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转型　 关注发展
———“中东欧、俄罗斯、中亚向何处去?”学术研讨会综述

曲　 岩　 李丽娜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４ 日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

亚研究所东欧研究室主办的“中东欧、俄罗斯、中亚向何

处去?”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

社会发展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

系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

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欧洲研究所和本所的专家学者、外交

部官员以及«世界知识»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黑
龙江大学«俄罗斯学刊»编辑部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

者、编辑共计 ４０ 余人参加研讨会ꎮ 会议得到俄欧亚所领

导的大力支持ꎮ 所长李永全充分肯定会议的重要性ꎬ他
指出ꎬ２０１２ 年普京再次上台后ꎬ世界出现了一个苏联解体

后的逆向进程ꎮ 乌克兰危机会长期持续ꎬ俄罗斯与西方、
尤其是与美国关系恶化ꎮ 中东欧地区发生剧变与苏联密

切相关ꎬ如今中东欧、中亚向何处去依旧与俄罗斯有着密

不可分的关系ꎮ 我们不仅要深化这些转型国家的国别研

究及其与中国关系的研究ꎬ还要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

提供可行性建议ꎮ 中东欧、俄罗斯、中亚、乌克兰研究的

重大意义不言而喻ꎬ任务艰巨ꎬ需要群策群力ꎮ
研讨会上ꎬ与会者从不同研究视角出发ꎬ围绕中东欧

转型与欧洲一体化、俄罗斯、中亚和乌克兰转型、中国与

中东欧国家关系等问题展开探讨ꎮ

一　 中东欧转型与欧洲一体化

中东欧转型与欧洲一体化是本次研讨会关注的核心

议题ꎮ 俄欧亚所东欧室朱晓中研究员以转型十问开启对

该议题的讨论:第一ꎬ中东欧国家的基本问题是什么? 欧

洲的基本问题是什么? 中东欧国家基本问题和欧洲基本

问题的关系及其特质究竟又是什么? 第二ꎬ现阶段中东

欧国家和欧洲特有的问题各是什么? 中东欧的问题在多

大程度上与欧洲的问题相关联? 第三ꎬ转型 ２６ 年后ꎬ中东

欧国家建立了怎样的政治经济体制? 第四ꎬ欧洲一体化

模式下中东欧国家的发展为何会出现差异性? 与 １９８９ 年

之前相比ꎬ如今的中东欧 １６ 国除拥有共同的历史遗产

外ꎬ还有哪些相似性? 是否还能大而化之地以“中东欧”
作为整体加以研究? 第五ꎬ中东欧、俄罗斯、中亚转型国

家是否已经发展成“正常化”的国家? 在多大程度上和在

什么场合下还可以用“转型”一词? 第六ꎬ与 １９８９ 年前相

比ꎬ中东欧、俄罗斯、中亚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

系中的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是什么塑造了它们当今

的地位? 中东欧国家与美国、欧盟的关系对我们与欧盟、
美国打交道又有何影响? 第七ꎬ越来越多的中东欧国家

加入欧盟ꎬ老欧洲对此持有何种看法? 老欧洲的看法对

欧盟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第八ꎬ未来的中东欧研究应该

怎么做? 是否应该从区域性、国别性研究发展到学科性

研究? 第九ꎬ如何认识欧洲一体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

国家? 第十ꎬ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将怎样发展?
中东欧国家经历 ２６ 年转型ꎬ大多已经加入欧盟ꎬ但

