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 6 月 西伯利亚研究 Jun． 2013
第 40 卷 第 3 期


SIBERIAN STUDIES Vol． 40 No． 3

·政 治·

上海与圣彼得堡两市居民的地缘政治关系认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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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个国家民众偏好某个国家与否的选择，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国民意识和社会意愿，是民族认同的
组成部分。民众对其他国家的看法和态度，既是对其他国家看法和态度的社会情绪和社会舆论的晴雨表，也是
一个国家现行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实际状况的一种反映。对上海和圣彼得堡两市居民的实地调查，客观展示
了中俄两国在社会转型时期，从社会禁锢走向社会开放的过程中，两国民众对与不同国家合作的评价和意愿。
中俄两国民众对两国之间的相互合作均给予很积极的评价，但在中俄关系积极向上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许多
不尽如人意之处。中俄两国应不断增进了解，使“睦邻友好”成为两国民众的广泛共识和自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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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民众偏好某个国家与否的选择，反

映了一个国家的国民意识和社会意愿，是民族认

同的一个组成部分。国民意识，即一个国家的民

众对某一个国家的看法和态度，是在与其他国家

相互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它构成地缘政治关系中

最原始和纯朴的一种关系。地缘政治虽说关注的

是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在地理空间的结构及相互

关系，其审视的维度是将国家视为一个整体的政

治力量，但国家是人的政治结合体。任何一个国

家的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不能不顾及民意，尽管

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不可能一一体现每一个国民

的具体需求和意愿，但必然是全体国民利益和意

愿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民众的相关行为也不

可能脱离政府外交政策所预设的轨道，国家现行

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对民众相关意愿的形成具

有重要影响。因此，民众对其他国家的看法和态

度，是在国家现行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背景下民

众切身体验的一种反映。它既是对其他国家看法

和 态 度 的 社 会 情 绪 和 社 会 舆 论 的 晴 雨 表

( барометр) ，也是一个国家现行外交政策和外交

活动实际状况的一种反映。
中俄两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皆以积极参与国

际交流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作为自己的政策取

向，皆以更为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两国的国际

交往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桎梏，使得民众具有更多

的可能性和更多样的需求与外界交流。两国民众

具有更广泛的实践基础对偏好哪些国家做出选

择，其选择结果也具有更贴近现实的实际意义。
为了收集相关资料，在本调查中要求被访者回答:

“您认为，我们中国与下列那些国家容易相处，与

那些 国 家 不 容 易 相 处?” ( Что вы думаете о
перечисленных здесь странах: с какими из них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сотрудничать легко，а с какими
трудно?) 测量量表分为四个等级: 很容易、比较

容易、比较难、很难( Очень легко，скорее легко，

скорее трудно，трудно) 。问卷中除中国和俄罗

斯这两个国家分属调查对象的国家外，还选择了

德国、美国、日本、波兰和英国。选择这些国家是

因为: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 德国是

具有全球意义的大国，在欧盟具有举足轻重影响，

中俄两国与德国都具有良好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合

作关系; 日本是一个亚洲大国，经济总量目前排名

世界第三，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经济发达的亚洲

近邻国家，对中国来说是一衣带水的近邻，同时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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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史又充满恩怨; 波兰属于新欧洲国家，在历史

上与俄罗斯关系密切，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地处欧

洲又相对比较了解的国家; 英国是一个具有全球

影响的成熟的西方国家。
调查结果显示，在上海和圣彼得堡两地均有

过半数的受访者分别对俄罗斯和中国持积极的态

度: 在上海受访者中，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很容易合

作的国家占 15． 2%，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比较容易

合作的国家占 57． 3% ; 在圣彼得堡受访者中，认

为中国是一个很容易合作的国家占 18． 6%，认为

中国是一个比较容易合作的国家占 47． 2% ( 见

图 1) 。

图 1 上海( N =1 604) 和圣彼得堡( N = 1 300) 两市

居民分别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态度( 单位: 人)

两国民众的态度与近年来两国关系发展的水

平基本相符。苏联解体后，1991 年 12 月 27 日，

中俄两国在莫斯科签署《会谈纪要》，解决了两国

关系的继承问题。1992 年 12 月两国签订《关于

中俄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确定两国“相互

视为友好国家”。1994 年 9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联合声明》宣布中俄建立

“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 年 4 月，在《中俄联合

声明》中，确立了中俄两国“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2001 年 7 月，双方签署了《中俄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两国和

