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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俄罗斯外交理念

虽然俄罗斯经济 目前十分衰

弱
,

但依然追求着大国梦
,

表现出以

强国意识为标志的外交理念
。

俄罗

斯认为
,

造就一个世界大国不仅是

经济
,

还包括一个国家的幅员
、

人 口

数量
、

军事实力
、

文化
、

历史及其在

世界上的地位等
。

因此
, “

俄罗斯过

去是
、

今后仍然是一个世界大国
,

将

在国际政治中起明显感觉得到的作

用
。 ” ④这也是俄罗斯对 自身国际地

位的基本认识
。

在这一认识基础上
,

叶利钦在

科隆八国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建立

世纪国际关系新构想的各项原则
。

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 年 月

日在《独立报 》上发表题为《变化世

界中的俄罗斯 》的文章
,

对这些原则

作了进一步阐明
。

俄罗斯主张 第

一
,

必须建立多极世界
,

因为只有在

多极原则基础上才能保证世界稳定

并不断推进民主的发展
。

第二
,

联合

国的作用不可替代
,

只有它才享有

批准以国际社会名义对某个国家采

取强制行动的特权
。

相反
,

以人道主

义干涉权为借 口
、

不经国际社会授

权就随心所欲地判定孰是孰非或决

定如何惩罚
“

肇事者
”

的行为
,

是导

致世界无序和混乱的直接原因
。

第

三
,

确保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成为

欧洲安全与合作体系的核心和坐标
,

充分发挥欧洲委员会的作用
。

第四
,

在坚决反对北约东扩
、

坚决要求维

持本世纪最后十年建立的战略稳定

结构和裁军成果的前提下
,

恢复并

加强同北约及美国的对话
。

俄罗斯不能走向与西方的大规模

冲突
,

不能中断同国际金融组织
,

特

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对话或联

系
,

这是一个大前提
。

在对美关系中
,

俄罗斯尽最大可能避免出现不可挽回

的僵忌 在对其他在科索沃危机中表

现突出的西方大国关系中
,

也只是有

选择地采取了一些抗议性行动
,

如伊

万诺夫外长推迟访问伦敦等
,

但并不

意味着俄罗斯继续不叻嘟同这些国家

交往的路线有所改变
。

科索沃危机使俄罗斯深切体会

到
,

国际法原则面临严重威胁
,

二

战以来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秩序 日

趋瓦解
。

而这两点对俄罗斯来说都

是灾难性的
。

所以
,

俄罗斯把自己

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利益寄托在联

合国安理会上
,

阻止建立以借口人

权等问题随意干涉别国内政为基础

的所谓国际关系新体制
。

在这方面
,

俄罗斯认为中国和印度是自己的坚

定的同盟军
。

俄罗斯还得出结论 北约轰炸

塞尔维亚人就因为塞尔维亚势单力

薄
,

而且北约不把俄罗斯的立场当

回事儿也是出于同样原因
。

因此
,

在

争取国际政治的公正与和平的同时
,

俄罗斯还试图集中一切力量强化自

己已经拥有的军事优势
。

在此背景之下
,

俄罗斯修改了

军事学说和军事战略
。

这方面的变

化趋势是 扩大军费开支 集中力

量发展最先进的军事技术
,

包括从

军事的意义上利用宇宙空间 提高

核武器的作用
,

特别是战术核武器
,

以抵销北约在常规武器方面的优势

在可能的情况下
,

在白俄罗斯
、

加

里宁格勒特区及海军舰艇上部署战

术核武器 拒绝在战术核武器问题

上单方面承担任何义务 重新考虑

所有军控条约 在军事学说中明确

指出
“

对俄罗斯安全的威胁主要来

自西方
” 。 。

俄罗斯认为
,

鉴于 自己常规武

装部队的软弱
,

核压力将再次变成

有效的政策工具
,

前提是核打击威

胁能够具有实际效应
。

全面核战争

的毁灭性后果使核威慑理论的有效

性已经非常有限
,

因为
“

没人相信谁

会使用核武器
” 。

结果
,

苏联时期花

费上千亿美元建立的核盾牌今天几

乎成了一堆无用的废钢铁
。

目前
,

俄

罗斯最希望能够对世界上任何军事

目标进行低能量
“

高命中精度
”

的核

打击
,

又不会立即导致全球核战争

的爆发
。

为此
,

年 月 日俄

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已经决定研制相

当于几十吨到 吨 当量的低

能量
、

非战略性的
、 “

可使用的
”

