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位信号与国际冲突:
基于俄乌冲突的研究

∗

郑丽丽　 汪金国

【内容提要】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ꎬ 俄罗斯宣布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

动ꎮ 作为苏联的主要继承国ꎬ 俄罗斯为什么与后苏联地区的国家爆发冲突ꎬ
学界对这一问题未有定论ꎮ 本文从地位信号理论出发ꎬ 探寻俄罗斯对乌克兰

采取 “斗争型” 策略的原因ꎬ 试图揭示俄罗斯在获得国际和区域地位方面的

机制及深层原因ꎮ 俄罗斯对乌特别军事行动面对多重观众ꎬ 国际和国内观众

促使其转向 “斗争型” 策略ꎬ 以寻求大国地位ꎮ 国际层面ꎬ 霸权国和崛起国

霍布斯式的关系模式是冲突爆发的结构性前提ꎮ 当一国的附属国走向自己的

敌对阵营时ꎬ 该国因国际地位受到挑战ꎬ 会采用 “斗争型” 策略ꎬ 同时向国

际观众采用 “炫耀性消费” 策略ꎬ 释放出高调的地位信号ꎮ 国内层面ꎬ 该国

面对因战争而受到损失的国内观众群体ꎬ 会以 “受害者” 的形象进行 “倾向

性叙述” ꎬ 向受众群体释放出低调的地位信号ꎬ 刺激国内的鹰派ꎬ 进而促成

对外采取 “斗争型” 策略ꎮ 这一研究框架及相关结论对理解后苏联地区的冲

突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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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ꎬ 俄罗斯宣布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ꎮ 国内外学者对

事态的发展作出了各种解读和预测ꎬ 但是未能充分解释在大国博弈普遍存在的背

景下ꎬ 为什么在后苏联地区俄罗斯与乌克兰会发生冲突ꎮ 本文尝试从地位信号理

论出发ꎬ 分析俄罗斯对乌采取 “斗争型” 策略的原因ꎬ 为理解俄罗斯国际地位

和区域地位诉求的机制及深层原因提供某些启示ꎮ 目前ꎬ 国内外学者主要通过地

缘政治、 民族主义和国内政治这几个视角来解释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ꎮ

(一) 地缘政治视角

地缘政治视角①将俄乌冲突置于俄罗斯与西方争夺势力范围的大背景之下ꎬ
认为乌克兰对俄罗斯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ꎬ 是俄罗斯西部重要的安全屏障和实现

大国复兴的战略支点②ꎮ 布热津斯基在 «大棋局» 中写到: “乌克兰是欧亚棋盘

上一个新的重要地带没有乌克兰ꎬ 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ꎮ”③ 俄罗

斯欧亚主义者亚历山大杜金认为ꎬ 没有乌克兰ꎬ 俄罗斯将永远无法成为一个成

熟的主权大国、 一个帝国、 一个多极世界的独立一极④ꎮ 有学者认为ꎬ 乌克兰是

斯大林建立的一个有意义的缓冲区ꎬ 保护苏联免受西方的侵害⑤ꎮ 乌克兰不断与

西方靠近ꎬ 将会威胁俄罗斯安全利益ꎬ 同时也会影响俄罗斯实现大国复兴的进

程ꎮ 地缘政治视角富有启发ꎬ 但忽略了乌克兰在俄罗斯历史文化中的特殊意义ꎮ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电视讲话中提到: “乌克兰对我们而言ꎬ 不只是一个邻国ꎮ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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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成果可见: 冯绍雷: «乌克兰危机长期延续的原因和影响»ꎬ 载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ꎻ
高飞、 张建: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大国博弈及其对国际安全格局的影响»ꎬ 载 «和平与发展»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ꎻ 陈新明、 宋天阳: «论俄欧争夺中的乌克兰事件»ꎬ 载 «国际论坛»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ꎻ 柳丰华: «乌克兰
危机: 内因、 大国博弈因素与前景»ꎬ 载 «俄罗斯学刊»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ꎻ 李永全: «乌克兰危机折射出的
大博弈»ꎬ 载 « 俄罗斯学刊»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ꎻ Работяжев Н Соловьев Э Укра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между
политик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и геополитикой / / Россия и новы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Евразии ２０１７ Ｎｏ ３ꎻ Маркедонов
С М Укра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воздействие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е конфликты / /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２０１９ꎬ
Ｎｏ ２ꎻ 等等ꎮ

冯玉军: «乌克兰危机: 多维视野下的深层透视»ꎬ 载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ꎮ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大棋局: 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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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历史、 文化和精神空间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ꎮ”① 基辅在俄罗斯的历史书

写中一直被称作 “众城之母” (Мать городов)ꎮ 同时ꎬ 该视角也无法解释ꎬ 后

苏联空间普遍存在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情况ꎬ 为什么俄罗斯与中亚各国关系良

好ꎬ 而对乌克兰和格鲁吉亚采取军事行动?

(二) 民族主义视角

这一视角重点关注俄罗斯和乌克兰国内的民族主义ꎮ 俄罗斯族是乌克兰的第

二大民族ꎮ ２００１ 年的乌克兰官方人口普查显示ꎬ 乌克兰总人口 ４ ８００ 万ꎬ 其中

１７％是俄罗斯族人②ꎮ 有学者认为ꎬ 乌克兰危机是国族政治主导与主体民族主导

之间的张力ꎬ 现代政党政治与传统民族政治合体以及不恰当运用民族自决权等使

乌克兰民族国家建设出现问题③ꎮ 一些学者将乌克兰危机归咎于乌克兰当局没有

考虑到地区多元性和俄语使用者的利益ꎮ 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加剧了乌克兰

国内 “亲俄东方” 的消亡和乌克兰身份的转变④ꎮ 有学者认为ꎬ 历史成为乌克兰

民族主义者活动的重要舞台ꎮ 亲西方的乌克兰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认为苏联和共

产主义纪念碑展现的是旧制度ꎮ 因此ꎬ 自 “广场革命” 以来ꎬ 有 ４００ 多座列宁的

纪念碑被拆除⑤ꎮ 乌克兰政府主导了国内的 “去俄罗斯化” 进程ꎮ
与此同时ꎬ 泛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俄罗斯国家建设的思想资

