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独联体国家外交空间的拓展

陈新明

【内容提要】 　 苏联解体后所建立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形成了新的区域性国际

关系秩序ꎮ 起初这个区域性体系只是由俄罗斯主导且具有浓厚的相对封闭特性ꎬ
随着时间推移ꎬ一方面所有大国乃至区域性国家先后同独联体国家建立起伙伴关

系ꎬ另一方面独联体国家努力拓展外交活动空间ꎬ诸如发布官方指导性文件ꎬ参与

国际组织ꎬ设置外交大使馆ꎬ以及在联合国大会决议问题上进行投票活动等ꎮ 这表

明它们在本国外交政策实施中选择了多种形式的多元化发展方式ꎮ
【关 键 词】 　 独联体　 区域性体系　 外交空间

【作者简介】 　 陈新明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ꎬ博士生导师ꎮ

苏联解体后建立起来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形成了新的区域性国际关

系秩序①ꎮ 起初这个体系由俄罗斯主导且相对封闭ꎬ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ꎬ所有其

他大国乃至区域性国家也都同后苏联国家建立起了伙伴关系ꎮ
独联体国家的大多数成员(除俄罗斯之外)都属于中小型规模的国家②ꎬ所以

它们在自己的外交政策实施中选择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多元化发展方式:从塔吉克

斯坦的开放门户政策到亚美尼亚的防御主义政策ꎬ从土库曼斯坦的中立主义政策

到吉尔吉斯斯坦的丝绸之路外交政策③ꎮ
本文分析和评估独联体国家外交政策的多元化发展方式及其变化ꎬ主要是基于

分析其指导性文件、对国际组织的参与度、外交网络以及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投票ꎮ 文

１４

①

②

③

Малышева Д На "фронтах" СНГ － без перемен / /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ꎬ
２００４ꎬ№ １２ꎻКосов Ю В ꎬТоропыгин А В Содружество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 / Институтыꎬ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е
процессыꎬконфликты и парламент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МоскваꎬАспект Прессꎬ２００９

Ａｇｌｙａｎ Ｖ 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 － Ｓｏｖｉｅｔ Ｓｐａｃ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 / 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Серия: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ꎬ
２０１４ꎬ№ ４

Богатуров А Д (ред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обытия и документы
М :Аспект Прессꎬ２０１４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

中绘制的表格和引用的统计资料主要依据“独联体国家外交政策”等基础资料①ꎮ

一　 观念的缺位和多元化的扩展

分析外交政策传统上通常都始于评估独联体国家的指导性文件(表 １)ꎮ 在俄

罗斯学者中ꎬА Я 巴巴扎诺夫等人最先对比分析独联体国家的外交政策和防务政

策的概念及观念②ꎬ并对独联体国家外交政策的理论学说进行数量分析③ꎮ

表 １　 独联体国家在安全、外交和军事领域的指导性文件

国家安全战略
(基本构想) 外交政策基本思想 军事理论

阿塞拜疆 ２００７ 年构想 缺位 ２０１０ 年军事理论

亚美尼亚 ２００７ 年构想 缺位 ２００７ 年军事理论

格鲁吉亚
(２００８ 年前是成员)

２００５ 年构想
２０１１ 年构想

缺位
２００５ 年国家军事战略
２０１１ 年国家军事战略

白俄罗斯
１９９５ 年构想
２００１ 年构想
２０１０ 年构想

２００５ 年内政与外交主要方向
２００２ 年军事理论
２０１６ 年军事理论

哈萨克斯坦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５ 年战略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 年战略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战略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０１ 年构想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构想

(２０１４ 年)

１９９３ 年军事理论
２０００ 年军事理论
２００７ 年军事理论
２０１１ 年军事理论

吉尔吉斯斯坦
２００１ 年构想
２００９ 年构想
２０１２ 年构想

１９９９ 年构想
２００７ 年构想

２００２ 年军事理论
２０１３ 年军事理论

摩尔多瓦
１９９５ 年构想
２００８ 年构想
２０１１ 年战略

１９９５ 年构想 １９９５ 年军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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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тношенияꎬ２０１４ꎬ№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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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

