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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欧关系 、 俄罗斯因索与北约战略转型的前景

徐弃郁

内 容提要 ： 近年来北约战略转型取得较大进展 ，
但前景仍存在不确定性 。

作 为影响北 约转型的主要 内部 因 素 ， 美欧关 系 趋于平稳 ，
但在北约未来行动重

点 、 对俄关 系 等 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作为 最主要的外部 因素 ， 俄 罗斯对北约的

影 响正在发生较大变化。 特别是随着北俄关 系 的改善、 俄向 欧洲 大国 身份的 回

归 ，
北约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博弈开始进入更微妙 、 更复杂的

“

细棋
”

阶段 。

由于北约越来越难以拒绝俄提 出 的
“

平等
”

要求 ，
双方关 系 的提升可能进一步

降低北约在战略决策方面 的整体性 ， 削弱其在欧洲安全中的地位 ， 对北约 的 未

来产 生长远冲击 。

关键词 ： 北约战略转型 北俄关 系 美欧关 系 欧洲 安全

从 1 9 9 1 年
“

新战略概念
”

开始 ， 北约已经用了整整 2 0年的时间在威胁判断 、

任务职能 、 机构设置 、 成员构成 、 行动区域范围等方面不断进行调整 ， 以便将冷

战时期的庞大军事机器改造为一个既能有效应对新的威胁挑战 ， 又能体现西方价

值观 、 支持西方世界在全球领导地位的政治
一

军事组织。 然而这一转型能否最终

实现 ， 又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 ， 美欧关系和俄罗斯因

素可能最为关键 。

一

、 北约战略转型

对于北约来说 ，

“

转型
”
一

词在近十年才频繁出现。 实际上 ， 其转型进程从

徐弃郁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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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
，
其转型 苏联解体后就已开始 。 当时美欧均认为北约有巨大的战略

进程从苏联解体后就 价值 ， 为 了防止其变为后冷战时期的
“

恐龙化石
”

， 必须对

已开始。其进行
“

改革
”

和
“

调整
”

，
以适应新的国际政治和安全环

境 。

1

在此后 2 0 年中 ， 北约的转型道路可以分为三条主线 。

第
一

条主线是威胁判断和战略角色 的调整 。 这涉及北约在冷战后继续存在

的理由和发展方向 ，
也是 1 9 9 1 年以后北约历次

“

新战略概念
”

所要解决的核心

问题。

1 9 9 1 年 1 1 月 ， 北约罗马峰会出台 《联盟新战略概念 》 ， 标志着这类调整的

开始 。 文件改变了冷战时期专注于苏联军事力量威胁的做法 ， 开始强调北约面

临多层次 、 多方面的安全威胁 ， 但传统威胁仍占主要地位 。 在角色与任务方面 ，

则从专一应对传统的大规模战争转向强调预防冲突和处理危机 ， 并首次提出运

用
“

合作
”

途径解决安全问题 ， 标志着北约 的政治功能开始上升 。

2

1 9 9 1 年以

后 ， 域外行动很快成为北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 用美国参议员卢格当时的
一

句

名言来说
，
北约

“

要么走 出去 ，
要么关门大吉

”

。

3

北约在前南斯拉夫地区的行

动
，
特别是 1 9 9 9年对南联盟的军事打击 ，

为北约域外军事行动做了实践上的铺

垫 。 1 9 9 9年 《新战略概念 》 则用战略文件的形式明确 了这种重大调整 。 在威胁判

断上 ， 传统威胁进一步下降 ， 而
“

范围广泛的 、 来 自多方面

々ｎ
放

卜

防
的 、 难以预测解事和非军事威胁

”

的地位明显±升 。 威胁

来源的地域分布也从
“

欧洲一大西洋地区
”

扩展到
“

联盟周

舰区
”

甚至是全球 ， 冲突麵、 危机处理 、 防止大纖杀

伤性武器扩散和反恐从 1 9 9 1 年时的次要任务上升为 主要任
务上力 王要

务 。

4“

9
．

1 1

”

事件发生后 ， 反恐
一

下子成为北约的头等任

务 。 2 0 0 2年的布拉格峰会顺势将军事干预的范围扩大到
“

世

界上任何地方
”

。 2 0 0 3 年北约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则标志着北约的干预行动
“

全

球化
”

的全面启动 。 可 以说 ， 经过十多年的调整
，
北约在

“

防区
”

