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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俄美关系反映国际秩序建设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矛盾ꎬ 代表

新国际秩序建设的不同理念和主张ꎬ 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国际秩序走向ꎮ 对

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衰落ꎬ 中俄美各有其作用ꎮ 与一般的看法相反ꎬ 中国不是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衰落的直接原因ꎮ 俄罗斯对现行国际秩序的作用有两重性: 在

维护的同时亦有冲击ꎮ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衰落的根源在自身ꎬ 一方面是西方世界

整体性相对衰落ꎬ 另一方面是西方将自由主义思想推向极端以致超出合理性边

界ꎬ 在国际政治的实践中遭受重大失败ꎬ 国际社会对其 “普世价值” 认同降低ꎮ
对于现行国际秩序ꎬ 中俄美存在不同认识ꎮ 美国把中俄界定为国际秩序的 “修正

主义国家”ꎬ 而中俄认为自己是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ꎬ 原因是三国所理解的国

际秩序不同ꎮ 在基本理念和立场趋同的情况下ꎬ 中俄在国际秩序建设的一些具体

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有不同的风格和特点ꎮ 未来国际秩序的形成将是一个长期和曲

折的过程ꎬ 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联合都不可能单独构建起普遍的国际秩序ꎮ 在中

俄美形成的竞争性结构下ꎬ 不可能出现一元化的国际秩序ꎬ 未来国际秩序有三种

可能的形态: 碎片化、 多元型和 “新东西方” 体系ꎮ “新东西方” 体系有可能演

变为以中美对立为主要框架ꎮ 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大流行对国际秩序和中俄美关系

产生巨大的冲击ꎬ 但这更可能是加速原有过程ꎬ 而不是改变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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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秩序是被创造出来的①ꎮ 在国际秩序的创造中ꎬ 大国具有更大的作用ꎮ
在当今的大国中ꎬ 中俄美的影响又最为突出ꎮ 不论作为个体还是它们的整体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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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ꎬ 中俄美都是塑造未来国际秩序最重要的因素①ꎮ 中俄美在国际秩序发展方向

上最具代表性ꎬ 它们不仅反映国际秩序建设中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矛盾ꎬ 还体现新

国际秩序建设的不同理念和主张ꎮ 它们的关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未来国际

秩序的走向ꎮ 当然ꎬ 这不意味着轻视其他国家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ꎬ 不意味着中

俄美可以包办新国际秩序ꎮ
国际秩序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ꎬ 许多博学之士对此有深入研究ꎮ 以最简单

的解释ꎬ 国际秩序就是由国际规则、 原则和制度等构成的处理国家关系的稳定和

结构性的系列安排ꎮ 国际秩序也是一个复杂的实践问题ꎮ 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ꎬ
它不是一个简单明晰的存在ꎬ 而是表现为错综复杂的形态ꎮ 即使是对现行国际秩

序是什么这一最基本的问题ꎬ 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ꎮ 这种不同不仅仅是学

术性的争鸣ꎬ 它往往也体现着国家之间的政治分歧和对国际政治 “制高点” 的

争夺ꎮ 中俄美在国际秩序问题上的矛盾即是如此ꎮ
本文不是对中俄美关系与国际秩序问题的全面考察ꎬ 它集中探讨三个问题ꎬ

即中俄美与国际秩序衰落的关系ꎬ 中俄美在国际秩序建设中的角色ꎬ 以及中俄美

与未来国际秩序的形成ꎮ

一　 谁导致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衰落?

二战之后形成的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在衰落是公认事实ꎮ 新兴力量崛起

和西方自身相对衰落是它的基本背景和根源ꎮ 西方相对衰落是整体性的ꎬ 它不仅

表现在经济和军事等物质指标上ꎬ 更主要表现在政治、 文化和发展模式上的吸引

力ꎮ 随着新兴力量的崛起和经济上的成功ꎬ 以及西方内部种种问题的出现ꎬ 西方

模式的吸引力下降ꎬ 它的至高地位开始受到挑战②ꎮ 那么ꎬ 在这一宏观背景之

下ꎬ 中俄美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衰落各起什么作用?
中俄美对现行国际秩序的理解有重大差异ꎮ 在美国的国际政治词典中ꎬ 现行

国际秩序即自由主义国际秩序ꎬ 这也是西方通常的理解ꎮ 关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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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落的原因有两种主要观点: 一种是归咎于特朗普①ꎬ 另一种是指向中国ꎮ 后一

种观点不仅在美国学术界流行ꎬ 也为美国官方所认可ꎮ
尽管这一观点符合国际秩序变化的抽象逻辑ꎬ 即大国兴衰是国际秩序变化的

根源ꎬ 不过ꎬ 具体到中国与当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衰落ꎬ 这一观点不是没有问

题ꎮ 毫无疑问ꎬ 中国崛起对由西方国家主导和以西方价值体系为基础的自由主义

国际秩序造成重大压力ꎬ 但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衰落中ꎬ 中国崛起的作用是次

要的ꎬ 它更多表现为一种背景ꎬ 而不是直接冲击ꎮ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一个复杂的问题ꎬ 有关它的看法和阐释缤纷繁杂②ꎮ 一

般认为ꎬ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核心思想是民主政治、 市场经济和国际机制ꎮ 也有

学者把它的核心特征解释为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ꎬ 强大的联盟和实施遏

制的足够军事能力ꎬ 以多边合作和国际法解决全球问题ꎬ 在世界推广民主等ꎮ 按

照西方学者对国际秩序的分类ꎬ 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外ꎬ 还有以实力为基础的

国际秩序和以利益调节为特点的保守主义国际秩序③ꎮ
中国从来没有在整体上接受自由主义国际秩序④ꎬ 中国也不使用自由主义国

际秩序的概念ꎬ 中国甚至也不把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理解为是纯粹的自由主义国

际秩序ꎬ 也不把它作为总体的国际秩序和规则ꎮ
与此同时ꎬ 不可否认的是ꎬ 在国际政治中占有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与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存在着大面积的重合ꎬ 并且难以完全分割ꎮ 二战后形成

的国际秩序的理念、 规则和机制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特

征ꎬ 或者是它的主要构成部分ꎬ 联合国、 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

最重要的国际多边机制都存在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内ꎮ 因此ꎬ 所谓接受和进入

国际秩序ꎬ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接受和进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ꎮ 从这一角度出发ꎬ
中国崛起的过程总体上是逐渐接受和进入国际秩序的过程ꎬ 同时也是进入西方所

理解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过程ꎬ 而不是摧毁它的过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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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崛起过程与国内改革开放过程是同步的ꎮ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政治上向

民主化和法制化方向发展ꎬ 在经济上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ꎬ 在对外关系上从

封闭转向开放ꎬ 与国际规则接轨ꎬ 并融入世界ꎮ 虽然中国从未在整体上完全接受

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ꎬ 特别在意识形态层面ꎬ 但中国的发展在相当大部分是与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主张相洽ꎬ 而不是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对立和对抗ꎮ
从大国冲突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冲击的角度来看ꎬ 中国的影响也不是主要

的ꎮ 自 １９８９ 年以来ꎬ 中美关系一直磕磕绊绊ꎬ 矛盾不断ꎮ 但除了在一些阶段性

的短暂时期ꎬ 在冷战结束后的大部分时间里ꎬ 中美矛盾都不是对国际秩序最强烈

的冲击因素ꎮ 近几年情况发生改变ꎬ 中美矛盾上升到国际政治的最前沿ꎬ 但这已

经是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被严重削弱之后ꎮ
从时间顺序的角度说ꎬ 中国崛起的过程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衰败的过程虽然

平行ꎬ 但两条曲线并不同步ꎮ 中国崛起对国际秩序的显著效应只是在近年才凸显

的ꎬ 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远在此前已经开始衰落ꎮ 以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

和推进为例ꎬ 有观点把 “一带一路” 倡议看作是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替代ꎮ
但 “一带一路” 倡议在 ２０１３ 年才提出ꎬ 也只是在近几年才形成整体性效应ꎮ 从

这个角度说ꎬ 即使 “一带一路” 倡议有取代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功能ꎬ 也是自

由主义国际秩序衰落的结果而不是起因ꎬ 况且这是外界加之于 “一带一路” 倡

议的功能ꎬ 它本身并没有设定这种目标ꎮ
中国的崛起改变了国际力量格局ꎬ 但并没有改变现存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和

