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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后ꎬ 俄罗斯始终将大国身份作为自我认知

的核心内容ꎬ 追求和维护大国地位成为其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ꎮ 在俄罗斯

大国身份重塑进程中ꎬ 其对美外交策略的选择一直是国际学界关注的焦

点ꎮ 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ꎬ 俄罗斯对美外交策略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

整ꎮ 在拜登政府时期ꎬ 俄罗斯采取冲突性外交政策以回应美国的全面遏制

与极限施压ꎻ 特朗普执政后ꎬ 俄美关系出现调整ꎬ 俄罗斯采取竞争性外交

策略ꎬ 寻求利益交换与风险对冲ꎮ 在此背景下ꎬ 本文探讨了俄罗斯大国身

份重塑过程中认知因素与对美外交策略调整之间的内在逻辑与互动关系ꎮ
研究认为ꎬ 在俄罗斯大国身份的重塑进程中ꎬ 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初期

对俄罗斯身份认知的差异ꎬ 分别对应着俄美认知互动中的 “认知错位”
和 “认知调试” 状态ꎬ 基于此ꎬ 俄罗斯选择冲突性外交策略与竞争性外

交策略ꎮ 特朗普再次当选后ꎬ 尽管俄美两国释放缓和信号ꎬ 但俄罗斯追求

多极世界重要一极的决心ꎬ 与美国维护自身作为多极世界首要一极的认知

冲突不会根本改变ꎮ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研究俄罗斯对美

国外交政策的演变逻辑与俄美大国关系的互动ꎬ 对于解释大国间合作与冲

突的生成机制、 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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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冷战结束以来ꎬ 国际体系中的大国身份定位与战略博弈始终是影响全球秩序

演变的核心要素ꎮ 近年来ꎬ 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姿态愈发强硬ꎬ 甚至被部

分西方国家贴上 “挑衅且具敌意” 的标签ꎮ ２００８ 年俄罗斯出兵平息格鲁吉亚和

南奥塞梯的武装冲突ꎬ 此举被视为俄罗斯在长期隐忍后开始强硬反击的信号ꎮ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ꎬ 无疑是对冷战后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一次重大挑战ꎮ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武力干预叙利亚内战ꎬ 进一步动摇了冷战结束后只有美国才拥有

在全球使用武力的地位①ꎮ ２０２２ 年俄乌冲突爆发ꎬ 俄罗斯更是将对外强硬姿态推

向了新的高度ꎮ 特朗普新任期开启后ꎬ 俄美通过元首外交强化战略试探ꎬ 双边关

系呈现 “竞争性缓和” 迹象ꎮ 在此背景下ꎬ 俄罗斯积极调整对美政策ꎬ 释放对

话信号ꎬ 展现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寻求突破的姿态ꎮ
一直以来ꎬ 俄罗斯如何制定和调整对美策略都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问题ꎮ 拜

登政府时期ꎬ 俄罗斯对美实行冲突性的外交政策ꎮ 在国际实力对比不利于俄罗斯

的情况下ꎬ 俄罗斯对美国的强硬外交不符合传统的成本收益原则②ꎮ 而特朗普执

政以来ꎬ 俄罗斯对美政策出现了新调整ꎮ 在面对拜登和特朗普不同执政风格和对

俄政策时ꎬ 俄罗斯大国身份重塑中的认知因素究竟经历了哪些变化? 这些变化如

何深刻影响俄罗斯对美外交策略的选择与调整? 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深入探

讨ꎬ 旨在全面剖析俄罗斯大国身份重塑过程中认知因素与对美外交策略调整之间

的内在逻辑与互动关系ꎬ 为理解俄美关系的动态演变以及俄罗斯在国际格局中的

角色转变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考ꎮ

一　 不同视角下俄罗斯对美国外交策略的选择

俄美大国战略互动范式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经典命题ꎬ 持续占据国际关系、 大

国外交研究的核心议程ꎮ 既有研究围绕俄罗斯对美外交策略的生成逻辑ꎬ 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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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国内政治和观念等视角进行了深入分析ꎬ 这些研究为深入理解俄罗斯对美

外交策略选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分析框架ꎮ

(一) 权力结构视角

部分学者认为ꎬ 俄罗斯对美外交政策的变化主要是由地缘政治安全和国际体

系中的权力分配结构驱动的ꎮ 随着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ꎬ 俄罗斯经济实力得到

了一定程度的恢复ꎮ ２０２１ 年美军仓皇撤离阿富汗等一系列在全球范围内战略相

对收缩的行为ꎬ 以及美国经济发展放缓、 国内政治分歧加大、 非法移民、 种族问

题、 城市基建老旧、 枪支泛滥等社会问题积重难返ꎬ 证明美国正在走向衰落ꎮ 俄

罗斯实力的变化决定了对美政策的变化①ꎮ
还有学者认为ꎬ 地缘政治安全压力对俄罗斯的对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特

列宁强调地缘政治影响对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重要性ꎬ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与其

扩张主义或帝国情怀无关ꎬ 而是由于北约东扩不断挤压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ꎬ
与美对抗的目的就是要将乌克兰排除在北约之外②ꎮ 大国总是对本国领土周边的

潜在威胁非常敏感ꎬ 没有任何国家会欢迎历史上敌对的军事联盟延伸至本国

边界③ꎮ
以上对俄罗斯采取强硬外交政策的分析解释有其合理性ꎬ 但仅从这一视角观

察俄罗斯对美政策依然不足ꎬ 因为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俄罗斯仍与美国有巨大差

１７

①

②

③

参见 Ｊ Ｍａｎｋｏｆｆꎬ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ｅｒ Ｖｉｅｗ”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３０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１２３ － １３５ꎻ Ｒ Ｋａｇａｎꎬ Ｔｈ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Ｄｒｅａｍ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ｌｆｒｅｄ Ａ Ｋｎｏｐｆꎬ ２００８ꎻ Ｅｕｇｅｎｅ Ｒｕ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Ｓ Ｗｅｉｓｓꎬ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Ｐｕｔｉｎ’ｓ Ｕｎ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ｈｔｔｐｓ: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ｏｒｇ /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１２ / ｕｋｒａｉｎｅ － ｐｕｔｉｎ － ｓ － ｕｎ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ｐｕｂ － ８５７７１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ꎻ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Ｓｅｓｔａｎｏｖｉｃｈꎬ “Ｗｈａｔ Ｈａｓ Ｍｏｓｃｏｗ Ｄｏｎｅ?
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ＵＳ －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８７ꎬ Ｎｏ ６ꎬ ２００８ꎬ ｐ ２８

Ｄｍｉｔｒｉ Ｔｒｅｎｉｎꎬ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Ｇｏａｌ ｉ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Ｋｅｅｐ ＮＡＴＯ Ｏｕｔ ”.
ｈｔｔｐｓ: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ｍｏｓｃｏｗ ｏｒｇ / ２０１４ / ０６ / ０２ / ｒｕｓｓｉａ － ｓ － ｇｏａｌ － ｉｎ － ｕｋｒａｉｎｅ － ｒｅｍａｉｎｓ － ｓａｍｅ － ｋｅｅｐ －
ｎａｔｏ － ｏｕｔ － ｐｕｂ － ５５７９８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ꎮ