问题上取得了

彻底的突破 ， 全球范围 内行动不仅
“

合理合法
”

， 而且对北约的生存与发展至关

重要 。 2 0 0 7 年时任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就专门强调 ：

“

无论安全挑战在何时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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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 ， 都要在源头上解决它们 。

” 1

从 2 0 0 7年至 2 0 1 0 年间 ， 北约在威胁判断和战略角 色调整方面进行 了一些
“

微调
”

。 比如 2 0 0 9年 4 月 的斯特拉斯堡
一

凯尔峰会在威胁判断方面基本维持了

前几年的说法 ， 同时提出网络攻击 、 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将是北约未来必须面对

的新威胁
， 而北约的战略角色也将进

一步多元化。

2

 2 0 1 0 年在里斯本峰会上通过

的北约 《战略概念 》 ， 可以视为对 1 9 9 9年以后北约战略调整的
一

个总结性文件 ，

同时也为下一个 1 0 年的发展定下基调。 该文件在威胁判断方面增加了武器技术

进步引发的威胁 （ 如激光武器、 电子战和阻止进人太空的技术 ）
， 其他方面基本

大同小异 ， 在战略角色方面则延续了斯特拉斯堡一凯尔峰会的多元化设想 ， 要求

拥有
“

全方位的能力
”

以
“

慑止和防卫任何对我们人民安全的威胁
”

。

3

第二条主线是北约在机构和能力发展方面的转型 ， 实际上是为其战略调整提

供具体支撑 。 在北约 自身的报告和文件中 ，

“

北约转型
”

主要指的就是这方面的

转型 。

目前来看 ， 北约的动作主要在其军事体制上 ， 包括减少指挥层次 、 精简指挥

机构和组建快速反应部队 ， 目 的是使北约军队更加灵活 ， 更易部署 ， 能够对全球

范围内 的危机和威胁做出及时的反应 。 到现在为止 ，
这方面的转型可以分为三个

部分 ：

“

布拉格议程
”

、

“

诺福克议程
”

和
“

慕尼黑议程
”

。 其中所谓
“

布拉格议程
”

指的是 2 0 0 2 年北约布拉格峰会以后推出 的一系列措施 ， 包括建立北约快反部队

（ ＮＲＦ ） 、 改革战略指挥机构和实施旨在加强北约欧洲盟国军队现代化的
“

布拉格

能力承诺
”

（ ＰＣＣ） 。 而
“

诺福克议程
”

在 2 0 0 4年由时任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发起 ，

主要着眼于在防务计划 、 提供部队和资金的共同管理方面加强联盟内部的协调 。

“

慕尼黑议程
”

则于 2 0 0 5 年由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发起 ， 目 的在于避免伊拉克战

争时那种联盟内部的分歧 ， 加强北约作为大西洋两岸战略磋商和共同战略决策的

平台作用 。

4

在上述三个部分中 ， 重点无疑是
“

布拉格议程
”

， 进展和成果也最为明显 。

在快反部队建设方面 ， 到 2 0 0 6年就已经完全具备行动能力 ，

“

旅规模的具有强制

介人能力的陆军部队 ， 包括
一

个航母战斗群在内的海军特遣部队 、 两栖特种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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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和水面行动小组 ，

一支每天能够出动 2 0 0作战架次的空军部队
”

。

1

在军事体

制改革方面 ， 北约将原有的 2 0个军事指挥机构精简到 1 1 个
，
其中北约欧洲盟军

司令部和大西洋盟军司令部合并为盟军作战司令部 ， 成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机

构 。 同时还成立
“

联盟转型司令部
”

， 负责推动北约军事转型 。 而在强化整体军

事能力方面 ， 北约欧洲盟国在诸如空中投送 、 海上投送 、 核生化防护等多个领域

都取得了较大进展 ， 并加强了军事资源的整合 。 到 2 0 0 6 年里加峰会时 ， 北约宣

布
“

布拉格能力承诺
”

中 的大部分目标已经实现 。

2

第三条主线是联盟的扩大 ， 这也是冷战结束以后北约战略转型的
一个重要内

容 。 北约东扩的构想从 1 9 9 0年底就已 经开始 ，

3

经过 1 9 9 9年 、 2 0 0 4 年和 2 0 0 9年

的三次扩大 ，
北约已 由冷战结束时的 1 6 国变成 2 8 国 。 对于北约来说 ， 联盟的扩

大一方面挤压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 ， 在地缘政治上巩固了冷战
“

胜利成果
”