１９９７ 年构想
２０００ 年构想

２０２０ 年前战略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５ 年战略

１９９３ 年构想
２０００ 年构想
２００８ 年构想
２０１３ 年构想
２０１６ 年构想

１９９３ 年军事理论
２００２ 年军事理论
２０１０ 年军事理论
２０１４ 年军事理论

塔吉克斯坦 缺位
２００２ 年构想
２０１５ 年构想

２００５ 年军事理论

土库曼斯坦 缺位
１９９５ 年构想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构想
(２０１２ 年)

１９９４ 年军事理论
２００９ 年军事理论

乌兹别克斯坦 １９９５ 年构想
关于 １９９６ 年外交活动基本原则

２０１２ 年构想
１９９５ 年军事理论
２０００ 年军事理论

乌克兰

１９９７ 年构想
２００７ 年战略
２０１２ 年战略
２０１５ 年战略

关于 １９９３ 年外交政策主要方向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内政外交原则

关于内政外交原则
(２０１４ 年表述)

１９９３ 年军事理论
２００４ 年军事理论
２０１２ 年军事理论
２０１５ 年军事理论

　 　
这里重要的不仅是外交理论的内容①ꎬ而且还有外交理论的存在(或缺位)本

身ꎮ 在苏联解体后的较长时间里ꎬ一些国家的外交政策基本构想是缺位的或者更

新较少ꎮ 实际上ꎬ这只是扩大多元外交的标识之一ꎮ 这些国家坚持实施一种灵活

的外交方针ꎬ以至于极力不去使用官方文件来确定主要外交伙伴的优先排序和档

次级别ꎮ 例如ꎬ白俄罗斯至少进行过三次毫无成效的外交政策系统化理论化的尝

试:(１)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 ２ 日ꎬ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提出关于有必要制定外交政策基

本构想的问题ꎬ同年年底前外交部拟定了外交政策基本构想草案ꎬ但是这个草案在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没有获得通过ꎻ(２)１９９５ 年最高苏维埃主席 М 格里布

提议通过«关于白俄罗斯外交政策和对外经济活动的主要方向»法律ꎬ结果没有获

得通过ꎻ(３)１９９７ 年外交部制定了基本构想草案ꎬ在安全会议的例会上被通过②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通过的«关于确定白俄罗斯共和国内政外交主要方向»第 ６０ － ３
法律ꎬ同样也是极力避免明确宣示官方层面的优先方向ꎬ在“白俄罗斯共和国外交

政策的主要方向”章节里没有特别提到优先交往的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ꎬ而占据

首要位置的是对外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合作ꎮ

３４

①

②

Шмелев Б А ( отв ред )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новых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МоскваꎬИЭ РАНꎬ
２０１５

Тихомиров А В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ъ в １９９１ － ２０１１ гг Минскꎬ Право и
экономикаꎬ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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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ꎬ则存在一种相互式反应ꎬ其中一方的任何外交政策

步骤必然导致另一方的对等反应ꎮ 摩尔多瓦在发布外交政策基本构想之后的 １０
年ꎬ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成立了国家委员会ꎬ负责在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前研究制定新的基本

构想ꎬ但是没有得到议会批准ꎮ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ꎬ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了“关于乌克兰外交政策主要方向”的决

议ꎬ公开表明其外交政策的主要优先方向ꎬ包括同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的合作、同
欧盟和北约的合作ꎮ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出台了关于“乌克兰内政外交政策的原则”法律ꎬ
其中特别规定不结盟原则ꎬ即不参加军事政治联盟①ꎮ 但是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通过了关

于“修改乌克兰有关放弃参与实施不结盟政策的某些法律”的文件ꎬ根据这项修

改ꎬ２０１０ 年法律规定的不结盟原则实际上被废止ꎮ
在独联体国家中ꎬ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指导性文件的更新是最频繁的ꎮ

二　 参与国际组织

独联体国家由于成为不同国际组织的正式成员ꎬ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外

交的接触交往范围ꎮ 例如ꎬ六个国家(阿塞拜疆和中亚五国)加入了伊斯兰合作组

织和伊斯兰发展银行(见表 ２ １ 和 ２ ２)ꎬ俄罗斯也成为伊斯兰合作组织的观察员

国ꎮ 这六个国家多数是突厥语国家合作会议的成员ꎮ 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实际上

是法语国家集团国际组织的全权参与者ꎬ而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则是它的观察员国ꎮ
摩尔多瓦同时加入了联合众多国家的拉丁联盟ꎬ这些国家的居民操罗曼语系(西班

