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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美国政府关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所有重要政策宣示中，对俄罗
斯都不置一词。美国学界则建议拉拢俄罗斯，双方建立起“太平洋伙伴关系”。在俄
罗斯看来，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质，是在美国政治军事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亚
洲安全体系。俄罗斯学者建议俄在中美之间平衡摇摆，适度参与亚太地区的竞争，为
自己谋求有利地位和最大利益。在亚太安全问题上，美国和俄罗斯进行合作的希望
较为渺茫。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美俄进行经济特别是能源合作存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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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奥巴马政府对美国亚太战略进行

了重大调整，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一般

认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应

对实力不断增长的中国，亚太地区也被视为中美

之间的博弈平台。然而，作为中国的“战略协作

伙伴”和美国在战略武器领域的对手，俄罗斯对

该战略是什么态度? 美国对俄罗斯在亚太地区作

用是如何认知的? 俄罗斯自身如何考虑? 俄罗斯

将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这些问题都将影响美国亚

太“再平衡”战略的效果，也是本文将要探讨的

问题。
对于俄罗斯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关系，

国内的专题研究还不多。李兴探讨了美国战略重

心东移与中俄地缘安全合作的关系。他认为，美

国战略 重 心 东 移，使 俄 罗 斯 迎 来 了“战 略 机 遇

期”。一方面，矛盾向中国集中，中国对俄依赖加

大，俄战略重要性凸显;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牵制

了美军的力量，俄罗斯西部压力减轻。美国强势

重返也使中俄有走向“准同盟”的可能。不过他

也承认，由于美国的分化和挑拨，中俄安全合作的

水平有限①。程春华分析了俄罗斯学界对美国重

返亚太的看法。他注意到，俄罗斯学者认为美国

的亚太战略加深了俄美“战略互疑”，美企图削弱

甚至废掉俄罗斯的核心军事力量。在俄罗斯学界

和官方，“协作制美论”比“助美制华论”更受欢

迎。为此，俄推出了面向亚太的“东进”战略②。
两位学者都指出，俄罗斯实行的是相对中立和全

方位合作的安全政策。
学界对于俄罗斯亚太战略的研究中，有一部

分涉及对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判断。王海运、徐
萍、刘守绪认为，美国重返亚太，对俄罗斯东部战

略方向的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美国不会支持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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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融入亚太，不会欢迎俄罗斯扩大在亚太地区的