参见 Ａｎｄｒｅｉ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Ｔｒｅｉｓｍａｎꎬ “Ｗｈｙ Ｍｏｓｃｏｗ Ｓａｙｓ Ｎｏ: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ꎬ Ｎｏｔ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９０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１２２ －１３８ꎻ Ｊｏｈｎ Ｊ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ꎬ
“Ｗｈｙ ｔｈｅ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ｓ Ｆａｕｌｔ: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Ｄｅ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ｖｏｋｅｄ Ｐｕｔｉｎ”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９３ꎬ Ｎｏ ５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７７ － ８９ꎻ 〔美〕 安琪拉斯登特: «有限伙伴: ２１ 世纪美俄

关系新常态»ꎬ 欧阳瑾、 宋和坤译ꎬ 石油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７ 页ꎻ 毕洪业: «俄罗斯地

缘政治思想的演变及影响»ꎬ 载 «俄罗斯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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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ꎬ 且俄罗斯面临的安全环境没有迅速恶化ꎬ 但依然采取了对美的冲突性外交

政策ꎮ

(二) 国内政治视角

许多学者认为ꎬ 国内政治因素在影响俄罗斯对外行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ꎮ 有学者认为ꎬ 俄罗斯当代外交行为的主要驱动力是巩固国内政权的需求ꎬ 强

硬的外交政策选择是国内政权不稳定的反映ꎮ 俄罗斯领导人出于对周边近邻国家

“民主蔓延” 的恐惧ꎬ 通过制造外部危机来转移民众对国内问题的不满情绪ꎬ 巩

固国内政权①ꎮ 俄罗斯将美国塑造成敌人ꎬ 不断发表反美言论来加强统治的合法

性②ꎮ 俄罗斯政权的脆弱性在于精英阶层在文化和财政上对西方国家的依赖ꎮ 俄

领导人故意将俄罗斯塑造成被西方围困的堡垒形象ꎬ 通过挑起危机来稳定国内动

荡局势ꎬ 试图斩断国内精英与西方国家的联系③ꎮ 在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入俄

后ꎬ 普京总统在国内的支持率一度超过 ８０％ ꎬ 相比之前国内民众对普京的支持

率有较大提升ꎬ 对国内政治稳定和社会团结起到了良好效果④ꎮ 总体来说ꎬ 普京

总统的支持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ꎬ 虽偶有民众示威游行表示反对ꎬ 但民众对普京

的支持率和信任度没有受到太多的挑战ꎮ 在国内政权保持稳定状态下ꎬ 俄罗斯政

府采取了更加强硬的外交政策ꎬ 这显然与维护政权稳定的说法相抵触ꎮ

(三) 观念解释路径

有学者提出ꎬ 俄罗斯国家认同不断演进对其外交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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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西方国家政策在俄罗斯身份认同重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ꎬ 俄罗斯保守主义

者以加强民族主义和坚持与美国永恒冲突为前提ꎬ 塑造了俄帝国身份认同①ꎮ
还有一些学者从认知观念视角探讨观念变化与对外政策演变的关系ꎬ 认为俄

罗斯对集体自尊和荣誉的追求与认知影响了与美国及西方国家的互动关系②ꎮ 而

纵观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演变历程ꎬ 俄罗斯追求大国身份的斗争并不一定非要以强

硬或者冲突的形式进行ꎬ 蔑视与武装冲突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概率性而非决定性

的③ꎮ 国家身份在自我认知与重要他者认知不断互动和影响下得以构建ꎬ 自我认

知或者他者认知的单一影响因素无法更好解释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演变ꎮ
鉴于此ꎬ 本文尝试在既有研究基础上ꎬ 通过观察和分析俄罗斯在大国身份重

塑过程中与美国身份认知的互动状态ꎬ 建立起俄罗斯对美国外交政策演变的分析

框架ꎬ 进而对俄罗斯在大国身份重塑中对美国外交策略的选择作出解释ꎮ

二　 身份认知互动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分析框架

温特提出ꎬ 身份由内在的自我认知和外在的他者观念互动建构而成ꎬ 而一国

的对外政策往往受国家身份的驱使和影响ꎮ 一般而言ꎬ 对外政策可被视为界定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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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ꎮ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５ 年第 ３ 期

界的实践之一ꎬ 以构建和重建身份为核心①ꎮ 本文通过分析国家自我认知与他者

承认的不同互动过程ꎬ 分析国家为建构和维护国家身份而采取的对外政策ꎮ

(一) 国家身份的建构进程: 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的互动

许多学者在分析国家身份的形成过程中都强调互动的重要作用ꎮ “互动” 是

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概念ꎬ 指两个以上的行为体在相互作用和影响下ꎬ 使彼此发生

变化的过程②ꎮ 巴里布赞认为: 任何 “自我” 身份只能在与 “他者” 的关系

中加以定义③ꎮ 温特提出ꎬ 身份由内在观念和外在结构互动形成ꎬ 内在观念指自

我认知ꎬ 外在结构指他者观念ꎮ 同时ꎬ 温特提出将身份因素进行代际传播的进化

机制———文化选择理论的认同互动论ꎮ 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过程中ꎬ 行为体产生

自我身份和利益的认知ꎬ 并通过对重要他者的行为作出相应的反应ꎬ 进一步巩固

和强化之前习得的身份及利益④ꎮ
国家身份通过 “自我” 与 “他者” 的互动进行建构ꎬ 在自我领悟和社会承

认的基础上ꎬ 通过该行为体与有意义 “他者” 的联系实现行为体身份的建构⑤ꎮ
如图 １ 所示ꎬ 国家身份的构建包括两个进程: 一是 “由内及外” 进程ꎬ 不断向他

者宣传、 建构和维护自我认知ꎮ 二是 “由外而内” 进程ꎬ 包括 “他者” 对国家

身份的承认、 尊重与认同或者否认、 蔑视与否定等认知和行为ꎮ 观察国家身份在

国际政治系统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可以发现ꎬ 在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的互动过程

中ꎬ 国家身份在周而复始地建构和调整⑥ꎮ 由此可以看出ꎬ 自我认知是国家身份

构建的基础ꎬ 是一国与其他国际行为体进行互动的前提ꎮ 一国只有在国家领导人

及其国民相信自己的国家身份时ꎬ 才能向他者展现国家身份被赋予的权利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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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聃: «国家的自我认同与 “他者” 的关系———理论与渊源»ꎬ 载 «上海行政学院

学报» ２００６ 年第 ７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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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ꎮ 然而国际社会中的国际行为体并非孤立存在ꎬ 而是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国际行

为体发生交往和互动ꎬ 他者的认知和反馈在国家身份的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ꎮ 他

者认知是国家身份构建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ꎬ 体现为国际社会中其他国际行

为体对某一国家身份的认知和态度ꎮ 因此ꎬ 自我与他者认知的互动是构建国家身

份、 塑造国家地位的核心ꎮ 国家身份建立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上ꎬ 通过自我与他者

之间的社会互动实现国家身份的建构①ꎮ

图 １　 国家身份建构过程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ꎮ

在国际社会中ꎬ 身份是一个国家的特征属性ꎬ 它可以体现甚至决定国家行为

体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动机ꎮ 国家行为体的身份是多样的ꎬ 包括个体身份、 类属身