牙语、葡萄牙语、法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和加泰罗尼亚语)ꎬ２０１２ 年由于金融

形势复杂ꎬ该组织通过决议暂时停止活动ꎮ
目前独联体成员国(除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同时都是联

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和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理事会的成员国ꎬ在联合国经济社会

理事会框架中经常出现关于有必要建立独联体国家欧亚委员会的议题ꎬ以便于讨

论国际关系单独分支组织的话题ꎮ 独联体部分成员国还充实了一系列次区域经济

合作组织ꎬ一些国家成为黑海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ꎮ
许多国家在自己外交政策中宁愿使用中立化概念表达其基本构想ꎬ并且加入

４４

① Курылев К П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Украины в контекст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регионалъной систем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Еврове МоскваꎬРУДНꎬ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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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结盟运动(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ꎬ另外一些国家

(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则是这类运动的观察员ꎮ
在巩固安全与合作领域里ꎬ最重要的倡议要数 １９９２ 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

巴耶夫提出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会议)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亚美尼

亚和土库曼斯坦虽是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ꎬ却没有加入中国倡导创办的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ꎮ 俄罗斯恰恰相反ꎬ它支持建立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的倡议ꎬ却没有加

入亚洲开发银行ꎮ
独联体国家中ꎬ吉尔吉斯斯坦最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１９９８ 年)ꎬ一些国家是

观察员身份(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ꎬ其他国家(除土库曼斯坦)已
经加入了这个组织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ꎬ土库曼斯坦根据总统指示成立了加入世贸

组织专门工作小组ꎬ但是并没有递交土库曼斯坦同世贸组织开展谈判的官方申请ꎮ
原因在于ꎬ参加世贸组织必然要在经济领域实施重大调整ꎬ首先涉及天然气的开采

和碳氢化合物的销售问题ꎬ因为在这个领域里土库曼斯坦是国有企业占据优势ꎮ
所有独联体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同北约、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洲委员会均有合

作ꎬ并且实施欧洲复兴与发展银行的项目ꎬ但在最近几年里进展不大①ꎮ
毫无疑问ꎬ加入国际组织的活动与前景会影响到成员国的外交政策方针ꎬ以下

会论及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表决情况ꎮ

三　 大使馆的设置

苏联解体后ꎬ独联体国家建立起遍及世界主要地区的大使馆网络(表 ３)ꎮ 分

析这个网络很有意思ꎬ因为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ꎬ在国外设置大使馆网络这一

事实本身ꎬ就足以证明独联体各国的现实外交政策的优先考虑ꎮ
俄罗斯不是从零开始而是继承了苏联在国外的外交机构网络ꎬ并且拥有约

１５０ 个大使馆ꎮ 大多数独联体国家大致在世界上 １５％ ~ ３０％的国家设置了外交代

表处ꎮ 乌克兰从零开始建立自己的大使馆(在 ８１ 个国家有大使馆)ꎬ阿塞拜疆在

６０ 个国家设置了大使馆ꎬ白俄罗斯有 ５６ 个大使馆ꎬ哈萨克斯坦有 ５７ 个大使馆ꎮ 大

使馆少于 ３０ 个的是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和塔吉克斯坦ꎮ

５４

① Мачавариани Г Г ГУАМ как проект алътернатив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 /
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Серия: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ꎬ２０１４ꎬ№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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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联体大多数成员在其他独联体国家有自己的外交代表机构ꎮ 按照网络术

语ꎬ这可以解释为紧密联系的朋友(朋友圈子)ꎮ 独联体所有国家的大使馆作为一

种网络在后苏联地区的存在ꎬ其总数接近 １００％ ꎬ也就是说是全覆盖ꎮ 这也确认了

一种事实ꎬ即独联体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单独分支系统ꎮ
摩尔多瓦拥有最全的“欧洲”大使馆网络ꎬ其全部外交代表机构的 ２ / ３ 设置在

欧盟国家ꎬ而在亚洲只有 ４ 个类似的外交代表机构ꎮ 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这两个

