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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自乌克兰危机以来ꎬ 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恶化ꎬ 与中国关

系不断加强ꎮ 同时ꎬ 俄罗斯将国内政策重点放到远东地区ꎮ 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 俄

罗斯先后出台 «俄罗斯联邦超前发展区法» «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法» «远东 １
公顷土地法» 等多部联邦级法律ꎬ 在远东率先实行超前发展区机制ꎬ 设立符拉迪

沃斯托克自由港ꎬ 加大对外开放和吸引投资的力度ꎬ 为中俄两国加强区域合作提

供契机ꎮ 近些年来ꎬ 俄罗斯多家信息公司和科研机构在远东的社会调查显示ꎬ 多

数远东人愿意对华合作ꎬ 尤其在边境地区的城市和实业界ꎬ 多数受访者视对华合

作为地区优先发展方向ꎮ 乌克兰危机后ꎬ 远东社会对华好感度进一步提升ꎬ 但近

年来远东社会的排外情绪有所增长ꎬ 并且有排外情绪的人数占比稳定ꎬ 他们对与

中国合作持担忧与恐惧心理ꎮ 社会调查结果同时显示ꎬ 俄罗斯对中国以及中国文

化了解程度不够深入ꎬ 排外心理一直存在ꎮ 鉴于此ꎬ 中方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来

深化两国间人文交流与合作ꎬ 拉近民族间距离ꎬ 搭建平台ꎬ 尽可能为境外中国企

业降低营商风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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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乌克兰危机以来ꎬ 西方国家开始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ꎬ 尤其在技术和资

金领域实施了严格的限制性政策ꎮ 自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以来ꎬ 俄罗斯与欧美国家关

系陷入困境ꎮ 同时ꎬ 俄罗斯对华关系不断升温ꎬ 自中俄全面战略合作协作伙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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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建立以来ꎬ 两国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ꎮ 自 ２０１５ 年ꎬ 俄罗斯加快实施远东发展

战略ꎮ 在两年多时间内ꎬ 俄罗斯政府针对远东①开发先后出台了 ２２ 部法律法规ꎬ
其中包括 «俄罗斯联邦超前发展区法» «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法» «远东 １ 公

顷土地法» 等多部联邦级法律ꎻ 同时还加强了远东职能部门的引领作用ꎬ 以先前

设立的远东发展部为核心机构ꎬ 下设远东发展公司、 远东投资公司、 人力资源公

司、 远东及贝加尔发展基金会等部门ꎬ 综合考虑资金、 技术、 劳动力和市场条件

等要素ꎬ 吸引投资和人力资源ꎬ 改善远东营商环境ꎮ 此外ꎬ 俄罗斯联邦政府每年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召开东方经济论坛ꎬ 为企业搭建平台ꎬ 招商引资ꎬ 促进远东

开发ꎮ
俄罗斯的大欧亚战略以及 “向东看” 政策与中国领导人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有一定契合ꎬ 尤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ꎬ “一带一盟” 对接为两国东部地区

合作提供了历史机遇ꎮ 经俄罗斯远东联通中国东北以及亚太的 “滨海 １ 号”、
“滨海 ２ 号” 国际运输走廊项目不仅促进地区自身发展ꎬ 还将促进中俄东部地区

紧密合作ꎮ 在中俄两国举办地区合作年之际ꎬ 两国政府将联手推动东部地区合作

与发展ꎮ 在两国政府间合作协议基础上ꎬ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ꎬ 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会与

中国投资公司合作成立中俄联合投资基金ꎬ 用于发展俄罗斯远东和中国东北地

区②ꎮ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ꎬ 在中国大连召开的第二届俄罗斯远东与中国东北合作与发展

委员会政府工作会议上ꎬ 俄罗斯联邦政府副总理尤里特鲁特涅夫 (Юрий
Трутнев) 对两国在东部地区合作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作出了积极评价: ２０１８ 年

初ꎬ 远东与中国的贸易额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了 １８％ ꎬ 达到 ４２ 亿美元ꎮ 中资参与

了远东 ３２ 个项目ꎬ 投资额达 ４２ 亿美元ꎬ 占远东吸引投资额的 ７％ ③ꎮ

一　 俄罗斯远东对华合作舆情特点

在中俄东部地区合作方面ꎬ 由于很多投资项目位于俄罗斯境内ꎬ 了解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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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总统普京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３ 日签署命令ꎬ 将原属西伯利亚联邦区的布里亚特共和国和贝加
尔地区划入远东ꎬ 远东地区的地理范围由先前的 ９ 个联邦主体增至 １１ 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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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居民对中国的认知以及远东居民对两国合作态度对地区合作具有重要意义ꎮ
俄罗斯远东历史、 民族与考古研究所和俄罗 斯 社 会 舆 论 基 金 会 ( Фｏнд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在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在远东地区不同社会群体中展开了

社会调查ꎬ 问卷涉及中俄关系、 中俄区域合作、 俄境内的中国移民问题以及中俄

人文交流与合作等领域ꎮ 调查结果显示ꎬ 尽管近年来俄罗斯社会排外心理有增强

趋势ꎬ 但乌克兰危机后远东以及全俄对华持肯定态度的人数显著增长ꎮ 可以说ꎬ
对这一有利趋势起推动作用的因素除了国际政治环境变化促成了两国政治关系走

近外ꎬ 俄罗斯官方媒体对两国政治关系的报道也起了促进作用ꎬ 并且俄罗斯在经

济领域对吸引中资寄予厚望ꎮ
当前ꎬ 中俄两国间政治关系积极发展ꎬ 俄罗斯政府部门对华好感度显著提

升①ꎬ 但两国间的经济现实与俄罗斯社会的对华观念仍落后于两国政治关系的水

平ꎬ 由于两国间曾经的历史芥蒂、 文化传统差异等多方面因素ꎬ 远东居民对中俄

东部地区合作中的一些问题仍持怀疑和担忧心理ꎬ 这些社会情绪对俄罗斯政府部

门决策、 中国在俄罗斯境内开展经济活动以及两国战略合作有不利影响ꎮ

(一)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远东社会对华好感度提升

２０１５ 年全俄社会舆论调查基金会 (ВЦИОМ) 数据显示ꎬ ５３％的俄罗斯民众

支持俄罗斯向东看政策ꎬ 认为俄罗斯应该与亚洲和中国走近ꎮ 在俄罗斯社会对华

好感度提升的同时ꎬ 俄罗斯社会中还有部分群体保留着先前的对华观念ꎬ 尤其在

一些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地方ꎬ 仍将中国视作 “威胁” 因素ꎮ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ꎬ 俄罗斯与西方多数国家关系恶化ꎬ 俄罗斯社会对华好感

度不断增强ꎮ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年ꎬ 俄罗斯列瓦达中心 (Левада － центр) 在俄罗斯的