份、 角色身份和集体身份等ꎮ 对个体身份的认知是指他者对国家行为体普遍享有

基本权利的态度ꎬ 主要体现为是否承认和尊重国家是国际社会中享有平等主权的

成员ꎻ 对类属身份认知的内容主要包括政权类型、 地缘环境和国际体系认知 (维
持现状国家、 修正主义国家) 等ꎻ 对角色身份的认知主要体现在对一国在国际事

务中的相对实力和影响力的认知与判断ꎬ 常见的国家角色身份认知包括 “大国”
“强国” 和 “小国” 等ꎮ 集体身份认知是消除彼此界限ꎬ 形成共同体的基础ꎮ 对

一国大国身份的蔑视和否定ꎬ 主要体现在对其类属身份和角色身份的态度上ꎬ 即

双方无法对一国的地缘环境、 国际体系认知以及国际地位等认知达成一致ꎬ 甚至

认知主体国家将他者视为生存安全威胁ꎬ 国家为了保证自我生存必然要与他者发

生冲突ꎮ 本文尝试采用三个指标进行分析ꎬ 分别是政治上对国际地位的积极肯

定、 经济上追求利益平衡的共赢、 安全上尊重地缘政治空间和地区领导力ꎮ
国家身份建构过程中ꎬ 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的互动状态主要可以分为认知统

５７

① 李峰: «国家身份如何塑造区域认同———以东南亚的区域大国 “身份地位化” 为例»ꎬ
载 «南洋问题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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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认知错位两种ꎮ 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互动进程的积极状态是认知统一ꎬ 消

极状态是认知错位ꎮ “认知统一” 是 Ａ 国自我认知的类属身份和角色身份与重

要他者 (Ｂ 国) 对 Ａ 国的类属身份和角色身份认知的协调统一ꎮ 具体体现为 Ｂ
国对 Ａ 国自我认知的政权类型、 国家制度、 发展水平和地理身份属性等内容ꎬ
以及 Ａ 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 相对实力与影响持承认、 尊重甚至认同

的态度ꎮ 在政治上ꎬ Ｂ 国对 Ａ 国国际地位和国家影响力作出积极定位ꎻ 在经济

上ꎬ Ｂ 国施以援助解决 Ａ 国困境和开展积极合作ꎬ 在双方利益平衡上追求共

赢ꎻ 在安全上ꎬ Ｂ 国尊重 Ａ 国最关切、 最核心的利益需求和主张ꎬ 采取谨慎、
互信举措ꎬ 降低安全困境的困扰ꎮ “认知错位” 指 Ｂ 国对 Ａ 国自我认知的类属

身份和角色身份持否认态度ꎬ 具体体现为 Ｂ 国对 Ａ 国身份定位持怀疑、 消极甚

至全面否定态度ꎻ 在经济上 Ｂ 国对 Ａ 国采取严厉制裁手段ꎬ 打压经济发展ꎻ 在

安全上ꎬ Ｂ 国将 Ａ 国视为破坏地区安全和平的危险根源ꎬ 双方地缘政治利益出

现摩擦ꎬ 矛盾争端频发ꎮ
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的互动状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ꎬ 随着国家实力、 国际环

境等因素变化ꎬ 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的互动状态不断进行调整ꎮ 如图 ２ 所示ꎬ 经

过认知调适的过程ꎬ 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的统一状态和错位状态会发生转变ꎮ
“认知调试” 是 “认知统一” 和 “认知错位” 状态之间的过渡过程ꎮ 在 “认知错

位” 的状态下ꎬ 国家间常常发生矛盾和摩擦ꎮ 而为了实现利益需求ꎬ Ｂ 国选择调

整对 Ａ 国的认知ꎬ 在认知调试过程中不断尝试重新接受 Ａ 国自我认知的类属身

份和角色定位ꎬ 这一过程的特点是 Ｂ 国要重启与 Ａ 国的关系ꎮ “认知调试” 后的

积极结果是双方实现 “认知统一”ꎬ 消极结果则是双方继续处于 “认知错位”ꎬ
双边关系陷入危机之中ꎮ

图 ２　 国家的认知调适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ꎮ

(二) 俄美的认知互动对两国外交策略选择的作用机制

本文假定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国家之间为了维护自身安全和实现利益

最大化只能依靠自身能力ꎬ 通过寻求自身预期效用和权力的最大化ꎬ 维护大国地

位ꎬ 构建大国身份ꎮ 大国身份的构建不仅建立在自我理解基础上的自我身份认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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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ꎬ 还受到重要他者认知态度的影响ꎬ 二者的互动状态影响国家大国身份构建过

程中的对外政策ꎮ
自我认知与重要他者认知之间存在 “认知统一” 和 “认知错位” 两种状态ꎮ

当国家大国身份的自我认知得到重要他者的承认ꎬ 即自我认知与重要他者的认知

反馈是统一状态时ꎬ 大国将选择成本较低的合作性政策维护大国身份ꎮ 而国家的

自我认知与重要他者认知反馈发生错位ꎬ 会导致二者冲突和对立的状态ꎮ 出于对

实力、 威望等利益的追求ꎬ 且受到政治、 经济、 文化和历史等多种因素的影响ꎬ
国家往往采用改变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的方式尝试改变重要他者的认知ꎮ 采用的

对外政策的类型与自我认知和重要他者认知的互动状态有关ꎬ 大国身份的自我认

知越强ꎬ 重要他者承认程度越低ꎬ 国家的对外政策越强硬ꎮ
苏联解体后ꎬ 恢复大国身份和地位始终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ꎮ 无论

从全球影响力还是从国内政治上看ꎬ 俄罗斯始终将自己视为世界大国ꎬ 且这一身

份 “始终是俄罗斯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基石”①ꎮ 在大国身份重构进程中ꎬ 俄罗

斯对美外交策略的选择与美国对其大国身份的认知形成动态互动关系ꎮ 如图 ３ 所

示ꎬ 在俄罗斯与美国的身份认知互动过程中ꎬ 俄罗斯始终坚持追求和维护大国身

份认知ꎬ 通过与美国的互动作出关于美国对其身份认知的反馈ꎮ 如果这种反馈是

积极的ꎬ 双方关系则处于认知调试状态ꎬ 即努力寻找共识和合作领域ꎬ 寻求两国

关系重启的空间ꎮ 此时俄罗斯选择展示和巩固大国身份认知ꎬ 通过竞争性外交策

略ꎬ 既确保自身的大国利益ꎬ 也寻求与美国的合作空间ꎬ 以平衡竞争和合作关

系ꎮ 相反ꎬ 如果反馈是消极的ꎬ 双方关系可能陷入认知对立状态ꎬ 此时俄罗斯选

择捍卫和拓展其大国身份认知ꎬ 倾向于采取对美冲突性的外交策略以维护大国尊

严和地位ꎮ 拜登政府时期ꎬ 美国以 “自由国际主义” 范式将俄罗斯定位为 “结
构性衰落帝国”ꎬ 强化其 “系统性安全威胁” 认知ꎮ 此战略叙事激发了俄罗斯

“对冲性战略自主” 诉求ꎬ 俄罗斯通过冲突性外交策略回应美国的遏制ꎮ 特朗普

政府上台后ꎬ 美国对外政策转向 “交易式单边主义”ꎮ 在 “美国优先” 原则下ꎬ
特朗普政府试图重塑对俄罗斯的认知框架ꎬ 通过在具体问题上给予正向肯定和反

馈ꎬ 重启对俄关系ꎮ 面对变局ꎬ 俄罗斯采取 “竞争性外交制衡” 策略ꎬ 通过在

竞争与合作之间寻求平衡ꎬ 以争取进一步巩固和提升自身的大国身份与利益ꎮ

７７

① 〔美〕 罗伯特Ａ 帕斯特编: «世界之旅: 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ꎬ 胡利平等译ꎬ 上