基本规则ꎮ 从改革开放至今ꎬ 中国 ４０ 年来的国际政治主张有发展和演进ꎬ 但没

有根本性的方向改变ꎮ 中国维护联合国的权威ꎬ 主张国际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

化ꎬ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发展市场经济ꎬ 推动多边贸易机制ꎬ 接受国际规范的约

束ꎬ 持续加大对外开放ꎮ 中国也一贯主张尊重国家主权ꎬ 反对干涉内政ꎬ 各国有

权自主选择发展道路ꎬ 在外交上非意识形态化ꎬ 实行不结盟不对抗政策ꎮ 中国主

张对现行的以联合国、 世界贸易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基础的国际政治、 经

济、 金融机制进行改革ꎬ 但在性质上是改良而不是革命ꎬ 更不是摧毁它们ꎮ 中国

的基本目标是使这些国际机制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形势ꎬ 更加公正合理平衡ꎬ 并提

高中国在其中的合理权益和地位ꎮ
简而言之ꎬ 中国崛起对现行国际秩序是建设性因素ꎬ 而不是破坏性力量ꎬ 这

是中国崛起与现行国际秩序关系的基本性质ꎬ 在一定意义和一定程度上ꎬ 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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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关系①ꎮ
俄罗斯对现行国际秩序衰落的作用较为复杂ꎬ 它有两重性: 一方面ꎬ 俄罗斯

坚持维护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秩序的骨架ꎬ 另一方面ꎬ 俄罗斯也被认为对现行国

际秩序的稳定性带来了冲击ꎮ
在冷战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ꎬ 俄美矛盾都占据着突出地位ꎬ 它是后冷战时期

大国冲突的主线ꎮ 自 １９９３ 年开始ꎬ 俄美冲突一波接一波ꎬ 绵延不断ꎬ 屡屡挑战

规则ꎬ 使国际秩序风雨飘摇ꎬ 处于不断的被冲击中ꎬ 其中也包括自由主义国际秩

序ꎮ 客观地看ꎬ 俄美冲突的挑起方是美国ꎬ 俄罗斯是应对和反击方ꎮ 诸如北约东

扩、 车臣问题、 科索沃战争、 反导条约、 伊拉克战争、 俄欧能源关系、 中导条约

问题、 俄罗斯国内政治等等问题ꎬ 都是美国发动在先ꎬ 俄罗斯回应在后ꎮ 这也是

冷战后俄美关系的基本态势ꎬ 即美国处于对俄罗斯的战略攻势ꎬ 俄罗斯处于战略

守势ꎮ
在俄美关系的所有问题中ꎬ 对国际秩序冲击最强烈的是 ２００８ 年的俄格战争

和 ２０１３ 年开始的乌克兰危机ꎮ 这两次事件的形式和结果都超出了国际秩序的底

线ꎬ 打破了国际秩序的规则ꎮ 俄美抛弃对已经所剩无几的 “秩序” 的表面遵守ꎬ
走到直接军事冲突的边缘ꎬ 国际秩序因此摇摇欲坠ꎮ 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

部的年会主题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ꎮ 在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的 ２０１４ 年ꎬ 国际秩序

成为瓦尔代年会的主题ꎬ 当年的题目是 “世界秩序: 新规则还是无规则?”ꎬ 其

中的潜台词不言而喻: 国际秩序已经瓦解ꎬ 世界正进入无规则状态ꎮ 在这一状态

的形成中ꎬ 俄罗斯也有某种程度的参与ꎬ 虽然可能是被动的参与ꎮ
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衰落的根本原因还是在自身ꎮ 一方面ꎬ 是西方内部自身

的发展出现问题ꎬ 西方世界整体性相对衰落②ꎻ 另一方面ꎬ 是西方将自由主义思

想推向极端以致 “异化”ꎬ 美国的单边主义一步步升级ꎬ 它在国际政治的实践中

遭受重大失败ꎬ 国际社会对它的 “普世价值” 认同降低ꎬ 它的价值贬值ꎬ 并为

众多非西方国家所抛弃ꎮ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虽是西方思想的反映ꎬ 并以服务西方为出发点ꎬ 但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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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教授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西方内部秩序的外部延伸ꎬ 今天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的挑
战是由于西方内部秩序出了问题ꎬ 影响到外部秩序ꎮ 郑永年: «如何理解西方的新一轮反华浪潮»ꎬ 载 «联
合早报»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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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空和条件下ꎬ 它不是没有现实合理性ꎬ 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受到过相当程度的

欢迎ꎮ 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ꎬ 自由主义的声望达到高峰ꎮ 冷战结束在西方被视

为自由主义的胜利ꎬ 同时也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胜利ꎮ 这表明ꎬ 由苏联所代表

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是低效和错误的ꎬ 苏联所支持的思想和制度无法与自由主

义国际秩序相抗衡ꎮ 美国和西方陷入了历史狂欢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 “历史终结

论” 应运而生ꎬ “泛自由主义” 思潮兴起ꎬ 认为自由主义是社会理想的顶峰ꎬ 是

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ꎬ 所有国家都应走这条道路ꎬ 除了自由主义实现人类理想再

无它途ꎮ
一般说ꎬ 社会理论都有合理性边界ꎬ 并需有相适应的时空环境ꎬ 这样它才会

正常地开花结果ꎮ 如果越出合理性边界将其绝对化ꎬ 则不免走向极端ꎬ 它的合理

性会失真和变形ꎬ 蜕变为某种意识形态 “原教旨主义”ꎬ 即使是正确的思想理论

也会发生异化ꎬ 并最终走向它的反面ꎮ
自由主义在西方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这种现象ꎮ 自由主义是一种有着长久

历史的思想和价值体系ꎬ 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ꎮ 像任何

社会理论一样ꎬ 它需要有相适宜的时空和社会环境才能产生理想的结果ꎮ 但冷战

结束激起的热情使自由主义在西方走向极端ꎮ 一些人认为ꎬ 自由主义不仅是唯一

正确的思想和价值ꎬ 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唯一应走的道路ꎮ 这使自由主义隐含了对

真理的垄断性和道德的至高性ꎮ 这对国际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ꎬ 最主要的表现是

自由主义被视为最高价值ꎬ 成为西方国家的政治正确ꎮ 同时ꎬ 自由主义的社会制

度是普世楷模ꎬ 西方应将这一理想制度加之于各国ꎮ 这为西方国家超越现行的国

际法和国际制度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依据ꎮ
不能不看到的是ꎬ 虽然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从诞生起就首先是服务于西方的需

要ꎬ 但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形成后ꎬ 它也对美国和西方形成一定的规则和机制制

约ꎮ 而且ꎬ 二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形成也是在具有一定约束性的环境之中ꎬ
即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和竞争ꎮ

冷战结束后ꎬ 由于美国唯我独尊ꎬ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对美国出现了两种相反

的意义: 一方面ꎬ 它成为美国建立单极霸权和推行单边政策的便利工具ꎻ 另一方

面ꎬ 在某些情况下ꎬ 特别是在它与美国的现实利益发生矛盾时ꎬ 对美国外交也是

一种羁绊ꎮ 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所说ꎬ 中国在现行国际秩序中发展起来ꎬ 而美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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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则被自己制定的规则打败①ꎮ 在某种情况下ꎬ 一些规则不再对美国有利ꎮ
苏联解体后ꎬ 美国失去了最大的战略制衡ꎬ 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ꎬ 综合国力

遥遥领先ꎬ 世界地位至高无上ꎬ 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建立单极霸权的形势ꎬ 美国的

战略冲动也油然而生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 美国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滥用越来越严

重ꎬ 它跨越国际法的基本准则ꎬ 超越国际主权、 不干涉内政等处理国家关系的基

本概念ꎬ 赋予新干涉主义政治和道德的正当性ꎬ 成为新干涉主义的理论支撑ꎮ
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对美国形成制约的方面ꎬ 美国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ꎬ

置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规则和精神于不顾ꎬ 不惜毁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框架ꎮ
这表现在美国对构成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规则和机制的无视和破坏ꎬ 蔑视联合国的

权威ꎬ 包括不经联合国安理会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ꎬ 在国际事务中我行我素ꎮ 在

某种意义上ꎬ 这是美国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抛弃ꎬ 这也与自由主义的精神相

悖ꎮ 美国把西方政治制度强加于他国的做法ꎬ 鼓励和支持通过 “颜色革命” 进

行非正常的国家政权更迭ꎬ 这对他国来说既不自由也不民主ꎮ 作为自由主义国际

秩序的主导国ꎬ 美国的行为极大地降低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可信度和可靠性ꎬ
这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打击更为致命ꎮ 如果说许多国家的抵制对自由主义国际

