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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俄关系民意调查报告 

 

一、调查基本情况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引领下，中俄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当前，中俄两国建立了高水平的政治和战

略互信，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密切协作；经贸关系稳中向好，量

质齐升，务实合作不断扩大；在军事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也十分密切；

社会和民意基础得到夯实，人文交流蓬勃发展。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肩负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发

展繁荣的重任。两国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

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后，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一带一路”

框架下的中俄双边务实合作作出了新规划，引领着中俄关系迈上了新

高度,为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

运共同体贡献了强大正能量。 

亲仁善邻，国之宝也。2019年，中俄将迎来建交 70周年，为了

深入了解两国民众彼此认知现状，掌握相互交往的需求，为进一步夯

实中俄民意基础，推动新时代中俄关系向前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

支撑，在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的指导下，由媒体理事会发起，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广中俄头条客户端、北京益派市场咨询有限公司

和俄罗斯 iPanel公司于 2018年 10月正式启动“2018中俄关系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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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活动，通过对两国普通民众进行线上抽样调查，在分析样本数

据基础上形成调研分析报告。 

本次调查的样本在中俄两国共 9个城市中进行采集，分别为中国

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俄罗斯莫斯科、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堡、

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新西伯利亚。调查时间为 2018年 11月 20日至 29

日。本次调查采用在线调查的方式，共回收有效样本 3772 份，其中

中国回收样本 1936份，俄罗斯回收 1836份。调查对象的性别分布为：

中国男性 53.6%，女性 46.4%；俄罗斯男性 49.5%，女性 50.5%。两国

受访者在 18-25岁、26-30岁、31-35岁、36-40岁、41-45岁、46-50

岁和 51-60岁这 7个年龄段中各占比约 14.3%。中国受访者月收入分

布为：5000 元以下 9.6%、5000-10000 元 41.8%、10000-30000 元为

45.7%、30000 元以上为 2.9%；俄罗斯受访者月收入分布为：3 万卢

布（1卢布≈0.1元人民币）以下 36.9%、3-6万卢布 40.8%、6-15万

卢布 17.6%、15万卢布以上 4.7%。 

 

二、核心结论 

本次调查于 11 月中下旬在中俄两国同步双向推出，对两国民众

的彼此认知、双边关系、经贸合作、文化认知、渠道接触等多个方面

进行了客观深入的民意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持续高水平发展具

有扎实稳固的民意基础，两国民众对中俄关系的现状表达了绝对的支

持，对未来双边关系的走向也表示了积极乐观。调查结果显示，中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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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合作已经逐渐融入两国人民的普通生活，民间交往呈现出积极趋

势，交流渠道也逐渐丰富。整体上，中俄民间关系与中俄国家间关系

的高水平相吻合。 

但也需要指出的是，从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中俄民间交流还存

在明显的不对称现象，两国民众相互接纳呈现出差序格局，中俄两国

民众对国际关系深度调整所带来的不确定因素的担忧有所增加。中俄

双方还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在保持双边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的同时，

完善两国民间的交流机制，拓展两国人民的交往渠道，提高文化传播

的有效性，进一步夯实两国的民意基础，推动中俄关系走得更稳更远。 

 

三、具体数据分析 

（一）整体认知 

中俄两国民众彼此认知客观真实，中俄关系发展的民意基础扎实

稳固。 

中俄两国民众对彼此国家形象的评价整体较高且相互认可。在中

国受访者眼中，俄罗斯是一个“有领导力”“具有魅力”“不断发展”

的国家；而在俄罗斯受访者眼中，中国是一个“不断发展”“有领导

力”和“有创造力”的国家。 

一般 一般

良好 良好
良好

优秀
良好良好 良好 优秀 良好 优秀 良好 良好

可靠可信 令人愉悦 有领导力 充满活力 颇具魅力 不断发展 有创造力

表1 国家整体形象评价

俄罗斯人看中国 中国人看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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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的代表人物和国家符号的认知度也普遍较

