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配角到主角:
俄罗斯中东政策的转变

唐志超

【内容提要】 　 冷战期间ꎬ 苏联和美国是中东竞技场的主角ꎮ 随着冷战结束

和苏联解体ꎬ 作为原苏联继承人的俄罗斯在中东的地位一落千丈ꎮ 由于政局动

荡、 实力缩水以及对外战略的根本转变ꎬ 很长一段时期里俄罗斯在中东地区事务

上沦为配角ꎮ 进入普京时代后ꎬ 俄在中东的地位逐步提升ꎮ 尤其是进入新世纪第

二个十年后ꎬ 针对中东新乱局ꎬ 俄罗斯持续发力ꎬ 借助叙利亚战争积极重返中

东ꎬ 再度成为中东的主要玩家ꎮ “美退俄进” 成为当前中东地缘政治发展的鲜明

特征ꎮ 不过ꎬ 受实力所限ꎬ 目前俄在中东地位仍难与美竞争ꎬ 也难与苏联时期相

媲美ꎬ 普京的中东政策仍坚持实用主义路线ꎬ 中东并非陷入美俄 “新冷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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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ꎬ 俄罗斯从中东开始大规模退却ꎬ 影响力随之下降

到历史最低点ꎮ 在沉寂二十年后ꎬ 俄又重返中东政治中心舞台ꎮ 这一变化既符合

历史的逻辑ꎬ 又存在现实的因素ꎮ 本文尝试通过对这一历史和现实进行梳理与剖

析ꎬ 深入解读当前及未来的俄罗斯中东政策ꎬ 探寻其中的变与不变之处ꎮ

一　 俄罗斯中东政策的历史演进

俄罗斯与中东是近邻ꎮ 沙俄曾与奥斯曼帝国、 伊朗接壤ꎬ 苏联则与土耳其、
伊朗两国为邻ꎮ 苏联解体后ꎬ 由于中亚五国和高加索三国纷纷获得独立ꎬ 俄罗斯

不再与中东直接接壤ꎬ 只是与土耳其、 伊朗隔海相望 (黑海和里海)ꎮ
俄罗斯对中东素有历史情结ꎬ 研究当代俄罗斯的中东外交ꎬ 必须要追根溯源ꎮ
１４５３ 年ꎬ 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ꎬ 灭拜占庭帝国ꎬ 建立起疆域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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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欧亚非的奥斯曼帝国ꎮ 自奉为 “第三罗马” 的莫斯科宣布自己是拜占廷帝国

的继承者和东正教的保护人ꎮ 从 １７ 世纪至 １９ 世纪ꎬ 沙俄与奥斯曼帝国展开了十

多场血腥战争①ꎬ 结果是奥斯曼帝国丧失大量领土ꎬ 而俄罗斯领土则不断向黑海

南岸、 巴尔干和东欧、 高加索等地扩展ꎮ 近代史上著名的 “东方问题”ꎬ 实际上

就是沙俄与欧洲列强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问题ꎬ 这一矛盾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

战ꎬ 最终导致奥斯曼和沙俄两大帝国崩溃ꎮ 在两大帝国的废墟上ꎬ 分别诞生了两

个新生政权: 土耳其共和国和苏维埃俄国ꎮ
一战结束后ꎬ 苏维埃政府实行支持东方民族的全新外交路线ꎬ 即支持殖民地

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ꎮ 为此ꎬ 苏联积极发展与土耳其、 伊朗、 阿拉伯民族的

友好合作关系ꎮ 苏俄不仅是第一个在外交上承认土耳其共和国的国家ꎬ 还为土耳

其赢得民族独立战争胜利提供了关键性的军事和经济支持ꎮ １９２１ 年 ３ 月ꎬ 苏俄是

承认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政府的第二个国家ꎬ 并与之签署 «莫斯科条约»ꎮ 苏维埃

政权还支持沙特、 埃及反对英国殖民的斗争ꎮ 苏联是最早承认 “內志和汉志王

国”② 的国家ꎮ １９２４ 年ꎬ 苏联就向吉达派出了首任总领事卡里姆哈基莫夫

(Ｋａｒｉｍ Ｋｈａｋｉｍｏｖ)③ꎮ １９３２ 年ꎬ 沙特国王派其子费萨尔亲王访问苏联ꎮ 只是后来

由于沙特倒向了美国ꎬ 苏沙关系才转冷ꎮ
二战期间ꎬ 苏联与土耳其和伊朗两国的关系比较复杂ꎮ 一方面ꎬ 土耳其和伊

朗是苏联获得盟国援助的主要通道ꎬ 两国与苏联均保持密切合作关系ꎮ 另一方

面ꎬ 由于土耳其和伊朗均不同程度执行亲德的中立政策ꎬ 导致两国与苏联的矛盾

与摩擦不断上升ꎮ １９４１ 年ꎬ 苏联联合英国直接出兵占领伊朗ꎬ 伊朗实际上处于

英苏监护之下ꎬ 这一状况直至 １９４６ 年才结束ꎮ 二战结束后ꎬ 苏联对中东政策发

生重大转变ꎮ 苏联与西方阵营围绕土耳其、 伊朗等地展开激烈争夺ꎬ 成为引发冷

战的主要导火索ꎮ 苏联向土耳其提出驻军海峡、 归还领土等要求ꎬ 并拒绝按先前

约定从伊朗撤军ꎬ 这一政策导致苏联与两国关系严重恶化ꎮ 更重要的是ꎬ 苏联的

威胁还迫使土伊两国加入西方阵营ꎬ 寻求安全庇护ꎬ 并为美国大举进入中东提供

了借口ꎮ １９４７ 年初杜鲁门总统推出了 “杜鲁门主义”ꎬ 宣布向土伊提供援助以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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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俄土战争爆发于 １６７６ ~ １６８１ 年ꎬ 之后又在 １６８７ 年、 １６８９ 年、 １６９５ ~ １６９６ 年、 １７１０ ~ １７１２
年、 １７３５ ~ １７３９ 年、 １７６８ ~ １７７４ 年、 １７８７ ~ １７９１ 年、 １８０６ ~ １８１２ 年、 １８２８ ~ １８２９ 年、 １８５３ ~ １８５６ 年、
１８７７ ~ １８７８ 年、 １９１４ ~ １９１８ 年爆发了 １２ 次战争ꎮ

沙特主要分汉志和內志两部分ꎮ １９２４ 年內志国王阿卜杜拉伊本沙特兼并汉志ꎬ 两个王国合
并ꎮ １９３２ 年更名为沙特王国ꎮ 阿卜杜拉伊本沙特为沙特开国君主ꎮ

卡里姆有 “苏联的阿拉伯劳伦斯” 之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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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苏联的扩张ꎬ 从而正式拉开了冷战序幕ꎮ 这一时期ꎬ 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发生重

大变化ꎮ 作为昔日 “主人” 的英法殖民势力被迫逐步退出中东ꎬ 苏美则以 “进
步势力” 身份乘机填补地区权力真空ꎮ 与此同时ꎬ 一大批新生的阿拉伯国家以及

以色列出现在中东政治舞台上ꎮ 苏联高举 “三反” 旗帜 (反封建、 反殖、 反

帝)ꎬ 大力支持地区民族民主运动和左翼政治组织ꎬ 培育了一大批地区盟友ꎬ 如

埃及、 叙利亚、 利比亚、 巴勒斯坦、 伊拉克、 也门、 阿尔及利亚、 苏丹等国ꎮ 苏

联被部分阿拉伯世界奉为 “救星”ꎬ 而苏联在地区也是以 “救世主” 自居ꎬ 大力

推销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 发展模式①ꎮ 在苏联支持下ꎬ １９６７ 年也门社会

主义共和国 (南也门) 成立ꎬ 成为中东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ꎬ 也是苏联在该

地区的最忠实盟友之一ꎮ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开始ꎬ 埃及总统萨达特②弃苏投美、
苏联入侵阿富汗 (１９７９ 年) 以及两伊战争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８ 年) 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重挫苏联在中东的声誉和地位ꎬ 特别是阿富汗战争激起了中东伊斯兰国家对苏联

