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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欧盟双东扩：俄罗斯不同对策及其原因分析

作者：李兴 文章来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02 更新时间：2006-6-15

【正 文】 

        一、北约、欧盟双东扩：俄罗斯不同对策的演进 

    普京政府对于北约东扩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普京上台之初，曾视北约为俄主要的军事威胁。俄军事构想以

北约为主要敌手。由于实力对比处于劣势，普京比较灵活、务实，逐渐放弃对抗，主张俄与北约有条件合作。普京策略性

地表示俄罗斯也要加入北约，但俄作为大国加入北约“不是求着加入北约”，也“不能排队加入北约”，条件是北约必须

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俄罗斯，视俄为平等的伙伴。九一一事件以后，俄与北约的关系得到了改善，由原来相对不平等的“19

+1”机制变为相对平等的20国机制，拥有某种准成员国的地位。普京甚至一度公开正面地评价了北约在维护和平与稳定方

面的积极作用，淡化与北约的矛盾，不再强调北约东扩威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但面对2004年北约新一轮最大规模的

东扩，北约已经扩大到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和东欧成员国，兵临俄罗斯家门口，俄罗斯一方面坚持说“这是一个错误”，

“是没有必要的”，认为东扩不但没有增强北约的实力，反而增添了包袱；另一方面，俄罗斯举行了规模空前的核军事演

习，这是对北约东扩步步紧逼的本能反应。俄外交部发言人说，北约东扩触及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迫使俄方不得不

“极为严肃地”对待这一问题。俄方认为，北约军事机构仍然承担着冷战时期的任务，只有根本改变北约的性质，并不断

落实俄罗斯—北约建立新型关系的有关协议，才会有助于欧洲安全形势的好转。俄联邦委员会发表声明说，北约东扩不仅

无助于加强欧洲的安全，而且会使俄与北约之间产生新的不信任，并与双方新的合作基础相互冲突。俄国防部长伊万诺夫

指出，俄罗斯“平静地反对北约东扩”，并提议俄罗斯与北约互相派驻军队。普京说，俄罗斯并不担心北约的东扩，只是

认为冷战结束以后出现的新的国际问题通过北约东扩并没有得到遏止。但考虑到北约向俄国家边界靠近，普京将根据情况

修订俄军事政策。2004年10月，俄与北约海军在地中海举行了联合反恐军事演习。总的来说，从叶利钦到普京，俄罗斯对

北约东扩的态度经历了从“强烈反对”到“冷眼批评”、象征性反对的过程。与叶利钦经常情绪化的咆哮相比，普京多一

些冷静和明智理性的思考。 

    俄对欧盟扩大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冷战末期，苏联就提出建设“统一的欧洲大家庭”的口号，原则上

支持欧共体的扩大。1993年12月，独立后的俄罗斯与刚改名的欧洲联盟签署了《关于建立伙伴与合作关系的联合政治声

明》。1994年4月，双方又签订了《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之后，欧俄之间的合作制度逐步建立起来。其中包括：元首

半年定期会晤制度，政府间和议会间合作机制，高级代表合作机制等。1999年10月俄政府提出的《俄欧关系中期发展战略

（2000～2010）》强调，俄应保持独立大国的地位和制定政策的独立性，与欧盟的合作应有助于强化俄在独联体地区的地

位和影响，有利于独联体的联合倾向。在此前提下，推进与欧盟合作的深度，即建立自由贸易区和统一的欧洲经济空间；

支持欧洲自己保障全欧安全的设想，在不排除美国的同时，反对其垄断欧洲事务的企图。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俄对与欧洲的合作予以了足够的关注。俄一直努力加强和积极参与欧洲一体化和多边合作的进

