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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社会舆论中中国形象认知的
+二律背反,

!

111以近年俄涉华民调为考察文本

朱泾涛
!

史亚军

摘
!

要!近年来#俄罗斯专业民调机构开展了不少直接或间接的涉华民调$通过对这些

调查的分析发现#俄罗斯社会本身在如何看待中国和中国人%如何认知中国之于俄罗斯的

角色%如何定位中国在其内外政策中的地位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别%背反和矛盾$这可

以引起我们的认真关注%重视和研究#进而有助于我们以正确的心态%思路和方法#逐步在

俄罗斯乃至全世界树立并展现一个开放%自信和真实的大国及其国民形象$

关键词!俄罗斯&社会舆论&民意调查&中国形象&中俄关系

在中国对外关系当中#中俄关系无疑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中俄关系#置于不同观

察背景所投射出的显现图景111包括现状和前景111可能会有所不同$本研究以社会舆

论为观察背景#总结分析近年来俄罗斯社会舆论中或客观或主观所呈现出的中国%中国

人%中俄关系形象#希望有助于我们尽可能客观认识%期待%思考并努力把握中俄关系的

发展$

中俄两国学者都对相互关系中的舆情状况#包括俄罗斯舆情中的中国%中国人形象等

问题进行了一定研究并取得了相应成果$如近些年来#王晓菊的'俄罗斯对华舆情的演化

及特点()

/""8

*#李传勋的'俄罗斯对华舆论消极方面的历史文化分析()

/""$

*#宿丰林的

'从俄罗斯对华舆情的变化看中俄关系发展前景()

/""%

*#

,

#

-

#

巴库林%沈昕的'俄罗斯大

众传媒上的中国形象111以北京奥运会报道为例()

/""%

*#杨昕沫的'简论中国形象在俄

罗斯的变化()

/""4

*#林精华的'俄罗斯对中国形象的再造及其自身的欧洲定位()

/"!"

*#

于晓丽的'俄罗斯人眼中的在俄华人111俄社会对华舆情最新调查结果()

/"!"

*#张亮的

'俄罗斯人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

/"!"

*#李玮的'俄罗斯眼中的中国111影响在俄中国形

象的文化因素分析()

/"!!

*#马强的'俄罗斯大众舆论中的中国形象()

/"!/

*#郑明燕的'俄

罗斯新闻报道视角下的中国形象111以俄罗斯6消息报7%6共青团真理报7及6商业咨询日

报7为例)

/"""O/"!"

*()

/"!$

*等#都围绕着某一特定事件%时间或时间段等对俄罗斯舆情

中的中国或中国人形象进行了比较专门的展现和分析$

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之上#本文同样立足于尽可能用数据#而非凭印象甚至想象说

话#尽可能做到既不回避问题#也不危言耸听$而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则主要致力于总

结分析俄罗斯社会舆论中中国形象认知在相对较广时间和空间范围里所体现出的一般趋

势和特点$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中国形象在俄罗斯社会舆论认知中

所受到的影响和发生的变化$

在文本的选择上#本研究不试图111实际上也很难111包罗俄罗斯所有媒介上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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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会舆论$为此#主要选取俄罗斯两家专业民调机构111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和尤里-列瓦

达分析中心)简称+列瓦达中心,*111最近一些年的相关民调资料作为考察文本$

根据收集整理的数据#努力在此基础上做出一些判断分析#进而尝试着描绘出俄罗斯社会舆论中中

国形象的大体轮廓#包括!俄罗斯社会舆论对中国及中国人的看法&对中国之于俄罗斯角色的认知&对中

国在俄罗斯内外发展中的定位$通过总结分析#可以把上述问题中所反映和体现出的俄罗斯社会舆论

中的中国形象认知概括为几组+二律背反,$

一%个体与整体的反差!俄罗斯社会对中国及中国人的态度与看法

列瓦达中心多年来一直坚持开展+俄罗斯人对待其他国家态度,的民意调查$在+对中国整体看法

如何,这一问题上#

!44%

至
/"!$

几年间的调查数据显示#受调者回答+很好,和+好,两项加在一起的比

例大体保持在
&/9

!

