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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期俄罗 斯的亚太平衡战略

王海滨

【 内 容提要 】
世纪初期 ， 俄 罗 斯在亚 太地 区奉行平衡战略 。 该战略涉及俄 罗

斯对亚太 国 家双边关 系 的政策 、 对亚 太地 区 战略竞 争及矛 盾争端的 立 场 以 及对亚 太

安全与 合作结构的 态度等方 面 。 俄 罗 斯奉行该战略的动机主要是为 了 避免卷入亚 太

地 区的 冲 突与对抗、 防止对任何一方 产 生依赖 、 保持亚太地 区 的 力 量平衡、 巩 固俄 罗

斯在亚太地 区 的战略地位 以及保持俄 罗斯的 战略行动 自 由 等 。 俄 罗斯的 这一战略对

中 国产 生 了 复杂 响
，
既有积极影响的一面 ， 也有消 极影响 的

一面 但总体来说 积极

影响居主要地位 。

【 关 键 词 】 俄 罗斯 亚 太地区 平衡战略

【 作者简介 】
王海滨 年 生

，
河南 大学哲学与 公共管理学 院副教授 。 （ 开封

世纪初期 ，
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奉行

“

平衡
”

（

一

） 平衡发展与亚太国家双边关系的

战略 其核心思想是 ： 在亚太地区 俄罗斯在将中

国视为首要合作重点 的同时 ，
也积极发展与其他 世纪初期 ， 俄罗斯在将中国视为亚太地区

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 既不与任何国家结盟 也不
最重要的战略伙伴的 同 时 ， 也致力于平衡发展与

与任何国家为敌或者对抗 ， 而是使 自 己在亚太国
亚太其他国 家的关系 。 俄外长拉夫罗夫指 出

，

：
“

俄罗斯认为在 自 己 的政策 中具有首要意义的

是 ， 发展与 （ 亚太 駆所有国家的平衡双边关系
太平衡战輸鉢赠 、 俄？ 奉行纖略歸

縣 。 卿斯这 赚心舒 ， 既保持相
。

对美 国和 日補平衡 ， 也雜相对中 国 的平衡。

为此 ，俄罗斯一面保持与中 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以
— 俄罗斯亚太平衡战略的基本内容

纖美 、 日 ； 另 面致力于改善和发展与美、 日 的

关系 以牵制中 国 ；
与此同时 ， 俄罗斯还积极发展与

亚太其他国家的关系 、 特别是重点巩固 和发展
面 ， 即平衡发展与亚太国家双边关系 的政策 、 在亚

妨； 明
：

太地区战略竞争及矛盾冲突 中奉行
“

中立
”

的平
日

印

‘
作关系 ，

以 达

作结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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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将发展对华关系列 为亚太政策最优 美关系
“

重启
”

取得了一些成果 ， 但是 ， 由于美俄围

先的方面 绕民主和人权问题 、欧洲反导问题 、伊朗及叙利亚

俄罗斯一直将中 国视为亚太地区的首要合作 等问题产生的矛盾 日 益尖锐 ， 两国关系 的
“

重启
”

对象 。 年 、 年和 年版《俄联邦外交 最终陷人
“

停滞
”

。

政策构想》 均指 出
，
俄罗斯亚洲外交政策

一

个最 然而 ， 普京在其总统第三任期开始后 ， 仍然坚

重要的方 向是发展与 中 国 和印度的关系 ， 俄中两 持奉行在维护俄罗斯利益的前提下发展与美国友

国对国际政治的关键问题原则性立场的
一

致 是 好合作关系 的战略方针。 普京 年 月 指 出 ，

地区和全球稳定的主要支柱之一①
。 俄总统普京

“

希望与美国建立富有建设性的 、可预见的 、互利

年指出 ：

“

俄罗斯高度重视同 中 国保持密切 的合作模式
”

§
。 年版 《俄联邦外交政策构

的 、 真正的伙伴关系
”

