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科索沃战争到乌克兰危机:
北约东扩与俄罗斯的 “战略觉醒”∗

吴文成
∗

【内容提要】 　 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危机最终发展成一场大规模战争ꎬ 正式宣告后

冷战时代结束ꎬ 如何理解这场危机的缘起变得异常重要ꎮ 历史地看ꎬ 北约不断东

扩以及俄罗斯对其态度的趋势性变化是重要解释因素ꎬ 其中俄罗斯的 “战略觉

醒” 发挥了关键性作用ꎮ 作为一项重要战略行为ꎬ 北约东扩有意识地采取了

“双轨战略”ꎬ 在渐进式接纳新成员国的同时ꎬ 还构建各种伙伴关系制度ꎬ 对俄

罗斯进行 “战略安抚”ꎬ 导致俄罗斯在自身安全不断受到损害的情况下ꎬ 俄罗斯

一再默认北约东扩的既成事实ꎮ 只有当北约试图吸纳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这些原苏

联加盟共和国后ꎬ 在战略上才开始醒悟ꎬ 动用尚有局部优势的军事手段加以反

击ꎮ 在北约持续东扩的压力以及俄罗斯觉醒后对动用武力的积极评估的共同作用

下ꎬ 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态度发生逆转ꎬ 预示着军事冲突将时有发生ꎮ ２００８ 年

的俄格战争是俄罗斯冻结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强硬举措ꎬ 而 ２０１４ 年的乌克兰危

机以及 ２０２２ 年的新一轮危机则是俄罗斯与北约关系演进过程中的重大转折点ꎮ
只有北约及其主导国美国与俄罗斯在欧亚大陆重建一种新的安全结构ꎬ 欧亚大陆

的持久和平才能够得到保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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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苏联解体以来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而言ꎬ ２０２２ 年初爆发的新一轮乌克

兰危机具有标志性意义ꎮ 俄罗斯闪击乌克兰以及随后北约与俄罗斯的激烈对抗ꎬ
正式宣告了后冷战时代大国合作局面的终结ꎬ 地缘政治对抗再度回归国际政治的

中心舞台ꎮ 在 ２１ 世纪主权规范根深蒂固的背景下ꎬ 俄罗斯仍冒着巨大的政治、
经济和道义风险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让人震撼ꎬ 故而从历史视角回顾北约渐次东

扩、 不断蚕食俄罗斯战略空间ꎬ 以及俄罗斯从幻想加入北约到逐渐加以反击的过

程ꎬ 对于我们理解事件起因就显得较有价值了ꎮ
对于此次新乌克兰危机起因ꎬ 大致有以下几种看法: 第一ꎬ 从单元属性出

发ꎬ 认为俄罗斯领导人对复兴俄罗斯帝国旧日辉煌的渴望、 再次当选的政治考

量、 恢复传统势力范围、 追求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等政治因素ꎬ 促使俄罗

斯主动挑起冲突①ꎻ 第二ꎬ 从国际秩序角度出发ꎬ 认为普京和俄罗斯对自由民主政

治秩序感到恐惧和不满ꎬ 担心民主威胁到整个 “后苏联空间”ꎬ 因此其行为没有具

体的和战略性的目标ꎬ 而是旨在破坏乃至颠覆既有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②ꎻ 第三ꎬ
从信号角度出发ꎬ 认为美军仓皇撤离阿富汗、 战略重心东移、 美欧之间的分歧、
北约对乌克兰的模糊表态等因素ꎬ 向俄罗斯传递了美国及其北约盟友战略保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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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受损、 自身处于虚弱状态的信号ꎬ 普京和俄罗斯看准时机ꎬ 挑起了危机①ꎻ
第四ꎬ 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ꎬ 认为俄罗斯的行为是对北约东扩的被动反应ꎬ 本质上不

是一种主动攻击姿态ꎬ 而是对北约挤压安全空间感到焦虑和恐惧的防御性行为②ꎮ
从单元属性、 信号传递和世界秩序层面对危机的分析ꎬ 都把俄罗斯认定为侵

犯乌克兰国家主权的邪恶 “侵略者”ꎬ 北约则是维护乌克兰主权的 “正义之师”ꎮ
但这些分析都没有正视俄罗斯在北约东扩浪潮中感受到的安全威胁和恐惧ꎬ 忽视

了北约自冷战结束之后的五轮扩大对另一个主权国家造成的严重安全威胁③ꎮ 而

且ꎬ 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 “安全困境” 也不能简单归因于俄罗斯政权属性、 领

导人特质等单元属性ꎬ 两者间更多是杰维斯所说的 “螺旋式” 冲突ꎬ 即在北约

东扩过程中双方都把对方军事力量的拓展视为对自己安全的重大威胁ꎮ 地缘政治

学者敏锐地意识到俄罗斯当前的行为需要从北约与俄罗斯的长期互动视角来考

察ꎮ 从较长时段来看ꎬ 俄罗斯动用武力可能是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被动反应ꎬ 其

战略目标是有限的ꎮ 不过ꎬ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分析乌克兰新危机的起因固然较为

合理ꎬ 但是其对于俄罗斯对北约东扩态度的描述较为单一ꎬ 忽略了俄罗斯对北约

东扩存在一个渐次觉醒的过程ꎬ 特别是不能解释为何日渐虚弱和恐惧的俄罗斯决

定要摆出以攻为守、 以战求和的主动姿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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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７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ｏｒｇ / ｂｌｏｇ / ｂｕｚｚ / ｈｏｗ － ｎａｔｏ － ｃａｎ － ｈｅｌｐ － ｕｋｒａｉｎｅ －
ｄｅｔｅｒ －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 １９５８４８ꎻ Ｆｉｏｎａ Ｈｉｌｌꎬ “Ｔｈｅ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ｓ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Ｖｉｃｔｏｒｙ: Ｈｏｗ Ｐｕｔｉｎ Ｅｘｐｌｏｉｔ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ｅｌ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１

Ｄｍｉｔｒｉ Ｔｒｅｎｉｎꎬ “Ｗｈａｔ Ｐｕｔｉｎ Ｒｅａｌｌｙ Ｗａｎｔｓ ｉ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Ｒｕｓｓｉａ Ｓｅｅｋｓ ｔｏ Ｓｔｏｐ ＮＡＴＯ’ｓ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ꎬ Ｎｏｔ ｔｏ
Ａｎｎｅｘ Ｍｏｒ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８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ｒｕｓｓｉａ － ｆｓｕ /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２８ / ｗｈａｔ － ｐｕｔｉｎ － ｒｅａｌｌｙ － ｗａｎｔｓ － ｕｋｒａｉｎｅꎻ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 Ｏ’Ｈａｎｌｏｎꎬ “Ｒｕｓｓｉａ －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Ｎｅｅｄｓ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Ｉｄｅａ ｔｈａｎ ＮＡＴＯ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ｔｏ Ｋｅｅｐ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４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ｅｄｕ /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 ｒｕｓｓｉａ － ｕｋｒａｉｎｅ －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ｎｅｅｄｓ － ａ － ｂｅｔｔｅｒ － ｉｄｅａ － ｔｈａｎ － ｎａｔｏ －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 ｔｏ － ｋｅｅｐ － ｔｈｅ －
ｐｅａｃｅ / ꎻ Ｔｅｄ Ｇａｌｅｎ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ꎬ “Ａ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ｏｆ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Ｈｙｐｅ ｏｒ Ｈｏｒｒｏｒ?”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２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ａｔｏ ｏｒｇ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 ｕｋｒａｉｎｅ － ｈｙｐｅ － ｏｒ － ｈｏｒｒｏｒꎻ Ｄｏｕｇ Ｂａｎｄｏｗꎬ “Ｔｈｅ ＵＳꎬ Ｎｏｔ
Ｕｋｒａｉｎｅꎬ Ｄｅｃｉｄｅｓ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ｅｆｅｎｄｓ Ｕｋｒａｉｎｅ”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５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ａｔｏ ｏｒｇ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
ｕｓ － ｎｏｔ － ｕｋｒａｉｎｅ － ｄｅｃｉｄｅｓ － ｗｈｅｔｈｅｒ －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ｄｅｆｅｎｄｓ － ｕｋｒａｉｎｅꎻ Ｔｅｄ Ｇａｌｅｎ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ꎬ “Ｕ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Ｐｕｒｓｕｅ ａ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ｌｙ Ｓｉｍｐｌｉｓｔｉｃ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Ｕｋｒａｉｎｅ ”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７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ａｔｏ ｏｒｇ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 ｕｓ － ｌｅａｄｅｒｓ － ｐｕｒｓｕｅ －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ｌｙ － ｓｉｍｐｌｉｓｔｉｃ －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 ｐｏｌｉｃｙ －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 ｕｋｒａｉｎｅ

例如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一周后ꎬ 俄罗斯国内民众支持动武的人数达到了 ５８％ ꎬ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ｌｅｘｅｅｖ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ｙｌｅꎬ “Ｗｉｌｌ Ｒｕｓｓｉａｎ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ｕｔｉｎ’ｓ Ｗａｒ ｉ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Ｍａｒｃｈ １５ꎬ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ａｓ
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１５ /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 － ｐｕｔｉｎ － ｓｕｐｐｏ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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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借助过程追踪和案例研究法ꎬ 考察北约东扩与俄罗斯战略态度变化之