339

的水平&回答+不好,和+很不好,两项加在一起的比例大体保持在
%9

!

/09

的水平&

$从以上数据看出#一是俄罗斯大多数受调者对中国整体上持有好的%正面评价&二是俄罗斯

人对中国抱有好感的比例这些年来基本保持稳定#当然#涉及某一具体年份#鉴于该年份中俄关系或国

际关系中的某些具体事件#可能这一比例会有所扩大或缩小$

而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
/"!/

年
!

月公布的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两个国际化程度较高城市所

做的+对市内各民族人口好恶感,的调查则显示#在+最有好感民族,名单当中#没有出现+中国人,字样#

不过其中包括了+日本人,和+韩国人,

(

#尽管后二者比例并非很高$然而#在+最无好感民族,名单中#

出现了+中国人,

)字样#尽管比例也并非很高$

列瓦达中心另一项有关+限制外来人口,问题的更为明确和直接的调查#则更加清晰和明显地突出

了+中国人,的位置$对于+俄罗斯是否和应该限制哪些民族的外来人口,问题#

/""$

至
/"!/

几年间的

调查数据显示#认为应该限制中国外来人口的比例大体保持在
8&9

!

$&9

*的水平$与+最无好感民

族,相当#在受调者认为应该限制进入俄罗斯的外来人口名单当中#+高加索人,所获比例最高&其次是

+中国人,&第三位是中亚人$在亚洲国家当中#除+中国人,外#+越南人,所获比例亦相对较高.

$

当然#这一问题还必须放到俄罗斯对外来人口政策的整体背景下考量$同为列瓦达中心
/"!/

年的

民调数据显示#分别有
3!9

%

&39

和
$&9

的受调者同意+外来人口导致犯罪率升高,%+外来人口抢了俄

罗斯人的饭碗,和+外来人口破坏了俄罗斯文化,的说法&而认为+外来人口能够促进俄罗斯经济发展,和

+外来人口带来新的思想和文化因而丰富了俄罗斯社会,的比例则分别为
/$9

和
!49

/

$因此#在俄罗

斯对外来人口应该采取什么样政策上面#

3"9

受调者认为应该+限制外来人口的大量进入,111且从

/""/

至
/"!/

这十年间#这一比例的发展趋势从
$"9

强上升到
0"9

强再上升到
&"9

强一直上升到

3"9

&而持+不对外来人口的进入设置障碍并努力使其为俄所用,意见者的比例为
/"9

111且这一比例

的发展趋势则相应地由
/""/

年的
$"9

强下降到
8"9

强一直下降到
/"!/

年的
/"9

0

$

与+如何对待外国人,相当#在+如何对待外国货,上#列瓦达中心
/"!/

年的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调者

赞同+俄罗斯应该限制外国商品进入以保护民族经济,的说法#

!44&

%

/""8

%

/"!/

年的比例分别为
&/9

%

&"9

和
009

1

$不过#同+限制外国人,相比#+限制外国货,的比例则大体呈下降趋势$

应该承认#外来人口会给一个国家带来某种程度上的社会问题#这倒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实$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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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对哪个民族的人最有好感,这一问题#莫斯科受调者选择日本人和韩国人的比例分别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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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对哪个民族的人最无好感,这一问题#莫斯科受调者选择中国人的比例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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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泾涛 等!俄罗斯社会舆论中中国形象认知的+二律背反,

在具体限制哪些人问题上#我们却不得不痛心地面对中国人被看成俄罗斯+不受欢迎者,这另一事实$

通过以上民调数据可以看出#俄罗斯社会对于中国国家整体和国民个体的看法存在着一定111甚

至是较大111的反差$也就是说#俄罗斯大多数人对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整体持有好的%正面的%积极的