高。 

习近平、毛泽东、邓小平、孔子和成龙是在俄罗斯受访者中最具

影响力的中国人物代表。而普京、列宁、高尔基、莎拉波娃和柴可夫

斯基则是中国受访者当中最具影响力的俄罗斯人物代表。 

中国受访者对调查中所列出的 16 种俄罗斯符号的认知度平均值

超过 95%。俄罗斯受访者对 16种中国符号的认知度平均值也达到 88%。 

表 2 中俄民众眼中彼此国家的十大符号 

排名 
中国民众眼中的十大俄罗斯符号 

（知名度） 

俄罗斯民众眼中的十大中国符号 

（知名度） 

1 芭蕾舞 大熊猫 

2 俄罗斯方块 茶 

3 伏特加 功夫 

4 贝加尔湖 长城 

5 克里姆林宫 瓷器 

6 鱼子酱 丝绸 

7 AK-47 孔子 

8 红场 风水 

9 伏尔加河 中餐 

10 俄罗斯油画 汉字 

 

其中，在中国受访者心中好感度最高的三大俄罗斯符号为“贝加

尔湖”“克里姆林宫”和“红场”，而在俄罗斯受访者心中，好感度最

高的三大中国符号为“大熊猫”“茶”和“丝绸”。（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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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俄民众彼此最喜爱三大国家符号 

排名 最受喜爱的中国符号 好感度 最受喜爱的俄罗斯符号 好感度 

1 大熊猫 83.9% 贝加尔湖 95.1% 

2 茶 78.9% 克里姆林宫 91.9% 

3 丝绸 61.1% 红场 89.5% 

 

在国民特性方面，两国民众对彼此都给予了较高评价。在中国受

访者眼中，“身体强健、英勇、自信、守诚信、见义勇为”是俄罗斯

人民的主要特征；在俄罗斯受访者眼中，“勤劳、自信、爱好和平、

易满足、幸福、身体强健”是中国人民的主要特征。仅有不到 10%的

中国受访者对俄罗斯人民持有的负面评价，对中国人民持有负面评价

的俄罗斯受访者比例则约为 15%。 

表 4 中国民众眼中的俄罗斯人民 

 
同意 说不清 不同意 

有创造性的 80.1% 13.1% 6.8% 

守诚信的 81.0% 13.1% 5.9% 

勤劳的 80.9% 12.9% 6.1% 

幸福的 79.9% 15.3% 4.8% 

爱好和平的 74.3% 12.4% 13.3% 

谦逊的 71.5% 18.2% 10.3% 

自信的 86.6% 10.3% 3.2% 

见义勇为的 83.6% 11.9% 4.5% 

身体强健的 94.3% 4.4% 1.3% 

浪漫的 74.0% 16.7% 9.3% 

英勇的 90.2% 7.9% 1.9% 

多愁善感的 64.2% 24.6% 11.2% 

易满足的 74.0% 18.2% 7.9% 

无私的 73.9% 20.2%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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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俄罗斯民众眼中的中国人民 

 
同意 说不清 不同意 

有创造性的 50.0% 24.1% 25.9% 

守诚信的 38.2% 29.5% 32.4% 

勤劳的 89.1% 7.4% 3.6% 

幸福的 55.8% 34.9% 9.4% 

爱好和平的 59.0% 27.1% 13.9% 

谦逊的 51.3% 32.4% 16.3% 

自信的 61.9% 30.4% 7.7% 

见义勇为的 51.0% 36.3% 12.7% 

身体强健的 56.0% 30.3% 13.7% 

浪漫的 29.5% 41.1% 29.4% 

英勇的 50.5% 39.7% 9.7% 

多愁善感的 37.2% 47.8% 15.0% 

易满足的 57.4% 29.4% 13.2% 

无私的 30.4% 43.8% 25.8% 

 

整体来看，中俄两国民众对彼此的综合评价都较高，基本符合两

国的国情与特性。两国人民对彼此的认同感也较高，这成为中俄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坚实的民意基础。 

 