的敌意ꎮ 沙特、 土耳其等中东国家联手西方国家积极支持阿富汗抗击苏联侵略ꎮ
以本拉登领导的 “基地” 组织为首的全球圣战势力也由此开始崛起ꎮ １９８５ 年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ꎬ 在内政外交上推行 “新思维”ꎬ 单方面退让以寻求与西方缓

和关系ꎮ 在中东地区事务上ꎬ 苏联抛弃或远离地区盟友ꎬ 加速了中东国家对苏联

的离心倾向ꎮ 由于苏联减少支持ꎬ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阵线被迫走上与以色列和谈

道路ꎮ １９９０ 年ꎬ 马德里中东和会确立了以 “土地换和平” 的原则ꎮ 虽然名义上

苏联与美国同为和会的两个主席国ꎬ 但实际上苏联已沦为配角ꎮ 苏联还大幅减少

对南也门支持并撤军ꎬ 实行多年社会主义的南也门被迫 “改革”ꎬ 并最终走上统

一道路ꎮ １９９１ 年ꎬ 海湾战争爆发ꎬ 成为美国主导的中东新秩序确立的主要标志ꎮ
苏联在中东已丧失了主导者地位ꎮ

冷战结束和苏联崩溃后ꎬ 俄罗斯综合实力急剧下降ꎮ 叶利钦执政初期ꎬ 俄基

本执行 “一边倒” 的外交政策ꎬ 在全球重大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大体按西方

意愿行事ꎮ 俄从中东大规模收缩ꎬ 大幅削减对传统地区盟友的支持、 援助ꎮ 叶利

钦在总统任内未安排出访中东ꎮ １９９２ 年ꎬ 作为苏联在中东及地中海地区重要军

事威慑的地中海舰队遭解散ꎬ 俄罗斯只在叙利亚保留了在中东的最后一个军事基

地 (塔尔图斯港)ꎮ 在一系列地区危机中ꎬ 俄虽然仍努力扮演协调人角色ꎬ 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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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０ 年纳赛尔总统病逝ꎬ 萨达特继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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斡旋外交ꎬ 但并无多大作为ꎮ 作为两个共同协调人之一ꎬ 中东和平进程事务基本

由美说了算ꎬ 俄只是配角ꎮ 在与伊朗的军事与核合作问题上ꎬ 迫于美国压力ꎬ 俄

不得不停止或限制与伊合作ꎬ 并一再推迟原计划于 １９９９ 年完工的布什尔核电站

完工日期①ꎮ １９９５ 年ꎬ 美国副总统戈尔与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达成一份协议ꎬ 俄

承诺限制对伊军售和核合作②ꎮ 这一时期ꎬ 俄中东外交更加平衡ꎬ 开始改善与以

色列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ꎬ 并积极开展经贸合作ꎮ 俄与以色列关系不断改

善ꎬ 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ꎮ ９０ 年代有 １１ 万俄罗斯犹太人移民以色列③ꎬ 成为

推动两国关系的积极因素ꎮ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ꎬ 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访问海湾四国

(沙特、 阿联酋、 科威特、 阿曼)ꎮ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和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ꎬ 沙特外交大臣费

萨尔亲王访俄ꎮ 俄还与阿联酋、 科威特等国签署了多项经贸和军售协议ꎮ 这一时

期ꎬ 俄罗斯积极拥抱西方的政策并没有带来实质性回报ꎬ 俄对美不满增加ꎮ 西方

竭力削弱俄在中东影响ꎬ 而俄则针锋相对ꎮ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ꎬ 叶利钦解除了亲西方的

科济列夫外长职务ꎬ 改任著名中东问题专家普里马科夫为外交部长ꎮ 普里马科夫

担任外长和总理期间ꎬ 俄中东外交进入活跃期ꎮ 普里马科夫倡导建立多极世界ꎬ
反对美国单极霸权和北约东扩ꎬ 主张俄发挥全球性大国作用ꎮ 这一时期ꎬ 美俄围

绕两伊问题斗争最为激烈ꎬ 俄将加强与伊拉克和伊朗的合作作为中东政策的重

点ꎬ 反对美对两伊制裁ꎬ 并动辄对伊拉克发动军事打击ꎮ 车臣问题日渐成为俄罗

斯与海湾阿拉伯国家、 土耳其、 伊朗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ꎮ 俄罗斯与沙特、 伊

朗和土耳其在中亚也展开了激烈竞争ꎬ 竞相拉拢新独立的中亚五国ꎬ 俄对中东三

国对中亚的 “双泛”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 渗透非常关注ꎮ
自 ２０００ 年始ꎬ 俄罗斯进入普京时代ꎮ 这 ２０ 年的俄中东政策可分为前后各十

年的两个截然不同阶段ꎮ 在前一个十年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ꎬ 俄中东政策虽较以往

更加活跃ꎬ 取得局部突破ꎬ 但在地区地位并无重大提升ꎬ 在与西方的竞争中仍处

于守势ꎮ ２０００ 年发布的俄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提出ꎬ 俄中东政策的优先任务是恢

复和增强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地位ꎬ 特别是经济地位ꎮ 此外ꎬ 出于解决车臣问题以

及反恐需求ꎬ 俄罗斯也将加强、 改善与中东国家关系视为解决维护国内稳定、 打

击恐怖主义等问题的重要途径ꎮ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ꎬ 俄外长伊万诺夫访问中东 ８ 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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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 年俄伊签署布什尔电站建设协议ꎬ 计划 １９９９ 年完工ꎬ 但 ２０１５ 年才最终交付ꎮ
Ｍａｒｋ Ｎ Ｋａｔｚꎬ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Ｉｒａｎ”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 Ｖｏｌｕｍｅ ＸＩＸꎬ Ｎｕｍｂｅｒ ３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Ａｄｅｌｍａｎꎬ “Ｒｕｓｓ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Ｊｅｗｓ: Ｔｈｅ Ｏｄｄ Ｃｏｕｐｌｅ”ꎬ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Ｐｏｓｔ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１ꎬ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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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称在中东问题上俄发挥更大作用的时机已经成熟①ꎮ 普京打破了叶利钦时代俄

总统近十年未出访中东的历史记录ꎬ 多次出访中东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普京总统首次访

问土耳其ꎬ 其后又于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７ 年两次访土ꎮ ２００５ 年ꎬ 普京访问以色列、 埃

及和巴勒斯坦三国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普京访问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ꎮ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ꎬ 普

京访问沙特、 卡塔尔和约旦ꎬ 这是俄国家元首首次访问沙特以及阿拉伯半岛地

区ꎮ 对此ꎬ 美国学者发出警告ꎬ “俄罗斯已重返中东”②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ꎬ 普京访

问伊朗ꎬ 这是俄总统首次访伊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普京访问利比亚ꎮ 此外ꎬ 梅德韦杰夫

总统也多次出访中东③ꎮ 俄罗斯在地区事务上开始发出独立声音ꎬ 不再完全追随

美国ꎮ 尽管如此ꎬ 这一时期普京的中东外交主基调仍是务实主义ꎮ 比如ꎬ 在伊核

问题上ꎬ 俄与美对抗同时ꎬ 也配合美对伊实施制裁ꎮ 更重要的是ꎬ 由于 “９１１”
事件后美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ꎬ 俄中东的传统盟友和伙伴纷纷脱离

俄罗斯轨道加速向美靠拢: 萨达姆政权被推翻ꎻ 利比亚卡扎菲弃核ꎻ 也门和阿尔

及利亚选择成为美反恐伙伴ꎻ 伊朗、 苏丹和叙利亚在地区和国际上日益孤立ꎮ 这导

致俄在中东影响力在 “阿拉伯之春” 爆发前急剧下降ꎮ 在第二个十年 (２００１ ~
２０２０)ꎬ 俄罗斯借助中东之乱大举进入中东ꎬ 坚决出兵叙利亚捍卫自身利益ꎬ 全

面拓展与地区国家关系ꎬ 成功实现了重返中东ꎬ 再度成为中东政治舞台的主角ꎬ
一举扭转了昔日被动局面ꎮ

二　 叙利亚战争助推俄罗斯重返中东: 从配角到主角的关键转折

普京时代前后两个十年的中东政策有着巨大差异ꎬ 而叙利亚战争则是推动发

生这一重大转折的最重要外部驱动力ꎮ
２０１１ 年初ꎬ 西亚北非地区爆发席卷整个地区的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ꎬ 直