源ꎮ 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部分俄罗斯历史学家认为ꎬ 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同一

个民族ꎮ ２０２１ 年普京撰写了 «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 一文ꎬ 指出

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精神、 人文和文明具有相同的源头ꎬ “我们永远不会允许

我们的历史领土和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被用来对付俄罗斯”⑥ꎮ 俄罗斯民族主义

者积极宣传 “俄罗斯世界” 这一概念ꎬ 为讲俄语的人、 与俄罗斯文化和语言相

关的人提供群体认同ꎮ 由于俄罗斯和苏联的身份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ꎬ 因此

“俄罗斯世界” 也神化了过去的苏联历史⑦ꎮ 俄罗斯的这一进程与乌克兰本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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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６６１８１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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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矛盾也是乌克兰危机产生的原因ꎮ 然而ꎬ 使用民族主义视角来解释俄乌冲

突ꎬ 只将研究对象局限在冲突发生的双方ꎬ 忽略了其他大国对冲突升级推波助澜

的作用ꎮ

(三) 国内视角

该视角主要从俄罗斯转移国内民众注意力和整合国内各阶层进行分析ꎬ 认为

俄罗斯挑起俄乌冲突ꎬ 主要是出于当局维护政治稳定的需要ꎮ 俄罗斯著名反对派

纳瓦利内在 «纽约时报» 上刊文称ꎬ 乌克兰危机的内因是俄罗斯经济 “停滞不

前”①ꎮ 也有学者认为ꎬ 克里米亚入俄 “是政权生存的战略选择”②ꎮ 苏联解体之

后ꎬ 在格鲁吉亚、 乌克兰、 吉尔吉斯斯坦爆发的 “颜色革命” 中都有西方的身

影ꎬ 而俄罗斯也看到了西方民主价值观对当局的挑战ꎮ ２０１１ 年俄罗斯爆发了独

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示威③ꎬ 俄国防部长绍伊古认为 “颜色革命” 越来越 “按照战

争规则设计”④ꎮ 普京在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的讲话中将 “颜色革命” 描述为 “暴力政

变”ꎬ 是 “不符合该国人民生活方式、 传统和文化的西方标准”⑤ꎮ 因此ꎬ 有学者

认为ꎬ 在克里米亚危机之后俄罗斯国内矛盾重重的情况下ꎬ 俄乌之间军事冲突的

加剧可以转移国内矛盾⑥ꎮ
这一视角存在一些缺陷ꎮ 首先ꎬ 普京在军事行动前的支持率就很高ꎬ 几乎不

需要它来提高自己的国内地位⑦ꎬ 也不需要以此来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ꎮ 其

次ꎬ 克里米亚入俄后当局的支持率上升ꎬ 是该事件的结果而非原因ꎮ 由此可见ꎬ
上述几种视角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一现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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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位信号在国际关系中的运用

苏联解体后ꎬ 俄罗斯对外政策从最初的 “倒向西方” 发展到 “大欧亚” 构

想ꎮ 俄罗斯一直在国际社会谋求地位ꎬ 尤其强调与其大国身份相匹配的地位ꎮ 国

际社会中的地位是通过互动构建的ꎬ 一个国家的自我认知与国际社会对该行为体

地位的认知并不一定一致ꎬ 因此ꎬ 国家往往会采取一定的策略释放其地位信号ꎮ
因此ꎬ 本文尝试借鉴社会科学中地位信号的有关概念ꎬ 对俄罗斯在后苏联地区采

取军事行动的行为模式进行分析ꎮ
地位信号理论源自于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 “拟剧论”ꎮ 他认为ꎬ “人生

是一场表演ꎬ 社会是一个舞台”ꎬ 并提出了 “前台 /后台理论”①ꎮ 将此理论运用

于国际关系领域ꎬ 可以类比为国际社会是一个大舞台ꎬ 每一个国际行为体都在相

应的位置上表演ꎬ 该行为体同时面对着国内、 国际观众ꎮ 罗伯特杰维斯将 “拟
剧论” 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ꎬ 研究在国际社会中 “形象投射的逻辑”ꎮ 杰维斯利

用大量案例对国际行为体发出信号、 投射形象和印象管理等现象进行了微观层面

的深入探讨②ꎮ 他从决策者的知觉出发ꎬ 认为决策者会对知觉到的信息进行错误

与偏差估计ꎬ 从 “信号发送” “信号接受” 和 “信息处理” 等方面对国际关系中

的冲突进行创新性解读ꎮ
在国际社会中行为体的形象投射往往与国家地位这一概念相关ꎬ 国家地位反

映的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 角色和身份ꎬ 展现出一幅关于位置的等级制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③ꎬ 是一种国际秩序的图景ꎬ 国家在这一等级制中的位置会影响其他

国家对该国家的期待和行动ꎬ 从而决定该国家面临的约束和机会成本ꎮ 蒲晓宇对

国家地位信号释放机制进行了区分ꎬ 并细化了多重观众概念④ꎮ 曾向红拓展性地

发展了地位信号与策略之间的关系⑤ꎮ 在国际关系中ꎬ 国家地位信息的释放一般

２８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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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美〕 欧文戈夫曼: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ꎬ 第 １９ 页ꎮ
〔美〕 罗伯特杰维斯: «信号与欺骗: 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ꎬ 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２ 页ꎮ
〔美〕 乔尔波多尼: «地位的信号对市场竞争的社会学研究»ꎬ 张翔等译ꎬ 格致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版ꎬ 第 １３ 页ꎮ
参见蒲晓宇: «地位信号、 多重观众与中国外交再定位»ꎬ 载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ꎻ 蒲晓

宇: «霸权的印象管理———地位信号、 地位困境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４ 年
第 ９ 期ꎮ

曾向红、 杨双梅: «国家地位信号释放与俄罗斯军事干预叙利亚»ꎬ 载 «国际安全研究» ２０１７ 年
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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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炫耀性消费” “倾向性叙述” “摆架势” 和 “斗争型” 等具体方式和策略①ꎮ
“炫耀性消费” 借用的是经济学概念ꎮ 在国际社会中ꎬ 炫耀性消费是指一国为一