国家驻欧洲大使馆的数量差别不大ꎬ前者占全部大使馆的 ４７％ ꎬ后者占 ４４％ ꎮ 相

反ꎬ吉尔吉斯斯坦驻外大使馆主要设立在亚洲国家ꎬ而在欧洲只有 ５ 个大使馆ꎮ 阿

塞拜疆、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这四个国家在欧洲国家设立的大使馆数量多

于在亚洲国家ꎮ 至于哈萨克斯坦ꎬ驻外大使馆的“亚洲”网络实际上和“欧洲”网络

大致相等(表 ３)ꎮ

表 ３　 独联体国家在世界各地区设置的外交代表机构的数量

独联体 欧洲 北美 亚洲 非洲 拉美
澳洲

大洋洲
全部

阿塞拜疆 ９(１５％ ) ２１(３５％ ) ２(３％ ) １７(２８％ ) ５(８％ ) ５(８％ ) １(２％ ) ６０

亚美尼亚 ５(１２％ ) １８(４４％ ) ２(５％ ) １２(２９％ ) １(２％ ) ３(７％ ) ０(０％ ) ４１

白俄罗斯 １０(１８％ ) １９(３４％ ) ２(４％ ) １４(２５％ ) ５(９％ ) ５(９％ ) １(２％ ) ５６

格鲁吉亚
２００９ 年前

８(１４％ ) ２８(４７％ ) ２(３％ ) １３(２２％ ) ３(５％ ) ４(７％ ) １(２％ ) ５９

哈萨克斯坦 ９(１６％ ) ２０(３５％ ) ２(４％ ) ２２(３９％ ) ３(５％ ) １(２％ ) ０(０％ ) ５７

吉尔吉斯 ８(３０％ ) ５(１９％ ) １(４％ ) １３(４８％ ) ０(０％ ) ０(０％ ) ０(０％ ) ２７

摩尔多瓦 ４(１４％ ) １９(６６％ ) ２(７％ ) ４(１４％ ) ０(０％ ) ０(０％ ) ０(０％ ) ２９

俄联邦 １０(７％ ) ３６(２５％ ) ２(１％ ) ３８(２６％ ) ４１(２８％ ) １７(１２％ ) ２(１％ ) １４６

塔吉克斯坦 ８(２８％ ) ６(２１％ ) １(３％ ) １３(４５％ ) １(３％ ) ０(０％ ) ０(０％ ) ２９

土库曼 ９(３０％ ) ８(２７％ ) １(３％ ) １２(４０％ ) ０(０％ ) ０(０％ ) ０(０％ ) ３０

乌兹别克斯坦 ７(２１％ ) ９(２７％ ) １(３％ ) １５(４５％ ) １(３％ ) ０(０％ ) ０(０％ ) ３３

乌克兰 １０(１２％ ) ３１(３８％ ) ２(２％ ) ２２(２７％ ) １０(１２％ ) ５(６％ ) １(１％ ) ８１

　 　 备注:所有资料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ꎬ只统计完全合乎要求的大使馆(大使馆分支机构、外派总统特使、
常驻国际组织代表、领事馆不包括在内)ꎮ

至于在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在非洲和拉美建立大使馆网络ꎬ远不是所有独联

体国家都有力量和有需要的ꎮ 像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国家ꎬ在非洲完全没有大使馆ꎬ即使有ꎬ也只有一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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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ꎮ 而俄罗斯在非洲国家设置的大使馆占其全部大使馆数量的 ２８％ ꎮ 在拉美完

全没有或者只有一个大使馆的国家有: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塔吉

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ꎮ
独联体国家在世界各地设置大使馆的数量和趋势ꎬ明显地反映出当代世界最

具吸引力模式的商品贸易、投资和移民的国际性流动潮①ꎬ也反映出外交代表机构

网络的设置需要和工作效率②ꎮ 在这种最具吸引力的模式中ꎬ驻东道国的大使馆

之间存在密切联系ꎬ它们之间可以合理配置工作人员ꎮ 这种现象也可以称作是“相
邻效应”③ꎮ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实是ꎬ独联体许多成员国极力保留苏联时期建立的联系ꎬ包
括在经互会框架下的联系ꎮ 例如在古巴ꎬ除了俄罗斯的大使馆之外ꎬ还有阿塞拜

疆、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格鲁吉亚的大使馆ꎮ 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波兰ꎬ还保

留了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摩尔多瓦、俄罗斯、乌克兰和格鲁

吉亚这些国家的大使馆ꎮ 在罗马尼亚还有土库曼斯坦的大使馆ꎬ在波兰还有乌兹

别克斯坦的大使馆ꎮ 在越南开设了大使馆的国家有: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白俄罗

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乌克兰ꎮ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设立大使馆方面的行为表现出对称性平衡性ꎬ但是阿