间的关联ꎬ 先从历史视角分析北约在东扩过程中是如何一边东进、 一边安抚俄

罗斯的ꎬ 随后选取北约东扩中俄罗斯态度变化的两个典型案例进行对比ꎬ 再从

安全互动视角审视俄罗斯在不同时期对北约东扩的差异性反应ꎬ 进而揭示俄罗

斯在北约东扩重压下逐渐醒悟并在战略上主动回击的历程ꎮ 由此推断ꎬ ２０２２
年俄罗斯闪击乌克兰只是这种历史趋势的最新延续ꎬ 实际上ꎬ 北约东扩与俄罗

斯的 “战略觉醒”① 是导致本轮乌克兰危机爆发的长期性因素ꎮ 至于动武本身是

否能最终构建一种良性的、 容纳俄罗斯与北约的新安全架构ꎬ 则是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了ꎮ

一　 “双轨战略” 与 “战略觉醒”: 俄罗斯与北约战略互动框架

冷战结束后ꎬ 欧亚大陆最具地缘影响的事件当属北约持续性东扩ꎮ 北约自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首批吸纳波兰、 捷克、 匈牙利之后ꎬ 不断将原华约体系国家纳入己方

阵营、 逐渐压缩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ꎬ 将对峙线东扩到 “后苏联空间”ꎮ 自冷

战结束之后经历了五轮东扩、 成员国增加一倍之后ꎬ 北约至今仍没有停止扩张的

脚步ꎮ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美国智库 ＣＳＩＳ 的报告预期未来格鲁吉亚、 乌克兰、 波黑、 芬

兰和瑞典将是北约接下来的加盟对象国②ꎮ ２０２１ 年北约布鲁塞尔峰会公报表示ꎬ
“北约对欧洲所有认同联盟价值观的民主国家敞开大门ꎬ 只有北约有权作出是否

扩大的决定ꎬ 任何第三方无权置喙北约的扩大进程”③ꎮ 有学者认为ꎬ 北约东扩

不但不会有地理界线ꎬ 甚至已经成为一种 “象征性行为”ꎬ 而不再是出于防务需

求④ꎮ 北约不限定地理边界的东扩不是没有代价的ꎬ 其最大代价便是周期性恶化

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ꎬ 并最终使双方走向如今的敌对状态ꎮ
不管是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将克里米亚纳入版图ꎬ 还是 ２０２２ 年闪击乌克兰ꎬ 诸多

４

①

②

③

④

本文借用 “战略觉醒” 一词并不表示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 军事行动的认可和赞赏ꎬ 而
是试图从历史视角客观分析俄罗斯战略心态的变化趋势ꎬ 为当下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提供一种 “长时
段” 的分析视野ꎮ

Ｍａｒｋ Ｆ Ｃａｎｃｉａｎ ａｎｄ Ａｄａｍ Ｓａｘｔｏｎꎬ “Ｆｕｔｕｒｅ ＮＡＴＯ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ｃ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Ｂｕｄｇｅｔ Ｃｏｓｔｓ”ꎬ
ＣＳＩＳ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ｃｓｉｓ － ｗｅｂｓｉｔｅ － ｐｒｏｄ ｓ３ ａｍａｚｏｎａｗｓ ｃｏｍ / ｓ３ｆｓ － ｐｕｂｌｉｃ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２１０９０８ ＿
Ｃａｎｃｉａｎ＿ＮＡＴＯ＿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０ ｐｄｆ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Ｓｕｍｍｉ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é”ꎬ Ｊｕｎｅ １４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ａｔｏ ｉｎｔ / ｃｐｓ / ｅｎ / ｎａｔｏｈｑ / ｎｅｗｓ＿ １８５００
０ ｈｔｍ

Ｔ Ｃ Ｇｅｒｍａｎꎬ “ＮＡＴ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 Ｄｅｂａｔｅ: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Ｅｕｒｏ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ｒ Ｉｎｃｉｔｉｎｇ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２０１７ꎬ Ｖｏｌ ９３ꎬ Ｎｏ ２ꎬ ｐｐ ２９１ － ３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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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家和分析人士的第一反应都是 “惊讶”①ꎬ 这种心态真实反映了人们长期以

来忽视了俄罗斯应对北约渐进式东扩战略的巨大态度变化ꎬ 也漠视了北约一度行

之有效的对俄战略安抚已然失效的客观事实ꎮ 北约在挥舞东扩的 “大棒” 时ꎬ
从不间断地向俄罗斯递出构建各种伙伴关系的 “胡萝卜”ꎮ 俄罗斯虽然不断表示

反对ꎬ 但仅仅停留于言语层面ꎬ 未能采取有效的反制措施ꎮ 在原华约国家波、
捷、 匈于 １９９９ 年加入北约后ꎬ 俄罗斯默认了ꎮ 当 ２００４ 年包括原苏联波罗的海三

个加盟共和国在内的七国加入北约后ꎬ 俄罗斯也接受了既成事实ꎮ 直到 ２００８ 年

北约意欲接纳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后ꎬ 俄罗斯才幡然醒悟ꎬ 意识到北约不可能真正

视俄罗斯为一个平等的安全伙伴ꎬ 俄罗斯也不会被视为 “西方” 的一部分ꎬ 如

果不采取武力反击ꎬ 北约也不会尊重俄罗斯一再画下的安全 “红线”ꎮ 从 ２００８ 年

通过俄格战争临时冻结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可能性ꎬ 到 ２０１４ 年合并克里米亚以

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ꎬ 再到 ２０２１ 年要求北约提供不继续东扩的书面安全保障ꎬ
俄罗斯的 “战略觉醒” 姗姗来迟ꎬ 应对北约东扩也从被动接受转为主动出击ꎬ
从口头抗议转为借助 “混合战争” 等多种非和平手段ꎬ 从而维护俄罗斯的国家

安全ꎮ 如果说北约在东扩时没有考虑到俄罗斯的反应是不公允的ꎬ 为了换取俄罗

斯对北约东扩的默认ꎬ 北约设计了一套复杂的 “战略安抚” 手段ꎬ 通过渐进式

东扩ꎬ 一再延缓了俄罗斯在战略上的觉醒ꎮ

(一) 北约渐进东扩的 “双轨战略”
北约自启动东扩以来ꎬ 与俄罗斯的关系曾多次起伏ꎬ 俄罗斯的战略觉醒相对

滞后ꎬ 出现这种状况一来是由于苏联解体后国力急剧下降、 精力集中于解决国内

问题ꎬ 二来是北约在扩大时对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 “战略安抚”② 措施ꎬ 以降低

俄罗斯的威胁感知和焦虑情绪ꎮ 实际上ꎬ 美国和北约领导人也充分意识到北约东

扩可能对美俄关系、 北约与俄罗斯关系造成损害ꎬ 为此而精心设计出一套针对俄

罗斯的 “战略安抚” 计划ꎬ 以 “管理” 俄罗斯的反应③ꎮ 甚至有学者指出ꎬ 在北

５

①

②

③

例如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ｕｈｅｌꎬ “ＮＡＴＯ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 Ｄｉｅ － Ｈａｒｄ Ｍｙｔｈ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ꎬ ＮＤ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ꎬ Ｍａｙ １５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１

战略安抚ꎬ 英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ꎬ 国内学界又译为 “战略再保障” “战略再保证” “战略保证”
“战略互信的重建” “战略保障” 等ꎬ 个人觉得翻译成 “战略安抚” 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ꎮ

例如ꎬ 有学者指出ꎬ 北约东扩的核心前提便是与俄罗斯的关系是 “可管理的”ꎬ 参见 Ｊａｍｅｓ
Ｇｏｌｄｇｅｉｅｒ ａｎｄ Ｊｏｓｈｕａ Ｒ Ｉｔｚｋｏｗｉｔｚ Ｓｈｉｆｒｉｎｓｏｎꎬ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ＮＡＴＯ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Ｄｅｂａｔｅｓꎬ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ａｎｄ Ｒｏａｄｓ Ｎｏｔ Ｔａｋｅｎ”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２０２０ꎬ Ｖｏｌ ５７ꎬ Ｎｏ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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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考虑扩大时ꎬ “西方的首要关切是在东扩与照顾俄罗斯的利益方面达成妥

协”①ꎮ 这种战略又称 “双轨战略” (Ｔｗｉｎ － ｔｒａｃｋ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旨在通过 “在北约与

俄罗斯之间加强正式的纽带与增进协商以强化相互信任与合作ꎬ 从而向俄罗斯提

供安全保证”ꎬ 进而 “为巩固中东欧国家以及俄罗斯自身改革、 将这些国家的防

御力量整合进北约系统赢得时间”②ꎮ 也有学者将其称为 “保证与安抚”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战略ꎬ 即北约通过向广大中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提供

安全保证的同时ꎬ 通过高层次密集磋商和在政治、 经济与军事领域构建起有效的

伙伴关系ꎬ 以安抚俄罗斯③ꎮ 例如ꎬ 北约 １９９５ 年发布的评估报告表示ꎬ 北约东扩

应该是 “渐进的整合与合作过程”ꎬ 以 “确保欧洲不再陷入两大阵营的对峙当

中”④ꎮ １９９６ 年美国兰德公司关于北约东扩的政策建议也自信地认为ꎬ “西方可以

预期在扩大北约的同时ꎬ 维持与俄罗斯的稳定关系”ꎬ 为此北约就必须 “立足长

远”、 推行 “平衡” 的政策⑤ꎮ 在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 美欧大举制裁之

后ꎬ 仍然有美国智库建议西方 “既要遏制俄罗斯潜在的侵略行为ꎬ 又要对一个潜

在的惊恐的俄罗斯进行安抚”⑥ꎮ
概言之ꎬ 北约东扩时启动的对俄 “战略安抚” 主要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北