接导致突尼斯、 埃及、 也门和利比亚四国领导人下台ꎮ 这场抗议活动也很快蔓延

至叙利亚ꎬ 并逐步演变为一场持续数年的大规模地区战争ꎮ 俄罗斯决心捍卫自身

利益ꎬ 维护叙利亚稳定ꎬ 为此开始逐步深度卷入叙利亚冲突ꎮ 从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５

５

①
②

③

«俄罗斯重返中东政治舞台»ꎬ 新华社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ꎮ
Ａｒｉｅｌ Ｃｏｈｅｎꎬ “Ｐｕｔｉｎ’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 Ｒｕｓｓｉａ ｉｓ Ｂａｃｋ”ꎬ Ｍａｒｃｈ ５ꎬ ２００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ｏｒｇ /

ｅｕｒｏｐｅ / ｒｅｐｏｒｔ / ｐｕｔｉｎｓ － ｍｉｄｄｌｅ － ｅａｓｔ － ｖｉｓｉｔ － ｒｕｓｓｉａ － ｂａｃｋ
梅德韦杰夫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任总统ꎬ 普京出任总理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梅德韦杰夫访问埃及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梅德韦杰夫访问叙利亚、 土耳其、 以色列、 巴勒斯坦和约旦等 ５ 国ꎮ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年 ９ 月ꎬ 俄主要在政治、 外交和经济上支持叙政府ꎬ 并 ７ 次在安理会否决关于叙

利亚战争的提案ꎮ 随着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ＩＳＩＳ) 的兴起ꎬ 巴沙尔政权面临

压力持续增大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 叙政府正式请求俄罗斯政府出兵相助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ꎬ 俄罗斯以 “打击 ‘伊斯兰国’” 为名正式出兵ꎬ 这是冷战结束后俄首

次在原苏联范围之外采取军事行动ꎮ
俄罗斯之所以出兵叙利亚ꎬ 主要是为了维护俄在叙利亚以及该地区的利益ꎮ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ꎬ 叙利亚就是俄罗斯的坚定地区盟友ꎬ 这一关系经受了冷

战结束和苏联解体的考验ꎮ １９７１ 年苏叙签署协议ꎬ 叙同意苏联在塔尔图斯港建

立军事设施ꎬ 使苏联在地中海有了稳定的军事存在ꎮ １９７２ 年ꎬ 苏叙签署 «和平

与安全条约»ꎮ １９８０ 年两国签署为期 ２０ 年的 «苏叙友好合作条约»ꎮ 叙利亚也是

接受苏联援助最多的中东国家ꎮ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４ 年间ꎬ 苏联对叙援助每年达 ２４ 亿美

元ꎮ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大幅削减对叙援助ꎬ 但 １９８５ ~ １９８９ 年间每年也有 １３ 亿美

元①ꎮ 冷战结束后ꎬ 俄叙延续了旧日关系ꎮ 对俄罗斯而言ꎬ 叙利亚是俄在中东的

最后一个铁杆盟友ꎮ 塔尔图斯港不仅是俄罗斯在中东及地中海地区的唯一军事基

地ꎬ 也是俄在原苏联范围之外的唯一军事基地ꎬ 保留这一基地对俄具有重要战略

价值和象征意义ꎮ
当然ꎬ 俄决心出兵捍卫巴沙尔政权也受其他因素驱动ꎮ 首先ꎬ 俄反对西方搞

“颜色革命”ꎬ 并阻止 “阿拉伯之春” 向俄罗斯及周边蔓延ꎮ 俄舆论普遍认为ꎬ
“阿拉伯之春” 的爆发固然内部原因是主要的ꎬ 但美国及西方策划的 “颜色革

命” 是重要外部因素ꎬ 是西方的一个阴谋ꎮ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ꎬ 梅德韦杰夫总统在国

家反恐委员会会议上指出ꎬ 中东发生的这一幕此前西方也为俄罗斯设计过②ꎬ 这

在乌克兰、 吉尔吉斯斯坦、 格鲁吉亚都已上演ꎮ 俄罗斯决心打破以往在南斯拉

夫、 利比亚等地节节退缩的惯例ꎬ 从乌克兰到叙利亚开始对西方采取强势反击③ꎮ
其次ꎬ 深入前沿开展反恐斗争ꎬ 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利益ꎮ ２０１４ 年极端

组织 “伊斯兰国” 的异军突起是叙利亚战争中的意外事件ꎮ 它不仅从全球吸引

了数万 “圣战者”ꎬ 也吸引了大量来自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极端分子ꎮ “伊斯

兰国” 对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ꎮ 普京总统称ꎬ 有 ５ ０００ ~ ７ ０００ 名俄恐怖分子

６

①

②
③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ｈａｒｎｏｆｆꎬ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 － Ｓｏｖｉｅｔ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ｅｗｉｓｈｐｏｌｉｃｙｃｅｎｔｅｒ ｏｒｇ /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２８ / ｔｈｅ －
ｓｙｒｉａ － ｓｏｖｉｅｔ －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

Ａｌｅｘｅｙ Ｖａｓｉｌｉｅｖꎬ Ｒｕｓｓｉａ’ 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ｒｏｍ Ｌｅｎｉｎ ｔｏ Ｐｕｔｉｎꎬ ｐｐ ４３０ － ４３２
唐志超: « 俄罗斯强势重返中东及其战略影响»ꎬ 载 «当代世界»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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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叙利亚加入 “伊斯兰国” 极端组织ꎮ 俄罗斯视这些训练有素、 具有军事经

验的大量恐怖分子对境内渗透为最重要威胁①ꎮ 俄出兵叙利亚ꎬ 打击恐怖分子ꎬ
可谓御敌于国门之外ꎮ 在叙利亚挫败了大规模装备精良的恐怖分子时ꎬ 普京高度

赞扬俄军在叙利亚战场的上佳表现ꎬ “把我们祖国的巨大威胁阻止在遥远的边界

之外”②ꎮ
最后ꎬ 充分把握时局变化ꎬ 提升俄罗斯在中东的大国地位ꎮ 一开始ꎬ 俄罗斯

对中东乱局持旁观态度ꎮ 但随着局势变化ꎬ 俄也开始调整政策ꎮ 卡内基莫斯科中

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指出ꎬ 普京外交政策的目标是恢复俄罗斯作为全球性大

国的地位ꎬ 与美国在中东展开竞争是作为大国的重要标志ꎬ 为此才有了俄在叙利

亚的行动③ꎮ 美国的政策调整与变化也为俄罗斯提供了空间ꎮ 从地区层面看ꎬ 奥

巴马和特朗普在中东实施的是战略收缩政策ꎬ 不愿陷入中东泥潭ꎮ 从 ２０１３ 年化

武危机中奥巴马在最后一刻放弃动武到面对 “伊斯兰国” 日益猖獗而不愿动用

地面部队ꎬ 这充分显示奥巴马政府不愿深度介入叙利亚ꎬ 对推翻巴沙尔政权心存

犹豫ꎬ 这一外部因素促使俄下决心深度介入ꎬ 毋庸担心因此与美发生猛烈冲突ꎮ
此外ꎬ 也有说法称ꎬ 俄罗斯之所以出兵叙利亚ꎬ 是希望借助叙利亚转移西方在乌

克兰问题上的注意力ꎬ 并试图以叙利亚换取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回报④ꎮ 这一

看法有一定道理ꎬ 但其在俄出兵叙利亚决策中的地位不应被高估ꎮ
俄罗斯出兵叙利亚不仅是叙利亚战争的转折点ꎬ 也是俄罗斯中东政策的转折

点ꎮ 俄罗斯的直接军事介入ꎬ 不仅根本上改变了叙战场态势以及叙利亚局势走

向ꎬ 也极大改善了俄在中东其他地区的形势ꎬ 提升了俄罗斯在中东以及国际上的

影响力ꎮ 俄直接军事介入使叙战局发生逆转ꎬ 改变了力量对比和战场态势ꎬ 遏阻

了外部势力的军事干预ꎬ 稳固了巴沙尔政权ꎮ 俄出兵前ꎬ 叙利亚政府只控制约全

国领土的 １ / ６ꎬ 可谓危在旦夕⑤ꎮ 据俄方称ꎬ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ꎬ 俄军在三年半