，

“

牢 固 的 中俄关系已 经成 想》 指出 ： 俄罗斯要与美 国
“

在平等 、 不干涉内政

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 因素
” ②

。 年 和尊重相互利益的基础上加强双边合作
” ⑥

。 而

普京在谈 到亚太政策时指 出 ：

“

同 中 国 之间 的战
，

年 月 ， 作为 总统候选人的普京甚至暗

略与务实协作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 我们准备深化 示 ， 如果俄美能够顺利解决反导问题 ，
双方就可 以

同中 国伙伴之间各种形式的合作 ， 包括在国 际议 在许多敏感领域为建立崭新的 、 接近联盟模式 的

题方面协调行动 。

③ 合作关系开辟道路 。 因此
，
普京在其总统第三

为此 ， 俄罗斯积极发展与 中 国 的友好合作关 任期 ， 没有关闭发展与美国友好合作的大门 ， 而是

系 ， 除了不断巩固政治友好关系之外 ，
还大力发展 希望在维护俄罗斯利益的前提下

，
与美国发展多

与 中国 的经济 、 能源 、安全 、科技和人文合作 并在 领域的密切合作关系 。

地区和全球事务中与 中 国进行积极的外交协作 。

俄罗斯的上述对美政策 ，
为俄美关系 的稳定

两 国关系 由 世纪 年代中期确立的
“

战略协 和发展创造 了必要条件。 年 月 俄美总统

作伙伴关系
”

发展为 年提出 的
“

全面战略协 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指 出 ，

“

俄联邦与美国 确

作伙伴关系
”

， 年 月 习近平访俄期间 ， 双方
认

，愿意在相互尊重 、平等和真正顾及彼此利益的

表示将把
“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

进一

步提升
原则上深化双边关系 。

”

⑧这为俄美关系的稳定与

至新阶段④
。

賴般 翻 。 总、
，錢隱纏

改善和发展与美 、 日 的关系

、

坚持在维护俄罗斯利益的前提下改善和

发展与美国的关系 。

全 瓜 吣 叫 田 ± 如 对她 — ￡

美国作为冷
■

战后
■

唯一的世界超级大 国 ， 对俄
：

罗斯的安全和利益具有全方位影响 。 因 此 ， 俄罗
— —

斯为了改善 自 己 在各战略方向
，
其中包括在亚太 ② 《 普京文集 》 中 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方向的安全环境和战略地位 ，

一直希望与美国 建
③

立稳定而友好的 ■边关系 。 ：

事实上
，
俄罗斯 自独立以来曾二次试图融人美 ④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 俄罗 斯联邦关于合作共贏 、深化全

国主导的西方世界 第一次是 世纪 年代初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的联合声 明 （ 全文 》

期 ， 俄罗斯试图通过奉行
“

亲西方政策
”

加人美国

领导的
“

民主大家庭
”

第
一

次是 年九 ‘ 事 ：

件后 ， 俄罗斯试图 以反恐为契机 ， 与美国及整个西 ⑥

方建立紧密的
“

反恐联盟
”

； 第三次是梅德韦杰夫 二

’

总统时期 俄罗斯希望以美俄关系
“

重启
”

为契机 ，

⑦

八 丄 “ 、 ■

与美国 和整个西方建立
“

现代化联盟
”

。 然而
， 美 ⑧

国等西方国家不仅拒绝接纳俄罗斯融人西方 ， 反而
二 ⋯ ▲

对其大加利用。 虽然在俄罗斯的第三次努力中 ，俄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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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心逐渐转向亚太的 同 时
， 俄美双边关系 虽然有 俄罗斯将印度视为仅次于中 国的另 一个亚太

波折与摩擦 ，
但保持了 基本稳定

，
并取得了一

系列 战略
“

支点
”

。 俄罗斯对印度奉行的政策是 ，
不断

积极进展 ， 例如 ，
两 国不仅达成了 新的核裁军条 深化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 ， 大力加强两国在各

