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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外交战略走向当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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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们习惯于把俄罗斯外交概括为
“

双头鹰外交
”

或
“

大国外交
” ,

但事实上
,

在

俄罗斯至今仍没有一个一致
、

明确和完整的

外交战略
。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
#

第

一
,

俄罗斯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自己在国际社

会中的地位
、

角色
,

无法确定 自己在 ∃ 世纪

国内和国际事务方面的战略目标 %
第二

,

频

繁的政府人事更迭
、

持续恶化的经济形势
、

此

起彼伏的政治风波等内部因素严重妨碍了对

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

在此情况下预测俄罗

斯的外交战略走向
,

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儿
。

尽管如此
,

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
,

俄

罗斯国内各方力量对本国所拥有 的资源
、

在

未来世纪国际关系发展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

用以及同世界主要力量中心的关系等关键间

题
,

还是有一些相对 比较集 中
、

比较突出的

看法或认识的
。

所以在非常相对的意义上
,

可

以把俄罗斯下一个世纪外交战略基本走向归

纳为
#

继续追求世界大国目标
,

但侧重点和

方法已有所改变
,

即
,

从把美国当成主要的

战略伙伴转变为视其为主要对手
,

最大限度

发挥自己的政治资源和军事实力
,

最充分利

用同欧洲和东方大国的伙伴或 战略协作关

系
,

与美国一争高低
。

一
、

∃ & 世纪最后十年俄罗斯外交回顾

叭 年 ∋ 月
,

叶利钦向西方的朋友们表

示
# “

俄罗斯作出了最终选择
。

它不走社会主

 (

义道路
,

不走共产主义道路
,

它要走美国和

其它西方 文明国家走过的文明道路
。 ’

,)∗ 〕当

然
,

不止是叶利钦一个人这样想
。

新俄罗斯

的政治精英们基本上都具有明显的亲西方首

先是亲美的倾向
。

& 年代初
,

许多俄罗斯人

以为
,

只要 自己公开宣布放弃社会主义
,

就

会被张开双臂等待着的
“

文明民族大家庭
”

所

接纳
,

就会迅速变成第二个富裕的
“

美国
” 。

但是
,

很快人们就明白了
,

要变成第二

个
“

美国
” ,

仅仅放弃社会主义是不够的
。

多

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进行的反对
“

世

界共产主义
”

和
“

苏联极权主义
”

斗争
,

实

际上就是在反对作为世界大国的苏联
,

因为

只有这个国家能够联合其盟友同西方阵营对

抗
。

所谓的反共宣传
,

西方的政治家和思想

家 自己几乎都不再相信了
。

由此也使人不会

感到奇怪的是
,

在俄罗斯宣布抛弃社会主义

原则
、

承诺奉行 民主
、

资本主义和 自由主义

价值观以后
,

西方世界在以物质援助回报新

的
“

志 同道合
”

者方面
,

却没有 什么
“

热

情
”

举动
。

它们期望的只是对手被打倒
,

并

成为其俯首贴耳的小伙伴
。

至于在什么颜色

旗帜下实现这一 目标
,

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
‘

于 是
,

当俄罗斯对小伙伴角色和西方援 助
“ 口 惠而实不至

”

的作法稍有怨言时 +在 ,

一  年间 −
,

西方的战略家们就暗示俄罗

斯
, “

文明民族家庭并没有期待它的加人
” ,

用

布热津斯基的话说
,

美俄战略伙伴关系
“

为

时尚早
” 。

仁∃ 马



更让俄罗斯生出难 以下咽的恶气的是
,

在苏军完全撤 出东德和其它东欧国家以后
,

西方政治领袖们所谓
“

诚实绅士
”

的风度消

失得无影无踪
。

当初正是他们对戈尔巴乔夫

信誓旦旦
,

说什么北约绝不会 向俄罗斯的边

界推进 % 而如今匈牙利
、

捷克和波 兰已 经
“

荣幸
”

地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
。

而且
,

执着

地站在北约的大门外排队的仍大有人在
,

其

中除固执的波罗的海三国以外
,

还有俄罗斯

昔 日
“

忠实的朋友
”

