在商议之中。
后来发生的事情显然都在与会者的想象之外。美国

和欧洲的战略家对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感到吃惊，

完全无法接受，因此美欧对俄采取了激烈的反制。
奥巴马强烈谴责俄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并采取

了逐步加码的制裁措施，包括将俄开除出八国集团，

对俄一些高官颁布旅行禁令，禁止向俄重要金融、能
源、军工企业提供融资等等。俄罗斯则针锋相对，也

采取针对美欧的反制措施。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较

量，给俄金融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也使能源供应严

重依赖俄和重视俄市场的欧盟国家陷入两难。
2014 年 7 月，我在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出席

会议，有机会分别听取了主管这方面事务的美国助

理国务卿纽兰和俄罗斯副外长梅什科尔的观点，直

接观察到他们对彼此带着多么强烈的愤怒情绪，对

同样问题的看法是多么截然对立。美方坚称俄罗斯

要吞并乌克兰东部，其野心是延续前苏联的扩张路

线，危及其他前苏东国家的主权。而俄方则明确表

示对乌克兰东部没有领土野心，但希望这个地区实

现高度自治，和平协商解决分歧，认为美欧制裁是欲

加之罪，目的是整垮俄罗斯。中国人有句俗话，“种

瓜得瓜，种豆得豆”。国与国关系中存在相互影响

和相互塑造的成分。美俄都以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

序自居，希望中国理解和支持它们的立场。显然它

们之间存在巨大的不信任和敌视，也不能排除由此

而产生误解甚至误判。
多年来，俄美关系似乎一直在紧张与缓和之间

摇摆，但是俄罗斯坚称与美国为敌不是其对外政策

目标。例如，“9·11”事件之后，俄罗斯的外交主线

是谋求建立与美国的反恐合作伙伴关系，曾做出允

许美军进入中亚、默认北约第二轮东扩等具有战略

妥协含义的举措，双方还签署了《俄美关于削减进

攻性战略力量条约》和《俄美关于新型战略关系的

联合声明》。但俄罗斯关注美国在独联体地区不断

策动政权更迭，并因此而深感受到威胁。2007 年俄

罗斯总统普京就在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公开声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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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单边主义、穷兵黩武和北约东扩。而 2008 年 8
月爆发的俄格战争更是让俄美关系再次绷紧。2009
年 1 月，奥巴马总统发出同俄罗斯缓和关系的信号，

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很快便给予了正面回

应。两个月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美国国务卿希

拉里·克林顿在日内瓦共同按下“重启”俄美关系

的电子按钮。然而，2012 年普京复任俄罗斯总统

后，俄美关系又开始渐行渐远。
值得注意的是，俄美关系弹性比较好，乌克兰危

机爆发后，双方仍互动频繁，至 2015 年末，随着应对

“伊斯兰国”威胁任务的突出，两国关系有所“回

暖”。2015 年 9 月 28 日，普京与奥巴马在纽约联合

国总部举行乌克兰危机爆发近两年来的首次正式会

晤，持续 1 小时 40 分钟，超出原定时间一倍。普京

坦言，“双方虽仍存分歧，但亦有不少共识，表明两

国能够共同解决问题。”而仅仅一天后，俄战机开赴

叙利亚，以反恐为名对“伊斯兰国”目标进行空袭，

美一面指责俄借机打击叙利亚温和反对派，导致平

民伤亡，一面表示愿与俄开展反恐合作，实际采取了

默许态度。尽管如此，俄美始终貌合神离，恐怕自己

也说不清合作之路到底能走多远。
从美国的角度看，问题在于俄罗斯到底要成为

什么样的国家，是充当挑战者，还是成为“西方文明

世界”的一员? 尽管美国历届政府对俄罗斯的认知

不尽相同，但均认定俄外交文化中存在根深蒂固的

扩张主义和追求霸权的传统，因此，美始终把阻止俄

罗斯重新复活为“帝国”作为对俄政策的关键目

标，①内心把俄罗斯看作一种威胁。② 美国防部长卡

特毫不掩饰对俄美关系的悲观态度，称双方之间的

紧张关系短期内不会改善，美国仍然必须在欧洲强

化针对俄罗斯的军事力量。③ 2014 年奥巴马总统甚

至把俄罗斯同“伊斯兰国”和埃博拉病毒并称为三

大威胁。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公司 2015 年 2 月 8
～ 11 日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由于乌克兰危机的影

