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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沈丁立

!"#$年 ##月以来，乌克兰局势严重恶
化，美国同俄罗斯的关系也因此急速陷入危
机，这对前冷战对手再度进入明显对峙状态。

俄被美欧孤立
冷战结束后，美国和西方在欧洲急欲实

施经济和军事扩张，欧盟和北约持续东扩，不
断蚕食前苏联与前华约地带，对俄罗斯施以
地缘挤压，并引起俄罗斯在其周边一再反弹。

由于历史原因，乌克兰东西部在文化和
政治上分别与俄罗斯和西欧形成紧密联系，
苏联解体后的乌克兰内部对政治与经济朝东
还是向西分歧严重，欧盟与俄罗斯都在竭力
争取乌克兰。但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阻缓乌
克兰加入欧盟造成了重大影响，俄罗斯欲吸

收乌克兰加入欧亚经济联盟更是无从谈起。
美国和欧盟不断加强对俄罗斯的指责，

俄罗斯不仅被暂停八国集团成员资格，美国
甚至认为俄罗斯与埃博拉病毒和“伊斯兰国”
构成当代世界三大威胁。西方各国还协调立
场试图在国际社会孤立俄罗斯，无论是法国
庆祝诺曼底登陆 %&周年活动，还是澳大利亚
做东的 !&国集团峰会，俄罗斯都处境尴尬。

对俄制裁升级
同时，美欧相关制裁也在不断升级，已扩

大至金融、能源和军事合作等范围。在金融领
域，美欧禁止俄罗斯国有银行在西方融资，使
俄罗斯在获得资本与再发展方面受到重重制
约。在能源领域，在俄乌爆发激烈冲突后，俄
罗斯一度停止对乌克兰能源供应，但在欧日
对俄罗斯进行能源制裁后，俄罗斯真正感到

了能源出口市场收窄的威胁。由于俄罗斯对
外出口以及国家外汇收入高度依赖石油和天
然气，俄罗斯经济发展正在呈现萎缩，西方制
裁正在逐步见效。在军备领域，美欧在乌克兰
危机后限制向俄罗斯转移军备。

年底时分，俄罗斯正在经历更为严峻的
考验。由于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持续走低，造成
俄罗斯能源创汇能力严重下降，不仅卢布汇
率雪崩，市场物价飙高，人民生活水平降低，
而且由于国内外不看好俄罗斯经济前景，年
内已有千亿以上美元流出，国家外汇储备已
低于所欠外债。

防乌继续分裂
展望 !&#'年美俄关系，焦点仍将汇聚在

乌克兰问题上。对美国来说，既要对俄罗斯施
压以迫使其转变在乌克兰事件上的政策，也

要在全球战略大局上处理好美俄关系，以平
衡在中东和亚太的安全布局。美国总统奥巴
马近日批准对俄罗斯新一轮制裁，但放言暂
缓执行。美国国务卿克里称，只要俄罗斯合作
促使乌东局势稳定，取消制裁只是“几星期甚
至几天”的事。美国目前关注的重点不是克里
米亚重返乌克兰，而是防止乌克兰继续分裂。

对俄罗斯来说，保持乌东动荡有利于提
醒乌克兰政府加入欧盟的代价，莫斯科不可
能放弃这一影响乌克兰战略走向的杠杆。但
是，俄罗斯也得盘算自己愿意以及能够承担
代价的底线。

如果俄乌美欧四方能就乌克兰未来与欧
盟和北约的关系作出理性厘定，那么俄罗斯、
乌克兰、欧安组织以及乌东民间武装能就实
现稳定停火作出安排或展望。在此基础上，美
俄重修关系也将水到渠成。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
院院长 冯绍雷

乌克兰危机是新世纪以来最重大的国际
事件之一，不光影响欧亚政治格局的重塑，而
且牵动全球秩序的重构。

冷战果真无!输者"#

令人非常奇怪的是，在冷战终结、苏联解
体 !&多年后，乌克兰危机这场冲突似乎刚刚
惊醒了已然消逝多年的旧日梦魇。其中特别
包含着这样一种历史对比：冷战的终结为何
没有如同以前任何一次国际变局，即如同
#(#' 年维也纳会议、#)#( 年凡尔赛体制、
#)*'年雅尔塔格局那样的国际变动之后，具
有一个能统摄全局的国际条约，并以此确定
普遍通用的规则，包括确认每个当事方的国
际地位和拥有的空间。乌克兰危机好像突然
使人们想起，!'年前在欢呼柏林墙倒之时，本
应当有这样一份各当事国之间的国际条约，
来确保国际权力的划分与转移。然而，历史似
乎恰恰开了一个玩笑，并没有留下这样一份
遗产，以利于调解和规范当今世界诸多争议。

!'年前柏林墙倒、冷战终结之时，究竟是
当时居于上风的美国和欧洲主要大国“忽略”
了对这样一场历史性变动作出法律确认和规
范，还是“故意”留下这样一个空间，特别是利
用当时苏联领导人的“软弱”，为西方势力进
一步扩展和延伸埋下伏笔呢？对这段历史公
案的审视和争论，恐怕还只是刚刚拉开序幕。

在冷战事实上是以西方得手而告终的背
景之下，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公开宣示是“冷战
无输者”。但事实上，在 !""+年美俄因反恐而
刚刚出现合作机遇，特别当俄罗斯主动示好，
主动让开中亚战略要地帮助美国打击恐怖主
义的背景下，!""!年美国反而以单边退出美
俄反导协议谈判作为回报。这一姿态表达出
的政治语言是：作为冷战“输者”，俄罗斯没有
资格与“胜利者”美国平起平坐讨论一个唯美
国具有明显优势的战略防御武器削减问题。

+!年之后，也即乌克兰危机中的 !"+*年
+"月瓦尔代会议上，俄罗斯总统普京果然明
确表示，美国对俄美关系的毁坏就是从 !""!

