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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外交，特别是在俄罗斯独立后社会制度转型的最初几年，受到了国际政治界
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美国对俄经济援助不仅成为俄罗斯独立之初美俄“蜜月关系”的基础，而且对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
对外政策形成了重要的制约。
但由于问题的复杂性，我们至今在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发现关于该问题的学术专著。
因此，可以认为，目前我们看到的徐洪峰博士的这部专著，填补了这一问题研究的空白，具有较重要
的学术意义。
　　本书具有以下学术特色：　　一、问题研究的系统性。
本书不仅完整地梳理了俄罗斯独立后历届美国政府的对俄援助政策，而且还回顾了苏联晚期里根政府
对苏经济外交的来龙去脉，给读者描述了美国该领域政策的完整全貌。
　　二、理念分析与政策分析的结合。
作者在研究美国对俄经济外交的时候，特别注意将上述两个方面结合起来，阐释了具体政策的理论源
起，还分析了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在对俄经济外交理念上的同异点，从而对政策的实施过程给予了深
层次的解读，同时也为本书增添了足够的理论深度。
　　三、资料的丰富性与翔实性。
显然，美国对俄经济外交，特别是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援助，内容相当庞杂，援助项目不仅分类纷繁
，而且资金源出多门，实施部门交叉重叠，给问题的系统研究造成了相当大的难度。
作者通过长时间的艰苦工作，通过使用美国政府各部门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和统计数字，对美国对俄罗
斯的经济外交问题进行了量化的梳理，支撑了作者的学术观点，将该问题的研究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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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后冷战时代美国对俄外交政策有三条主线：民主转变、安全合作和经济改革。
鉴于美国国力的绝对优势和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国力的相对衰落，以经济方式和手段实现既定外交政
策成为美国制定和实施对俄政策的主要考虑。
如果将民主转变、安全合作和经济改革归为美国对俄外交政策的主线，则经济杠杆就是贯穿此三条主
线的一条隐线。
1991年俄罗斯独立以来，美国对俄资金技术援助、美国对俄贸易和投资的规模及数量的相对变化体现
了历届美国政府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不同领域侧重。
　　《美国对俄经济外交:从里根到小布什》以俄罗斯独立前后四任美国总统里根、布什、克林顿、以
及小布什的总统任期为单元、按照纵向的时间脉络，对后冷战时代美国对俄经济外交进行了系统分析
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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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洪峰，1975年生，1997、2002年分别获得金融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亚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经济外交、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
代表作品有：“The Trends of Russia-US Relations and Their Impacts on the Relations of Russia-China
，Russia-India，and Russia-Kazakhstan”（论文。
2008年）、美国麦凯恩-b奥巴马的能源政策（研究报告，2008年）、美国学者评判普京：对俄罗斯政
治改革与经济发展二者关系的解读（研究报告，2008年）、《从苏联到普京以及俄罗斯向苏联时代集
权主义的回归：俄罗斯现今的能源优势》（译著，2008年）等。
参与《中俄美在中亚：合作与竞争》、《普京八年：俄罗斯复兴之路》、《梅德韦杰夫与普京：最高
权力的组合》等专著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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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里根政府对苏经济外交评析——苏联解体的催化剂　　一、里根对苏的冷战遏制理念在
对苏经济外交中的核心性　　里根政府时期美国的外交决策，当然也包括美国对苏联的外交决策主要
是由里根总统本人及其政治顾问艾德温·米斯、白宫办公厅主任詹姆斯·贝克和白宫办公厅副主任迈
克尔·迪弗所谓的“三驾马车”制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其在里根政府内阁的行政职位决定，
而是由他们与里根总统个人亲密的私人关系决定的。
自里根竞选总统开始，这三个人就与里根结成了密切的工作关系，长期共同工作经历中形成的默契和
信任是“三驾马车”成为里根政府外交决策核心的重要因素。
　　但由于这个核心政策决策圈中每个人的专业领域知识有不同的侧重和局限，另外毕竟由于不同行
政职位规定了不同行政部门的权限分工，因此在“三驾马车”的核心政策决策圈子之外，也为里根的
国务卿、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国防部长、财政部长以及中央情报局局长等参与决策和执行美国对苏外
交政策提供了较大的权限和发挥空间。
而里根时期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等人在美
国对苏外交决策中发挥了突出影响，这一方面是由于行政职位赋予了他们外交政策决策和执行方面的
权力和机会，另一方面也在于这几位官员在里根内阁一直职位稳固，长期任职，为长期影响里根政府
对苏外交政策提供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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