约 ，
而且还建立了美俄总统双边合作委员会以及 领域的双边互利合作以及在现实国 际问题上的合

双边防长与外长会谈机制 ， 并积极强化了俄罗斯 作 。 俄总统普京指出 ，

“

深化与 印度的友谊与合

总理与美国副总统的对话机制等 。 作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优先重点之一

。

”

从

争取与 日 本建立睦邻友好关系 。 年到 年 ， 俄 印两 国从
“

战 略伙伴关系
”

发展

世纪初期 俄罗斯对 日 本奉行的政策 是 ， 成为
“

特殊的战 略伙伴关系
”

。 俄罗斯与 印度在

持续发展与 日 本的关系 ， 争取建立真正 的睦邻关 建立髙度政治信赖关系 的同时 ，
还大力发展经济 、

系 努力推进多领域的密切合作 ， 并寻找相互可 以 科技和人文等领域的合作 ， 其中 ，
两 国在军事技术

接受的 办法来解决两 国之 间 的边界争端。 及民用核能领域的合作最为引人关注 ； 在国 际舞

年《 俄联邦外交政策构想 》 指 出 ，

“

俄联邦赞成与 台上
， 俄罗斯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 国 、

日本建立有利于两国人民的睦邻和建设性伙伴关 上合组织成员 国 ， 并积极推 进与 印度 在 峰

系
”①

。 年版《俄联邦外交政策构想 》 则进一

会 、金砖 国家组织等多边平台 中的合作 。

步强调 ：

“

俄罗斯将奉行同 日 本大力 发展多方面 俄罗斯将越南视为东南亚地 区 的 重要
“

支

睦邻关系 的方针 。 在推进整个双边合作和国际舞 点
”

， 并致力于不断加深与越南的战略伙伴关系 。

合上 的协作的背景下 ， 俄罗斯还将继续进行关于 年 月俄总统梅德韦杰夫指出 ，

“

越南是俄

寻找 相 互 可 以 接 受 的 方式 解决 领 土 问 题 的 罗斯在亚太地区 的关键战略伙伴之一

”

， 俄罗 斯

对话 。

” ②

一

应与越南
“

将双边关系提升到与两国拥有的机会

俄罗斯对 日奉行的积极政策 ， 为改善 日 俄关 相符的水平
” ⑥

。 从 年到 年 ， 俄罗斯与

系敞开了大门 。 年 月 ， 普京在莫斯科会晤 越南的双边关系从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

了 年来第一次访俄的 日 本首相
——

安倍晋三
， 伙伴关系 。 除了积极恢复和巩固与越南 的传统政

两国发表 的联合声 明指 出 ， 双方
“

确认俄 罗斯与 治友谊之外
，—斯还重点加强 了与越南在石油

曰 本作为友邻在互信、 互利原则基础上发展所有 天然气 、 民用核
、

能 、 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 ， 并不断

领域双边关系 的决心
”

，

“

两国追求建立战略伙伴 加强两国在国际 、特别是亚太地区事务中 的外交

关系
”

， 双方
“

为了亚太地区和全世界的稳定及繁

荣
，
将加强合作与协调

” ③
。 俄 日 在此次首脑会晤

中决定建立双边外长定期互访机制 、 外交及 国 防 ①

部长对话机制 ，
签署了一

系 列经济与人文合作协 〃 ￡

、
、 并

致问意 即重新启 动领土及和平条约 ② 。 。
，

判 。 这标志着俄 日 关系 正在沿着稳定和改善的方

向发展 。 ③

设 思 片 甘 灿面 费 牲 旦 由

越南的关 系

除上述国家外 ， 俄罗斯还致力于全面发展与

亚太其 家的关系 。 在东北亚舰
， 俄罗斯不 —

断巩固与蒙古的传统友好关系 ， 并致力于 问朝鲜
， ；

和韩国同时发展睦邻与互利合作关系 。 从普京总

统第二任期开始
，
俄罗斯积极恢复和扩大在东南 ⑤ ：

亚地区 的影响 。 而在俄罗斯 的整体亚太政策中 ，

’