秩序只构成一种压力和挑战ꎬ 那美国的抛弃则是釜底抽薪ꎮ
对自由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滥用可说是国际政治中的泛自由主义ꎮ 泛自由主

义为自己制造了强大的对立面ꎬ 成为推动许多国家国际合作的重要媒介ꎮ 对他国

主权的侵犯、 对他国内政的干涉ꎬ 推动 “颜色革命”ꎬ 支持不合法的政权更迭ꎬ
直至不经联合国同意对他国使用武力和发动战争ꎬ 这不能不受到对象国的激烈反

对ꎬ 而且也不被中俄印等持不同政治理念的大国所接受ꎮ
事实上ꎬ 新干涉主义的对象国往往都是弱国和小国ꎬ 而西方也不是真正抛弃

了国家主权的思想ꎮ 在 ２０１６ 年美国大选中ꎬ 俄罗斯干预问题演变成美国国内重

大政治事件ꎬ 大大加剧了美俄关系的恶化ꎮ 这说明ꎬ 在涉及本国时ꎬ 国家主权不

可侵犯和国家内政不可干预不仅仍是美国的信条ꎬ 而且美国的反应甚至比一般国

家更为强烈ꎮ 由此ꎬ 泛自由主义实质上更多是一种变相的霸权ꎬ 是国际关系中的

一种双重标准ꎬ 而不是纯粹的出于对民主理想的忠诚ꎮ
泛自由主义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造成的损害不仅遭到许多国家的抵制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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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В Лаврова в программ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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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ꎬ 最根本问题在于导致的消极乃至灾难性后果ꎮ 在以民主之名发生 “颜色革

命” 和非正常政权更迭的中东和原苏联国家ꎬ 不仅没有出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和经

济繁荣ꎬ 相反ꎬ 多数国家出现政治、 经济和社会危机ꎬ 甚至陷于混乱和战火之

中ꎬ 民众遭受困苦ꎬ 国计民生大倒退ꎮ 这种结果反证了泛自由主义的错误性和危

害ꎬ 使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光环失色ꎬ 吸引力下降ꎬ 它的道德性被蒙上了阴影ꎮ
加之西方国家自身也遇到了严重的国内问题ꎬ 这对自由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国际

秩序的威望是雪上加霜ꎮ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ꎬ 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宣称自由

主义已经过时①ꎮ

二　 中俄美的角色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ꎬ 在谁是国际秩序维护者和破坏者的问题上ꎬ 中俄美的

看法相互矛盾ꎮ 美国把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于国际秩序的 “修正主义国家”ꎬ 指责

中俄从内部削弱和破坏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秩序ꎬ 腐蚀它的原则和规则②ꎮ 而中

国和俄罗斯的看法恰恰相反ꎬ 它们认为破坏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是美国ꎬ 而自己是

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ꎮ 这一矛盾的原因不难解释ꎬ 那就是它们所理解的是不同

的国际秩序ꎬ 或者是它们侧重的是现行国际秩序的不同部分ꎮ
美国所说自然是指自由主义国际秩序ꎮ 它认定中俄是破坏者有几重含义ꎬ 而

最实质的问题是指中俄挑战美国在国际秩序上的主导地位ꎬ 在新国际秩序的构建

中与美国分庭抗礼ꎬ 推行不同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价值体系和原则规范③ꎮ
而中俄所理解的国际秩序首先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

础的国家关系准则ꎮ 从这一角度说ꎬ 美国从战后国际机制的主要参与者和主导者

转为主要不满者和破坏者ꎬ 而中俄从相对次要乃至被动的参与者转为主要的维护

者ꎮ 这特别反映在是维护还是抛弃战后形成的主要国际机制和制度上ꎬ 包括联合

国的核心地位、 多边贸易体制、 军备控制制度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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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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Интервью газете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 В преддверии саммита " Группы двадцати"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ответил на вопросы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газеты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 редактора Лайонела Барбера и глав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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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是从美国还是从中俄的角度ꎬ 在国际秩序问题上都出现了一道政治鸿

沟ꎬ 这道鸿沟把中俄美一分为二ꎬ 它的一边是美国ꎬ 另一边是中国和俄罗斯ꎬ 虽

然中俄也都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ꎮ
中俄与美国在国际秩序建设上的分歧表现在多个方面ꎮ
应建立一个多极化还是单极化的世界是中俄与美国最基本的分歧之一ꎮ 中俄

都主张多极化和多边主义ꎬ 这是中俄国际合作最重要的共同立场ꎮ 正是这个问题

确定了中俄与美国的方向性分野ꎮ 中俄都不愿看到形成美国一个国家的霸权ꎬ 都

不接受世界的单级结构ꎬ 都反对国际事务中的单边主义ꎮ
在国际秩序的制度构想中ꎬ 中俄都主张继续把联合国作为基本框架ꎬ 都坚持

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中心地位ꎬ 都要求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威性ꎮ 既

是因为中俄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ꎬ 这赋予它们重要的国际政治地位和权

利ꎬ 对捍卫本国的国家利益有重要作用ꎬ 也是因为联合国仍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

国际机制ꎬ 有着最广泛的代表性ꎬ 是多边主义最重要的制度体现ꎬ 在全球治理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ꎬ 没有任何其他机制可以代替ꎮ 中俄都认为联合国存在许多问

题ꎬ 需要改革ꎬ 但如果联合国解体ꎬ 二战之后所形成的国际秩序将彻底不复存

在ꎬ 世界将陷入完全的 “无政府” 状态ꎮ 在此之后ꎬ 要重建一个包括世界绝大

多数国家且得到它们认同的政治组织将难上加难ꎮ
国家关系准则是中俄与美国的又一个分歧焦点ꎮ 中俄都坚持把主权置于最高

地位ꎬ 认为主权应是国际关系不可动摇的基石①ꎬ 不干涉内政是国际关系中不可

替代的规则ꎮ 互不干涉内政为联合国文件所确认②ꎬ 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和国际

法ꎬ 它仍应是国际行为合法性的来源ꎮ 互不干涉内政所针对的是新干涉主义ꎮ 中

俄认为新干涉主义为国际和地区的混乱和动荡打开了方便之门ꎬ 不仅中俄都是新

干涉主义的受害者ꎬ 国际和地区稳定也深受其害ꎮ
中俄与美国在国际安全秩序建设上也持对立立场ꎮ 中俄主张建设共同安全体

系ꎬ 维护国际战略稳定ꎬ 反对美国谋求单方面绝对军事优势ꎮ 中俄都要求维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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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所形成的防扩散和军控国际制度ꎬ 而美国继在退出 «苏美关于限制反弹道导

弹系统条约» 后ꎬ 又在 ２０１９ 年退出了 «苏美关于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
(简称 «中导条约»)ꎬ 对 «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在 ２０２１ 年到期后的政

策语焉不详ꎮ 按照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说法ꎬ 国际战略稳定的三个支柱条约已

经坍塌了两个ꎬ 剩下的一个也摇摇欲坠①ꎬ 不出意外的话最终也将垮掉②ꎮ 中俄

主张防止外空军备竞赛ꎬ 并就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 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

武力问题缔结国际协议ꎬ 但美国加以阻扰ꎮ 中俄还准备协作进行战略新疆域安全

治理ꎬ 以联合国为平台ꎬ 研究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对国际安全可能造成的影响ꎬ 形

成相应的国际规范ꎮ
中俄在国际秩序建设的经济层面也有原则性共识ꎮ 它们的共同点是提高新兴

经济体在国际机构中的地位ꎬ 反对单边制裁政策ꎬ 反对保护主义ꎬ 反对贸易战ꎬ
坚持自由贸易制度等ꎮ 除了双边形式和在联合国等多边国际平台上的协作外ꎬ 中

俄在国际秩序建设上还有重要的共同平台ꎬ 它们主要是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国家

机制、 “一带一盟” 对接以及中俄印三边框架等ꎮ
但是ꎬ 中美和俄美关系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又有所差别ꎮ 美俄是世界上两个最