看法&而对于国民个体则持有不好的%负面的%消极的看法$在这里#俄罗斯社会舆论中对于中国国家整

体的看法和对于国民个体的看法#+二律背反,了$

二%朋友与敌人的纠结!俄罗斯社会对中国之于俄罗斯角色的认知

俄罗斯曾有不少关于+中国是俄罗斯的朋友还是敌人,这类主题的民调111指向明确#答案封闭#选

择较小$本文这里选取另一类考察文本111主题相同#但回答开放#选择自由$

对于+请说出五个您认为是俄罗斯最亲近朋友%盟友的国家,这一问题#列瓦达中心
/""0

至
/"!8

年

间的调查数据显示#各年排在前五位的大体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德国%中国%乌克兰$可以看出#除

了同为独联体成员的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以及欧洲伙伴德国以外&

#俄罗斯人还是把中国看

作是其比较重要的朋友的$而从比例来看#除了最高一年的
/$9

和最低一年的
!/9

#大体维持在
!&9

!

/"9

(的水平$

然而#同时在+请说出五个您认为对俄罗斯最不友好%最敌对的国家,这一问题上#中国排在格鲁吉

亚%美国%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乌克兰%波兰%阿富汗%伊拉克%英国%伊朗和日本之后#几年间保

持着
89

!

09

)的比例$也就是说#在俄罗斯社会舆论当中毕竟还存在着+中国对俄罗斯不友好%敌对,

这样的声音和看法$

而且另一项调查所显示的情况或许更值得关注$问题明确而直接!俄罗斯是否有敌人5 谁"什么是

俄罗斯的敌人5 调查没有明确要求一定要说出是哪个国家$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敌人,名单之上#中国

位列中间位置$

/""4

和
/"!!

年分别有
!89

*受调者认为中国是俄罗斯的敌人$

以上调查同样显示出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有些俄罗斯人)有时候*把中国看成是+朋友,#而同时

又有些俄罗斯人)有时候*把中国看成是+敌人,$中国之于俄罗斯#究竟是+朋友,#还是+敌人,这一问

题111本研究的目的不在于论证该命题本身是否成立111似乎一直在长时间困扰着俄罗斯人$俄罗斯

人心目中对中国+朋友,和+敌人,这两种角色认知#相互纠缠#如影随形$在这里#俄罗斯社会舆论中对

中国既+朋友,又+敌人,的角色认知#+二律背反,了$

三%需要与不需要的矛盾!俄罗斯社会对中国在其内外发展中的定位

这里指的就是俄罗斯社会经常在思考和讨论的俄罗斯是否需要中国以及111如果需要的话111怎

样需要中国的问题$

首先#从俄罗斯目前及未来国内自身发展角度看俄罗斯是否需要中国$而对于这一问题的考量经常

与远东和西伯利亚开发联系在一起$就远东和西伯利亚发展现状及开发前景问题#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

心
/"!/

年
&

月公布的相关调查数据#让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与中国有关或可能有关的两个有意思的方面$

一方面#对于+您认为与哪些国家或地区的合作能对远东和西伯利亚发展产生最积极的影响,这一问题#

在有劳动能力人群和大学生人群中#分别有
049

和
$&9

受调者选择了中国&分别有
0&9

和
089

受调者

选择了日本.

$而另一方面#在受调者当中#又有
//9

的人把+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俄罗斯人称之为

+外来移民,*#与+高昂生活成本,)

$&9

*%+住宅和公用事业,)

$$9

*%+酗酒和吸毒,)

8%9

*%+道路状况,

-

0"!

-

&

(

)

*

.