响，有 18%受访美国民众认为俄罗斯是美国的头号

敌人，较上年上升 9 个百分点; 49%的受访者认为俄

军事力量对美国构成关键威胁，比上年上升 17 个百

分点; 70%的受访者对俄不抱好感，72%的受访者不

喜欢普京。④ 问题的核心并不仅在于俄罗斯做了些

什么，而且在于美国需要什么样的俄美关系。俄罗

斯人对美国持负面看法的人数也开始上升，2013 年

时增至 36%。⑤

美方有人认为，中方对乌克兰事件以及愈演愈

烈的美俄矛盾态度不明朗，有评论称中国将来会按

“俄罗斯方式”强力处理南海争端。事实上，乌克兰

事件发生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第一时间以谈话的形

式表达了主张不干涉他国内政的立场，明确表示应

该尊重乌克兰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中国建

设性地提出包括尽快设立国际协调机制、各方不采

取恶化局势的行动以及协助乌维护经济和金融稳定

等内容的“三原则”。中方没有选边站队，保持公正

客观是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一贯原则。至于美国学

界关于中国是否会比照处理其他问题的担忧，就是

杞人忧天了。
在中国，观察乌克兰事件更多关注导致危机的

种种因素。例如，在独联体国家屡次上演的“颜色

革命”和背后的外部因素; 北约长期单方面推进东

扩对俄罗斯产生安全压力等等。还有一层因素不能

忽略，这就是俄与独联体国家之间存在复杂的历史、
民族、宗教及领土纠葛，克里米亚就与俄罗斯有密切

历史和现实联系。这些因素剪不断理还乱，乌克兰

事件的爆发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正如习近平主

席 2014 年 3 月 4 日与普京总统通电话时所说，乌克

兰局势发展到今天，“偶然中有必然”，而中国外长

王毅 2014 年 3 月 8 日则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记者会上说到乌克兰危机“事出有因”。美国的

基辛格博士也认为，乌克兰要生存与发展，就绝不能

成为一方与另一方对抗的前哨，而应充当双方之间

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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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旁观的角度看，美国和俄罗斯的相互看法似

乎很难走出冷战的阴霾。听美国政客和媒体谈到俄

罗斯，总像在讲一个冷战的失败对手，而不是一个新

的国家。在俄罗斯也常能听到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反

对意见。有人担心美欧与俄罗斯围绕乌克兰的博弈

有可能导致新冷战。但从历史纵深的角度看，这场

对抗更像冷战的漫长终结过程中一个小高峰。冷战

分割世界 40 年，而冷战的终结花了 20 年的时间，好

像还没有完结。冷战思维、冷战语言甚至冷战行为

仍在困扰着 21 世纪初叶的国际关系。不知道这次

对抗的双方是否能有足够的智慧，为冷战彻底划上

一个句号。
中美关系总体稳定，但也不时受到各种因素干

扰。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占到全球的 1 /3，两

国合作对当今世界举足轻重。2014 年中美双边贸

易额达到 5550 多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 1200
亿美元。2015 年两国间航空旅客达到 613 万人次，

也就是说，每天都有 1． 7 万人在两国的城市之间飞

来飞去，预期这个数字将以 15% 的年均速度增长。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美建交 35 年来的历史充分

证明，良好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

利于亚太和世界。① 令人高兴的是，中美双方对此

有共识。历届美国政府都表示欢迎一个繁荣、和平、
稳定的中国崛起。② 美国奥巴马总统 2014 年 10 月

来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年会时，

在工商峰会的演讲中讲到:“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繁
荣、稳定的中国崛起。”“我想再重复一句，美国欢迎