时间里ꎬ 总共消灭了 ８ ７５ 多万名武装分子ꎬ 解放了 １ ４１１ 个居民点和 ９５％ 以上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Ｐｕｔｉｎ ａｎｓｗｅｒｅｄ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ｓ ’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ꎬ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６２０４７

“Ｃｏｎｃｅｒｔ ｔｏ ｍａｒｋ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ｏｆ Ｆａ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６２８５１
“Ｈｏｗ Ｒｕｓｓｉａ Ｂｅｃａｍｅ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ｓ Ｎｅｗ Ｐｏｗｅｒ Ｂｒｏｋｅ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ｗｅｅｋ ｃｏｍ / ｈｏｗ － ｒｕｓｓｉａ －

ｂｅｃａｍｅ － ｍｉｄｄｌｅ － ｅａｓｔｓ － ｎｅｗ － ｐｏｗｅｒ － ｂｒｏｋｅｒ － ５５４２２７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Ｆｒｏｌｏｖꎬ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Ｓｙｒｉａ Ｈａｓ Ｎｏ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Ｂｉｐｏｌａｒ Ｗａｒ ｆｏｒ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ｈｅｍｏｓｃｏｗ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 ｓｙｒｉａ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０ 日ꎬ 叙政府控制领土约 ２９ ７９７ 平方公里 (全国领土为 １８５ １８０ 平方公里)ꎮ

“Ｓｙｒ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８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ａｎｅ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５３７７１ / ｓｙｒｉａｎ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ｎｏ － ｌｏｎｇｅｒ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８３ － ｏｆ － ｔｈｅ － ｃｏｕｎｔ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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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领土①ꎮ 目前ꎬ 叙利亚政府已经恢复了对全国近 ２ / ３ 领土的控制权ꎮ 出兵

叙利亚也使得俄在叙利亚问题上发言权得到很大提升ꎬ 实现了由美主导向俄主导

的格局转换ꎮ
政治上ꎬ 俄罗斯另起炉灶打造了新的政治进程——— “阿斯塔纳进程”ꎬ 大有

取代 “日内瓦进程” 之势ꎬ 确保叙政治进程按俄罗斯设计的轨道发展ꎮ 军事上ꎬ
借助反恐ꎬ 俄罗斯扩建了塔尔图斯海军基地ꎬ 新建了霍梅米亚空军基地ꎬ 两个基

地租期均为 ４９ 年②ꎮ 除了这两个永久军事基地外ꎬ 俄在叙还使用多个空军基地、
监听基地ꎮ 安全上ꎬ 俄罗斯构建战术联盟联合伊朗和土耳其ꎬ 主导建立了四大

“冲突降级区”ꎬ 大大缓和了政府军与反对派的军事冲突ꎬ 并逐步推动由政府军

接管降级区③ꎮ
俄军事干预叙利亚并获胜具有强大的外溢效应ꎮ 首先ꎬ 俄强力军事干预的决

心和勇气推动地区国家改变对俄态度与政策ꎮ 土耳其和沙特等海湾国家纷纷改变

政策ꎬ 寻求与俄合作ꎮ 埃及、 伊拉克、 阿尔及利亚、 伊朗和苏丹等重新寻求加强

对俄伙伴关系ꎮ 美国政府前中东问题特使丹尼尔罗斯撰文称ꎬ 为何中东领导人

有事去找普京而非奥巴马ꎬ 是因为俄虽在军事上逊于美国ꎬ 但它比美更愿采取行

动ꎬ 而这已改变了中东的权力生态ꎮ “普京和中东领导人都懂得强制的逻辑ꎮ”④

其次ꎬ 俄罗斯出兵叙利亚推动了地区格局的转换ꎬ 在地区和国际层面上确立

了 “一个新的战略范式”ꎬ 不仅对叙利亚内战各方角逐及力量平衡形成ꎬ 还对超

级大国的全球竞争产生重要影响⑤ꎮ 俄罗斯在中东的新存在和新作用促使地区国

家以及欧美重新考虑自己的地区政策ꎬ 重新认识俄罗斯在地区的新作用以及与俄

罗斯的关系ꎮ 在保卫盟友安全和关乎地区稳定的重大事务上ꎬ 俄罗斯的进与美国

的退形成强烈对照ꎮ 一向尊重实力的中东国家日益认识到ꎬ 俄罗斯是唯一能够且

敢于挑战美国的全球性大国ꎬ 具有敢于实施其战略和维护其利益的意识和决心ꎮ

８

①

②
③

④

⑤

«俄防长: 叙利亚在俄军支持下三年来彻底粉碎 “伊斯兰国” 匪帮»ꎬ ｈｔｔｐ: / / ｓｐｕｔｎｉｋｎｅｗｓ ｃｎ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 ２０１８１０２０１０２６６２２３０７ /

２０１７ 年俄叙达成俄租借海空军基地协议ꎬ ４９ 年期满后可续期ꎮ
２０１７ 年ꎬ 俄罗斯、 土耳其、 伊朗三国达成协议ꎬ 在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 中部霍姆斯省、 大

马士革郊区和叙南部地区设立 ４ 个冲突降级区ꎮ 除伊德利卜外ꎬ 其余三个已于 ２０１８ 年被大马士革接管ꎮ
“伊德利卜冲突降级区” 目前主要为土耳其支持的极端组织所控制ꎬ 也是土俄主要矛盾焦点ꎮ

Ｄｅｎｎｉｓ Ｒｏｓｓꎬ “Ｗｈ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Ａｒｅ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ｔｏ Ｐｕｔｉｎꎬ Ｎｏｔ Ｏｂａｍ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
ｃｏｍ /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１６ / ０５ / ｐｕｔｉｎ － ｏｂａｍａ － ｍｉｄｄｌｅ － ｅａｓｔ － ｌｅａｄｅｒｓ － ２１３８６７

Ｕｄｉ Ｄｅｋｅｌꎬ Ｚｖｉ Ｍａｇｅｎꎬ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Ｗｈａｔ ｈａ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ＩＮＳＳ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Ｎｏ ７５２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７ꎬ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ｓｓ ｏｒｇ ｉｌ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 ｉｎ －
ｓｙｒｉａ － ｗｈａｔ － ｈａｓ － ｃｈａｎｇｅｄ － ａｎｄ － ｔｈｅ －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 ｆｏｒ － ｉｓｒａｅ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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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是俄罗斯出兵叙利亚的最大受益者之一ꎮ 伊在叙利亚以及地区的被动处

境得到迅速改善ꎬ 一定程度上还与俄罗斯结成了战略联盟ꎬ 地区和国际孤立状况

有了很大改善ꎮ 这又进一步推动沙特、 阿联酋等国寻求加强与俄罗斯接触ꎬ 希望

通过与俄合作促俄远离伊朗ꎮ 这实际上给了俄更多纵横捭阖的回旋空间ꎮ
借助叙利亚战争ꎬ 俄构建了两个脆弱的准联盟体系ꎮ 一个是俄罗斯、 叙利

亚、 伊朗、 伊拉克四国联盟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四国联合在伊拉克建立情报中心ꎬ 共

享有关 “达什” 的情报ꎮ 另一个是俄罗斯、 土耳其和伊朗缔结三国联盟ꎬ 主导

了 “阿斯塔纳进程” 以及 “冲突降级区” 的建立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 俄土伊三国发

表 “莫斯科宣言”ꎬ 就叙利亚停火事宜达成一致并充当协议保证国ꎬ 推动建立了

阿斯塔纳进程ꎮ “三国轴心联盟的缔结改变了地区战略平衡ꎮ”①

俄罗斯强势回归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西方的活动空间ꎬ 对美治下的中东安全

秩序构成严重冲击ꎮ 中东国家纷纷转向俄ꎬ 实际上隐含着对 “美退俄进” 地区

权力新格局的接受ꎮ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ꎬ 以色列的一个民调显示ꎬ ５２％ 的受访者认为ꎬ
普京在中东事务中的影响力要大于特朗普②ꎮ 最新的中东地区民调显示ꎬ 越来越