强大的军事大国ꎬ 尤其是在战略和核武器的指标上ꎬ 它们在国际战略安全、 战略

武器控制等方面是传统的规则和秩序的制定者ꎬ 俄美关系的这一作用未来仍将基

本保持ꎬ 它们仍将是国际军事战略安全秩序的关键角色ꎬ 它们建立的机制和确定

的规范具有基础性意义ꎮ 随着中国军事能力的快速上升ꎬ 未来中国在战略安全秩

序上的影响会越来越大ꎮ 而中美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ꎬ 中美关系对国际

经济秩序的作用更突出ꎮ 两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约 ４０％ ꎮ 如果它们不能在

国际经济秩序上达成妥协ꎬ 形成共同接受的安排ꎬ 也就不会有稳定和制度化的国

际经济秩序ꎮ
在基本理念和立场相同或接近的情况下ꎬ 中俄在国际秩序建设上也存在差

别ꎬ 在一些具体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两国不完全一样ꎬ 并且有不同的风格和特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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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ꎬ 在理论上俄罗斯更为清晰和透彻ꎬ 棱角突出ꎬ 对美国和西方的国际秩

序观批判更彻底ꎬ 是非对错鲜明ꎬ 重逻辑和法理ꎬ 但也有二元思维特征ꎮ 中国在

理论上相对模糊ꎬ 表达含蓄ꎬ 迂回曲折ꎬ 不是黑白分明ꎬ 有中庸思维特征ꎮ
在实践上ꎬ 俄罗斯相对激进ꎬ 更具革命性ꎬ 在做法上信奉俄罗斯谚语所说的

“和狼在一起ꎬ 就要像狼嚎”ꎬ 不固守成规和作茧自缚ꎬ 对方践踏规则ꎬ 俄罗斯

就也可以不受规则约束ꎮ 俄罗斯谴责美国和北约轰炸南斯拉夫、 入侵伊拉克、 出

兵利比亚的主要论据是它们都违背了国际法①ꎮ 它包含着西方已失去指责俄罗斯

的道义和法律权利的逻辑ꎬ 这也为俄罗斯的自我辩护提供了一个逻辑起点ꎮ 在为

合并克里米亚辩护时ꎬ 俄罗斯是以西方制造科索沃独立、 乌克兰国家政变和克里

米亚民意为援例ꎬ 实际上也暗合这个逻辑②ꎮ 中国相对保守ꎬ 走渐进改良路线ꎬ
在做法上更善于以柔克刚ꎬ 注重长期效果ꎬ 不争一时之短长ꎬ 即使美国抛弃规

则ꎬ 中国仍循着 “己所不欲ꎬ 勿施于人” 的思想ꎬ 愿恪守正确的理念和规则ꎮ
不过ꎬ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ꎬ 中国外交的风格也在变化ꎬ 开始更强调针锋相对

和正面斗争ꎮ
在国际秩序建设的途径上ꎬ 相对来说ꎬ 中国更注重新要素的创造和植入ꎬ 包

括新的概念、 理念、 框架和机制等ꎬ 如新安全观、 新型国际关系、 新型大国关

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 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ꎮ 换句话

说ꎬ 中国更多是从国际秩序建设的 “供给侧” 入手ꎮ 俄罗斯对西方及其所主张

的国际秩序有强大批判力ꎬ 在阻止西方的某些意图时能力有余ꎬ 但提供新元素的

能力相对较弱ꎬ 在提供替代公共产品上有所不足ꎮ 这不是因为俄罗斯缺乏想象

力ꎬ 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构想ꎬ 而主要是由于俄罗斯国力不足ꎬ 缺乏足够的推进国

际秩序构建的资源和号召力ꎮ
就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本源来说ꎬ 它更多是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理念和对

未来国际关系的美好期许ꎬ 因而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ꎬ 如新型国际关系和人

类命运共同体ꎬ 而俄罗斯的国际秩序观更多是在与美国持续不断的冲突中产生ꎬ
因而含有较多实用主义的成分ꎮ 但俄罗斯学术界的看法恰恰相反ꎮ 它认为中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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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重实用ꎬ 轻价值ꎬ 而俄罗斯外交受较强的道德和正义感驱使①ꎮ 从根本上说ꎬ
两国外交都以现实主义为底色ꎬ 但它们有不同特点是都承认的事实ꎮ

在俄罗斯学术精英界ꎬ 一种对俄罗斯传统外交思想具有颠覆性的认识和思潮

正在出现ꎮ 这突出地反映在瓦尔代俱乐部为 ２０１９ 年会议所发布的报告中ꎮ 在这

篇名为 « 成熟起来ꎬ 或是迎接无秩序: 世界秩序的缺失如何促进国家的负责任

行为» 报告中ꎬ 提出了一系列超越俄罗斯传统外交概念的观点ꎮ 它的核心思想是

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已经无可挽回地崩溃ꎬ 重建国际秩序的努力徒劳无益ꎬ 世

界将进入没有国际秩序的无政府状态ꎻ 但国际秩序的缺失并不是灾难ꎬ 无政府是

国际关系更自然的状态ꎬ 它比现今建立在霸权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更民主ꎬ 这将

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更大的可能性ꎻ 未来独立国家共同的民主将代替原来的国际

秩序ꎬ 它将为国际政治制定规则ꎬ 在这种情况下ꎬ 国家领导人的道德、 正义和责

任感将至关重要ꎻ 国家不能再期待 “秩序” 的庇护ꎬ 而需要各自为政ꎬ 各自为

自己的生存而斗争ꎬ 等等②ꎮ
尽管俄罗斯官方尚未接纳这一理论ꎬ 但鉴于瓦尔代俱乐部与官方的密切关

系ꎬ 鉴于报告作者包括多位接近官方的有影响学者ꎬ 不能不认为这一理论反映着

俄罗斯精英界对当今世界的一种情绪ꎮ 这种情绪包含了俄罗斯的孤独感、 对当今

世界的失望、 对西方不接纳和压制俄罗斯的怨怒、 对改变这个世界的无奈以及由

此产生的独自上路的悲愤和孤傲ꎮ
这种情绪的出现不是偶然和孤立的ꎮ 被认为是俄罗斯政坛重要思想家的苏尔

科夫在 ２０１８ 年发表了一篇引起广泛反响的文章ꎮ 在这篇名为 « 混血儿的孤独»
的文章中ꎬ 作者说俄罗斯的文化和地缘政治属性就像一个混血儿ꎬ 它对自己的身

份迷惑茫然ꎮ 到处都把它当亲戚ꎬ 但却不把它当亲人ꎻ 在外人中它是自己人ꎬ 在

自己人中它又是外人ꎻ 它懂得所有人ꎬ 但却不被所有人理解③ꎮ 其强烈的孤独感

油然而出ꎮ 另一位俄罗斯著名学者卢基扬诺夫断定ꎬ 原有形式的全球化已经完

结ꎬ 世界正在向国家自私的方向发展ꎬ 曾几何时的 “共同利益” 已经让位④ꎮ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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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失望和悲观可见一斑ꎮ 俄罗斯官方坚持国际秩序建设ꎬ 坚持维护联合国的

地位ꎬ 这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和需要ꎬ 但在内心里俄罗斯深信国际秩序已经失序ꎬ
联合国软弱无力ꎬ 原有的治理体系已经失效ꎬ 没有可靠的国际安全体系ꎬ 因此在

实践上俄罗斯是向确保自助自保和自成一体发展①ꎮ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宪法修改ꎬ 根