，
另

一方面使北约从
一个单纯的地区性集体防御组织转变为整个欧洲安全事务的主导

力量 ， 逐步取代了原先欧安组织 （ ＯＳＣＥ ） 的作用 。 而通过将实现政治转型的广

大中东欧国家纳人联盟 ， 北约也成功地塑造了 自 己
“

共同价值观
”

同盟的形象 。

总体上看 ，
冷战后北约的战略转型是比较成功的 ， 其在

欧洲安全中的主导地位已经确立 ， 在国际安全事务的地位也

0 益上升 。 然而北约要真正在全球发挥重要作用 ， 有几个困
挑 其在欧洲安全

难是不得不考虑的 。

中的主导地位已经确士
■

庙且描 ＞先看一下技术层面 。 北约战略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增

鮮雜力 ， 力北触全雜干箭动難雄 ，
所以才有

“

布拉格议程
”

等措施 。 但是北约这方面的转型和美军转型
一样

， 都是沿着如何
“

贏得战争
”

的思路展开的 ， 重点在于加强军队精确打击 、

信息联通 、 战略投送的能力 。 而在现实中 ，
这些能力恰恰不是北约所需要的 。 对

于北约来说 ， 如果需要
“

赢得战争
”

， 那么美军的能力就足够了 ， 更何况美军通

常不希望北约盟国军队加人 ，

4

而要
“

赢得和平
”

， 北约军事能力十多年来的发

展则显得有点不相干 。 北约军事转型的重头戏
一一北约快速反应部队面临的尴尬

就很能说明问题 。 北约快反部队就是按照
“

赢得战争
”

的思路来组建的 ， 但欧洲

国家反对将其用到阿富汗战场 。

5

事实上它参加的两次军事行动都属于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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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ｄｏｃｕ／

ｕ
ｐｄａｔｅ／ 2 0 0 6 ／1 1 

－

ｎ ｏｖｅｍｂｅ ｒ／ｅ 1 1 2 9 ｃ
．ｈｔｍ ， 2 0 0 9 － 0 6

－

1 4
．

2
“

Ｒ ｉ

ｇ
ａＳ ｕｍｍｉｔ Ｄｅｃ ｌａｒａｔ

ｉｏｎ
”

，

Ｎｏｖｅｍｂｅ ｒ 2 9 ， 2 0 0 6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ａｔｏ． ｉｎｔ／ｄｏｃｕ／ｐ ｒ／ 2 0 0 6 ／ｐ 0 6 －

1
5 0 ｅ．

ｈｔｍ ，

2 0 0 9 －

0 7
－

2 8 ．

3 Ｇｅｒａｌｄ 
Ｂ ．Ｓｏ ｌｏｍ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Ｏ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 Ｄｅｂａｔｅ  1 9 9 0
－

1 9 9 7
：
Ｂｌｅｓｓｉｎｇ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ｔｙ ，


Ｗａｓｈ ｉ ｎｇｔｏｎＤ ．Ｃ ．

：

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 ｒＳｔｒａｔｅｇ
ｉｃ ａｎｄ Ｉ ｎｔ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 ｌ

Ｓｔｕｄ ｉｅｓ， 1 9 9 8
，ｐ ． 1 9 ．

4 美军在阿富汗战争初期就拒绝了北约盟国军队的参与 。 参见Ｊｏｈ ｎＲ ．

Ｓｃｈｍ ｉｄｔ
，

“

Ｌａｓｔ Ａｌｌ ｉ ａｎｃｅ
Ｓｔａｎｄ ｉｎｇ？

ＮＡＴＯａｆｔ ｅｒ  9 ／ 1 1 ，

＂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

 3 0 ，Ｎｏ ．
1 ，


Ｗｉ ｎｔｅｒ 2 0 0 7

，ｐｐ ． 1 0 3
－

1 0 4 〇

5 Ｍａｔｓ

Ｂｅｒｄａ ｌ


ａｎ ｄＤａｖ ｉｄ Ｕ ｃｋｏ ，

ｕ

ＮＡＴ 0 
ａｔ  6 0 ，

ｎ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Ｖｏ ｌ ．  5 1

，Ｎｏ ． 2
，Ａｐ ｒｉ

ｌ

－Ｍａ
ｙ

2 0 0 9 ， ｐ ． 6 8 ．

3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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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
2 0 0 5 年在美国