定的目的ꎬ 显示自己所拥有的权力ꎬ 炫耀性地展示出硬实力和软实力ꎮ 倾向性叙

述是指ꎬ “当一个人在叙述某件事时ꎬ 会着重于某些事实并将其以对自己有利的

方式贯穿起来ꎬ 同时对那些不利于自己的事实轻描淡写或者视而不见”②ꎮ “摆架

势” 常见于外交和军事领域ꎬ 尤其在 “俱乐部式位置” 上的一些姿态性外交和

军事动作ꎮ 比如ꎬ 一国加入某一国际组织ꎬ 并积极参与该国际组织的活动ꎮ “斗
争型” 策略是一国为了获得国际地位而采用挑起冲突、 发动战争等具有进攻性的

行为ꎬ 是地位追求策略中最激烈的方式ꎮ
本文用地位信号理论分析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寻求策略ꎬ 并试图解释俄罗斯发

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动机ꎮ 本文认为ꎬ 一国之所以采取 “斗争型” 策略ꎬ 是

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促成的结果ꎮ 地位信号的多重观众理论将国内观众和国际观

众两个层面勾连起来ꎮ 一方面是应对国际安全威胁ꎬ 另一方面与国内的鹰派联系

起来ꎮ 正是这些结构性矛盾和影响触发了该国选择 “斗争型” 策略ꎮ 在国际层

面ꎬ 霸权国和崛起国霍布斯式的关系模式是冲突爆发的结构性前提ꎬ 当一国的附

属国走向自己的敌对阵营时ꎬ 该国因大国地位受到挑战ꎬ 进而采用 “斗争型”
策略ꎬ 向附属国发动战争ꎻ 同时向敌对国和潜在国际观众采用 “炫耀性消费” 策

略ꎬ 释放出高调的地位信号ꎮ 在国内层面ꎬ 当一国面对因战争而受到损失的国内观

众群体ꎬ 会以 “受害者” 的形象进行 “倾向性叙述”ꎬ 向受众群体释放低调的地位

信号ꎬ 从而激发国内的鹰派ꎬ 对外采取 “斗争型” 策略ꎮ 俄罗斯在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２ 年

间对乌克兰的政策为检验这一假设提供了事实依据ꎮ

二　 大国地位、 国际观众与俄乌冲突

在国际社会中ꎬ 大国地位是一种稀缺资源ꎬ 具有零和性ꎮ 一国在国际社会中

地位的上升往往意味着相邻位置国家国际地位的下降ꎮ 俄罗斯在国际社会的地位

具有特殊性ꎮ 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遗产ꎬ 同时又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谋求大国地

位ꎮ 俄罗斯虽然是崛起国ꎬ 但大国心态使其有别于中国等新兴崛起国ꎬ 其自身的

３８

①
②

蒲晓宇: «霸权的印象管理———地位信号、 地位困境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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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认同与国际社会对它的定位有所差异ꎮ 美国和西方世界其他国家作为国际社

会中的主要力量ꎬ 是俄罗斯重要的 “他者”ꎬ 获得西方的承认对俄意义重大ꎮ 俄

罗斯认为自己是大国ꎬ 是苏联最主要的继承国ꎬ 在后苏联空间具有主导权ꎬ 是该

地区的霸权国ꎮ 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认为ꎬ 俄罗斯实力衰弱ꎬ 经济发展乏

力ꎬ 不是大国①ꎬ 也不承认俄罗斯在后苏联地区的主导国地位ꎮ 而俄罗斯固守大

国心态ꎬ 并试图展示俄罗斯的大国实力ꎮ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表示: “我
相信俄罗斯根本不能作为附属国存在ꎮ”②

地位问题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与俄罗斯认知的不同之处ꎮ 通过继承苏联在

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ꎬ 俄罗斯作为大国的地位在法律上得到正式保

证ꎬ 但国家在国际和地区的地位则更为复杂ꎮ 汉内斯阿多梅特认为ꎬ 自信的国

家会理性行事ꎬ 而沉迷于失去大国身份的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中具有许多非理性、
不可预测和矛盾的特征③ꎮ 有学者认为ꎬ 俄罗斯和西方相互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不

在于安全ꎬ 而在于俄罗斯如何从西方获得其所期望的地位和尊重④ꎮ 强硬派西方

人士认为ꎬ 解决地位冲突的关键是俄罗斯应该放弃成为大国的徒劳愿望⑤ꎮ 俄罗

斯对乌特别行动便是对西方强硬派的回击ꎮ 可以说ꎬ 在地位寻求中俄罗斯与以美

国为代表的西方构建了霍布斯式的关系模式ꎮ
霍布斯传统把国际关系描述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ꎬ 即国家之间相

互争斗的状况⑥ꎮ 美国等西方国家是俄罗斯对乌特别军事行动最主要的国际观

众ꎮ 苏联解体后ꎬ 国际社会从美苏两极争霸和平过渡到美国的单极霸权ꎮ 新生的

俄罗斯在继承苏联遗产的同时ꎬ 也在积极寻找俄罗斯在国际社会的定位ꎮ 无论其

政策如何调整ꎬ 对大国地位的追求一直贯穿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ꎮ 俄罗斯对大国

地位的追求ꎬ 主要经过了遵循规范和对抗两个阶段ꎬ 并通过对抗获得了大国地

位ꎬ 进而进一步激励俄罗斯与美对抗ꎬ 双方形成霍布斯式的关系模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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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赫德利布尔: «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ꎬ 张小明译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版ꎬ 第 ２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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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遵循西方主导的国际规范获得地位的尝试

国际社会中ꎬ 国家可以通过遵循等级制度顶端国家的规范和原则来提升国际

地位等级ꎮ 苏联解体后ꎬ 俄罗斯实行激进的亲西方对外政策ꎬ 迅速向西方靠拢ꎮ
１９９２ 年俄美两国领导人签署了 «戴维营宣言»ꎬ 结束了 １９４５ 年以来的长期对峙ꎬ
并声明两国不再将对方视为 “潜在对手”①ꎮ １９９３ 年ꎬ 俄罗斯与美国签署了 «第
二阶段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ꎮ 俄罗斯遵循西方建议采用 “休克疗