约吸纳新成员国采取渐进方式ꎬ 设置如 “和平伙伴关系计划”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ꎬ ＰｆＰ)、 “成员资格行动计划”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ꎬ ＭＡＰ)、 “增强伙

伴国地位” (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ꎬ ＥＯＰ) 等阶梯式入盟制度ꎮ 其中

“和平伙伴关系计划” 于 １９９４ 年启动ꎬ 旨在加强北约与非北约成员国之间双边安

全合作ꎬ 虽然并不是所有参与这一计划的国家都申请加入北约ꎬ 但是仍然 “被很

多学者视为获得北约成员国资格的第一步”⑦ꎮ 实施这一计划是 “美国意识到ꎬ 过

早接纳中东欧国家将会助长大俄罗斯主义和刺激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ꎬ 俄美矛盾

激化将会阻碍美使俄 ‘弱而不振’ 的战略目标的实现ꎮ 为了两面修好、 一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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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ｉｄ ꎬ ｐ ３０６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ＮＡＴＯ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３ꎬ １９９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ａｔｏ ｉｎｔ / ｃｐｓ / ｅｎ / ｎａｔｏｈｑ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ｔｅｘｔｓ＿２４７３３ ｈｔｍ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Ｋｕｇｌｅｒꎬ Ｅｎｌａｒｇｉｎｇ ＮＡＴＯꎬ ＲＡＮＤꎬ １９９６ꎬ ｐ ｘｉｖ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ＮＡＴＯ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ꎬ ｐ 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ｆｒ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 /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 ｂｅｔｗｅｅｎ － ｒｕｓｓｉａ － ａｎｄ － ｎａｔｏ
Ｅｌｓａ Ｌａｎｇꎬ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ａｌｋａ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ＮＡＴＯ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ꎬ Ｍ Ａ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ｂｕｒｇ: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ｄｉｓ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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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ꎬ 美国绞尽脑汁推出了 ‘计划’ 这一过渡性的折中方案”①ꎮ 而 “成员资格行

动计划” 是最为重要的制度设计ꎬ “通过这种方法ꎬ 北约可以拖慢 (入盟) 节奏

在不激怒俄罗斯的情况下掌控扩大的速度”②ꎮ 例如ꎬ 就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北约

尚未完成第一轮吸纳波、 捷、 匈加入之时ꎬ 美国其实就已经着手考虑第二轮东

扩ꎬ 准备吸纳罗马尼亚、 斯洛文尼亚等国加入ꎬ 但是直到 ２００４ 年波罗的海诸国

才正式加入北约ꎮ 有学者指出ꎬ “虽然北约不应该让俄罗斯对东扩拥有否决权ꎬ
但是联盟确实应该考虑俄罗斯的关切ꎬ 接纳波罗的海国家或者说过快接纳这些国

家加入北约ꎬ 将引起北约与俄罗斯的危机ꎮ”③

二是为俄罗斯量身定制了一系列伙伴计划ꎬ 如将俄罗斯拉入 Ｇ７ 俱乐部、 成立

北约—俄罗斯理事会等ꎮ 这也是北约安抚俄罗斯的核心内容ꎬ 这些伙伴计划试图让

俄罗斯参与北约东扩事务的讨论ꎬ 扩大其发言权和参与权ꎬ 提升人员交往水平ꎬ 抬

升其国际地位ꎬ 在 “低政治” 领域或双方有共同利益领域 (如反恐、 裁军和军事

改革等) 开展有限的功能性合作ꎬ 一度使俄罗斯幻想自己能够有效影响北约的决

策ꎬ 降低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反应程度和威胁感知度ꎮ

(二) 俄罗斯的 “战略觉醒”: 内涵与表现

“战略觉醒” 最早是冯仲平研究员在讨论欧洲的战略自主时提出的概念ꎬ 意

指欧洲人意识到自己在世纪变局下 “要赶快行动ꎬ 直面挑战ꎬ 掌握自身命运”④ꎮ
本文借用这一概念来表示俄罗斯在面对北约东扩时态度的战略性变化ꎬ 主要有三

层含义: 第一ꎬ 俄罗斯逐渐意识到美欧等西方诸国不可能信任和尊重俄罗斯ꎬ 因

此不再幻想通过与北约、 欧盟等建立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来融入欧洲和西方ꎻ 第

二ꎬ 面对北约不断东扩ꎬ 俄罗斯认识到先前仅仅通过口头反对、 政治抗议和外交

抵制等手段ꎬ 无力改变北约东扩的决心和脚步ꎬ 而借助 “混合战争” 等非和平

手段ꎬ 才能有效遏制北约进一步拓展到俄罗斯国境线ꎮ 第三ꎬ 俄罗斯在与北约的

互动中ꎬ 开始摆脱过去北约设置议程而俄罗斯被动应对的姿态ꎬ 转而主动出击、
以攻为守ꎬ 从单纯地内线防守转为外线进攻ꎮ

面对北约的持续东扩ꎬ 俄罗斯的 “战略觉醒” 体现在很多方面: 首先ꎬ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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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高华: «俄加入北约 “和平伙伴关系计划” 评析»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１９９５ 年第 ２ 期ꎮ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Ｌａｂａｒｒｅꎬ “ＮＡＴＯ － Ｒｕｓｓｉ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Ｏ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ｌｔｉｃ Ｓｅａ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Ｂａｌｔｉｃ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２００１ꎬ Ｎｏ ６ꎬ ｐ ４９
Ｆ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Ｌａｒｒａｂｅｅꎬ ＮＡＴＯ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Ｒｏｕｎｄꎬ １９９９ꎬ ｐ ７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ａｎｄ ｏｒｇ /

ｐｕｂｓ / ｒｅｐｒｉｎｔｓ / ＲＰ７８６ ｈｔｍｌ
冯仲平: «欧洲: 深陷战略焦虑ꎬ 开始战略觉醒»ꎬ 载 «世界知识» ２０１９ 年第 ２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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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认知来看ꎬ 北约已成为俄罗斯的头号安全威胁ꎮ 当前北约对俄罗斯的安抚措

施已经完全失效ꎬ 其中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俄罗斯拒绝了特朗普政府邀请其再度

加入七国集团的邀请ꎬ 不再幻想与北约成为平等的安全伙伴ꎮ ２０２１ 年新版 «俄
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 将北约视为俄罗斯的头号威胁ꎬ 认为 “在多极世界与

单极世界激烈博弈的背景下ꎬ 俄面临的首要威胁是北约对俄及其盟友和伙伴施加

的军事压力”ꎮ 而且俄罗斯对国际关系本质作出了非常悲观的判断ꎬ 认为 “武力

仍是解决国家间冲突的主要手段”①ꎮ 其次ꎬ 从国际关系本质属性来看ꎬ 俄罗斯的

不安全感极度增强ꎬ 对国际合作产生了深深怀疑ꎮ 莫斯科眼中的世界是一种 “新
霍布斯式的想象”ꎬ 不但 “认为这个世界是互不相容且常常充满敌意的”ꎬ 而且

高度迷信军事力量的作用ꎬ 有着对 “硬实力的永恒信念”②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 北约

伸出的各种伙伴关系计划 “橄榄枝” 已难以打动俄罗斯ꎮ 再次ꎬ 从身份认同上

看ꎬ 俄罗斯经历了融入西方、 回归欧洲文明的反复摇摆后ꎬ 开始转向东方ꎬ 国家

大战略开始从 “大欧洲” 转向 “大欧亚”③ꎮ 例如ꎬ 俄罗斯学者在 ２０１７ 年就惊呼

“彼得大帝开启的 ‘欧洲之窗’ (与欧洲的关系) 正在紧紧地关闭”④ꎮ 俄罗斯学

者将俄罗斯向东看也视为一种 “新的地缘政治经济认同”ꎬ 旨在 “解除对西方在

政治和精神上的依赖”⑤ꎮ 概言之ꎬ 在国家层面ꎬ 俄罗斯国内具有 “强烈民族主

义倾向的反西方主义”ꎻ 在地区层面ꎬ 俄罗斯追求控制 “后苏联空间”ꎻ 在世界

层面ꎬ 俄罗斯追求与美国平等并立的大国地位ꎮ 因而可以说ꎬ 俄罗斯 “在国家、
地区和世界三个层面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和追求”⑥ꎬ 即俄罗斯的国家身份都已经

与北约与美欧主导下的 “自由秩序” 格格不入ꎮ 毫无疑问ꎬ 一个不再拼命认同

西方、 将北约视为首要安全威胁且相信武力是处理国际关系最核心手段的俄罗

斯ꎬ 在自身高度不安全感的驱动下ꎬ 面对北约步步紧逼ꎬ 诉诸某种武力方式维护

自身安全将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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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期ꎮ
参见张昊琦: «宿命与超越———地缘政治之于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意义»ꎬ 载 «俄罗斯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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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步步为营的北约东扩与俄罗斯缓慢的 “战略觉醒”