一个和平、繁荣、稳定的中国崛起。”基辛格博士就

表示坚信美中两国合作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并且主

张双方多沟通，真诚合作。美国经济、金融和科技界

领域人士尤其对与中国合作期待很高，认为一个成

长起来的中国带来更多机会，能为双方创造共赢的

成果。
2015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自担任国

家主席以来首次国事访问，据媒体报道，“两国元首

交流和共同活动时间约 9 个小时”。③ 根据中方公

布的成果清单，中美在五个领域达成 49 项重要共识

和成果，超过大多数人的预期。其中，关于全球治理

的内容获得高度关注，这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

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支持金融稳定、共同努力应

对气候变化并进行全球卫生安全合作，应对反恐和

核不扩散领域的挑战。网络安全曾是访问前两国分

歧严重的领域之一，双方领导人就此进行了坦诚的

对话，阐明各自意图并就建立打击网络犯罪高级别

对话机制达成共识。两国不仅同意在双边层面进行

合作，而且承诺将致力于在国际社会推动建立互联

网空间的行为准则。这很好地显示出中美可在全球

范围内进行具有重要意义的广泛合作。双方都越来

越认识到需要而且能够合作共赢，避免双输。成果

清单反映出两个全球大国正在朝着建立成熟双边合

作关系的正确方向发展。
当然，一次访问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双方在很

多领域仍然面临挑战，例如南海、台湾、人权、经济和

贸易等，这些问题有可能时不时出来找麻烦。重要

的是，双方应时刻记住，当分歧出现时要加强沟通，

在寻找解决办法的同时注意合理管控分歧。虽然有

人担心美国对华政策可能从建设性交往转向深度遏

制，但目前还没有足够证据来支撑这一观点。当然，

切实履行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协议，以确保中美合作

的长期稳定性，取决于双方的共同努力。
美国国内有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发展对美国的

世界领导力构成挑战，习主席在访美期间对此进行

回应，他说，“中国遵循和平发展的道路，不对其他

国家构成威胁。中国希望与美国合作，实现共同发

展与繁荣。”“中国对美国的政策是一贯且透明的。”
“人们应该与时俱进，摒弃你输我赢或零和游戏的

老观点，树立和平发展和积极合作的新概念。如果

中国发展好，全世界和美国都会受益。如果美国发

展好，同样也会有益于世界与中国。”
但中美之间也存在结构性矛盾。中国的政治和

社会制度一直被美国所诟病，在如何看待中国崛起

的问题上美国国内也有争论。经过连续 30 年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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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 9%的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并被预测 2020 年前后跃居世界第一。① 中国经济

力量的上升必然带来国际影响力的变化，对美国一

些秉持“现实主义”理念，认为国强必霸的人来说，

中国的成长对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构成潜在威胁和

挑战。不久前，我同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

海默进行了激烈的对话，他强调只要中国按照现在

的速度成长下去，中美对抗甚至是冲突难以避免。
他认为美国与其等待未来中国变得更加强大、无法

控制，不如现在就与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应对。2015
年上半年以来，几乎美国所有智库和媒体都在激烈

地讨论中国在南海扩建岛礁的意图，它们并不关心

在南沙领土争议问题上的是非曲直，而是担心中国

试图把美国的势力赶出亚洲，因而主张美国要坚决

顶住中国的扩张。在它们看来，正是因为中国的影

响力越来越大，无论做什么都会引发关注和疑虑。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实现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借助于全球化的浪潮。
中国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机制的重要参与者、
支持者和获益者，恪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主权平

等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2015 年 4 月，习近平

主席在出席万隆会议 60 周年纪念活动时强调，中华

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历来崇尚“和为贵”。
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

外交政策，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

义利观，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

友好合作，始终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

定力量。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在相当长时间里我们

都需要聚焦国内发展，面临诸如治理环境污染、反腐

败、改善民生和维持增长等艰巨任务。中国需要一

个稳定与和平的外部环境，无论是从对外政策上还

是国内需要上，中国都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去挑战

甚至颠覆当今国际体系和秩序的基本框架。同时，

中国维护自身利益的意志和决心是明确的，这方面

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对于任何挑衅和侵犯中国领

土主权和权益的做法，会给予坚决的回应。这应该

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其

核心就是希望中美这两个世界大国避免陷入大国竞

争冲突的老路，走出一条合作共赢的新路，也为世界

大国的相处之道提供一种新的解决路径。
中美俄相互关系的不平衡发展，使三国关系呈

现不等边三角形。中美俄三国相互关系的调整变化

牵动当今大国关系和国际形势的发展演变，那么，如

何看中美俄三角关系和它的战略性和全局性影响?

