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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索沃在2008年2月17日宣布独立，这里的阿尔巴尼亚人心存许久的独立成国

愿望似乎终于实现了。尽管从去年11月起科索沃要择日独立的消息就不绝于耳，

当事者、背后指使者和利益相关者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在科索沃

真地宣布独立之际，世人还是为之震惊，同时更担忧它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的确，想想巴尔干地区民族、国家和宗教的复杂性，想想从古到今大国势力

在这里无休止的争夺，想想这种复杂性和争夺如今集中反映在科索沃，人们的担

忧就很有道理了。阿族人把科索沃视为自己的“摇篮”，塞族人则认定它是自己

的“圣地”，如此之争至少有上千年的历史。阿族属于巴尔干半岛上的原住民，

罗马帝国时期信奉基督教，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则皈依了伊斯兰教；塞族是南下

巴尔干的斯拉夫人与当地居民融合而成的南部斯拉夫人，在拜占庭帝国时期信奉

了东正教。因此，在奥斯曼帝国统治巴尔干的500年中，阿族人主导着科索沃。

两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塞尔维亚在同宗(都是斯拉夫人)、同教

（都信东正教）的俄国人支持下控制了科索沃。二战期间，阿族人在德国的怂恿

下试图建立一个“大阿尔巴尼亚”，但这种希望随着第三帝国的灭亡而化为泡

影。在战后的南联邦、南联盟和塞黑中，阿族是非主体民族，科索沃则是塞尔维

亚共和国的一个自治省。两年前，塞尔维亚与黑山和平分手，科索沃则仍受控于

塞尔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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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塞尔维亚软化自己在科索沃独立问题上的立场。俄罗斯更是首先会考虑自己

的利益得失，它在没有成本或成本很小的前提下可以做些强硬姿态，但不会为了

支持开始倾向西方的塞尔维亚而与西方动粗。支持塞尔维亚和反对科索沃独立不

过是它与西方讨价还价的筹码，随时都可以丢掉。

综上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在科索沃地位问题上，塞、阿双方的

对峙状态短时难有改观，但也不会有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塞尔维亚不会因此再与

西方大打出手，俄罗斯更不会为支持塞尔维亚而与西方大动干戈。总的看来，

巴尔干半岛上的“火药”在减少，各种矛盾也因其载体向北约和欧盟的“归顺”

而淡化成“自家的事”。第二，科索沃宣布独立不难，但要真正成为国际大家庭

中的正式成员却不易。但是，阿族及其支持者美国和欧盟掌握着主动权，塞尔维

亚及其支持者俄罗斯则处被动地位。科索沃独立的事实似乎已经不可逆转，可离

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还有很长和充满曲折的路要走。今后一段时间中的最大可能

是，当事各方和国际社会对科索沃独立进行“冷处理”。

科索沃独立的后果和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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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科索沃地位问题发生的争端是在阿族和塞族之间。至少在表面上，双方