俄罗斯还重点发展与 自 己 的传统盟友
——

印度及 ‘

越南的 战略伙伴关系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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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中 国与美 、 日 的战略竞争和 矛 作架构 。

”

盾争端中奉行
“

中 立
”

的平衡立场

在美国
“

重返亚太
”

后 耐中美矛盾和竞争
— 俄罗斯奉《亍亚太平衡

的迅速升级 ， 俄罗斯既没有联合中国抗衡美国 ， 同 战略的主要动机

时也拒绝参与遏制 中 国 。 普京 年指 出 ，

“

在

当今世界
⋯⋯各国争夺的主要是世界领导权 ， 而 世纪初期 ， 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奉行平衡战

我们不打算为此与中国争斗 。 中 国在这方面有竞

争对手 ， 让它们 去争夺吧 。

” ①俄外长拉夫罗夫 （

一

） 避免卷入亚太地区的冲突和对抗

年明确宣布 ，

“

中 国是我们的 睦邻和战略伙 世纪初期 ， 俄罗斯对外战略的首要任务是

伴 ， 我们不会参加以 遏制 中 国为 目 的 的架构 。

”② 积极维护世界 、特别是周边地区 的和平与稳定 ，从

这说明 ， 俄罗斯在中美竞争 中选择了
“

中立
”

。
而为 国 内 发展创造有利 外部条件 。 普京早在

在 中 日 矛盾因 年 日 本非法
“

购买
”

钓鱼 年 月 就指出
“

要优先考虑的任务是 在俄

岛而激化之际
，俄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 罗斯周围建立稳定的 、安全的环境

，
建立能够让我

舍夫指 出 ，

“

我们不打算支持任何
一

方 ， 它们 （ 日 们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和资源解决国家的社会经

本和中 国 ） 应该 自 己达成协议 ， 但是 ， 我们赞成通 济发展任务的条件 。

”

这从根本上决定了 ， 俄罗

过对话解决这
一

问题。

”

但是 中国认为 ，
日 本对 斯在对外战略 中必须奉行

“

非对抗
”

方针 。

钓鱼岛的 国有化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 年梅德韦杰夫 明确将
“

不与任何一个国家对抗
”

的挑战
， 而 年发表的《 中俄关于全面深化战 列为俄外交政策的五项原则之一

。

略协作伙伴关系 的联合声 明 》指 出 ，

“

双方重 申 第 这一外交方针决定了 ， 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必

二次世界大战结论不容改变 ， 反对篡改二战历史 、 须避免卷入任何冲突与对抗 。 事实上
，
亚太地 区

美化纳粹和军国主义分子及其帮 凶 、抹黑解放者 存在一系列复杂矛盾与冲突隐患 ， 如朝鲜半岛 问

的图谋。

”

显然 俄罗斯在钓鱼岛 问题的实际立 题、 中 国 台湾问题、 中韩与 日 本的岛屿争端 、南 中

场与上述声明 的立场有所不同 ， 俄罗斯在 中 日 争 国海地区 的岛屿纠纷 、 中印边界与领土问题等 ， 而

端中并未站在 中国
一

边 ， 而是保持了 中立或平衡 。 在美国实施
“

重返亚太
”

战略后 ， 中美战略竞争的

三
） 主张在亚太地区 建立

“

平衡
”