多的阿拉伯青年人将俄罗斯当作盟友ꎬ 而美国则是不可靠的盟友③ꎮ ２０１７ 年的佐

格比民调显示ꎬ 越来越多中东国家将本国与俄罗斯关系的重要性置于与美国同等

相同的地位ꎬ 尤其是土耳其和海湾阿拉伯国家④ꎮ
第三ꎬ 借助叙利亚战争ꎬ 俄罗斯一定程度改变了中东乃至地中海、 非洲以及

印度洋的安全格局ꎮ 叙利亚战争为在中东推广俄军事力量以及俄制武器发挥了重

要作用ꎬ 推动了俄与地区国家的军事关系ꎮ 俄罗斯军队经受了局部现代化战争的

实战锻炼ꎬ 提升了战斗力ꎬ 增强了军队信誉ꎮ 俄军事装备得到了战场检验和新式

武器得到了测试ꎮ 俄防长伊绍古公开表示ꎬ “俄方在叙利亚获得了丰富的作战经

验”⑤ꎮ 叙利亚成为俄罗斯新型先进军事装备的主要试验场ꎬ “虎式”、 “台风” 和

“巡逻者” 装甲车ꎬ “终结者” 坦克支援战车ꎬ “伊斯坎德尔” 导弹综合体ꎬ “阿

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Ｒ 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ꎬ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ｅｙ － Ｒｕｓｓｉａ － Ｉｒａｎ Ａｘｉｓ”ꎬ Ｆｒｏｎｔｐａｇｅｍａｇ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２ꎬ ２０１６
Ｌａｈａｖ Ｈａｒｋｏｖꎬ “Ｐｏｌｌ: Ｍｏｓｔ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ｍ”ꎬ Ｔｈｅ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Ｐｏｓｔ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ꎬ

２０１７
Ｓｈａｙ Ａｔｔｉａｓꎬ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Ｊｕｌｙ ２６ꎬ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ｂｅｓａｃｅｎｔｅｒ ｏｒｇ /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

ｐａｐｅｒｓ /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ｓｏｆｔ － ｐｏｗｅｒ － ｍｉｄｄｌｅ － ｅａｓｔ /
Ｚｏｇｂ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ꎬ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２０１７”ꎬ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ｉｃ１ ｓｑｕａｒｅｓｐａｃｅ ｃｏｍ / ｓｔａｔｉｃ / ５２７５

０ｄｄ３ｅ４ｂ０８ｃ２５２ｃ７２３４０４ / ｔ / ５ａ１ｂ１０６８９１４０ｂ７ｃ３０６２５８ｂ２ｅ / １５１１７２３１１２９７１ / ＳＢＹ２０１７ ＋ Ｆｉｎａｌ ｐｄｆ
«俄防长: 叙利亚在俄军支持下三年来彻底粉碎 “伊斯兰国” 匪帮»ꎬ ｈｔｔｐ: / / ｓｐｕｔｎｉｋｎｅｗｓ ｃｎ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 ２０１８１０２０１０２６６２２３０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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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塔” 通用平台版 Ｔ － １４ 坦克ꎬ 第五代歼击机苏 － ５７ 等首次在战斗条件下进行

了测试ꎬ 在叙利亚得到了成功试用①ꎮ
第四ꎬ 通过在叙利亚展示力量和取得的成绩ꎬ 俄罗斯借势全面出击ꎬ 积极深

度参与中东事务ꎬ 以军事、 经贸、 能源和高科技合作为重点ꎬ 积极拓展与中东国

家的深度合作ꎬ 取得显著成效ꎮ 从叙利亚战争到也门战争ꎬ 从伊核问题到巴以问

题ꎬ 从利比亚问题到波斯湾航运安全ꎬ 俄罗斯几乎无处不在ꎬ 充当调解人和代言

人ꎬ 发言权获得很大提升ꎮ
俄出兵叙利亚ꎬ 成功遏制了俄罗斯在中东影响力持续下滑的颓势ꎬ 有力保障

了俄在中东的利益ꎬ 扩大了俄在中东的存在ꎬ 提升了俄在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ꎬ
重塑了俄作为全球性大国的形象ꎮ 俄出兵之初ꎬ 外界有不少悲观言论ꎮ 有专家称

叙利亚将成为俄罗斯的 “新阿富汗”ꎬ 俄将重蹈苏联在阿富汗失败的覆辙②ꎮ 不

过ꎬ 这一预测似乎失败了ꎮ 俄不仅已基本实现其在叙政治和军事目标ꎬ 还大大借

此拓展了中东外交ꎬ 收益明显大于收获ꎬ 俄并未陷入叙 “泥潭”ꎮ 普京也明确表

示ꎬ 总体上俄实现了在叙目标ꎬ 尤其在反恐方面ꎬ 俄取得 “坚实成果”ꎬ “虽不

能说百分之百地完成了任务ꎬ 但总体上已完成了我们在叙利亚发起行动时设定的

任务”③ꎮ
俄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绩ꎬ 显示了俄政治、 军事实力ꎬ 但在战略、 战术上

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ꎮ 第一ꎬ 政治上敢于决断ꎬ 意志坚定ꎬ 行事果断ꎮ 俄敢于支

持危在旦夕的巴沙尔政权ꎬ 这在政治上是一场冒险ꎬ 也是赌博ꎮ 第二ꎬ 总揽大

局ꎬ 正确判断形势ꎬ 抓住时机ꎬ 果断出手ꎮ 从 ２０１１ 年到 ２０１５ 年ꎬ 俄在叙利亚战

役进入第五个年头才出兵ꎬ 既是因为俄罗斯完全摸透了奥巴马不会出手推翻巴沙

尔政府的底牌ꎬ 也是由于巴沙尔政权到了最危急时刻ꎮ 第三ꎬ 坚持师出有名ꎮ 俄

既有叙利亚政府的正式邀请ꎬ 又抗着反恐这杆大旗ꎮ 第四ꎬ 建立战术联盟ꎮ 除了

叙利亚政府外ꎬ 俄还与伊朗、 黎巴嫩真主党、 伊拉克、 土耳其之间建立了不同类

型的多层次联盟ꎬ 既有保巴沙尔联盟ꎬ 也有反恐联盟ꎬ 还有维稳联盟ꎮ 第五ꎬ 设

０１

①

②

③

«５ 月 ９ 日红场阅兵上将展示的超过 ８０％军事技术装备型号经历过实战»ꎬ ｈｔｔｐ: / / ｓｐｕｔｎｉｋｎｅｗｓ ｃｎ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 ２０１９０５０８１０２８４１０２０７ /

Ｎｏａｈ Ｆｅｌｄｍａｎꎬ “Ｓｙｒｉａ ｉ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ꎬ ｗｈｅｒｅ ｗａｒ ｗｏｎ’ｔ ｅｎｄ”ꎬ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Ｖｉｅｗ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５ꎬ
２０１８ꎻ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ａｒｓ ｏｆ Ｓｙｒｉａ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Ｓｙｒｉａｎ ｃｒｉｓｉｓ”ꎬ 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 ２９ Ｏｃｔ ２０１５ꎻ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Ｍａｎｓｏｕｒꎬ “Ｉｓ Ｓｙｒｉａ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Ｎｅｗ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ꎬ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Ｏｃｔ １６ꎬ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ｒｇ / ｆｉｋｒａｆｏｒｕｍ / ｖｉｅｗ / ｉｓ － ｓｙｒｉａ － ｒｕｓｓｉａｓ － ｎｅｗ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Ｐｕｔｉｎ ａｎｓｗｅｒｅｄ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ｓ ’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６２０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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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限目标ꎬ 进行有限干预ꎬ 及时止损ꎮ 俄坚持以空军为主ꎬ 适当出动特种部队