社会调查显示ꎬ 认为 “中国是俄罗斯的盟友” 的人数比重增长了一倍ꎬ 从先前

的 ２０％增至 ４３％ ꎮ 但同时ꎬ 俄罗斯社会对华保留着先前观念: ６４％ 的被调查者

视中国为 “威胁”ꎬ 担心对华合作进程加快会带来大量劣质产品以及大规模的外

来移民ꎬ ５３％的被调查者害怕中国利用俄罗斯来加强自身影响力ꎬ ４４％的被调查

者认为外来移民将排挤本地人 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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Иванов С А Прогматизм и конспирология: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чиновников юга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оссии о китайских инвесторах Изветстия Ирку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 Политология
Ролигноведение" ꎬ ２０１７ Т ２１ С １１０ － １１７

Ларин В Л ꎬ Ларина Л Л Китай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мнении жителе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России ( по
итогам опроса ２０１７ 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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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俄罗斯远东社会对华认知滞后于两国政治合作水平

俄罗斯远东历史、 民族与考古研究所于 ２０１７ 年在远东对不同地域、 职业、
年龄和性别的居民进行了社会调查ꎬ 问卷针对两国关系、 区域合作、 移民问题、
文化差异等方面ꎮ 调查结果显示ꎬ 尽管不同地域、 不同职业以及年龄段人口对华

好感度存在一定差异ꎬ 但与 ２１ 世纪初相比ꎬ 俄罗斯远东民众对华好感度提升了ꎮ
本次社会问卷针对中俄关系、 两国区域合作以及中国移民的态度和观念等具

体问题展开ꎮ 调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俄罗斯民众对华态度的变化趋势ꎮ 从

中可以看出ꎬ 远东居民对中俄两国关系的未来持乐观、 积极态度ꎬ 多数远东居民

高度评价了中国人所具有的优秀品质ꎬ 愿意与中国人共事ꎮ 地方领导层及企业界

人士认为ꎬ 发展对华合作是远东对外合作的优先选择方向ꎮ 近 ２０ 年以来ꎬ 远东

居民逐渐适应中国方式ꎬ 他们想了解中国ꎬ 学习汉语言文化的愿望持续增长ꎮ 近

２ / ３ 的受访者认为中俄关系发展 “良好”ꎬ ２６％的被调查者认为 “还不错”ꎬ 只有

１％的受访者认为 “不好”ꎮ 在评价中俄关系质量时ꎬ 有 ５４％ 的受访者认为ꎬ 中

俄之间可以称之为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ꎻ ４１％ 的受访者认为两国关系是友好

的ꎮ 从地域上看ꎬ 滨海边疆区对华好评最多ꎬ 在距离上ꎬ 越是边境地区ꎬ 对华合

作的态度就越是迫切ꎮ 从历年调查来看ꎬ 对中俄关系持好评的人数比重持续上

升ꎮ 而在 １９９５ 年ꎬ 在调查者中认为中俄关系发展较好的人数比重为 ４％ ꎬ 在

２０１０ 年时该比重为 １６％ ꎬ 在 ２０１７ 年该比重上升到 ２６％ ①ꎮ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 (ФОМ) 的调查与先前数据的对比也证实了

俄罗斯远东社会对华态度呈积极发展态势ꎮ 在回答 “你认为中国是俄罗斯的友好

国家吗” 这一问题时ꎬ 有 ６２％的被调查者持肯定意见ꎬ 而在 ２００９ 年对此问题持

肯定意见的人数比重为 ６０％ (见图 １)ꎮ ６８％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发展得更成功ꎬ
１８％的人持相反意见ꎻ ５５％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的强大不威胁俄罗斯ꎬ ２６％的人

持相反观点ꎮ 在 ２００９ 年的社会调查中ꎬ 对这一问题持否定意见的人数比重占

４４％ ꎬ 持肯定意见的人数比重占 ３９％ ꎮ 在 ２０１８ 年社会舆论调查中ꎬ 有 ３０％的被

调查者认为ꎬ 对俄罗斯而言ꎬ 巩固对华关系和与西方发展关系同等重要ꎻ ３０％的

人认为ꎬ 发展对华关系对俄罗斯而言更重要ꎻ ２０％的人认为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交

往更重要ꎮ 此次舆情调查覆盖了 ４３ 个联邦主体ꎬ １００ 个居民点ꎬ 调查人数达

１６

① Ларин В Л ꎬ Ларина Л Л Китай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мнении жителе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России ( по
итогам опроса ２０１７г )  С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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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５００人ꎬ 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俄罗斯民众对中俄关系的态度ꎮ

图 １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民众对中俄友好水平的调查 (％)
资料来源: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позиции в мире: Об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о влиятельности этих стран в мире ｈｔｔｐ: / / ｆｏｍ ｒｕ / Ｍｉｒ / １４０６３

自乌克兰危机以来ꎬ 俄罗斯外交政策转向东方ꎬ 俄罗斯对华评价呈现出越来

越好的态势ꎮ 俄罗斯社会对中国总体上持正面态度ꎬ 视中国为友好国家和重要的

政治、 经济伙伴ꎬ 而不是竞争对手①ꎮ 莫斯科亚非学院的院长安德烈卡尔涅耶

夫 (Андрей Карнеев) 认为ꎬ 俄罗斯对中国好感度的增长与俄罗斯社会认知有

关ꎬ 他认为ꎬ 俄罗斯社会认识到中俄两国在世界舞台上具有共同利益ꎬ 中俄两国

对待很多国际事务上立场相似ꎬ 如不干预别国内政、 与恐怖主义作斗争、 尊重传

统价值观等ꎬ 这些共同点拉近了两国距离②ꎮ
(三) 俄罗斯远东多数对华持肯定态度ꎬ 但对华防范心理仍存在

于少部分人中
中俄东部地区合作与两国资金、 商品和劳动力的跨界流动紧密相关ꎬ 因此ꎬ

了解远东居民对地区合作问题的态度十分必要ꎮ 在对待两国地区合作问题上ꎬ 俄

方主要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ꎬ 尤其在青年人中间ꎬ 实用主义体现得更加明显ꎮ 俄

２６

①
②

沈莉华: «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对华舆情分析»ꎬ 载 «东北亚论坛» ２０１８ 年年第 １ 期ꎮ
Китай стал " лучшим другом" Россиян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ｏｓｍｉ ｉｎｆｏ / ｋｉｔａｙ － ｓｔａｌ － ｌｕｃｈｓｈｉｍ － ｄｒｕｇｏｍ －

ｒｏｓｓｉｙａｎ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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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远东居民对华信任度普遍要高于中、 西部地区ꎬ 远东不同地域、 年龄及职业