水火不容。因此，人们的第一个担忧是：科索沃独立可能引起阿、塞双方的武力

冲突。然而，从科索沃宣布独立后最初几天的情况看，当事双方虽然在口头上

都很强硬，但在行动上都很克制。阿族声称，独立后的科索沃将是一个多民族国

家，将与包括塞尔维亚在内的周边国家和睦相处，将继续使用塞尔维亚央行发行

的货币作为流通和结算工具。塞尔维亚虽然万分恼怒，但也是动口不动手，政府

宣布要指控科索沃总统、总理和议长“针对宪法秩序和塞尔维亚安全的严重犯罪

行为”，外长宣称要将科索沃问题交给欧洲议会讨论，驻俄大使则表示塞尔维亚

不会对科索沃进行经济封锁，这些与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之前的情况形成鲜明

对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今双方都把欧盟作为自己的最终归宿。科索沃的独

立就是美国和欧盟促成的，而塞尔维亚在鲍里斯·塔迪奇就任总统以来奉行务实

的亲西方政策，致力于加入欧盟和得到其经济援助。在欧盟情结的影响之下，

阿、塞双方的对抗必定有一个限度。于是，塞尔维亚的抗议活动都是在其境内，

少数极端者制造的暴力主要是针对美国。另外，美国和欧盟的提前介入也大大降

低了阿、塞双方发生武力冲突的风险。

第二个担忧是：科索沃独立会搅乱巴尔干半岛的现有格局，影响巴尔干半岛

的稳定。科索沃的西南是阿尔巴尼亚，它现有人口313万，其中98%是阿族；科索

沃的东南是马其顿，现有人口200多万，其中1/4强是阿尔巴尼亚族；科索沃西边

的黑山也有一些阿族人。人们普遍担心，科索沃独立会激活巴尔干半岛上的“大

阿尔巴尼亚”梦想。若真出现一个拥有近600万人口的“大阿尔巴尼亚”，巴尔

干半岛现在的政治格局就被打乱了。但是，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出现。阿尔巴尼亚

差不多是欧洲最穷的国家，去年人均GDP只有3256美元。科索沃比阿尔巴尼亚更落

后，失业率高达50%，37%的居民生活在贫困中；马其顿和黑山的经济状况则与

阿尔巴尼亚不相上下。阿尔巴尼亚是否愿意接纳这些地区的穷兄弟值得怀疑。出

于对自身安全和稳定的考虑，巴尔干半岛上的其他国家也不大可能接受一个“大

阿尔巴尼亚”。鼓励巴尔干半岛碎片化的国际社会也不会眼睁睁看着阿尔巴尼亚

坐大。目前，所谓“大阿尔巴尼亚”的出现更多只是旁观者的猜想，至少当事者

都无此表示。

第三个担忧是：科索沃独立会在欧洲乃至世界引起连锁反应。在当今世界，

某一民族或某一地区要求分离出去独立建国的情况很多。与主体民族或主体国家

相比，要求独立的民族或地区通常都是弱小的，难以单靠自身力量实现独立目

标。于是，它们或者诉诸暴力恐怖手段，或者求助于国际社会，但少有成功者。

从政治手段到暴力手段再到国际社会干预，科索沃迈向独立的这种路径可能为各

国分离主义者所仿效。在公开反对科索沃独立的国家中，有一些就面临着分离主

义的挑战，比如俄罗斯、西班牙、希腊、塞浦路斯和格鲁吉亚等。不同国家的分

离主义有着不同的情形，但都受到多方面的制约。不能说科索沃独立对各国的分

离主义者没有刺激作用，但分离主义者何时以及如何采取分离行动取决于自身条

件和时机。事实上，科索沃宣布独立后，还没有哪个国家中要分离的民族或地区

跟进，更谈不上多米诺骨牌效应了。

然而，人们最担忧的还是：科索沃独立会不会加剧大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对

峙？如果单靠阿族人，科索沃的地位恐怕很难有所改变，起关键作用的是西方国

家。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重创了塞尔维亚，它的警察部队在北约的监视下撤出了

科索沃。此后，联合国对科索沃“托”而不“管”，该地区已有独立国家的基本

建制。但是否以及何时正式宣布独立由美国和欧盟掌控，阿族只是它们手中的木

偶，是挤压塞尔维亚和俄罗斯的一枚棋子。如今，原东欧国家要么早已加入北约

和欧盟，要么即将进入，只有塞尔维亚还没有对西方俯首称臣。不仅如此，在科

索沃地位等问题上，塞尔维亚直接与西方对抗，同时保持着与俄罗斯比较密切的

关系。美国和欧盟支持科索沃宣布独立，主要目的有两个：第一，彻底征服塞尔

维亚。鲍里斯·塔迪奇于2006年任塞尔维亚总统以来，奉行务实的亲西方政策，

主张加入欧盟。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放弃与俄罗斯的传统友好关系，坚持对科索

沃的主权。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对塞尔维亚采取了既拉又压的做法，“拉”就是

用入盟和经济援助吸引它，“压”就是通过鼓励科索沃独立令其屈服。第二，挤

压俄罗斯。近年来，随着国力的增强，俄罗斯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公开与美国

叫板，以军力示强。在大国中，俄罗斯是唯一公开支持塞尔维亚并反对科索沃独

立的国家。反过来讲，塞尔维亚是俄罗斯在巴尔干半岛的最后一块“立足点”。

塞尔维亚和俄罗斯并未示弱，前者宣布永不承认科索沃独立，后者声称支持

科索沃独立与国际法相违背。它们也采取了某些实际行动来抵制科索沃独立。就

俄罗斯而言，它最有可能利用其地位和影响来阻止科索沃进入联合国。但必须

看到，与米洛舍维奇时期的南联盟不同，不论今天的塞尔维亚多么愤怒，它都不

大可能再用武力压制阿族并与西方抗衡。甚至不排斥有这样的可能：为了加入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