冷战结束后北约东扩的快速启动并不是基于意外或偶然ꎬ 而是北约主导国美

国深思熟虑的大战略考量①ꎬ 旨在维护美国对欧洲的控制、 压制俄罗斯和支撑美

国的单极霸权ꎬ 仍然延续了北约创立时 “赶走苏联人、 请来美国人、 压制德国

人” 的初衷②ꎮ 北约东扩的争论最早应该归到东西德统一之时ꎬ 这也是争论较为

激烈的 １９９０ 年美德在与苏联领导人举行的 “２ ＋ ４” 系列会谈中是否作出过北约

不向东扩大的承诺ꎬ 即如何理解时任美国国务卿贝克对戈尔巴乔夫所说的ꎬ “我
理解需要向东方国家提供安全保证的需要ꎬ 如果我们在德国保持存在、 使 (德
国) 成为北约的一部分ꎬ 北约对于自身军事力量的管辖将不会向东越过一寸”③ꎮ
这一承诺也是普京多次指责北约背信弃义的缘起ꎮ 虽然当时美德领导人只是作出

了不明确的口头保证ꎬ 但是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ꎬ 基于当时的历史情境和谈话的

语境ꎬ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北约向苏联领导人作出了非正式的口头保证④ꎮ 在冷战

行将结束乃至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时间内ꎬ 北约对俄罗斯作出类似的安全保障毫不

奇怪ꎬ 因为在戈尔巴乔夫 “新思维” 和叶利钦 “回归欧洲” “回归文明” 思想⑤

的指导下ꎬ 向欧洲和北约靠拢是新生俄罗斯的基本态度ꎻ 当时的俄罗斯外交政策

奉行的是 “自由国际主义”ꎬ 趁机推动俄罗斯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改革符合北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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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远利益ꎮ 根据贝克的回忆ꎬ 在 １９９０ 年前后ꎬ 戈尔巴乔夫曾经三次提到俄罗

斯加入北约的可能性①ꎮ １９９１ 年叶利钦给时任北约秘书长写信也表示俄罗斯考虑

将加入北约作为长期的政治目标②ꎮ
但是随着俄罗斯国内从民主化和市场改革转向民族主义ꎬ 俄罗斯国内反对北

约东扩的声音渐起ꎬ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ꎬ 叶利钦警告北约东扩将带来 “冷和平”③ꎮ 不

过克林顿政府认为ꎬ 叶利钦由于国内政治而不是国际安全原因才反对北约东扩ꎬ
因此北约需要 “调整扩大的节奏以满足叶利钦的国内政治需求” 以及 “在其他

领域与俄罗斯强化合作”④ꎮ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２２ 日ꎬ 北约与俄罗斯签署了 “和平伙伴

关系计划”ꎬ 而且克林顿总统向叶利钦保证在俄罗斯 １９９５ 年杜马选举和 １９９６ 年

总统选举之前不推动北约扩大ꎮ “在北约看来ꎬ ‘和平伙伴关系计划’ 是一项被

用来消除俄罗斯对联盟负面认知以及促使其接受北约东扩的政策工具”⑤ꎮ 虽然该

计划表面上提升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ꎬ 但是俄罗斯并没有积极参与太多活动ꎬ 北

约也没有给予其决策权ꎮ 待到 １９９６ 年俄罗斯总统选举一过ꎬ 美国和北约便开始

紧锣密鼓地正式启动了北约东扩进程ꎮ

(一) 一边东扩一边安抚ꎬ 一退再退的俄罗斯

可以说ꎬ 北约对俄罗斯制度化的战略安抚正式始于 “北约—俄罗斯基本文

件” 的签署 (ＮＡＴＯ － Ｒｕｓｓｉａ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Ａｃｔ) 和 “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理事会”
(ＮＡＴＯ － Ｒｕｓｓｉａ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ｕｎｃｉｌ) 的成立ꎮ 北约同俄罗斯签署基本文件的

目的是 “通过提升俄罗斯在欧洲安全中的重要性、 给予俄罗斯在与北约关系中发

声的机会和特定的协商地位、 但又不让其对北约东扩拥有否决权的方式ꎬ 鼓励俄

罗斯接受北约东扩”⑥ꎮ 北约宣布 “没有动机、 没有计划、 没有理由” 在北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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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索沃战争到乌克兰危机: 北约东扩与俄罗斯的 “战略觉醒” 　

成员国部署核武器ꎬ 并且在中东欧新入盟国家也不 “永久” 部署军队①ꎮ 不过有

学者指出ꎬ “北约—俄罗斯基本文件” 不具有正式法律效力ꎬ 只是 “政治承诺”ꎬ
不具约束性②ꎮ “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理事会” 也仅仅是一个 “论坛”ꎬ 缺乏正

式的制度化安排ꎮ 虽然俄罗斯国内对北约东扩存在普遍的反对声ꎬ 但是在一系列

战略安抚计划的作用下ꎬ 这一时期俄罗斯仅表达了对北约东扩的 “不悦” 和口

头上的反对ꎮ １９９８ 年俄罗斯外长普里马科夫对到访莫斯科的波兰外长说ꎬ “你们

应该知道俄罗斯对北约东扩很不高兴ꎬ 但是我们也意识到它将会发生ꎬ 所以不要

问我们是否对北约东扩感到满意这样的话ꎮ”③ １９９９ 年北约第一次东扩时恰逢科

索沃危机ꎬ 在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ꎬ 北约对俄罗斯盟友南联盟的战略轰

炸让俄罗斯非常不满ꎬ 俄罗斯有所警醒ꎬ 意识到它根本没有机会参与北约的决

策④ꎮ 科索沃危机也加剧了俄罗斯的安全威胁感知ꎬ 使其意识到 “北约—俄罗斯

常设联合理事会” 仅仅是个北约决策后知会俄罗斯的论坛ꎬ 而不能影响北约的决

策进程⑤ꎮ 为此ꎬ 俄罗斯暂停了 “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理事会” 的活动ꎬ 召回

驻北约大使ꎬ 终止双方之间的军事交流⑥ꎮ 俄罗斯 １９９９ 战略文件认为北约脱离安

理会授权的 “域外行动” 是 “令人忧心的”⑦ꎬ 但是仍然投票通过了默认北约接

管科索沃的联合国第 １２４４ 号决议ꎬ 实质性参与了北约在科索沃的所谓多国维和

部队ꎬ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俄罗斯恢复了在 “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理事会” 工作组的

活动ꎬ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俄罗斯驻北约大使返回岗位ꎮ
科索沃危机以及波、 捷、 匈顺利加入北约加剧了俄罗斯对北约的不满ꎬ 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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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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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 Ａｎｔｏｎｅｎｋｏꎬ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ＮＡＴＯ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ｆｔｅｒ Ｋｏｓｏｖｏ”ꎬ ｐ １３０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ｂ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Ｄｅｃｒｅｅ Ｎｏ １３００ ｏｆ １７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９ ( Ｇｉｖ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ｉｎｇ ｏｆ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Ｄｅｃｒｅｅ Ｎｏ ２４ ｏｆ １０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０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ｎｕｋｅ
ｆａｓ ｏｒｇ / ｇｕｉｄｅ / ｒｕｓｓｉａ /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 ｇａｚｅｔａ０１２４００ ｈｔｍ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北约在新世纪初再度开启了对俄罗斯的安抚模式ꎬ 希冀换取俄罗斯对波罗的海国

家入盟的又一次默认ꎮ 兰德公司学者在 １９９９ 年发文指出ꎬ 在坚定不移地维持

“开门” 承诺的可信度的同时ꎬ 北约需要维持与俄罗斯的可行的伙伴关系ꎬ 以

“给俄罗斯接受新的战略现实的时间”ꎮ 在进行第二轮扩大时ꎬ “既要深思熟虑地

稳步推进ꎬ 又不能使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破裂”①ꎮ
面对北约抛来的橄榄枝ꎬ ２０００ 年接任叶利钦的普京总统也试图修复与美国

和北约的关系ꎮ 普京一上台就邀请北约秘书长罗伯逊赴莫斯科访问ꎬ 甚至愿意公

开谈论与北约构建伙伴关系和加入北约的可能性ꎮ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ꎬ 普京在接受

ＢＢＣ 采访时表示 “俄罗斯是欧洲文化的一部分”ꎬ 当被问及俄罗斯加入北约的可

能性时ꎬ 普京明确表示ꎬ “我不会排除这种可能性”②ꎮ 普京后来甚至承认自己与

克林顿总统也曾讨论俄罗斯加入北约的可行性ꎬ 而克林顿当时没有表示反对③ꎮ
“９１１”事件后ꎬ 普京加快了俄罗斯与北约在反恐和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④ꎮ 但是

由于俄国与波罗的海周边国家的文化、 历史联系ꎬ 以及俄国历史上遭遇波兰、 瑞

典、 法国、 德国的入侵都来自这一方向ꎬ 俄罗斯对波罗的海国家加入北约更加敏

感、 不满也更加强烈ꎮ １９９８ 年叶利钦就提出北约接纳波罗的海国家将是俄罗斯

的 “红线”ꎬ 俄罗斯副外长叶夫根尼古萨罗夫在参加 １９９９ 年慕尼黑安全会议

时ꎬ 也要求北约不跨越俄罗斯红线、 将波罗的海国家排除在第二轮东扩之外ꎬ 同

年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再次警告波罗的海国家加入北约是俄罗斯的红线⑤ꎮ 于是ꎬ
北约故伎重演ꎬ ２００２ 年将 “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理事会” 升级为制度化程度