的 加剧 以及中 日 矛盾的升级 进一步增加 了亚太地

安全与合作结构

为 了维护亚太地区安全 、稳定和发展 俄罗斯
①

，

° °

，
° ￡

主张在亚太地区建立以 国际法原则和
“

安全不可

划 ” 而 乇 础的 右 姓欠卡 滋？ 始由
② 腿卿

分割 原则为基础的 、 包估谷万在内 的 、 平衢的安
；

全与合作结构 在俄罗斯官方文件以及在俄罗斯°

，

与中 国 、印度 、越南和东盟等亚太国家及多边组织

发表的 系列联合声明 中 ， 俄罗酬述了上述思 ；
想 。 这一架构最重要的特点 ，

一是
“

安全不可分
制 ” —

且扣抹女七 县 沾 偏 ； 地 姑
④ 《 中俄关于全面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的联合声 明 》 ，

剖 原儿 ，
定保转 万刀重 的 佛 。 俄超

德韦杰夫在 年 月 俄罗斯 东盟第二次 ⑤ 。

峰会前明确指出 ， 俄罗斯应与东盟采取联合措施 ’

在亚太地 立开放 、透明 、平義安全与合作结 二 二
构 。 年 月 ， 俄罗斯在与印度发表的 《 俄

印 战略伙伴关系 周年与未来发展前景的联合 ⑦ 《 普京文集 文章和 讲话选集》 中 国社会科学 出 版社

声明》指出 ，

“

对俄罗斯和印度来说
，
重要的是致 ， 。

⑧

力于建立透 明 、开放 、全面与平衡的地区安全与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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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的冲突风险 。 在以 上背景下 ，
俄罗斯在亚太地 罗斯与 自 己潜在对手发展密切关系 。 这不仅有利

区只有奉行平衡战略 ， 即 不与任何一方为敌或对 于巩 固及提高俄罗斯在亚太地区 的战略地位 ， 而

抗 也不与任何一方结盟 ， 才能避免卷入亚太地区 且有利于俄罗斯获取最大限度的 战略利益 。 正如

的冲突与对抗 ，从而确保俄罗斯国 内发展 、特别是 俄学者赫拉姆奇欣指 出 的 ， 俄罗斯在亚太地区

远东地区发展所需要的和平 、稳定的周边环境 。

“

只有凸显独立的平衡立场 才有可能得到红利 ，

二 ） 防止对竞争任何一方的过度依赖 这一点现在巳经非常明显 。

”

从俄罗斯 的角 度来看 在亚太地区 的矛盾 冲 （ 五 ） 有利 于俄罗斯在亚太格局的演变

突中 特别是在中 国与美 、 曰 的亚太竞争中 ， 对其 中保持充分的行动 自 由

中任何一方的过度依赖 ，
不仅将降低俄罗斯的 战 当前

，
亚太地缘政治与安全形势正在发生历

略地位 ， 而且还将削弱俄罗斯的外交独立性 增加 史性变化。 这一地区 的 国际关系 、 特别是大 国战

其被纳入他国战略轨道 ， 并与另一方发生摩擦和 略关系正在进行深刻 战略调整 ， 其发展前景存在

冲突的风险 。 因此 ， 俄罗斯只 有平衡发展与竞争 一系列难以预测 的因 素 。 因此 ， 在这一地区 的未

各 国的双边关系 ， 才能避免对任何一方过度依赖 。 来发展形势以及大国战略关系最终确定和明朗之

由于在俄罗斯与竞争各国 的关系中 俄罗斯 前 ， 俄罗斯只有奉行平衡战略 ，才能保持充分的行

与中国 的关系更为密切 ， 因此 俄罗斯 目前更注重 动 自 由 ，
以便未来做出最符合俄罗斯利益的战略

避免对中国 的过度依赖 。 所以 俄罗斯在发展与 选择 。

中国伙伴关系 的 同时 也在改善和发展与美 、 日 两

国的关系 ，并积极发展与亚太其他国家的关系 。 三 俄罗斯亚太平衡战略
三

） 保持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 对中 国的影响
从力量对比 的角 度来看 ，

目 前俄罗斯在亚太

地区 面 临着双重不利形势 第
一

， 俄罗斯无论与 在亚太地区 ， 中 国 当前面临首要与次要两类

美 、 日 相 比
，
还是与中 国相 比

， 都是处于相对不利 性质的挑战 ： 首要挑战是 ，
中 国与美 、 日 围绕亚太

的
一

方 ； 第二 从俄罗斯的角度出 发 ，在中国与美 、 地区主导地位产生的竞争性矛盾与冲突 次要挑

日 的亚太竞争中 任何一方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地 战是 中国与周边个别 国家围绕领土及安全问题