“

卡特里娜飓风 灾后实施救援 ；
2 0 0 6 年在巴基斯坦 1 0 月

发生地震后展开救灾行动 。 而这样的行动在北约内部也遭到反对 ， 认为快反部队

不能成为
“

国际红十字会的一条臂膀
”

。

1

这实际上反映出北约这样
一个庞大的

军事联盟在新国际安全环境中的局限性 。 ，

相比而言 ， 战略层面上的困难可能更难解决 。 比如 ， 北约战略转型 目标是面

向全球的 ， 但成员 国却集中在欧洲一大西洋地区 ， 这样就带来两大问题 ：

一是

如何保证欧洲国家有足够的动力介人遥远地区的安全事务 ？ 二是如何确保这种干

预的有效性？ 另外 ， 北约如何才能解决其基本的地缘政治问题——与俄罗斯的关

系？ 可以说 ， 只要与俄关系不能理顺 ， 那么北约所谓的
“

周边
”

就无法稳固 ， 联

盟的边界也不确定 。 这样一来 ， 北约的政治定位必然不完整 ， 其战略转型也不算

成功 。 而在这些问题上 ，
美欧关系和俄罗斯因素是最关键的两个变量 。

二、 美欧关系的影响

美欧关系一直是影响北约发展与转型 的最重要的 内部美 欧 关 系 一直

因素 。是影响北约发展与

2 0 0 3年左右 ，
美国和以法德为代表的

“

老欧洲
”

围绕伊 转型的最重要的内部

拉克战争激烈争吵 ， 后者还在北约内部否决了美国 的提案 。 因素。

与此同时 ， 美欧在欧洲独立防务力量建设问题上的立场也严

重相左。 从北约战略转型的角度来看 ， 当时美欧关系紧张带来的最大问题是 ， 北

约与欧盟处于一种相互重叠 、 相互竞争的状态 ， 北约有可能被欧盟所弱化 。 不过

随着法德等国领导人的变动 ， 欧洲国家的
“

大西洋主义
”

重新占了上风 ， 而奥 巴

马政府的上台更是推动了美欧关系的进
一步改善 。 与此同时 ， 欧盟的防务一体化

进展甚微 ， 像 2 0 1 0 年英法防务合作这样的
“

大动作
”

也只是为了抵消两国军力

下降的趋势 ， 与 1 9 9 8年英法防务合作的
“

圣马洛宣言
”

不可同 日而语。

2

在这种

情况下 ， 北约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基本理顺 ， 北约 ，
或者说美国 已经不需要再担心

欧盟会对其形成竞争 。 现在美欧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北约是否继续东扩方面 。

经过三次东扩后 ， 北约的成员国增加到 2 8个 ， 几乎覆盖了除大部分巴尔干

地区 、 少数中立国和独联体国家以外的全部欧洲 。 在这种情况下 ，
北约是否需要

进
一

步东扩 ， 特别是吸收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这两个前苏联国家人盟 ， 就成为美国

与主要欧洲国家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 应该说 ，
在 2 0 0 8年 8 月俄格战争之前 ，

这

种分歧并不明显 。 在 2 0 0 8 年 4 月 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 ， 德国虽然带头反对美国给

予乌 、 格两国
“

成员 国行动计划
”

，
但美欧在该问题上还是保持了基本的协调 ，

1 Ｉｂ ｉｄ ，ｐ，  6 7 ．

2
＂
Ａｎｇｌ ｏ－

ＦｒｅｎｃｈＤｅｆｅｎｃ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 ｉｏｎ ：Ｅｎｔｅｎｔｅ ｏｒ

Ｂｕｓｔ
，

＂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Ｏｃｔｏｂｅ ｒ  1 6 ， 2 0 1 0
，ｐ ． 4 7 ．

 3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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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最后仍表态同意两国加人北约 。 但在俄格战争爆发以后 ， 美欧分歧明显扩