首先，在三国关系当中，目前显然中俄关系的态

势更加积极和稳定，是持续向好的趋势。中俄在对

美关系中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对美国外交政策

中对己对人、对盟友和非盟友的双重标准和动用武

力和制裁手段对他国施压的做法不能认同。因此，

中俄在国际事务上常常持有相近或者共同的立场。
再者，两国各自对美关系都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俄

罗斯更是直接面临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制裁，双边关

系陷入极度困难，而且似乎短期内难以好转。中美

关系因为美国对中国的各种不满和指责也经常会出

现紧张气氛，中美关系几十年一直起伏不断，亮点主

要在经济金融合作领域，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缺乏相

互的理解和信任，成为中美关系中的薄弱环节，近年

这些方面的矛盾表现得更加突出。
随着中俄走近，中俄双边关系好于中美和俄美

关系，而美方在对华和对俄政策上都出现负面因素

上升的趋势，因而距离拉大。这使得中美俄关系呈

现不等边三角形，尤其美俄关系这条边越拉越长。
在美国及其盟友眼中，尤其从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

出发，中俄走近很容易被解释或者猜测为带有结盟

的色彩，进而被视为是扰乱或者是挑战美国主导的

世界秩序。
必须看到的是，当今时代的中美俄三方关系已

不再是、也不应该是一方联合另一方对付第三方的

“大博弈”，尽管在美国曾有人提出“构建大西方、平
衡新东方”的拉俄制华战略，以及“中美共治”的方

案，但都难以获得支持，因为脱离了国际政治的现

实。进入 21 世纪，合作与发展是国家之间发展关系

关注的重点。中国秉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理念，

不搞选边站队，也不赞成世界再搞拉一帮、打一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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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他性集团政治。中国同俄罗斯发展关系不针对美

国，也不会受到美国的影响。中国同美国开展合作

也不会受到俄罗斯因素的影响，因为中美之间的问

题只能由中美来解决。中国主张尊重别国的政治和

政策选择，我们要努力做好自己的事，不去干涉他国

事务。中国没有构建以集团政治为基础的同盟体系

的外交目标，也不会“被结盟”。
现行的国际秩序是世界保持稳定的基石，但客

观来说，并非尽善尽美。基辛格博士在他的新书

《世界秩序》中就坦言，“在地缘政治世界中，西方一

手建立并声称全球适用的秩序正处在一个转折点

上。”①改革和完善现行秩序是大势所趋，需要国际

社会共同努力。2005 年，在二战结束和联合国成立

60 周年之际，中俄共同发表了《关于 21 世纪国际秩

序的联合声明》，明确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归

纳起来有三点: 一是现行国际秩序有必要朝更加公

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但这是一个不断寻求各方共识

的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二是 21 世纪的秩序须以公

认的国际法准则为基础，各国在相互尊重和包容中

开展合作，通过平等协商和对话解决分歧。三是中

俄关系的实践可以为国际秩序的不断完善提供参

考，中俄决心与国际社会共同建设发展与和谐的世

界。② 10 年后，中俄都隆重举办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 70 周年纪念活动，都坚决反对否认、歪曲、篡改

二战历史，呼吁国际社会铭记历史，开创未来，就是

要更好地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国际公平正义，防止

人类社会再次走进战争与霸权更替的历史怪圈。
对于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同盟体系，中国过去采