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和平理念。在政治关系推动

下，两国经济合作关系发展迅速，2011 年两国的

商品贸易额达到 835 亿美元。目前中国已超过德

国，成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俄罗斯也进入

中国十大贸易伙伴国之列。2006 年以来，在中俄

政府的主导下，两国互办“国家年”和“语言年”活

动，从而促进了民间的交往并增进了两国民众的

相互了解。在两国交往中，特别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民间贸易中，虽然存在对中国商品和经商

人员的负面评价和中国公民对俄罗斯执法部门的

微词，但是在两国政府的努力下，一些影响两国关

系正常交往的现象正逐步得到遏制和改善。在这

里须指出的是，问卷的问题是针对“国家”而言，

所以受访者主要是从“与某个国家合作难易”的

角度回答问题，而没有囿于一些个人的素质和

行为。
此外，上世纪 50 年代中苏两国曾有一段“蜜

月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俄罗斯文化影响了整

整一代中国人，苏联当年对中国的援助至今仍留

在一些人的记忆中。这些历史的积淀在今日中俄

关系发展中依然发挥着潜在的影响。另一方面，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是推进中俄关系发

展的“润滑剂”，为两国的交往与合作提供了有利

的条件和更多的可能性，也给俄罗斯民众留下良

好的印象。
最后，虽然中俄两国具有不同的历史传统和

民族文化，但正如前文所指，中俄两国在历史上缺

乏法制传统，没有经历过曾对西方人思想观念产

生重大影响的思想文化发展阶段，在两国的民族

习性(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менталитет) 中具有一些相

通之处，如崇尚权威、倾向集体主义、缺乏私有财

产观念等。在上个世纪，中俄两国有过一段具有

相同意识形态和相同社会经济体制的历史经历。
这些历史文化因素使得两国民众比较容易相互理

解，在相互交往中比较容易找到契合点。当然，对

两国民众来说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直接与对方

交流，但是一旦建立交流关系后，这些文化因子便

会起潜移默化的作用，并通过各种传媒手段影响

更多的受众。
在上海和圣彼得堡两市，选择最多的是“比

较容易合作”，几乎接近或超过受访者的半数。
如果加上选择“很容易合作”的受访者，两市居民

中持积极态度的人数比例在上海高达 72． 5%，在

圣彼得堡达到 65． 8%。如按年龄组细分，在上海

19 ～ 34 岁、35 ～ 54 岁以及 55 岁以上三个年龄组

中，持 积 极 态 度 的 受 访 者 比 例 分 别 为 73． 3%、
71. 5%和 73． 2% ; 圣彼得堡相应的三个年龄组的

比例分别为 65． 5%、70% 和 57． 3% ( 见表 1) 。资

料显示，上海居民的评价在总体上比圣彼得堡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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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高。虽然两市持积极评价的各年龄组居民的比

例有所差异，但从总体上看，均有比较高的匀质

度，选择“比较容易合作”和“很容易合作”的受访

者在各年龄组的比例均接近总受访者的 2 /3，或

者超过 2 /3。这表明，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

约》中提出的“中俄两国永做好邻居、好伙伴、好

朋友”的意愿在两国民众中得到普遍的认同。近

年来，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不

仅具有良好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的基础，也具有广

泛的社会基础。在年龄分组的交叉分析中，我们

还可以看到年龄与评价成正相关。这在圣彼得堡

的调查资料中表现得更为显著。从长远看，这是

中俄两国关系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和保证。
从受教育程度的分组资料来看，其结果与年

龄分组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两市受访者中持积

极态度( 选择“比较容易”合作和“很容易”合作)

的人数比例按受教育程度组细分，在上海初等文

化程度、中等文化程度以及高等文化程度三个组

中分别为 71%、72． 3% 和 74． 8% ; 圣彼得堡在相

应的 三 个 不 同 文 化 程 度 组 中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66. 7%、62． 9% 和 70． 6% ( 见表 2) 。按教育程度

分组的资料再次显示出，两国民众普遍对中俄两

国的合作和交往持有积极的态度和评价。值得注

意的是，在两市高学历人群中的比例皆高于初等

和中等学历人群中的比例。这表明，中俄两国间

在高学历层次中的交往状况要优于在较低学历层

次中的交往状况。同时，这也表明两国民众的选

择中理性因素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表 1 上海和圣彼得堡两市居民分别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态度( 按年龄分组)

对中国的态度( 圣彼得堡市) ( N =1 300) 对俄罗斯的态度( 上海市) ( N =1 604)