转型进程是否结束仍有待讨论ꎬ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仍

然存在很多问题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

究所的马细谱研究员认为ꎬ欧盟遇到的问题是需要改变ꎬ
中东欧国家遇到的问题则是需要发展ꎮ 中东欧国家发展

中遇到的最主要问题是:乌克兰危机、伊斯兰宗教势力扩

张和汹涌不息的难民潮ꎮ 欧盟应该反思ꎬ东扩到底取得

了哪些成绩? 东扩动机是否纯正? 是为了帮助中东欧国

家发展ꎬ还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 中东欧国家也需要

反思ꎮ 起初入盟是为了靠欧盟帮助致富ꎬ但现实却没那

么简单ꎬ令民众不满的政治、经济、社会现状导致很多国

家民族主义势力抬头ꎮ
中东欧在剧变之后ꎬ都以“回归欧洲”作为转型目标ꎮ

因此ꎬ中东欧转型必需放在欧洲一体化的背景下考察与

讨论ꎮ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研究

员认为欧洲一体化存在悖论ꎬ一方面ꎬ欧洲发展不平衡的

状态和存在的差异性对西欧有利ꎬ欧盟再分配体系是一

体化前进的动力ꎻ另一方面ꎬ欧盟内部因不平衡和差异而

产生矛盾ꎬ尤其是涉及到利益分配的时候ꎮ 中东欧转型

有 １０ 年左右的顺利期ꎬ大背景是欧洲在同期也发展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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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ꎮ 现在这种因冷战结束得来的红利没有了ꎬ欧洲有很

多问题亟待解决ꎮ 首先ꎬ欧洲内部有经济危机后遗症ꎬ治
理出现问题ꎬ分离、分化的趋势显现ꎬ令人怀疑欧洲一体

化是否可逆ꎮ 其次ꎬ欧洲内部权力经历再平衡的过程ꎮ
另外ꎬ还面临着如何处理与俄罗斯关系的问题ꎮ 欧洲需

要改变以西欧为中心的单核安全体系ꎬ构建欧盟与俄罗

斯的双核安全体系ꎮ 崔洪建认为欧洲一体化基本是以西

欧为主的视角ꎬ转型基本是以中东欧为主的视角ꎮ 要从

两个视角看才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ꎮ 中东欧国家加入西

欧主导的一体化进程在当时是别无选择之举ꎬ其中有得

也有失ꎮ 近些年ꎬ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一些困难ꎬ中东欧

地区也出现了逆一体化的现象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贾瑞霞博士从名义趋同

和实际趋同两方面讨论中东欧国家的趋同现象ꎮ 在她看

来ꎬ名义趋同主要是指统计数据上的趋同ꎮ 根据欧洲统计

局的统计数据ꎬ自 ２００４ 年以来ꎬ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率

普遍高于欧盟平均水平和欧元区平均水平ꎮ 虽然 ２００９ 年

以来中东欧国家经历了金融危机和经济波动ꎬ但到 ２０１３ 年

已基本恢复ꎬ发展速度依旧高于欧元区ꎮ 与名义趋同相

比ꎬ实际趋同的效果不明显ꎮ 新老成员国的差异依然很

大ꎬ社会贫富差距悬殊ꎬ中东欧国家存在欧洲怀疑论ꎮ
学者们还从个案出发探讨中东欧国家转型及其遇到的

问题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苗华寿研

究员认为波兰的经济发展不是中东欧国家中最快的ꎬ但较为

稳定ꎬ原因在于政治局势比较稳定ꎬ为经济发展营造了较好

的环境ꎬ并且波兰从欧盟得到了巨大的支持ꎮ ２０１５ 年对于波

兰而言是关键年ꎬ总统和议会选举都将在２０１５ 年举行ꎮ 他比

较认可波兰现政府的执政能力ꎮ 至于中波关系ꎬ波兰是

“１６ ＋１”合作的发起国之一ꎬ如何使波兰在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是今后要重点研究的问题ꎮ
近年来ꎬ匈牙利以其不同寻常的发展引起学者们的极