大 。 在北约东扩的问题上 ， 美国继续主张吸收乌 、 格两国人盟 ，
坚持对俄国周边

的所有邻国
“

打开大门
， ，

。 然而在欧洲大国看来 ， 俄格战争是对欧洲的
一

次警告 ，

那就是俄国对前苏联地区非常敏感 ，
相当于一种战略底线 ，

如果西方坚持酿进人这
—

地区 ， 可能雛俄强烈反击 ， 最

＝＝＝＝＝ 终反酿西方国家 ， 特别是欧洲的利益受损 。

1

所以 ， 賴
扩持

酿 ， 特别是德国和法国开始对北约的进—步东扩持强烈的
强烈的保留态度。

保留态度 。

与北约东扩密切相关的还有对俄关系的处理 。 总体上看 ， 美国希望进
一步挤

压俄罗斯的战略空 间 ， 彻底消除俄东山再起的可能性。 欧洲国家则认为
，
俄罗斯

是欧洲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 ，
双方在能源、 贸易等方面有着巨大的相互依赖 ，

美国过于挤压俄罗斯不仅没有必要 ， 而且可能带来危险 。 特别是对小布什政府时

期美国对俄咄咄逼人的做法 ， 欧洲大国的反对意见尤其强烈 。 在德国 ， 即使是最

坚定的
“

大西洋主义
”

者也认为 ， 美国在反导系统等问题上
“

没有充分考虑莫斯

科对该问题的敏感 。 俄国人感到受了侮辱 。

” 2

俄格战争以后 ， 在西方应该与俄罗

斯建立什么样的关系问题上 ，
美欧也有较大分歧 。 对美国而言 ， 美俄关系保持一

种基本的稳定就可以 了 ， 而欧洲大国则希望进
一

步密切与俄罗斯的关系 。 这种差

异在 2 0 0 9 年 2 月 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 对于美俄关系 ， 美国副

总统拜登用了颇为引人注 目的
“

重启
”
一词 ， 然而 目标非常有限 ， 只是

“

可以不

同意对方 ， 但仍在我们利益一致的领域共同工作
”

， 具体内容也只提到防止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寥寥几项 。

3

法国总统萨科齐的发言则要求欧俄之间建立起
一

种比较全面的伙伴关系 ， 包括强大的经济和社会纽带 ，
以便共同应对地区和域

外问题 。

4

德国主张与俄罗斯加强联系的倾向表现得更加突出 。 即使是传统上
一

直作为
“

大西洋主义
”

堡垒的德国保守势力也在慢慢改变态度 ， 而社会民主党中

的一些政要干脆主张
“

应该与美国和俄国保持同样密切的关系
”

。

5

德国普通民

众也反映出这一倾向 。 根据民意调查 ， 只有 5 ％ 的人对俄国有敌意 ， 与对美国有

敌意的比例
一样 。 在对外合作上 ，

5 6％ 的德国人认为应进
一步密切德美关系 ， 而

1Ｅｕ
ｇ
ｅｎｅＲｕｍｅｒ ａｎ ｄＡｎｇｅｌａ

Ｓｔｅｎｔ
，

＂

Ｒｕｓｓ ｉ ａ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Ｓｕｒｖｉｖａ ｌ

， Ｖｏ ｌ

． 5 1
， Ｎｏ ． 2

， Ａｐ ｒｉ ｌ

－Ｍａｙ
2 0 0 9

，

ｐｐ ． 9 4 －

9 5 ．

2 Ａｎｓｇａ ｒＧｒａｗ，

Ｍ

Ｄ
ｉ

ｅ

Ｒ ｕｓｓｅｎＦｕｅｌ ｅｎＳ ｉｃｈＧｅｄｅｍｕｅ ｔｉ

ｇ
ｔ

＂

ｔ
Ｄｉｅ
Ｗｅｆｔ

，Ｊｕ ｎｅ 4
， 2 0 0 7 ．

3 美 国 副 总 统 拜 登 2 0 0 9 年 2 月 在 慕 尼 黑 安 全 会 议 上 的 讲 演 ， ｈｔｔｐ ：／／ｂ ｌｏｇｓ ．ｗｓ
ｊ

． ｃｏｍ／

ｗａｓｈｗｉ ｒｅ／ 2 0 0 9 ／ 0 2 ／ 0 7 ／ 8 3 7 5 1
， 2 0 0 9

年 

7 月 1 0 日登录 。

4 法国总统萨科齐 2 0 0 9年 2 月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的讲演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ｅｃｕ