据普京总统提议确立了国内法高于国际法ꎬ 虽然这不意味着俄罗斯将脱离国际法

体系ꎬ 也不是俄罗斯宪法思想的根本改变ꎬ 但作出这一修正的含义十分清楚ꎬ 那

就是从立法上强化俄罗斯在国际政治中的独立自主ꎬ 增加俄罗斯外交的行动自

由ꎮ 国内法高于国际法意味着当两者冲突时以国内法为优先ꎬ 意味着俄罗斯可以

不接受西方法律机构的裁决ꎬ 不受未接受的国际条约限制和约束ꎬ 可依据国内法

所赋予的合法性对美国和西方的行为作出反应②ꎮ
在国际安全的重要领域———战略武器控制问题上ꎬ 中俄没有直接矛盾ꎬ 但有

不同想法ꎮ 美国试图把中国拉入美俄战略武器控制谈判ꎬ 中国予以拒绝ꎬ 理由是

中国战略武器数量远少于美俄ꎮ 俄罗斯对中国的立场表示理解ꎬ 不对中国提出要

求ꎬ 同时表示如果美国要求中国参加战略武器谈判ꎬ 那另外两个核国家英法也应

参加③ꎮ 这不单单是为中国的辩护ꎬ 也反映了俄罗斯希望看到中国加入并形成五

核大国协商机制的想法ꎮ 这一想法在普京总统 ２０２０ 年 «国情咨文» 中已经清楚

地表达出来④ꎮ 俄罗斯虽不强力推动中国参加军控谈判ꎬ 但希望中俄美或中俄美

英法多边形式出现ꎬ 并认为它迟早有形成的可能ꎮ 俄罗斯愿接受美国的说法ꎬ 即

这一机制主要是谈规则和透明度ꎬ 不是谈削减和限制战略武器ꎬ 因此战略武器数

量少不再是不参加的理由ꎮ 在中国的军费已是俄罗斯的两倍之多、 军事实力迅猛

提高的情况下ꎬ 俄罗斯希望中国也被纳入战略武器控制进程的想法是自然的ꎮ 拉

夫罗夫外长认为俾斯麦的名言仍然有现实意义ꎬ 即 “在军事问题上决定性的因素

不是意愿ꎬ 而是潜力”⑤ꎮ 这虽是针对美国说的ꎬ 但也是普适的思维ꎮ 如果美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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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促压英法同意加入战略武器谈判ꎬ 则将形成中国面对美俄英法的局面ꎬ 这对

中国来说也将形成很大的倒逼压力ꎮ
此外ꎬ 中俄在其他一些具体问题上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ꎮ 如在联合国安理会

的改革上ꎬ 中俄的指导思想相同ꎬ 都主张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ꎬ 但俄罗斯率

先明确表态支持印度 (以及巴西) 入常①ꎬ 而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持谨慎立场ꎬ 这

给中国带来一定压力ꎮ 虽然俄罗斯的做法是从俄印关系的考虑出发ꎬ 并不是与中

国存在矛盾ꎬ 但在问题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时ꎬ 中俄之间会出现政策上的不协

调ꎬ 也有因此引起不和谐的可能ꎮ

三　 中俄美与未来国际秩序的形成

从历史上看ꎬ 崭新国际秩序的出现通常是世界形势巨变的产物ꎬ 尤其可能是

战后安排的结果ꎬ 胜利者凭借支配性地位确立起新国际秩序ꎬ 如一战和二战之后

发生的情况ꎮ 在和平时期ꎬ 新国际秩序的形成通常是通过缓慢的积累和改造ꎬ 不

可能平地推倒重建ꎬ 也不可能一蹴而就ꎮ
这也是现实情况ꎮ 不能期望出现重起炉灶的国际秩序ꎬ 未来的国际秩序只能

是在现基础之上的发展ꎬ 也难以期望在短时期里形成新国际秩序ꎬ 这将是一个长

期和曲折的过程ꎮ 从总体上看ꎬ 现在世界还处于国际秩序的解构阶段ꎬ 旧秩序正

在或已经瓦解ꎬ 新秩序尚未形成ꎬ 这个阶段还将长时间持续ꎮ
有悲观的看法认为国际秩序将不复出现ꎮ 不管从理论还是现实上说都存在着

这种可能ꎮ 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不同ꎬ 它是创造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存在ꎬ 国际

社会不必然有国际秩序ꎬ 在一定时期它也可能处于无序状态ꎬ 而无序状态不是国

际秩序的形式ꎮ
更多人相信国际秩序仍会存在ꎮ 国际社会发展至今ꎬ 不会再让自己生活在蛮

荒的 “丛林” 中ꎬ 也不可能不试图建立国际秩序ꎬ 共同的理念、 规则、 制度仍

将是国际社会的长期需求和追求ꎮ
但对未来国际秩序将是什么样的ꎬ 却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ꎮ 这种不确定性

源于多种因素ꎬ 中俄美关系是其中最主要因素之一ꎮ 世界被认为正在进入新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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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竞争时代ꎬ 而中俄美是这场新大国竞争的主角①ꎮ 三国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着未来国际秩序的走向ꎮ 联合国、 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二战之后

形成的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还会继续存在ꎬ 但它们的有效性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中俄美关系ꎮ 在一定意义上ꎬ 三国关系的形态和性质也就是未来国际秩序的

形态和性质ꎮ
现实是ꎬ 无论中国、 俄罗斯还是美国ꎬ 也无论是以它们为中心的哪个国家集

体ꎬ 都不可能单独建立起新国际秩序ꎮ 美国和西方既已无法维持对国际秩序的主

导ꎬ 也难以挽回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衰落ꎻ 新兴国家的国际权力在上升ꎬ 但同样

不能一统天下ꎬ 未来的国际秩序只能是国际权力的传统强国与新兴国家之间博弈

的产物ꎬ 当然也还有其他大量国际角色的参与和影响ꎮ
可以断定ꎬ 在中俄美关系业已形成的竞争性结构下ꎬ 不可能出现一元化的国

际秩序ꎬ 这种前景可以完全排除ꎮ 事实上ꎬ 世界也不曾有过全面覆盖的国际秩

序ꎬ 从来不存在过被全世界普遍接受的规则、 规范和制度②ꎮ 在大一统的国际秩

序不会出现的条件下ꎬ 未来国际秩序的结构在横向上将呈现出更强的板块化ꎬ 由

多个板块共同组成ꎻ 在纵向上它将更有层次化ꎬ 由国际、 地区、 次地区层次共同

组成ꎮ
如果这不是统一的国际秩序ꎬ 那它将是什么形态? 最可能的前景有三种ꎬ 即

碎片化、 多元型和体系对立型ꎮ 当然ꎬ 这是就最突出的特征而言ꎬ 也是就使三者

分离的主要标志而言ꎬ 但不意味着三者完全没有重复的成分和因素ꎮ
碎片化ꎮ 碎片化是当前国际秩序的重要特点ꎬ 也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国际秩序

的特点ꎬ 甚或未来国际秩序就是碎片化的ꎮ 瓦尔代 ２０１９ 年度报告实际上已经认

同国际秩序的碎片化ꎬ ２０１９ 年慕尼黑安全报告的题目即是 « 大拼图: 谁来重整

碎片?» ③ꎬ 西方还有 Ｇ０ 也就是零集团的观点ꎬ 意指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有能力

和意愿管理国际日程ꎬ 国际结构 “归零”④ꎬ 也等于是碎片化ꎮ 但从根本上说ꎬ
碎片化是国际秩序的破碎ꎬ 没有内在关联的碎片化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秩

序ꎬ 而更接近于无秩序ꎮ 碎片化是大国无法达成妥协、 又不能形成相对集中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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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结构的结果ꎮ 它不是中俄美的追求ꎬ 不论中国、 俄罗斯还是美国都不把碎片化

作为国际秩序构建的目标ꎮ 新国际秩序建设也正是要从这种碎片化状态走向某种

有序状态ꎮ
多元型国际秩序ꎮ 这是一种多元成分有序共存的国际秩序ꎮ 这种看法在学术

界得到较多的认同ꎬ 特别是在中国学术界ꎬ 虽然对它的叫法可能不一样①ꎮ 应该

指出的是ꎬ 许多学者在使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概念是没有一条严格的界限ꎮ 这

是可以理解的ꎬ 尽管在理论上可以对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作出清晰的区别ꎬ 但在

实践中难以完全分割ꎬ 它们来自同一个国际政治本体ꎬ 本身存在着某种交织ꎬ 过

于拘泥于细致的划分没有很大的实践意义ꎮ 中国官方在使用这两个概念并不刻意

区分ꎬ 经常是并列或互替②ꎮ 也有欧洲学者把国际秩序、 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进

行理论上的整合ꎬ 这也是为了能更方便于对国际政治进行解释③ꎮ
多元型的国际秩序也是中俄的官方主张ꎬ 多极化即这种思想的体现ꎮ 两国的

设想都是形成一个包容性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ꎬ 使不同成分融为一个共生共存

和平相处的整体ꎬ 既有共同规则又保留差别ꎮ
中国的构想集中体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上ꎮ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理

