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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在俄羅斯舉辦的“中國年”可謂中俄間別開生面的公共外

交，是兩國共用理念——“世代友好、永不為敵”的實踐。雖然不能指

望辦一次“中國年”就能改變某些俄羅斯人對中國的負面看法，但它至

少有助於提升中國的正面形象，俄羅斯人也對兩國的未來趨於樂觀。中

國若能正視文化差異，繼續以不同載體推動公共外交，設身處地尊重差

異，未來收穫將必然可期。 

“中國年”的公共外交特徵 

分屬儒教文明與東正教文明的中俄兩國，因文化差異而有難以逾越的

隔閡，此雖未必導致衝突，卻有礙關係的深化。兩國通過以國家為主體、

文化為主題的互動模式，相互舉辦“國家年”，推動民間、地方與企業

的了解、交流及合作。有別於條約或公報宣示，“國家年”乃是付諸實

踐的公共外交。 “中國年”具有以下特徵。 

理念的落實 

中俄在反霸與多極化的戰略匯合，而達成了“世代友好，永不為敵”

的理念共識，但如何落實卻是一大挑戰，而其關鍵在於兩國社會互信的

長年不足。 

中國全國政協委員李靜傑指出，為增進兩國人民的理解，鞏固、擴大

戰略夥伴關係的社會基礎，而有後續的“國家年”。如其所言，“國家

年”實乃化解無形隔閡、增進互信的第一步。透過實際交流，才可能強

化了解與友誼。所以，“中國年”非但方向正確，亦為共用理念的落實。 

人本的回歸 

中俄民間互信的不足，在相當程度上係文化所致的觀念歧異。若欲調

和，唯有回歸人本一途。“中國年”所針對的正是廣大俄羅斯民眾，以

交流促進俄羅斯人對中國的了解，傳達中國的友好訊息。如此，俄羅斯

民眾才能真正理解中國，進而消彌隔閡。是故，在宣傳對象的抉擇上可

謂切中核心。 

文化的側重 

黑龍江社科院俄羅斯所所長宿豐林曾指出，中俄關係憑倚兩隻巨輪前

進，不容否認政治之輪現下駛得很好，經濟之輪卻仍脆弱，文化交流卻

是雙邊關係發展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文化交流的貧瘠使得戰略夥伴關

係進展緩慢，相互了解的缺乏也是過往衝突乃至於戰爭的重要因素。“國



家年”既有助於文化交流，亦能消彌“中國威脅”的非理性恐懼。 

所以，“中國年”文化交流的意義與效應深遠，俄羅斯更于 2008 年

2 月開通“中國”電視頻道，兩國合作以俄語介紹中國和中俄關係的發

展。因此，文化的側重可謂切中兩國問題的根本。 

 “中國年”的成效評估 

宏觀結果需憑藉微觀層次來實現，而從被宣傳對象的角度評估“中國

年”，也將是較客觀的觀察。但必需説明的是，目前相關的調查統計，