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ꎬ 第 １７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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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俄美认知互动对两国外交层面的作用机制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ꎮ

三　 俄罗斯的大国身份认知与美国认知的互动

俄罗斯以 “被尊重的重要一极” 为核心的大国身份定位ꎬ 与美国维护单极

霸权的战略目标形成了根本性矛盾ꎮ 拜登政府基于冷战思维ꎬ 将俄罗斯定义为

“修正主义对手”ꎬ 通过系统性制裁和意识形态对抗强化遏制政策ꎻ 而特朗普政

府则采取实用主义策略ꎬ 淡化价值观对立ꎬ 将俄罗斯视为 “可交易的地缘政治行

为体”ꎬ 试图通过利益交换降低战略消耗ꎮ 拜登政府与特朗普第二任期初期阶段

对俄罗斯身份认知的显著差异ꎬ 分别对应着俄美认知互动中的 “认知错位” 和

“认知调试” 状态ꎮ 作为俄罗斯战略定位的参照对象ꎬ 美国对俄罗斯大国身份的

认知反馈机制ꎬ 深刻影响着俄罗斯对美外交策略的制定方向与调整节奏ꎮ

(一) 俄罗斯的身份定位: “被尊重的重要一极”
２０１１ 年普京总统提出了建立欧亚联盟的计划ꎬ 并试图把这一联盟打造成国

际秩序中的重要一极ꎬ 充分发挥俄罗斯在联结欧洲与亚太地区的纽带作用①ꎮ 在

这一战略提出的背景下ꎬ 俄罗斯强调自我认知中的欧亚国家身份ꎮ 俄罗斯改变以

往突出强调俄罗斯是 “欧洲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说法ꎬ 重点宣传俄罗斯的欧

８７

①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выступил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ｋｏｍｍｅｒ ｓａｎｔ ｒｕ / ｄｏｃ / １７８８
０１７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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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属性ꎬ 强调俄罗斯是欧亚大陆的领导者和重心ꎮ 俄罗斯与欧洲文明有千丝万缕

的联系ꎬ 与亚洲国家有着不可分割的发展关系ꎬ 欧亚国家身份成为俄罗斯自我认

知和身份认同的基础ꎮ 与此同时ꎬ 俄罗斯更加坚定其大国地位ꎬ 展现出坚决捍卫

大国身份的强硬态度①ꎮ 俄罗斯希望与其他国家保持良好的国家关系ꎬ 但如果将

俄罗斯的善意理解为软弱或无能的表现ꎬ 并彻底破坏双边关系ꎬ 那么俄罗斯的反

击将会是不对称、 快速和强硬的ꎮ 俄罗斯在文件中反复强调 “尊重” 二字ꎬ 不

仅表达了对传统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尊重ꎬ 还希望在国际交往中得到其他国家和国

际行为体的尊重ꎮ “俄罗斯倾向于进行仁慈的、 平等的对话ꎬ 以便在国际事务中

确立正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ꎮ”② 强调俄罗斯的自身发展ꎬ 要立足于俄罗斯自身

发展和民生问题的解决ꎬ 增强俄罗斯的全球地位和国家安全ꎮ 由此可见ꎬ 普京对

俄罗斯在当前和未来的发展特别是在全球的角色定位ꎬ 都有很清晰的思路ꎮ 俄罗

斯不再寻求加入西方世界ꎬ 而是致力于建立 “大欧亚伙伴关系”ꎬ 有意打造一个

与西方分庭抗礼的阵营③ꎮ 俄罗斯对自己大国身份的定位是 “被尊重的重要一

极”ꎬ 内涵包括反对美国霸权ꎬ 在国际社会拥有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权力和影响

力ꎬ 强调了美国对其大国身份和利益的尊重ꎬ 国家意识形态、 国家经济实力和国

际环境变化等在这一自我身份认知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第一ꎬ 保守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强化了对国家身份的认同ꎮ 普京在第三任期

开始后坚持俄罗斯国家发展的保守主义方向ꎬ 大力倡导传统价值观ꎬ 坚持维护主

权和互不干涉原则ꎬ 每个国家都有决定自己命运的选择自由ꎬ 俄罗斯追求成为世

界强国和领导者ꎬ 但并不会以他国主权为代价恢复超级大国地位④ꎮ 保守主义宣

传爱国主义和捍卫传统价值观ꎬ 强调历史自豪感和历史在俄罗斯国家身份认同中

的重要作用⑤ꎮ

９７

①

②

③

④

⑤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ｇ ｒｕ / ｄｉｐ ｋｕｒｅｒ /
２０１３ － ０３ － ０４ / ９＿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ꎮ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０１ １２ ２０１６ г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ａｃｔｓ / ｂａｎｋ / ４１５５０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ꎮ

柳丰华: «从大国经济外交到大国权力外交———普京总统第三、 四任期的外交战略»ꎬ
载 «国外理论动态»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ꎮ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１２ １２ ２０１３ г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
ｍｌｉｎ ｒｕ / ａｃｔｓ / ｂａｎｋ / ３８０５７ / ｐａｇｅ / １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ꎮ

Заседа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 Валдай”.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１９２４３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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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 国家经济的快速恢复为大国身份的自我认知奠定了基础ꎮ 尽管受到国

际油价大幅度下跌以及西方经济制裁的影响ꎬ 俄罗斯经济在经历一段下降趋势后

仍实现了新的发展ꎮ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经济重现增长态势ꎬ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经济继续

回暖ꎬ 经济和金融领域打破了多项纪录ꎮ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中央银行黄金购买量创

历史新高的 ９２ ２ 吨ꎬ 居世界第一位ꎮ 黄金储备突破 ２ ０００ 吨ꎬ 占国际储备的

１７％①ꎮ 对美国政府债务的投资创历史新低ꎬ 俄罗斯预算出现了过去七年以来的

第一次盈余ꎬ 是世界上外债总额最低的国家之一ꎬ 远远低于西方主要大国的外债

水平ꎮ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的石油产量创造了记录ꎬ 是苏联解体后的最高指标ꎮ 到

２０１８ 年底ꎬ 输往欧洲的管道天然气出口量超过 ２ ０００ 亿立方米ꎮ 在彭博社新兴经

济体的评级中ꎬ 俄罗斯从第七位上升至第二位②ꎮ 俄罗斯 ＧＤＰ 已经接近世界前十

大经济体ꎬ 排在第 １１ 位ꎮ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总统普京颁发总统令ꎬ 希望到 ２０２４ 年俄