大关注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周东

耀研究员认为ꎬ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有法律专业背景ꎬ善于

利用法律手段进行政治斗争ꎬ通过修改宪法和其他法律逐

渐掌握了更大的权力ꎮ 他进而提出对中东欧转型的总体

看法ꎬ指出ꎬ中东欧转型变化巨大ꎬ改变了世界格局ꎬ但仍

然存在很多问题ꎮ 首先ꎬ中东欧国家政治体制不成熟ꎬ转
型进程比想象的要曲折复杂ꎬ经济发展也没有经受住金融

危机的考验ꎮ 其次ꎬ中东欧国家贫富差距大ꎬ百姓对生活水

平不满ꎮ 第三ꎬ欧洲一体化进程受阻ꎬ中东欧国家对欧盟的

热情有所下降ꎬ欧盟目前暂时无法解决内部分离的趋势ꎮ
徐刚博士认为欧尔班之所以引人注目ꎬ有两个原因:

一是实现了连续执政和第三次掌权ꎻ二是欧尔班通过对

议会的控制ꎬ批准通过了大量对自己有利的政策ꎮ 对于

匈牙利将走向何处ꎬ未来发展如何ꎬ徐刚博士认为ꎬ一方

面ꎬ由于欧尔班挽救了匈牙利经济ꎬ赢得了选民的支持ꎬ

同时他拥有丰富的执政经验和政治资源ꎬ短期内匈牙利

政坛不会出现变动ꎻ另一方面ꎬ欧尔班政权并非强人政

治ꎬ匈牙利仍然在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框架内发展ꎬ依然

受到欧盟的约束ꎬ不会自绝于欧盟ꎮ 匈牙利出现的新民

粹主义是民主巩固进程中的现象ꎬ并非民主的倒退ꎮ
黄立茀研究员通过比较俄罗斯与匈牙利对待历史态

度的异同ꎬ认为两国转型的起点和方向一致ꎬ两国都出现

了强人和强党的现象ꎬ都对社会主义历史进行了重新评

价ꎬ都动用了行政手段重新书写历史ꎬ都与西方关系紧

张ꎮ 普京和欧尔班对待历史的态度不同之处有三点ꎬ普
京侧重全民族统一ꎬ利用历史凝聚社会ꎬ欧尔班则只是为

了一党之利ꎬ利用历史打击反对党ꎻ普京尊重历史ꎬ欧尔

班则歪曲历史ꎻ普京采取国家与社会互动、全民讨论的方

式评价历史ꎬ欧尔班则是一味压制ꎮ 对比这两种对待历史

的态度ꎬ黄立茀研究员认为历史对于转型有重要意义ꎮ 历

史是政治变化的风向标、社会的粘合剂和社会动员的有效

手段ꎬ如何利用历史关系重大ꎮ 尊重历史ꎬ不歪曲历史ꎬ加
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才能获得更多人的支持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王洪起研

究员首先介绍了两篇论巴尔干问题的国外学者文章ꎮ 阿

尔巴尼亚智库的一篇文章认为乌克兰危机后ꎬ巴尔干正

面临着俄罗斯对该地区的渗透及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影

响ꎮ 马其顿学者的一篇文章认为乌克兰危机使巴尔干面

临新冷战和新冲突ꎬ现在出现了两种巴尔干:亲俄的多瑙

河巴尔干(塞尔维亚和波黑塞族共和国)和亲美的亚得里

亚海巴尔干(阿尔巴尼亚和黑山)ꎮ 王洪起研究员继而指

出ꎬ科索沃和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人受大阿尔巴尼亚思

潮的影响很大ꎮ 未来不论哪个政党上台ꎬ马其顿与中国

的关系都不会改变ꎮ 但马其顿的政治、安全风险是长期

的ꎬ对中欧陆海快线建设会造成不利影响ꎮ 巴尔干国家

是欧盟和北约的潜在候选国ꎬ是美国、欧盟、土耳其和俄

罗斯相互博弈的地区ꎬ中国应关注其发展进程ꎮ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项佐涛博士以保加利亚为