塞拜疆经贸机会更多ꎬ拥有的外交代表机构也更加广泛ꎮ 例如ꎬ亚美尼亚在拉美的

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三国设有大使馆ꎬ而阿塞拜疆除了在这三个国家设有大使馆

外ꎬ在哥伦比亚和古巴也设有大使馆ꎮ 在非洲ꎬ亚美尼亚在埃及设有大使馆ꎬ而阿

塞拜疆除在埃及设有大使馆外ꎬ还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埃塞俄比亚和南非这些

国家派驻公使ꎮ 但是在伊拉克、叙利亚、梵蒂冈和丹麦这些国家ꎬ亚美尼亚设有大

使馆ꎬ而阿塞拜疆尚未开设ꎮ 阿塞拜疆试图抵消亚美尼亚强大的公关影响力ꎬ以及

亚美尼亚大使馆的活动能力ꎬ后者在国际社会中广泛开展活动ꎬ在有关纳戈尔诺—
卡拉巴赫问题上从事有利于自己的宣传ꎮ

９４

①

②

③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Ｊ ꎬＷｉｎｃｏｏｐ Ｅ Ｇｒａｖｉｔａｓꎬ“Ａ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 Ｐｕｚｚｌｅ”ꎬ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２００３ꎬ
Ｖｏｌ ９３ꎬｎｏ Ｉ

Ｒｏｓｅ Ａ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Ｅｍｂａｓｓｉｅｓ ａ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１１１１１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０５ ｈｈｔｐ: / / ｗｗｗ ｎｂｅｒ ｏｒｇ / ｐａｐｅｒｓ / ｗ １１１１１

Кузнецов А В Прямые иностранные инвестиции:"эффект соседства " / /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ｅнияꎬ２００８ꎬ№９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

四　 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投票表决活动

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表决活动是衡量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立场的最重要标志ꎮ
自 １９８５ 年起ꎬ美国国务院每年都要发布一个联合国投票表决情况的报告(ＵＮ
Ｖｏｔ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①ꎮ 许多研究者也重视分析联合国的投票表决活动②ꎮ 俄文著述

只针对“发展权利”问题上的投票表决进行过分析③ꎮ 我们最感兴趣的是ꎬ独联体

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投票表决活动会有多少一致性ꎮ 在此ꎬ我们考察了独联体国

家在第 ４７ ~ ７０ 届联合国大会上的投票表决情况ꎮ 尽管独联体国家在 １９９２ 年就已

经成为联合国成员ꎬ但是它们大多是在第 ４７ 届大会上开始投票表决活动的ꎮ
将独联体国家的投票表决与其他国家的投票表决进行对比就会发现ꎬ独联体

是国际关系的一个分支系统ꎮ 其中ꎬ有必要将独联体的投票表决同二十国集团加

以对比ꎬ因为二十国集团由国际社会最有影响力的成员组成ꎬ这种对比最能反映独

联体国家外交政策的倾向性④ꎮ 当然还要考虑一些关键的地区性国家ꎬ如伊朗、巴
基斯坦、马来西亚、以色列等ꎬ它们同独联体也保持着积极的外交联系ꎮ

为了评价外交政策的一致性程度ꎬ需要考虑在第 ４７ ~７０ 届联合国大会上投票表决

的平均吻合度ꎬ同时也需注意其他国家同被考察国家最具有吻合度的例会场次数量ꎮ
统计结果参见表 ４ꎬ这里每一组有 ３ 个国家ꎬ独联体单独一组ꎬ二十国集团单独一组ꎮ

表 ４　 第 ４７ ~ ７０ 届联合国大会上独联体国家与其他国家的立场的吻合度

独联体国家

与独联体其他国家的吻合度 与二十国集团国家的吻合度

平均支持度ꎬ％ 获得最大支持度
的例会数量

平均支持度ꎬ％ 获得最大程度
支持的例会数量

阿塞拜疆
哈萨克斯坦(９０ ８８)
白俄罗斯(８９ ６０)

吉尔吉斯斯坦(８６ ７４)

哈萨克斯坦(８ 次)
吉尔吉斯斯坦(８ 次)

白俄罗斯(６ 次)