（二）中俄关系 

中俄民众对双边关系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对两国务实合作的进

一步发展与深化表达了绝对的支持和期待。 

在本次调查中，两国民众对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现状都给

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中俄双边关系“很好”或“良好”的两国受访

者比例高达 87%。其中，93.6%的中国受访者积极评价当前中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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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3%的俄罗斯受访者认为中俄关系正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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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两国民众对构建“中俄命运共同体”的前景抱有积极期待。

72%的两国受访者看好“中俄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前景，认为“中俄

命运共同体”符合各方利益。其中，看好“中俄民运共同体”前景的

中国受访者比例为 84.6%，俄罗斯受访者比例为 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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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民众对中俄战略性合作项目均表达了绝对的支持。其中，高

新技术领域合作的支持率最高，达到 94.5%，航天航空合作、能源合

作的支持率也超过了 90%。 

表 10 中俄民众对中俄战略性合作项目支持率 

合作项目 整体支持率 中国民众支持率 俄罗斯民众支持率 

中俄军事合作 89% 96% 76.8% 

中俄能源合作 92.5% 96.9% 83.1% 

中俄航空航天合作 93.2% 96.9% 85.6% 

中俄高技术领域合作 94.5% 97.7% 90.0% 

 

在外交政策领域，91.5%中国受访者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持积极

评价，67.8%的俄罗斯受访者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持积极评价。57.2%

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俄罗斯当前外交形势持“很乐观”，34%的中国受

访者认为俄罗斯的外交形势“比较紧张”；仅有 15.8%的俄罗斯受访

者认为中国的外交形势“很乐观”，44.2%的俄罗斯受访者对中国的

外交形势感到担忧。 

从本次调查的整体结果来看，中俄两国民众对双边关系的重视程

度和好评度均保持在较高水平。这充分反应出近年来不断升级的中俄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了两国民众的整体认可，两国不断深化的

务实合作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在世界格局变革重塑，国际关系深

度调整的大背景下，中俄两国民众对两国关系和务实合作的未来也有

了更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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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贸合作 

相对于政治合作，中俄民众对两国经贸合作的了解程度较低，两

国经贸合作的发展潜力仍然有待挖掘。 

两国民众对大型双边经贸合作项目的认知度普遍不高，只有中俄

石油和天然气合作的认知度超过了 50%。大飞机，滨海 1 号、2 号运

输走廊等合作项目的认知度则低于 25%。 

     

与双边合作项目的认知度偏低不同的是，中俄两国民众对对方国

家的经济发展前景则普遍看好。84.9%的俄罗斯受访者对于中国经济

的前景感到“乐观”，而对俄罗斯经济前景感到“乐观”的中国受访

者比例也达到了 81%。 

54.4%

35.7% 34.0%

23.1%

50.0%

21.6%

0%

10%

20%

30%

40%

50%

60%

表11 中俄民众对大型双边经贸合作项目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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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通过多年的培育和深耕，中俄两国企业在对方民众当

中的知名度也在不断上升。中国品牌方面，联想、华为、小米、阿里

巴巴等 IT 产业品牌在俄罗斯知名度在近年来有了巨幅提升，俄罗斯

品牌则是俄罗斯石油公司一枝独秀。 

 

 

 

81.0% 84.9%

15.8% 12.5%
3.3% 2.6%

0%

20%

40%

60%

80%

100%

中国民众看俄罗斯经济前景 俄罗斯民众看中国经济前景

表12 中俄城市居民对两国经济前景认知

乐观 一般 不乐观

91.0% 88.0% 86.3%
79.8%

35.8%

17.6%
10.4% 7.3%

0%

20%

40%

60%

80%

100%

联想 华为 小米 阿里巴巴 海尔 中国移动 百度 腾讯

表13 中国品牌在俄罗斯民众中的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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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结果还显示，“中国制造”已经逐步融入到俄罗斯民众