+如保加利亚 −
。

在这一点上
,

俄罗斯也犯了一些致命的

错误
#

如
,

不仅 自己 曾表示准备加人北约
,

并

且公开声称无意阻拦东欧国家加人 % 又如
,

, 年的白宫事件和  年 ∃ 月爆发 的

车臣战争使西方世界和东欧各国关于
“

俄罗

斯威胁
”

的意识更加具体化
。

这些错误给北

约东扩制造了客观依据
。

当然
,

最令俄罗斯人震惊的还是北约空

袭南斯拉夫事件
。

大多数俄罗斯学者和政治

家都认为
,

该事件是两个历史时期 的一个分

水岭
#

它标志着冷战后过渡时期的终结
,

并

把 ∃& 世纪 & 年代的历史从假定式 +即把不

可能实现的与西方毫无冲突的伙伴关系假定

成现实 − 变成 了叙述式 +北约完成东扩第一

步并在军事行动的基础上抛 出战略新概念的

活生生事实 −
。

〔,」科索沃危机使冷战后俄罗

斯与西方的关系冷却到了最低点
。

与逐渐走下坡路的俄罗斯同西方关系相

比
,

它 同东方世界
,

特别是 中国和印度的关

系在最近的 . 年内有 了长足的发展
,

其最高

目标是 / 年 ∃ 月普里马科夫访印时提出

的
“

中印俄战略三角关系
” 。

总之
,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外交已经

走上了一条从单边伙伴向多边伙伴调整和修

正的道路
%
同时由于缺乏非常明确的战略

,

俄

罗斯还是在走一步
,

看一看
。

二
、

∃ 世纪俄罗斯外交理念

一个国家外交思想的核心
,

应该是对 自

己国际地位或角色的认识
。

俄罗斯现在处于

严重的经济衰退时期
,

说其经济千疮百孔实

不为过
。

然而
,

这样一个衰弱的国家
,

在国

际上依然追求着大国梦
,

奉行着以强国意识

为基点的外交和国际安全政策
。

俄罗斯认为
,

“

出于经济的原 因而放弃外交 和安全政策的

利益
,

那将是一个大错误
。 ”
〔 习在俄罗斯人看

来
,

尽管 目前它的经济处于非常衰弱的状况
,

尽管
“

经济和政治在每个 国家都是相互关联

的
。

但是
,

造就成一个世界大国的不仅是经

济
。

它还包括一个国家的幅员
、

它的人 口数

量
、

军事实力
、

文化
、

历史
、

它在世界上的

地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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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 〕这就是俄罗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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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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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俄罗斯的主张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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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稳定并不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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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并依照 年 . 月 ∋ 日

布达佩斯部长级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 《争取

建立无分界线的大欧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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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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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挽回的僵局
% 在对其它在科索沃危机中表

现突出的西方大国关系中
,

也是有选择地采

取了一些抗议性行动
,

如伊万诺夫外长推迟

访问伦敦等
,

但并不真正意味着俄罗斯继续

和加深 同这些国家交往的路线有所改变
。

相

反
,

它必须搞清对欧洲政策的尺度
,

因为受

北约在科索沃的军事行动和宣传战的影响
,

俄罗斯对单个西方国家的具体立场了解得并

不清楚
,

而这一点关系到将来俄罗斯是否可

以确定
“

欧洲一致性
”

方针
,

明确解决一直

困扰俄罗斯人的
“

欧洲还是美国
”

+与谁建立

特殊伙伴关系− 的问题
。

同时
,

俄罗斯还将

在不彻底否定现存裁军和武器控制体制的基

础上
,

推出新的欧洲安全体制原则
。

这种体

制既要有政治上的原则性 +非对抗 −
,

又要有

技术上的可行性 +低成本 −
,

并能够从进攻性

和防御性两方面
,

分别对在科索沃事件过程

中产生的各种模糊或错误的认识和理解予以

纠正
,

以正视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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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照传统的理论
,

国际社会 中存在两种

类型的角色
#

一种是保守型
,

即竭力维护现

状 % 另一种是
“

革命型
” ,

即力图打破现状
。

从这个意义上讲俄罗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保

魂/

守派
,

处于明显的守势
,

而美国为首的北约

则充当着国际政治
“

革命性
”