還面臨樣本數與代表性的考驗，因此僅能勾勒粗略樣貌。因為在幅員遼

闊的俄羅斯進行調查並非易事，即便是俄羅斯國家人口普查也飽受抨

擊。在沒有更好的選擇下，個人僅能多方羅列並輔以訪談，以求公正客

觀的結論。 

地域性評估：對華排斥感略降，但未能扭轉俄羅斯人的優越心態 

冷戰後，“黃禍反華”風潮在俄羅斯一度甚囂塵上，其中又以曾屬中

國的遠東區南部為最。“中國年”若能於此有所斬獲，甚至改變當地民

眾觀感，將尤具意義。個人赴遠東區訪查時值中國舉辦“俄語年”，而

俄羅斯“漢語年”翌年亦將展開，個人因此趁機探訪俄羅斯人對“中國

年”與“漢語年”的觀感。 

當地多數俄羅斯人雖知道“中國年”，卻是思索許久後才想起似有此

事；雖有人知道和看過相關活動，卻有更多人表示並未見聞，甚至玩笑

地表示這可能僅存在於莫斯科和北京。此外，“中國年”似乎未能扭轉

俄羅斯人的觀感，因為近八成的俄羅斯人雖然知情，也表示肯定，但同

樣也有近七成者不會因此改觀，而近七成民眾也不知“漢語年”舉辦在

即。（參見表 1） 

“中國年”的成效未如預期，或許與其主要針對年輕人而相對忽略其

他年齡層民眾有關，或因為宣傳不足，抑或俄羅斯人平日為生活奔波而

無暇顧及。此外，俄羅斯的地廣人稀亦有礙活動的舉辦。 

遠東歷史、考古與人類學研究所（後簡稱遠東民族所）資深研究員列



雅柏切科則表示，“國家年”是很好的活動，但確實也未廣為人知，可

能多見於傳媒宣傳，但因其屬高級政治範疇，才會未盡人意。但他仍樂

觀表示，兩國在政治、經濟與社會各方面是很好的的夥伴，俄羅斯人和

中國人將永遠都是兄弟。 

而“中國年”有無正面作用呢？據遠東民族所 2009 年的研究可知，

當地民眾近年對中國人的態度並無顯著轉變。（參見表 2） 

此外，中國人在當地相對於他人也不受歡迎。受訪者對中國人有優越

感與排斥感者雖僅三分之一，但遠東民族所所長拉林及拉林娜卻特地指

出，由於多數俄羅斯人因羞愧而隱藏真意，故實際比例可能遠高於此。 

儘管如此，排斥感在這五年裏的略降仍值得欣慰，而未想過與無意見

部分也呈正向發展。是故，“中國年”雖未能扭轉當地俄羅斯人的優越

心態，但至少仍有助於化解他們原本的負面觀感。 

遠東區俄羅斯人觀感的僵化，極可能與其生活經驗有關。就訪查所

知，中俄邊境貿易雖然互補，但市場結構卻極為扭曲：俄羅斯人因收

入有限而不得不購買其認為相對次級而低廉的中國商品，中國人則為

了生計必須忍受許多不便或變相勒索，彼此多有抱怨又未讓對方知

悉。因此，物質需求並無助於化解隔閡，反倒因為隔閡又鞏固了既有

偏見。多數俄羅斯人常誤將華商與勢利狡猾畫上等號，並認為中國人

粗鄙，對於中國人認為當地曾屬中國之見更是不以為然。俄羅斯人的

認知，極可能是忽略商人在商言商，與將自己所接觸者無限放大為中

國人皆是如此所致。 

  

