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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3月26日，以普京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为标志，中俄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起点。中国和俄罗

斯在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的近十年内，不仅实现了中国与苏联关系向中国与俄罗斯联邦国家关系的平稳

过渡，而且经历了几个跳跃式的阶段，双方的合作从互为最大邻国的睦邻友好，上升到在全球范围内主

张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即推动国际生活民主化这一战略层面。中俄双方在应对冷战后世界格局重大变化的

同时，政治互信的程度明显加深，互利合作的需求和范围不断扩大。⋯⋯中俄两国领导人在20世纪90年

代签署或发表了十多份重要的双边政治文件，对推动两国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对两国在

冷战结束初期对发展相互关系所给予的定位及后来根据形势变化做出的调整，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都

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文件中许多论述，在今天看来，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俄罗斯著名外交家、学者S．N．贡恰罗夫、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周力

对于美国而言，不论美国如何理解中国的“修正主义”或“霸权主义”意图及中国强硬的外交姿

态，只要中国继续保持崛起势头，美国就需要适应自己在该区域霸权衰退这一事实。华盛顿需要接受自

己已不再是东亚海上的主导力量的事实，认可中国在东亚的合法安全利益，并同中国分享这一区域秩序

的领导杈。美国是可以在维护自身安全的同时，适应中国的崛起的。 ·为减少产生不必要的矛盾和冲

突升级的可能性，美中两国的领导人需要行使国家决策方面的权威，确保文官政府掌控军事决策，抵御

来自社会公众或反对派的民族主义压力，避免就利益冲突采取武力措施，或在矛盾激化的关键节点致使

危机升级。在过去由于权力转移造成的冲突中，民族主义一直是一个重要因素。建设性的美中冲突管理

要求两国领导人顶住这类民族主义压力，抗拒利用民族主义外交以加强其在国内的正当性的诱惑。

——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陆伯彬

经济学知识欠缺的人，无法分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欧和东南欧诸人民民主国家(比如波兰人民

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区别。然而，上述国家之间是不同的，的确存在着差异。⋯⋯什么叫人民民主，其

至少包括有如下一些特征：(1)无产阶级掌握政权，(2)工业国有化，(3)共产党和工人党居于领导

地位，(4)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农村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中国都还谈不上是在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一些企业实行了国有化，但这只是沧海一粟。 ⋯各人民民主国家与中国之间也存

在一些重大的不同：(1)中国目前实行的大致就是布尔什维克在1904—1905年间曾说的无产阶级和农

民的民主专政。(2)中国曾经受到外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因此中国的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因

而，可以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中国共产党人与资产阶级结成了同盟。这并不矛盾，须知，1848年马克

思也曾与资产阶级结成了同盟，当时他担任(新莱茵报>的编辑，虽然这并未持续很长时间。(3)中国

目前仍面临改造封建关系的任务：在这方面，中国革命与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有类似之处。(4)

中国革命的特点在于，共产党领导着国家。⋯⋯因此可以说，中国目前属于人民民主共和国，但尚处于

其发展的第一阶段。

——斯大林与苏联经济学家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纂问题的会谈记录(1 950年2月22日)，

A P A H，巾．1705，O几．1，且．166，．11．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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