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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7 月 4 日，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斯

米尔诺夫研究员做客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

究中心，他用流利的中文向与会者介绍了当前俄罗

斯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情况。斯米尔诺夫曾任俄罗

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当代历史与国情研究中

心主任达 7 年之久，对俄国境内的中国问题研究状

况了解全面。因此，他的讲座信息量大、观点鲜明、
见解独特，基本上反映了俄罗斯远东研究所的主流

观点以及俄罗斯学术界的最新成果和动态，使我们

对俄罗斯的中国问题研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得

到很多启示。经本人同意，我们将斯米尔诺夫在交

流会上的讲话记录加以整理，也参考了他近期的研

究成果，供国内学者参考。
斯米尔诺夫( Смирнов Д． А，1952 － ) ，俄罗斯

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能够熟练运 用 中 文 交 流。
1975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1985 年获历

史学副博士学位。1986 年、1990 年、1998 年先后在

中国的山东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进修。
现任俄罗斯远东所当代中国历史研究中心中共问

题研究室负责人。近年研究成果侧重于中国现代

化思想、中国政治理论、邓小平理论、中国国内政策

等，发表学术文章及著作近百篇。主要著作有《中

国现代化理论: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邓小平与中国

现代化》《“三个代表”思想: 中国国家理论发展新

阶段》等。

一、俄罗斯主要的学术研究机构

在俄罗斯，政府和大学建立了专门研究中国问

题的学术机构，这些学术机构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主

要园地，研究范围包括中国历史和当代中国的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其中较有影响的是:

( 一)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

根据前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的命令，1966 年俄罗

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建立，它拥有研究中国学的学

者、专家约 120 位，是俄罗斯最大的当代中国问题

研究中心。主要研究: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与

实践;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中国经济改革的

理论与实践; 俄罗斯与中国的全球和地区利益; 俄

罗斯与中国关系的历史、现状与前景; 中国台湾问

题; 亚洲国家的领土问题; 中国的国家制度建设与

法制; 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 当代中国史的基本

问题; 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政治史的基本问

题; 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进程;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

明———传统与现代化。
十年前，远东所又建立了研究上海合作组织的

中心，主要研究巴西、印度、南非等金砖五国的一些

问题。最近随着东盟地位和作用的凸显，组建了越

南和东盟中心。学者们还注意到中国与东盟的关

系，尤其是经济、政治和领土问题，中印关系的发展。
远东所每年组织国际研讨会，研讨中国文明的发展、
中国文化的历史和东亚文明区域的发展。还有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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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地区、俄中合作互动、中国外交关系等方面的研

究。另外，还对中国与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关系，

特别是中俄的关系、中俄关系的历史、中美关系、中
日关系和亚太地区的情况进行综合性的研究。

( 二)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是俄罗斯最大的

东方学研究机构，也是俄罗斯研究中国问题时间最

长的机构之一。东方研究所下设中国问题研究室，

主要的汉学研究工作都集中在中国问题研究室，许

多知名汉学家都曾在这里工作过。研究室有远古

和中古研究组、近现代史研究组和意识形态文化研

究组。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史前社会、古代和中世纪

的中国社会问题、中国传统的国家制度、中国传统

思想和文明、中国当代社会思潮、国民党时期的政

治史和中国农村问题等。研究室还翻译了许多中

国古代的文献。除几位学者研究当代中国、中国近

代史，大多数学者侧重对传统中国、中国文学、中国

文化、中国文明、中国历史的研究。
另外，圣彼得堡分院东方学研究所的中国学研究

中心亦是俄罗斯中国问题研究的重要机构，重点研究

传统中国的文学、历史，尤其是明朝、清朝的历史。
( 三) 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
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也是俄罗斯著名的中国