更高的 “北约—俄罗斯理事会” (ＮＡＴＯ － Ｒｕｓｓｉａ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同时在莫斯科建立军

事联络处ꎬ 对俄罗斯的战略安抚达到高潮ꎮ 理事会有着更加多元的合作议题ꎬ 包

括联合打击毒品、 反恐、 联合军演、 危机管理、 反对大规模武器扩散、 国内军事

改革等ꎬ 采取的是 “２０ 加 １” 的讨论模式ꎬ 下设 １７ 个次级委员会ꎬ 每月至少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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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上述评估见 Ｆ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Ｌａｒｒａｂｅｅꎬ ＮＡＴＯ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Ｒｏｕｎｄꎬ ｐｐ ７４ － ７５ꎬ ｐ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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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 / ｂｒｅａｋｆａｓｔ＿ ｗｉｔｈ ＿ ｆｒｏｓｔ /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 / ｐｕｔｉｎ５ ｍａｒ ｔｘｔꎻ 也可参见 Ｍａｒｔｉｎ Ａ Ｓｍｉｔｈ ａｎｄ Ｇｒａｈａｍ Ｔｉｍｍｉｎｓꎬ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ＮＡＴ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 ｉｎ ａｎ Ｅｒａ ｏｆ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ｒ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２００１ꎬ Ｖｏｌ ６ꎬ
Ｉｓｓｕｅ １ꎬ ｐ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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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Ｒｕｓｓｉａ’ ｓ Ｗｒｏ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ａｎ 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Ｄｏ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６ꎬ ｐ 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ｆｒ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 / ｒｕｓｓｉａｓ － ｗｒｏｎｇ －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俄方反对波罗的海国家加入北约的表态ꎬ 可参见 Ｉｇｏｒ Ｚｅｖｅｌｅｖꎬ “ＮＡＴＯ’ｓ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ꎬ” ｐｐ ５ －６ꎬ ｐ 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ａｔｏ ｉｎｔ / ａｃａｄ / ｆｅｌｌｏｗ / ９８ －００ / ｚｅｖｅｌｅｖ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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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一次大使级会谈ꎮ 普京后来认为理事会的建立是 “促进北约与俄罗斯间的政治

对话和实际合作迈出的重要一步”①ꎮ 在北约的安抚之下ꎬ 面对第二轮东扩箭在弦上

的态势ꎬ 普京一方面表示ꎬ “我们不认为北约东扩能够增加哪一方的安全ꎬ 不论是申

请加入的国家还是北约这个组织本身”ꎬ 但是另一方面他又默认了第二轮东扩的既成

事实ꎬ 表示波罗的海国家加入北约 “不是一个悲剧”ꎬ 只要北约不在三国驻军②ꎮ

(二) 北约东进乌克兰ꎬ 俄罗斯的渐次 “战略觉醒”
北约吸收波罗的海国家后虽然没有永久部署军队ꎬ 但是不久就派军机巡逻波

罗的海上空ꎬ 在一批中东欧国家轮流驻军ꎬ 而且很快将东扩的矛头指向了与俄罗

斯有重要的文化历史和政治纽带的格鲁吉亚和乌克兰ꎮ 通过在俄罗斯 “近邻”
不断发动 “颜色革命”ꎬ 如 ２００３ 年格鲁吉亚的 “玫瑰革命”、 ２００４ 年乌克兰的

“橙色革命”ꎬ 策动内部政权更迭ꎬ 使之倒向西方、 进而顺理成章地申请加入北

约ꎮ 对俄罗斯来说ꎬ 乌克兰是 “文化、 经济、 地缘政治上最为重要的原苏联国

家”③ꎬ 正如国内学者所言ꎬ “实现俄罗斯、 白俄罗斯、 乌克兰三个斯拉夫国家的

重新一体化ꎬ 是俄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最大公约数ꎬ 也是俄国内民众的共同意

愿ꎮ 就乌克兰问题而言ꎬ 普京没有妥协的余地ꎮ 如果妥协将会在俄国内造成严重

政治问题”④ꎮ 因此ꎬ 当北约试图招揽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时ꎬ 俄罗斯的反对意志

才真正变得坚决起来ꎬ 北约的战略安抚措施则逐渐失效ꎮ 学界普遍认为俄罗斯对

北约态度的转折点发生在 ２００７ 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ꎬ 普京公开指责北约违背当

初不东扩的诺言ꎬ 认为北约东扩是 “一种降低相互信任的严重挑衅行为”ꎬ 并且

质问 “为何北约东扩时需要在靠近俄罗斯边境布置军事设施?”⑤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４
日ꎬ 普京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北约的存在 “对 (俄罗斯) 国家安全构成了直接的

威胁”ꎬ 并且再次质问既然北约针对的对象是苏联ꎬ 而如今苏联已不复存在ꎬ 那

么 “北约继续维持下去是针对谁?” 尽管如此ꎬ 普京表达的敌意仍然留有余地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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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鹏: «乌克兰危机折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结构性困境»ꎬ 载 «当代世界»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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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虽然 “北约集团并不是应对当今威胁和挑战的有效解决方案ꎬ 但是我们也意

识到北约的存在是国际政治生活、 国际安全领域的既成事实ꎬ 因此ꎬ 这就是俄罗

斯愿意与之合作的原因”①ꎮ 面对俄罗斯这一次的坚决反对ꎬ 北约仍然执意要将格

鲁吉亚和乌克兰拉进怀中ꎬ 而普京此前对此的回应是ꎬ 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并且

部署导弹防御系统ꎬ 那么俄罗斯将不得不把核导弹对准它②ꎮ 普京的这一表态

“给试图加入北约的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以及意图在领土内部署反导系统的波兰和

捷克发送了强烈的信号”③ꎬ 但美国和北约仍然忽略了普京的警告ꎮ 在北约 ２００８
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前ꎬ 美国政府就积极推动给予乌克兰和格鲁吉亚 “北约成员

国行动计划” (ＭＡＰ) 资格ꎬ 并多次派高官访问了这两国ꎬ 虽然在会议过程中由

于德法的反对ꎬ 没有立刻给予两者 ＭＡＰ 资格ꎬ 但是也给出了两国可以最终加入

北约的承诺ꎬ 采取了有实无名的渐进纳入策略ꎮ 对此ꎬ 俄罗斯异常愤怒ꎬ 外交部

长拉夫罗夫表示ꎬ “我们将竭尽一切所能阻止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④ꎮ 随

后ꎬ 俄罗斯用俄格战争表达了自己坚决反对北约东扩的决心ꎬ 也暂时通过 “冻结

冲突” 这一方式缓解了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紧迫性ꎬ 而战争期间ꎬ 北约反应的无

力也增强了俄罗斯利用武力手段阻止东扩的信心ꎮ
虽然俄格战争之后ꎬ 美欧对俄进行了广泛的制裁ꎬ 并将俄罗斯踢出 Ｇ８ꎬ 临

时中止了北约—俄罗斯理事会的活动ꎬ 增加了在东欧的军事存在ꎬ 但是北约仍然

没有完全放弃对俄的安抚ꎮ 例如ꎬ 北约 ２０１０ 年战略文件再度安抚俄国ꎬ 强调与俄

国合作的重要性ꎻ 北约 ２０１２ 年芝加哥峰会联合宣言也再度重申对俄合作的意义ꎬ
强调北约的导弹防御系统不直接针对俄罗斯ꎬ 也不会削弱俄罗斯的战略威慑能

力⑤ꎻ 北约内部人士在 ２０１４ 年评估北约与俄罗斯关系时ꎬ 仍然表示要与俄罗斯合

作⑥ꎮ 但是面对北约决意要吸纳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态势ꎬ 俄罗斯对北约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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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程度也日益升高ꎬ 动用武力反击的意愿急剧上升ꎬ 北约的战略安抚近乎彻底

失效ꎮ 在 ２００９ 年就有分析指出ꎬ “最近的事态表明俄罗斯准备作更多的 (反击)
而不是以前那种仅仅是抱怨ꎮ”① ２０１０ 年俄罗斯军事战略概念文件首次将北约及

其东扩列为俄罗斯面临的 “主要外部安全风险”②ꎬ ２０１３ 年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

盖绍伊古则直接将北约东扩列为俄罗斯的三大威胁之一③ꎮ 当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爆

发 “颜色革命”、 试图加速向北约靠拢时ꎬ 俄罗斯毫不犹豫地合并克里米亚ꎬ 并策动

顿巴斯地区 “独立”ꎮ 普京在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的电视演讲中表示ꎬ “在过去的 ２５ 年中ꎬ 北

约集团已经完完全全地吞下了我们的原华约盟友ꎬ 然后又吞掉了原苏联的一部分ꎬ 接

着拿下了波罗的海国家ꎮ 如今北约又张开大嘴ꎬ 妄图再次把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一口吞

掉”ꎬ “我感觉北约已经快要让我窒息了”④ꎮ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之后ꎬ 北约东扩导致北约与俄罗斯紧张关系终于从量变走