影响①。柳丰华认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使俄罗

斯在亚太政治军事领域更加边缘化。亚太地缘形

势还没有发展到俄罗斯必须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

的程度，俄还要继续观望美对俄政策。在中美博

弈的过程中，普京总统多半将采取中立立场，极力

避免加入中美冲突，同时与两国展开务实合作②。
邢广程则认为，中国是俄罗斯面向亚太地区的同

路人和伙伴国③。以上研究给本文提供了重要借

鉴，为本文的写作打下了一定的研究基础。

一 美国亚太“再平衡”
战略中的俄罗斯

纵观近年来的美俄关系，无论是争斗还是合

作，从反导问题到叙利亚问题，从阿富汗到北约东

扩，从地缘角度看，几乎所有议题都集中在欧洲和

中东地区。分处太平洋两岸的美国和俄罗斯，在

亚太地区的互动少之又少。尽管俄罗斯人自诩为

“亚太地区大国”④，但美国人对此似乎并不“感

冒”。
在美国人看来，俄罗斯对本地区经济和安全

的贡献太小，把它视为亚太大国是不恰当的，充其

量俄罗斯只是一个“二流的太平洋玩家”⑤。所

以，无论是奥巴马 2011 年在澳大利亚议会的演

讲，还是希拉里的文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以及

拜登、多尼隆、哈格尔和克里的讲话，在“再平衡”
战略的所有重要政策宣示中，对俄罗斯都不置一

词。换句话说，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美国政府的

再平衡战略忽略了俄罗斯的存在。
美国学术界和思想库与官方态度有所不同。

在他们看来，美俄两国在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和

稳定方面拥有共同利益⑥。鉴于中国力量的不断

增强，双方需要建立“太平洋伙伴关系”来平衡中

国。他们认为，美国应该对俄罗斯加以笼络，使其

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
有美国学者注意到，一方面，再平衡战略刺激

中俄两国进一步走近⑦，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首

站访俄，普京 2012 年再次担任总统后出访的首批

国家包括中国以及两国在日本海的联合军演等

等，都是突出的例证。另一方面，除了中国以外，

俄罗斯也大力发展与印度、越南、日本和其他东盟

国家的关系，其中有许多国家与中国存在领土争

端。除了在亚太地区的外交战略多元化以外，俄

罗斯还推行战略模糊政策⑧，在东海、南海岛屿争

端中绝少表明自己的立场。
因此，在他们看来，俄罗斯不可能公开加入反

华联盟，更不可能充当美国重返亚洲的支点，但只

要它不积极反美，对美国就是有利的。俄罗斯目

前的地位和 20 世纪 70 ～ 80 年代的中国类似。当

时美国向中国示好，虽然没有把中国变成朋友和

盟友，但促成了中国不再积极反美。在苏攻美守

的时刻，中国的举动确保了全球势力均衡，这也是

对美国的一种帮助⑨。所以，当前美国的主要任

务，应该是鼓励俄罗斯与美国在亚太地区进行合

作，防止其过度依赖中国。具体来说，美国应该关

注并帮助俄罗斯开发俄远东地区，推动俄罗斯在

亚太地区发挥作用瑏瑠。
如果说力促俄罗斯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防

止中俄建立“欧亚协约”瑏瑡只是美国的初步目标，

那么把俄罗斯拉入美国的怀抱，两国建立一个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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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美俄协约”①，才是美国的最高目标。
布热津斯基对此有着非常清晰的表达。这位冷战

时代的反苏斗士，如今呼吁把俄罗斯拉入西方阵

营，由美国、欧洲和俄罗斯共同组成一个“地缘政

治利益共同体”。当然，这个设想有一个前提: 俄

罗斯必须达到美国的“民主标准”②。
2012 年 9 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海参崴会

议期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举行了一场记者会。
有记者问及她对普京“东向”政策的评价以及俄

罗斯能否在东海领土争端中发挥积极作用。希拉

里表示，俄在亚洲发挥“负责任的作用”没有问

题，美国对此表示欢迎。她还希望美俄加强在亚

洲和远东的经济合作③。
希拉里回避了领土争端的问题，实际上俄日

北方四岛问题悬而不决，俄罗斯也是亚太领土争

端的一部分。另外，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越南，也

是美国竭力拉拢的对象。俄罗斯在亚太安全上如

果发挥“积极”作用，只能使大国博弈的局面进一

步复杂化，这对美国未必是好事。所以，身在俄罗

斯的希拉里，只好对俄提出空洞的“负责任”作为

期许，转而把重点放在了经济合作上。

二 俄罗斯对美国亚太再平衡和
中美博弈的认知

有俄罗斯学者认为，目前亚太地区的局势，与

19 世纪后半叶德国统一后西方的局势相似。当

时由于力量平衡发生变化，国家间重新分配权力

的斗争激化④。当前，在政治和军事上，中美有走

向冲突和对抗的可能; 在经济上，两国却高度相互

依存。与冷战时代的美苏关系根本不同。中美经

济相互依存是两国持续和平共处的保障，当然这

种共处面临重重困难，而且充满竞争⑤。
在俄罗斯看来，欧洲安全体系目前已经接近

成形，这个体系是建立在北约东扩的基础上。如

今美国也想在亚洲如法炮制。美国亚太“再平

衡”战略的实质，就是要在美国政治军事联盟的

基础上，建立一个亚洲安全体系⑥。
俄罗斯学者注意到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

对俄的忽视⑦。他们认为，为了称霸亚洲，美国故

意对俄作为亚太地区大国的事实视而不见。希拉

里的文章表明，美国已经决定同时破坏与中国和

俄罗斯的关系⑧。2011 年，奥巴马宣布向澳大利

亚增加派遣 2 500 名海军陆战队。俄罗斯专家认

为，这是一项长期战略，早在 2004 年美国防部长

拉姆斯菲尔德就批准了这项决定。这将使美军在

太平洋地区部署的速度更快，灵活性更强，其目的

是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进行制

衡。在俄罗斯学者看来，美国选择澳大利亚而非

日本或者韩国，表明这两个美国的亚洲盟友，还没

有做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准备，也反映出美

国在亚太地区的无能为力⑨。
南海问题可以说是美国插手亚太事务的一个

突破口。在一些俄罗斯学者看来，美国的目的是

利用南海争端，离间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之间的

关系。较之以前，近年来中国对南海岛屿的声索

并没有增加，然而，美国出于自身需要，把中国描

绘成一个强硬的咄咄逼人的形象。海上通信线路

安全和航行自由是美国经常使用的说辞。实际

上，这两者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威胁。俄罗斯专

家认为，航行自由这种说法的实质，是美国在别国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内开展军事活动的自由。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美国就开始封锁中国的太平