问题研究中心。这里师资力量雄厚，有 250 名教职

工，其中 30 位教授、70 位副教授。学院还专门聘请

了国内外学术机构与科研机构的专家进行部分课

程的讲授。亚非学院下设 18 个教研组，有部分研

究生研究中国历史、当代中国、当代中国政治以及

中国干部培养及体系的问题，也有的研究中国对华

侨的政策等。亚非学院培养了大批活跃在俄罗斯

国内学术界的中国问题专家。
此外，新西伯利亚大学东方学系也在研究中国

历史问题。据斯米尔诺夫介绍，越来越多的俄罗斯

学者对中国文明、中国语言有很大兴趣。俄罗斯的

一些大学，近几年来组建了研究会、研究中心来研

究当代中国。

二、俄罗斯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谈到俄罗斯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时，斯米尔

诺夫指出，大多数俄罗斯学者非常关注当代中国发

展中的现实问题，涉及的领域主要有:

( 一)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
在俄罗斯，对中国共产党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远东所，这里的当代中国历史研究所、中共研究

室和中国政策问题中心有相关研究。学者们研究

的重点是:

1．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远东所的学者认为，中国走的特色道路是完全

正确的，搞经济体制改革是对的。在他们看来，与

中国改革相比，戈尔巴乔夫虽进行了经济改革，但

因为他太多地听从西方人，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念，

在提高经济改革的同时，改变了政治体制。1988 年

修改宪法，取消苏联共产党在国家的核心地位，提

出苏共的权力是否合法需要民众投票等重大问题。
结果，苏联崩溃了，而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保证了

经济体制改革的稳定性，从而保证了全国的稳定。
2．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

俄罗斯有很多政治派别，特别是自由派有很多

的支持者，在中国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及其走向这一

问题上，各派都十分关注，并存在不同意见及态度。
对最高层领导班子的设置问题，如谁为总理，谁为副

总理，他们代表谁的利益等非常关注。在评价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权威和成就问题上，斯米尔诺夫指出，

有的学者，全部否认中国共产党、否认中国民主，认

为中国的发达，必须靠接近西方发展模式来实现，但

这是少数。多数学者认为，应客观研究中国，承认中

国共产党是领导力量，对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实施的

改革开放、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都要给予客观对待

和研究。大部分学者支持俄罗期共产党的立场，认

为应该向中国学习，借鉴中国的经验。
3． 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

对中国社会的评价，俄罗斯学者总体认为是很

稳定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问题之一是两极分

化; 问题之二是中国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毛时代

较简单，现在出现中产阶级。这是否是社会主义，

或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还是利用毛、邓、马克

思、列宁名义的资本主义，在这方面他们的观点存

在争议; 问题之三是中国的发展到底是为了提高经

济效益还是官僚的需要，亦或是提高老百姓的生活

水平; 问题之四是中国社会的贪污腐化成为导致中

国政治、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危险因素。
综合上述情况，斯米尔诺夫指出，俄罗斯学者

评价中国社会发展时，因代表不同的政治派别，也

有不同的看法，大多数学者对此持肯定态度，但自

由派则取完全否认中国发展的态度。尽管如此，他

们也承认中国取得的成绩，也认为需要研究中国社

会的发展。在自由派眼中，中国是把马克思主义当

作信条的国家，中国没有民主。但这种观点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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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
斯米尔诺夫认为，对于成立于 1921 年的中国

共产党进行恰当公正的评价，要考虑到很多方面因

素。对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社会的领导力量，要用

新的态度、新的方法来研究，而不能按自由派那样

简单处理。
( 二)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
斯米尔诺夫详细地介绍了俄罗斯学界对中国经

济发展的热烈讨论。其中既有对中国经济发展成绩

的肯定，也指出了中国目前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1． 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评价

在俄罗斯学者看来，上个世纪 90 年代和 2005
年，都有人预言中国经济将会很快崩溃，但是 2008
年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中国差不多是损失最小的