年龄组( 岁) 小计 年龄组( 岁) 小计

19 － 34 35 － 54 55 + 19 － 34 35 － 54 55 +

很难
人数 16 15 6 37 25 30 6 61

占比( % ) 3． 0 2． 8 2． 5 2． 8 3． 7 4． 2 2． 7 3． 8

比较难
人数 106 95 49 250 78 82 19 178

占比( % ) 20． 1 17． 8 20． 5 19． 2 11． 6 11． 5 8． 5 11． 2

比较容易
人数 242 274 98 614 376 412 132 920

占比( % ) 45． 8 51． 4 41． 0 47． 2 56． 1 57． 9 58． 9 57． 3

很容易
人数 104 99 39 242 115 97 32 244

占比( % ) 19． 7 18． 6 16． 3 18． 6 17． 2 13． 6 14． 3 15． 2

不了解
人数 49 50 21 120

占比( % ) 7． 3 7． 0 9． 4 7． 5

难以回答
人数 60 50 47 157 27 40 14 81

占比( % ) 11． 4 9． 4 19． 7 12． 1 4． 0 5． 6 6． 3 5． 0

表 2 上海和圣彼得堡两市居民分别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态度( 按文化程度分组)

对中国的态度( 圣彼得堡市) ( N =1 300) 对俄罗斯的态度( 上海市) ( N =1 604)

文化程度 小计 文化程度 小计

初等 中等 高等 初等 中等 高等

很难
人数 0 23 14 37 23 23 16 62

占比( % ) 0 2． 9 2． 9 2． 8 3． 4 4． 6 3． 7 3． 9

比较难
人数 4 159 87 250 42 65 71 178

占比( % ) 26． 7 19． 8 18． 0 19． 2 6． 3 13． 0 16． 3 11． 1

比较容易
人数 6 358 250 614 382 286 251 919

占比( % ) 40． 0 44． 6 51． 8 47． 2 57． 1 57． 3 57． 6 57． 3

很容易
人数 4 147 91 242 93 75 75 243

占比( % ) 26． 7 18． 3 18． 8 18． 6 13． 9 15． 0 17． 2 15． 1

不了解
人数 79 27 15 121

占比( % ) 11． 8 5． 4 3． 4 7． 5

难以回答
人数 1 115 41 157 50 23 8 81

占比( % ) 6． 7 14． 3 8． 5 12． 1 7． 5 4． 6 1． 8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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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在更大的视野背景下分析中俄两国民

众对地缘政治关系的态度和选择，本调查要求被

访者同时回答对德国、美国、日本、波兰和英国的

评价( 见图 2) 。
资料显示，圣彼得堡受访者对德国的积极评

价明显高于对其他四个国家的评价，选择“很容

易”合作和“比较容易”合作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57． 8%。俄罗斯与德国之间长期具有良好的关

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给俄罗斯带来很

大伤害，但在战后两国关系很快得到修复。回归

欧洲是俄罗斯的夙愿，加强与欧洲最大的经济实

体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德国的联系是俄罗斯的必

然选择。俄德两国经济上高度相依，俄罗斯是德

国最大的能源供应国，而德国是俄罗斯机械产品、
技术和资金最重要的进口国。长期以来，德国是

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德国的优秀文化、精
湛的技术、严格有效的管理、严谨的态度在俄罗斯

民众中有口皆碑。在历史上，俄罗斯历代沙皇王

室与德意志王室通婚频繁，其中与彼得一世齐名

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便是德国一个公爵的女儿，她

与俄国王室彼得三世联姻后取得王位，成为统治

俄国长达三十余年的女皇。俄罗斯与德国两国文

化的相互影响和交融比比皆是，最显而易见的例

子就是“圣彼得堡”这个城市名称的后缀“бург”，

便是德语的后缀。俄罗斯与德国之间国家外交和

战略发展上的相互需要、经济上的依存关系、历史

和文化上的渊源、俄罗斯民众对德国的敬仰，再加

上两国陆路交通便捷、人员交往频繁，这些都是影

响俄罗斯民众对德国持有积极评价的重要原因。

依据年龄分组的交叉分析资料，在各个年龄组中，

圣彼得堡市民众对德国持积极评价人数的比例分

别是 60. 2%、59. 7% 和 50. 6%，具有很高的均质

性( 见表 3) ，反映了俄罗斯民众对德国具有普遍

的积极认同。
另一个具有显性特征的是上海受访者对日本

的评价。统计资料显示，在上海受访者中，对日本

的评价中选择“比较难”合作和“很难”合作的人

数超过半数，占总人数的 64% ( 见表 4) 。中国与

日本隔海相望，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密切，日本是中

国十大贸易伙伴国之一 ，两国的文化和宗教自古

以来保持着密切的相互交流关系。但是，日本至

今对侵华历史态度暧昧，极大伤害了中国民众的

感情，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个焦点。由此延伸，

在日常生活中部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傲慢和歧视

态度往往引起中国民众的反感。按年龄分组的调

查显示，对与日本合作持消极态度的受访者在各

年龄组中分别是 66． 2%、62． 6% 和 62． 5%，同样

表现出很高的均质性( 见表 4) ，反映了中国民众

对日本的倾向性评价和意愿。

图 2 上海( N =1 604) 和圣彼得堡( N =1 300) 两市居民

对德国、美国、日本、波兰、英国的态度( 单位: 人)