向质变ꎬ 俄罗斯对北约和西方已经不再抱有幻想ꎬ 一系列有限武力使用的成功也刺

激了俄罗斯回到利用武力解决问题的老路ꎮ 如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高调军事介入叙利亚

危机、 挽救阿萨德政府ꎬ ２０２０ 年不惜动用武力以应对白俄罗斯选举危机ꎬ ２０２２ 年

闪电出兵哈萨克斯坦平息骚乱等ꎮ ２０２２ 年俄罗斯闪击乌克兰只是对这一趋势的延续

而已ꎮ 但是在这一时期ꎬ 北约东扩的意志丝毫没有减弱ꎮ 美国和北约不断强化与乌

克兰的安全联系和增加军事援助ꎬ 北约每年与乌克兰举行联合演习ꎬ 包括 “海风”
联合海上军事演习和快速 “三叉戟” 多国军演等ꎬ 而且美国将乌克兰作为对外援

助首选目的地ꎬ “平均每年向其提供 ２ 亿多美元援助” 和 “６ 亿多美元的发展安全

援助”⑤ꎮ 此外ꎬ 美国不但欢迎黑山和北马其顿加入北约ꎬ 还多次重申支持格鲁吉亚

和乌克兰的入盟资格ꎬ 如特朗普政府的彭斯副总统表示 “强烈支持” 格鲁吉亚加入北

约ꎬ 白宫在黑山加入北约后的发言稿中重申北约将继续维持开门政策⑥ꎮ 进入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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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ꎬ 北约竟然将 “增强伙伴国地位” 资格授予已把加入北约列入国家宪法的乌

克兰ꎬ 一时间乌克兰加入北约似乎已难以避免ꎮ 有评论指出ꎬ 在经历了对北约不

进一步东扩承诺的幻灭后ꎬ 此时的俄罗斯 “战略耐心” 耗尽①ꎬ 至此ꎬ 战争的雷

声已隆隆作响ꎮ

三　 案例一: 科索沃危机

１９９９ 年北约违反 «联合国宪章»、 武力干预科索沃危机是北约成立以来的第

一场战争ꎬ 是冷战后历史发展的重要节点ꎬ 被视为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转折

点”②ꎬ 也是 “冷战后国际体系中多边主义遭遇的第一次主要危机”③ꎮ 很多学者

承认ꎬ 北约干预科索沃危机为美国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一系列军事干涉打破了

根本性的法律和心理障碍ꎬ 为美国后续发动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国的非法战争迈

出第一步ꎬ 更为美国的海外干预行动提供了基本模式和准则ꎬ 即绕开联合国安理

会的合法授权ꎬ 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北约这一区域国际组织的名义发动合法战

争④ꎮ 而作为南联盟的同族斯拉夫盟友ꎬ 俄罗斯虽然对北约轰炸南联盟表达了不

满和抗议ꎬ 但是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对抗和反对措施ꎬ 在危机后期甚至联合美国

一起对南联盟施压ꎬ 最终迫使其放弃了科索沃ꎮ

(一) 北约对 “科索沃解放军” 的秘密扶持与科索沃战争的酝酿

南联盟境内塞族和阿族深刻的种族、 语言、 经济与文化对立引发的内部暴力

冲突ꎬ 以及随之诱发的大规模难民潮ꎬ 是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的重要借口ꎮ 随着种

族对立与经济脱钩、 文化和语言隔绝互相叠加ꎬ 自 １９９１ 年南斯拉夫解体后开始抬

头的科索沃危机逐渐加剧ꎮ 而 １９９７ 年之后奉行暴力路线的所谓的 “科索沃解放军”
的崛起更明显恶化了科索沃的形势ꎬ 并大大加剧了塞族与阿族之间暴力对抗的激烈

程度ꎬ 也为北约、 欧盟等外部势力的干预提供了理想的条件ꎮ 其实ꎬ “科索沃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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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的兴起离不开美国和北约诸国的秘密援助和指导ꎮ 很多媒体和学者都指出ꎬ 包

括美国、 德国、 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均曾秘密为 “科索沃解放军” 提供各种支持ꎮ
例如德国联邦情报局最早开始训练 “科索沃解放军”ꎬ １９９６ 年分别在地拉那和罗马

设立办公室ꎬ 遴选并训练 “科索沃解放军” 骨干ꎬ 并提供武器等ꎮ 斯坦福大学胡

佛研究所的学者在一本专门介绍北约历史和未来的书中也承认ꎬ “科索沃解放军”
的部分教员来自英国和德国①ꎮ 另外ꎬ 很多证据也证实ꎬ “科索沃解放军” 的早期发

展也得到美国情报部门的秘密支持ꎬ 中情局以及英国陆军特种部队空降特勤队分别在

不同的训练营训练 “科索沃解放军”ꎮ 美国专门研究中情局的历史学家也揭露ꎬ “中
情局先是帮助资助、 训练和补给了波黑军队ꎬ 然后是 ‘科索沃解放军’ꎬ 最后是 ‘科索

沃解放军’ 内部在塞尔维亚南部和马其顿进行袭击的极端主义者ꎮ”②

到了 １９９８ 年夏天ꎬ 随着科索沃冲突加剧ꎬ 美国和北约开始暗中改造 “科索

沃解放军”ꎬ 并在南联盟中央政府与科索沃自治省的冲突中公开支持后者ꎮ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底ꎬ 美国将 “科索沃解放军” 从恐怖组织名单中除名③ꎮ １９９８ 年夏ꎬ “在
美国私人安保公司的协助下ꎬ ‘科索沃解放军’ 的指挥体系被重新组织和重构”④ꎮ
而 “到了 １９９８ 年底ꎬ ‘科索沃解放军’ 大多数战区的指挥官已经按照北约的军

事训练课程大纲组织数周的军事训练”⑤ꎮ 与此同时ꎬ 鉴于 “科索沃解放军” 的恐

怖主义行径、 与 “基地” 组织合作ꎬ 特别是与黑社会犯罪集团的密切联系⑥ꎬ 中情

局还建议 “科索沃解放军” 转变对自己公众形象不利的旧战略ꎮ 根据 “科索沃解

放军” 官方史学家战后对美国情报部门的匿名采访ꎬ 不晚于 １９９８ 年底时ꎬ 中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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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科索沃解放军” 提出了四点要求: (１) 不能允许有伊斯兰世界的影响ꎬ 不能

重复波黑的经验ꎻ (２) 不能依靠毒品走私获取资金ꎻ (３) 不能在科索沃边境之外

进行任何恐怖主义袭击ꎻ (４) 必须尽可能地袭击穿制服的塞方人员而不是平民①ꎮ
当北约对 “科索沃解放军” 的定位逐渐从恐怖分子变为 “游击队、 反叛者

或分离主义者” 时ꎬ 科索沃危机的首要责任方就已经不可避免地被推到塞方②ꎬ
北约对南联盟进行军事打击的趋势也开始显现ꎬ 到 １９９８ 年底ꎬ 北约已逐渐作好

了对南联盟的军事打击准备ꎬ 并先后在 ５ 月 ２８ 日和 ６ 月 １１ 日发表了相关声明很

显然ꎬ 北约的全部可能方案已经把军事干预纳入考虑之中ꎬ 并开始了初步的动员

准备③ꎮ 北约于 ９ 月 ２４ 日激活了两个有限空袭南联盟的军事计划ꎮ 其中一个代号

为 “灵活的铁砧”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Ａｎｖｉ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ｉ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 有限空中反应计划ꎬ
第二个代号为 “阶段性空袭” 联军行动 (Ａｌｌｉｅｄ Ｆｏｒｃｅ “Ｐｈａｓｅｄ Ａｉｒ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④ꎮ
同日ꎬ 北约成员国国防部长授权北约 “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 (ＳＡＣＥＵＲ) 司令

韦斯利克拉克寻求北约成员国准备开展军事行动的必要军事力量ꎬ 不过由于预

期俄罗斯会反对、 五角大楼内部的分歧以及需要时间在巴尔干地区集结兵力ꎬ 北

约成员国决定暂时搁置武力方案ꎬ 再尝试一下外交途径⑤ꎮ 随后由美国一手主导

下的朗布依埃会谈⑥变成了要求南联盟无条件让步的最后通牒ꎬ 美国将 “科索沃

解放军” 推选为主要的阿方谈判代表ꎬ 并在谈判中许诺 “三年自治期” 后的独

立公投ꎬ 变相支持其独立ꎬ 导致会谈破裂ꎬ 因而北约轰炸南联盟变得难以避免ꎬ
“联军行动” 一触即发ꎮ

(二) 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与美俄秘密外交谈判

对于北约抛开安理会军事打击南联盟的战争威胁ꎬ 俄罗斯口头上一直表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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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ꎬ 例如俄罗斯负责北约事务的将军列昂尼德伊瓦绍夫 (Ｌｅｏｎｉｄ Ｉｖａｓｈｏｖ) 在

１９９８ 年就警告ꎬ 如果北约在未取得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进行军事干预ꎬ 将 “在
欧洲开启一场新的冷战”①ꎮ 俄罗斯明确表示ꎬ 如果美国在安理会寻求军事干预的

授权ꎬ 俄罗斯将投否决票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俄罗斯反对北约东扩更多体现于口头外交抗议ꎮ 俄罗斯面对北