例ꎬ探讨中东欧政党政治发展中的新民粹主义问题ꎮ 他

认为ꎬ２０１３ 年之前ꎬ保加利亚很少出现游行示威对政府施

压从而影响政局的现象ꎮ 由于政局不稳ꎬ执政的欧洲发

展公民党因民众抗议下台ꎮ ２０１４ 年提前举行议会大选ꎬ
欧洲发展公民党再度上台ꎮ 土耳其族争取权利与自由运

动党虽在议会中占有稳定席位ꎬ但获得的舆论评价却越

来越差ꎬ未来很难与其他政党合作ꎮ 欧洲发展公民党是

新民粹主义政党ꎬ领袖魅力较大ꎬ政党本身没有向规范

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ꎮ 欧洲发展公民党上台后ꎬ其空想

的措施和空洞的口号没有改变ꎮ 而社会党因腐败和落实

社会福利效果差而失去民心ꎬ很难说是否会长期衰落ꎮ
保加利亚政党政治处于动荡期ꎬ政治连贯性差ꎬ不确定性

较以往增加ꎬ这也给中国与保加利亚合作带来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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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ꎮ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李锐副研究员介绍了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初波兰学者对波兰向何处去的看法ꎮ 波兰学

者认为ꎬ波兰转型的目标很明确ꎬ即自由民主和市场经

济ꎮ 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判断ꎬ波兰应向北约寻求安全保

障ꎬ不应与俄罗斯为敌ꎮ 从政治转型的角度来看ꎬ波兰的

政治结构在当时已经趋于稳定ꎮ

二　 俄罗斯、中亚、乌克兰转型

俄罗斯、中亚国家和乌克兰曾与中东欧国家同属社

会主义阵营ꎬ又几乎同时开始体制转型ꎬ对它们的转型进

行对比ꎬ会发现很多值得思考与借鉴的地方ꎮ 中国现代

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所长冯玉军研究员认为ꎬ
俄罗斯的思维方式与治理模式依旧停留在 １９ 世纪ꎬ没有

跟上全球化的浪潮ꎬ俄罗斯在加速衰落ꎬ无法与美国抗

衡ꎬ目前看不到能有效制止俄罗斯加速衰落的政治力量

和根本机制ꎮ 未来俄罗斯政治风险巨大ꎬ２０１６ 年杜马选

举和 ２０１８ 年总统大选都有可能引起政局波动ꎮ
中国社科院俄欧亚所俄罗斯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高际

香副研究员分析了俄罗斯的人口情况ꎮ 她指出ꎬ俄罗斯人

口近年来持续缩减ꎬ性别结构失衡加剧ꎬ老龄化严重ꎬ预期

寿命缩短ꎬ人口主要聚居在 １３ 个大城市ꎬ东正教人口在减

少ꎬ穆斯林人数呈上升趋势ꎮ 未来俄罗斯人口情况不容乐

观ꎬ对经济发展、地缘安全、远东开发和民族关系都有不利

影响ꎮ
俄欧亚所中亚研究室杨进副研究员梳理了中亚国家

转型的轨迹ꎮ 在他看来ꎬ中亚国家转型发端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的“第三波”全球民主化ꎬ把宪