的普通生活当中。79.1%的俄罗斯受访者经常使用中国制造的产品；

俄罗斯民众使用最多的三类中国产品依次为：电子产品、服装和家用

电器。相对而言，“俄罗斯制造”在中国的使用率则较低，只有 29%

的中国受访者经常使用俄罗斯产品；中国消费者购买最多的三类俄罗

斯产品依次为：食品、日用杂货和厨房用品；在购买渠道上，绝大部

分中国消费者倾向于网络购买，而俄罗斯消费者则主要选择在线下购

买。 

美誉度方面，中俄两国民众对彼此国家的商品质量整体上都持肯

定态度。中国产品在价格、节约资源和活力方面最吸引俄罗斯消费者，

而俄罗斯产品则在民族风格、质量和吸引力方面受到中国消费者的好

评。再购选择上，超过七成的俄罗斯受访者表示愿意再次购买中国产

品，约九成中国受访者则表示愿意再次购买俄罗斯产品。不过，中国

产品在售后服务方面得到的“差评”相对较多，而俄罗斯产品昂贵的

价格也让不少中国消费者望而却步。 

75.4%

52.1% 47.9%
41.7%

34.5%

17.7%

0%

20%

40%

60%

80%

100%

俄石油 卡巴斯基 莫斯科地铁 塔斯社 拉达 MTC

表14 俄罗斯品牌在中国民众中的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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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虽然中俄两国大型经贸合作项目的民间影响力相对较

弱，但“中国制造”和“俄罗斯制造”与两国百姓普通生活的联系却

越来越紧密。这些调查结果也充分说明，中俄两国正在推进的经贸合

作结构调整和优化十分必要，两国经贸合作的潜力依然巨大，有待进

39.4%

39.8%

73.9%

90.0%

76.1%

81.0%

69.9%

56.9%

40.5%

32.7%

21.1%

7.5%

18.5%

14.1%

21.7%

24.7%

20.0%

27.6%

5.0%

2.5%

5.4%

4.9%

8.4%

18.4%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具有中国风格

售后服务好

有吸引力

价格便宜

有活力

节约资源

有创新

质量好

表15 俄罗斯百姓评价中国产品

赞同 中立 不赞同

91.5%

74.4%

82.0%

12.1%

80.6%

78.5%

80.1%

87.2%

7.0%

21.0%

13.7%

32.0%

14.9%

17.2%

14.6%

10.2%

1.1%

4.1%

4.0%

55.5%

4.3%

3.9%

4.9%

2.4%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具有俄罗斯风格

售后服务好

有吸引力

价格便宜

有活力

节省资源

有创新

质量好

表16  中国百姓评价俄罗斯产品

赞同 中立 不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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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挖掘。当然，两国企业和品牌也应该充分重视对方国家消费者的

诉求，通过提高运营水平，创新管理机制，提高服务水平，增质降价，

从而实现互利共赢。 

 

（四）文化认知 

文化认知方面，虽然中俄两国民众对彼此文化的整体评价上佳，

但在触达率和接受度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在对彼此文化的整体评价上，中俄两国受访者均给出了较为积极

的答案。90.7%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俄罗斯文化富有吸引力，而 82.2%

的俄罗斯受访者也认为中国文化富有吸引力。此外，在趣味性、多元

性、活力性和珍贵性上，中俄两国受访者都给予了对方文化很高的评

价。 

 

90.7%

81.2%

83.1%

86.1%

85.7%

77.6%

88.3%

81.5%

86.0%

7.5%

14.0%

11.1%

11.6%

10.4%

14.3%

10.2%

14.2%

11.2%

1.…

4.8%

5.8%

2.3%

3.9%

8.1%

1.5%

4.3%

2.8%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富有吸引力的

包容的

有活力的

灿烂的

多元的

爱好和平的

有价值的

创新的

和谐的

表17 中国百姓评价俄罗斯文化

赞同 中立 不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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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方面，接近半数的两国受访者都愿意学习对方国家的语言。