变革的
“

激进

派
” ,

处于明显的攻势
。

我们暂不评论两者谁

对谁错
,

只是应该指出
,

俄罗斯还没有准备

好适应这种变革
,

但 ∃& 世纪的模式毕竟带不

到 ∃ 世纪去
,

与其被人
“

逼宫
” ,

不如 自己

思变
。

首先是角色变换的问题
,

即在新的国际

关系体制中
,

俄罗斯到底应该充当一个什么

样的角色
。

如果这个体制带有鲜明的寡头政

治特征
,

即只有极少数几个国家能够参与有

关全球事务的重大决定
,

那么俄罗斯第一反

应就是非常在意 自己到底算不算这个
“

极少

数
”

中的一个
。

∃& 世纪末的若干事件
,

特别

是科索沃危机证明
,

俄罗斯 已经被列在
“

二

流
” ,

甚至
“

三流
” 。

那么
,

俄罗斯在国际政治的金字塔中到

底能爬多高呢 1 向人哭诉
“

俄罗斯是一个世

界大国
” ,

不仅不能给别人留下好印象
,

相反

只能败坏
“

世界大国
”

称号的荣誉
。

道理很

简单
,

俄罗斯缺乏足够的现实手段 向世人证

明自己的大国身份
。

对俄罗斯来说
,

比较实

际的选择有两个
#

一是承认现实并尽力去适

应它 % 二是向西方
“

老爷
”

们提出挑战并迫

使他们把俄罗斯的话真当回事儿
。

这两种选

择并不完全对立
,

如果外交艺术到家的话
,

甚

至可以同时使用
。

第一种选择实际上是主张俄罗斯同今天

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强者联合
,

尽管联合的性

质很可能是俄罗斯屈居二流或三流
。

虽说这

不合俄罗斯人 的愿望
,

但毕竟实用主义要高

于恩怨意识
#

跟庞然大物在一起总 比站在小

矮人堆里要强得多
。

〔( 2需要强调的是
,

这种

理智的观点在今 天的俄罗斯 没有很大的市

场
,

因为俄罗斯人从心底感到难以忍受北约

朝他们的脸上吐唾沫
,

而他们又不得不强忍

怒火是因为需要西方的贷款等支持
。

第二种选择可以通过外交手段实现
,

如

同中国和印度拉近乎
,

在独联体基础上建立



新的联盟或支持反西方的国家等
。

实现这种

选择时必须明确的是不能突出使用武力的色

彩
。

因为在俄罗斯人看来
,

北约对南斯拉夫

动用武力的结果是走进了死胡同
,

所以才需

要俄罗斯的调解
。

但这是对西方讲话时的语

气
。

当涉及到 自身时
,

俄罗斯则得出不 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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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既然如此
,

那就不必

再谈什么国际政治 中的公正和和平
,

干脆也

集中一切力量保障自己也拥有相应的军事实

力
。

在此背景之下
,

俄罗斯开始修改军事学

说和军事战略
。

其 中主要的变化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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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臼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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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现实
。

由于全面核

战争的毁灭性后果
,

核威慑理论的有效性已

经非常有限
,

因为
“

没人相信有谁会使用核

武器
” ,

结果
,

苏联时期花费上千亿美元建立

的核盾牌成 了一堆无用 的令人烦恼 的废钢

铁
。

俄罗斯最大的愿望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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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且
,

这种核打击并不会立即导致全

球核战争的爆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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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3 当量的低能量
、

非战略性的
、 “

可

使用的
”

核武器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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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精确度航空炸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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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所谓西方价值观等因素的束缚而对采用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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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于俄罗斯国内政治局势的不稳定
,

很

难准确预测其具体战略方针
。

但有一点是可

以肯定的
,

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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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也不会与西方打成一片
,

也不会走 向

孤立主义和闭关自守的政策
。

三
、

对外关 系主要方面的政策

首先是与欧洲及北约的关系
。

西方国家

在科索沃危机 中的所作所为
,

再清楚不过地

向俄罗斯人证 明
,

他们关于欧洲将会 以北约

为轴心的担心绝不是毫无依据
。

在新世纪如

何处理同北约的关系
,

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

十分棘 手的难题
。

比较简便 的作法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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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但这会引发新的对