政民主和市场经济作为转型导向ꎮ 目前ꎬ中亚国家转型

进入新阶段ꎮ 一方面ꎬ“威权主义”政治特征加强ꎻ另一方

面ꎬ各国普遍启动了权力重新分配的政治改革ꎬ总统的部

分权力被分配给议会和政府ꎬ三权分立的特征加强ꎮ 总

体来看ꎬ中亚国家民主改革不可逆转ꎬ民主巩固进程不可

逆转ꎬ“威权主义”政治日趋弱化的趋势不可逆转ꎬ市场经

济转型不可逆转ꎮ
乌克兰危机至今尚未解决ꎬ未来局势仍不明朗ꎬ转型之

路步履维艰ꎮ 俄欧亚所苏联史研究室主任刘显忠研究员从

历史文化角度来看待乌克兰危机ꎮ 他认为ꎬ现在乌克兰存在

几大地区ꎬ不仅有地理或经济上的差别ꎬ而且有不同的历史、
文化和民族特点ꎮ 乌克兰当局应当正视乌克兰是个多民族

国家的现实ꎬ既支持乌克兰语ꎬ也支持俄语ꎬ发展乌克兰文

化ꎬ提升影响力ꎻ而不应以排斥俄语和俄罗斯文化的方式来

进行乌克兰化ꎮ
乌克兰研究室张弘副研究员从转型的角度分析了乌

克兰危机称其为转型失败的案例ꎮ 乌克兰的植入式民主

十分脆弱ꎬ又因为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无法融入西方ꎬ民

主化的进程并不顺畅ꎮ 同时ꎬ乌克兰转型缺乏外部约束ꎬ
还遇到了俄罗斯的重重阻挠ꎮ 由于大型国家、中型国家

与小型国家的转型存在差异ꎬ欧盟无法消化和承受乌克

兰这种体量的国家ꎬ乌克兰加入欧洲一体化只能是一种

口号和美好的愿望ꎮ 此外乌克兰经济转型的质量不高ꎬ
也给政治转型造成了压力ꎮ

三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

中东欧国家的转型与发展带来许多新的变化ꎬ中国

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处理好与中东欧国家以及欧盟的关

系ꎬ是新形势下亟待解决的新问题ꎮ 中国提出的“１６ ＋ １
合作”以及“一带一路”战略构想ꎬ为进一步发展中国与中

东欧国家关系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平台ꎬ但在实践过程

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ꎮ
前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中罗友好协会副会

长王铁山指出ꎬ“１６ ＋ １ 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都要有

实际项目支撑才能得到中东欧国家的支持ꎮ 以罗马尼亚

为例ꎬ很多大项目尚未开工即已停滞ꎮ 一是ꎬ由于中国政

府对企业支持力度不够ꎻ二是ꎬ由于中国企业仍然习惯于

过去的合作模式ꎬ希望外国政府为合作项目提供担保ꎬ这
样的担保实际上很难获得ꎮ 此外ꎬ当合作项目与欧盟和

美国利益相冲突时ꎬ就会遇到阻力ꎮ 他认为ꎬ罗马尼亚政

治转型尚未成熟ꎬ体制不稳定ꎬ中国亟需解决如何把罗马

尼亚实际情况与“１６ ＋ １合作”和“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相

结合的问题ꎬ继续与罗马尼亚加强合作ꎮ
外交部参赞严宇清谈到自己多年与中东欧各国交往

的体会ꎮ 她发现ꎬ中东欧国家政党在对转型进行重新反

思ꎬ它们原来是纵向对比ꎬ与自己的过去比较ꎬ现在更多

的是横向对比ꎬ特别是与中国比较ꎬ因而对中国的认识不

断深入ꎮ 她指出ꎬ“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和“１６ ＋ １ 合作”
如何推进、如何平衡是当前一个重要的议题ꎮ 她还指出ꎬ
乌克兰危机使中东欧再次成为焦点地区ꎬ但俄罗斯无法

恢复在该地区的传统影响力ꎮ
崔洪建研究员也谈到ꎬ因中东欧国家的差异性ꎬ“１６ ＋１

合作”基本上是双边合作ꎮ 我们要多关注中东欧国家的内

政、法律和未来走向ꎬ寻求更高质量的合作ꎮ 在发展与中东

欧国家关系的过程中ꎬ还要注意处理好与欧盟的关系ꎮ
本次研讨会在一天时间里讨论的议题相当广泛ꎬ力

图回答中东欧、俄罗斯、中亚、乌克兰向何处去、乃至欧洲

向何处去的问题ꎮ 虽然这一问题的答案远非一次研讨会

便能形成定论ꎬ但本次研讨会为不同领域、不同专业的与

会者搭建了讨论的平台ꎮ 我们相信ꎬ观点的交流、思想的

碰撞将在不远的将来结出丰硕的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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