其中有 59.6%的中国人愿意学习俄语，41.4%的的俄罗斯人愿意学习

汉语。 

不过，两国民众在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感兴趣程度方面却存在明

显差异。总体看，中国民众对俄罗斯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感兴趣程度明

显高于俄罗斯民众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感兴趣程度。其中，年龄

在 30岁以下的中国受访者对俄罗斯文化和服务的兴趣度明显低于 30

岁以上的受访者。 

 

82.2%

53.0%

76.7%

84.8%

82.1%

63.8%

84.1%

47.7%

73.8%

14.2%

31.3%

19.4%

12.5%

13.3%

28.0%

13.1%

31.8%

21.8%

3.6%

15.8%

4.0%

2.6%

4.6%

8.2%

2.8%

20.5%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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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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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好和平的

有价值的

创新的

和谐的

表18 俄罗斯百姓评价中国文化

赞同 中立 不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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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触达率上，中俄两国也差异明显。中国民众

能接触到的俄罗斯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比例明显高于俄罗斯接触中国

的比例。各类俄罗斯文化产品和服务在中国的触达率均值约 50%，而

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在俄罗斯的触达率均值却只有 21%。此外，购买

过俄罗斯文化产品的中国消费者比例（约 30%）也高于购买过中国文

化产品的俄罗斯消费者比例（约 10%）。 

绘画作品 手工艺品 展览演出 图书 影视作品 音乐 电子游戏

感兴趣 77.3% 85.5% 81.8% 72.7% 79.4% 78.7% 66.9%

中立 18.0% 11.6% 15.5% 22.4% 17.3% 17.8% 25.9%

不感兴趣 4.7% 2.9% 2.6% 4.9% 3.3% 3.6%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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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 中国民众对俄罗斯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兴趣度

绘画作品 手工艺品 展览演出 图书 影视作品 音乐 电子游戏

感兴趣 29.9% 33.9% 24.4% 17.2% 20.5% 15.0% 15.7%

中立 39.0% 38.9% 41.1% 36.9% 39.7% 35.2% 26.0%

不感兴趣 31.1% 27.2% 34.5% 45.9% 39.8% 49.8%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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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表20 俄罗斯民众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兴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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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方面，中国民众对俄罗斯著作的熟悉程度也远远高于俄

罗斯人对中国著作的熟悉程度。中国受访者对于调查所列的 14 本俄

罗斯/苏联读物的认知度约为 35%。而俄罗斯受访者对调查所列的 14

本中国著作的认知度均值却低于 10%。 

中国受访者最为熟知俄罗斯文学作品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安

娜卡列尼娜》《海燕》《变色龙》和《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在中国，

平均每位受访者读过 3本俄罗斯著作，更有 27%的受访者是读过 5本

以上的“铁杆”俄罗斯文学迷。在俄罗斯受访者当中，《论语》的认

知度最高（41%）。俄罗斯受访者最为熟知的五部中国著作是《论语》

《道德经》《狂人日记》《三国演义》和《西游记》。有 19.8%的俄罗

斯受访者对中国的现代文学作品如莫言的《酒国》、余华的《活着》、

刘慈欣的《三体》表示感兴趣。 

 

 

44.7%

55.5%
49.2% 48.0%

64.0%
58.9%

33.1%

21.7%
12.3% 12.0%

18.5%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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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作品 手工艺品 展览演出 图书 影视作品 音乐 电子游戏

表21 中俄民众能接触到对方国家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比例

中国百姓 俄罗斯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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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中国民众对俄罗斯著作的认知度和阅读率 

作品 听说过 读过 作品 听说过 读过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73.2% 63.3% 《日瓦戈医生》 24.9% 10.1% 

《安娜卡列尼娜》 67.7% 48.9% 《大师与玛格丽特》 24.1% 12.4% 

《海燕》（高尔基） 65.4% 48.3% 《安魂曲》 23.6% 7.0% 

《变色龙》 59.8% 44.2% 《“百事”一代》 16.5% 6.3% 

《假如生活欺骗了您》 48.2% 32.2% 《古拉格群岛》 11.9% 5.4% 

《罪与罚》 35.4% 17.4% 
《库科茨基医生的

病案》 
5.5% 1.9% 

《静静的顿河》 34.1% 18.4% 《堕天使暗杀组》 4.6% 1.4% 

 