位 ， 都将对俄罗斯构成更大威胁 。 因此 ， 俄罗斯只 产生的
一

般性矛盾与摩擦 。 在这两类挑战中 ， 前

有奉行平衡战略 ， 才能有效应对上述不利形势 ：

一 者塑造 了当前亚太地缘政治与安全形势的基本轮

方面 俄罗斯可以 利用对中 国 以及美、 日 两 国 的 廓和特点 ， 是中 国面临 的最重大课题 ，处于支配和
“

双 向制衡
”

保持俄罗斯相对任何
一

方的力量平 主要地位 而后者某些问题虽然在美 、 日 作用下被

衡
；
另一方面 ， 保持双方的相互牵制与平衡 ， 既可 推上亚太安全的热点地带 ， 但它实质上处于从属

以 降低美 、 中 、 日 三 国对俄罗斯的威胁
，
又可以 防 和次要地位 。

止任何一方取得亚太主宰地位 从而确保俄罗斯 （

一

） 俄罗斯亚太平衡战略对中 国的积

的安全 。 极影响

四 ） 提高和巩固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 从中国面临 的首要挑战来看 ， 俄罗斯亚太平

战略地位 ， 获取最大限度的战略利益 衡战略对中 国的影响以积极方面为主 。

在中 国与美、 日 战略竞争 日 益加剧的背景下
，

第一

， 俄罗斯奉行亚太平衡战略意味着
，
俄罗

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奉行平衡战略 ， 有助于俄罗斯 斯在亚太地区虽然不会与中 国建立正式联盟来共

在亚太地区成为一支具有 独立立场的 、 能够对该 同对抗美国和 日 本 ， 但同时也不会加人到美 国和

地区的政治与安全局势 ， 特别是对竞争双方力量 日 本遏制中 国 的阵营 。 因此 ， 俄罗斯的这
一 战略

对比产生决定性影响 的关键力量 。 俄罗斯的这一

战略将使竞争各国努力发展与俄罗斯的友好合作 ’

“

关系 ，
以争取俄罗斯站在 自 己

一边、或者是牵制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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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 、 日 试图建立遏制 中 国的
“

战略包围 圏
”

图 谋 系 特别是发展与中 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印度 、 越南

难以得遥的重要 因素 。 的关系 ， 对中国造成了某些消极影响 ：

第二 ， 有利于在亚太地区维持相对美国 和 日 第
一

， 俄罗斯发展与印 、 越两国的 战略伙伴关

本的力量平衡 。 上文指 出 ， 俄罗斯在亚太平衡战 系
，
虽然不是结成针对中 国的联盟 但是具有在地

略中 ，

一面积极与 中国保持友好合作关系 以平衡 缘政治及安全上牵制中 国的潜在消极影响 。

美 、 日 ， 另一面改善和发展与美 、 日 的关系 以牵制 年 月 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 曾指 出 ，

“

印 度是

中国 。 但是 由 于俄罗斯与美国在 国际秩序观 、 地 我们的战略伙伴⋯⋯我们的地缘政治利益几乎完

缘政治 、反导以及俄罗斯民 主和人权等问 题上存 全一致 。

”①不可否认 ， 印 度和越南具有牵制 中 国

在根本性战略矛盾和敌视性 因素 ， 俄罗斯与 日 本 的重大战略价值 。 因 此 ， 俄罗斯与印 度和越南之

之间则存在领土及美 日 同盟问题 ， 因此 ， 俄罗斯与 间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 ， 使中 国周边环境更为复