核

武器
。 ⑥ 月 日

,

安全会议批准的

《国家安全构想 》再次确认了这个目

标
。

此外
,

针对美国正在研制的战区

导弹防御系统
,

俄罗斯已经研制出

可以躲避敌人防空系统的高精确度

肮空炸弹
。

俄罗斯外交政策指导思想中还

将出现一个非常实质性的变化 如

果说以前俄罗斯出于所谓的西方价

值观等因素束缚而对采用武力还是

比较谨慎的话
,

那么从此以后它已

经不必再看西方的脸色
,

只要它认

为事态发展到对俄罗斯的利益构成

严重威胁时
,

就可以像北约一样不

经过任何国家或组织的许可便动用

武力
。

俄罗斯军队毫无顾忌地开进

车臣
“

剿匪
” ,

便是实例
。

总之
,

俄罗斯外交理念中现实

主义原则将占上风
,

也就意味着俄

罗斯既不会与东方 主要指中国和

印度 或西方的任何一方打成一片
,

也不会走向孤立主义和闭关 自守的

政策
。

三
、

在外交主要方面的政策

首先是与欧洲及北约的关系
。

由于俄罗斯决不能接受欧洲将以北约

为轴心的事实
,

所以对它来说
,

在新

世纪如何处理同北约的关系
,

是一个

十分棘手的难题
。

比较简便的做法是

退出 年的俄罗斯与北约关系政

治宣言
,

彻底断绝同北约的一切关

日 几 几 丫 几
。



·

国 际 更 察
·

官
系

。

但这会引发新的对抗
,

不符合俄

罗斯社会转轨的实际需要
。

还有一

个重要因素是
,

北约在科索沃危机

之后成为欧洲乃至世界政治架构中

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
。

在这样一个

组织中没有俄罗斯的代表
,

没有与

其相互作用
、

相互影响的机制
,

也未

必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

鉴此
,

俄

罗斯的对策可能是 大幅度降低同

北约关系的水平
,

但避免彻底断裂
,

要留有一定的余地
。

虽然以前俄罗

斯亲西方政治家们梦想的以
“

俄罗

斯一北约
”

轴心为基础的欧洲安全

架构
,

已变成
“

海市厦楼
” ,

但俄罗

斯发展同北约关系的前景依然存在
。

而且相信与北约关系前景的俄罗斯

人推断
,

北约并不是一群战争狂控

制的组织
,

他们也不能不适当顾及

反对自己的力量
。

在对南斯拉夫狂

轰滥炸以后的一个时期内
,

北约在

东扩问题上应该会稍有收敛
。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是俄罗斯

欧洲外交的关键之一
,

它希望该组

织将来成为欧洲政治关系中的主导

力量
。

自 年北约东扩的鼓点儿

敲响以后
,

该组织便成为俄罗斯用

来遏制北约的主要珐码
。

在科索沃

危机中
,

该组织所起的作用离俄罗

斯所期望的相差很远
,

但毕竟它参

与了危机的调解过程并将在巴尔干

地区的战后重建起突出作用
。

退一

万步讲
,

对俄罗斯来说
,

只要不让北

约独自指手画脚就是胜利
。

需要强调的是
,

由于俄罗斯把

对北约的强烈憎恶都发泄在美国身

上
,

所以它在对欧洲伙伴的态度深

感遗憾的同时又认为
,

欧洲是被美

国胁迫
,

当了美国人的
“

垫脚石
” ,

其实他们 自己也感到有些不 自在
。 ⑦

因此
,

俄罗斯仍然希望与欧洲重新

接近
,

而且觉得现在这种机会比冷

战时更充分
,

因为欧洲已经不必担

心莫斯科对 自己的侵略
,

也不必依

仗美国保护 自己
。

于是比美国更文

明而且不倾向于随意动用武力的欧

洲将会对美国产生厌恶感
。

因此
,

俄罗斯外交战略重点将更加倾向于

欧洲
。

这既符合联合
“

二流
”

力量

对抗美国建立单极世界企 图的原

则
,

又顺应了 一 年代苏联利

用
“

大西洋两岸矛盾
”

的外交传统
。

其次是对美政策
。

如果说

年叶利钦同克林顿在赫尔辛基会晤

时还能感受一点点
“

蜜月
”

滋味的

话
,

走向 世纪的美国将不会再和

俄罗斯
“

眉来眼去
” ,

等待俄罗斯的

是美国外交中根深蒂固的
“

世界优

势
”

战略
,

即
,

美国为了控制国际形

势的发展而在世界上建立压倒任何

力量的优势
,

且美国在政治
、

经济和

军事等方面的优势
,

至少可以使它

在 年内保持世界绝对领袖的地

位
。 ⑧这就是所谓的

“

单极化
”

倾向
。

为了把绝对优势充分反映到自己的

利益中
,

美国在东欧
、

独联体采取了

一系列让俄罗斯恼火的事 北约东

扩
、

拉拢乌克兰和阿塞拜疆
、 “

引诱
”

中亚各国
,

通过北约面向 世纪的

战略新概念等
。

对于俄罗斯而言
,

美

国的这些做法是在全球
、

地区和周

边三个层次上 ⑨遏制它
,

结果将是俄

罗斯丧失土地
、

朋友
、

资源
,

并被围

困
,

直至被困死
。

这些做法使俄罗斯

对美国的信任大大降低
。

但是
,

由于俄罗斯在资金和市

场等方面均严重依赖美国
,

所以
,

即

使俄罗斯有诸多不满
,

仍然不得不牺

牲一些局部利益和情感来发展俄美关

系
。

此外
,

俄罗斯国内有相当强大的

势力支持加强对美关系
。

这些人认

为
,

美国虽然不是一个理想的超级大

国
,

却也是一个俄罗斯已经研究透了

的并且是可以预测的国家
,

并有很强

的
“

责任感
”

和
“

正义感
” 。 ⑩

俄罗斯方面认为
,

其对华政策

在近几年发生 了真正积极的进展
。

但是
,

轰轰烈烈的政治宣言至今缺

少相适应的具体步骤
,

结果其分量

就大大打了折扣
。

中俄的战略协作

关系还仅仅处于初级阶段
,

其在国

际关系进程中的实际意义和作用还

是非常有限的
。

从真正的战略性意

义上讲
,

中俄之间的战略合作从科

索沃危机爆发后才刚刚开始
。

在此

之前
,

中美关系倒是具有更强烈的

战略合作色彩
。

俄罗斯实际上更希

望俄美关系
、

俄中关系达到同样高

的信任程度
,

并均高于中美关系
。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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