法”ꎬ 开启了政治、 经济、 社会领域的全面转轨ꎬ 并一度将后苏联空间视为其需

要甩掉的包袱ꎮ
新生的俄罗斯急切谋求加入西方 “民主国家大家庭”②ꎮ 除了继承苏联在国

际组织中的地位外ꎬ 俄罗斯还积极谋求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 世界

贸易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等一系列国际组织ꎮ 俄罗斯试图通过遵循等级制度顶端

国家的规范和原则来提升国际地位ꎬ 获得西方对其大国地位的认同ꎮ 俄罗斯也曾

想要加入北约ꎬ 出现过北约对俄罗斯 “敞开过大门” 的说法ꎮ 但积极推动吸纳

俄罗斯的原德国国防部长沃尔克鲁赫也无奈地表示 “俄罗斯不能被整合既

不能融入欧盟ꎬ 也不能融入北约”③ꎮ 时任俄罗斯外交部长的普里马科夫写道:
“一位欧洲同僚曾对我说ꎬ 北约领导人考虑的是ꎬ 假定北约接纳俄罗斯ꎬ 那么就

将意味着这个组织的终结ꎮ”④ 布热津斯基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ꎬ “北约是共

同民主价值观的联盟ꎮ 我很难想象俄罗斯会在最近的十年之内能符合这些标

准ꎮ”⑤ 俄罗斯就此被北约拒之门外ꎮ
俄罗斯认为ꎬ 一味迁就并没有换来西方世界的信任和平等伙伴的待遇ꎮ 俄罗

斯作出了多项重大让步ꎬ 关闭了位于古巴卢尔德的信号情报监听站和位于越南金

兰湾的海军基地⑥ꎬ 允许美国军事力量进入其 “腹地” 中亚ꎮ 但俄罗斯并没有获

得期待中的 “马歇尔计划”ꎬ 反而被威胁要将俄罗斯踢出大国俱乐部 “八国集

团”ꎻ 剥夺俄罗斯代表团在欧洲理事会议会大会的表决权和参与法定机构会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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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大会活动的权利①ꎻ 俄罗斯最终发现ꎬ 西方不希望俄罗斯成为一个强大的国

家ꎬ 因此其不是俄罗斯的可靠伙伴②ꎮ

(二) 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进行对抗而获得大国地位

北约的不断东扩明显威胁到俄罗斯的安全和地缘利益ꎮ 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

行径挑战了俄罗斯在后苏联地区的主导地位ꎮ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３０ 日ꎬ 时任俄外长普

里马科夫在巴黎与英国外交大臣马尔科姆里夫金德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Ｒｉｆｋｉｎｄ) 举行会

谈时ꎬ 说明了俄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的两条 “红线”: “纵线是我们不能接受通过

新成员国加入北约的军事设施威胁性地向我们的领土推进的形势ꎮ 横线是波罗的

海国家和原苏联各共和国加入北约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ꎮ”③ 显然西方并未认真

对待俄罗斯这一诉求ꎻ 在后苏联地区ꎬ 美欧暗地支持 ２００３ 年格鲁吉亚 “玫瑰革

命”、 ２００４ 年乌克兰 “橙色革命”、 ２００５ 年吉尔吉斯斯坦 “郁金香革命”ꎮ 部分

国家的亲俄政府被推翻ꎬ 对外政策也随之发生改变ꎮ 俄罗斯整合后苏联空间的意

图受挫ꎬ 战略空间和安全利益受到严重威胁ꎮ
面对此种情况ꎬ 俄罗斯不得不调整其对外政策ꎬ 将维护国家利益、 捍卫大国

地位作为重要目标④ꎮ 俄罗斯展开了多方位外交ꎬ 发展与中国、 印度、 日本等亚

洲国家的关系ꎻ 与一些西方国家眼中的 “无赖国家” 发展外交关系ꎬ 推动世界

走向多极化ꎻ 重要的是ꎬ 俄罗斯外交明确了 “重回” 后苏联地区的方针ꎮ 普京

在 ２００５ 年度国情咨文中提出: “俄罗斯与昔日的苏联加盟共和国ꎬ 今日的独立国

家ꎬ 被共同的命运、 俄语和伟大的文化联系到一起ꎬ 不可能置身于追求自由的主

潮流之外ꎮ”⑤ 俄罗斯加紧推进独联体一体化进程ꎬ 并推出了以国家为中心、 不

干涉内政和 “俄罗斯世界” 等价值观来提高该地区的凝聚力ꎮ
在垂直权力体系加强、 平衡外交政策的背景下ꎬ 俄罗斯试图构建与美国对抗

的国际体系ꎮ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ꎬ 普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ꎬ 标志着俄罗斯与西

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ꎮ 普京抨击了美国的单边主义和滥用武力干涉别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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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太龙: « “大国认同” 因素对俄罗斯外交决策的影响分析———以俄罗斯叙利亚行动为例»ꎬ 载
«俄罗斯学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ꎮ

吕萍: «俄罗斯外交政策 ３０ 年演变»ꎮ
〔俄〕 叶普里马科夫: «大政治年代»ꎬ 东方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ꎬ 第 ２２１ 页ꎮ
夏义善: «俄罗斯的外交走向: 大西洋主义ꎬ 还是欧亚主义»ꎬ 载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ꎮ
汪宁: «重回后苏联空间———俄罗斯文化战略评析»ꎬ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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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ꎬ 指责北约不遵守 “不在联邦德国以外部署北约军队”① 这一承诺ꎮ ２００８ 年俄

格冲突爆发ꎬ 这是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一次武力反击ꎮ 俄格冲突之后ꎬ 时任总统

梅德韦杰夫进一步阐释了将俄罗斯定位为全球参与者和新国际规则制定者的强硬

立场②ꎮ
苏联解体以后ꎬ 美国和西方世界在 “民主和平论” 的口号下ꎬ 不断向俄罗

斯的 “近邻” 渗透ꎬ 挤压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ꎮ 北约东扩至乌克兰的意图在