ｒ
ｉｔ
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 ｃｅ．ｄｅ／Ｎｉ ｃｏｌ ａｓ

－

Ｓａ ｒｋｏｚｙ．

2 4 2 ． 0 ．ｈｔｍ ｌ ？＆Ｌ＝：
1

， 2 0 0 9 年 7 月 1 0
日登录。

5 比如 施罗德政府 时期的 国防部长 、 联邦议会中社民党领袖施特鲁克就持这
一观点 。

Ｐｅ ｔｅ ｒＳｔ ｒｕｃｋ
，

ｗ

Ｓｃｈａｅｕｂ ｌｅＡｅｒｇｅｒｔＭ ｉｃｈ Ｚｉｅｍ ｌｉｃｈ
，

＂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 Ａ 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Ｍａｙ

2 0 ， 2 0 0 7 ．

3 1 6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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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的人认为德俄关系应着力加强 。

1

更重要的是 ， 俄格战争以后欧洲大国开始

倾向于同意俄罗斯的
“

平等地位
”

要求 ， 而美国对此一直坚持反对 ， 认为这将打

破北约在欧洲的主导地位 。 可以预见 ，
如果美欧在这方面的分歧进一步加大 ，

北

约的整个战略转型进程都可能出现较大的不确定性 。

对于北约在全球的干预行动 ， 美欧也不完全一致 。 随着全球干预行动的增

多 ， 北约在资源 、 能力方面的压力也不断加大 。 虽然一些官员坚称北约内部不支

持
“

缩减它的雄心
”

，

2

但不少北约盟国 ， 特别是
一

些欧洲 国家对卷人遥远地区

的冲突 已经兴趣不大 ， 尤其渴望从阿富汗脱身 。

3

另外 ， 美国国 内部分人也怀疑

北约在全球干预方面的能力 ，
主张美国没有必要再对北约加大投人。 比如前美国

国防部官员埃德尔曼就认为 ， 阿富汗战争显示了北约的局限性 ， 指出北约虽然仍

是一个有价值的地区性联盟 ， 但它难以
“

提供重要的 、 有用的军事能力
”

， 因此

主张美国应侧重加强与
一些地区性大国如印度 、 巴西 、 澳大利亚的联系 。

4

这些

考虑无疑会拉开美欧之间的距离 ， 削弱北约作为
一个联盟的整体性 ， 并进

一

步弱

化使其战略转型的动力 。

三 、 俄罗斯因素

俄罗斯是北约战略转型最大的外在变量 。 从 2 0世纪 9 0俄罗斯是北约战

年代开始 ， 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就一直 比较紧张 。

一方面 ， 略转型最大 的外在
北约东扩严重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 。 尤其令俄罗斯感到屈 变量。

辱的是 ，
当初西方国家为换取苏联同意统

一

的德国加入北

约 ， 曾经承诺北约不会
“

扩大
一

英寸
”

， 因此西方相当于故意违反当初的约定 。

5

另一方面 ， 北约的强势地位使俄罗斯在欧洲安全事务中越来越被动 ， 处于严重的
“

不平等地位＇ 对于俄曾寄予较大希望的两大机构
——

“

欧安组织
”

和
“

北约
一

俄罗斯理事会
”

，
俄罗斯也越来越表示失望和不满 。 而美国在波兰 、 捷克部署反

导系统的做法 ， 更是严重冲击了俄罗斯与西方 ，
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 ， 俄与北约