表 3 上海与圣彼得堡两市居民对德国的态度( 按年龄分组)

圣彼得堡( N =1 300) 上海( N =1 604)

年龄组( 岁) 小计 年龄组( 岁) 小计

19 － 34 35 － 54 55 + 19 － 34 35 － 54 55 +

很难
人数 22 25 9 56 98 88 34 220

占比( % ) 4． 2 4． 7 3． 8 4． 3 14． 6 12． 4 15． 2 13． 7

比较难
人数 119 132 62 313 228 197 60 485

占比( % ) 22． 5 24． 8 25． 9 24． 1 34． 0 27． 7 26． 8 30． 2

比较容易
人数 233 253 97 583 206 214 64 484

占比( % ) 44． 1 47． 5 40． 6 44． 8 30． 7 30． 1 28． 6 30． 2

很容易
人数 85 65 24 174 27 57 15 99

占比( % ) 16． 1 12． 2 10． 0 13． 4 4． 0 8． 0 6． 7 6． 2

不了解
人数 79 99 32 210

占比( % ) 11． 8 13． 9 14． 3 13． 1

难以回答
人数 69 58 47 174 32 55 19 106

占比( % ) 13． 1 10． 9 19． 7 13． 4 4． 8 7． 7 8． 5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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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上海与圣彼得堡两市居民对日本的态度( 按年龄分组)

圣彼得堡( N =1 300) 上海( N =1 604)

年龄组( 岁) 小计 年龄组( 岁) 小计

19 － 34 35 － 54 55 + 19 － 34 35 － 54 55 +

很难
人数 46 72 32 150 148 119 45 312

占比( % ) 8． 7 13． 5 13． 4 11． 5 22． 1 16． 7 20． 1 19． 5

比较难
人数 199 193 84 476 295 326 95 716

占比( % ) 37． 7 36． 2 35． 1 36． 6 44． 1 45． 9 42． 4 44． 6

比较容易
人数 165 174 62 401 141 168 48 357

占比( % ) 31． 3 32． 6 25． 9 30． 8 21． 1 23． 6 21． 4 22． 3

很容易
人数 39 36 10 85 20 12 4 36

占比( % ) 7． 4 6． 8 4． 2 6． 5 3． 0 1． 7 1． 8 2． 2

不了解
人数 16 44 15 75

占比( % ) 2． 4 6． 2 6． 7 4． 7

难以回答
人数 79 58 51 188 49 42 17 108

占比( % ) 15． 0 10． 9 21． 3 14． 5 7． 3 5． 9 7． 6 6． 7

比较一下两市受访者对美国、德国、日本、英
国和波兰等五个国家的评价结果: 依据上海的调

查资料，上海受访者对这五个国家的评价中，认为

“比较容易”合作或“很容易”合作的国家从高到

低依 次 是: 美 国 ( 38% ) 、英 国 ( 37． 6% ) 、德 国

( 36. 3% ) 、波兰( 31． 6% ) 、日本 ( 24． 5% ) ; 认为

“比较难”合作或“很难”合作的国家从高到低依

次 是: 日 本 ( 64% ) 、美 国 ( 48． 4% ) 、英 国

( 45. 7% ) 、德国( 44% ) 、波兰( 31． 6% ) 。依据圣

彼得堡的调查资料，对这五个国家持积极评价的

排序是: 德 国 ( 57． 8% ) 、日 本 ( 37． 3% ) 、波 兰

( 34. 5% ) 、英国( 27． 2% ) 、美国( 22% ) ; 持消极评

价的排序是: 美国( 63． 5% ) 、英国 ( 55% ) 、波兰

( 49. 5% ) 、日本( 48． 1% ) 、德国( 28． 4% ) 。
在上海受访者的评价中，除对日本的评价具

有比较明显的显性差异外，对其余国家的评价基

本上没有太大差别。这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坚

持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不断

扩大与不同文明和文化国家的国际交流有直接的

关系。与此同时，在中国的民族心理和处世哲学

中，偏向中庸之道和与人为善。在正常情况下，只

要不损害民族( 或个人) 利益和伤害民族( 或个

人) 感情，对中国人来说一般不会产生偏激的想

法和主动采取过激的行为。特别要指出的是，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的思想和意识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人们的价值取向更趋务