美 、 日 仍相互保持强烈的战略疑虑和戒心 。 而与 杂 并使中 国在处理一个战略方向的政治与安全

之对照的是
，
俄罗斯与 中国 不存在根本性战略矛 问题时 ，

不得不考虑来 自 其他战略方向 的
“

隐性
“

盾和敌视性因 素 。 事实上 从维护 国家安全与利

益的角度来看
，
俄罗斯对中 国 的 战略借重更具有 第二

， 俄罗斯与印度及越南开展的军事技术
现实意义 。 因此 ， 目 前在俄罗斯亚太平衡战略的

合作 ， 对中 国军事安全造成了消极影响 。 据统计 ，

“

天平
”

上 ， 俄罗斯与 中 国 的 战略关系 ，
比俄罗斯

印度从 年至 年 向俄罗斯订购了 亿
与美 、 日 的 战略关系更为密切 。 俄 中两 国密切的 美元武器装备②

， 从 年到 年 ， 俄罗斯对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起到 了在亚太地区维持相

随的武器转让
，
占到 了 印度接受武器转让总量

的 。 随总醉格指出 ，

“

在我 国以增强战

备为 目麵雜武装力量職化的 尝试中 ， 俄罗
弓 力 ■力 。

斯是关键的伙伴。

”

中 国与印 度不仅存在领土争
美

：
日

？
地

日

区
！

战
端 ，

还存在地缘政治与安全矛盾 。 在印 度的军事

战略 中 印度将 中 国视为主要的潜在敌人和印度
争 印

洋細主辦者
’
并为此而发展抗衡及威慑

中国的军事能力 。 从这 角度来看 ， 俄印军事技
及同中 国的领土纠纷 ， 越南和印 度虽然希望得到

口 八： ：

术合作使印度军事 能力 的提升 ， 将使中 国在中 印
外部力量的支持 ， 但并不希望走上与中 国公开对

边界地区面临更大的军事威胁
，
并在西南战略方

抗的道路 ， 更不愿意 成为美 、 日 对抗中 国 的 棋
向不得不面对一个军事力量强大的潜在地缘对

子 。 在此背景下
，
俄罗斯成为印 、越两国 的重要

伙伴 首先 ， 俄罗斯是 自 己 的传觀友 ， 双方合作

有 良好历史基础 ；
其次 ， 俄 中关系较好 ， 发展与俄

“

罗腦战略合作 既可加强国家安全保障 ， 又可避
！！

免刺激中 国 歡 ， 发展与俄罗斯的友好合作 ，
可

巾

避免对美、 日 产生安全依赖 以及被推上同 中 国对

抗道路的风险 。 出于上述考虑 ， 印 、顏国近年来
帥

不断加强与俄罗斯的 战略合作 。 因而 ， 俄罗斯奉 ② 。

一 ” —
—

的亚太平衡战略 ， 有助于分散美、 日 对与中 国存 。
，

杯领 糾紛的部分国象的吸弓 丨 力和影 力 ③ 参见斯德哥尔摩 国际和 研究所编《 年鉴
：

在领土』纷的部分国豕的妇 丨 刀和影啊刀 。

军备 、裁军細际安全》 时事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二 ） 俄罗斯亚太平衡战略对中 国的消 ④

—

极影啊
，

从中国面临的次要挑战来看 ， 俄罗斯在亚太 ⑤

平衡战略指导下 ， 积极发展与 中 国周边国 家的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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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 。 太地区的战略立场 ， 提前预防并及时化解双方在

筹三 俄罗斯与越南在南海地区开展的合作 ，
亚太地区可能出现的分歧与矛盾 ， 减少美国和 日

有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的复杂化 。 中 国需要警惕的 本在中 、俄之间打人楔子和挑拨离间 的机会 尽力