洋海岸，南海是目前中国仅存的活动空间。美国

的真实目的，是图谋继续用探测船在南海收集海

底信息，进而判断中国潜艇的航线瑏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在经济上的主要支

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在俄罗斯专

家看来，TPP 的经济外表只是掩饰，它的本质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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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反华政治联盟。一方面，TPP 的经济基础十分

脆弱，谈判成员之间的贸易额，还没有它们与域外

国家的贸易额大。泰国和菲律宾正在抵制 TPP，

印尼对它也毫无兴趣，越南要加入 TPP 主要是出

于政治而非经济原因。另一方面，所有 TPP 谈判

成员都与美国签订有军事条约，或者正在迅速发

展军事关系。另外，TPP 与美国的南海政策紧密

相连，与美国进驻澳大利亚军事基地也有关。最

为关键的是，中国没有加入，而且“永远也不会加

入”TPP。甚至有俄罗斯学者将 TPP 比作东南亚

条约组织，这个由美国拼凑的反共集团，在成立仅

20 年后就分崩离析①。

三 俄罗斯的考虑: 摇摆国

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美在亚太地

区互动，俄罗斯面临着抉择。无论它做出怎样的

策略选择，都有三个基本事实作为前提。首先，从

实力上看，俄罗斯不如中国和美国，在亚太地区参

与大国竞争的能力和意愿都有限; 其次，中美两国

过分亲密和激烈对抗，都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 再

次，亚太地区对于俄罗斯的未来日益重要。
因此，俄罗斯学者建议俄在中美之间平衡摇

摆，适度参与亚太地区的竞争，为自己谋求有利地

位和最大利益。他们认为，俄罗斯应该效仿当年

的中国，20 世纪 70 ～ 80 年代在美苏之间游刃有

余，通过软平衡和临时外交同盟等手段，发挥“四

两拨千斤”的作用②。换句话说，俄罗斯最好是一

边坐山观虎斗，一边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伙伴。
俄罗斯非常注意保持地区政治和军事平衡，