俄罗斯看来就是把乌克兰当成对抗俄罗斯的桥头堡ꎮ 因此ꎬ ２０１４ 年爆发了克里

米亚危机ꎮ 俄罗斯借此向西方展示其对抗北约东扩的决心ꎬ 让西方正视俄罗斯在

后苏联地区的特殊地位ꎮ 然而ꎬ 俄罗斯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ꎬ 不但没有获得西

方对其在后苏联地区特殊地位的承认ꎬ 反而遭到西方国家的多轮制裁ꎮ 俄罗斯此

次特别军事行动意欲重申其在后苏联空间的主导地位ꎬ 展示自身在塑造地区安全

上的影响力ꎮ 在与西方的互动中ꎬ 俄罗斯展示了向其施压的能力ꎮ 这些行动可能

会让俄罗斯在西方不受欢迎ꎬ 但它确实被视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参与者ꎮ 俄罗斯

追求地位的行动加速了国际秩序的变动ꎮ

(三) 俄罗斯采用 “斗争型” 策略ꎬ 使用激烈手段

乌克兰是俄罗斯直接的国际观众ꎮ 当乌克兰想要加入北约ꎬ 威胁俄罗斯在后

苏联地区的主导地位时ꎬ 俄罗斯采用 “斗争型” 策略ꎬ 向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ꎮ
此时的乌克兰还没有加入其他大国联盟ꎬ 这与 ２００８ 年之前的格鲁吉亚处境相似ꎮ
因此乌克兰可以被认定为虚弱且还没有加入大国联盟的第三国ꎮ

自独联体成立以来ꎬ 推进该地区经济和政治一体化是俄罗斯政治愿景的重要

部分ꎮ 俄罗斯将后苏联地区视为对其安全和国际地位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ꎬ 其在

后苏联地区的地位诉求与其大国的自我认知相联系ꎬ 是其在国际社会中地位诉求

的基本组成部分③ꎮ 在大国复兴的背景之下ꎬ 俄罗斯寻求后苏联地区一体化ꎬ 以

提高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ꎮ 但问题在于ꎬ “后苏联一体化” 没有明确

规定相互协作的基本方向和模式④ꎮ 乌克兰虽然加入了独联体ꎬ 但是并未加入欧

亚经济联盟ꎮ 乌克兰不愿加入欧亚经济联盟也显示出俄乌两国间的不信任和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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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стахов Д Мюнхенская речь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２００７). ｈｔｔｐｓ: / / ｒｉａ ｒｕ / ２０２２０２１０ / ｒｅｃｈ － １７７１６８
５４６２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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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ꎻ 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 １５０ 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计划ꎬ 乌国内经济危机得以

缓解①ꎮ 这表明ꎬ 在上一次危机初期ꎬ 俄罗斯欲利用金融手段施加政治压力ꎬ 以

阻止乌克兰进一步倒向西方ꎮ 对于本就困难的俄罗斯经济而言ꎬ 这一行动的成本

相当高昂ꎬ 但是也展示了俄罗斯主导后苏联空间、 塑造自身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

决心ꎮ
在俄罗斯眼中ꎬ 乌克兰加入北约是对俄罗斯的背叛和蔑视ꎬ 是自身的外交屈

辱ꎮ 而一个曾经的附属国对大国国际地位的挑战、 对其特权的蔑视常常会激起大

国的愤怒ꎮ 在荣誉社会里ꎬ 地位是一个行为体最珍贵的财产②ꎮ 大国更容易陷入

荣誉陷阱ꎬ 一个追求荣誉的行为体更倾向于冒险ꎮ 作为复兴中的大国ꎬ 俄罗斯的

实力与西方相比有一定的差距ꎬ 但是俄罗斯具有较强的军事实力和核打击能力ꎬ
这使得西方大国不会贸然与俄直接作战ꎮ 俄罗斯在评估自身实力后ꎬ 认为在经济

损失可以接受的情况下ꎬ 在一定限度内对小国动用武力最有可能达成自己的目

的ꎬ 因此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ꎬ 采取了 “斗争型” 策略ꎮ

三　 国内观众与鹰派

当一国面对因战争而受到损失的国内观众群体ꎬ 会以 “受害者” 的形象进

行 “倾向性叙述”ꎬ 向受众群体释放出低调的地位信号ꎻ 同时导致国内鹰派势力

上升ꎬ 从而进一步促成对外采取 “斗争型” 策略ꎮ

(一) 面对国内观众以 “受害者” 的形象进行 “倾向性叙述”ꎬ 向

受众群体释放出低调的地位信号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５ 日 “社会舆论” 基金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ꎬ ６５％ 的俄罗

斯人认为ꎬ 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军事行动的决定是正确的ꎬ １７％的俄罗斯人认为

该军事行动是不正确的ꎬ １８％的人认为很难回答③ꎮ “社会舆论” 基金的民调还

显示ꎬ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ꎬ ７１％和 ５０％的受访者认为ꎬ 普京和俄罗斯政府表

现很好ꎻ “统一俄罗斯” 党的支持率上升到 ４１％ ꎻ ６９％的受访者认为ꎬ 俄罗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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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所谓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 “共和国” 独立是正确的ꎻ ６０％ 的受访者认为ꎬ 俄

罗斯对乌军事行动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边界安全ꎻ ５８％的受访者认为ꎬ 是为了保护

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人民ꎻ ３７％的受访者认为ꎬ 是为了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及

北约在乌境内部署军事基地ꎮ 而 ３ 月 １７ 日ꎬ 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ꎬ
支持特别军事行动的俄罗斯民众 ３ 周内增加了近 １０ 个百分点ꎬ 增至 ７４％ ①ꎮ

　 资料来源: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 неделя №０８ꎬ ０３ ０３ ２０２２ С １８

在俄罗斯的官方历史叙事中ꎬ 乌克兰是同属于东斯拉夫的兄弟和俄罗斯文化

的发祥地ꎬ 是 “俄罗斯世界” 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普京的幕僚谢尔盖伊万诺夫