取的是不赞成但是可以容忍的态度。中方所秉持的

公开立场是:“这是冷战遗留产物”，“希望能对地区

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但是美国 2009 年宣布“重

返亚太”，近年来在亚太地区频繁开展不包括中国

的军事演习，调整军事部署，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军事

活动，最令人费解的是对中国的抵近侦察增加到年

逾千次。同时美国进一步深化同日本、韩国、澳大利

亚等亚太盟友的安全合作，其中个别盟友把中国作

为安全防范的对象，给中国的安全环境带来压力。
这使得中国许多人开始重新认识和质疑美国亚太军

事同盟体系的目标和作用，甚至有学者主张，如果美

国坚持推动世界重归集团政治和划分阵营，中俄应

该考虑选择“B 方案”，即以某种结盟方式共同应对

美国威胁。不过大部分人、包括决策层并不赞成这

个提法。近年来，美国在亚洲的一些盟友为了强化

自己在与中国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上的地位，不

惜挑衅中国，拉美国这个盟主为自己站台，试图赋予

美国领导的亚太军事同盟体系介入与中国的领土争

端的新任务。这是非常危险的，也使美国极力维护

自己在亚太的“领导地位”陷入悖论。一方面，美国

坚持把自己领导的同盟体系放到亚太地区安全的核

心位置，事实上把自己和盟友的安全关切和利益凌

驾于其他国家的安全关切和利益之上。另一方面，

美国又希望同盟体系之外的国家，包括被其盟友视

为对手的国家，也尊重和接受美国的领导地位，在诸

多事务中配合美国，这为地区安全秩序带来理论和

结构上的混乱，也更加凸显旧的同盟体系和集团政

治日益不符合全球化世界的现实需要。
60 多年前美苏两个大国的领导人都不想陷入

冷战，但冷战还是发生了，为什么? 后人对此有许多

分析和评估。梅尔文·莱弗勒在《人心之争》一书

中的观点值得注意，他认为对威胁的感知的夸大是

一个重要的原因。③ 显然，当时美苏对世界和平和

秩序有着不同的观点，并且都认为对方是威胁，在集

团政治的环境中模糊了原则和事实。冷战的教训是

深刻的，人类不应该再走回头路，重新陷入集团政治

和大国争斗的窠臼。在冷战后 20 多年全球化的推

动下，世界的多极化和国际权力的多元化正在逐步

形成，国际事务已经不可能由个别国家独自解决。
人类社会面临的安全难题已经不仅仅是传统问题，

更多是全球性和跨国家、跨区域和跨领域的复杂挑

战，需要整个“地球村”协作应对。在进入 21 世纪

第二个 10 年的今天，这已经成为多数国家的共同认

识。 ( 转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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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林华、曹爱菊译: 《世界秩
序》，中信出版集团，2015 年，第 477 页。

“中俄关于 21 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 全文) ”，http: / /
news． xinhuanet． com /world /2005 － 07 /01 /content _3164594． htm． ( 上
网时间: 2015 年 9 月 20 日)

［美］梅尔文·P·莱弗勒著，孙闵欣、廖蔚莹、朱正、王敏、
钟远译:《人心之争: 美国、苏联与冷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4 页。