“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俄罗斯专家认

为，一方面，俄罗斯必须拒绝美国、日本和一些东

盟国家的企图，它们想让莫斯科公开或者秘密参

与遏制中国的行动。另一方面，俄也不应与中国

结盟，因为俄不想成为他国获取利益的人质，不应

被卷入到与自身无关的冲突中。中俄同盟会破坏

俄罗斯与美国及其盟友的整个关系体系，可能导

致全面对抗甚至最终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西方

对俄罗斯的安全和现代化都很重要，因此俄不允

许其在东方的行动，损害其与西方的关系③。
俄罗斯对于 TPP 的态度，或许可以印证上述

观点。诚然，从经济角度看，对于 TPP 倡导的高

标准和加速自由化，俄罗斯还没有准备好④; 另一

方面，目前俄罗斯对外贸易主要集中在欧洲地区，

即使 TPP 谈判成功，短期内对俄外贸出口也不会

带来很大影响⑤。不过，与 TPP 保持距离，俄罗斯

还有另外一层大国关系的考虑。有俄学者认为，

支持 TPP 对俄罗斯没有明显好处，但其消极影响

却很显著，会使俄中关系出现不必要的复杂化情

况。因此，俄罗斯倾向于支持“东盟 + 6 模式”与

TPP 对抗。不过为了保持平衡，俄罗斯也没有明

确表示将来要参与哪一方⑥。
亚太局势适度紧张，对俄罗斯来说似乎是利

好消息。随着南海形势升级的趋势日益明显，有

俄专家建议，一旦将来冲突和对抗加剧，导致海上

航路受阻，俄罗斯和中亚可以提供替代海上交通

线路，把中东和非洲的资源运往亚太地区⑦。亚

太地区军备竞赛对俄罗斯军工企业来说也是大好

机会。近年来，俄罗斯与亚太特别是东盟国家的

武器贸易势头强劲，其中越南已经成为俄罗斯军

火的最重要客户⑧。
中美关系高度紧张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一

旦两国对抗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俄罗斯势必要选

边站队，其回旋余地大大减小。随着阵营之间的

对抗加剧，亚太地区陷入冷战深渊的风险升高。
然而，中国和美国过度亲密也令俄罗斯感到不安。
俄罗斯学者注意到中美两国已经展开了亚太事务

磋商，两国在军事和能源领域的交流也不断深入。
俄罗斯担心自己被排斥在亚太互动之外，退居

“二线”，最终的结局是被边缘化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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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这种局面的出现，近两年来俄罗斯

也推出了自己的“转向亚洲”政策。在俄罗斯人

看来，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落后与空旷，不仅可能危

及俄国家安全，也影响了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地

位。一方面，俄罗斯欲借亚太经济发展的东风促

进这个地区的发展，增强自身实力; 另一方面，俄

罗斯也希望通过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融入亚太

地区，加强自身在亚太事务中的发言权①。

四 美俄亚太合作将较为有限

根据上面的论述，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对于俄罗斯在亚太的地位，俄罗斯自身定位

和美国官方的判断存在明显差距。用普京的话

说，长期以来俄罗斯就是亚太地区的固有部分。
用梅德韦杰夫的话说，俄罗斯在亚太地区有着相

当稳固的地位。然而，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却丝

毫不提俄罗斯。在美国领导人的表态中，俄罗斯

在亚太地区似乎根本不存在。这种认知上的偏

差，反映了美国对俄的轻视和防范，也反映出美国

不愿俄在亚太发挥显著的作用。
第二，在亚太安全等“高级政治”问题上，美

国和俄罗斯进行合作的希望较为渺茫。如今美国

的关注点转向亚太，把中国作为主要对手。但也

没忘了昔日敌手、今日“唯一能在半小时内”②摧

毁自己 的 俄 罗 斯。在 俄 日 领 土 争 端 中 偏 袒 日

本③，借朝鲜核问题在亚太部署反导系统，这些事

实都提醒俄罗斯，美国不会放过任何削弱打压自

己的机会。所以，俄罗斯对美国的“再平衡”战略

还是提防有加。美国学者鼓吹的美俄合作，不会

那么容易实现。
第三，在开发俄罗斯远东等“低级政治”问题

上，美俄进行经济特别是能源合作存在一定前景。
俄罗斯担心其远东地区成为中国的原料附庸，为

了避免对中国过分依赖，希望引入其他亚太国家

的投资开发该地区。除了日本和韩国，美国也有

意参与这个进程。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已经投资

100 亿美元，开发俄罗斯远东的石油和天然气④。
截止到 2012 年，俄罗斯美国太平洋伙伴关系论坛

已经举办了 18 届。该论坛致力于推动俄罗斯远

东地区和美国西海岸各州的商务合作，其最终目

标是整合俄罗斯各地区和美国各州在俄远东的活

动⑤。自 2009 年起，该论坛向美俄双边总统委员

会报告会议成果⑥。
第四，俄罗斯打算采取的中立战略，与美国学

者期待的平衡战略颇为接近。必须承认，在亚太

地区美国和俄罗斯并无重大利害冲突。俄罗斯和

美国在叙利亚、反导和人权等问题上已经僵持不

下，在不涉及俄罗斯重要利益的问题上，指望在亚

太事务上俄罗斯与中国站在一起也不现实。俄罗

斯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会在中美之间、中
国与其他亚太国家之间保持“平衡”，永远为自己

留出左右逢源的余地。用普京的话说，在美国和

中国对世界主导权的争夺中，俄罗斯不会站在任

何一边。
到目前为止美国和俄罗斯的互动集中在欧洲

和中东。两国的主要矛盾，也是围绕美国在东欧

乃至全球部署反导系统展开的。20 世纪 90 年代

美国推动北约东扩，目标直指俄罗斯。2001 年起

美国进行反恐战争，俄罗斯曾经给予大力支持。
然而随后伊拉克战争、美国进军中亚，都损害了俄

罗斯的利益，使得两国在反恐上的合作烟消云散，

两国关系又倒退不少。历史表明，两国的结构性

矛盾不消除，有限的合作只能是昙花一现，两国的

亲密也只能是貌合神离。
( 责任编辑 向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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