的人口对华好感度不同ꎮ 在远东居民中ꎬ ６０ 岁以上人口对华友善度最高ꎬ ２０ 岁

以下年轻人对华认可度不高ꎮ 企业家对吸纳中资的愿望更高ꎬ 对中国商品的态度

也更认可①ꎮ
从调查结果来看ꎬ 远东还有近 １ / ４ 的受访者将中国视为 “威胁”ꎬ 这部分群

体对双边关系怀有警惕及怀疑心理ꎬ 对华交往持有偏见ꎮ 因而ꎬ 中国在俄罗斯远

东地区进行深度合作的社会基础还需夯实ꎮ
第一ꎬ 远东社会部分人群对俄政府向东看战略的持续性存有疑虑ꎬ 对华合作

持防范心理ꎮ 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学者列奥尼德科兹洛夫 (Леонид Козлов)
的观点代表了远东部分群体对俄向东转战略的态度ꎮ 他指出ꎬ 俄罗斯社会长期以

来受重视欧洲观念的影响ꎬ 俄联邦选择向东转战略ꎬ 很大程度上出于地缘政治需

要ꎬ 并非俄罗斯政治精英们的自主选择ꎮ 因而ꎬ 该政策能否具有持续性需要考虑

国际环境变化因素②ꎮ 在中俄东部地区合作方面ꎬ 俄罗斯经济学家德米特里普

罗科菲耶夫 (Дмитрий Прокофьев) 认为ꎬ 中国和俄罗斯在远东开发问题上有

着不同的立场和原则ꎬ 中俄区域合作将由于两国目标和任务不同很难开展实际操

作ꎮ 中国希望将国内过剩产能向境外转移ꎬ 借以保持本国经济活力ꎻ 而俄方希望

中方购买俄罗斯的高附加值产品ꎬ 希望吸纳中资ꎬ 由俄方企业负责各类项目落

实ꎬ 让外来技术本土化ꎬ 为本地居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ꎮ 德米特里普罗科菲

耶夫认为ꎬ 在实际操作上ꎬ 两国区域合作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ꎬ 发展远东是俄罗

斯的内部事务ꎬ 不能指靠中国③ꎮ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科学院地理所与远东地理协会就

“是否愿意对华合作” 在远东各大高校展开了一次问卷调查ꎮ 结果显示ꎬ 年轻人

对外合作愿望更趋向于欧洲ꎮ 调查显示ꎬ ４０％的年轻人支持与欧洲合作ꎬ 支持与

华经济合作的占 ３０％ ꎬ 愿意与日本经济合作的占 ２５％ ꎬ 愿意与美国经济合作的

占 ５％ ④ꎮ

３６

①

②

③

④

Ларин В Л ꎬ Ларина Л Л Китай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мнении жителе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России ( по
итогам опроса ２０１７г ) . С １０ － １１

Поворот России на восток － иллюзия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выбора ｈｔｔｐｓ: / / ｐｒｉｍａｍｅｄｉａ ｒｕ / ｎｅｗｓ / ５００８
７９ /

Дмитрий Прокофьевꎬ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непримиримы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ｈｔｔｐ: / / ｘｎ － ｂ１ａｅ２ａｄｆ４ｆ ｘｎ － ｐ１ａｉ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４５８６２ － ｋｉｔａｙ － ｉ － ｒｏｓｓｉｙａ － ｎｅｐｒｉｍｉｒｉｍｙｅ － ｐｒｏｔｉｖｏｒｅｃｈｉｙａ － ｎａ － ｄａｌｎｅｍ －
ｖｏｓｔｏｋｅ ｈｔｍ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глазами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иков / / Биробиджанская Звездаꎬ ２１ ０８ ２０１７г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ａｚｅｔａｅａｏ ｒｕ / ｄａｌｎｉｊ － ｖｏｓｔｏｋ － ｇｌａｚａｍｉ － ｄａｌｎｅｖｏｓｔｏｃｈｎｉｋｏ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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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 远东社会部分人群对待中资以及中国商品的进入持矛盾心理ꎮ 据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历史、 民族及考古研究所的调查ꎬ 在 １ １４５ 名受访者中ꎬ 当

问及 “远东对中资进入持何态度” 时ꎬ ３８％的人持谨慎和消极态度ꎬ ４１％的人表

示支持ꎻ 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被调查者对华合作态度更积极ꎬ 马加丹州和堪察

加边疆区的受访者对中资持防范心理比重较高ꎮ 多数管理层人士对中资进入远东

持拥护态度: 据调查ꎬ 管理层中持欢迎中资态度的人数占 ５６％ ꎬ 持防范心理的

人数占 ２９％ ꎬ 持反对态度的人数占 ８％ ꎮ 相对于管理层ꎬ 企业界人士对中资的态

度更明确: ７３％的企业家欢迎中资ꎬ 持反对和防范心理的企业家分别占 １１％ ꎮ 受

访者认为ꎬ 阻碍中资增长的三大不利因素包括官僚主义 (占 ４８％ )、 法制不健全

(占 ３８％ )、 俄方的消极态度 (占 ２１％ )ꎮ 有 １６％ 的被调查者认为ꎬ 中国商人对

俄罗斯投资过程中缺少利益是中资不愿进入的主要原因ꎬ ５％ 的被调查者认为中

方态度不积极ꎮ 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居民和商人认为ꎬ 官僚主义和法制不健全

是俄方急需解决的问题ꎬ 边境地区有 １ / ３ 的受访者认为ꎬ 俄罗斯吸引投资不力的

主要责任在于俄方①ꎮ
从俄罗斯民众对中国商品质量评价中ꎬ 也可以看出远东各地受访者在选择经

济合作伙伴时的倾向性ꎮ 调查显示ꎬ ６１％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商品质量中等ꎬ ３０％
的人认为中国商品质量很差ꎮ 从远东各联邦主体的调查数据来看ꎬ ３５％的堪察加

人和萨哈林人认为中国商品质量差ꎬ 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民对中国商品质量给出差

评的人数比重为 ２３％ ꎬ 当然ꎬ 这里面还包含商品进货渠道不同等因素ꎮ 从受访

者的行业和性别视角来看ꎬ 企业家认为中国商品质量中等的人数比重为 ７０％ ꎬ
女性平均给出差评的比重略高于男性②ꎮ

在远东南部管理层中ꎬ 在 “对中国的认知与理解” 的调查中也体现出这种矛

盾心理ꎮ 滨海边疆区、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阿穆尔州以及犹太自治州管理层将

对华合作视作机遇与风险共存ꎮ 中国既是资金、 技术以及廉价劳动力渠道ꎬ 又是

政治风险的来源和吸引投资的竞争对象ꎮ 从此次调查中我们也可以看出ꎬ 远东社

会管理层更多从地缘政治角度考量对华合作ꎬ 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也存在对华

误解ꎮ

４６

①

②

Ларин В Л ꎬ Ларина Л Л Китай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мнении жителе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России ( по
итогам опроса ２０１７г ) . С １７

Там ж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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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远东管理层对华观念调查①