表 23 俄罗斯民众对中国著作的认知度和阅读率 

作品 听说过 读过 作品 听说过 读过 

《论语》 40.7% 18.9% 《三体》 2.6% 1.4% 

《道德经》 22.1% 7.6% 《酒国》 2.5% 1% 

《狂人日记》 11.7% 3.3% 《狼图腾》 2.5% 0.8% 

《三国演义》 6.6% 1.6% 《水浒》 2.2% 0.7% 

《西游记》 5.6% 1.7% 《活着》 2.1% 0.6% 

《三十六计》 4.8% 2.1% 《平凡的世界》 1.9% 0.3% 

《红楼梦》 4.5% 1.5% 《聊斋》 1.6% 0.3% 

《围城》 4.1% 0.9% 《白鹿原》 0.7%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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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受访者对俄罗斯传统节日的平均认知（53%）明显高

于俄罗斯受访者对中国传统节日的平均认知（27%）。其中，中国受访

者最为熟知的俄罗斯传统节日是复活节（66%），而后依次是：胜利日

（58%）、东正教圣诞节（55%）、谢肉节/送冬节（45.2%）、新年（41.6%）；

俄罗斯受访者最为熟知的中国传统节日是春节（57.2%），依次是：元

宵（41.2%）、端午（15.4%）、清明（12%）、中秋（9.2%）。 

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中国民众对俄罗斯文化的接触率和接受度

均明显高于俄罗斯民众对中国文化的接触率和接受度。虽然这与两国

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话语思维体系的区别有着比较大的联系，但也反映

出两国文化交流的渠道和模式的不对称。 

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文化整体评价较高，这为两国人民的相交相

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之上，如何寻找两国文化的共通之

处促进两国人民在文化层面的相互吸引，如何为增进两国人民的文化

交流提供更多便利渠道，将是关系到中俄关系未来能否走得更稳更远

的重要因素。 

 

（五）媒介接触 

中俄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的新闻信息都抱有足够高的兴趣，相互

了解的信息渠道基本畅通。 

在本次调查中，中俄两国受访者都表现出了对对方国家新闻信息

的渴求。对俄罗斯相关新闻表示关注的中国受访者比例高达 93.9%，

对中国新闻感兴趣的俄罗斯受访者比例为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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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取信息的渠道方面，中国民众更多通过移动客户端（48.7%）、

社交媒体（47.3%）、网站（41.9%）等新兴媒体了解俄罗斯的相关信

息。而俄罗斯民众了解中国相关信息则主要通过电视台（61.8%）等

传统媒体渠道。不过，在 30 岁以下的年轻俄罗斯受访者当中，门户

网站和社交媒体则成为信息获取的主要渠道。 

表 24 中俄民众获取彼此国家信息的渠道分布 

 

中国民众获取俄罗斯信息的

渠道分布 

俄罗斯民众获取中国信息的

渠道分布 

搜索引擎 25.5% 28.8% 

网站 41.9% 25.8% 

新闻客户端 48.7% 10.3% 

社交媒体 47.3% 20.9% 

报刊图书 15.3% 15.5% 

广播 18.5% 8.0% 

电视台 42.7% 61.8% 

通讯社 2.7% 11.8% 

新媒体 15.0% 10.4% 

自媒体 8.3% 8.1% 

     

从媒体品牌上看，两国民众更愿意选择本土媒体来作为获取信息

的主要渠道。中国民众了解俄罗斯信息主要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6.2%)、今日头条(37.6%)和《环球时报》(36.7%)。而俄罗斯民众

了解中国信息则主要通过搜索引擎 Yandex（48.0%）和 Google（37.5%），

其次为社交媒体 Vk（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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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中国民众了解俄罗斯信息的媒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6.2% 腾讯 25.8% 