是 ， 在中越海洋及岛 屿争端中 ， 越南力图借助俄罗 降低俄罗斯利用美 日 牵制 中 国 的影响 。 与此同

斯的力量对抗中 国 。 例如 ， 越南邀请俄罗斯合作 时 ， 努力争取俄罗斯在中 国 与美 日 的战略竞争和

开发南海的天然气 田
， 年 月 ， 越南油气集 矛盾争端中 给予 中 国更多的支持 。 为此 ， 中 国应

团与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签署了计划共同开发南海 在美国 、 日 本威胁及损害俄中 两国共同政治与安

两块油气区块的协议。 对此
， 中 国外交部当时表 全利益的亚太问题上 ， 切实加 强与俄罗斯的实际

示 ， 希望域外 国家的企业 ， 避免以任何方式卷人南 战略协作 。

海争议 。 然而 俄越两 国在南海油 气 田 的开发 在应对亚太地区 的次要挑战中 ， 中国应 当 为

方面仍在进行合作 。 俄总理梅德韦杰夫 年 了集中力量应对来 自 美 日 的首要挑战而继续搁置

月 在访越时表未 俄越两 国正考虑合作开发位 或者
“

冷却处理
”

与周边 国家的领土争端 ， 同时大

于南海的近海油 田 储备 。 不仅如此 ， 俄越 力加强与包括越南和印度在 内的周边国家的友好

年发表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与俄联邦关于全 合作关系 。 这有利于粉碎美 日 两国孤立及遏制中

面加强战略伙伴关系 的联合声 明 》指 出 ，

“

双方认 国 的图谋
，
进一步降低印度 、越南等 国加入反华阵

为 ，
亚太地区的领土争端和其他争端只应 以和平 营并对抗中 国的 可能性

，
也将有助于平衡俄罗斯

方式 、不使用武力或以使用武力相威胁 、在现行国 对中国周边国家地缘政治与安全影响力 的上升 ，

际法
，
尤其是联合国宪章和 年联合国海洋法 从而降低中 国对俄罗斯的战略依赖 。 此外 ， 中 国

公约基础上加以解决 。 双方支持充分落实 还应与俄罗斯在南海问题上协调立场
， 避免俄罗

年东海 （ 即 中 国南海 ， 笔者注 ） 各方行为宣言
，
进 斯卷入中国与越南的海洋及岛屿争端 。

而早 日 制定东海各方行为准则 。

” ③ 以上表明
，
越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 目

南在南海问 题上正在借助俄罗斯的 力量牵 制 中
“

世纪初俄 罗 斯亚 太政策研究
”

（ 项 目 编 号 ：

国 而俄罗斯则趁机扩大在南海地区的影响 。 的 阶段性研究成果 。 〕

综上所述 俄罗斯亚太平衡战略对中 国造成 （ 责任编辑 陆 齐华 ）

的影响是复杂的 既有积极影响的一面 ，
也有消极

影响的一面。 然而
，
从总体上来说 由 于该战略对

中 国 当前面临的首要外部挑战具有重要的积极意

义
， 因此

，俄罗斯亚太平衡战略对中 国造成的积极

影响居主要地位 。

四 启 不

在亚太地区政治 、安全新秩序的建构中 ， 为有

效应对各种挑战 并实现 国家的成功崛起 在中 国

与俄罗斯不结成军事 、政治 同盟以及俄罗斯奉行

亚太平衡战略的现实前提下 ， 中 国必须积极扩展
① 《外交職言人 希紐免龍媚家 弓 人南海争议》 ，

俄罗斯亚太平衡战略对中 国 的积极影响 ， 同 时将 载《 人民 报》 海外版 年 月 曰 。

由 的殖极影 膝碰甚仲斑晓
②

，

中 国在应对亚太地区 的首要挑战中 应当大 ，

口 山
③ °

力加强与俄罗斯的 战略互
， 尽力减少 俄罗斯对

中国 的战略疑虑和戒心
，
不挑战俄罗斯在独联体

货

地区 的特殊地位和影响 ， 与俄罗斯积极协调在亚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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