实。这些都会在中国民众与外界交往中产生重要

影响。
在圣彼得堡受访者的评价中，基本情况与上

海受访者的评价结果相似。这也与苏联解体后俄

罗斯民众具有更多的机会和需求与外界交流有直

接关系。在对这五个国家的评价中，相对而言，俄

罗斯民众对美国的评价较低。这与美国的全球战

略和对俄外交政策有密切关系。俄罗斯并非不希

望与美国改善关系，但美国出于自己全球战略的

需要，全然不顾俄罗斯的诉求和实际利益，我行我

素，坚持单边主义，严重损害了俄罗斯的实际利益

和民族感情。20 世纪 90 年代激进经济改革期

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俄罗斯的种种表现

和由此给俄罗斯民众带来的创伤，成为俄罗斯民

众心中挥之不去的阴霾。俄罗斯民众从自己切身

的经历感到，美国过于现实和自私的价值取向与

俄罗斯的传统价值观念相去甚远。虽然美国是全

球最大的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俄罗斯的现代化

需要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合作，但在当今全

球合作的时代背景下，除美国而外，还能有更多的

选择。
全球和睦相处是人类共同的美好意愿和理

想。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之间的合作共存是时

代发展的客观需要。本研究通过对上海和圣彼得

堡两市居民实地调查，不仅希望客观展示中俄两

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和从社会禁锢走向社会开放

的过程中，两国民众对不同国家合作的评价和意

愿，同时也希望透过这些资料，进而探知影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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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间合作的因素和原因，从而有益于我们全

球和睦共存的共同愿望。使人感到欣慰的是，本

研究使用同一问卷在上海和圣彼得堡两地同时采

集到的资料皆显示出，中俄两国民众对两国之间

的相互合作都给予很积极的评价。两地调查结果

的切合，证明了这样的评价是客观实际的真实写

照。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中俄关系积极向上

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中俄

两国是近邻，在历史上两国关系跌宕起伏、曲折发

展。中俄关系发展能达到今天的水平来之不易，

在珍惜之际，更重要的是不断增进了解，使“睦邻

友好”成为两国民众的广泛共识和自觉行为，以

此夯实两国关系的基础。
本研究通过上海和圣彼得堡两市居民评价的

视角，亦从一个侧面观察了影响不同国家之间相

处、合作的因素和原因。
首先，国家是代表民族利益的政治实体和经

济实体，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外交政策是决定国家

之间关系的首要因素。所以，民众对一个国家是

否偏好的选择，在一般情况下受制于国家之间的

现有关系。
其次，从调查资料中展示的俄罗斯受访者对

德国的评价和中国受访者对日本的评价，使我们

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和日本分别给

苏联和中国带来创伤，德国和日本都是当今世界

的经济大国，但俄罗斯受访者对德国的评价和中

国受访者对日本的评价却大相径庭。调查的结果

值得深思。国家相处之道与为人相处之道的共同

之处是首先应该尊重对方，自身的为人和品行是

获取他人好感和信任的前提。在国际交往中，无

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如果注意规范自己的行为和

塑造良好的形象，其影响往往胜过政治实力或经

济实力。这也是近年来在国际关系中被关注的软

实力问题。
再则，国家合作的基础是国家间的共同利益。

所以，国家间的合作是在全方位要素影响下的合

作。俄罗斯受访者对美国的评价使我们看到，仅

仅有强大的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未必能得到对

方心悦诚服的认可。只有关切双方的利益，尊重

多样文明，才能建立相互信任和稳固长远的关系。
当今各国面临一个愈益开放和国际交往日益频繁

的世界，但愿不同文明的和谐共处能代替文明的

冲突。

注释:

( 1) “中俄社会结构与社会认同比较研究”是上海社会科

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

所、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共同承担完成的两国

比较研究课题。中俄双方采用统一的问卷、抽样方法

和抽样时间，分别在上海和圣彼得堡两市实施田野调

查。上海的抽样样本为 1 600 份，圣彼得堡的抽样样

本为 1 300 份。这是中俄两国社会学史上第一次真正

意义的两国社会学比较研究。此项研究分别得到上

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会( 课题编号: 2007BSH004 )

和俄罗 斯 国 家 人 文 科 学 基 金 会 ( 课 题 编 号: РГНФ
№08 － 03 － 00093a) 的资助。该文是此课题书稿中的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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