也更加对立 。

1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Ｓ ．

Ｃｈ ｉｗｉｓ ａｎｄＴｔｉｏｍａｓ
Ｒ ｉｄ ，

＂

ＴＴｉｅ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ｙ

＇

ｓ

Ｒｕｓｓ ｉａ


Ｐｏ ｌ

ｉ

ｃｙ，

ｎ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

Ｖｏ ｌ

．

 5 1 ，

Ｎｏ ．

 2 ，

Ａｐｒｉ ｌ

－Ｍａｙ


2 0 0 9
，ｐ ． 1 1 8

．

2 
ａ

ＦｅｗｅｒＤ ｒａ
ｇ
ｏｎｓ

，Ｍｏ ｒｅ Ｓｎａｋｅｓ，

＂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
ｓｔ

，Ｎｏｖｅｍｂｅ ｒ  1 3
，

2 0 1 0 ， ｐ． 2 8 ．

3 —些学者认为北约的核心任务是维护欧洲一大西洋地区 的安全 ， 域外行动只是附带任务Ｄ 见 丨ＩＳＳ

Ｒｅｐｏｒ ｔ ，

＂

Ｔｏｗａｒｄｓａ ＮＡＴＯ－Ｒ ｕｓｓ ｉａ Ｓｔｒａｔｅ
ｇ

ｉｃ Ｃｏｎ ｃｅｐｔ ：Ｅｎｄ ｉ ｎ
ｇ
Ｃｏｌ ｄＷａｒＬｅｇａｃ ｉｅｓ

，

 Ｆａｃ ｉ ｎ
ｇ 
ＮｅｗＴｈｒｅａｔｓ

Ｔｏｇｅ ｔｈｅｒ
，

＂

ｈｔｔ ｐ ：／／ｗｗｗ．
ｉ ｉ ｓｓ ．ｏ ｒｇ／ｐ ｒｏ

ｇ
ｒａｍｍｅｓ／ｒｕｓ ｓ ｉ ａ

－ａｎｄ －ｅｕ ｒａｓ ｉ ａ／ｐｕ ｂ
ｌ ｉｃａｔ

ｉ ｏｎｓ／ｔｏｗａ ｒｄｓ
－

ａ
－

ｎ ａｔｏ
－

ｒｕｓ ｓ ｉ ａ
－

ｓｔｒａｔｅｇ
ｉｃ

－

ｃｏｎｃｅｐｔ／？ 丨ｏｃａｌｅ＝ｅｎ，  2 0 1 1
年 2 月 1 7

日登录 。

4 同上 。

5 Ａｎｇｅｌａ Ｓｔｅｎｔ
，Ｒｕｓ ｓｉａ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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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格战争 以后
，
俄欧关系明显改善 ，

双方均表现出愿意倾听对方意见的姿

态 。 俄美关系也在奥巴马上台后开始
“

重启
”

， 两国先后在反导系统部署 、 新

的 《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 （ ＳＴＡＲＴ ） 等重大问题上达成妥协 。 在这

种背景下
，
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在 2 0 1 0年出现较大突破。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应

邀出席了北约里斯本峰会 ， 北约新的 《战略概念 》 明确表示将
“

与俄罗斯和其他

欧洲一大西洋伙伴在导弹防御问题上合作
”

。

1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 ， 俄与北约都

表示彼此不构成威胁 。 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就称 ：

“

关于什么是北约国家和俄罗

斯面临的现实威胁 ， 我们取得了一致意见 。 而最重要的是 ， 我们相互之间不是威

胁。

” 2

除此以外 ，
俄与北约的合作也有了更多务实内容 。 比如 ，

双方同意在阿富

汗问题上加强合作 ， 包括俄允许北约过境俄罗斯向阿富汗运送物资 、 共同培训阿

富汗空军 、 俄向阿出售 2 1 架运输直升机 、 联合在阿富汗打击毒品种植 ， 等等 。

在索马里打击海盗的行动中 ， 俄与北约海军也开展了信息交换 、 磋商联合演习与

行动等具体合作 。

3

双方在反恐 、 核不扩散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也在不断开展 。

与俄关系的改善对北约的战略转型 自然有很大积极意义。
一方面 ， 通过缓解

与俄之间的紧张状态 ， 北约内部发生重大分歧的可能性减少了 ， 另一方面 ， 俄罗

斯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舒解了北约的燃眉之急 ， 使其有条件构思和推动一些与

战略转型相关的建设 。 然而凡事必有两面 。 北俄关系近期这种变化的根源很深 ，

既由于俄格战争使双方明了彼此的战略底线 ， 也由于北约在阿富汗有求于俄和美

国奥巴马政府的政策转变 ， 更重要的是 ， 俄实力地位使其越来越向一个欧洲大

国 回归
， 美国不再把俄作为主要战略对手 ， 而是把关注点 日

益集中到中国身上 。 美国 2 0 1 1 年 2 月发表的 《美国国家军事

性的 兑＾欧＾战略 》 就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北俄关系背后的这种现实主义逻

地缘ｋ略 在＾历＆宜性 胃

2 0 年 后开
题 日月關赚鋪観＊娜 2 0顿願麵紐驗

始稳“下ｉ定下来 。 换言之 ， 北约与俄罗斯相互博弈的
“

大局
”

已定
，

°

接下来进人更微妙 、 更复杂的
“

细棋
”

阶段。

对北约来说 ， 这种
“

细棋
”

非常难下。 实际上 ， 俄罗斯的身份定位越是向欧

洲大国回归 ，

5

北约就越不容易与之打交道 。 首先 ， 对于作为欧洲大国的俄罗斯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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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俄罗斯在该报告中只出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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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些学者认为