在谈到乌克兰人时说到: “我们是一个民族”②ꎮ 因此俄罗斯难以接受一个亲近西

方、 疏远俄罗斯的乌克兰ꎮ 在乌克兰东南部生活着大量的俄罗斯族ꎬ 而乌克兰政

府取消了俄语的地区语言地位ꎮ 乌克兰政府还宣称斯大林时期的乌克兰大饥荒是

针对乌克兰民族的 “种族灭绝”③ꎮ 乌克兰英雄勋章被授予纳粹德国的合作者斯

捷潘班德拉和罗曼舒赫维奇ꎮ 因此ꎬ 面对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有意疏远ꎬ 俄罗

斯国内民众认为ꎬ 乌克兰政府在西方的教唆下歪曲历史ꎬ 俄乌矛盾的产生主要是

西方的阴谋和挑拨离间ꎬ 俄罗斯是北约扩张的 “受害者”ꎮ
从以上民调也可以看出ꎬ 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ꎬ 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主要是

为了保护本国边界安全ꎬ 保护乌东地区的俄语使用者ꎬ 以及阻止北约东扩ꎮ 俄罗

斯民众认为俄罗斯对乌军事行动是正确而合理的ꎮ 民调结果还显示ꎬ 在俄罗斯对

乌军事行动期间ꎬ 普京和俄政府的支持度都呈上升趋势ꎮ 可以看出ꎬ 对于国内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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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莉华: «１９３２ ~ １９３３ 年乌克兰饥荒评析»ꎬ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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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ꎬ 俄罗斯采用的是 “倾向性叙述”ꎬ “着重于某些事实并将其以对自己有利的

方式贯穿起来ꎬ 同时对那些不利于自己的事实轻描淡写或者视而不见ꎮ”① 俄罗

斯对国内观众采用 “倾向性叙述” 的策略ꎬ 塑造俄罗斯是西方地缘势力扩张的

受害者形象ꎬ 激起俄罗斯国内民众对政府的同情和支持ꎮ

(二) 国内鹰派势力的上升ꎬ 进一步激励政府采取 “斗争型” 策略

与此同时ꎬ 俄罗斯国内鹰派势力上升ꎬ 进一步促使俄罗斯政府采取 “斗争

型” 策略ꎮ 乌克兰走向西方间接动员了俄罗斯国内民众和政府对鹰派的支持ꎮ 克

里米亚入俄和对乌克兰强硬立场的背后主要是坚决反对北约扩张的安全系统鹰

派ꎮ 这里不得不提到俄罗斯欧亚主义者亚历山大杜金和俄罗斯社会、 政治活动

家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及其活动阵地伊兹博尔斯克俱乐部和 «明日报»
(Завтра)ꎮ 杜金认为ꎬ “俄罗斯军队目前正在与妄图构建单极世界的主权大国们

作战ꎬ 俄罗斯不能输掉这场战争”ꎬ “如果俄罗斯没有在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进行军

事干预ꎬ 北约国家则会选择乌克兰作为打击基地ꎬ 对俄罗斯的袭击将从乌克兰领

土开始”②ꎮ 伊兹博尔斯克俱乐部的目标之一是建立一个强大的爱国政治家和意

识形态联盟ꎬ 反对外国影响和国内 “第五纵队” 在俄罗斯政治中进行操纵的帝

国阵线③ꎮ 俄罗斯国内的民族主义者支持伊兹博尔斯克俱乐部的主张ꎬ 他们及其

追随者不仅积极表示支持顿巴斯分离主义ꎬ 而且还积极招募年轻志愿者参与其

中ꎬ 并提供物质支持④ꎮ

四　 地位信号与多重观众困境

国际关系体系是多个行为体之间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 不断发展和变化而形

成的有机整体ꎮ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质导致国际社会充满着不确定性ꎬ 因此衍生

出地位信号和多重观众困境问题ꎮ 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ꎬ 俄罗斯发送信号面临多

０９

①

②

③
④

Ｊｏｈｎ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ꎬ Ｗｈｙ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Ｌｉｅ: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ａｂｏｕｔ Ｌｙｉｎｇ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１６ － １７

Норкина А Дугин заявил о новом миропорядке по результатам спецоперации на Украине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ｓｎｍｅｄｉａ ｒｕ / ｐｏｌｉｔｉｋａ / ｄｕｇｉｎ － ｚａｙａｖｉｌ － ｏ － ｎｏｖｏｍ － ｍｉｒｏｐｏｒｙａｄｋｅ － ｐｏ － ｒｅｚｕｌｔａｔａｍ － ｓｐｅｔｓｏｐｅｒａｔｓｉｉ －
ｎａ － ｕｋｒａｉｎｅ / ?ｕｔｍ＿ ｓｏｕｒｃｅ ＝ ｙｘｎｅｗｓ＆ｕｔｍ＿ｍｅｄｉｕｍ ＝ ｄｅｓｋｔｏｐ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ꎮ

О клубе ｈｔｔｐｓ: / / ｉｚｂｏｒｓｋ － ｃｌｕｂ ｒｕ / ａｂｏｕｔ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ꎮ
Ｓｉｍãｏ Ｌｉｃíｎｉａꎬ “Ｔｈｅ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ꎬ Ｓｍａｌｌ Ｗａｒｓ ＆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ｉｅｓꎬ ２０１６ꎬ Ｖｏｌ ２７ꎬ Ｎｏ ３ꎬ ｐ ５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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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观众的困境逐渐显现ꎮ

