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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多极化理论的新变化 

  许志新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9月4日第3版 

 

  一、关于多极化理论的新提法。俄罗斯外长谢，拉夫罗夫在前不久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形成新的全球影响与发展中心、更均衡地

分配发展资源和自然财富的控制权，正在为多极世界秩序奠定物质基础。”在这里，拉夫罗夫提出了“对发展资源和自然财富的控制权是多

极世界的物质基础”这一全新的概念。而在过去，俄罗斯的多极化理论只是说欧洲、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等具有世界影响的经济政治

中心的发展，推动着世界多极化进程。 

  俄罗斯的多极化理论最早于 1996 年由普里马科夫外长提出并系统化。普里马科夫认为：冷战结束后，两极对抗的世界向多极世界过渡

的趋势得到发展，一些世界经济政治中心已显示出成 为独立一极的潜力。在论及多极世界的基础时，他认为，冷战时代的两极世界体系以

均势为基础，而多极世界体系则是以“平等伙伴关系”为基础——“平等的伙伴关系已经代替了作为世界秩序基础的均势体系”。他还煞费

苦心地设计了确保“平等伙伴关系”的种种游戏规则。 

  普里马科夫的多极化理论的致命缺陷就在于他用所谓的“平等伙伴关系”代替力量对比关系，这无异于用精神期盼代替物质力量，因而

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正是在这种多极化理论的指导下，俄罗斯外交长期执着地追求与美国和欧洲的“平等伙伴关系”，对于美欧的地缘政

治挤压一再退 让和妥协。“9·11”事件爆发后，俄罗斯对“平等伙伴关系”更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独联体频频发

生“颜色革命”方告结束。俄罗斯在“平等伙伴关系”上收获甚微，而美欧势力却借机深深地打入了独联体，俄核心利益受到严峻挑战。俄

罗斯多极化理论的缺陷反映了俄外交长期存在的一个基本问题，即自身力量不足，从而显得目标过高，手段与目标之间失衡。 拉夫罗夫上

述新概念的提出，使俄罗斯的多极化理论得到了充实。它将为多极化理论提供物质力量和物质基础，从而弥补多极化理论上的缺陷，同时也

有助于解决俄外交手段与目标之 间失衡的问题。 

  二、多极化理论新变化的战略含义。从 1996 年至今，多极化理论一直是俄罗斯外交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拉夫罗夫新概念的提出不仅

充实了俄罗斯的多极化理论，而且预示着俄罗斯对外战略有可能发生以下重大变化。 

  第一，“能源武器”将成为俄罗斯外交的战略武器，并得到广泛运用。世界高油价时代的到来使俄罗斯长期持有“能源武器”，在对外

活动中，俄将充分利用自己对发展资源和自然财富的控制权，首先是对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控制权，借以弥补外交手段的不足。以 2006 年

初与乌克兰之间的天然气价格之争为开端，俄罗斯已经多次使用过“能源武器”。随着对多极化理论的修正，“能源武器”的使用将会被赋

予更高的战略意义，在俄对外经济和政治活动中长期而广泛地发挥作用。 

  第二，俄罗斯外交将重新回到实力基础上来，不再会盲目追求与西方的“平等伙伴关系”。 

  俄罗斯仍会致力于追求与西方的“平等伙伴关系”，但与过去不同的是，它将避免为此做出损害自身利益的退让和妥协，其对西方的政

策将会以“能源武器”为后盾，因而力量对比关系将会重新占据首要位置。这与近年来俄罗斯对西方采取的强硬反制政策相符合。俄罗斯将

加强在独联体 问题上与西方的斗争，加强在世界热点问题上对美国的反制，其总体政策会趋于强硬，与西方的关系趋向紧张。 

  第三，俄罗斯对外经济关系将呈现政治化发展趋势。俄罗斯将会凭借对油气资源的控制权，大打能源牌，不仅捞取经济好处，而且争取

达到外交目的，以实现经济、政治利益的最大化。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可以大致判断为：在其近邻地区(独联体地区)进一步推动一体化进程，

迫使这一地区的国家做出从属于俄罗斯的主权让渡；在其远邻地区致力于利益交换，在经济上实行以资源换资金、技术、市场的“三换”战

略，在地缘政治上换取对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特殊利益的承认 或默认。 

  三、俄罗斯试图借“能源武器”扭转颓势。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开始，欧洲从两大国际体系逐渐归一，即苏联或俄罗斯体系走向分化

和消亡，西欧体系迅速壮大并成为欧洲一体化潮流的引导者。其原因之一在于西欧是欧洲的现代化中心，对于欧洲国家来说，进入欧盟的国

际分工体系是它们实现现代化的现实途径。过去十多年，中东欧和独联体地区的事态发展已证实了这一历史进程，欧洲化不论对中东欧国家

或独联体内的欧洲国家，都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欧洲化进程对俄罗斯是不利的，因为与欧洲化相并行的就是苏联或俄罗斯体系的分化与瓦 解。前两年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以



及后来独联体内部的一连串危机，均表明独联体组织已经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与此相应的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危机呈现进一步深化的趋

势。现在，俄罗斯看到了扭转这种地缘政治颓势的一线希望，原因就是它有了“能源武器”。能源价格高涨和国际收入大增，使俄罗斯的实

力得到恢复，因而具备了一定的对外张力。借助于“能源武器”，俄外交开始变得越来越主动。 

  但是，“能源武器”能否从根本上化解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危机仍是一个很大的疑问，“能源武 器”究竟会有多大效能还需长期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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