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本站旧版   
站内信息检索

  搜索

《世界知识》2007年第19期 

中东欧：左右为难与左右“逢源” 

国际战略研究室  朱行巧 

    中东欧地区历来是多事之地，是非之域。今年年初以来，美国在中东欧部署反导系统令俄罗斯与美国冷眼相对，剑拔

弩张。9月3日，俄罗斯外长再次重申，俄罗斯坚持两条不能逾越的红线——不能在中东欧部署反导系统，不能让科索沃独

立。8月下旬，捷克总理表示，捷克是否同意美国在该国部署反导雷达还没有最后决定。他说，部署反导雷达有可能危害

当地居民健康，同时也可能带来一些“消极影响”。显而易见，“消极影响”就是捷克和波兰已成了美国与俄罗斯地缘争

夺的“战场”。 

    在三大巨人中求生存  

    中东欧在地缘上属于俄罗斯与西欧之间的缓冲地带，在政治上处于东西方两大阵营斗争的前沿。因此，无论是“冷

战”时期还是当前的“后冷战”时期，大国争斗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中东欧的争夺。 

    中东欧国家历来是大国的附庸，它们几乎没有真正掌握过自己的命运。中东欧国家在脱离华约组织后，在安全保障方

面出现真空，由于它们对身边的“北极熊”俄罗斯普遍心存强烈的恐惧感。同时，“回归欧洲”也是这些国家的主流民

意。于是，它们纷纷要求加入北约和欧盟，连“冷战”时期属于“灰色地带”的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新独立国家也不例外。

北约和欧盟的两次东扩，将波兰、捷克、匈牙利、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斯洛

文尼亚等10个中东欧国家囊括其中。目前北约和欧盟东扩进程尚未结束，除阿尔巴尼亚和前南国家积极申请外，独联体的

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也有意加入。 

    不过，摆脱了苏联(俄罗斯)控制、投入美国和欧盟怀抱的中东欧国家并未改变它们的从属地位命运。多极世界格局和

无法选择的地缘仍使它们在三大巨人——美国、欧盟和俄罗斯之间周旋。 

    在夹缝中左右为难  

    美国在中东欧部署反导系统的计划，包括在波兰部署10枚拦截导弹，在捷克建一座预警雷达站。俄罗斯一面与美国在

谈判桌上周旋，同时加紧研制更先进的导弹武器并准备将其部署在紧邻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加里宁格勒，以对付美国在

中东欧精心打造的反导系统。俄罗斯的“强势”不仅让美国的计划费些周折，也将中东欧国家置于美俄对抗的夹缝中。 

    夹缝中的中东欧的生存之道是：军事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欧盟，防范俄罗斯。波兰和捷克的初衷也是想借反导系

统寻求安全保护。但事态的发展、俄罗斯对美国的强烈反应使他们不但不能如愿，甚至适得其反，它们的安全系数反而可

能下降。 



    波兰和捷克是欧盟的正式成员，部署反导系统也是事关欧盟安全的重大外交和军事行动，两国事先未与欧盟有关机构

及当时的轮值主席国德国打招呼，直接与美国谈判，同样引起德国和欧盟机构的强烈不满。 

    早在伊拉克战争爆发时，美国与欧盟的裂痕就加深。当时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老欧洲”反对伊拉克战争，可大部

分中东欧国家却积极支持美英联军的军事行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立陶宛、阿尔巴尼亚和匈牙利向联军提供空中走

廊、军事基地和机场等设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拉脱维亚、爱沙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匈牙利派遣运输部队、防化部