如何在变化的欧洲中定位等有关。这使得英国陷入

一种“选择困境”: 既想获得全面的欧盟市场准入，

又想拥有绝对的自由; 退出欧盟会失去单一市场的

好处，留在欧盟内又受制于人而缺乏独立性。“脱

欧”公投只是把复杂的“欧洲问题”以“全民公投”的

形式简单化处理而已。卡梅伦说，英国人为在欧盟

中的地位问题痛苦已久，公投是“一代人才有的机

会”去解决欧洲问题。在他看来，公投似乎是一劳

永逸的解决之道。但实际上公投只能更多地强化两

大阵营的对立，造成英国社会的分裂，最终也无法真

正解决问题。1975 年的“脱欧”公投和 2014 年的苏

格兰“独立”公投都是前车之鉴。可以说，不管公投

结果如何，未来英国还会继续受“欧洲问题”的困

扰，甚至再以诉诸公投的形式卷土重来。
同时，英国“脱欧”公投也给欧盟出了一道“英

国难题”。公投似乎正变成欧盟成员国消极抵御一

体化的有效手段，丹麦、爱尔兰等许多成员国都曾这

么做过，但仅仅是针对当时新的欧盟条约而已，英国

却做得更为决绝，将通过公投决定是否退出欧盟。
英国一旦退出将严重削弱欧盟，而英国留在欧盟之

内又必然要高价，这将使欧盟精力内耗去处理“英

国问题”，难以全力应对恐怖主义威胁、难民危机等

更紧要的议题。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公投的结

果，而在于“脱欧”公投这一举动本身给一体化赖以

生存的种种原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质疑。欧洲央行

行长德拉吉在 2016 年 2 月初表示: “倘若有一个方

案能够将英国和欧盟牢牢地绑定在一起，而且欧元

区内部能够实现进一步整合，那么将会提升外界对

欧盟和欧元区的信心。”他的表态反向映射出英国

“脱欧”问题可能带来的危害，即欧洲一体化进程的

信心将极大受损。而且英国的行为具有一定的“传

染性”，很可能成被其他成员国所效仿，要求欧盟更

多让权，使得民族主义进一步抬头，欧盟也因此陷入

成员国各自为政的局面。目前，法国、荷兰、意大利

等成员国的民粹主义政党都在密切关注英国“脱

欧”公投的进展。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英国可能并非真要离

开欧洲，“脱欧”公投是在认为自己的核心利益受损

时出于历史惯性做出的必然反应。也就是说，一旦

英国认为欧洲一体化走得过了头，特别是制度安排

及利益分配有损于己，就要扮演“刹车者”的角色，

以阻止欧盟朝自己不希望的方向前进，如果无力阻

止就以“退出”相要挟。欧共体成立时如此，欧元启

动时如此，现在搞“脱欧”公投是如此，那么将来可

能还会如此。○
( 责任编辑: 王文峰)

( 接第 10 页) 习近平主席 2015 年 5 月在《俄罗斯

报》上撰文写道，“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有条件朝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更应该努力构建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确实，我们没

有理由不抓住机遇。中国没有搞集团政治和结盟的

政策，也没有这样的政治文化。就此而言，中俄两国

应该坚持结为战略伙伴而不是盟友的原则，中俄关

系是走在正确道路上。对中美两国来说，重要的是

要把牢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方向，继续让对话

合作、管控分歧主导彼此关系的议程，遏制对立对抗

因素的滋长，确保中美关系有更多的正能量。○
( 责任编辑: 吴兴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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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Are China and Ｒussia Partnering to Create an Axis?

Fu Ying

Abstract: After experiencing many ups and downs in their relationship，China and Ｒussia have forged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since the advent of the 21st century． While Ｒussia’s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have hit a rough patch，its ties with China are on an upward trend． Meanwhile，the United States and Eu-
rope are closely watching the two big neighbors in case of the event of a creation of an anti － Western“axis．”
Grounded in an analysis of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China － Ｒussia relations，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two coun-
tries have established a high level of political trust and will continue to work in concert on all fronts． It also looks
back at how China entered into alliances throughout its history and the lessons it has learned from those experi-
ences． It emphasizes that China does not deem the establishment of exclusive alliances or political blocs as a foreign
policy option．
Keywords: Sino － Ｒussia relations，major power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tructure，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onstruction of Think Tank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chievements，limita-
tions，referential experiences and concrete measures
Editor’s Note: On April 6，2016，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held a sympo-
sium on“Construction of China’s Think Tank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chievements in a New Era”． Participants
include scholars from domestic Think Tanks and universities to discuss on the achievements and limitations of cur-
rent construction of Think Tank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s Think Tanks． We have selected several choice extracts from key speeches given at this spirited and wide －
ranging discussion．

Analyzing the“Trump Phenomenon”

Diao Daming

Abstract: While Donald Trump has not locked up the Ｒepublican nomination with the lead in the primaries，the
“Trump Phenomenon”has already become one of the focusing issues in the 2016 U． S． elections． Based on analy-
sis of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perspectives，the“Trump Phenomenon”can be summarized as an intense“nativism”
tendency with“anti － intellectualism”and“paranoid style”，which resulted from the multi － level public resent-
ment such as discontent，anger at and fear of the current U． S． political，economic，social，international and envi-
ronmental situations． Meanwhile，the factors such as the U． S．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system，political ecology of
the GOP，the agenda － setting of mass media and the candidate’s personality are strengthening the“Trump P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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