今日头条 37.6% 百度 18.9% 

环球时报 36.7% 新浪 17.4% 

人民日报 35.0% 中国网 15.8% 

微信 31.8% 中新社 12.2% 

微博 31.5% 搜狐 10.4% 

新华社 31.3% Facebook 6.1% 

中国日报 27.5% 
VK 4.6% 

中俄头条 26.7% 

 

表 26 俄罗斯民众了解中国信息的媒体 

Yandex 48.0% 塔斯社 9.8% 

Google 37.5% 俄罗斯报 2.7% 

Vkontakte(VK) 17.6% Odnoklassnik 2.1% 

国有广播电台 13.5% 卫星网 1.9% 

今日俄罗斯（RT） 13.5% 中俄头条 1.0% 

 

值得一提的是，两国媒体在报道内容的选择上有所不同。中国媒

体传播的俄罗斯信息超过 89.0%的都是正面的；而俄罗斯媒体传播的

中国信息有 45.6%的信息是正面的，42.0%有关中国的信息是中立的。 

从本次调查的结果来看，一方面，随着中俄关系的不断发展，中

俄两国民众对彼此的关注度也有了较大的提升，而中俄媒体间开展的

内容和技术合作，也让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渠道更为畅通，另一方面，

两国民众对信息的接受方式仍然具有比较大的不同，尤其是中俄两国

媒体在对方国家的影响力还有待提高，两国媒体开展合作传播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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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迫切性在本次调查中得到了印证。整体而言，俄罗斯受制于移动

网络基础设施普及的滞后，民众对新媒体的接受度相比中国还偏低，

但新媒体崛起的势头已经在年轻一代当中显现。此外，俄罗斯受众对

新闻事件的解读更趋中性，这也给中国媒体对俄传播提出了更多的要

求。 

 

（六）突出问题 

1、尽管双方对彼此的国家形象的整体评价都较高，但彼此接纳

却呈现出明显的差序格局。 

按亲疏远近，中国受访者对俄罗斯人的亲密度较高。54.2%的中

国受访者将俄罗斯人视为关系亲密的亲家（2%）、亲密朋友（40.2%）

或邻居（12%）；将俄罗斯人视为同事（11.7%）或普通访客（27.9%）

这种不远不近、相对中性关系的中国受访者比例为 39.6%；而视俄罗

斯人为过客(5.9%)和仇敌（0.2%）的中国受访者比例只有 6.1%。 

而俄罗斯受访者虽然对中国的整体评价较高，但却对中国人保持

了一定的“距离感”。俄罗斯受访者将中国人视为亲家（0.4%）、亲密

朋友（18.2%）或邻居（6.9%）的总比例只有 25.5%；将中国人视为同

事（23.2%）和普通访客（9.7%）这种中性关系的比例将近为 32.9%；

而将中国人视为过客（38.1%）和仇敌（3.5%）的俄罗斯受访者比例

达到了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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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中俄民众亲密度调查 

 
中国受访者视俄罗斯人 俄罗斯受访者视中国人 

同您的子女结婚 2.0% 0.4% 

作为您亲密的朋友 40.2% 18.2% 

做您的邻居 12.0% 6.9% 

与您在同一行业共事 11.7% 23.2% 

生活在您的国家 27.9% 9.7% 

只能作为访问者短期停留 5.9% 38.1% 

被驱除出境 0.2% 3.5% 

 

在互访意愿方面，虽然中俄两国民众到对方国家的旅游意愿均较

高（63.6%），但仍有 21.8%的俄罗斯人希望“与中国没有任何来往”。

此外，两国民众对来对方国家游客的印象也存在较大差距：超过 82.0%

的中国受访者对到访俄罗斯游客持友好态度；但仅有 34.2%的俄罗斯

受访者对来俄旅游的中国游客示好。中俄两国民众相互接纳的差序格

局值得有关方面给予重视和考量。 

     

移民 永久居住 长期工作 短期工作 旅游 做生意 没有往来

俄罗斯 0.4% 1.3% 2.0% 4.4% 63.6% 6.4% 21.8%

中国 1.4% 4.4% 6.2% 14.7% 63.6% 7.1% 2.6%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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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30.0%