远东南部 视中国为机遇的方面 视中国为威胁的方面

滨海边疆区

廉价劳动力来源
自然资源的消费市场
投资来源
与华毗邻能够发挥边疆区货物转运
功能

政治风险来源 (担心滨海边疆区成为中国商
品的转运地)
有碍边疆区的工业化

哈巴罗夫
斯克边疆区

自然资源和电能的消费市场
潜在的工业产品消费市场

运输领域的竞争对手
地缘政治风险来源 (在俄电力公司扩大对华
电能转运和出口的情况下)

阿穆尔州

地区创新发展的渠道
电能消费市场
与华毗邻能够发挥地区货物转运
功能
地区出口导向型产品潜在消费市场
发展新型产业所需技术、 设备和投
资来源

投资者更有力的竞争对手
农业领域的竞争对手
中国移民排挤了其他移民来源

犹太自治州

廉价劳动力渠道
投资来源
与华毗邻能够发挥地区货物转运
功能
与华毗邻能够发挥地区旅游潜力
是产业协作的有利伙伴

旅游领域的竞争对手
威胁地区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
中国移民排挤了其他移民来源
中国现行政策面向鼓励原料和低附加值产品
进口、 鼓励自身工业品出口、 促进低端劳动力
在国外就业、 最大化地降低商品和人力输出
壁垒
非法开采木材
使用中国农业移民导致土地肥力丧失
中国欧亚运输通道的发展对地区转运业发展
不利
与中国移民竞争以及生态环境恶化使本地居
民生活水平下降

　 　 资料来源: С А Ивановꎬ А Е Савченкоꎬ И Ю Зуенкоꎬ И Ю Козлов Китай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на юг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осии: ожида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реалий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доклад
Владивосток ２０１６ г

第三ꎬ 远东有部分群体在对中国移民等问题上持民族主义立场ꎮ 俄罗斯社会

一直对外来移民问题非常关注ꎬ 尤其关注远东中国移民的增长、 经济活动发展以

及对地区的影响等问题ꎮ 远东历史、 民族及考古研究所的社会调查显示ꎬ 约 １ / ４
的被调查者对俄罗斯境内的中国劳务、 商人以及企业家持负面态度ꎬ 从图 ２ 中可

５６

① Центр азиатско － тихоокеан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нститута историиꎬ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народов Дальневостон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Китай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на юг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осии: ожида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реалий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доклад Владивосток ２０１６ 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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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ꎬ 对比 ２０１７ 年与 ２００３ 年的调查数据ꎬ 远东居民对中国劳务的态度变得更

宽容 (部分因素还在于俄罗斯境内的中国劳务数量急剧减少)ꎬ “人口威胁” 的

舆论压力出现下降趋势ꎮ

图 ２　 ２００３ 与 ２０１７ 年俄远东受访者对境内的中国旅游者、 商人、
企业家和劳务持否定态度的人数比重 (％)

资料来源: Ларин В Л ꎬ Ларина Л Л Китай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мнении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России (по итогам опроса ２０１７г ) . С １８

由于俄罗斯东部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及卢布汇率下跌等因素ꎬ 大量中国游客选

择赴远东及贝加尔地区旅游ꎬ 由于俄东部地区旅游设施不完备ꎬ 接纳容量有限ꎬ
俄居民对中国游客的行为不满ꎬ 引发系列问题ꎮ 据俄罗斯列瓦达中心调查ꎬ 近年

来ꎬ 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有所抬头ꎬ 尤其在贝加尔地区ꎮ 自 ２０１７ 年以来ꎬ 贝加

尔地区居民已对中国旅游者污染环境、 乱扔垃圾以及中国商人购置土地、 营建宾

馆、 与本地居民商业竞争等行为不满①ꎮ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ꎬ 贝加尔地区居民以保护生

态为由联名向俄罗斯总统请愿ꎬ 要求停止中国企业在贝加尔湖附近建设瓶装水公

司②ꎮ 俄罗斯亚太大学教授列奥尼德布利赫尔以该事件为例ꎬ 分析了俄罗斯社

会的排外心理ꎬ 他指出 “中国移民问题” 的根源在于俄罗斯营商环境相对封闭

以及当地人固有的排外心理③ꎮ
据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列瓦达中心的社会调查ꎬ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社会排外情绪上升ꎬ

６６

①

②

③

Китайские туристы пришли на Байкал и настроили против себя местных жителей ｈｔｔｐｓ: / /
ｂｅｓｐｒｅｄｅｌ ｏｒｇ / ｋｉｔａｊｓｋｉｅ － ｔｕｒｉｓｔｙ － ｐｒｉｓｈｌｉ － ｎａ － ｂａｊｋａｌ － ｉ － ｎａｓｔｒｏｉｌｉ － ｐｒｏｔｉｖ － ｓｅｂｙａ － ｍｅｓｔｎｙｘ － ｚｈｉｔｅｌｅｊ /

Китайцев возмутили петиции россиян против китайского присутствия на Байкале ｈｔｔｐｓ: / /
ｚｏｌｏｒｄ ｒｕ

Российская коррупция не позволяет полюбить китайского туриста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ｋａｌ ｍｋ ｒｕ / ｓｏｃｉａｌ /
２０１８ / ０４ / １０ / ｒｏｓｓｉｙｓｋａｙａ － ｋｏｒｒｕｐｃｉｙａ － ｎｅ － ｐｏｚｖｏｌｙａｅｔ － ｐｏｌｙｕｂｉｔ － ｋｉｔａｙｓｋｏｇｏ － ｔｕｒｉｓｔａ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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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是否愿意外来民族临时居住在俄罗斯” 的问卷中ꎬ 回答 “不希望” 的人数

比重从 １５％增长到 ３１％ ꎻ 宣称 “俄罗斯是俄罗斯族的” 人数比重从 ２０１７ 年的

１０％增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①ꎮ 专门研究俄罗斯排外现象的 “猫头鹰” 中心负责人亚