当然
/"!$

年针对乌克兰和欧洲国家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后文将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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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机关腐败,)

/49

*一起列举为最令当地人担心的几个主要问题&

$尽管#这里的外来人口

并非仅指中国人口$

然而#如果同时考虑到前面的相关调查#特别是与此相关度较高的关于+好恶感,%+外来人口,的针

对性调查#包括与中国有关的数据#那么就不难发现#客观现实使得俄罗斯人既认识到远东%西伯利亚开

发需要中国的参与%合作#认为并希望这可以给俄罗斯方面带来利益&同时主观上又对外来建设者%合作

者的参与%进入表示担心和疑虑#而这种担心和疑虑#既有现实情况使然#又有想象成分存在$

以上涉及地区发展#再来看国家整体发展$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
/"!/

年曾做过一次+

/"/"

年的

俄罗斯,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9

的受调者相信到
/"/"

年时俄罗斯将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关于未来

俄罗斯要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半数以上)

009

*受调者认为#俄罗斯将永远不会和任何国家相像$

如果非要提出一个参照#那么
!/9

的人希望俄罗斯能像德国$其他+入选,国家所获支持比例均较小#

依次为
$9

%

89

%

/9

和
!9

$其中#中国和英国%瑞典一起#分别获得
89

的支持比例(

$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应该说#俄罗斯对于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包括所取得的成

就111从其他各种场合和渠道同样可以看出111还是比较认可的$

然而#对+什么会成为俄罗斯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这一问题#除了腐败)

!49

*%政权)

!$9

*%经济危机

)

&9

*%官僚主义)

89

*%寡头)

/9

*等内部因素外#有
&9

受调者还列出了+其他国家的影响,这一外部因

素#而这里的+其他国家,指的是美国%西方国家和中国)

$

既对中国的发展比较认可#又害怕中国的发展对其造成障碍和影响#在这上面俄罗斯人心里同样交

织着客观现实需要与主观想象疑虑的矛盾$

其次#从目前及未来俄罗斯对外政策角度看俄罗斯是否需要中国$列瓦达中心关于+俄罗斯对外关

系与外交方针,的民意调查显示#在+您认为俄罗斯在对外政策中应首先定位于同哪些国家合作,这一问

题上#从
/""!

到
/"!8

十余年时间里#除西欧%独联体国家外#中国和印度一起#还是比较稳定地排在俄

罗斯对外政策优先方向的第三位次#民意倾向大体保持在
/!9

!

8$9

*的水平#优于美国和日本$从这

一意义上说#俄罗斯是+需要,中国的$

而另外的调查#则或许可以体现俄罗斯+怎样需要,中国的问题$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数

据显示#对于+北约的根本使命,这一问题#

/"!!

年有
!39

受调者认为是为了+遏制俄罗斯%中国这样大

国的利益,

.

$其中应该暗含并映射出俄罗斯视中国为其+同一战壕,伙伴#两国应共同面对来自北约的

压力#在国际事务中共同协调立场和行动的潜在心理$

特别是这次乌克兰危机以来#

/"!$

年的几次最新调查结果明显反映出了一些新的情况$据列瓦达

中心
/"!$

年
&

月公布的数据#

/"!$

年
0

月受调者认为中国+是俄罗斯最亲近朋友%盟友国家,的比例从

/"!8

年
0

月的
/"9

大幅上升至
$"9

#跃居紧随白俄罗斯)

0!9

*之后的第二位/

$对于+俄中两国签署

的天然气合同对俄罗斯是否有利,这一问题#

/"!$

年
0

月大多数)

&49

*受调者认为对俄罗斯+有利,#少

数)

!!9

*认为+无利,

0

$相应地#在+如何整体评价俄中关系,问题上#

/"!$

年
!"

月的调查数据显示#

!49

受调者认为+友好,#

/09

认为+好%友邻,#

809

认为+正常%平稳,&

49

认为+冷谈,#

39

认为+紧张,#

!9

认为+敌对,

1

$也就是说#

349

的人持有比较正面%正常的评价$

应该看到#这里所体现出的一些更为积极的迹象#既是中俄关系发展的内在逻辑轨迹使然#也与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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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泾涛 等!俄罗斯社会舆论中中国形象认知的+二律背反,

罗斯同欧美在乌克兰问题上角力#在国际上受到欧美制裁#关系紧张#因此在外交空间上对中国的心理

预期和现实倚重有所增加有关$

同样是
/"!$

年
!"