约执意轰炸自己的盟友南联盟时既备感愤怒ꎬ 又不愿意反应过度、 危及俄罗斯与北约

的合作ꎮ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２４ 日ꎬ 空袭开始后ꎬ 克林顿给叶利钦打电话解释ꎬ 叶利钦在表

达愤怒的同时也表示ꎬ 尽管他作了诸多努力让俄罗斯人民向西方靠拢ꎬ 但是现在北约

对科索沃的轰炸已经不可能让他们继续亲西方ꎬ 为此ꎬ 避免其成为不可逆趋势的 “唯
一路径” 就是北约 “立刻停止轰炸”②ꎮ 根据另外一位当事人的回忆ꎬ 叶利钦告诉克

林顿ꎬ 北约的轰炸 “将使俄罗斯人民反对西方”ꎬ 在克林顿拒绝停止轰炸后ꎬ 叶利钦

不悦地表示ꎬ “好吧ꎬ 看来很明显的失败是ꎬ 我未能说服美国总统ꎬ 那么再见吧ꎮ”③

叶利钦当天还在俄罗斯电视上呼吁北约停止轰炸④ꎬ 但是很显然ꎬ 叶利钦的言语

警告丝毫没有发挥作用ꎮ
当持续的轰炸并没有迫使南联盟屈服后ꎬ 美俄 ４ 月底重启了切尔诺梅尔金—

戈尔会谈渠道 (Ｇｏｒｅ － Ｃｈｅｒｎｏｍｙｒｄｉ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ꎬ 一度联合欧洲共同施压南联盟ꎮ ４
月 ２０ 日ꎬ 叶利钦发表的公开电视讲话表示ꎬ “尽管北约实施了侵略行动ꎬ 我们却

不能断绝与西方国家的关系ꎬ 我们不能把自己孤立起来ꎬ 因为我们自身就身处欧

洲ꎬ 没有人能把我们从欧洲踢出去ꎮ”⑤ 俄罗斯不愿为科索沃问题而破坏其与美

国和北约和解的大局ꎮ 叶利钦相信ꎬ “如果战争的持续时间超过一两个月ꎬ 俄罗

斯必定会卷入ꎬ 新的 ‘冷战’ 就要爆发ꎮ”⑥ 以至于在谈判陷入僵局时ꎬ 叶利钦

变得很焦躁ꎬ 他对切尔诺梅尔金表示ꎬ “我不在乎你们还需要做啥 (以结束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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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ꎬ 赶紧去做好ꎬ 危机已经毁掉了所有的事情”①ꎮ 在俄国大幅度妥协的背景

下ꎬ 经过一系列秘密外交ꎬ ４ 月底ꎬ 北约与俄罗斯的立场已经基本接近ꎬ ４ 月 ２９
日ꎬ 克拉克说美国高层 “正在准备作一项交易”②ꎮ 但在米洛舍维奇拒绝让步之

后ꎬ ５ 月份美欧俄三方的秘密外交协商也开始加速ꎮ ５ 月 ９ 日ꎬ 八国集团外交部

长波恩峰会提出了结束危机的七点倡议ꎮ 这时候俄罗斯和北约双方都同意利用外

部军事力量强迫米洛舍维奇接受科索沃的短期自治和远期独立ꎬ 以及解除 “科索

沃解放军” 的武装ꎬ 唯一的分歧是未来科索沃驻军的构成及其领导权问题ꎬ 更具

体来说ꎬ 就是俄罗斯能否独立派兵进驻科索沃ꎮ 随后俄国人对米氏施加了巨大的

外交压力ꎬ ５ 月 ２８ 日切尔诺梅尔金会见米洛舍维奇ꎬ 之后塞尔维亚方面发表一

份声明ꎬ 表示愿意在八国集团提出的原则基础之上进行和谈ꎬ 但是强调塞尔维亚

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不可谈判的ꎬ 塞方仍然强烈反对北约部队作为维和力量进驻

科索沃③ꎮ ６ 月 ２ 日ꎬ 美俄决定把北约接管科索沃后的驻军指挥问题搁置起来ꎬ 双

方开始联手对米洛舍维奇进行施压④ꎮ 当切尔诺梅尔金等人再次会见米洛舍维奇

时ꎬ 他们提出一些最终达成的原则ꎬ 并表示这些是 “不容商量的”⑤ꎮ 米洛舍维

奇最终被迫接受了北约的条件ꎬ 塞军完全撤出科索沃ꎬ 由北约军事力量接管ꎬ 科

索沃实现了事实上的独立ꎬ 科索沃危机以北约的全面胜利基本结束ꎮ

四　 案例二: 乌克兰危机

２０１４ 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是北约与俄罗斯关系发展的重要转折点ꎬ 也是俄

罗斯 “战略觉醒” 的重要节点ꎮ 长期以来ꎬ 北约和欧盟利用乌克兰东部和中部

地区民众亲西方的政治倾向ꎬ 扶植借助这一政治基础上台的亲西方政党及其领导

人ꎬ 通过经济援助、 社会整合和文化渗透、 军事援助等多种方式试图将乌克兰拉

出俄罗斯的影响范围ꎬ 先后通过支持 ２００４ 年 “橙色革命”、 ２０１４ 年 “欧洲广场”
等运动积极干预乌克兰内政ꎬ 始终不遗余力地对乌克兰进行民主改造ꎬ 期冀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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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引导乌克兰加入北约ꎬ 并将这一进程制度化ꎬ 使其不可逆ꎮ 与北约干预科索沃

危机时局限于外交抗议和道义声援的温和反应不同的是ꎬ 在乌克兰危机中ꎬ 俄罗

斯的应对异常强硬ꎬ 不仅合并克里米亚ꎬ 还进一步支持乌克兰东部俄罗斯族的自

决和独立运动ꎮ 俄罗斯不惜一战的决心也使北约和欧盟暂时冻结了乌克兰的加入

进程ꎬ 更不敢直接军事援助乌克兰ꎬ 与俄军硬碰硬进行对抗①ꎮ 在危机中ꎬ 俄罗

斯打破游戏规则ꎬ “改变了游戏类型并提高了游戏危险程度”②ꎬ 主动回到传统以

军事硬实力为基础的大国对抗ꎬ 虽然一时间拖延了北约吸纳乌克兰以及其他原苏

联加盟共和国的节奏ꎬ 但是由于在经济实力、 制度与文化吸引力等方面具有巨大

优势ꎬ 北约干预俄罗斯周边国家内政、 进一步东扩的整体趋势很难逆转ꎬ 因而北

约与俄罗斯在东扩问题上再次迎头相撞也是难以避免的事情ꎮ

(一) 北约欧盟的分工与乌克兰 “颜色革命” 的爆发

表面上看ꎬ 在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的诱发、 推动危机发展乃至最终达成协议

进程中ꎬ 欧盟发挥了主导作用③ꎬ 但是ꎬ 乌克兰危机的深层次根源实际上是北约

东扩④ꎻ 由欧盟而不是北约直接走上前台ꎬ 既是北约东扩在遭遇俄罗斯激烈反对

后的策略性选择ꎬ 也涉及北约与欧盟的组织分工和资源分担ꎮ 科索沃战争后北约

开始转变策略ꎬ 将欧盟推上前台ꎬ 通过 “条件性” 和 “接受并内化欧盟的规则

与规范” 来同化中东欧国家⑤ꎬ 并对其进行市场化和民主化改造ꎬ 使之融入欧洲

的进程不会因政权更迭而逆转ꎬ 待完成政权改造后ꎬ 北约便择机将其纳入ꎬ 完成

军事领域的捆绑ꎮ “很大程度上看ꎬ 欧盟扩大与北约东扩密切关联ꎮ”⑥ 换句话

说ꎬ “中欧国家的经验已经表明ꎬ 经济上整合进入欧盟的势力范围会自然而然地

带来军事领域的融合以及 (这些国家) 随后加入北约ꎮ”⑦ 正如前文所述ꎬ 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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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借助蚕食政策在不爆发战争的前提下不断压缩俄罗斯的行动自由ꎬ 削弱其影

响范围ꎬ 借助北约东扩拓展自身的政治和军事控制、 欧盟东扩实现对原苏联空间

的政治和经济控制①ꎮ
可以说ꎬ 欧盟从经济和社会层面吸纳乌克兰的努力主要始于 “橙色革命”ꎮ

２００４ 年欧盟启动 “欧洲邻国政策” (ＥＮＰ)ꎬ 以促进欧盟邻近国家的经济整合和

政治融合ꎬ 同年欧盟和美国通过非政府组织大力资助亲尤先科势力ꎬ 联手干预乌

克兰选举ꎬ 促成 “橙色革命”ꎮ “橙色革命” 后上台新领导人尤先科积极追求加

入欧盟和北约ꎬ 双边关系急剧升温ꎮ 在 ２００５ 年ꎬ 北约各国外交部长与乌克兰就

加入北约展开了 “密集磋商”②ꎮ 虽然在北约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布加勒斯特峰会上ꎬ 美