印度尼西亚(８９ ３２)
沙特阿拉伯(８９ １１)

巴西(８８ １５)

巴西(６ 次)
印度尼西亚(６ 次)

南非(５ 次)
朝鲜(５ 次)

０５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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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美尼亚
白俄罗斯(８７ ７６)

哈萨克斯坦(８７ ０９)
阿塞拜疆(８５ ９８)

白俄罗斯(１０ 次)
塔吉克斯坦(５ 次)
哈萨克斯坦(４ 次)

阿根廷(８８ ６７)
南非(８４ ８５)
巴西(８４ ６９)

阿根廷(１９ 次)
南非(４ 次)

澳大利亚(３ 次)

白俄罗斯
阿塞拜疆(８９ ６０)

哈萨克斯坦(８９ ５３)
亚美尼亚(８７ ７６)

阿塞拜疆(７ 次)
乌兹别克斯坦(７ 次)

乌克兰(６ 次)

印度尼西亚(８８ ０１)
中国(８７ ８７)
巴西(８７ ７７)

中国(１０ 次)
印度尼西亚(７ 次)

南非(５ 次)

格鲁吉亚
摩尔多瓦(９０ ４８)
乌克兰(８８ ６９)

亚美尼亚(８１ ２８)

摩尔多瓦(１６ 次)
乌克兰(７ 次)

德国(８９ ０６)
意大利(８８ ７９)
日本(８８ ５０)

意大利(７ 次)
德国(７ 次)
日本(７ 次)

哈萨克斯坦
阿塞拜疆(９０ ８８)
白俄罗斯(８９ ５３)

吉尔吉斯斯坦(８７ ７２)

阿塞拜疆(６ 次)
吉尔吉斯(６ 次)
白俄罗斯(５ 次)

阿根廷(８９ ７１)
巴西(８８ ７２)
南非(８７ ２２)

巴西(８ 次)
阿根廷(６ 次)
南非(５ 次)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８９ ２２)
哈萨克斯坦(８７ ７２)

乌兹别克斯坦(８７ ２８)

塔吉克斯坦(８ 次)
哈萨克斯坦(７ 次)

乌兹别克斯坦(５ 次)
阿塞拜疆(５ 次)

南非(８５ ４１)
阿根廷(８３ ９７)
巴西(８２ ７０)

南非(１１ 次)
巴西(６ 次)

阿根廷(５ 次)

摩尔多瓦
乌克兰(９１ ４７)

格鲁吉亚(９０ ４８)
亚美尼亚(８２ ２２)

格鲁吉亚(１２ 次)
乌克兰(１１ 次)
亚美尼亚(３ 次)

意大利(９４ １９)
德国(９３ ７６)
日本(９１ ２９)

意大利(１４ 次)
德国(１１ 次)

澳大利亚(５ 次)

俄罗斯联邦
白俄罗斯(８６ ６４)
亚美尼亚(８４ ５８)

哈萨克斯坦(８４ ３４)

白俄罗斯(１０ 次)
哈萨克斯坦(５ 次)

乌兹别克斯坦(３ 次)

阿根廷(８３ ６４)
中国(８１ ７４)
南非(８１ ２４)

中国(１４ 次)
阿根廷(５ 次)

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８９ ２１)
土库曼斯坦(８８ ０２)

乌兹别克斯坦(８７ ５７)

吉尔吉斯斯坦(１３ 次)
土库曼斯坦(６ 次)

阿塞拜疆、
哈萨克斯坦、

俄联邦(各 ３ 次)

南非(８３ ６１)
阿根廷(８２ ７１)
巴西(８０ ７９)

南非(９ 次)
中国(４ 次)

俄联邦(４ 次)

土库曼斯坦
塔吉克斯坦(８８ ０２)

乌兹别克斯坦(８５ ８４)
吉尔吉斯斯坦(８４ ９８)

塔吉克斯坦(１４ 次)
吉尔吉斯(５ 次)

乌兹别克斯坦(５ 次)

南非(７９ ７３)
印度尼西亚(７８ １２)

阿根廷(７７ ９０)

南非(９ 次)
印度尼西亚(６ 次)

阿根廷(４ 次)

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８７ ５７)

吉尔吉斯斯坦(８７ ２８)
土库曼斯坦(８５ ８４)

塔吉克斯坦(８ 次)
白俄罗斯(６ 次)