月的调查数据显示#在+俄罗斯应对独联体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这一问题上#

仍有
/%9

的受调者认为要+防止境外国家)美国%中国%土耳其等*对独联体国家施加危险的压力,

&

$与

俄罗斯需要中国%需要借重中国相反#这里俄罗斯则需要防范中国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俄罗斯目前及未来国内发展问题上#客观需要使得俄罗斯人希望中国参

与远东和西伯利亚开发#乘中国发展东风为其带来利益#同时主观上又想象%疑虑#担心中国人抢了俄罗

斯人饭碗而反感排斥&在对外政策及国际事务中#既需要优先发展对华关系和借重中国#同时又不需要

中国影响俄罗斯而防范中国$在这里#俄罗斯社会舆论对中国在其内外政策中既+需要,又+不需要,的

定位#+二律背反,了$

四%几点总结和思考

第一#首先要承认#整体上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是健康%良好和充满希望的$

第二#多年来#两国在多领域合作均获得长足发展并取得可喜成绩$但俄罗斯社会舆论中的中国形

象确也非+一好百好,而同时包含了+正面与负面,%+好的与坏的,两种元素$这两种元素的大小强弱及

其力量对比则导致并影响俄罗斯社会舆论中中国形象的动态发展进程$这种+跷跷板,现象本身有其内

在逻辑存在#对此我们既不必大惊小怪#当然也不可熟视无睹$

第三#对于俄罗斯社会舆论中中国形象+好,与+坏,的结构组成及其发展变化#我们既要客观分析又

要理性反思$对于中国一些+不好的,态度%看法和评价#其中有些可能是由于文化差异#不了解中国实

际情况而产生的误解$对此我们既无需+上纲上线,#也不可讳疾忌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第四#俄罗斯社会舆论中中国形象的动态变化#既受历史%现实%文化%心理等主客观因素影响之下

的民族认同%民族主义情绪及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的共同作用#同时又与中俄两国各自国内改革发展%

双边关系现状以及整体国际形势相互关联互动$

第五#民意调查结果一方面从调查对象的选择上具有比较广泛的社会代表性#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们

进一步思考其中某一看法上的社会阶层结构及其比重#如政界%学界%普通民众等$目前我们至少可以

做出俄罗斯社会不同阶层对中国及中国人形象认同应该有所差别的逻辑假设$领导人或政府的更迭#

政治宣传或动员#转移视听#获取支持的需要#非政府组织或某些力量的支持#信息不对称%不客观%不准

确#甚至主观臆断%哗众取宠#以及受某些具体事件影响#包括个人情感%兴趣偏好等诸多因素#均有可能

导致俄罗斯政界%学界%媒体%普通民众等各社会阶层对中国及中国人形象认知上的不同$当然#我们同

样期待着能对这一有意思话题所涉及的具体数据另作单独研究$

第六#形象的建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而需经历长期过程#而重塑和重建则需更长时间来+消解,负面

影响$我们看到#中国商品%国民%国家在俄罗斯整体形象已发生了不少正面改变#但俄罗斯人内心深处

对中国人依然不无负面态度和看法#尽管社会舆论所指向的那些中国人并不必然代表所有中国人$从

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应该一方面勇于面对这种+偏见,#一方面应该更积极地向外传达我们的善意和诚

心#注重自身形象#追求商业自律#重新拾回和构建尊重与信用$今天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在国际舞台

上所展现出的正能量和正形象获得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和赞誉$我们应该利用这

一良好态势和机遇#更加努力踏实工作$

最后#在思考俄罗斯社会舆论中中国形象的同时#我们同样也将目光投注到中国社会舆论中的俄罗

斯形象$希望通过同样的舆论调查机构%调查主题和调查数据#与国际同行进行同等对话和交流#在跨

文化和跨文明交际中不断寻求新的结合点#努力促进中国和世界之间的沟通#加强彼此了解%理解和尊

重#增进相互间信任及信任所需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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