和军事警察ꎬ 充分利用叙政府和伊朗等地面部队ꎬ 避免出动大规模地面部队ꎮ 在

取得重大进展后ꎬ 及时撤回主力部队ꎮ 以反政府武装为主要打击对象ꎬ 维护巴沙

尔政权不垮台为主要目标ꎬ 避免多方作战ꎮ 尽量避免与美发生直接军事对抗ꎬ 与

美建立热线和战场联络制度ꎬ 确保不误判、 误伤ꎮ 第六ꎬ 审时度势ꎬ 注意轻重缓

急ꎬ 选择有利时机和理由解决难题ꎮ 这特别表现在解决 “冲突降级区” 问题上ꎮ
为避免与土耳其等方面冲突ꎬ 俄先建立冲突降级区ꎬ 而后再择机逐一收复降

级区ꎮ

三　 务实主义主导的中东 “新政”

进入普京时代的第二个十年ꎬ 俄罗斯再度成为中东主要外部玩家ꎮ 俄积极参

与地区热点问题ꎬ 全面发展与各国关系ꎬ 政治、 军事、 安全、 经贸、 投资、 能

源、 科技、 文化和旅游等领域合作全面推进ꎬ 在中东影响力达到了后冷战时代的

顶峰ꎮ 为此ꎬ 美主流媒体都惊呼ꎬ “俄罗斯正重返中东”①ꎮ
普京个人对中东事务给予高度重视ꎬ 在推动俄罗斯重返中东方面功不可没ꎮ

这一重视体现在访问中东之频度上ꎮ 自 ２０１２ 年以来ꎬ 普京 １７ 次出访中东ꎬ 足迹

遍及中东各地ꎮ 普京对土耳其、 伊朗、 以色列、 埃及以及沙特格外重视ꎬ 其中访

问土耳其高达 ９ 次之多ꎮ 普京与土领导人埃尔多安、 以色列领导人内塔尼亚胡保

持密切联络ꎬ 频繁互通电话ꎮ
积极参与中东热点事务是俄罗斯重返中东舞台的一个主要着力点ꎮ 参与地区

热点和重大国际事务的深度与广度ꎬ 既是验证一国国际影响力大小的主要标志ꎬ
也是检验一个大国实力、 能力和智慧的重要标尺ꎮ 近年来ꎬ 俄罗斯在伊朗核问

题、 叙利亚问题、 巴以问题、 利比亚和解、 也门战争、 卡塔尔—沙特外交危机、
库尔德问题、 地区反恐、 反海盗和波斯湾安全等地区问题上深度参与ꎬ 派特使、
发倡议、 提方案ꎬ 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ꎮ 在叙利亚问题上ꎬ 俄罗斯参与不断

１１

① “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Ｒｕｓｓｉａ ｉｓ ｂａｃｋ ”ꎬ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ꎬ Ｄｅｃ ０４ꎬ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ｉｎ － ｔｈｅ － ｍｉｄｄｌｅ － ｅａｓｔ － ｒｕｓｓｉａ － ｉｓ － ｂａｃｋ /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０４ / ｅ８９９ｄｆ３０ － ａａｆ１ － １１ｅ８ － ９ａ７ｄ －
ｃｄ３０５０４ｆｆ９０２＿ ｓｔｏｒｙ ｈｔｍｌꎻ Ｎｉｃｕ Ｐｏｐｅｓｃｕ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ｖ Ｓｅｃｒｉｅｒｕ Ｅｄｉｔｅｄꎬ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ａｎｄｓｃａｓｔｌｅｓ? ”ꎬ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８ Ｎｏ １４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ｓｓ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ＥＵＩＳＳＦｉｌｅｓ / ＣＰ ＿
１４６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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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ꎬ 并逐步成为主导方ꎮ 在伊核问题上ꎬ 俄罗斯是伊核协议谈判“６ ＋ １”机制

的主要成员ꎬ 在推动核协议履行中承担了重要职责ꎮ 在利比亚ꎬ 俄影响力一度急

剧下降ꎬ 如今借助支持东部实力派武装 “利比亚国民军” 司令哈夫塔尔将军ꎬ
俄已实现重返ꎬ 并成为解决利比亚事务不可或缺的一方ꎮ ２０２０ 年初ꎬ 俄土围绕

土耳其出兵利比亚发生严重争执ꎬ 酿成一场危机ꎮ “俄罗斯在利比亚的存在为西

方带来了新挑战ꎮ”① 在巴以问题上ꎬ 俄罗斯积极调解ꎬ 劝和促谈ꎬ 并举办和平

对话会ꎮ 在也门问题上ꎬ 俄罗斯与冲突双方都保持关系ꎬ 与胡塞武装有一定联

系ꎬ 并发挥一定斡旋作用ꎮ 针对日益紧张的波斯湾航行安全形势ꎬ 俄罗斯外交部

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及时发布 «波斯湾地区集体安全构想»ꎬ 提出建立俄版的波斯湾集

体安全架构②ꎮ
俄罗斯积极恢复与昔日盟友关系ꎬ 重建新的盟友体系和伙伴网络ꎬ 竭力打

造新的朋友圈和恢复传统势力范围ꎮ 俄与埃及关系 “正在复兴”③ꎮ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塞西以国防部长身份访俄ꎬ 这是推翻穆尔西政权后他首次出访ꎮ ８ 月ꎬ 塞西

再次访俄ꎬ 这是其当选总统后首次出访非阿拉伯国家ꎮ 埃及与俄罗斯重建了战

略伙伴关系ꎬ 签署 «全面合作与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２０１８ 年)ꎬ 建立了

“２ ＋ ２”高级对话机制 (防长 ＋ 外长)ꎬ 签署了一系列军事、 经贸、 能源、 旅

游、 农业和反恐合作等协议ꎮ 其中包含一些重大项目: 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火

交易ꎻ 俄为埃兴建埃及第一个核电站项目ꎻ 在埃建设 “俄罗斯工业园”④ 以及

埃与欧亚经济联盟建立 “自由贸易区”ꎮ 埃及外交正由昔日的 “弃苏投美” 转向

今日的 “弃美投俄”ꎮ
俄与伊朗战略合作持续深入ꎮ 俄不仅在叙利亚问题上与伊开展紧密的政治和

军事协调与合作ꎬ 还扩大与伊在军事、 核能及经贸等方面的合作ꎬ 向伊出售

“Ｓ － ３００”防空导弹系统ꎮ 俄不仅支持伊加入 “上合组织”ꎬ 还有意吸纳其加入欧

亚经济联盟ꎬ 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与伊朗建立自由贸易区ꎬ 积极支持共建 “南北走

廊”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鲁哈尼总统 ４ 次访俄ꎬ 普京 ３ 次访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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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工业园” 计划投资 ７０ 亿美元ꎬ 是俄第一个境外工业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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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还积极重建与伊拉克的战略合作关系ꎮ 经济和军事合作是俄重建与伊

拉克战略合作的主要武器ꎮ 目前ꎬ 俄企业在伊投资额达几十亿美元ꎮ 伊向俄采购

大量军火ꎬ 以减轻对美军事依赖ꎮ ２０１２ 年俄伊签署价值 ４２ 亿美元的军火合同ꎮ
普京强调ꎬ 伊拉克是俄在中东地区长期、 可靠的伙伴①ꎮ 美国 «新闻周刊» 酸溜

溜地承认ꎬ “美国盟友伊拉克正转向俄罗斯寻求军事援助、 石油交易以及国家

建设”②ꎮ
阿尔及利亚是俄长期盟友ꎬ 双方有着深厚的政治、 经贸和军事关系ꎮ 阿是俄

罗斯在中东和非洲最早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 (２００１ 年)ꎬ 也是俄罗斯武器在

中东非洲的最大买家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俄阿签署军事合作协议ꎮ 通过阿尔及利亚ꎬ 俄

罗斯增强了在马格里布以及非洲的地位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俄罗斯—阿拉伯合作论坛

成立ꎬ 截至目前已举行五届部长级会议ꎮ
俄罗斯重建与美国在中东主要传统盟友关系ꎬ 大幅改善与以色列、 土耳其、

沙特、 阿联酋、 卡塔尔、 突尼斯等国关系ꎬ 并建立不同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ꎮ 对

俄而言ꎬ 这意味着在与美国的长期博弈中正取得历史性突破ꎮ 俄罗斯与以色列关

系达到有史以来的最佳状态ꎬ 双方在地区事务以及军事、 反恐、 经贸、 文化等领

域保持密切合作ꎮ 两国领导人保持密切交往ꎮ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多次访俄ꎬ 普京