罗斯成为世界最大的五个经济体之一③ꎮ 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ꎬ 俄罗

斯采取一系列金融及财政措施ꎬ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西方制裁的影响ꎬ 对本国经

济发展和国家实力的恢复增强了信心ꎮ
第三ꎬ 国际体系调整和周边环境变化巩固了俄罗斯成为 “有影响力中心”

的外交目标ꎮ 俄罗斯认为世界正经历大调整时期ꎬ 多极化的世界秩序已经开始形

成ꎮ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６ 年的 «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 及 ２０２１ 年 «俄罗斯联邦国家

安全战略» 均强调世界正处于转型期ꎬ 其实质是国际关系格局复杂化ꎬ 多极世界

体系正在形成④ꎮ 在世界秩序多极化发展进程中ꎬ 俄罗斯强调将坚持和巩固俄作

为当代世界有影响力中心之一的地位为外交政策的目标ꎮ 此外ꎬ 俄罗斯的地缘战

０８

①

②

③

④

Золотой Бум: Россия бьет рекорды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ａｚｅｔａ ｒｕ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０２ /
１２０４４４３１ ｓｈｔｍｌ? ｕｐｄａｔｅｄ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１７ 日ꎮ

Россия поднялась на второе место в рейтинге развивающихся экономик агентства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ｈｔｔｐｓ: / / ｔａｓｓ ｒｕ / ｅｋｏｎｏｍｉｋａ / ５８４６２２１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１７ 日ꎮ

Десять рекорд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в ２０１８ году ｈｔｔｐｓ: / / ｒｉａ ｒｕ / ２０１８１２２７ /
１５４８７６２２４４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７ 日ꎮ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ｇ ｒｕ / ｄｉｐｋｕｒｅｒ /
２０１３ － ０３ － ０４ / ９＿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７ 日ꎻ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３０ １１ ２０１６г № ６４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ａｃｔｓ / ｂａｎｋ / ４１４５１ / ｐａｇｅ / １ꎬ 访问时

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７ 日ꎻ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０２ ０７ ２０２１г № ４００ꎬ О
Стратег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ａｃｔｓ /
ｂａｎｋ / ４７０４６ / ｐａｇｅ / １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７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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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形势堪忧ꎬ 美欧国家对俄罗斯的战略挤压有增无减ꎬ 俄罗斯面临复杂严峻的内

外安全威胁ꎬ 俄经济发展面临巨大外部压力ꎬ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步步紧逼ꎬ 加剧

了周边军事政治局势紧张ꎬ 周边地区及国内 “颜色革命” 威胁有增无减ꎬ 同时

流行病疫情、 气候变化和金融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ꎮ 美国不断放弃国际军控义

务ꎬ 使得全球军控条约体系不断瓦解ꎮ 国际社会的多极化发展趋势和周边环境的

恶化为俄罗斯的大国身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ꎬ 俄罗斯更加明确大国身份的自我认

知对国家发展方向和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重要性ꎮ

(二) 拜登政府对俄罗斯大国身份的认知错位

在拜登执政时期ꎬ 美国对俄罗斯大国身份的认知出现了深层次的错位ꎬ 这种

错位集中体现在国际秩序范式上的结构性对立、 安全议题的高度政治化以及冷战

思维遗产所固化的对抗路径依赖等多个关键维度ꎮ 这种认知偏差不仅激化了俄美

之间长期积累的矛盾ꎬ 还加剧了双方的战略互疑ꎬ 进而将俄美双边关系拖入 “安
全困境” 的恶性循环之中ꎮ

第一ꎬ 国际秩序范式认知的结构性对立激化了俄美矛盾ꎮ 普京治下的俄罗斯

与拜登政府对于国际秩序的本质认知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 俄罗斯主张基于主权

国家平等的多极化秩序ꎬ 强调文明多样性和发展道路自主权ꎬ 批判西方主导的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本质上是 “基于美国及其盟友的规则”ꎻ 而拜登政府则

固守自由主义的思维定式ꎬ 将二战后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视为不可动摇的基石ꎬ
把俄罗斯定性为 “修正主义国家” 和 “秩序破坏者”ꎬ 进而通过构建系统性制裁

体系来遏制俄罗斯的大国影响力ꎮ 这种战略认知的根本性错位ꎬ 进一步印证了俄

乌冲突是俄罗斯复兴大国实践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①ꎮ
美国联合盟友对俄实施了史无前例的制裁ꎬ 通过 “全面脱钩战略” 全方位

遏制俄罗斯的发展ꎬ 以维护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ꎮ 在金融领域ꎬ 将俄部分银行移

出 ＳＷＩＦＴ 信息传输系统ꎬ 并限制俄罗斯动用其外汇储备ꎻ 在贸易领域ꎬ 取消了

俄罗斯在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经济组织中的相关权利ꎬ 严格限制对俄贸易和投

资ꎻ 在军事领域ꎬ 对俄罗斯军工产业实施制裁ꎬ 大幅增加俄罗斯军工企业研发和

生产武器的成本ꎻ 在科技领域ꎬ 限制半导体和先进软件等关键技术出口至俄罗

斯ꎻ 在能源领域ꎬ 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ꎬ 同时禁止美国企业在俄能源领

１８

① 阮建平、 何诗雨: «俄乌冲突背后的秩序之争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ꎬ 载 «俄罗斯

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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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进行新的投资等ꎮ 拜登政府这种以规则武器化重塑国际权力格局的做法ꎬ 实质

上是美国单极秩序观对多极化潮流的压制ꎮ
第二ꎬ 安全议题政治化加剧俄美战略互疑ꎮ 拜登政府将威胁认知建立在敌我

对抗认知之上ꎬ 通过制造 “俄罗斯威胁论” 以达到凝聚国内政治共识以及构建

“价值观同盟” 的目的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ꎬ 拜登政府发布新版 «国家安全战略»ꎬ 明

确将俄罗斯定义为 “对国际和平与稳定的直接和持续威胁”ꎬ 强调俄罗斯是全球

混乱和不稳定的根源①ꎮ 通过系统性渲染 “俄罗斯威胁论”ꎬ 拜登政府将其转化

为凝聚民主党选民、 打压共和党外交批评声音的核心政治筹码ꎬ 将外交议题当成

巩固其执政合法性的战略资源ꎮ 与此同时ꎬ 拜登政府通过构建 “价值观同盟”
强化西方阵营的控制力ꎮ 一方面ꎬ 拜登政府将俄乌冲突视为 “维护欧洲安全秩

序” 的关键战场ꎬ 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情报支持ꎬ 阻碍俄乌和谈进程ꎬ
以俄乌冲突为支点实施 “代理人战争” 策略ꎬ 进一步消耗俄罗斯国力ꎮ 另一方

面ꎬ 拜登政府将 “俄罗斯威胁” 作为凝聚跨大西洋共识的价值坐标ꎬ 试图将欧

美分歧限定在内部矛盾范畴内ꎬ 以此抵御俄罗斯分化跨大西洋关系的负面效

应②ꎮ 为此ꎬ 拜登政府积极推动北约东扩、 强化军事同盟关系ꎬ 并在联合国等国

际组织中发起对俄罗斯的谴责ꎬ 从而削弱俄罗斯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ꎮ
第三ꎬ 冷战思维固化俄美对抗路径ꎮ 美国民主党精英层深陷 “历史终结论”