程，主张建立开放的、非排他性的欧洲合作机制，力图迅速加入欧洲民主国家共同体。俄积极支持欧盟的共同安全政策和

建立欧洲独立防务的努力，加强同西欧联盟和西欧大国的军事信任与合作。 

        二、俄对北约、欧盟双东扩不同对策的原因 

      （一）北约、欧盟不同的性质 

    北约是冷战时期的产物，是美国主导的国际军事政治组织。在冷战结束以后，北约通过了战略新概念，空袭南联盟，

驻军科索沃，维和阿富汗，渗入伊拉克，影响乌克兰总统大选。北约的军事干预多次超出了其成员国范围。美国倾向于北

约的活动不经联合国授权，北约对境外的军事干预成为“通例”，强化北约进攻性的全球军事职能。北约多次东扩，使欧

洲安全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北约打通了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防线，也使欧洲在冷战后的战略平衡面临重新分配。来自原

苏联阵营的东欧新成员，如波兰、匈牙利、捷克，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几乎对美国言听计从，成为美国赏识的“新欧



洲”，不仅同俄罗斯分道扬镳，同时对法、德为代表的“老欧洲”形成了分化和制衡，使美国对欧洲的控制得到了加强。

美国企图通过北约东扩，激活失去昔日对手的世界上最大的军事集团，加强美欧之间的跨大西洋传统同盟关系，加强对欧

亚大陆的影响。北约较多地反映了美国的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俄视之为“美国政策的工具”。 

    欧盟是法、德等欧洲大国主导的地区性的国际经济组织和国家集团，也兼有政治、军事的性质。欧盟更多地反映了西

欧的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欧盟是欧洲一体化的工具，信奉的是一体化与合作理论。与北约相比，主张世界多极化的欧盟

与俄罗斯找到了共同语言，从而为化解欧洲的分裂提供了某种平台。在经济利益上欧盟与俄的关系，是可以调和，可以合

作的，更多地体现出非零和博弈的色彩。欧盟对俄带来的安全威胁远远不及北约严重而现实。欧盟的牙齿还没有长出来，

最多是刚刚长出来，远不像北约牙齿坚硬而且咬人成性。基于历史传统和共同的地缘、宗教（天主教），欧盟还具有某种

文化共同体的含义，所以，尽管天主教与东正教同根同源（基督教），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与以天主教为主的西欧文明之

间必然有一个需要磨合和沟通的过程。 

      （二）俄罗斯的对外战略：先欧后美，亲欧防美 

    从俄罗斯切身的国家利益出发，经过多年的反思和多次调整，俄罗斯的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当中，欧盟的排序在美国

之前，虽然看起来有时似乎并不绝对。 

    首先从政治上看，欧盟被视为世界多极化的力量之一，是俄罗斯反对单极独霸可以借重的力量。俄官员指出：“欧盟

的军事政治成分现在正在得到加强。如果能建立一支欧洲兵团，并且不是通过北约受美国的指挥，那么到那时欧洲完全可

以向那些现在急于想加入北约的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俄罗斯愿意从自身的角度完成这一设想”。普京更是在2000年春即公

开打出“俄欧关系第一”的口号。 

    从地缘和文化上看，俄罗斯与西欧是统一的欧洲和基督教世界的组成部分，正如一个核桃的两半。普京多次从历史、

文化的层面突出俄与欧洲的关系。 

    从经济方面来看，对于致力于务实的“经济外交”的普京而言，欧洲的价值是至关重要的。欧盟一直是俄罗斯最重要

的经贸伙伴和投资者，与欧盟的贸易额占俄对外贸易总额的37％以上。欧盟东扩以后，这一数字可能上升到50％。 

      （三）俄罗斯的对外策略：分化欧美 

    俄罗斯对北约、欧盟东扩的对策是俄罗斯对北约、欧盟政策的体现。俄罗斯对北约、欧盟双东扩不同的态度和对策，

有分化、瓦解欧美大西洋阵营的考虑和效果。俄罗斯与欧盟在主张世界的多极化、反对美国单极独霸、主导欧洲方面有共

同的语言，有相互借重的需要。俄虽然也认为欧盟共同防务与安全政策是在冒险，但该政策并不意味着欧盟共同防务的实

现，而只是军事合作方面的刚刚开始。因此，俄原则上不反对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俄还认为欧盟共同防务和安全政