国家。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依然很快，中国有自己的

模式，证明了“北京共识”是成功的。在全球经济低

迷的背景下，中国始终保持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

态势，发展速度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是中国

共产党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一切

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施政方针是正确的。大多

数俄罗斯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有很好的潜力。
2．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斯米尔诺夫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好的

成就，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如社会保障问题，全体

老百姓的社会保障体系网络的组建很不完善，还有

很大的环境保护问题。这些问题解决起来有难度:

首先，恢复老百姓正常的生存环境、禁止不合法的

运转、保持老百姓的健康都需要很多资金; 其次，中

国经济发展缺乏具有高级教育水平的干部、专家、
学者，缺乏一些现代化的发明，将来应努力发展科

学技术以促使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尤其是在

知识经济方面。他又强调，俄罗斯学界认为，中国

如果不能保持很高的速度发展，会引起社会问题。
经济发展速度是客观的，但又不能发展太快，解决

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需要时间，还需要投资。从经

济发展来看，这些问题很复杂棘手，需要用综合性

的态度来分析。
( 三) 关于毛泽东的研究
新世纪以来，俄罗斯对毛泽东研究很少。主要

成果是潘佐夫对毛泽东的研究。潘佐夫对毛泽东做

了深入的文献研究，他专门到北京，看材料，通过大

量的调查资料，对毛泽东的生活进行生动的描述。
他的《毛泽东》一书，可以说是俄罗斯学术界一部对

毛泽东研究最全面的著作。斯米尔诺夫本人在《中

国现代化理论: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一书中，对毛泽

东也有一定的研究。但是，俄罗斯学者目前不太专

门研究毛泽东，在论及相关问题时，也会涉及到毛泽

东和毛泽东思想。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数学者热

衷于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历史，或研究当代问

题，也不是所有人都理解毛泽东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他们认为毛泽东只是一个历史人物。在斯米尔诺夫

看来，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对

毛泽东的研究一定要继续下去、一定要发展。
( 四) 关于邓小平的研究
作为研究邓小平的专家，斯米尔诺夫说，俄罗

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下属的当代中国历史与政治

研究中心，专门研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和思想理

论，研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其他中国领导

人的理论思想。此外，远东所下属的社会经济研究

中心也专门对邓小平关于经济方面的论述和理论

进行研究。仅仅在远东所，从事邓小平思想理论研

究的专家就有十五六位，远东所所长季塔连科院士

等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颇有造

诣，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文章和专著。
斯米尔诺夫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研究邓

小平。他认为要研究好中国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必

须研究邓小平，邓小平对现代中国的发展作出了杰

出贡献。只有对邓小平进行研究，才能弄清他是如

何带领中国走出贫困、摆脱落后的，才能探讨中国

改革成功的原因和经验。
新世纪以来，斯米尔诺夫多次来中国交流访

问，在接受《国际先驱报》《百年潮》等报刊采访时

都谈到了邓小平。在他眼中，邓小平具有谦虚朴实

的品质、杰出的工作才能、过人的智慧和强大的政

治意志。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在中国发展史上所起

的作用是巨大的。邓小平思想的伟大之处体现在

两个方面: 一是一切从“国家发展”的立场出发; 二

是从本国实际出发。他所提出的口号是走适合中

国发展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

的思想精髓就是“发展”，不论在政治思想领域、教
育科技领域，还是经济等领域的改革，都是为了发

展，为了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此外，邓小平为解决

中国的统一大业开创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

想。在外交方面，还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

界两大主题”的思想。
另外，他还谈到俄罗斯人对邓小平的态度，他

说各种政治力量对邓小平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绝

大多数俄罗斯人对邓小平是非常崇敬的。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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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俄罗斯人，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知道邓小

平、尊敬邓小平，因为谁都不得不承认他所取得的

成绩。有些自由派对邓小平理论的一些观点并不

认同，但他们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 中国有十多亿

人口，资源相对贫乏，但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中国

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俄罗斯却没能做到这

一点。邓小平实行的改革获得了巨大成功，中国已

成为一个在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各领域全面发

展的大国。
( 五) 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
斯米尔诺夫对“三个代表”思想进行系统研究