历山大维尔霍夫斯基认为ꎬ 排外心理重新抬头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俄罗斯糟糕的

社会经济状况导致ꎬ 许多人将问题投射到身为外族的 “他者” 身上②ꎮ
第四ꎬ 俄罗斯远东学界的评价更加看重中国旅游者及中国农业移民有利作

用ꎮ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地区问题综合分析研究所主任斯韦特兰娜尼古拉耶

夫娜米休克对工作在俄罗斯农业领域的中国生产者作了评价: “远东的中国农

业生产者对地区预算作出贡献ꎬ 丰富了税收来源ꎬ 但带来的只是短期收益ꎬ 从长

期来看ꎬ 中国农业移民的负面效应更多ꎮ” 她提到: “远东外国劳动移民在地域

分布上有差别ꎬ 中国农业移民主要集中在远东南部ꎮ 从地区经济效应来看ꎬ 中国

对犹太州和阿穆尔州的意义更加重大ꎮ 中国移民主要集中在农业、 林业、 建筑

业、 加工业和贸易领域ꎬ 但主要是低端劳动力ꎬ 技术熟练劳动力只占 ５％ ~ ７％ ꎮ
中国农业移民滥施农药的耕作方式造成土地肥力下降ꎮ”③④

从图 ２ 可以看出ꎬ 与在远东的中国企业家、 商人和劳务人员相比ꎬ 远东社会

对旅游者的负面评价最低ꎮ 远东联邦大学孔子学院俄方院长孔科尔济娅库里洛

娃正面评价了中国旅游者的作用: “中国旅游者拉动了地区消费ꎬ 为远东经济带

来了活力ꎮ” 滨海边疆区国际旅游发展和合作局长阿列克谢斯塔里奇科夫

(Алексей Старичков) 指出ꎬ ２０１７ 年仅滨海边疆区就接待了 ４２ １６ 万名中国游

客⑤ꎮ 同时ꎬ 由于远东接待能力不足ꎬ 大量客流的集中进入难免产生一些问题ꎮ

(四) 俄罗斯远东社会延续欧洲文化倾向的同时愿意接受中国

文化

中俄两国间的人文交流对深化两国政治和经济合作有着重要作用和意义ꎮ 传

７６

①

②

③
④

⑤

Мониторинг ксенофобских настроений июль ２０１８ года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ｅｖａｄａ ｒｕ / ２０１８ / ０８ / ２７ /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 ｋｓｅｎｏｆｏｂｓｋｉｈ － ｎａｓｔｒｏｅｎｉｊ /

" Левада － центр " зафиксировал резкий рост ксенофобий в России ｈｔｔｐｓ: / / ｔｖｒａｉｎ ｒｕ / ｎｅｗｓ /
ｋｓｅｎｏｆｏｂｉｙａ － ４７０２８６ /

Там же
На соседа не найдетесь: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работников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становится

менее эффективным / /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 экономика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７１８２ ( １６ )  ｈｔｔｐｓ: / / ｒｇ ｒｕ /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２６ / ｒｅｇ － ｄｆｏ / ｐｏｃｈｅｍｕ － ｔｒｕｄ － ｉｎｏｓｔｒａｎｎｙｈ － ｒａｂｏｔｎｉｋｏｖ － ｖ － ｄｆｏ － ｓｔａｎｏｖｉｔｓｉａ － ｍｅｎｅｅ － ｅｆｆｅｋｔｉｖｎｙｍ ｈｔｍｌ

Дарья Асламоваꎬ Миф “жёлтой угрозе”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ꎬ ２３ июля ２０１８г ｈｔｔｐ: / / ｇｅｎｏｃｉｄ
ｎｅ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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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上ꎬ 俄罗斯远东更倾向于与欧洲国家发展人文联系ꎬ 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ꎮ 由

于近几年来两国间加强了人文交流与合作ꎬ 远东对中国的认知更加具体ꎮ 从远东

的社会调查中反映出ꎬ 尽管与先前相比ꎬ 远东居民对中国认知程度明显增强ꎬ 但

两国民族在文化联系上存在一定的疏离感ꎬ 人文交流仍不够深入ꎮ
第一ꎬ 远东人在文化联系上更愿意接近欧洲ꎮ ２０１７ 年 «比罗比詹星报» 刊

登了俄罗斯犹太州农业政策及资源利用问题立法委员会主席安德烈戈卢比对中

俄人文交流的观点ꎮ 他指出: “在来自布拉戈维申斯克、 比罗比詹、 符拉迪沃斯

托克、 阿穆尔共青城以及哈巴罗夫斯克等高校的 ３００ 名学生中ꎬ ５２％的被调查者

愿意与欧洲发展文化交流ꎬ 由于俄罗斯传统上属于欧洲文明ꎬ 与亚洲文化有较大

差异ꎬ 只有 ２９％的受访者愿意与亚洲国家发展文化联系ꎮ”①

第二ꎬ 远东人对中国文化逐渐适应并接受ꎮ 据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远东历史、 民

族及考古研究所调查ꎬ ６４％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人勤劳ꎬ ５２％ 的人认为中国人好

客ꎬ 还有 ３９％的人认为中国人狡猾ꎮ ６４％的受访者颠覆了先前国外学者的一些认

知ꎬ 他们不再觉得对中国具有民族优越感ꎮ 近 ２０％ 的受访者认为与中国人有疏

离感ꎬ 主要原因在于: 他们不熟悉中国人的行为方式ꎬ 少部分人觉得自身与中国

人的外貌和语言有差异ꎬ 还有 ２７％ 的人潜意识里不喜欢中国人ꎮ 并且ꎬ 远东人

对跨国恋的态度发生了正面变化ꎮ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８ 年ꎬ ４０％ ~５０％的受访者认为ꎬ 俄

国人与中国人结婚不好ꎬ 至 ２０１７ 年ꎬ 存在这种心理的人数比重已降至 ２３％ ꎮ 这

表明ꎬ 远东人开始适应并接受中国文化②ꎮ
第三ꎬ 尽管远东人对中国文化了解不深ꎬ 但近年来认知兴趣浓厚ꎮ 调查结果

显示ꎬ 远东人对中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ꎬ 符拉迪沃斯托克比其他地区的认知水平

高一些ꎬ 管理层和学术界人士对中国有一定的认知 (见表 ２)ꎮ 此次调查与 ２００８
年相比ꎬ 远东人对中国语言和文化感兴趣的人数明显增长ꎬ 尤其是在边境地区和

企业界人士中ꎬ 愿意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的愿望更加强烈ꎮ

８６

①

②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глазами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иков / / Биробиджанская звезда от １６ ０８ ２０１７ №３２
ｈｔｔｐ: / / ｚｓｅａｏ ｒｕ / ２０１７ / ０８ / ｄａｌｎｉｊ － ｖｏｓｔｏｋ － ｇｌａｚａｍｉ － ｄａｌｎｅｖｏｓｔｏｃｈｎｉｋｏｖ /

Ларин В Л ꎬ Ларина Л Л Китай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мнении жителе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России ( по
итогам опроса ２０１７) . С ２３ －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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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远东人对中国伟人的认知水平 (％ )

中国伟人 邓小平 孔子 莫言 秦始皇

远东 ６２ ８３ ２７ ３９

滨海地区
(符拉迪沃斯托克除外) ５５ ８０ ２１ ３３

符拉迪沃斯托克 ７１ ８８ ２９ ４４

堪察加 ５９ ８２ ２６ ３９

萨哈林 ６０ ８０ ３５ ４０

马加丹 ６４ ８７ ２７ ４２

领导层 ７９ ９２ ３８ ４８

企业界 ５９ ８６ ３２ ３８

学术界 ９２ ９９ ４６ ６０

　 　 资料来源: Ларин В Л ꎬ Ларина Л Л Китай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мнении жителе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России
( по итогам опроса ２０１７г ) . С ２６