想ꎬ 在这个杂乱纷争的世界里ꎬ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极其艰难的任务ꎬ 但在价

值观上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ꎮ 从另一个角度看ꎬ 作为抽象概念它也是相

对现实的ꎬ 因为它超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ꎬ 超越了东方和西方的差

异ꎬ 超越了国家、 民族、 宗教的纷争ꎬ 因而它具有更大的被共同接受的基础ꎮ
俄罗斯没有提出类似的宏观抽象概念ꎬ 但它的想法与中国接近ꎮ 普京提出应

建立一种有弹性的体系ꎬ 各种价值观、 思想、 传统能够共同存在ꎬ 相互协作相互

丰富ꎬ 同时保留各自的特性和差别④ꎮ
中俄的这种想法是自然的ꎮ 对中国和俄罗斯来说ꎬ 国际秩序变化的意义在于

提高新兴国家的国际地位ꎬ 增加它们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权力ꎬ 使它们的国家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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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活方式得到认可ꎮ 从根本上说ꎬ 它们是追求与西方的平等地位ꎬ 与西方和睦

相处ꎬ 而不是排斥和取代西方ꎮ
还应看到ꎬ 尽管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不复存在的断言①ꎬ 也有对 “西方的

缺失” 的沉重叹息②ꎬ 但西方还将继续存在ꎬ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当今历史阶段

也不会真正消亡ꎬ 消亡的更可能是它在国际秩序中的统治地位ꎬ 以及西方在国际

秩序中的主导身份ꎮ 西方不会完全放弃自由主义国际秩序ꎬ 自由主义是西方价值

观的核心ꎬ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西方价值观的国际体现ꎬ 在未来一定时期ꎬ 自由

主义国际秩序仍将是西方的模式ꎬ 也看不到西方有其他替代性构想ꎮ 而西方也仍

将是国际政治最主要的角色之一ꎬ 西方的衰落不是西方的边缘化ꎬ 更不是从世界

舞台出局ꎬ 国际权力转移不意味着西方失去全部权力ꎬ 而只是它的能力和影响的

缩小ꎬ 并不得不与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分享它曾独占的地位ꎮ
包容性的国际秩序在理论上容易构建ꎬ 但在实践上极为困难ꎮ 这首先是因为

国际权力的转移不会是友好的过程ꎮ 十分自然ꎬ 对于国际权力的转移ꎬ 新兴力量

国家张开双臂欢迎ꎬ 但传统力量国家不会情愿相让ꎮ 这本身就是一个冲突性的矛

盾ꎬ 它最突出地通过中俄美关系表现出来ꎮ 以多极化和单极化为例ꎬ 它的焦点是

在中俄与美国之间ꎬ 而不是在中俄与整体的西方之间ꎮ 事实上ꎬ 在当今的国际政

治中ꎬ 多极化的主要障碍是美国ꎬ 而欧洲、 日本这些西方成员不是多极化的主要

阻力ꎬ 它们相对较易接受多极化ꎬ 而且可能是多极化的参与者和同盟军③ꎮ 而所

谓单极化ꎬ 在西方内部涣散特别是美欧分离趋深的情况下ꎬ 它越来越成为美国的

单极化ꎬ 而不是西方的单极化ꎮ 在一般意义上ꎬ 单极化的所指是美国ꎬ 而不是指

整体的西方ꎮ
不同理念和规则制度和平共存于同一秩序ꎬ 其前提是相互承认存在的合理

性ꎬ 并建立起某种共存的结构性关系ꎮ 从严格意义上讲ꎬ 秩序应是共同认可和遵

守的ꎬ 否则难成秩序ꎮ 这里的认可不是指认同对方的观点ꎬ 而是认可对方存在的

权利ꎻ 遵守也不是指遵守对方的规则ꎬ 而是遵守共同的商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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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问题上ꎬ 矛盾焦点也在于中俄美关系ꎮ 中俄美是不同国际秩序主张的

主要代表者ꎬ 它们的主张能否相容是最大的问题ꎮ 困难在于ꎬ 中俄和美国许多思

想理念和政策主张上具有对立性甚至是相互排斥性ꎬ 如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 不

干涉内政和新干涉主义ꎮ 俄罗斯不接受美国和西方提出的 “以规则为基础的秩

序” 理念ꎬ 认为它的实质是以本国的标准替代公认的国际法规则ꎬ 由西方制定规

则并把它强加于国际社会①ꎮ 显然ꎬ 中俄与美国的思想和主张和平共存十分困

难ꎬ 如果它们最终能够相容ꎬ 也只有通过艰难的博弈并达成某种妥协和共识ꎮ
许多学者试图解决这一难题ꎮ 借鉴 １９ 世纪的 “欧洲协调” 是方案之一ꎮ 这

种观点认为ꎬ “欧洲协调” 是迄今为止维护国际秩序最成功的事例ꎬ 它为如何在

多极世界中共同管理安全事务提供了一个范式②ꎮ “欧洲协调” 形成于战胜拿破

仑之后的 １８１５ 年的维也纳会议ꎬ 在此之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１００ 年里ꎬ 欧

洲发生战争的频率和烈度较前两个世纪明显降低ꎮ “欧洲协调” 成功的原因被认

为是把战败国法国也容纳进世界秩序ꎬ 这与一战后战胜国对德国和冷战后美国对

俄罗斯的政策大不相同ꎻ 更重要的是ꎬ “欧洲协调” 强调以合作理念取代均势思

想ꎬ 各大国逐渐习惯在发生利益冲突时寻求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③ꎮ
如果说 “欧洲协调” 在今天能有所启示的话ꎬ 那就是可以形成某种广义上

的 “大国协调” 机制ꎬ 以协商方式处理大国关系和解决国际争端ꎮ “大国协调”
形式简单灵活ꎬ 它是非排他性和非意识形态化的ꎬ 它的效率也会比综合性的国际

机制更高ꎮ “大国协调” 的参与者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大国ꎬ 也可包括其他重要

的国际行为体ꎮ 在一定意义上ꎬ ２０ 国集团和俄罗斯倡议的中俄美英法协商已经

具有 “大国协调” 的某些特征ꎮ
受到欧洲历史上汉萨同盟的启发ꎬ 还有学者提出建立现代的 “汉萨同盟”ꎬ

以此为国际秩序建设开辟新路径ꎮ 汉萨联盟是 １３ ~ １７ 世纪在欧洲存在过的城市

商业联盟ꎮ 建立现代 “汉萨联盟” 的含义就是在国家受制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

治束缚而不能自拔的情况下ꎬ 绕开国家ꎬ 以城市为单元发展国际合作ꎬ 形成城市

合作联合体ꎮ

８１

①

②

③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и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В
Лаврова на "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ом часе" в Совете Федерации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Ｈａａｓｓꎬ Ｒｉｃｈａｒｄꎬ “Ｈｏｗ ａ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Ｉｔｓ Ｗａｋｅ”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９８ꎬ
Ｉｓｓ １ꎬ (Ｊａｎ / Ｆｅｂ ２０１９):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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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认为ꎬ 城市是现代社会的主体ꎬ 城市在面对着社会生活的大部分实

际问题ꎬ 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发动机ꎬ 是新技术的孵化器ꎬ 是商品和服务的主