40.0%

50.0%

60.0%

70.0%

表28 中俄受访者互访意愿



24 
 

2、中国传统文化在俄罗斯民众中的了解程度相对较低。 

故宫、旗袍、国画、京剧等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在俄罗斯知名度较

低。其中，京剧在俄罗斯受访者中受欢迎程度最低，36.3%的受访者

明确表达了不喜欢，远高于其他中国符号。而明确表示喜欢“京剧”

的受访者仅有 11.2%，还有 26.7%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听说过。这说明，

中国传统文化在俄罗斯的了解度并不高。 

 

    四、经验与建议 

（一）中俄两国领导人对于双边关系发展所起的引领作用巨大 

从本次的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高度互

信和战略引领使中俄关系始终稳如磐石，合作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国

际战略协作持续深化。两国元首为中俄关系打造的顶层设计直接带动

了双边关系的全面发展。因此，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关于中俄关系

长

城

故

宫

兵

马

俑

中

餐

中

医

丝

绸

旗

袍

瓷

器

汉

字

国

画

京

剧

功

夫

风

水

孔

子

北

京

大

学

大

熊

猫

茶

喜欢 59.5 34.7 47.2 40.0 36.4 61.1 28.1 60.2 36.0 28.7 11.2 48.9 31.1 45.5 15.9 83.9 78.9

中立 34.4 23.1 28.1 37.3 36.1 25.7 28.1 27.3 35.6 25.3 25.8 31.8 37.6 35.1 25.4 13.0 16.2

不喜欢 4.2 9.7 8.9 17.7 21.8 9.1 19.2 9.4 20.8 16.3 36.3 17.8 26.7 14.9 16.4 2.7 3.9

没听说过 1.9 32.5 15.8 5.1 5.7 4.1 24.6 3.1 7.6 29.6 26.7 1.6 4.6 4.5 42.3 0.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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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9 俄罗斯民众对中国符号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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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将双边务实合作与交流做实做大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脚踏实地、久久为功，扭转中俄民间认知的不对称格局 

本次调查暴露出的中俄民众彼此接纳的差序格局以及民间认知

层面的不对称，给两国相关领域的从业人员提出了新的课题。从某种

程度上讲，俄罗斯民众对中国给予高度评价却不太愿意亲近中国现状

值得深思。这一局面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成见、固化思

维的因素，也有文化差异、信息失衡以及个体表现等原因。因此，要

扭转这一格局既需要从政府到个体、各行各业各个维度的共同努力，

更需要久久为功、脚踏实地地促进两国民众的直接交流，进一步提升

两国民众交往的便利性，提升自身的整体素质，使两国人民逐步成为

既相交又相知的好邻居、好伙伴。 

（三）传统文化更应注重本土化包装与传播 

本次调查数据展现出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俄罗斯受欢迎程度较低

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所遇到的普遍难题。由于文化传统差

异，在国内收获赞誉的作品和项目，在国外不一定受到欢迎；反之亦

然。我们应尊重差异，不强求对方点赞苟同，不纠缠于文化观念“形

上”的是是非非，充分理解和运用本土化包装与当地居民乐于接受的

传播载体和手段，先让对方感性了解，然后激起其理性的思考与学习。 

（四）持续开展全面系统的中俄民意调查 

总体而言，本次中俄民意调查的内容涉及到了两国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是近年来首次在中俄两国同步推出的大规模，

多层次的双向民意调查。是一次对中俄双边关系系统的民间摸底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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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测量。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我们不断发现调查的深度和广度依然有

所欠缺；在数据分析过程中，我们也发现缺乏真实可信的历史数据进

行比对研究。因此，我们期待也呼吁持续开展类似的全面系统的中俄

民意调查，以便更好地研判有关两国关系的民意舆情，为相关部门的

决策以及学者专家们提供数据支撑，进而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 

由于条件有限，疏漏难免。欢迎予以批评指正，以便不断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