二　 对俄罗斯远东对华舆情的分析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ꎬ 某一人群的社会态度由该群体的认知、 情感和意向

等多方面因素决定ꎮ 俄罗斯远东社会对华态度与他们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了解、
民族情感、 历史纠葛等因素密切相关ꎮ 从近期俄罗斯舆情调查情况来看ꎬ 俄罗斯

远东社会对中国以及对两国关系的认知尚落后于两国首脑的战略定位ꎮ
近年来的社会调查与 ２１ 世纪初期相比ꎬ 俄罗斯社会对华态度呈现转好态势ꎬ

俄罗斯远东大部分居民认同两国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ꎬ 但部分群体对中国及中

俄关系也存在曲解和误读ꎮ 调查结果也表明ꎬ 俄罗斯对中国及中国文化了解有

限ꎬ 缺少深层次认识ꎬ 尤其在青年人中ꎮ 俄远东有部分群体对华存在心理偏见ꎬ
总感到来自中国的 “威胁”ꎬ 这种心理的存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ꎮ

(一) 怀有恐华心理

从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的数据可以看出ꎬ １ / ４ 左右的受访者持有恐华心

理ꎬ 有关 “中国经济威胁论” “沦为中国的经济附庸” “中国人口扩张论” 等论

调在远东乃至全俄仍有一定市场ꎮ 近年来ꎬ 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强大ꎬ 远

东人对华存在以下几种担忧心理ꎮ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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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担忧对俄罗斯的安全和利益构成威胁

许多俄罗斯和西方学者对中国怀有一种固有成见ꎬ 认为 “一个强大的中国对

俄罗斯亚太地区的安全和利益构成威胁”①ꎮ 在俄罗斯远东历史、 民族与考古研

究所的社会调查中ꎬ １７％的受访者把中国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强大视为俄罗斯及远

东的主要威胁ꎮ 持这一观点的受访者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比重最高ꎬ 占 ２３％ ꎻ 其

次是在距离中国较远的萨哈林州和边境地区ꎬ 这些地区所占比重各占 １２％ ꎮ 把

外国移民数量增长视作威胁的首推萨哈林州、 堪察加边疆区和马加丹州ꎬ 在这 ３
个地区中恐惧外来移民的人数比重占被调查者的 ３０％ ~ ３２％ ꎻ 其次是在边境地

区ꎬ 所占比重为 １３％ (见图 ３)②ꎮ 此次社会调查与先前相比ꎬ 将中国视作威胁

的比重显著下降ꎬ 并且这一比重与中国经济和军事的强大水平以及中国移民在远

东的数量没有关联ꎮ

图 ３　 俄罗斯远东地区潜在的主要威胁 (％)
资料 来 源: Ларин В В ꎬ Ларина Л Л Китай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мнении жителе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России ( по итогам опроса ２０１７г )  С ２０

０７

①

②

Греков Я Китай нападёт на Россию через ５ лет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ｕｓ ｒｕ / Ｍｉｒｏｖａｙａ０ｐｏｖｅｓｔｋａ / Ｋｉｔａｊ －
ｎａｐａｄｅｔ － ｎａ － Ｒｏｓｓｉｙｕ － ｃｈｅｒｅｚ － ５ － ｌｅｔ

Ларинꎬ В В Ларина Л Л Китай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мнении жителе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России ( по
итогам опроса ２０１７г )  С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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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担忧中国对远东进行经济扩张

俄罗斯远东历史、 民族与考古研究所的调查显示ꎬ ３７％的远东人认同 “当前

中国在远东经济扩张” 的谬论ꎮ 不同意这一观点的被调查者所占比重为 ２７％ ꎬ
难于回答的人数比重占 ３４％ ꎮ 认同 “扩张” 的受访者人数比重较高地区有堪察

加边疆区和马加丹州ꎬ 比重分别占 ４６％ 和 ４７％ ꎻ 较低地区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和

萨哈林ꎬ 所占比重分别为 ３０％和 ３１％ ①ꎮ 类似偏见在俄罗斯社会有较深根源ꎬ 中

俄两国间合作一旦出现小摩擦ꎬ 很容易由此引发民族问题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５ 年中国

承包商在贝加尔地区承租 １１ ５ 万公顷土地ꎬ 这本是正常的商业行为ꎬ 但俄罗斯

社会由此引发 “中国人欲长期霸占远东土地” 的热议ꎻ 同年ꎬ 中俄两国领导层

刚谈及中国产业向远东进驻意向时ꎬ 俄罗斯社会界已掀起 “中国计划向国外转移

污染企业” 的叫嚣②ꎮ 这些事件并非个案ꎬ 能够反映出俄罗斯社会对中国以及中

资进入的态度ꎮ 远东历史、 民族与考古研究所的调查结果显示出一个十分有意思

的现象ꎬ 即远东的企业家中对中国的 “经济扩张” 感到 “威胁” 的人数比重在

整个社会群体中最低ꎬ 他们对中国感到恐惧的人数比重为 ２４％ ꎮ 这也表明了此

种 “威胁” 很大程度上只是远东人情感上的一种投射ꎬ 并非真实存在③ꎮ

３ 担忧中国觊觎远东土地

在 «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法» «远东 １ 公顷土地法» 颁布后ꎬ 俄罗斯互联

网上出现了不少关于 “中国人将大规模涌入远东” “中国人将大量持有远东土

地” “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共同将远东卖给中国人” 等不实言论ꎮ 这些主观偏见足

以体现出远东居民对外来移民的恐惧和不安心理ꎮ 从俄罗斯远东历史、 民族和考

古研究所的调查中也可以看出ꎬ 尽管中俄两国已经不存在边界争议ꎬ 但俄罗斯社

会认为中国对俄罗斯领土的威胁一直现实存在ꎮ 调查显示ꎬ ４６％的受访者认为中

国威胁着俄罗斯的领土完整ꎬ ３３％ 的受访者认为ꎬ 中国威胁着远东的经济发展ꎮ
持这种主观臆测想法的人数比重最高地区在马加丹州ꎬ 占受访者比重的 ５３％ ꎻ
其次在边境地区ꎬ 比重达 ５２％ ꎬ 堪察加占 ５０％ ꎬ 符拉迪沃斯托克占 ４４％ ꎬ 萨哈

１７

①

②

③

Ларин В В ꎬ Ларина Л Л Китай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мнении жителе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России ( по
итогам опроса ２０１７г )  С ２２

Перенос страхов: стоит ли опасаться китайских заводов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ｈｔｔｐ: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ｒｕ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 ６３５５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ｕａｎｃｈａ ｃｎ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２０１７＿ ０５＿ ０５＿ ４０６８０２ ｓｈｔｍｌ

Ларин В В ꎬ Ларина Л Л Китай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мнении жителе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России ( по
итогам опроса ２０１７г )  С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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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的比重相对较低ꎬ 为 ３４％ ①ꎮ