要市场ꎬ 是财政资源主要来源ꎮ 城市的意识形态色彩弱ꎬ 务实性强ꎬ 它比国家之

间更容易找到共同话语ꎬ 因而更容易形成合作网络ꎮ 城市联合体没有中心ꎬ 没有

等级ꎬ 更为平等ꎻ 它结构更稳定ꎬ 机制更灵活ꎻ 它以自愿代替了强制ꎬ 以利益平

衡代替了力量平衡ꎬ 以目标导向代替了战略导向ꎮ 城市联合体虽然不可能替代国

家关系ꎬ 但对构建未来国际秩序也是一种有价值的补充①ꎮ
多元型国际秩序符合现实世界的变化ꎬ 是最理性和最现实的选择ꎮ 但它不是

自然和必然实现的ꎬ 还存在着与之相反的另一种可能ꎬ 即体系对立型国际秩序ꎮ
这是以新的东西方体系对立为主轴的国际秩序ꎬ 它不同于碎片化的国际秩序ꎬ 它

的构成不是杂乱无章的ꎬ 而是有清晰的支撑结构ꎻ 它也不同于多元型国际秩序ꎬ
它的内部关系不是有序共处ꎬ 而是二元对立ꎮ

新东西方体系是指以中俄和美国为代表的两大国际力量形成系统化和体系化

的对立ꎮ 新东西方体系是形象性比喻ꎬ 不必在字义上做过多的解读ꎬ 不能把它与

冷战时期的东西方体系等量齐观ꎬ 它们在内容和性质上存在着重大差别ꎬ 但在一

定程度上ꎬ 它确实有诸多类似冷战时期之处ꎬ 特别是在政治特征上ꎬ 这也是将其

比喻为新东西方的原因ꎮ
与多元型国际秩序的情况相反ꎬ 新东西方对立的推动者是美国ꎬ 中俄是反对

者ꎮ 但尽管有中俄的反对ꎬ 这个过程仍可能发展ꎬ 而且中俄也会被动地被拖入这

个过程ꎮ 在现阶段ꎬ 新东西方体系的轮廓已隐约浮现ꎬ 并在继续发展ꎮ
在冷战结束不过二十多年后ꎬ 新冷战的氛围就开始重新充斥着大国关系ꎮ 在

今天俄美和中美关系中ꎬ 关于新冷战的话题不绝于耳ꎮ 虽然对中俄美是否已经进

入新冷战判断不一ꎬ 但问题本身已表明新冷战即使还不是现实ꎬ 那也已在大国关

系的门口徘徊ꎮ 冷战与东西方对立密不可分ꎮ 同理ꎬ 新冷战与新东西方对立也如

影随形ꎮ 当新东西方对立出现ꎬ 新冷战必不可免ꎮ 反过来说ꎬ 一旦新冷战出现ꎬ
说明新东西方对立已成现实ꎮ

美国已经把世界划为对立的两半ꎮ 如同冷战时期一样ꎬ 意识形态是它的标杆

和先锋ꎬ 只是它不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ꎬ 而是所谓的自由主义和专制制度ꎮ

９１

① Андрей Кортуновꎬ Ганзейский союз как прообраз грядущего миропорядка ｈｔｔｐｓ: / / ｒｕｓｓｉ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ｕ /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 ａｎｄ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 ｇａｎｚｅｙｓｋｉｙ － ｓｏｙｕｚ － ｋａｋ － ｐｒｏｏｂｒａｚ － ｇｒｙａｄｕｓｈｃｈｅｇｏ － ｍｉｒｏｐｏｒｙａｄｋ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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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认为在世界上正在出现一场代表着不同思想的地缘政治竞争ꎬ 它的一方是自

由主义国际秩序思想ꎬ 另一方是专制的国际秩序思想①ꎮ 自然ꎬ 美国自认是自由

主义世界秩序思想的代表ꎬ 专制的世界秩序思想是中国和俄罗斯ꎮ 由此ꎬ 美国给

出了新东西方的政治特征ꎬ 那就是西方民主和东方集权的思想及制度ꎮ 意识形态

化重回国际政治ꎬ 也重回美国国内政治ꎬ 其氛围之浓厚ꎬ 以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

夫称其为 “新麦卡锡主义”②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ꎬ 把中俄的主张界定为专制思想的国际秩序是一种政治武

断ꎮ 实际上ꎬ 中俄所主张的国际秩序包含着自由民主、 公平公正、 社会发展、 市

场经济和多边合作ꎬ 这些思想与自由主义的精神并不相悖ꎮ 客观地看ꎬ 它汲取了

自由主义思想的精华ꎬ 并且反映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进步的一面ꎮ 它不强制他国

接受本国的意志ꎬ 因此它在本质上没有专制的属性ꎮ 就此而言ꎬ 美国以自由主义

国际秩序之名而将其意志强加于他国则更显专制性ꎮ
这种意识形态分类在价值观上给中俄和美国贴上了不同标签ꎬ 使美国占据了

道德高位ꎬ 代表着进步ꎬ 而中俄代表着落后ꎮ 不过ꎬ 意识形态是夺目的旗帜ꎬ 在

它的背后则是国际权力的竞争ꎮ 意识形态与权力之争互为表里ꎬ 也互为表现形

式ꎮ 中国学术界对中美之争的实质有不同理解ꎬ 有制度之争说ꎬ 有模式之争说ꎬ
也有领导力之争说ꎬ 但意识形态和权力之争的综合应是更全面的解释ꎮ

中俄美都在推动着自己的区域计划ꎬ 包括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ꎬ 俄罗

斯的大欧亚伙伴关系ꎬ 美国的印太战略ꎮ 相对于美国的印太战略ꎬ 中俄在战略追

求和相互关系上接近ꎬ 并且采取对接战略③ꎬ 在更宏观层次可视为一个大进程ꎮ
由此ꎬ 可认为三国所推进的是两大宏观进程ꎮ 这两大进程是新东西方体系的机制

载体ꎮ 两大进程在政治关系上南辕北辙ꎬ 印太战略把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对立面ꎬ
美国对此直言不讳ꎮ 而俄罗斯和中国也不接受美国的印太战略④ꎮ

０２

①

②

③

④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７ / １２ / ＮＳＳ － Ｆｉｎａｌ － １２ － １８ － ２０１７ － ０９０５ ｐｄｆ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В Лаврова в программе
"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на " Первом канале" .

普京认为欧亚经济联盟和 “一带一路” 在精神和要解决的任务上都相近ꎮ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выступил на итоговой пленарной сессии ＸＶＩ заседа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 Валдай"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６１７１９

俄罗斯反对和不接受印太战略ꎬ 认为这是美国在重构亚太地区现有框架ꎬ 带有分裂这一地区和遏
制他国的用意ꎮ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и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В Лаврова на пленарной сесс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 Диалог Райсина"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ｉｄ
ｒｕ / ｒｕ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 ｎｅｗｓ / － / ａｓｓｅ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 ｃＫＮｏｎｋＪＥ０２Ｂｗ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ｉｄ / ３９９４８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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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安全领域ꎬ 美国把中俄并列为最大威胁ꎬ 在军事上对两国进行战略压

制ꎬ 使美国与中俄在军事安全体系上的对立越来越明显ꎮ 在欧洲方向ꎬ 美国联合

北约和东欧国家构建针对俄罗斯的半包围圈ꎬ 战线推进到了波罗的海、 里海和高

加索一线ꎮ 在亚太地区ꎬ 美国通过盟友网络和印太战略对中国实施军事战略包

围ꎮ 与此同时ꎬ 中俄安全关系则不断向战略纵深发展ꎮ 仅以 ２０１９ 年来说ꎬ 中俄

发表了 «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ꎬ 协调了在国际战略稳定问题

上的立场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中俄举行 “海上联合 － ２０１９” 联合军演ꎻ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中

俄战略轰炸机首次联合在东北亚地区战略巡航ꎻ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中国参加俄罗斯

“中部 － ２０１９” 战略演习ꎻ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普京总统透露俄罗斯帮助中国建设导弹

防御系统ꎻ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中俄和南非在南非海域进行联合军演ꎻ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中

俄和伊朗在阿曼湾举行联合海上演习ꎮ 显而易见ꎬ 中俄在军事安全上的战略性接

近在加速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北约伦敦联合声明第一次把中国称为挑战①ꎮ

在这前后ꎬ 波罗的海三国也首次宣布中国为威胁ꎬ 有的甚至认为威胁程度超过

俄罗斯②ꎮ 与俄罗斯一向不睦的波兰总理也呼吁俄罗斯与欧洲联合应对中国威

胁③ꎮ 不排除以后还会有其他国家步其后尘ꎮ 这些宣示并不一定表明它们真正

感受到中国的威胁ꎬ 但其中有一个重要意义ꎬ 那就是北约和北约国家在安全上

开始提出亚洲议题并向亚太移动ꎬ 这为美国在安全体系上把亚太和欧洲连接起

来提供了黏合剂ꎮ 在亚太地区ꎬ 美日印澳四方机制受到很多关注ꎬ 尽管它并未

如许多人预测的那样成为东方的 “小北约”ꎬ 但印太战略与北约客观上是在形

成战略呼应ꎮ
在经济、 金融、 能源、 技术等领域ꎬ 也存在着美国与中俄分割和分裂的过

程ꎮ 它主要表现在两个背道而驰的趋势上ꎮ 一方面ꎬ 美国与中国、 俄罗斯在这

些领域的联系在削弱ꎮ 多年来ꎬ 美国对俄罗斯实行制裁政策ꎬ 这使俄美原本也

１２

①

②

③

北约的表述是中国既是机会也是挑战ꎮ Ｌｏｎｄｏｎ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ꎬ Ｉｓｓｕ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Ｈｅａｄ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ｉｎ Ｌｏｎｄｏｎ ３ － 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ａｔｏ ｉｎｔ / ｃｐｓ / ｅｎ / ｎａｔｏｈｑ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ｔｅｘｔｓ＿１７１５８４ ｈｔｍ

