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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级世界是否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现实-评最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概论》的一个基本
观点 

  郑羽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 年1 月31 日第007 版 

 

  一、问题的由来俄罗斯联邦独立后，叶利钦政府曾经在1993 年4 月30 日批准了、由外交部起草的第一份关于本国外交战略的官方文

件——《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统不久后的2000年7 月，俄罗斯政府再次发表了新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

想》。上述两个文件阐述了俄罗斯执政集团对本国利益，对当时的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和认识，规定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基本理念，优

序以及政策目标，是外部世界理解俄罗斯在其独立15 年内的外交行为的最基本的参考文献。2006 年6 月，俄罗斯外交部根据普京总统

示，组织俄罗斯联邦会会议上下两院的有关机构、政府相关部门、俄罗斯科学院若干国际问题研究所，开始起草第三份俄罗斯外交的纲领

文件。2007 年3 月27 日，普京总统批准了由俄罗斯外交部提交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概论》。 

  在这份俄罗斯政府发表的重要战略文件中，引人注目地提出了如下论断：“单极世界的神话在伊拉克彻底破灭了。”“调节全球和地

范围内国际关系的主要方式——多边外交，其不可替代性正在得到广泛认同。在当代需要全球团结的客观大趋势背景下，国际社会主观

在对当代世界形成一致的看法，这可以成为正在发展的多极世界格局的理论基础，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经认同世界格局多极化的现实

性。”显然，在俄罗斯决策层看来，多极化已不再仅仅是当前国力量对比的一个加速发展的趋势，而是一种国际关系现实。 

  二、俄罗斯上述观点的现实依据俄罗斯官方这一重大观点的提出，显然是根据近年来世界主要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现实力量对比的重大

变化，俄罗斯本国国力令人刮目相看的迅速增长，布什政府陷入一系列外交困境，其国际行为能力已经被严重削弱。 

  (一)近年来国际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2003 年10 月，美国高盛公司发表题为《与BRICs 共同梦想—通往2050 年之路》的研究报告，

预测在未来40 年左右的时间内，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BRICs”由四国英文名的第一个字母组成)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目前的

(G7 减去加拿大)，全球经济增长重心将向这些国家转移，这将对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2006 年2 月3 日，美国国防部发表了最新版本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该报告指出：“包括印度、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主要和新

大国的选择，将是决定21 世纪国际安全环境的主要因素,并将影响美国及盟国的战略地位和行动自由。”应该说，美国将俄罗斯看作其外部

安全环境的主要构成因素，这并没有什么新意，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同时还认为俄罗斯是“没有军 事威胁的”国家。也就是说，美

开始认为，即便从非军事角度看待问题，俄罗斯已经重新成为能够牵制美国国际行为的主要大国。 

  在上述“金砖四国”当中，近年来俄罗斯的名义 GDP 的增长较为迅速。2000～2007 年的八年间，俄罗斯官方公布的按不变价格计

GDP 年增长率分别为10%、5%、4.3%、7.3%、7.1%、6.4%、6.8%和7.5%(此为俄罗斯科学院经济预测研究所估算数字)；同时，按美元核算的

GDP 总值分别为2598 亿美元、3067 亿美元、3456 亿美元、4330 亿美元、5823 亿美元、7700 亿美元、10020 亿美元和约13000 亿美元

(俄经贸部2007 年底预测数字)。也就是说，俄罗斯官方公布的上述增长率，扣掉了石油价格上涨、国内通货膨胀以及美元对卢布汇率贬

等因素，而如果按照美元汇率计算的2001～2007 年间GDP 增长幅度，分别为18.1%、12.7%、25.3%、34.5%、32%、31%和30%以上。其增

之高，令人咂舌。按照俄罗斯2007 年约1.42 亿的人口统计，俄罗斯的人均GDP 已经达到9100 美元左右，是美国(人均约45000 美元)的

5 多，是中国(人均约2300 美元)的4 倍左右。也就是说，近年来俄罗斯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力量对比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 

  (二)布什政府已经陷入一系列外交困境。2003 年3 月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四面出击已经使美国出现“帝国综合症”，布什政府已

陷入一系列战略困境。 

  困境一：伊拉克战争结束已经四年半有余，美国所期望的民主秩序远没有建立起来，美国再次陷入战争“越南化”泥潭。其军力和

被牵制在伊拉克，国内反战情绪高涨，共和党人在国会中期选举中失利，使伊朗敢于坚持自己的强硬立场，美国的反核扩美国政策遇到了前

所未有的挑战。 

  困境二：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严重恶化。“9·11”事件之后建立起来的美俄反恐伙伴关系已经支离破碎，甚至被认为出现了“新一

冷战”。俄罗斯的不合作立场，是美国在当前解决伊朗核危机的过程中处于“打又打不得，谈又谈不下去”的外交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困境三：美国没能在 2005 年中亚各国的选举年中达到其预定的政治目标。政权变更后的吉尔吉斯斯坦反而更加向俄罗斯和上海合作

织靠拢，更为严重的是，美国根据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的要求于2005 年11 月被迫将驻军全部撤出，乌俄随后立即建立了军事同盟关系。美

在中亚的政策严重受挫并难以为继。 

  困境四：美国的“后院”起火。在美国的传统势力范围拉丁美洲，委内瑞拉等反美政权相继出现，美国对南美大陆的控制力已严重削

弱。 

  困境五：四面出击使美国国力严重耗散，美国经济更加难以抵御受到欧元经济的严重冲击。 

  2000～2005 年，各国外汇储备中的欧元比例已经由19%上升到29%，各国抛减美元储备似乎难以遏止，国际金融格局中的美元地位已

重受损。 

  三、几点看法其一，就目前的国际形势看，可以认为，两极格局解体后的典型的单极世界时期(笔者认为其存在时间是1991～2003 

确实已经结束。这主要表现在惟一的超级大国已经不再能够按照本国的意愿不受阻碍地实现其政策目标与国际战略安排。2003 年之前，美

国发动科索沃战争，退出《反导条约》，发动阿富汗战争，基本上实现了自己的战略规划：而在此之后，美国不仅无力解决伊 拉克稳定

题，还在解决第二轮朝核危机中步履艰难，在伊朗核危机困难重重，在支持科索沃独立问题上遇到严重阻碍，其统治世界的能力已大打折

扣。 

  其二，美国国际统治力的削弱，固然与其他主要国际行为体(俄罗斯等国家)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有关，但同时也与全球反恐反扩散的形

势更加严峻有关。也就是说，美国的单极地位不仅受到俄罗斯等国的挑战，而且也受到破坏其国际统治力的功能性问题的严重腐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