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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举办

“新形势下俄罗斯与欧亚地区安全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ꎬ 中国人民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召开 “新形势下俄

罗斯与欧亚地区安全” 研讨会ꎮ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陈岳教授、 中国

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王海运少将、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所所长邢广程研究

员等 ３０ 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ꎮ 与会者就地区经济安全、 政治安全、 “一带一

路” 倡议的实施及中国应对地区形势的对策进行了深入研讨ꎮ
关于地区经济安全ꎬ 与会专家认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和西方制裁导致俄

罗斯和欧亚地区经济增长普遍下滑ꎮ 货币贬值导致外界对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信

心下降ꎮ 西方制裁限制俄罗斯经济恢复ꎮ 欧亚地区国家与俄罗斯联系密切ꎬ 经济

表现令人担忧ꎮ 经济下滑的背后是经济结构问题ꎮ
关于地区政治安全ꎬ 与会学者认为俄罗斯和欧亚地区国际环境日趋复杂ꎬ 政

治安全形势日趋恶化ꎮ 围绕乌克兰危机引发的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对抗没有好转

迹象ꎮ 俄打击 ＩＳ 的努力并未促进其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ꎮ 西方对俄罗斯的挤

压和俄罗斯在欧亚地缘战略上的失误是两者关系恶化的主因ꎮ 俄罗斯和中亚国家

保持了国内政治稳定ꎮ 俄罗斯政府在乌克兰危机上的处理方式得到国内民众的普

遍支持ꎬ 短期内俄国内不会出现挑战普京政权的政治力量ꎮ 宗教极端势力影响中

亚地区的社会稳定ꎬ 但领导人换届问题是影响该地区安全稳定的最主要因素ꎮ
关于 “一带一路” 倡议及中国的战略对策ꎬ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ꎬ 当前俄罗

斯和欧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形势为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提供了机遇ꎬ 也

提出了挑战ꎮ 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积极向中国靠拢ꎬ 对 “一带一路” 倡议采取合

作态度ꎬ 为倡议的实施提供了良好外部条件ꎮ 同时ꎬ 这一地区的经济衰退也会影

响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效果ꎮ 中国应在反恐领域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展开

合作ꎬ 但应避免直接卷入其内部冲突ꎬ 避免与西方对抗ꎮ
(中国人民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刘旭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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