立陶宛、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安全情报机构分别在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把中
国列入威胁名单ꎬ 它主要是指间谍等形式的威胁ꎬ 不是直接的军事威胁ꎮ 挪威也在２０１９ 年 ２ 月的文件中把
中国作为威胁ꎮ

Россия делает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ую ошибкуꎬ считая Европу врагом － Моравецкий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ｋｒｉｎ
ｆｏｒｍ ｒｕ / ｒｕｂｒｉｃ － ｗｏｒｌｄ / ２８５４１９９ － ｒｏｓｓｉａ － ｄｅｌａｅｔ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ｅｓｋｕｕ － ｏｓｉｂｋｕ － ｓｃｉｔａａ － ｅｖｒｏｐｕ － ｖｒａｇｏｍ －
ｍｏｒａｖｅｃｋｉｊ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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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密切的经济联系更加薄弱ꎬ 俄罗斯实际上从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圈中被逐

出ꎮ 对于中国ꎬ 美国开始实施 “脱钩” 政策ꎬ 降低两国经济关系的紧密度ꎬ 拆

散业已形成的产业链ꎬ 经济关系不再是中美关系的 “压舱石”ꎮ 另一方面ꎬ 中

俄在这些领域的联系却在加深ꎮ 中俄都希望深化两国的经济联系ꎮ 在金融领

域ꎬ 中俄逐渐扩大本币结算ꎬ 降低对美元的依赖ꎻ 在国际金融结算系统上ꎬ 中

俄推动建立平行于 ｓｗｉｆｔ 的独立支付系统ꎬ 包括使用金砖国家的平台ꎬ 以避免

完全受制于美国①ꎮ 在能源领域ꎬ 中俄已经是战略伙伴ꎬ 从俄罗斯到中国的石油

和天然气管道都已建成ꎬ 俄罗斯既是中国最大石油来源国ꎬ 并可能将是最大天然

气来源国ꎮ 中俄在各个重要的科技领域进行联合研究和开发ꎬ 包括航空航天、 核

能、 信息通讯技术、 人工智能、 大数据、 新能源、 新材料、 生物技术、 现代农业

和环境保护等等ꎮ
此外ꎬ 在地区多边经济机制的构建中ꎬ 中俄和美国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明

显ꎮ 中俄美都在推进自己的多边区域经济机制ꎮ 美国在抛弃原有多边机制后ꎬ 并

不是真正退回到孤立主义ꎬ 而是以新的标准进行重建ꎮ 它的一个重要用意被认为

是要把中俄阻挡在外ꎮ 也就是说ꎬ 美国的新多边机制将排斥中俄ꎬ 中俄的进入将

十分困难ꎬ 它的客观结果是在美国和中俄之间竖起一道屏障ꎮ
有必要再次说明ꎬ 这里所说的新东西方是一种形象性比喻ꎬ 它与冷战时期的

东西方不完全一样ꎮ 不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ꎬ 新东西方体系对世界的分裂都不会

像冷战时期那么深广ꎮ 而在内部关系上ꎬ 不管是新东方还是新西方也不会像冷战

时期那么紧密和一致ꎮ
假使这种新东西方体系将会出现ꎬ 它未来还有发生演变的可能ꎮ 它的方向是

从以中俄—美国为框架演变为以中—美为基本框架ꎬ 俄罗斯退为支持性或独立角

色ꎮ 在某种程度上ꎬ 它可能会类似于冷战时期的中美苏关系ꎬ 只是中国与俄罗斯

交换了位置ꎬ 中美是对立的主角ꎬ 俄罗斯居于其间或其外ꎮ
作出这种判断是基于某些假设ꎮ
美国在最新的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中把俄罗斯和中国并列为最大威胁ꎬ

但未来情况可能发生改变ꎬ 美国将把中国作为头号目标和对手ꎮ 事实上ꎬ 现在这

一趋势已经出现ꎮ 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ꎬ 虽然美国把中俄都看作是挑战和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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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ꎬ 但它们对美国的意义不一样ꎮ 中国是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ꎬ 它的挑战威胁到

美国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ꎻ 而俄罗斯虽然也是美国的威胁ꎬ 但按俄罗斯学者的话

说ꎬ 它没有与美国战略竞争的本钱ꎬ 在美国的眼里ꎬ 它只是一个只要有可能就给

美国制造麻烦的 “世界级坏蛋”①ꎮ
意识形态是美国与中俄政治分界的基础ꎬ 它的内容有可能变得更为复杂和加

深ꎬ 美国不仅把它看作是自由民主与专制集权的对立ꎬ 也不仅是自由资本主义和

国家资本主义的竞争ꎬ 而且也向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立演变ꎮ 美国政界和学

术界已经有人把与中国的对立看作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和制度模

式的对立ꎬ 这将使意识形态内涵及其对立更加升级ꎬ 中美之争在政治上也将被标

签化为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之争ꎮ 俄罗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ꎬ 因而美俄在意

识形态上的对立易于弱化ꎬ 特别是如果俄罗斯领导人发生更替ꎬ 或是美俄关系出

现缓和ꎮ
２０２０ 年爆发的新冠病毒瘟疫对国际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ꎬ 其中一个结果是

把中美推向了更尖锐的对立ꎬ 中美突出成为最严重的矛盾ꎬ 中俄美关系中的中

俄—美对立形态减弱ꎬ 而中—美对立形态强化ꎮ 俄罗斯学术界对此有敏锐的反

应ꎬ 虽然多认为俄罗斯仍将更多地与中国站在一起ꎬ 但客观上俄罗斯将是在 “坐
山观虎斗” 的猴子的位置ꎬ 而且主观上俄罗斯也会认为这是更有利的选择②ꎮ 虽

然现在还很难对这场疫情的结果做出最后的全面定论ꎬ 但可以说ꎬ 它显示出中美

关系将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ꎬ 与此同时ꎬ 对未来国际秩序的竞争也更多是在中国

和美国之间展开ꎬ 一些人认为ꎬ 疫情将使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加速衰落ꎬ 而中国将

填补真空③ꎮ
美俄关系存在结构性矛盾ꎬ 学术界对美俄关系的前景较多持悲观看法ꎬ 两国

关系的根本改善十分困难ꎬ 但未来某种程度的缓和及改善仍有可能ꎬ 或者是这一

矛盾在美国外交中的重要性相对下降ꎮ 现在可见的主要变数有两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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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变数是 ２０２４ 年俄罗斯总统更替ꎮ 美国有对俄政策 “普京化” 的现象ꎬ
普京在美国被固化为负面形象ꎬ 与普京的任何妥协都会面临国内政治压力ꎬ 这也

成为美国调整对俄政策的某种政治束缚ꎮ ２０２４ 年或者更早俄罗斯总统换届给美

国调整对俄政策提供了机会窗口ꎬ 美国期望可以不再同普京打交道ꎮ 现在出现了

另一种形势ꎬ 即普京有可能继续执政ꎬ 美国将不得不在未来很长时期继续面对普

京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美国欲在对俄政策上有所改变ꎬ 这仍是一个合适的机会

窗口ꎮ
另一个变数是美国对中俄的策略会否改变ꎮ 在美国外交和学术界ꎬ 一直有对

中俄采取分而治之或联俄制华的主张ꎬ 这种主张的声音近年来渐高ꎮ 从策略上

说ꎬ 它有其合理性ꎬ 不排除美国未来转向这种策略的可能ꎮ
中俄关系也可能发生某种变化ꎮ 在中俄国力差距拉大到一定程度时ꎬ 两国的

国际秩序观有可能发生分化ꎬ 导致两国在国际秩序主张上的统一阵线松散ꎮ 另

外ꎬ 政治安全是中俄重要的共同利益ꎬ 它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ꎮ 但是ꎬ 美国对中

俄政治安全的威胁有所差别ꎮ 美国对中国的目标是针对中国的政治制度ꎬ 而对俄

罗斯的目标主要是针对特定的政权ꎬ 并不一定是制度ꎮ 假使美国对俄罗斯政权的

态度转为容忍ꎬ 美国对俄罗斯政治安全威胁的程度将减轻ꎬ 中俄在政治安全上共

同利益的基础也将减弱ꎬ 这也可能影响到两国在国际秩序问题上的一些相关概

念ꎬ 进而影响到两国所持有的某些共同主张ꎮ 但这不意味着中俄整体关系的

逆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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