(一) 信息不对称下的信号识别问题

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 国际社会的自助体系衍生出信息不对称问题ꎮ 国际

社会的信息不对称是指ꎬ 信息在行为体之间呈不均匀、 不对称的分布状态ꎬ 一国

所获取的信息比另一国更多一些ꎮ 这不仅与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关系网络有

关ꎬ 也与一个国家获取信息的能力有关ꎮ 因此ꎬ 在国际社会中信息不对称是客观

存在的事实ꎮ
信息不对称背景下的信号识别问题是国际关系的重要议题ꎮ 造成信号意图难

以识别的原因有二: 一是国家的意图是动态的ꎮ 一国的意图很可能今天是善的ꎬ
明天就可能充满恶ꎮ 一国的意图也可能因为新政府的上台ꎬ 新精英阶层的崛起而

改变ꎮ 国家在不了解对方实力与决心的前提下ꎬ 出于理性考量ꎬ 可能会刻意隐藏

或者夸大某些信息ꎮ 因此ꎬ 国际社会中的信号具有真实性的同时ꎬ 也具有欺骗

性ꎮ 二是信号的可信度问题ꎮ 一国是 “假装虚弱” 还是 “虚张声势”ꎬ 在国际社

会中存在着判断其信号可信度的问题ꎮ 詹姆斯费伦依据成本将信号区分为昂贵

信号和廉价信号①ꎮ 昂贵信号附有不可逆的高成本利益约束ꎬ 可作为一种筛选门

槛将可信者与不可信者分离开来②ꎮ 昂贵信号通过沉没成本和缚手成本来传递ꎬ
沉没成本是一国投入较大且无法回收的资源ꎬ 比如军事动员、 缔结盟约、 军事打

击等ꎮ 缚手成本通常表现为国家领导人公开威胁或公开承诺而产生的观众成本ꎬ
领导通过公开威胁或承诺来束缚自己的手脚ꎬ 从而向对手表明决心ꎬ 领导人愿意

公开冒升级风险的行为被认为是一个可信且代价高昂的决心信号③ꎮ 一国越是投

入高昂的成本ꎬ 越能展示信号的可信度ꎮ
２０１４ 年克里米亚被纳入俄版图和 ２０２２ 年俄罗斯对乌军事行动ꎬ 两次向西方

展示了 “炫耀性” 信号ꎬ 但两次所使用的炫耀手段和方式并不相同ꎮ 原因在于ꎬ
首先ꎬ 国家的意图是动态的ꎻ 其次ꎬ 信号的可信度需要检测ꎮ 在信号可信度测试

中ꎬ 低估对手的能力或高估对手的能力都可能导致战争的发生④ꎮ

１９

①

②
③

④

Ｊａｍｅｓ Ｄ Ｆｅａｒｏｎꎬ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Ｔｙｉｎｇ Ｈａｎｄ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Ｓｉｎｋｉｎｇ Ｃｏｓｔ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１９９７ꎬ Ｖｏｌ ４１ꎬ Ｎｏ １ꎬ ｐ ６９

曹德军: «首脑外交中的廉价信号传递及其可信度识别»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ꎮ
Ｙａｒｈｉ － Ｍｉｌｏ Ｋꎬ Ｋｅｒｔｚｅｒ Ｊ Ｄꎬ Ｒｅｎｓｈｏｎ Ｊꎬ “Ｔｙｉｎｇ Ｈａｎｄｓꎬ Ｓｉｎｋｉｎｇ Ｃｏｓｔｓꎬ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ｅｒ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８ꎬ Ｖｏｌ ６２ꎬ Ｎｏ １０ꎬ ｐ ２１５３
Ｌｉｎｄｓｅｙꎬ Ｄａｖｉｄꎬ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Ｗａｒ”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２０１５ꎬ ５９ (４)ꎬ ｐ ６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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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和西方在信号博弈的过程中ꎬ 不断测试对方信号的真实性和可信性ꎮ
在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一问题上ꎬ ２０１４ 年克里米亚被纳入俄版图ꎬ 俄罗斯以昂贵

的信号向美国和西方国家传达自己的地位关切ꎮ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０ ~ １３ 日ꎬ 俄罗斯

与美国、 北约和欧安组织就俄方提出的安全保障措施举行了三轮谈判ꎮ 在双方的

信号博弈中ꎬ 西方对俄罗斯的地位诉求、 安全保障及其自身的国家战略进行综合

考量后ꎬ 并没有对俄罗斯的诉求予以回应ꎮ 在冲突爆发前俄罗斯进行了多次军

演ꎬ 向对方发出昂贵信号ꎮ 然而西方国家仍然没有重视这一信号ꎮ 罗伯特杰维

斯认为ꎬ 信号发送者和接受者都认为一国食言并违反信号而行动将损害信号声

誉ꎬ 这意味着别国以后将降低对其信号的信任度①ꎮ 对于俄罗斯的 “红线” 警

告ꎬ 西方国家将该有效信息视为 “欺骗”ꎮ 比如ꎬ 欧盟就认为ꎬ “系统的信息操

纵和虚假信息是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行动工具”②ꎮ 因此ꎬ ２０２２ 年俄罗斯对乌发

起军事行动ꎬ 以最激烈的形式向西方国家施展 “炫耀性消费”ꎬ 阻止其在后苏联

地区不断扩张的意图和行动ꎮ 这种将冲突公开化、 国际化、 扩大化的手段ꎬ 大大

增加了信号的威慑力、 可信度和影响力ꎮ

(二) 信号传播中的回旋镖效应

在社会心理学中ꎬ 回旋镖效应 (ｂｏｏｍｅｒａ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是指个体在某件事上的行

为表现与预期目标不一致ꎮ 在新闻学中ꎬ 回旋镖效应是指观众以与作者所预料的

相反的形式对宣传作出反应③ꎮ 回旋镖效应的心理机制表现在受众的认知偏差

上ꎬ 使其不自觉形成对某一信息的误解ꎬ 从而使目标对象偏离其宣传意图ꎮ 比

如ꎬ 低价格促销有时反而会降低销量ꎮ 默顿认为ꎬ 回旋镖效应来源于接受者作出

错误的心理评估④ꎮ 在国际关系中ꎬ 信号的创建者向目标对象国发送特定的信

号ꎬ 目的是为了改变该国的态度或行为ꎮ 然而在国际体系中ꎬ 除了私有信息外ꎬ
还存在呈现在国际观众和国内观众面前的公开信号ꎮ 不仅预期受众会对信号作出

反应ꎬ 非预期受众同样可能会有反应ꎮ 在本文的案例中ꎬ 两大因素使信号发送出

２９

①

②

③
④

〔美〕 罗伯特杰维斯: «信号与欺骗 : 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ꎬ 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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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回旋镖效应ꎮ 一是国家身份认知ꎬ 二是安全资源的稀缺ꎮ
在俄乌冲突中ꎬ 俄罗斯对乌行动面临的直接观众主要是西方国家和乌克兰ꎮ