吉尔吉斯斯坦(６ 次)

南非(８０ １２)
阿根廷(７８ １２)
俄联邦(７７ １３)

朝鲜(６ 次)
印度尼西亚(４ 次)

中国(４ 次)

乌克兰
摩尔多瓦(９１ ４７)
格鲁吉亚(８８ ６９)
亚美尼亚(８３ ０３)

摩尔多瓦(１１ 次)
白俄罗斯(６ 次)
格鲁吉亚(５ 次)

朝鲜(９０ ９５)
日本(９０ ２１)

意大利(８９ ５６)

朝鲜(７ 次)
德国(６ 次)
日本(５ 次)

　 　 备注:投票表决时的吻合度是用以下方式得出:对于每一个决议案ꎬ投票表决吻合的(两个国家都投票
“赞成”ꎬ“反对”ꎬ弃权或者不参加投票表决)ꎬ加 １ 分ꎮ 如果一个国家投票“赞成”或“反对”决议案ꎬ另一个国
家弃权或者不参加投票ꎬ那么加 ０ ５ 分ꎮ 所得结果除以本次例会中通过的决议案总数ꎮ 另外ꎬ列入朝鲜算是
一个特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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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ꎬ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走上欧洲—大西洋一体化道路的摩尔多瓦、
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这三个国家的立场最为接近①ꎮ 更引人注目的是ꎬ它们的投票

表决不仅同二十国集团中的德国和意大利ꎬ而且同日本和韩国也保持着最大程度

的一致性ꎮ
在独联体国家中ꎬ有两组三角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ꎬ即阿塞拜疆—白俄罗

斯—哈萨克斯坦ꎬ同时还有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ꎮ 俄罗斯和

亚美尼亚两国的对外政策立场很大程度上与白俄罗斯更接近②ꎮ 这种现象可以解

释为国家之间不断在进行政治对话ꎮ 例如ꎬ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为了协调

双方立场而成立了外长会议ꎬ从 ２００９ 年起这类会议举行过数次ꎬ而在 ２０１３ 年又成

立了更高级别的国家间协调会议ꎬ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４ 年举行过 １２ 次双边政府间委员会会

议ꎮ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期间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政府间委员会就经贸和科技合

作问题举行过 ５ 次联席会议ꎮ 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总统

经常通过互访来协调相互关系③ꎮ
亚美尼亚与阿根廷的表现出人意料ꎮ 在全部大会的 １９ 届中ꎬ亚美尼亚仅与二

十国集团中的阿根廷保持着最为相似的立场ꎮ 据估计ꎬ世界上 １ / ３ 的亚美尼亚侨

民生活在阿根廷ꎬ主要是因为 １９１５ 年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迫害所致ꎮ 苏联解体

后又有新的移民来到这里ꎮ 亚美尼亚移民在当地很有影响力ꎬ他们聚居于布宜诺

斯艾利斯和科尔多瓦ꎬ拥有数量众多的出版物、俱乐部、亚美尼亚人学校ꎮ 在阿根

廷还有亚美尼亚人布宜诺斯艾利斯民族会议、亚美尼亚人南美民族会议在开展活

动ꎬ这些组织的领导人继续协调亚美尼亚有关纳卡问题的立场ꎮ 亚美尼亚移民群

体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强大影响力ꎬ迫使阿塞拜疆于 ２０１０ 年开设了驻阿根廷大使

馆ꎬ这是它在南美的第一个大使馆ꎮ
阿根廷和巴西在国际舞台上是竞争对手ꎬ它们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秉持着

不同的立场④ꎮ 此外ꎬ阿根廷还是金砖国家扩员时的一位竞争者ꎮ 有趣的是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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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国家这里ꎬ作为 ２０ 国集团中的阿根廷和巴西都具有优先位置ꎮ 作为对亚美

尼亚的平衡ꎬ在阿塞拜疆以及白俄罗斯这里ꎬ巴西处于优先位置ꎮ 而在俄罗斯ꎬ
则是阿根廷处于优先位置ꎮ 因为俄罗斯与巴西存在分歧ꎬ例如在叙利亚问题上

巴西并未支持俄罗斯的立场ꎬ相反ꎬ阿根廷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同俄罗斯保持

一致ꎮ
出乎意料的是ꎬ一些独联体国家与印度尼西亚在投票表决上吻合度很高:在阿

塞拜疆和白俄罗斯这里吻合度处于第 １、第 ２ꎬ在土库曼斯坦这里吻合度处于第 ２ꎬ
在乌兹别克斯坦这里吻合度处在第 ２、第 ３ꎮ 所有这四个国家都加入了不结盟运

动ꎬ而印度尼西亚则是这个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ꎬ它在 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５ 年期间是最