三次访以ꎮ
俄罗斯与昔日对手土耳其关系发生逆转ꎮ 土是北约成员ꎬ 是西方在中东的主

要盟友ꎬ 也是西方遏制苏联和俄罗斯的重要前沿ꎮ 但进入新世纪以来ꎬ 双方关系

取得历史性突破ꎮ ２０１１ 年ꎬ 两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ꎬ 建立了由两国元首主持的

“俄土合作高级理事会”ꎮ 普京与埃尔多安频繁会晤ꎬ 仅 ２０１７ 年就在多个场合会

晤 ８ 次ꎮ ２０１２ 年以来ꎬ 普京 ８ 次访土ꎮ 俄土联合实施了一系列重大项目ꎬ 如修建

核电站、 兴建 “土耳其流” 天然气管线③、 出售 Ｓ － ４００ 导弹防御系统等ꎬ 夯实

战略合作ꎮ 虽然双方在叙利亚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ꎬ 双边关系受土击落俄战机事

件严重冲击ꎬ 但很快重回正轨ꎮ
受美国因素以及意识形态等影响ꎬ 海湾阿拉伯国家长期以来对苏联和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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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普京访问土耳其时提出倡议ꎮ 该项目计划从俄罗斯ꎬ 经黑海海底抵达土耳其ꎬ 然后输往希
腊和欧洲ꎬ 计划投资 １３０ 亿美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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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冷淡ꎬ 怀有敌意ꎮ 这一状况目前已发生根本改变ꎬ 阿联酋媒体甚至称俄阿拥

有 “共同价值观”①ꎮ 继 ２００７ 年首次访问海湾后ꎬ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普京再次出访沙

特、 阿联酋ꎮ 俄罗斯与沙特关系取得历史性突破ꎬ “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

期”②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沙特副王储穆罕默德访俄ꎬ 双方在能源、 太空、 基础设施

建设、 贸易等领域达成 ６ 份协议ꎬ 并签署了价值 １００ 亿美元的投资谅解备忘录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ꎬ 萨勒曼国王访俄ꎮ 这是沙特国王历史上首次访俄ꎬ 具有里程碑意

义ꎮ 访问期间ꎬ 双方共签署了 １４ 份合作文件ꎬ 涵盖油气、 核能、 交通、 通信、
农业等多个领域ꎮ 俄罗斯与阿联酋关系持续升级ꎮ 两国在政治、 经贸、 能源、 投

资、 文化、 安全、 军事、 核能和空间技术等领域开展深入合作ꎮ ２０１８ 年ꎬ 两国

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ꎮ 俄公民在迪拜长期居住人口高达 ６ 万ꎮ 俄罗斯与卡塔

尔关系也取得重要进展ꎮ ２０１６ 年卡塔尔埃米尔访俄时两国宣布建立战略伙伴

关系ꎮ 此外ꎬ 俄罗斯也与西方在北非主要盟友摩洛哥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ꎮ
２０１６ 年ꎬ 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 １４ 年来首访俄罗斯ꎬ 签署能源、 反恐等多

项合作协议ꎮ
加强军事存在ꎬ 以军事促政治和经济ꎬ 不断增强俄罗斯在地区事务上的影

响ꎮ 重建地中海分舰队ꎬ 在地中海开辟新战场ꎬ 是一项关键性举措③ꎮ 冷战结束

后ꎬ 俄罗斯解散了 １９６７ 年建立的地中海分舰队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ꎬ 俄宣布重建黑海

舰队地中海分舰队ꎮ 近年来俄地中海舰队规模不断扩大ꎬ 并在叙利亚战争中承担

了重要角色ꎮ 俄在建立军事基地方面取得重大进展ꎮ 俄与叙利亚续签塔尔图斯海

军基地协议ꎬ 对塔尔图斯军港进行了升级改造ꎬ 并新建了新的空军基地ꎮ 俄在埃

及取得临时性军事基地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 俄埃签署了允许两国战斗机相互利用对

方空军基地和领空的协议ꎬ 为俄增加了在中东的落脚点④ꎮ ２０１７ 年俄埃还达成协

议ꎬ 允许在埃部署俄特种部队ꎮ 苏丹政府也提出希望俄在苏丹境内建立军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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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①ꎮ 若俄同意ꎬ 将为俄进入非洲、 红海及印度洋提供重要跳板ꎮ
此外ꎬ 俄还参与国际护航ꎬ 加强了从红海到亚丁湾的军事存在ꎮ ２０１９ 年ꎬ

俄罗斯联手伊朗、 中国在波斯湾举行军演ꎮ 俄军事介入叙利亚后ꎬ 伊朗还罕见地

为俄空军提供过境通道和转场的空军基地ꎮ
军售是俄向中东拓展影响力的最重要工具ꎮ 武器出口不仅可以赚取利润ꎬ 还

可以增加政治影响ꎮ 目前俄只占中东武器进口的 １０％ ꎬ 远低于美欧的市场份

额②ꎮ 对俄而言ꎬ 空间依然很大ꎮ 阿尔及利亚、 伊朗、 叙利亚、 利比亚、 伊拉克

和埃及是俄武器在中东的传统买家ꎮ 近年来俄在土耳其、 海湾国家也有斩获ꎮ
２０１３ 年美暂停对埃 １５ 亿美元军事援助后ꎬ 俄罗斯迅速跟进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 双方

达成价值 ３５ 亿美元的军事合作协议ꎮ 在伊拉克ꎬ ２０１３ 年以来俄向伊出售了价值

５０ 多亿美元的军火ꎮ 在阿尔及利亚ꎬ ２０１４ 年达成 ２７ 亿美元军售协议ꎮ 在伊朗ꎬ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 俄伊签署军事合作协议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ꎬ 普京总统签署法令ꎬ 取消

俄向伊出售 Ｓ － ３００ 的禁令ꎮ 此举被视为有可能改变地区军事平衡的行动③ꎮ 值得

一提的是ꎬ 俄还打进了长期为西方所垄断的海合会成员国以及土耳其的武器市

场ꎮ 阿联酋、 卡塔尔、 沙特、 土耳其等国纷纷采购俄军火ꎬ 价值高达上百亿美

元ꎮ 土耳其不顾美国反对和制裁ꎬ 执意购买俄 Ｓ － ４００ 导弹防御系统ꎬ 价值 ２０ 亿

美元ꎮ ２０１７ 年ꎬ 俄与沙特、 卡塔尔签署军售谅解备忘录ꎮ 沙、 卡两国还提出购

买 Ｓ － ４００ꎬ 在西方引起震动ꎮ 阿联酋与俄罗斯还联合进行武器研制和生产ꎬ 如

联合研制第五代战斗机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ꎬ 特朗普不顾国会反对执意批准向阿联酋、
沙特和约旦出售价值 ８１ 亿美元的军火ꎬ 主要理由就是担心俄罗斯和中国抢占军

火市场④ꎮ 据兰德公司研究ꎬ ２０１１ 以来俄在中东军售市场平稳上升ꎬ ２０１５ 年中东

占俄对外军售的 ３６％ ⑤ꎮ
核能合作是俄罗斯进军中东的又一重要武器ꎮ 除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伊朗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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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苏丹高官: 苏丹愿意在红海建立俄军基地»ꎬ ｈｔｔｐ: / / ｓｐｕｔｎｉｋｎｅｗｓ ｃｎ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 ２０１７１１２９１０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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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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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尔核电站外ꎬ 近十年来俄与土耳其、 伊朗、 苏丹、 埃及、 约旦、 阿尔及利

亚、 阿联酋、 沙特和突尼斯等多国签署了核能合作协议ꎮ 俄不仅为伊朗、 约

旦、 土耳其和埃及等国建设首座核电站ꎬ 还积极提供人才培养、 技术和材料供

应等方面支持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俄与土耳其签署修建土第一座核电站协议ꎬ 价值高

达 ２２０ 亿美元ꎮ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ꎬ 土第一座核电站阿库尤核电站开关建设ꎬ 土总统

埃尔多安和俄总统普京在安卡拉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席开工典礼ꎮ 预计 ２０２３ 年