，
俄罗斯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战略思维开始从冷战思维向前冷战思维转变 ， 即重新回归到

一

个欧洲大国的身份 〇ＪａｍｅｓＳｈｅ ｒ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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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似乎失去了团结一致对付它的理由和必要 。 其次 ， 俄罗斯向欧洲大国 回归很

可能激发德 、 法这些传统欧洲大国更多的独立性 ， 使北约更不可能在对俄关系上

形成统
一意见 。 在这种情况下 ， 北约就难以拒绝俄罗斯对

“

平等地位
”

的诉求 。

对于俄总统梅德韦杰夫提出 的 《欧洲安全条约 》 ，
由于该条约草案的第 2 、 4 、 6

款实际上控制了北约东扩和其他方面的
“

行动 自 由
”

／ 北约还可以明确拒绝 。

但如果俄罗斯对北约一俄罗斯理事会的内部设置提出
“

平等要求
”

，
北约几乎没

有理由加以反驳 。 俄总理普京曾抱怨说 自 己被北约
一

俄罗斯理事会误导了 ， 因为

北约曾保证使它成为
一个 2 7方共同决策与讨论的平台 ， 实际上俄面对的是

一个

统一的北约
，
最终是

“

2 6 ＋ 1

”

模式 。

2

这些抱怨应该说合乎情理 ，
在北俄关系紧

张时尚能用
“

俄国威胁
”

搪塞 ， 北俄关系改善后就不能不回应了 。 事实上 ， 法国

和德国在俄格战争结束后就准备在这类问题上考虑俄罗斯的要求 。

3

更有甚者 ，

美欧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呼吁让俄罗斯加入北约 。

4

这样一来 ， 北约的处境就很尴尬。 完全拒绝俄罗斯的要求已经越来越不现

实 ， 但如果俄罗斯真的取得某种
“

平等
”

， 那么北约决策的独立性确实就难以保

证 ，
俄事实上就可以否决北约的一些政策 。 北约在欧洲安全中的地位就面临

“

欧

安会化
”

的危险 。 而且 ， 北俄关系越融洽 ， 这种危险也就越大 。

除此之外 ， 北俄关系还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 。 首先就是北约的扩大问题 ，
或

者说是否接受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这些前苏联国家人盟 。 目前北约搁置了这一敏感

问题 ， 但公开的政策宣示没有改变 ，
2 0 1 0年的 《战略概念 》 还在强调

“

成员 国资

格完全向所有同享联盟价值观 、 愿意承担作为成员 国的责任与义务 、 其加入有助

于共同安全与稳定的欧洲民主国家开放
”

。

5

其次
，
俄北互为潜在对手的问题根

本没有触动 。 在 2 0 1 0 年俄北关系改善的大氛围下 ， 北约首次制定了涉及波罗 的

海三国的作战计划并实施了一系列演习 ， 包括 6 月份的
“

波罗的海之嶽
”

两栖作

战演习 ，
9 月 的

“

杰卡尔之石
”

特种部队演习 、 1 0 月 的
“

军刀出击
”

陆战演习 。

这完全可以看做北约的
一个突破之举 ， 而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的话更是显示了俄

北关系的局限 ：

“

我们拥有
一切必要的 、 保护所有盟国的应急计划 。 我想如果没

1Ｓａ ｌ ｌ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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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些计划 ， 俄罗斯人会感到奇怪 。 这是联盟的核心 目标 。

” 1

可以肯定 ，
这些不

确定因素将对欧洲安全和北约的战略转型的未来产生冲击 。

当然 ， 影响北约战略转型前景的远远不止美欧关系和俄

从更宏观的角度 罗斯这两个因素 。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 ， 冷战后北约的转型

来看， 冷战后北约的 实际上就是一种扩张过程 ， 包括行动范围 、 职能 、 成员 国等

转型实际上就是一种 各个方面 。 正如国际政治学所揭示的 ， 任何扩张
一旦超过了

扩张过程。
一定限制 ， 规模成本就会迅速增加 ， 阻止其进一步发展。

2

北约 目前在决策体制 、 资源 、 能力等方面面临的压力 ， 特别

是其在阿富汗的困境表明 ， 它的过度扩张已经成为现实 。 这也许是制约北约未来

战略转型最根本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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