的意识形态窠臼ꎬ 继续秉持冷战二元对立思维ꎮ 拜登的外交理念根植于冷战自由

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ꎬ 将国际政治定义为 “自由制度” 对 “专制体系” 的必然

胜利ꎮ 拜登政府将俄罗斯定位为 “正处于深度衰退、 濒临灭绝且经济完全依赖油

价的国家无法与西方国家竞争”③ꎮ 这种认知定位既无视俄罗斯作为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的影响力ꎬ 也回避它作为欧亚能源枢纽和核大国的现实地位ꎮ 与此同

时ꎬ 拜登政府也是军事凯恩斯主义的支持者ꎬ 试图利用军备开支推动经济增长ꎬ
将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结合起来ꎬ 建立一个战争—福利一体化的国家ꎬ 以此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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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霸权的延续ꎮ 这一思维模式催生出 “对抗即目标” 的政策逻辑ꎬ 拜登政府

将削弱俄罗斯视为外交政策的终极使命ꎮ 这种认知错位导致美俄双方在战略调整

上失去了回旋空间ꎬ 双边关系陷入 “安全困境” 的恶性循环之中ꎮ

(三) 特朗普第二任期初期对俄罗斯大国身份的认知调试

特朗普第二任期初期ꎬ 美国对俄罗斯大国身份的认知进行着多维度调试ꎬ 这

一过程不仅重塑美俄关系的规则框架ꎬ 也深刻反映美国国内政治生态与全球多极

化趋势的双重影响ꎮ 特朗普政府的对俄认知调试本质上是权力政治逻辑对自由主

义国际秩序的局部修正ꎬ 从多极化现实下对俄美博弈规则的重构ꎬ 到国内政治需

求驱动下的对俄政策微调ꎬ 再到实用主义叙事下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范式的摒

弃ꎬ 特朗普政府试图在霸权衰落的现实下开辟一条强交易性的大国竞争新路径ꎮ
第一ꎬ 承认国际多极化现实ꎬ 重构俄美博弈规则ꎮ 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后ꎬ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对美国外交战略思路进行了阐释ꎮ 他提出ꎬ 冷战结束时出现的

单极时代是一个异常现象ꎬ 如今的世界由美国、 中国和俄罗斯这几个大国组成ꎬ
避免战争和冲突源于这种新的权力关系格局ꎬ 这符合所有国家的最大利益①ꎮ 这

一言论表明ꎬ 特朗普政府认为多极世界已成为现实ꎬ 美国必须根据新的现实调整

其对外政策ꎮ 基于此认知ꎬ 美国对俄罗斯身份认知的外交话语体系进行了调整:
特朗普政府暗示俄罗斯在谈判中占据上风ꎬ 拒绝将俄罗斯定性为 “侵略者”ꎬ 并

表示将俄罗斯排除在七国集团之外是一个错误ꎮ 这种调整不仅体现在对冲突责任

的模糊化处理上ꎬ 更反映在对俄罗斯国际角色认知的深层变化上———从传统认知

中的 “战略对手” 转向更具策略性的 “谈判参与者”②ꎮ 美国实质上承认俄罗斯

在多极秩序中的大国身份ꎬ 试图将其从 “秩序破坏者” 重新定位为 “可交易的

地缘战略杠杆”ꎬ 通过规则重构实现 “威慑与接触” 的大国动态博弈ꎮ
第二ꎬ 迎合国内政治需求ꎬ 调试对俄政策ꎮ 从皮尤研究中心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民

调数据看ꎬ 美国民众对俄乌冲突呈现出较为鲜明的态度差异ꎮ ５３％的受访者秉持

美国没有援乌抗俄责任的观点ꎬ 而认为美国有责任介入的比例为 ４４％ ꎮ 与 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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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１１ 月美国总统大选后的调查结果对比ꎬ 当下认为美国有责任助力乌克兰对抗

俄罗斯的民众比例已下滑 ６ 个百分点ꎮ 这一数据变化反映出美国民众在俄乌冲突

问题上的态度转变ꎬ 这对美国政府的政策走向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ꎮ 自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以来ꎬ 共和党内部对俄乌冲突的看法也发生了显著变化ꎬ 认为俄乌冲突对

他们个人很重要的比例下降了 ９ 个百分点ꎬ 认为战争对美国利益很重要的比例下

降了 ６ 个百分点①ꎮ 这一变化表明ꎬ 共和党内部对于俄乌冲突的关注度和重视程

度有所降低ꎬ 这种态度转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共和党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

和主张ꎮ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多次承诺 “２４ 小时内结束俄乌冲突”ꎬ 这一承诺在其

核心支持者群体中引发强烈共鸣ꎮ 他的核心支持者中反战、 反干预主义的倾向极

为显著ꎬ 他们渴望美国减少海外军事干预ꎬ 将更多资源和精力聚焦于国内发展ꎮ
特朗普推动停火的举措ꎬ 无疑是对其竞选承诺的有力践行ꎬ 精准迎合了选民对减

少海外支出、 回归国内事务的期待ꎮ 这种广泛的民意倾向ꎬ 为特朗普在对俄政策

上采取更为温和、 合作的态度提供了坚实的国内支持基础ꎮ
第三ꎬ 强调实用主义叙事ꎬ 摒弃对俄冷战意识形态范式ꎮ 特朗普政府对俄认

知调整深刻反映共和党意识形态的转型———从新保守主义的 “民主推广” 理念ꎬ
转向以本土利益为核心的 “现实利益至上” 原则ꎮ 特朗普政府采用 “胡萝卜加

大棒” 的复合型策略塑造理性务实的领导者形象ꎬ 实质上将对俄政策从 “价值

观驱动” 转变为 “成本—收益” 驱动ꎮ
一方面ꎬ 特朗普政府在多个领域软化对俄政策ꎬ 为实质性谈判创造条件ꎮ ２０２５

年 ２ 月初ꎬ 美国司法部解散了 “反盗窃特别工作组”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ＫｌｅｐｔｏＣａｐｔｕｒｅ)ꎬ
这是一个跨部门执法工作组ꎬ 致力于执行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制度并打击俄罗斯

寡头ꎮ ２０２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ꎬ «纽约时报» 报道称ꎬ 美国司法部已通知国际起诉乌

克兰侵略罪中心将于 ２０２５ 年 ３ 月底前退出该中心ꎮ 美国自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起成为

该组织的成员ꎮ 战争研究所称此举是 “对俄罗斯的单方面让步”②ꎮ 这些行动表

明ꎬ 特朗普政府在逐步减少对俄罗斯的直接对抗性举措ꎬ 为改善双边关系预留

空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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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ꎬ 特朗普政府发出制裁威胁ꎬ 以此向国内强硬派展示对乌克兰局势

的关注与强硬立场ꎬ 缓解国内政治压力ꎮ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ꎬ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项

行政命令ꎬ 根据美国 «国家紧急状态法»ꎬ 继续执行第 １４０２４ 号行政命令宣布的

国家紧急状态一年ꎬ 这相当于将前总统拜登推出的一系列对俄罗斯制裁措施延长

一年①ꎮ 这种 “软硬兼施” 的策略ꎬ 既向外界表明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对俄罗斯的