完工ꎮ ２０１２ 年ꎬ 俄与阿联酋签署核能领域合作协议ꎬ 俄将为阿第一座核电站

提供铀燃料以及铀转化与铀浓缩服务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俄与伊朗签署新的核能合作

协议ꎬ 计划为伊建设 ８ 个发电机组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 俄与约旦签署价值 １００ 亿美

元的核电站建设协议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 俄与阿尔及利亚签署和平利用核能的政府

间协定ꎬ 俄将为阿提供人才培训以及帮助阿建设该国第一座核电站ꎮ ２０１７ 年ꎬ
普京访埃并出席埃首座核电站———塔巴核电站项目的签字仪式ꎮ 该项目总投资

约 ３００ 亿美元ꎬ 是俄埃两国最大合作项目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俄与突尼斯签署核合作协

议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ꎬ 俄罗斯与沙特签署和平利用核能合作政府间协议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 俄与苏丹签署和平使用核能领域合作备忘录ꎬ 同年 １２ 月ꎬ 双方正式签署

了原子能利用协议ꎮ
经贸合作在俄新中东外交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ꎮ 俄罗斯大力开展与中东国

家的经贸、 投资、 能源、 科技和旅游合作ꎬ 并取得一系列积极进展ꎮ ２０１９ 年俄

罗斯与西亚北非国家的贸易额约 ４６８ ７１ 亿美元ꎬ 比 ２０１１ 年略有下降ꎮ 土耳其为

俄罗斯在西亚北非地区最大贸易伙伴ꎬ 双边贸易额高达 ２６０ 亿美元ꎮ 俄罗斯与海

合会国家的经贸合作是俄对中东经济合作的一个亮点ꎬ 双方在贸易、 投资、 能源

和科技等方面开展了深入合作ꎮ 俄与 ＧＣＣ 成员国贸易额由 ２０１１ 年约 ２７ 亿美元增

加到 ２０１９ 年约 ４１ 亿美元 (见表 １)ꎮ
在投资领域ꎬ 俄吸引海湾投资取得重要进展ꎮ 卡塔尔投资局 (ＫＩＡ) 在俄投

资超过 ２５ 亿美元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卡塔尔投资局投资俄罗斯石油公司ꎬ 成为该公司的

第三大股东ꎮ ２０１５ 年ꎬ 沙特公共投资局 (ＰＩＦ) 决定将在俄投资 １００ 亿美元ꎮ 阿

联酋的两大主权财富基金阿布扎比投资局 (ＡＤＩＡ) 和穆巴达拉投资公司也承诺

在俄投资数十亿美元ꎮ 穆巴达拉公司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 (Ｇａｚｐｒｏｍ) 建立

合资企业ꎬ 在俄开发油田ꎮ 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与 ＧＣＣ 的主权财富基金开展合

作ꎬ 签署多项联合投资协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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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过去十年俄罗斯与西亚北非诸国贸易统计① (单位: 美元)

国别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９ 年

阿尔及利亚 ２ ４８６ ９０８ ９２７ ３ ３９３ ９３０ ３６０

阿联酋 １ ４８８ ９７６ ３２８ １ ８３５ ２２０ ２８９

埃及 ２ ８２０ １７１ ３７６ ６ ２４６ ４２３ ３１８

科威特 ３５６ ５９７ ２７７ ５５４ ３７０ ８２７

约旦 ３５０ ３０７ ９８７ ３９０ １２５ ３９８

吉布提 ９４ ２３８ ６２３ ２５ ０８４ ０３９

卡塔尔 ５４ ５８３ ９６１ ８２ ６０５ ５９７

沙特 ８５１ ９７３ ５８６ １ ６６７ １５９ ５６８

苏丹 １７１ １２９ １８４ ２７５ ０６１ ７４８

突尼斯 １ １５５ ４２４ ７８２ ６５６ ７５３ ９５５

摩洛哥 １ ８１０ ０６５ ７０７ １ ２７６ ６８７ ５１３

利比亚 １２３ ５５７ ０８９ １５６ ３４３ ７３４

土耳其 ３１ ７０９ ８３９ ８９７ ２６ ０３４ ２５４ ７１５

伊朗 ３ ７５７ ４６９ ３００ １ ５８８ ８９７ ８１１

伊拉克 ９９ ６４５ ０１０ ２６４ ４６７ ０４１

以色列 ２ ８４９ ６０３ ９４３ ２ ２５０ １０８ ０４５

叙利亚 １ ９９１ ０６４ ２１９ １７３ ８４５ ２４３

总计 ５２ １７１ ５５７ １９６ ４６ ８７１ ３３９ ２０１

　 　
在能源领域ꎬ 除核能合作这一亮点之外ꎬ 俄罗斯还在三个方面有重要收获ꎮ

一是与伊拉克、 阿联酋、 伊朗、 阿尔及利亚、 土耳其和利比亚等国签署价值上百

亿美元的油气开发协议ꎮ 二是与沙特、 阿联酋和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由竞争走向合

作ꎬ 开展了有力的能源政策协调ꎬ 确立了 “欧佩克 ＋ ” 的合作模式ꎬ 与欧佩克

建立了 “建设性对话” 关系②ꎮ 俄罗斯与卡塔尔还在天然气领域开展紧密协调ꎮ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ꎬ 俄与阿联酋签署共同稳定国际能源市场协议ꎮ 三是与土耳其合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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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 “今日俄罗斯” ( ＲＴ) 的俄罗斯对外贸易统计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 / )ꎮ 其
中缺巴勒斯坦、 巴林、 阿曼、 毛里塔尼亚和索马里五国数据ꎮ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Ｐｕｔｉｎ ａｎｓｗｅｒｅｄ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ｓ ’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６２０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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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俄天然气西输南部走廊重大项目 “土耳其溪”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ꎬ “土耳其溪” 天

然气管道正式启用ꎬ 普京总统亲赴土耳其出席启用仪式ꎮ 据悉ꎬ 建成后管道可向

土耳其和欧洲年输送天然气 ３１５ 亿立方米ꎮ 该项目的实施是俄与中东能源合作的

重大突破ꎬ 帮助俄打破对 “北部走廊” 依赖ꎬ 实现绕开乌克兰向欧洲输送天然

气ꎮ 正如 «华盛顿邮报» 指出的ꎬ 能源在普京中东政策中占有很重要地位ꎬ 它

决定了俄将继续加深在中东的存在①ꎮ

结　 语

自沙俄时代以来ꎬ 不同历史时期俄罗斯与中东关系有不同特点ꎮ 从沙俄的侵

略性政策到苏联的争霸中东ꎬ 从叶利钦时期的收缩到普京时期的重返中东ꎬ 可以

看出俄罗斯中东政策的历史演进有三条较为清晰的脉络: (１) 俄主导中东事务

欲望已大大下降ꎬ 实现了从主导到参与的转变ꎮ (２) 由殖民、 争霸的主从关系

向合作型伙伴关系转变ꎮ (３) 由高度意识形态化向务实主义转变ꎮ 虽然普京谋

求以大国身份重返中东ꎬ 但其政策并未脱离现实ꎬ 务实主义仍是主基调ꎮ 对俄重

返中东的实际影响不应给予过高估计ꎮ 俄出兵叙利亚ꎬ 实际上也是背水一战ꎬ 是

一场为扭转在中东持续下滑颓势的阻击战ꎮ 美国的战略收缩也为俄重返中东ꎬ 创

造 “中东奇迹” 提供了很大空间ꎮ 俄重返虽对美构成严重挑战ꎬ 但短期内并不

能改变该地区仍由美国主导的局面ꎮ 尽管俄美在中东的竞争与博弈较以往激烈ꎬ
但很难回到冷战时期美苏两极对抗的局面ꎬ “新冷战” 恐难出现ꎮ 囿于实力ꎬ 当

前俄重返中东地位还不牢固ꎬ 未来仍充满挑战ꎮ 即使在叙利亚ꎬ 俄仍面临如何将

军事胜利转换为政治上的胜利的艰巨挑战ꎬ 受到来自美国、 土耳其、 以色列的多

方制约ꎮ
(责任编辑　 胡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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