国强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 “成员国行动计划” 未果ꎬ 但也给两国未来

入盟留下了未给定日期的 “模糊的承诺”ꎮ
随后爆发的俄格战争让北约开始担心东扩可能引发的与俄罗斯的直接军事对

抗ꎬ 美国希望欧洲盟国发挥更多的直接作用ꎬ 减少美军的直接干预和直接控制ꎬ
因此ꎬ 北约开始隐身到幕后ꎬ 欧盟进一步走上前台ꎮ 有研究者指出ꎬ “自从 ２００８
年格鲁吉亚危机后ꎬ 美国行政当局有效地让欧盟独自代表 ‘西方’ 处理与原苏

联地区国家的事务ꎮ”③ 在美国看来ꎬ 由欧盟而不是北约纳入乌克兰 “对俄挑衅

更小ꎬ 且能更有效地解决乌克兰国内面临的社会和经济问题”④ꎮ ２００８ 年俄格战

争后ꎬ 欧盟的伙伴关系也开始加速⑤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欧盟将 ＥＮＰ 升级为 “东部伙伴

关系计划” (ＥＡＰ)ꎬ 主要聚焦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 白俄罗斯、 格鲁吉亚、 摩尔

多瓦、 乌克兰这六个原苏联国家ꎬ 针对性更加突出ꎬ 期望通过签署 “联系国协

定” (ＡＡ)、 深度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 (ＤＣＦＴＡｓ) 以及签证互免机制ꎬ 将这些原

苏联加盟共和国吸纳进欧盟空间ꎮ 然而ꎬ 乌克兰内部局势的分裂与政权转换再度

迟滞了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的进程ꎮ ２０１０ 年亚努科维奇上台ꎬ 开始积极加强

与俄罗斯的联系ꎬ 冷落欧盟与北约ꎮ 亚努科维奇公开表示乌克兰不寻求获得北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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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资格ꎬ 而宁愿成为中立国家①ꎮ
为了逆转亚努科维奇政权的亲俄路线ꎬ 美欧利用乌克兰内部东西地区在对外政

策方面的不同倾向ꎬ 加大了对亲西方势力的支持ꎮ 负责欧洲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

纽兰在 ２０１３ 年表示ꎬ 自 １９９１ 年以来ꎬ 美国用于在乌克兰搞 “民主推广” 的资金就

高达 ５０ 亿美元ꎬ 全美民主基金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简称 ＮＥＤ)
在乌克兰资助了六十多个项目ꎬ 以扶持乌克兰的亲西方力量ꎬ 亚努科维奇上台后ꎬ
民主基金会加速支持其竞争对手②ꎮ ２０１２ 年ꎬ 民主基金会在乌克兰获得了 ３３８ 万

多美元的活动经费ꎬ 这已是该机构全球活动的最高资助限额ꎮ ２０１３ 年乌克兰有

一千多个西方 ＮＧＯ 活动ꎬ 主要针对乌克兰的公共机构、 大众媒体和民事制度体

系等ꎮ “许多基辅独立广场的示威者被认为是接受索罗斯基金会资助的非政府组

织的成员或是接受过这些组织的训练ꎮ”③ 乌克兰境内各反对党也各有金主ꎬ 如

前总理季莫申科和亚采纽克领衔的祖国党由美国资助ꎬ 克里钦科领导下的号称

“打击党” 的民主改革联盟由德国资助ꎮ 除此之外ꎬ 北约也支持乌克兰右翼军事

力量ꎬ 一些极端军事组织成员分别在波兰和巴尔干国家秘密接受北约训练④ꎮ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泄露的美国助理国务卿纽兰与驻乌克兰大使的通话也表明美国深度支持

乌克兰反对派ꎬ 中情局局长约翰布伦南在 ２０１４ 年 ３ ~４ 月间曾在基辅积极活动⑤ꎮ
由此可以看出ꎬ 乌克兰国内 “颜色革命” 的爆发跟美欧背后的鼓动是息息相关的ꎮ

(二) “欧洲广场” 运动后俄罗斯的军事化反击与北约东扩的临时冻结

核心缓冲区丢失、 黑海制海权丧失、 泛斯拉夫认同受损等因素ꎬ 导致俄罗斯

视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为其核心利益⑥ꎮ 俄罗斯视 “东部伙伴计划” 在 “后苏联

空间” 力推的联系国协定对俄罗斯地缘利益的直接挑战ꎮ 俄罗斯认为北约和欧盟

大部分成员是重叠的ꎬ 很自然地将 “东部伙伴关系计划” 视为将这些国家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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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的 “一块跳板”①ꎮ 在米尔斯海默看来ꎬ 联系国协定具有重要的安全内涵ꎬ
是乌克兰 “加入北约的后门”②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ꎬ 俄罗斯成功说服亚美尼亚放弃联

系国协定ꎮ 同年底ꎬ 当乌克兰准备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时ꎬ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和 １１ 月 ９ 日ꎬ 普京两次秘密会见亚努科维奇ꎬ 运用胡萝卜与大棒ꎬ 促使亚努科

维奇暂停签署联系国协定③ꎮ 当 “欧洲广场” 运动兴起并夺取了政权后ꎬ 面对失

去乌克兰的风险ꎬ 对北约东扩的恐惧最终导致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ꎮ 普京表示ꎬ
“凡事都要有限度ꎬ 就乌克兰而言ꎬ 我们的西方朋友们已经越过了红线”④ꎮ 由此

就很容易理解随后发生的 “小绿人” 进入克里米亚事件和动用军事力量支持乌

克兰东部独立势力ꎬ 北约当时指责有一千多俄军在乌克兰东部省份作战⑤ꎮ
在克里米亚公投决定回归俄罗斯以及随后俄罗斯派兵支持东部顿巴斯地区独立运

动之后ꎬ 面对俄罗斯为了阻止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不惜动用军事力量的激烈反应ꎬ
北约和欧盟一时间备感突然ꎬ 但反应非常克制ꎮ 欧盟将俄罗斯并入克里米亚视为既成

事实ꎬ 并不寻求加以逆转⑥ꎬ 而只是通过渐次制裁希望稳定东部地区的局势ꎬ 维护乌

克兰的领土统一ꎮ 对于俄罗斯动用武力升级危机ꎬ 北约的反应主要是谴责与制裁以及

象征性军事行动ꎮ 当克里米亚危机发生后ꎬ 北约在 ３ 月 １７ 日发布了官方声明ꎬ 认为

克里米亚独立是 “违反国际法的”ꎬ ４ 月北约暂停了与俄罗斯的一切民事与军事合作ꎮ
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工作组层面的交流也被叫停ꎬ 但大使层级的对话则被保留ꎬ 北约

在莫斯科的办事处也正常运转ꎮ 在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召开的北约威尔士峰会上ꎬ ２８ 个成员

国再次发表谴责俄国侵略行为的声明ꎮ 与此同时ꎬ 北约还提高了预警水平ꎬ 增强了对

与俄罗斯接壤的北约成员国的军事保证ꎮ 北约将在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

的空中巡逻机从 ４ 架增加到 １６ 架⑦ꎮ 北约还增加了在波兰和罗马尼亚边境的空中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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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索沃战争到乌克兰危机: 北约东扩与俄罗斯的 “战略觉醒” 　

警和控制飞行频次ꎬ 调派 １６ 架 Ｆ － １６ 战斗机到波兰、 ６ 架 Ｆ － １５ 战斗机到立陶

宛①ꎮ 在 ２０１４ 年ꎬ 北约层面的军事演习也大幅增加ꎬ 比 ２０１３ 年增加一倍ꎬ 达到 １６２
次ꎮ 在 ２０１５ 年则规划了 ２７０ 多次军事演习ꎬ 其中 “一半演习旨在向中东欧成员国提

供安全保证”②ꎮ 此外ꎬ ２０１４ 年威尔士北约峰会上还建立了北约—乌克兰理事会

(ＮＡＴＯ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理事会随后确立了北约援助乌克兰的四个领域: 救治

乌克兰受伤的士兵、 强化网络防御、 后勤援助以及指挥、 控制和通信合作③ꎮ 由此可

以看出ꎬ 当俄罗斯动用武力ꎬ 采取 “混合战争” 等有限战争手段时ꎬ 北约的反应是异

常谨慎和有限的ꎬ 而这无疑增强了俄罗斯借助武力阻止北约继续东扩的信心ꎮ

结　 论

自冷战结束以来ꎬ 北约一直是维持作为美国世界秩序的 “自由主义利维

坦”④ 的中坚ꎬ 在享受单极霸权时刻ꎬ 北约及其主导国美国有大量的机会在欧洲

大陆重建一种新的安全结构ꎬ 将俄罗斯作为平等的安全伙伴纳入其中ꎬ 从而维持

欧亚大陆的持久和平ꎮ 可惜的是ꎬ 正如挪威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纽曼在分析了

５００ 年来的海量历史文献后于 １９９８ 年就揭示出的ꎬ 俄罗斯一直是作为欧洲的

“他者” 而被建构和认知的ꎬ 欧洲国家一直将俄罗斯视为 “大门口的野蛮人”⑤ꎮ
权力的傲慢、 他者的身份认知和霸权护持的需求等因素推动北约一直狂飙东进ꎬ
北约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 “一步不东扩” 最终变成了欧洲大陆几乎 “一寸都不

剩”⑥ꎮ 实际上ꎬ ２０２２ 年爆发的俄乌战争是对北约追求自身绝对安全的一种悲剧

性回响ꎬ 也敲响了冷战后 “自由干涉主义” 走向衰败的警钟ꎮ
(责任编辑　 胡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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