制裁ꎬ 又为未来可能的政策调整留下了余地ꎮ 通过重新调整俄罗斯身份定位ꎬ 特

朗普试图重构保守主义外交的话语体系———将 “对抗” 转化为 “交易”ꎬ 将 “规
则” 替换为 “利益”ꎮ

四　 俄罗斯对美外交策略的转变: 从全面对抗到竞争性共存

俄乌冲突爆发后ꎬ 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战略博弈呈现出阶段性特征ꎮ 从拜登

政府时期的全面对抗到特朗普新任期的竞争性共存ꎬ 俄罗斯对美外交策略经历了

调整与转变ꎮ 拜登政府时期ꎬ 俄罗斯采取冲突性外交策略予以反击ꎬ 双方关系陷

入 “新冷战” 状态ꎮ 然而ꎬ 随着特朗普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ꎬ 美国对俄罗斯的

认知与政策进行了根本性调整ꎮ 俄罗斯抓住这一战略窗口期ꎬ 迅速调整外交策

略ꎬ 从对抗转向竞争性共存ꎬ 试图在军事威慑与外交接触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ꎮ

(一) 俄罗斯对拜登政府时期美国的冲突性外交策略

面对拜登政府对俄罗斯大国身份的全面遏制与极限施压ꎬ 俄罗斯采取了冲突

性外交策略ꎬ 通过塑造安全威胁认知ꎬ 打破地缘安全格局和重塑全球秩序等方

式ꎬ 形成对冲美国复合遏制战略的策略选择ꎮ
第一ꎬ 明确美国为首的北约是俄罗斯头号安全威胁ꎮ 美国政府不断强调俄罗

斯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和安全威胁ꎬ 否定俄罗斯的大国实力以及在国际政治中对俄

罗斯打压与遏制ꎬ 俄罗斯采取政策对此进行反击与对抗ꎬ 直接指责美国对俄罗斯

构成安全威胁ꎮ ２０２１ 年俄罗斯通过了新版 «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ꎬ 删除了此前

关于与美国建立合作关系、 与欧洲开展互利合作等内容ꎬ 并指责美国遏制政策使

５８

①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ａｒｍｆｕｌ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ｇｏｖ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２０２５ / ０４ /
１４ / ２０２５ －０６３９９ /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 － ｏｆ － ｔｈｅ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 ｗｉｔｈ － ｒｅｓｐｅｃｔ － ｔｏ －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 ｈａｒｍｆｕｌ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 ｏｆ － ｔｈｅ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１４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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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面临盟友分裂、 独联体内部分裂和地区冲突的风险①ꎮ ２０２２ 年俄罗斯发布

新版海洋学说ꎬ 更加明确了对美外交的对抗性ꎮ 这份文件指出ꎬ 俄罗斯的独立外

交和国内政策受到美国及其盟国的反对ꎬ 美国及其盟国 “寻求维持他们在世界上

的霸权”ꎮ 文件称ꎬ 俄罗斯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和威胁是北约的扩张、 美国的全

球海洋霸权、 美国及其盟友限制俄罗斯获取其资源的愿望以及地区挑衅ꎮ ２０２３
年新版 «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 强调美国是俄罗斯国家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ꎬ
在未来一段时期ꎬ 俄罗斯与美国将保持高烈度的对抗状态ꎬ 俄罗斯不再承认过去

美国为维护霸权所设立的一系列垄断和约束条件ꎬ 消除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

地位②ꎮ
第二ꎬ 利用乌克兰危机维持在欧亚大陆的影响力ꎮ １９８９ 年柏林墙倒塌后俄

罗斯与西方之间形成了建设性关系ꎬ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标志着这一关系的

终结ꎬ 它开启了原冷战对手之间竞争加剧甚至对抗的新时期③ꎮ 克里米亚地区并

入俄罗斯ꎬ 且俄罗斯多次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没有退让空间ꎬ 甚至表示将诉诸充

分的军事技术举措进行强硬回应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ꎬ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了特别军事

行动ꎬ 旨在通过强硬手段防止北约东扩和对抗 “集体西方”ꎬ 挑战美国主导的国

际体系ꎮ 尤金鲁默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标志着俄罗斯外交政策

的根本性改变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之前ꎬ 俄罗斯的全球战略只是其外交政策的附属品ꎬ
其外交政策的重点主要是确保周边安全和削弱西方影响力ꎮ 自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以来ꎬ
俄罗斯的全球雄心已经变成反击西方孤立的政策④ꎮ 乌克兰危机暴露了俄罗斯与

西方ꎬ 尤其是俄罗斯与美国之间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ꎬ 开启了俄罗斯与美国竞

争甚至对抗的时期ꎮ 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危机升级进一步摧毁了俄美之间原本十分脆

弱的战略信任ꎬ 俄罗斯利用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整合后苏联空间ꎬ 以巩固俄罗斯在

欧亚大陆的大国地位ꎬ 对抗美国的遏制政策和极限打压ꎮ

６８

①

②
③

④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０２ ０７ ２０２１ г № ４００ “ О стратег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ａｃｔｓ / ｂａｎｋ /
４７０４６ / ｐａｇｅ / １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１７ 日ꎮ

于游: «新版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ꎬ 载 «东北亚学刊»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ꎮ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ꎬ Укра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и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е великодержавного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а

ｈｔｔｐｓ: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ｍｏｓｃｏｗ ｏｒｇ / ２０１４ / １０ / １５ / ｒｕ － ｐｕｂ － ５６９３５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５ 日ꎮ
Ｅｕｇｅｎｅ Ｒｕｍｅｒꎬ Ｒｏｇｕｅ Ｐｏｗｅｒ: Ｒｕｓｓｉａ’ ｓ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ꎬ Ｍａｙ １１ꎬ ２０２３ꎬ 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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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ꎬ 强调构建多极世界ꎬ 反对美国霸权ꎮ 在 ２０２３ 年发布的 «俄罗斯联邦

对外政策构想» 中ꎬ 俄罗斯明确提出ꎬ 未来的国际秩序应该是多极世界ꎬ 而俄罗

斯应该成为多极世界中的独特一极ꎮ 在这一主张下ꎬ 俄罗斯积极拓展与 “全球南

方” 的联系ꎬ 将 “全球南方” 外交确立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ꎮ 俄罗斯在

欧亚大陆、 中东、 亚太、 非洲及拉美五大板块同步推进高层互动ꎬ 重构与 “全球南

方” 支点国家的外交图谱ꎬ 寻求更广泛的合作与支持ꎮ 同时ꎬ 俄罗斯加强与 “全
球南方” 的经贸联系ꎬ 不仅有效缓解了西方封锁带来的压力ꎬ 还在多个领域取得了

显著进展ꎬ 为俄罗斯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ꎮ 俄罗斯将多边机制建设作为推动多

极世界构建、 反对美国单极主导国际秩序的重要工具ꎮ 俄罗斯重视发展 “欧亚经济

联盟 ＋ ” 合作模式ꎬ 积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中俄印战略对话

及中俄蒙经济走廊等新兴合作平台的建立与发展ꎮ 通过这些合作平台ꎬ 俄罗斯进一

步加强了与各国在经济、 政治、 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ꎮ 此外ꎬ 俄罗斯灵活调整