后，阐发了他独到的见解。斯米尔诺夫认为，“三个

代表”思想的提出，既有国内现实因素的影响，也有

国外因素的影响。从国内因素看，在实行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方针 20 年后开始的新的历史阶段，在进

入与以往的社会心理和思想道德氛围完全不同的

新的社会环境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必然会重新思

考执政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领导

方式和方法，以及能否适应业已形成的新的客观现

实，并起到推动作用的问题。从国际影响看，在制

定“三个代表”思想时，也注意和考虑到苏联解体和

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
在斯米尔诺夫看来，进入新世纪，随着改革的

不断深入，中国社会体制内的腐败和堕落以及信仰

危机，体制外中国共产党在社会经济因素综合状况

日益复杂的情况下能否满足社会阶级的利益。面

临“执政党威信的严重挑战”，在新世纪确立执政党

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是一种“客观必然”。解决合法

性的途径有四: 一是根据当今时代的要求和特点来

不断完善思想体系，提高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整

合; 二是发展和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 三是完善政

治体制和机制; 四是遏制党内的腐败和堕落。
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三个代表”思想作为

国家意识形态基础被通过，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思

想政治纲领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 六) 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
斯米尔诺夫对科学发展观也有自己的看法，他

说科学发展观是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直接领

导下、中共十六大后开始研究论证的。科学发展观

拒绝追求经济指数的数字增长，而是要着眼于社会

整体的发展，要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平衡、协调

发展，经济效益和资源保护优先之路，把中国转变

成创新型国家，解决长期积累的重要问题，消除城

乡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存在的社会经济发展的

差距。
在他看来，“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现代思

想理论纲领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作为党的领袖

胡锦涛的报告，进一步加强了党的传统和思想理论

现代化的道路。
( 七) 对中共十八大的研究
斯米尔诺夫指出，十八大的召开强烈吸引了俄

罗斯学者的目光，俄罗斯学者对中共十八大和产生

的新一届领导班子的评价很高。如季塔连科院士

认为，中共十八大的召开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个

重要里程碑。中国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需要

创造新的社会关系模式。当前中国面临的重要任

务是形成中国式的生活方式、中国特色文化和精神

价值体系，实现中国建设目标。他说，当下中国成

功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遵循时代条件的变

化，及时平稳地调整党和国家的发展政策，用不断

创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十八大的召

开将会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组织

上的统一团结。十八大将延续俄中友好战略合作

关系，实现中俄两国共同繁荣的目标。
除了留意十八大对于中国未来发展趋势的相

关内容以外，新一代中共领导层的产生也是俄罗斯

学者们非常关注的话题。对于中共十八大产生的

新一届领导层，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共新领导层的

产生是一个多赢的结果，相信在新领导人的率领

下，中国会有着光明的前景，而这对于俄中关系未

来的发展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有着积极作用。
对于新任领导人习近平取消官僚主义、呼吁改变工

作作风的政策，俄罗斯人很赞同。
俄罗斯学者的基本态度是，中共十八大的召开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十八大后的中国现代化建

设道路将更加广阔，中国发展前景将更加美好。
( 八) 关于中俄关系的研究
俄罗斯学者认为，目前俄中关系是友好的。斯

米尔诺夫强调，邓小平对中俄关系的友好发展起到

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说“两国之间关系紧张，使

双方都消耗了巨大而宝贵的力量和精力。邓小平

主持工作以后的上世纪 80 年代初，在中苏双方的

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出现缓和迹象，双方都向关

系正常化方向迈出了试探性步伐。1989 年两国正

式实现了关系正常化。邓小平在与时任苏联总统

戈尔巴乔夫会见时讲到，我们应当结束过去，开辟

未来。这是原则性的一步，它对双方经济、政治、文
化关系的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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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米尔诺夫谈到新一届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