抗
,

不符合俄罗斯社会转轨的实际情况
。

而

且
,

俄罗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
,

科索沃之

后
,

北约已经成为欧洲乃至世界政治架构中

一个非常关键的力量或部分
,

在这样一个组

织 中没有俄罗斯的代表
,

没有相互作用
、

相

互影响的机制
,

也未必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

益
。

鉴此
,

俄罗斯可以采取的步骤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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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换言之
,

虽然俄罗斯亲

西方政治家们所梦想的以
“

俄罗斯 一北约
”

轴

心为基础的欧洲安 全架构
,

已是
“

海市鹰

 



楼
” ,

但发展同北约关系的前景依然存在
。

相

信与北约关系前景的俄罗斯人推断
,

北约各

国并不是一群战争狂控制的国家
,

他们也不

能不适当顾及反对自己的力量
,

所以在对南

斯拉夫狂轰乱炸后的一段时期内
,

北约在东

扩问题上会稍有所收敛
。

俄罗斯欧洲外交战略的一个非常关键部

分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

它希望该组织将

来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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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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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起

突出作用
。

退一万步讲
,

对俄罗斯来说
,

只

要不让北约独 自指手划脚就是胜利
。

俄罗斯把对北约的强烈反感集中在美国

身上
,

在对欧洲伙伴的态度深感遗憾的同时
,

认为
,

欧洲只是被美 国所胁迫
,

给美国人当

了
“

垫脚石
” ,

所以他们自己也感到有些不舒

服
。

〔〕因此
,

俄罗斯仍然寄希望于与欧洲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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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也就是不必依仗美国保护 自己
。

于

是比美国更文明而且不倾向于随意在大陆动

用武力的欧洲将会对美国产生厌恶感
。

由此

可 以断定
,

俄罗斯将会把 自己的外交战略重

点更加倾向于欧洲
。

这恰恰既符合团结国际

格局中的二流力量对抗美国建立单极世界企

图的战略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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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目前俄美关系进人 了

一个新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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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事等领域的优势
,

至少可以使它在 ∃& 年 内保

持世界绝对领袖的地位
。

口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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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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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遏制它
,

结

果将是俄罗斯丧失土地
、

朋友
、

资源
,

并被

围困起来
,

直至被困死
。

至此
,

俄罗斯对美国的信任资源已经接

近枯竭
。

它认为美国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独

霸世界
。

今天美国可以教训伊拉克或南斯拉

夫
,

明天可能就该轮到莫斯科了
,

理由也许

就是
“

俄罗斯不够听话
”

等等
。

在这种外部

压力之下
,

俄罗斯国内的民族主义和大国主

义情绪不断膨胀
,

极端势力夺取政权或国家

陷人混乱局面的可能性不容忽视
。

美国为了

自身利益和欧洲盟国的安全
,

对类似危险非

常敏感
,

于是 自觉不 自觉地又强化了对俄罗

斯的遏制政策
。

结果
,

俄美关系将会进人一

个怪圈
#

一方加强遏制对方的依据都是因为

担心对方的威胁
。

由于俄罗斯在经济上
,

特别是资金方面

严重依赖美国和西方
,

所 以
,

即使对美国有

诸多的不满
,

但是为了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稳

定
,

还必须通过牺牲一些局部利益来发展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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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一个俄罗

斯已经研究透 了并且可以预测的国家
,

它在

国际事务 中有很强 的
“

责任 感
”

和
“

正义

感
” 。

〔 ∃〕

再次
,

是对华政策问题
。

俄罗斯的专家

学者大多认为
,

俄罗斯不应该片面地在
“

欧

洲还是亚洲
”