外交资源分配策略ꎬ 将更多资源从西方转移到东方和南方ꎬ 着力加强与近邻国家的

关系ꎬ 为构建多极世界秩序进行战略部署和安排ꎮ

(二) 俄罗斯对特朗普新任期美国的竞争性外交策略

俄罗斯在特朗普新任期的外交策略呈现出 “实用主义优先、 多线平衡博弈”
的特点ꎬ 既抓住美国政策转向的窗口期推动利益交换ꎬ 又通过强化中俄合作与多

极化叙事对冲潜在风险ꎮ 其本质是通过竞争性外交实现三重战略目标: 打破西方

制裁包围网ꎬ 固化欧亚地缘战略优势ꎬ 重塑有利于俄罗斯的大国权力平衡ꎮ
第一ꎬ 主动寻求对美外交突破ꎬ 重启对话机制ꎮ 特朗普新一届政府上台后ꎬ

俄罗斯迅速调整对美外交策略ꎬ 从长期对抗转向主动接触ꎮ 普京政府通过接受特

朗普有关停火谈判的提议ꎬ 重启了自俄乌冲突以来几乎停滞的高层对话ꎮ 普京总

统积极评价俄美会谈ꎬ 并对继续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表达了期待ꎬ 同时痛斥部分

西方精英破坏双方对话的行为ꎮ 俄罗斯重视利用这一机遇推动能源合作与制裁解

除ꎬ 以经济利益为筹码换取美国让步ꎮ 这一策略体现出俄罗斯试图利用特朗普政

府 “交易型外交” 特点ꎬ 将地缘博弈转化为具体利益交换ꎮ
第二ꎬ 维护战略优势ꎬ 以灵活性策略占据博弈主导权ꎮ 俄罗斯对美策略的核

心逻辑ꎬ 体现在以 “原则性坚持 ＋ 策略性妥协” 的双轨策略来主动塑造谈判框

架ꎮ 在俄美谈判中ꎬ 俄罗斯始终坚持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原则立场ꎬ 将乌克兰实现

“中立化”、 “去军事化”、 “去纳粹化” 作为核心战略目标ꎬ 并坚决反对乌克兰加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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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北约ꎮ 这一立场既是对国家安全的战略考量ꎬ 也是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底线要

求ꎬ 彰显俄罗斯维护自身利益和掌握战略主动的决心ꎮ 通过清晰界定核心诉求ꎬ
俄罗斯在谈判中掌握了主动权ꎬ 避免在关键问题上作出原则性让步ꎮ 在坚持核心

诉求的同时ꎬ 俄罗斯展现出策略上的灵活性ꎬ 积极寻求与美方的合作ꎮ 俄美双方

在黑海航行安全、 能源设施保护等技术性议题上达成共识ꎬ 这一策略既缓解了国

际社会对冲突升级的担忧ꎬ 又为后续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ꎮ 这种竞争性外交的精

髓ꎬ 在于将战略定力转化为动态博弈优势ꎬ 彰显俄罗斯在重大安全议题上的战略

自主性ꎬ 为后续在多维领域争取战略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ꎮ
第三ꎬ 平衡中俄战略协作与对美博弈ꎬ 强化多极化叙事ꎮ 尽管俄罗斯加大对

美接触力度ꎬ 但并未削弱与中国的合作ꎮ 俄美接触后ꎬ 普京主动与中方通话ꎬ 派

出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访华ꎬ 彰显对中俄关系的高度重视ꎮ 普京多次公开强

调中俄关系不受国际形势影响ꎬ 并通过扩大能源出口、 深化远东开发等举措巩固

双边纽带ꎮ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鲁登科表示ꎬ 俄方已准备好向中国供应

尽可能多的石油①ꎮ 与此同时ꎬ 俄罗斯重视开展 “全球南方” 外交ꎬ 继续强调构

建多极世界ꎮ 这种双重策略既维护了中俄关系的稳定性ꎬ 又通过争夺意识形态话

语权削弱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ꎬ 为俄罗斯在美俄博弈中构建更有利的国际环境ꎮ

结　 语

坚持寻求大国身份和地位、 维护国家声誉与威望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首要战

略目标ꎮ 俄罗斯重视并极力争取美国对其大国身份的承认与尊重ꎬ 因为其大国身

份和地位只有得到美国的承认和尊重ꎬ 才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②ꎮ
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大国身份认知的差异ꎬ 本质上是美国霸权衰落进

程中不同战略路径的分野ꎮ 拜登政府延续冷战思维ꎬ 将俄罗斯定性为 “修正主义

国家”ꎬ 通过系统性制裁与北约东扩强化单极霸权护持ꎮ 在拜登政府与俄罗斯大

国身份认知的 “错位状态” 下ꎬ 俄罗斯选择冲突性外交策略ꎬ 以此显示出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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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俄罗斯副外长: 中国需要多少石油ꎬ 俄罗斯就准备供应多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８２９３４４１２１８３０９５９２３３＆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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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Ｈｅｌｓｉｎｋｉ” . ｈｔｔｐｓ: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ｒｕ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 ７６７８７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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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身份的能力与决心ꎬ 在受到遏制的状态下争取机遇ꎮ 特朗普政府则采取实用

主义策略ꎬ 承认多极化秩序转向的现实ꎬ 将俄罗斯定位为可进行交易的地缘政治

行为体ꎬ 通过交易思维实施战略对冲ꎬ 其有限合作态度反映了对权力转移的适应

与对战略消耗的规避ꎮ 在特朗普政府与俄罗斯大国身份认知的 “调试状态” 下ꎬ
俄罗斯选择竞争性外交策略ꎬ 以维护自身核心利益与国际地位ꎬ 既避免与美国发

生直接军事冲突ꎬ 又通过有限合作换取战略空间ꎬ 坚决捍卫自身作为多极世界重

要一极的地位ꎮ
冷战结束三十余年来ꎬ 俄美关系经过多轮 “缓和—对抗—重启—再对抗”

的螺旋式发展ꎬ 尽管两国寻求在某些议题上开展合作ꎬ 但俄罗斯追求多极世界重

要一极的决心与美国维护多极世界首要一极的认知冲突不会根本改变ꎮ 这种博弈

揭示ꎬ 美国对俄认知的演变既是国际权力转移的映射ꎬ 也是国内政治撕裂的投

射ꎬ 正在重塑大国竞争的新范式———从制度对抗转向战略韧性较量ꎬ 从全面遏制

转向选择性压制ꎬ 其演变轨迹将深刻影响 ２１ 世纪国际秩序的重构进程ꎮ 展望未

来ꎬ 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俄美关系虽可能呈现阶段性缓和ꎬ 但双方关系无法实现真

正的和解ꎮ 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根植于维护独立、 主权和大国平等地位ꎮ 俄罗斯既

不接受美国的霸权体系ꎬ 也不接受其从属地位ꎮ 而特朗普的对俄政策带有浓厚的

个人色彩与美国中心主义特征ꎬ 缺失多极化、 多边主义与互利共赢思想ꎮ 当今的

美俄关系中充满不确定性ꎬ 随时可能发生难以预测的 “黑天鹅” 事件ꎬ 未来两

国关系的走向不仅取决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延续性ꎬ 更受制于美国国内政治生态

的演变与国际权力结构的重组ꎮ
(责任编辑: 胡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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