４ 担忧中国对西伯利亚和远东进行人口扩张

“人口扩张” 论源于 “黄祸论”ꎬ 是 １９ 世纪与 ２０ 世纪之交沙俄政府为了向

东部扩张而形成的一种惑众说辞ꎮ 当前中俄边境地区已经不存在领土争议ꎬ 中俄

间的合作与交往均在两国法律框架下有序进行ꎬ 这种带有民族主义论调的荒唐说

法与现实情况大相径庭ꎬ 却仍有一定的市场ꎬ 这表明俄罗斯在与华合作方面尚未

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ꎮ 据官方统计ꎬ 在俄罗斯的中国人数不超过 ５ 万人ꎮ 俄罗斯

亚太大学教授、 社会学家列奥尼德布利赫尔指出ꎬ 随着中国经济上升ꎬ 卢布贬

值ꎬ 加之俄联邦移民政策对外来移民设置了诸多门槛ꎬ 多数中国劳动移民选择了

退出俄罗斯远东ꎬ 而非边境地区的部分人士并不了解远东现实ꎬ 他们出于 “中国

威胁” 的幻象ꎬ 主观杜撰出 “百万华人聚居远东” 的故事②ꎮ 从图 ４ 也可以看

出ꎬ 中国公民入境与出境人数相差不大ꎬ 滞留在俄罗斯境内的实际人数增长并不

显著ꎮ

图 ４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中国公民入、 出俄境人数

资料来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由于中国东北与远东人口数量悬殊ꎬ 不少远东人对境内的中国移民持有警惕

心理ꎮ 从人口数量上来看ꎬ 中国东北人口是俄罗斯远东人口二十几倍ꎬ 远东地广

２７

①

②

Ларин В В ꎬ Ларина Л Л Китай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мнении жителе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России ( по
итогам опроса ２０１７г )  С ２２

" Жёлтая угроза" : про что и откуда?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ａｓｔｒｕｓｓｉａ ｒｕ /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 ｚｈｅｌｔａｙａ － ｕｇｒｏｚａ － ｐｒｏ －
ｃｈｔｏ － ｉ － ｏｔｋｕｄ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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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稀ꎬ 平均人口密度仅为 ７ ~ ８ 人 /平方公里ꎬ 而中国邻境的人口是俄罗斯的 １５ ~
３０ 倍之多ꎬ 加之远东人口仍在减少ꎬ 恐华心理不难理解ꎮ 另外ꎬ 一些俄罗斯社

交媒体对中国 “走出去” 概念的误读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ꎮ 中国的 “走出去”
战略指的是对外开放的一种基本国策ꎬ 在全球化视野下中国有必要扩大对外开放

领域ꎬ 提高开放质量ꎬ 完善内外联系ꎬ 形成一种多元平衡的经济体系ꎮ 这一国策

绝非部分俄罗斯媒体所误读的推动中国人口 “走出去”ꎮ 当前ꎬ 俄罗斯 “向东

看” 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在远东率先推出超前发展区机制ꎬ 在超前发展区内

的企业可以享有系列税收优惠ꎬ 外国劳动力使用配额可以按雇主情况适度放宽ꎮ
俄罗斯部分对华持有偏见的人对此理解成 “超前发展区促进了中国向远东的和平

扩张”ꎮ 这种对中国误解和误读ꎬ 其根源在于俄罗斯社会部分人对中国观念固化ꎬ
怀有民族偏见ꎬ 因为不理解而产生恐惧心理ꎮ

(二) 中国形象亟待更新

俄罗斯社会中部分民众对华印象一直保留着 ２０ 世纪历史上的一些负面记忆ꎬ
比如: 对中国农业移民的印象是落后封闭ꎬ 贫穷ꎬ 喜欢聚居ꎬ 从事繁重的体力劳

动ꎻ 而对中国商人的印象也多停留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的记忆———狡猾ꎬ 不遵纪

守法ꎬ 经营劣质商品等印象ꎮ 而近三十年来ꎬ 中国经济上取得的成绩令世界瞩

目ꎬ 国民生产总值成倍增长ꎬ 经济增速显著ꎬ 中国的电子技术和装备制造业快速

发展ꎻ 而俄罗斯在国际油价下跌、 西方国家经济制裁背景下ꎬ 经济陷入长期低

迷ꎮ 两国经济形势的迥异ꎬ 加上中俄贸易结构逆差、 结构不均衡、 中俄投资合作

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等ꎬ 从心理上ꎬ 俄罗斯对曾经的 “小兄弟” 怀有复杂心理ꎬ
总认为 “在两国合作中中国获益最大”ꎮ

(三) 对中国文化疏离感强

俄罗斯文化属于泛欧洲文化ꎬ 与亚洲文明存在很大的差别ꎮ 文化差异令远东

人对中国交往产生疏远感 (见图 ５)ꎮ 在俄罗斯远东历史、 民族与考古研究所的

社会调查中ꎬ 当问及 “有无对中国人的疏远感” 时ꎬ １５％ 的受访者承认有这种

感觉ꎻ ６４％的人没有感觉到ꎬ 其他人没有想过ꎮ 这种疏离感在青年人中较为显

著ꎬ 在不到 ２０ 岁的受访者中ꎬ 有疏离感的人数比重占 ２５％ ꎻ 在 ２０ ~ ３０ 岁人中ꎬ
有疏离感的人数比重占 ２２％ ꎮ 年轻人中的民族优越感也较明显ꎬ 在不到 ２０ 岁的

受访者中ꎬ 认为俄罗斯人比中国人优越的人数比重占 ２３％ ꎬ 在 ２０ ~ ３０ 岁的受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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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中ꎬ 有这种想法的人数比重占 １９％ ①ꎮ 此次社会调查结果与先前相比ꎬ 远东人

对华疏离感呈下降趋势ꎮ 据调查ꎬ ２００３ 年持这种疏离感的受访者比重为 ３４％ ꎬ
２００８ 年这一指标为 ２９％ ꎮ 显然ꎬ 在两国间不断加强的人文交流影响下ꎬ 有文化

疏离感的人数比重下降了ꎮ

图 ５　 远东人对中国人和俄罗斯人的典型印象 (％)
资 料 来 源: Ларин В Л ꎬ Ларина Л Л Китай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мнении жителе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России ( по итогам опроса ２０１７ г )  С ２３