的问题上作出选择
,

更不能仅

仅从抵御美国压力的意图出发理解俄罗斯的

东方政策
,

俄罗斯应该选择多边伙伴战略
。

只

有这样才能保证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独立性
、



、 #

稳定性和建设性
。

在这个多边伙伴关系模式

中
,

中国和印度占有特殊地位
。

俄罗斯人对中国最基本的认识是
,

中国

比俄罗斯更有可能成为世界大国
,

其国内生

产总值已经是俄罗斯的两倍
%
中国人具有同

俄罗斯人一样坚定而强烈的大国意识
%
中国

是俄罗斯注定的邻居和伙伴
。

俄罗斯认识到
,

中国决不会同意某个国

家的霸权
,

并将在国际舞台上坚定地坚持 自

己的立场
,

并争取提高 自己的国际地位 % 中

国独立 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 ∃ 世纪的前

. & 年中不会改变
。

这对俄罗斯而言是一个难

得的历史机遇
,

也是强化中俄双方全面互利

信任合作关系的大好时机
。

对俄罗斯来说
,

与

中国的牢固的伙伴关系极其重要
,

因为
,

第

一
,

这种伙伴关系从心理上可以弥补俄罗斯

在国际政治格局 中所处的劣势和在亚洲的脆

弱地位
。

两国都致力于多极世界结构
,

不接

受霸权主义的强权政治
,

都主张维护联合国
、

安理会的权限
,

捍卫国际法的尊严
。

此外
,

借

助与 自己共同边界漫长的中国
,

俄罗斯不仅

可以稳定住甚至可以加强 自己在亚洲的
“

软

肋
” 。

目前
,

亚太地区 已经成为唯一一个让俄

罗斯有可能提高 自己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地

位的场所
。

第二
,

中国还是俄罗斯高技术产

品
,

包括军事技术产品的理想市场
,

而这些

产品在西方国家是很受排挤的
。

中国现在从

俄罗斯购买的武器比俄罗斯军人购买的还要

多
。

最令世界关注的是
,

俄罗斯最近向中国

出 售  & 架 总 值 约 为 ∃& 亿 美 元 的 苏 一

,& 7 8 8 飞机
,

并提出一系列军事技术合作

的建议
。

在未来世纪中
,

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利于

中俄战略协作关系发展的因素
#

第一
,

俄罗

斯对中国迅速强大带来的后果的顾虑
。

人 口

最多的中国同幅员最辽阔的俄罗斯存在着重

大的差异
。

中国的经济
、

军事实力及国际威

望都处于上升阶段
,

而俄罗斯却面临着其历

史上最为严峻 的时期
。

巨 ,」如果 中国国力继

续增强
,

而俄罗斯不断削弱的话
,

中国在 国

际舞台上采取的任何举动
,

都会令俄罗斯心

生疑惑
。

俄罗斯最怕 中国的两个方面
,

一是

强大以后会将自己多余的人 口疏散到远东和

西伯利亚地区
,

因为在俄罗斯还残留着傲慢

而谨慎地对待 中国的态度
,

这是沙皇和赫鲁

晓夫时代留下的
“

遗产
” % 二是中国将控制中

亚地区并明确将其划为 自己的势力范围
。

第二
,

两国对多极化含义的不 同理解
。

按

中俄对多极化的理解即意味着反对美 国主宰

世界
,

目前有能力遏制美国主宰世界企图的

大国只有 中国
。

既然俄罗斯接受不了从超级

大国退化到美国的小伙伴的现实
,

那么万一

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主宰
,

俄罗斯是否能

忍受昔 日社会主义
“

小兄弟
”

对 自己指手划

脚呢 1 )  〕

第三
,

虽然中俄两国表面上对很多问题

+如台湾
、

车臣
、

北约
、

美 国及经贸互补性

等 − 的官方立场基本一致
,

但同时对这些问

题的深层 内涵及在本 国利益 中主次顺序的理

解
,

则有重大区别
,

这将是两国之间产生姐

龋的诱发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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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分量就大大地打了折扣
。

中俄的战略协作

关系还仅仅处于初级 阶段
,

它在国际关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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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此俄罗斯的感觉是酸溜溜的
#

它实际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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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9〕

因此
,

中国不应该为
“

对外政策的优先

方面
” 、 “

中俄经济合作潜力巨大
” 、 “

中俄之

间没有政治矛盾
”

等礼貌用语所陶醉
,

必须

清醒认识到
,

中俄的睦邻友好关系非常重要
,

但不能对两国长久
、

有效的战略合作抱过高

.



期望
。

因为说到底
,

在 ∃ 世纪前 ∃& 年
,

只

有美国才有实力确定国际关系的总体框架和

气候
,

只有西方 的先进技术和投资能够帮助

俄罗斯完成社会经济转轨
、

实现国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
,

所以
,

俄罗斯最终是恨美国却又

离不开美国⋯⋯

总之
, “

东张西望”
将是 ∃ 世纪俄罗斯

外交走 向最形象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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