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俄美的世界新秩序之争 

 

德米特里·特列宁1 

 

编者按：特朗普政府背离美国的外交传统，采取了同时对中国、俄罗斯施压的“双遏

制”政策。这会大大减少中俄之间原有的猜忌，推动中俄进一步合作。本期摘译卡内基莫

斯科中心学者对变化中的中俄美三边关系的分析，供读者参考。 

 

近来，美国挑起了和中国的大国竞争以及和俄罗斯的对抗。与此同时，中俄关系从

和解走向友好：两国虽然不是正式的同盟，但有着基本相同的世界观，并且在具体政策

上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 

导致上述联盟重组的原因是，冷战后没能形成一个可以包容所有主要大国的世界秩

序。这也暴露了单一霸权国主导秩序（即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局限性：这种秩序只有在美

国愿意承受负担，同时其他国家愿意承认美国霸权地位的时候才能维持。如今，历史上

典型的大国竞争再度出现。美中和美俄之间的敌对可能会不断加剧，直到形成一个新的

均势。 

对抗和联合都是高度不对称的。美国、中国、俄罗斯在国力和资源方面有很大不同。

它们的共同点仅仅在于：美中俄都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

地缘政治行为体，三国之间的互动会对全球战略格局带来巨大影响。这三国有各自的目

标、战略以及具体的策略。美中俄三国关系代表一种全新的关系模式，它与冷战和 18、

19 世纪的欧洲大国竞争均不相同。 

                                                   
1 德米特里·特列宁（Dmitri Trenin）,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本文英文原文载于卡内基莫斯科中心

网站：https://carnegie.ru/2019/05/07/china-russia-and-united-states-contest-new-world-order-pub-79078。
此为中文摘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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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寻求维持其对全球事务的绝对主导地位。但是目前，美国的这种主导地位已经

难以为继。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因为美国认为中国有能力在经济上甚至在科技上

取代美国的地位。同时，美国把俄罗斯视为一个有着巨大野心的国际事务搅局者。美国

国内已经开始就美国在未来世界中的角色和外交目标展开辩论。目前，有一点是明确的，

即如果美国想保持竞争力，就必须更多关注自身国内事务，同时要求盟国承担更多国际

责任。 

中国在努力寻求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尽管中国的主要关注点依然在国内，中国要

维持国内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张，但是在一

些地区问题上依然缺乏经验。此外，中国的军队也没有经过实战考验。
2中国的战略目标

可能是，稳步提升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渐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俄罗

斯建立良好关系可以确保中国大后方的地缘政治稳定，并且确保资源运输的畅通。这些

“资源”包括能源和军事技术。 

俄罗斯的战略目的在于巩固其新获得的大国地位，尽管其规模已无法和苏联或沙俄

时期相提并论。俄罗斯并没有和美国争夺世界主导权，也没有和中国争夺亚洲大陆的主

导权。事实上，当面对美国和中国时，俄罗斯更关注的是确保其自身的地缘政治与领土

主权的安全。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依然会将美国视为主要对手，将中国视为主要伙

伴。但是，俄罗斯也会注意不让自己过分依赖中国。 

面对俄罗斯和中国这两大主要竞争对手，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十分反常，因为他在同

时对中俄施压。这种情况很不寻常，以往美国总是竭力避免中俄接近。 

以下几点可以解释特朗普政府这种背离传统的外交。第一，美国对俄罗斯力量的蔑

视。第二，美国认为中国暗中也对俄罗斯抱有类似的蔑视。第三，美国认为中俄之间的分

歧之大之深足以使它们难以形成反美联盟。按照这种逻辑，美国认为俄罗斯最终会放弃

联中反美，因为对于俄罗斯来说，其多数发展机遇依然在西方，或者因为随着时间的推

移，一个强大的中国会逐渐把俄罗斯视为“朝贡国”，这会令俄罗斯感到愤怒。 

以上思想部分来源于最近几年发生的一些事件。2014 年以后，俄罗斯遭到以美国为

首的国际制裁。而中国并没有对俄罗斯提供大量支持。很显然，中国十分警觉中美经济

关系中可能发生的危机，中国也并不确定能否妥善处理太过亲近的中俄关系。 

但是，随着中国给俄罗斯的能源公司提供更多贷款以确保来自俄罗斯的资源供应，

                                                   
2 译者注：1979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1988 年中越在南海发生战斗，从那时至今，中国人民解放

军没有经历过实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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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双边关系进一步增强。中国人民解放军也获得了更多先进的俄军技术。中俄开展了

更多的联合军演和外交协调与合作。但是，曾经的中苏同盟没有再次出现。 

近年来，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姿态发生了重大转变。俄罗斯以前曾经寻求融入西方，

但这已成为历史。作为一个非西方大国，俄罗斯不会和中国结盟，也不会帮助美国去应

对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不断在多个领域冲击美国的主导地位，俄罗斯也从这一过程中

获利。 

俄罗斯会持续和中国合作，以求在欧亚大陆上建立一个排除美国的新秩序。当然，

即使没有美国的压力，中俄也有很多理由保持合作。美国的压力只是进一步推动中俄合

作。 

虽然中俄之间的分歧不会消失，中俄之间的彼此提防也不会消失，但是美国对中俄

实行的“双遏制”政策极大地降低了中俄之间因分歧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中俄两国的

精英们一直怀疑，美国会通过发展与中俄其中一方的关系来压制另一方。但讽刺的是，

特朗普的政策反而打消了中俄精英们的这种忧虑。 

 

（李博冉摘译，归泳涛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