全國性評估：成效有限，寄希望於年輕一輩 

全俄輿論研究中心的調查可探知一般民眾對中國人觀感的動態變化。 

其中，認為兩國民眾關係一般且平穩者皆維持在四成左右，其他項目

則相差無幾。（參見表 3）因此，“中國年”對一般俄羅斯人就兩國人

民關係的觀感並無顯著作用。 



就過去 10 年對中國的觀感，2005 年至 2007 年的數據變化幅度則甚于

2007 年至 2009 年者。但時值 2007 年“中國年”之際，觀感變好者卻下

降 6%，變壞者也下降 4%，但不變和不感興趣者也各自提升 7%與 4%。

雖然“中國年”的舉辦當下讓俄羅斯人觀感變壞的比例下降，但使其趨

於保留的作用卻是更甚。若就 2009 年與 2007 年相較，在“中國年”結

束後，不感興趣者明顯下降 5%，不變者則下降 2%，足見“中國年”引

起俄羅斯人的關注，儘管觀感變好與變壞也各自提升 2%。（參見表 4） 

然而，俄羅斯人對中俄關係的看法倒是明顯好轉，如認為中國是戰略

與經濟夥伴者即從 34%攀升至 41%；認為是盟友者雖從 2007 年的 27%驟

跌至 2009 年的 19%，但認為是戰略經濟夥伴者也上升了 5%。由於兩者

皆屬正向，其間的此消彼長尚難謂俄羅斯人否定中國；其次，“友好國

家，盟友”與“戰略和經濟夥伴”的總和雖下跌 3%，並轉至“經濟和政

治敵人，競爭者”，但 3%尚在誤差範圍內，也不足以解釋“中國年”惡

化俄羅斯人就“中國對俄羅斯意義為何”的判斷。（參見表 5） 



前駐華大使羅高壽曾指出，中俄關係的長遠發展和穩定有賴於年輕一

輩，但對應寄希望於未來之“中國年”的成效有限，對俄公共外交後續

的深度與廣度顯然可再擴及不同的年齡層。 

未來可再深化的方向 

中俄目前皆有將“國家年”與“語言年”建立的良性互動轉為常規

形態的共識，當前確實也是落實“中國年”于基層的良機。在評析“中

國年”後，以下擬就未來可再深化的方向提出建議。 

以不同載體持續推動 

此前，中方組委已注意到“中國年”的“下基層”問題，其後便貫徹

至“漢語年”，如活動即從莫斯科向外輻射貫穿遠東區、西伯利亞直至

俄羅斯最西部。在幅員遼闊的俄羅斯推展公共外交，未來仍得借助不同

的載體。 

國家主導固然是方法，但要融入社會各界更有賴民間的努力。民眾也

是載體之一，其作用更不容小覷。從普遍性與接觸面考量，華商及華工

亦為絕佳載體，因其活動範圍遍及全俄，而且最貼近民眾生活。 

要華商及華工肩負文化宣傳使命，可能會讓人覺得陳義過高，但只要

他們能自律遵守俄羅斯法令、把關商品品質，從平日交往逐步改變俄羅

斯人對中國人的觀感，即是最好的宣傳。俄方近年大力掃蕩境內身份不

合規範者，使得為數頗多的中國人被迫離境，但中國遊客借旅遊管道趁

機打工、經商等情形仍然可見。此固然和俄羅斯吏治不清有關，但華商

與華工若能確實遵守規定，此一問題自能化解。劣貨假貨則是另一個嚴

重問題，俄羅斯內部一直都有對華商傾銷大批帶有致癌物質或污染環境

商品的指責。凡此其實都能從中國己方做起，除了加強法治教育與商品

抽檢外，更應灌輸中國公民榮譽心，使其了解自己在國外無時無刻都代

表著中國。 

設身處地尊重差異 



冷戰已終結多年，但俄羅斯人對中國負面觀感卻仍舊如昔，因此互信

建立極其不易。誤解既起於民間互動，由此切入亦是一途，中國遊客或

在俄羅斯因各種緣由而短期停留則是環節之一。部分遊客由於未拘小節

或未留意國情差異，以致于發生不必要的誤會，甚至給俄羅斯人留下粗

鄙的錯誤印象。 

如中國人常習于問及對方個人或家庭狀況，以示關心，但俄羅斯人反

倒認為是侵犯隱私。此外，生活習慣也必須留意。今日在俄的中國人，

皆應設身處地、尊重彼此差異，避免徒增無謂的紛擾，此亦能從中國國

內的倡導和教育做起，但倡導及教育並非短期工作，必須長期推廣才能

見效。 

持續強化文化交流 

“國家年”的開創性在於側重文化交流，此亦兩國所欠缺。有別於軍

事或經貿利益的不穩固，文化交流的正面效應才是長久的。甫落幕的“漢

語年”已延續“中國年”的基礎，並深入擴大文化交流，來日必將有開

花結果之日，亦將影響深遠。故現階段可再著力的是將文化交流融入生

活面，以加速俄羅斯人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為此，不妨試著讓中國風在俄羅斯蔚為風尚，並與商業、生活、旅遊

等方面結合，因為 18 世紀的俄羅斯即是如此。當年固然與俄羅斯深刻的

西化受到啟蒙運動尊崇中國為開明專制典範有關，但彼時的中國文化與

商品確實也是讓人讚嘆不已。故要讓中國風再起，除持續文化宣傳外，

産品品質亦需要全面提升與細緻化，讓俄羅斯人平日即感受到中國特色

與風味，文化交流屆時自是事半功倍。在中國經濟和國力崛起的輔助下，

不但相得益彰，對中國形象的提升也絕對有所助益。 

公共外交的目的在於為彼此製造共同話語，就此而言，中俄兩國相對

於他人的優勢在於彼此已有共有的話語——“世代友好”，當前要務則

在於有效落實。唯有“國家年”此類側重文化面的公共外交，方能真正

轉變兩國民眾對彼此的觀感，從而鞏固友誼。透過對“中國年”的評析，

我們未來只要再做強化，收穫將必然可期。 

來源：公共外交季刊  作者：劉蕭翔（台灣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國際關

係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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