据俄罗斯社会舆论调查基金会专家分析ꎬ 在中资进入以及在乌克兰危机问题

上ꎬ 俄罗斯对来自中国的支持报以过高的期望ꎬ 而中国的现实举措没有达到部分

人的心理预期ꎬ 因而时下俄罗斯社会中部分人对俄罗斯实施的 “向东看” 战略

效果持怀疑态度ꎬ 对华怀埋怨心理ꎬ 对两国关系持不信任态度ꎮ 从社会调查来

看ꎬ 俄罗斯远东社会 ２０％ ~２５％的人对中国旅游者、 投资者以及劳务移民存在一

定误解和猜疑ꎬ 很大程度上ꎬ 这一问题在于中俄两国社会文化差异悬殊ꎬ 部分远

东人怀有狭隘的民族心理ꎬ 某些中国人的做法失当等多因素造成的结果ꎮ 此外ꎬ
从中国角度来看ꎬ 中俄经济合作存在一些痼疾ꎬ 如非法移民、 灰色清关、 行贿受

贿、 偷税漏税、 野蛮旅游等问题影响着中国人的总体形象ꎬ 进而也影响到俄民众

对中国的总体态度和评价ꎮ

三　 思考与应对

乌克兰危机以来ꎬ 俄罗斯社会对华好感度存在起伏ꎬ 这与国际环境、 中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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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变化以及俄罗斯对华认知有着紧密联系ꎮ 由于远东所处的地缘政治地位ꎬ 一

直以来ꎬ 远东对外开放度不高ꎮ 俄向东看战略为两国地区合作提供了机遇ꎬ 为了

深化两国关系ꎬ 中国有必要采取措施ꎬ 加强两国间文化交流ꎬ 减少一些不实或带

有民族情绪的言论在公众媒体上的传播ꎬ 增强两国民族间的互信ꎬ 提升中国的国

际形象ꎮ 从中国角度来看ꎬ 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第一ꎬ 在人文领域ꎬ 双方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两国间的文化交流、 人文及教育

合作对接ꎮ 俄罗斯了解中国的渠道多来源于实地考察、 电视、 网络以及与中国人

的交往等途径ꎬ 并且不同年龄段和社会群体了解信息的方式有所差异ꎮ 企业家多

通过自身所见所闻来了解中国ꎬ 年轻人主要通过互联网了解中国ꎬ 而距离较远的

远东北部地区堪察加边疆区和马加丹州则主要通过电视来了解中国ꎮ 从不同社会

群体的接收渠道出发ꎬ 中国应有针对性地传播中国信息ꎬ 并促进两国传媒领域对

接ꎬ 重视民间外交ꎬ 拉近两国民众间的心理距离ꎮ
实践表明ꎬ 距离边境地区越近ꎬ 对华臆测的内容越少ꎮ 因而ꎬ 促进两国民众

间的文化交流ꎬ 加强两国媒体合作对塑造中国新的国际形象以及促进两国民众的

文化适应有正面作用ꎮ 针对俄罗斯年轻人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 了解中国的途径

有限等问题ꎬ 中国有必要与俄罗斯共同推动在俄中等或高等教育体系增加汉语学

习规划的实施ꎬ 加强文化影视、 娱乐保健以及文化旅游、 传媒等领域的合作ꎬ 加

大中国文化推送力度ꎬ 以培养和加强俄罗斯年轻人的亲华情感ꎮ
第二ꎬ 信息交流方面ꎬ 减少对俄信息误读ꎬ 提高赴俄人员的俄语语言水平和

国情基本素养ꎬ 减少误解ꎬ 改变先前对中国的不良认知ꎬ 重塑中国形象ꎮ 在信息

交流领域ꎬ 应减少中国各类媒体和平台发布对俄的不实信息ꎬ 避免俄罗斯的误读

和曲解ꎬ 减少在俄社会界的不良影响ꎮ 自 ２００４ 年中俄领导人签订 «中俄关于两

国边界东段的补充协定» 后ꎬ 双方领土问题已不存争议ꎬ 两国经济合作在法律框

架下开展ꎬ 在当前两国全方位战略协作的背景下ꎬ 应避免带有民族情绪的言论广

为传播ꎮ
在中国对外劳动力输出机构增加赴俄人员培训的内容ꎬ 赴俄工作人员对工作

目标国的语言和人文要具备基本认知ꎬ 涉外企业和个人出境后应认真对待俄罗斯

的对华舆论ꎬ 力求在走出去之前就对方国情、 礼仪规范以及相关政策和法规有一

个基本的了解ꎮ 加强中俄两国教育合作ꎬ 对赴俄不同层次的留学生提供安全知识

和国情教育ꎬ 加强对俄合作办学鼓励力度ꎬ 扩大对俄培训教育基地设置ꎬ 吸引俄

罗斯年轻人来学习ꎬ 了解中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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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ꎬ 加强中国境外非政府性机构在俄境内的协调和管理作用ꎬ 加强商会和

行业协会的职能ꎬ 对境外企业活动给予一定的保障和约束ꎬ 增强国外华商凝聚

力ꎮ 从俄罗斯远东营商环境与社会环境来看ꎬ 俄罗斯远东基础设施不发达、 制度

不完善、 开放度低ꎬ 进驻的外资企业很难得到俄罗斯社会的认可ꎬ 最终很难

生存ꎮ
当前俄罗斯超前发展区机制为中国对俄投资企业提供了有利条件ꎬ 为了加快

促进两国区域合作ꎬ 有必要改进和增强行业协会或商会组织的职能ꎬ 能够运用对

方国的法律、 行政法规与各机构进行协调、 沟通和对接ꎬ 来解决企业遇到的与政

府、 消费者、 媒体以及同行业竞争者之间的矛盾和问题ꎮ 当前ꎬ 俄罗斯境内的中

国商会有必要加强与境外企业的沟通ꎬ 将企业的诉求和意愿向俄罗斯政府沟通与

交涉ꎬ 为企业作好协调和服务工作ꎬ 避免每个境外企业遇到问题单打独斗ꎮ
中国可考虑设立与俄罗斯远东发展部所设机构相对接的服务体系ꎬ 帮助解决

境外中方企业的困境ꎬ 降低投资风险ꎬ 改善中俄区域合作的现状ꎮ 远东超前发展

区机制建立考虑了资金、 商品和劳动力的流动等要素ꎬ 核心机构是远东发展部ꎬ
下设了远东发展公司ꎬ 其作用是为入驻企业提供土地租赁、 基础设施建设服务ꎬ
帮助投资者解决各类行政问题ꎬ 提供一站式服务ꎻ 远东投资公司主要负责解决技

术与组织问题ꎻ 远东人力资源公司负责提供人才和吸引移民ꎮ 从俄罗斯的舆情调

查来看ꎬ 我方在推动中资企业进驻超前发展区和自由港的同时ꎬ 应优先选择远东

对华好感度较高地区ꎬ 并考虑境外企业的生存状况ꎬ 为中方企业设立法律咨询服

务公司及信息交流平台ꎬ 为企业提供一定保障和服务ꎮ
此外ꎬ 针对中俄两国区域合作出现的具体问题ꎬ 两国官方应就这些问题坦率

交换意见ꎬ 搭建问题沟通、 协调的平台ꎬ 形成有利于中俄地区合作的健康化、 开

放式社会环境ꎮ
(责任编辑　 胡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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