席把俄罗斯当作中国的第一访问国，说明中国看重

中俄关系的重要性，这对双方关系的发展有利，可

以推动双方互利合作。大多数俄罗斯人对中国的

态度是友好的，他们看到今天中国发展的成就，中

国农业发展速度很高，俄罗斯把中国当作第一个外

贸伙伴，对于这些老百姓心里也很清楚。
此外，俄罗斯很多学者还关注中国的三农问

题，对此有专门的研究。如三农问题是如何影响经

济发展过程等。远东所的经济学家、中俄关系的专

家注意到中国与俄罗斯经济的发展、边境贸易、双

方的经济贸易的交流，已经通过几个主要的研究报

告来促进俄中合作和经贸合作。

三、俄罗斯媒体对中国的态度

斯米尔诺夫特别谈到俄罗斯媒体对中国的看

法和导向作用。他指出，俄罗斯媒体对中国的报道

也可以部分地反映出俄罗斯对中国的态度，主要有

关注、支持中国和妖魔化中国两种态度。
斯米尔诺夫认为，目前在俄罗斯除了学术界对中

国问题高度关注外，俄罗斯的媒体也不断关注中国的

发展。多数媒体是支持中国的，认为中俄需要全面的

友好关系，如经济、科学、技术、人文等方面。俄罗斯一

定要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互相帮助，俄罗斯在美俄关

系处理方面要依靠伟大的中国，他们注意到了俄中发

展和俄中关系的重要性。所以，大部分电视节目支持

俄罗斯政府对中国友好的最高政策。
斯米尔诺夫指出，确实有一些党派，他们缺乏

对中国的了解亦或是完全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

对中国的印象停留在过去，他们至今还在疑惑“中

国是否全部老百姓能吃饱? 是否都有住房? 老百

姓的住房与俄罗斯比较，他们认为今天的中国依然

很落后，不相信中国的发展”。斯米尔诺夫强调这

种态度是不对的，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另外，有的

媒体节目，在老百姓不知道真象的情况下只选择一

些中国有问题的内容播出，如报道在俄罗斯工作的

中国农民从事贩毒活动，或是在利用俄罗斯的资源

发财。这些媒体要求政府取消这些不合法的流民。
实际上，在俄罗斯从事这些活动的人里面有不少是

极端的伊斯兰教徒，并不是中国人。这种节目的播

出，无疑会让部分不明真相的俄罗斯民众对中国产

生不好的印象。
总的来说，斯米尔诺夫认为俄罗斯学界对中国

问题非常关注，并就很多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

究，俄罗斯的中国学发展的很广、很深。但是，也存

在一些问题，在斯米尔诺夫看来，语言的障碍可以

说是重要的阻碍因素。他说因为俄罗斯学者用俄

语发表文章，又很少被翻译，这是很大问题。最近

10 年之内，不少俄罗斯学者也用英文作报告。如他

本人近年在一些研讨会上用英文作报告，题目分别

为《邓小平到南方的 1992 讲话》《毛泽东的新民主

义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分析》，一些经济学家、哲学

家到法、美、日等国也用英文作报告。其中有些学

者水平不太高，这些需要时间来慢慢改变。这种情

况坚持下去，定会对国际社会准确了解俄罗斯学界

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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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ussian Ｒesearch Spotlights on Chinese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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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new century，with the great achievement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 policy，China’s
economy has developed steadily with high speed，the co-oper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Ｒussia have increasingly
deepened and Ｒussian scholars have more and more interests in researching into Chinese issues． At present，many
Ｒussian academic research organizations are doing research into such subjects a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deology，and theorie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leader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ir thoughts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Ｒussia． Getting to know the situation and
the related information of Ｒussian scholars’research on China，which can provide the reference to academic
research on Chinese issues at home．
Key words: Ｒussian scholars; Chinese issues; research status

( Tr. Zhang Jing; Cui Xianquan)
( 责任编辑 孙俊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