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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亚洲战略》

内容概要

《世界智库译丛：俄罗斯的亚洲战略》集中收录了作者关于俄罗斯对亚洲国家的外交战略的文章，内
容涉及亚洲所有国家，有关中国部分所占分量很重。作者对中国一向友好，其文章始终贯彻了俄中友
好合作的思想和智慧。作者的这些思想对俄罗斯国家外交战略影响深远，许多都化为现行政策，值得
中国广大读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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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米哈伊尔·列昂季耶维奇·季塔连科1934年4月27日生于苏联布良斯克州。1957年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毕
业，继而在北京大学学习两年汉语并取得毕业文凭，之后师从冯友兰、任继愈、冯定学习中国哲学。
再后，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并于1961年毕业。从1961年到1962年在苏联驻沪总领事馆，从1963年到1965
年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从事外交工作j从1965年开始在长达20年时间里任苏共中央中国与远东问题首席
顾问，1965年获哲学副博士学位，197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85年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
，1997年晋升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2003年晋升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是许多外国科研学术机构、大
学名誉教授、名誉博士。从1987年到2002年任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当代中国问题综合研究学术
委员会主席，1987年任俄罗斯科学院东亚和平、安全与发展委员会主席，从1988年起任苏联和俄罗斯
科学院汉学家协会主席，1994年晋升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1995年晋升俄罗斯国际信息科学院院士
，从1998年起任俄中友协主席，等等。写有大量关于国际形势、中俄关系、中国哲学的论文与专著
，1994年主编《中国哲学大典》，2006年到2009年主编《中国精神文化大百科全书》。1976年、1984年
两度获得“荣誉标志”勋章，1999年获得“荣誉勋章”和“外交贡献勋章”，1995年成为俄罗斯功勋
科学活动家，2009年俄罗斯总统签署命令授予“为祖国立功勋勋章”，2叭0年获得俄罗斯联邦国家奖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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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变化世界的地缘战略挑战
一 当前地缘战略形势特点——东方向量
二 全球经济危机与特殊地缘战略形势下的俄中合作
三 俄中签约：对变幻世界挑战之回应
四 现代地缘战略形势下美中“大二”及“中美国”构想
五 中国传统及当代政治问题
第二章 欧亚主义框架下俄罗斯民族自我认同问题
一 伟大的欧亚国家
二 欧亚主义是实现多元文化文明共存繁荣的模式
三 新欧亚主义的国际视角
四 俄罗斯外交政策新思想的几个方面
第三章 中国：和平与发展方针
一 前进中的中国
二 中国作用不断增强——成就与问题
三 中国改革经验的基本特点
四 从苏联解体的教训看中国的经验
五 关于中国改革经验的几点看法
六 一个伟大胜利的和自我改造的党
第四章 俄中关系
一 友好、合作与发展的方针
二 俄中战略伙伴关系及共同发展的潜力与前景
三 与俄联邦远东地区振兴有关的俄中合作
四 俄罗斯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纲要以及与中国的相互协作
五 俄罗斯和中国：全球经济危机情况下的相互关系
六 中俄区域合作向创新形式过渡
七 中俄能源领域合作的意义
八 中俄能源合作：一体化问题和发展问题
九 苏联在消灭日本军国主义中的作用以及苏联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作用
十 睦邻、友好与合作道路上的俄中人民
十一 真正的民间外交精神
第五章 东亚的俄罗斯与中国
一 亚太地区安全与合作——俄罗斯的地位与作用
二 俄联邦与远东邻国的关系及本国安全保障的任务
三 关于东北亚的多边经济合作问题
四 东北亚的大国
五 俄越关系问题：历史、现状与前景
六 发展俄罗斯的越南学研究
七 关于俄日关系问题：1945年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公告
第六章 俄罗斯和中国在中亚、上合组织增长着的作用
一 中亚诸国、俄罗斯与中国：寻找新型合作形式
二 上合组织保障地区安全作用总评估
三 上合组织与欧亚经济共同体之间发展合作的可能性及优先方向
四 上合组织：把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后果降至最小
第七章 朝鲜半岛问题及其解决前景
一 俄罗斯在朝鲜半岛的利益
二 朝鲜半岛——历史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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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俄联邦与韩国外交关系20年：希望、结果、挑战与教训
四 俄罗斯一 朝鲜：政治协作与经济合作问题
第八章 俄印中和金砖四 国——国际合作与对话的新形式
一 俄罗斯、印度、中国——俄印中合作形式
二 作为国际合作现代模式的俄印中协作关系
三 深化俄罗斯、印度、中国之问的相互理解，三个伟大文明的对话是时代的嘱托
四 在全球危机和其他新挑战情况下俄印中合作形式中的相互协作
五 金砖四 国：各方协作的前提与立场
六 关于金砖四 国发展特点与前景的几点评价
译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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