积极的活动成员ꎬ一度是这个运动的代表ꎮ 出现高吻合度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ꎬ阿
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都是伊斯兰合作组织的成员ꎬ在印度尼西亚生

活的伊斯兰信徒远多于世界任何其他国家ꎮ 印度尼西亚希望成为世界大国是其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９ 年间对外政策和外交的主要战略目标ꎬ雅加达表示愿意成为欧洲和伊

斯兰两大文明之间的桥梁①ꎮ 此外ꎬ阿塞拜疆是继沙特之后向印度尼西亚供应石

油的第二大国家ꎮ
独联体中的穆斯林国家在投票表决上与沙特和土耳其的吻合度指标看起来

很差ꎮ 实际上ꎬ在阿塞拜疆这里ꎬ沙特在吻合度方面处在第 ２ ~ ３ 位ꎮ 阿塞拜疆

与土耳其的吻合度最为接近是在第 ４７ ~ ５１ 届大会上(处在第 １ 位置)ꎮ 个别年

份与沙特吻合度最大的几个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是在第 ５９ ~ ６１ 届大会ꎬ乌兹

别克斯坦是在第 ６７ 和 ７０ 届大会ꎬ塔吉克斯坦是在第 ５７ 届大会ꎬ土库曼斯坦是

在第 ５８ 届大会ꎮ 但是总体看ꎬ沙特并未进入这些中亚伙伴国对外政策的优先行

列ꎬ虽然它们在发展经济贸易合作②ꎮ 最近几年ꎬ中亚国家与沙特的一致性明显增

强ꎬ这表明沙特王室遏制土耳其和伊朗在“伊斯兰世界”影响的政策颇有成效③ꎮ
从总体来看ꎬ土耳其并未被列入独联体国家的优先名单中ꎬ不过ꎬ为强调阿塞拜疆

与土耳其关系的优先性质ꎬ阿利耶夫曾宣布“一个民族ꎬ两个国家”ꎬ阿土两国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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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语国家组织的成员ꎮ
对这类现象还有一些解释ꎮ 早在 １９９２ 年第一届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上ꎬ纳扎

尔巴耶夫拒绝签署由土方起草的联合声明ꎬ因为声明中有所谓“中亚国家将奉行与

土耳其一体化的方针”的内容ꎮ 纳扎尔巴耶夫表示ꎬ哈萨克斯坦已经是一个处于另

一种历史条件下的现代国家ꎬ昔日失去的联系应该文明地恢复ꎬ而合作应该基于平

等伙伴原则①ꎬ言下之意是ꎬ过分积极地把突厥主义思想强加给中亚国家只会导致

相反的结果ꎮ 此外在里海问题上ꎬ土耳其与阿塞拜疆保持一致ꎬ结果导致哈萨克斯

坦和土库曼斯坦的不满ꎮ 另一方面ꎬ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ꎬ必须要在一系列决议上

与其他成员保持一致ꎬ而不能与中亚国家和阿塞拜疆保持一致ꎮ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三国的投票表决ꎬ与 ２０ 国集团成员

的南非保持了最大的吻合度ꎮ 能够解释这种做法的理由是:它们既是对金砖国家

的一种配合支持(包括这三个国家与中国不断加强的合作关系)②ꎬ也是因为在采

矿工业领域里的合作关系所致ꎮ 南非在上述三国派出总统公使驻阿斯塔纳(哈萨

克斯坦)ꎮ 在金砖国家所有的成员中ꎬ上述三国的投票表决与印度的吻合度最低ꎬ
虽然印度与中亚的能源合作在加强③ꎮ

这里所采用的研究分析方法并非是包罗万象ꎬ它们只是有助于搞清楚独联体

成员国对外政策的某些特征ꎬ勾勒出它们拓展对外关系的多元化轮廓ꎬ因为在许多

情况下仅仅借助于历史描述的方法是不够的ꎮ
(责任编辑　 李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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