年单方面撤出反导协议开始。难怪，连美国驻
苏联的最后一任大使马特洛克也在乌克兰危
机发生后所写的重要文章中公开批评道：正
是美国的傲慢，才引起了俄罗斯的反弹。

国际政治难均衡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多年以来一直在强

调要恢复国际政治中的均衡，但目前看来，均
衡之难以获取，将会是乌克兰危机成为短期

间歇而长期抗争的重要原因。
首先，乌克兰危机使人们看到的不仅是

不同文明之间的重大冲突，而且是发生在同
一文明的兄弟之间的血族仇杀。文明问题，为
何经常会是一个比经济问题乃至政治问题都
更为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文明问题所指向的
是“你是谁”的问题，而不仅是“你是如何维持
生存”的问题。前者，显然比后者更具根本性。
俄罗斯主导推进欧亚联盟、普京近来所强调
的“俄罗斯世界”概念，包括在乌克兰事件中
凸显的“新俄罗斯”问题，显然都与斯拉夫文
明单位的重新凸显直接有关。

但是，乌克兰危机中与文明问题迎头相
撞的乃是“民族国家”，以及政治边界不可变
更的重大敏感问题。从国际法角度看，《联合
国宪章》主张的不光是领土主权的完整和不
可侵犯，同时也确认民族自决原则，科索沃的
先例提供了一个使西方颇感两难的处境。+"

月瓦尔代会议上，在回答《金融时报》记者提
出的“您是否认为乌克兰是一个现实的统一
国家”的尖锐问题时，普京的应对颇耐人寻

味。他回答说：“乌克兰当然是一个现实的统
一国家，但是这个统一国家的领土形成的历
史是长期和复杂的。”克里米亚问题不可能在
短时期内再有逆转，这就意味着围绕“欧洲式
民族国家”的不同立场难有调和之时。

其次，从一个较长时段来看，地缘政治角
逐无有宁日，是一个直接影响乌克兰危机走
势的重大问题。有人认为，乌克兰危机远不仅
是俄罗斯与欧洲相互争夺乌克兰的问题，实
际上，其间所有重大问题唯有美国与俄罗斯
才是最终意见的决定者。甚而有人认为，从后
果来看，唯有通过乌克兰，才能真正分化俄罗
斯和欧洲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使得美国在
欧洲有长远立足之地。

即使抛开此说，俄罗斯与欧洲之间本身
的复杂博弈也足以相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值得关注的事实是，以往一直在美国、俄罗
斯、欧洲三者关系中起重要调节作用的欧洲，
在危机之后立场发生变化，特别是德国不再
是俄罗斯在欧洲最密切的伙伴。克里米亚事
件后，欧洲对俄罗斯一片喊打，又与乌克兰右

翼势力打成一片，对俄罗斯施压。但是另一方
面，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地区依然具有巨大
影响力，即使是在能源与金融危机之下，俄罗
斯遭受再大压力也不会向对手屈服。

与此同时，欧洲内部素来利益与意见分
殊，中部和东欧地区的捷克、斯洛伐克、塞尔
维亚、奥地利乃至德国等国，近来对俄罗斯问
题出现内部争议，包括公开声明对俄罗斯的
同情，足以说明欧洲内部，包括反俄情结浓重
的东欧，远非铁板一块。

最后，地缘政治博弈大大激化了已有的
文明观念的崛起，而合法性问题始终萦绕于
整个危机。西方诉诸国际法的合法性，但在俄
罗斯看来，恰恰是作为国际法主体本身的合
法性有问题。比如 !月 !+日，在德国、法国、
波兰诸国见证之下，乌克兰反对派与时任总
统亚努科维奇签署了完全合法的提前大选协
议。但是，!月 !!日就发生政变，彻底推翻了
亚努科维奇政府。于是，诸大国似乎完全忘记
了还有过这样一个曾经信誓旦旦受到国际监
护的协议，此后的一系列活剧，正是在这样一
个合法性大大出现问题的背景之下展开。

!三位一体"是出路
迄今为止，围绕着乌克兰对外的“安全中

立”和内部的“联邦体制”问题，围绕着乌克兰
东部武装所居地位、能否实现国内停火，围绕
着乌克兰对欧洲以及对俄罗斯的经济联系问
题，实际上体现的是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是否
存在“缓和空间”的问题，是对冷战终结之后
未了公案如何处理的问题。

看来，只要欧盟不愿放弃已经遭人诟病
的“东部伙伴计划”，继续不以协商为途径，而
强行拉拢乌克兰；只要美国还寄希望于以乌
克兰危机为契机，而自立于欧亚地区；只要乌
克兰一部分激进投机势力还继续在东西方之
间借机寻租以营私；同时，只要俄罗斯继续陷
于危机形势无法自保，不得不发挥传统战略
安全领域的优势而持强硬立场，那么，显然乌
克兰危机便无有终日。

上述所言，出路何在？乌克兰危机说明，
任何国际争端中被引以为据的国内、国际合
法性的“当然之则”，实际上都离不开历史文
明的“因然之道”和地缘政治的“自然之法”这
多种原则的相伴相生、相辅相成。因此，只有
从这样的“三位一体”立场出发，既强调历史
文明原则的“因然之道”，也承认客观地缘政
治博弈中的“自然之法”，同时恪守国际国内
合法性的“当然之则”。只有首先关注这三者
之间的互相关联、互相均衡，然后才能从复杂
进程中把握时机，通过一步一步的艰难沟通
妥协，逐步摆脱困境。

乌克兰危机：政治与文明相撞

美俄战略博弈催生乌克兰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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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危机大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