策的发展有利于抗衡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霸权和对欧洲事务的主导。而在防止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和主导欧洲方面，北约与欧

盟有共同点。但是，北约与欧盟是欧洲两个有交叉、重合却并不完全重叠的同心圆，既不构成均势，也不构成两极。双东

扩是平行的，并且几乎同时进行，一文一武，既相互补充，又存在相互竞争关系，从广义上的经济资源，到对成员国的政

治心理和影响方面都存在着竞争。虽然两个组织有一部分成员是重合的，但北约东扩有美国控制西欧之旨，欧盟东扩有西

欧抗衡美国之意。核心是欧洲的主导权问题。美国力图使北约东扩进程领先于欧盟东扩进程。欧盟东扩有其内在的逻辑，

而北约东扩则总在寻找对手。 

      三、俄罗斯会加入北约、欧盟吗？ 

    北约东扩要解决的主要是中东欧国家的安全问题，反映的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因而是不可避免的。从国际法角度看，

东欧加入北约也是合法的。美俄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是结构性的，俄反对的基本立场不会根本改变，但也不会公开对抗，

而是合作与冲突并存，斗而不破。 

    俄罗斯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但是比较小。根据北约1997年马德里会议通过的有关文件，北约接受新成员

国有两项隐含条件，五项明确指标。两项隐含条件是：候选国必须致力于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员，即与北约成员国拥有相同

的价值观，双方存在共同的安全利益；五项明确标准是：实行民主制度，尊重人权，市场经济，文官控军，与邻国保持睦

邻友好关系。姑且不谈俄罗斯距离这些标准还很远，即使就是达到了这些标准，也会被美国视为“同一个家庭中的男性竞

争者”而受到排挤。俄不是捷克、立陶宛这样的小国，即使没有完全达标也可以入约，因为在北约内对美国的地位构不成

什么威胁和增添什么麻烦。而俄是当今世界上惟一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军事超强。美一直视俄为军控领域里的主要谈判对手

和霸权地位的潜在的挑战国。何况美欧在防范俄罗斯方面是一致的。俄不会甘心在北约内只作美国的小伙伴。当前，北约

东扩与俄罗斯反对北约东扩，具有非对抗性和非对称性的特点，美强俄弱、美进俄退的格局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 

    欧盟东扩要解决的问题是中东欧国家的发展问题。从长远看，俄加入欧盟的可能性很大，但近期内也不可能。1993年

6月，欧共体哥本哈根首脑会议向中东欧联系国提出了入盟的四项基本条件：第一，申请国必须是稳定的、多元化的民主

国家，至少拥有独立的政党，定期进行选举，依法治国，尊重人权和保护少数民族的权益；第二，申请国必须具备可以发

挥功能的市场经济；第三，必须能够面对欧盟内部的，特别是欧洲单一市场环境中的竞争压力和劳动力市场压力；第四，



必须赞同欧共体—欧盟的经济、贸易和政治联盟的目标，能够确保承担成员国的义务，特别是执行共同体的规定。俄不仅

距离这些条件很远，而且幅员辽阔，地跨欧亚，面积约是欧盟的两倍，俄的加入会使欧盟的地理中心变为乌拉尔，欧盟消

化不了，恐要失去平衡。在欧洲安全主导权问题上，俄罗斯单个个体要求与欧盟集体平起平坐，这也是欧盟不能接受的。

欧盟负责扩大事务的官员说过，欧盟的对外战略是“睦邻”而不是“纳邻”。因此，尽管俄把自己视为欧洲国家，并经常

讲到俄罗斯要加入欧盟，但欧盟和欧洲国家主要领导人从不作正面回应。故俄加入欧盟更多的是俄单方的一相情愿，绝不

是近期的事。 

    摘自《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京），2005.2.5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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