然而ꎬ 中亚国家这一间接观众的反应让俄罗斯始料未及ꎮ 俄罗斯阻止西方在后苏

联地区扩张的地位诉求ꎬ 反而使后苏联地区的中亚国家感受到压力ꎮ 在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联合国谴责俄罗斯的投票中ꎬ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投了弃

权票ꎬ 乌兹别克斯坦和奉行中立的土库曼斯坦缺席了此次投票ꎮ 从国家身份认知

角度看ꎬ 在社会中ꎬ 人们通常会寻找和自己相似的人或群体ꎬ 以维护这种身份认

同ꎮ 当他们感到自己的群体受到攻击或威胁时ꎬ 他们可能会坚定立场ꎬ 以维护群

体认同感ꎮ 在国际体系中ꎬ 主权国家也会在对外关系中运用国家身份ꎬ 形成特定

的、 有利于己的外交关系ꎮ 中亚国家与乌克兰都是苏联解体后的新生国家ꎬ 这一

相同的国际身份ꎬ 导致中亚国家在解读俄罗斯的地位信号时呈现出一定的心理倾

向和情感偏好ꎮ 在俄罗斯看来ꎬ 中亚国家是俄罗斯传统的经济和政治伙伴ꎬ 会支

持俄罗斯ꎬ 但却忽略了同为后苏联国家的中亚国家感受到的压力ꎮ 俄罗斯强调乌

克兰进入北约的 “红线”ꎬ 也让中亚国家解读出某种警示和告诫ꎮ 这种警示和告

诫会让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意图进行深度解读ꎬ 继而可能会带来对俄罗斯的恐

惧ꎮ 俄罗斯阻止西方主导后苏联地区事务的这一做法ꎬ 反而让后苏联地区国家恐

惧俄罗斯ꎮ 这就是信号传递过程中的回旋镖效应ꎮ 从国际社会中安全稀缺性的角

度看ꎬ 俄罗斯对乌军事行动改变了后苏联地区的安全结构ꎬ 威胁到中亚国家安

全ꎮ 西方对俄发起了最大规模的制裁ꎬ 并利用其在国际社会网络上的优势ꎬ 向俄

罗斯的盟友国施加 “二级制裁” 压力ꎮ 中亚国家为规避 “二级制裁”ꎬ 在国际社

会上并未积极支持俄罗斯ꎬ 而是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寻找平衡ꎬ 将俄乌冲突对本

国的影响降到最低ꎬ 以确保本国政治和经济安全ꎮ
总之ꎬ 一国在地位信号发送过程中ꎬ 其信号不仅被目标观众接收ꎬ 还会受到

其他国家的关注ꎬ 并产生非预期效果ꎮ 相关信息在国际社会的扩散可以塑造出不

同的受众群体ꎬ 形成的舆论有可能影响该国在地位伸张过程中的定位ꎮ 信息不对

称下的信号识别问题进一步加剧国际社会多重观众的困境问题ꎬ 而信号传播中的

回旋镖效应可能导致一国在地位伸张过程中遭遇始料未及的后果ꎮ

结　 论

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的地缘博弈往往使虚弱的第三国被迫卷入冲突ꎮ 本文从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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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信号的视角分析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ꎬ 认为俄罗斯对大国地位

的追求是对乌行动的更深层次原因ꎬ 并同时以 “炫耀性消费” “倾向性解释”
“斗争型” 策略向不同的目标观众发出相应的地位信号ꎮ 通过分析俄罗斯对乌军

事行动ꎬ 本文的理论假设也得到了初步验证: 霸权国和崛起国霍布斯式的关系模

式是冲突爆发的结构性前提ꎬ 想要加入敌对阵营的附属国是对大国地位的挑战ꎮ
因而ꎬ 大国会采用 “斗争型” 策略和军事手段ꎬ 并向霸权国和潜在国际观众采

用 “炫耀性消费” 策略ꎬ 释放出高调的地位信号ꎮ 而当一国面对因战争而受到

损失的国内观众群体ꎬ 该国会以受害者的形象进行 “倾向性叙述”ꎬ 向受众群体

释放出低调的地位信号ꎬ 国内鹰派势力上升ꎬ 刺激其进一步采取 “斗争型”
策略ꎮ

本文的研究对霸权国、 崛起国和处于两者博弈中心的虚弱的第三国都有所启

示ꎮ 霸权国无视其他大国利益ꎬ 不承认和尊重其他大国地位ꎬ 在其核心利益区无

限制扩张ꎬ 是造成国际冲突的重要原因ꎬ 面对来自霸权国和附属国的羞辱ꎬ 崛起

国会寻求在附属国发起冲突ꎬ 向霸权国展示实力ꎮ 小国往往是大国博弈的对象ꎬ
小国在国际社会中应注意多元平衡外交的重要性ꎬ 避免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ꎮ
长期以来ꎬ 人们只注意到大国地缘博弈的结构性矛盾ꎬ 而忽略了被卷入大国博弈

的第三国ꎮ 本文并不否认大国博弈是冲突爆发的深层次原因ꎬ 认为在大国之间存

在着 “地位承认困境”ꎬ 为争夺地位而引发冲突升级ꎮ 本文认为虚弱且没有加入

大国联盟的第三国的政策是冲突升级为战争的关键变量ꎮ 面对附属国的 “背叛”
和 “羞辱”ꎬ 大国会对虚弱的附属国发动军事行动ꎮ 这一结论也回答了面对波罗

的海三国、 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挑战ꎬ 为什么俄罗斯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发起军

事行动ꎬ 而没有在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北约时发起军事行动ꎮ 因为ꎬ 波罗的海加入

北约时期ꎬ 俄罗斯正在走向西方ꎬ 实行亲美的外交政策ꎬ 没有结构性矛盾的前提

条件ꎻ 而乌克兰加入北约时ꎬ 俄美霍布斯式的关系结构已经成形ꎮ
(责任编辑　 聂俣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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