队和特种部队赴伊拉克参与维和。甚至像波黑这样本国尚驻有国际维和部队的国家，也派出几十人的扫雷部队，以向美国

略表忠心和诚意。 

    其实，在这场战争考验中，上述国家的“积极表现”也出于无奈。由于军事安全上它们仰仗美国的保护，因此在美国

需要的时候，小兄弟必须要“拔刀相助”，哪怕只是象征性的支持。结果与欧洲及本国反战的主流民意相悖，与欧盟两大

国——法国和德国的反战态度形成反差。 

    一般情况下，中东欧国家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面前大多选择支持美国而得罪欧盟，身处地缘前沿的波兰、立陶宛、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甚至被称为是美国在欧洲的“特洛伊木马”。 

    9．1l事件后，美国和欧盟在人权问题上也存在严重分歧。美国不仅在关塔那摩美军基地建有庞大监狱，关押大批所

谓“恐怖分子”，中央情报局还在欧洲转运恐怖嫌犯，并在波兰和罗马尼亚设有若干秘密监狱。欧洲议会和欧洲人权法院

对上述情况十分关注并多次予以谴责，欧盟委员会警告有关国家，将因此受到政治制裁。 

    在对待国际刑事法院的态度上也反映了中东欧国家的艰难取舍。总部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是根据《国际刑事

法院罗马规约》成立的，根据规约，该法院对犯有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的个人追究刑事责任。法院

得到欧盟及许多中小国家的支持，绝大部分中东欧国家也在其列。由于美国在全球范围设有众多军事基地，以及美军士兵

频繁参与各种军事行动，美国不愿受规约限制和束缚，反对设立国际刑事法院。为了防止出现未来战争中美军士兵触犯规

约而被起诉的情况，美国胁迫一些中东欧国家，特别是动荡的巴尔干地区国家(罗马规约缔约国)，与其签定有关美国公民

在该国境内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双边协定。近几年巴尔干国家在此问题上面临美欧双重压力，经反复权衡利弊，斯洛

文尼亚、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拒绝了美国的要求，而波黑、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只能就范。 

    纵横捭阖左右“逢源”  

    中东欧国家在大国的夹缝中左右为难的同时，也左右“逢源”。在这方面，近些年来频繁出现的所谓“波兰现象”备

受世人关注。 

    波兰是新加入欧盟和北约的中东欧国家中的大国。传统上它既有强烈的欧洲归属感，同时也带有浓厚的亲美色彩。近

些年，它巧妙地利用美欧矛盾，纵横捭阖，为自己谋取最大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它借助美国的强势地位，积极追随其

遏制俄罗斯的战略，希望成为首批受到反导盾牌保护的国家，从而同英国共同成为美国在欧洲的两个特殊战略盟友和北约

的东西两个“桥头堡”。 

    波兰的另一个策略是借美国强大后盾加强其在欧盟的谈判地位，以防止沦为欧盟的“二等公民”。在入盟前后，无论

在欧盟内部事务的谈判中，还是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它屡屡与欧盟的主流大国“叫板”。近几年，波兰更是经常扮演“搅

局”的角色，反对欧盟成为超国家机构，反对《欧盟宪法条约》中的“双重多数”表决制。在今年6月举行的欧盟峰会

上，由于波兰再次强烈抵制“双重多数”表决制，几乎使《欧盟宪法条约》的谈判陷入僵局，只是在许多国家领导人的劝

说下波兰才作出最终让步，从而使谈判峰回路转达成协议。 

    乌克兰是中东欧国家在大国间左右“逢源”的又一个案例。乌克兰地处俄罗斯与中东欧交界地带，地缘政治地位重要

而敏感，其综合实力和影响力在独联体中仅次于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在历史、文化、宗教、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渊



源，使两国长期来形成了唇齿相依的关系。 

    近些年，乌克兰政治上明显向西方倾斜，加入欧盟和北约也成为其外交的优先目标。于是它借助于美国和欧盟的力量

制衡俄罗斯。它不仅在政治上赢得美欧的大力支持，而且在经济上获得许多援助，今年7月欧盟宣布向乌克兰提供5亿欧元

援助(被俄罗斯媒体称为“欧盟奖学金”)，用于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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